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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语言学的一门新兴学科，语用学之所以能够在上世纪70年代被确认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
因为发生了一个标志事件：1977年，《语用学学刊》（Journal of Pragmatics）在荷兰正式出版、发行。
该刊对推动语用学在全世界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里，中国语用学的迅猛发展进程中有许多令人瞩目的里程碑：　　1980年，胡
壮麟先生发表“语用学”一文第一次把语用学作为一门学科较系统地介绍给中国学人；　　1988年，
何自然先生编著的中国第一本语用学教材《语用学概论》出版问世，极大地推动了语用学研究在中国
的开展、普及和发展；　　1989年，首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前身——广州外国
语学院隆重召开；　　2004年，在中国修辞学会的支持下，中国语用学研究会正式成立，研究会的工
作网站也随即开启。
　　在当今中国语言学研究领域，语用学占据重要的地位。
语用学研究成果广泛发表于各类语言学刊物以及综合性学报。
我们认为，为了给增量迅猛的语用学研究成果提供更多的平台，提升中国语用学研究成果的交流效果
，中国语用学迫切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专业平台。
《语用学研究》便是为了适应这一需要而诞生的。
　　《语用学研究》有着庞大的作者群。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国内拥有语用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点逾十个，拥有语用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点
数十个，全国范围内从事语用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博士、硕士数以千计，且在不断增长，他们将会把
《语用学研究》当作自己与同行切磋语用研究心得的平台。
当然，国外语用学专家以及国内其他相邻学科的专家也将成为《语用学研究》的潜在撰稿人。
　　《语用学研究》有着广阔的读者群。
语用学是一个带有跨学科性质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
语用学又是关注语言生活的学科，对各类语言实践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可以相信，凡是对语言哲学、语言逻辑、认知科学、人工智能与信息处理、社会心理、人际交往、语
言教育、语言应用、儿童发展、跨文化交际等感兴趣的读者都可以从《语用学研究》中读到自己关心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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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用学研究（第1辑）》登载的是2007年在南京大学召开的第十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上发布的优
秀论文。
《语用学研究》有着广阔的读者群。
语用学是一个带有跨学科性质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
语用学又是关注语言生活的学科，对各类语言实践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可以相信，凡是对语言哲学、语言逻辑、认知科学、人工智能与信息处理、社会心理、人际交往、语
言教育、语言应用、儿童发展、跨文化交际等感兴趣的读者都可以从《语用学研究》中读到自己关心
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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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化理性是话语的文化信息解释所依赖的心理信息结构，是文化语境的内在形式和理性提升。
本文首先从语境发生学角度讨论文化理性的信息特征和形成；然后试图讨论文化理性的微观结构（文
化设定、文化事实等）；进而讨论文化理性的发生过程和构型机制；最后，作者讨论了文化理性的几
个典型特性：工具性、从属性、权威性和可调节性等。
通过这些方面的考察，文化理性的语用学价——情景化话语认知的价值得到进一步的展示，同时，作
为一个言语共同体文化精神的象征，文化理性的提出可以解决交往过程中跨文化的误解和自我中心论
的问题，使交际双方能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彼此的差异，并努力构建相互理解的平台。
　　关键词：语境；话语解释；文化理性；工具性；文化认知　　早在1995年，罗曼·科皮特科
（Romall Kopytko，1995：475-491）就发表了一篇质疑理性语用学的文章，大意是：1]语用信息是不确
定的；2]纯粹理性的语用学是行不通的；3]理性语用学没能很好地解决语境的动态和变化问题。
这里涉及到理性信息与语境的关系问题，两者是相互排斥的，还是可以有效统一的。
我们注意到，当人们说：“您贵姓？
”、“免贵姓X”，互动双方的心理信息中文化意识的存在。
这种文化信息，就是本文讲的、从内部指导或制约话语产生及推理的、有语境基础的“文化理性”。
本文旨在解释它的情景发生、结构、过程和解释特征，以突显文化对情境化人际互动的价值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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