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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回指（anaphora），又称照应，不仅表现为语法上的替代关系或语义上的同指关系，还充当语篇
的衔接手段，制约着语篇的连贯性，而且隐含着深层的认知机制和语用制约规则。
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回指成为语言学、心理学、认知科学、逻辑学，以及计算语言学、
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尽管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林林总总的理论、假说和模型
，但由于研究目的不同，理论路径各异，各家之言往往偏执一说，互有抵触，导致迄今对于自然话语
中各种复杂的回指现象仍缺乏全面、透彻的认识，甚至在回指的界定、范围、分类等一些基本问题上
还争执不休。
在自然语言处理程序中，回指选择的制约机制、歧义回指的消解、间接回指关系的确认等瓶颈问题始
终难以突破。
如何把这些理论的合理部分有效地整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之内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本研究从英语新闻语篇中第三人称代词回指的微观视角出发，研究语篇中的回指输入和输出问题
。
全书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梳理了相关的回指理论体系，重点对回指研究中几种主要理论模式进行了剖析和评述，为理
论整合提供了基础；此外，对回指研究中存在严重分歧的概念界定、功能使用，以及人称代词在间接
回指中的地位等问题也进行了探讨，以便澄清认识。
　　第二部分主要利用语料库对人称代词回指语和先行语在语篇中的分布状况进行量化统计和定性分
析，研究回指编码的形式选择和使用频率与句法结构、语篇距离、心理可及度、候选先行成分的竞争
度和话题稳定度之间的关系，并结合相关理论来探讨语篇回指的编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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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称代词语篇回指研究》专题研究了英语新闻语篇中第三人称代词语篇回指的输入和输出问题
。
全书基于语料库和实证调查，从句法、语义、语用和认知层面对第三人称代词回指关系在语篇层面的
分布模式和释义过程进行解析，重点探讨了回指编码机制、歧义回指的释义机制、间接回指的语篇转
喻机制等问题。
在梳理相关理论体系、理清概念分歧的基础上，对当代最主要的几种回指理论模式的解释力进行了检
验、整合，提出应以全景视角审视语篇中各种复杂多变的回指现象，在双向优选的处理程序中结合关
联－顺应原则来设置语篇回指的评估机制。
《人称代词语篇回指研究》尝试性地将高度形式化的优选理论框架与语言顺应理论相结合，构建了一
个动态的“双向优选一顺应回指模式”，以期在语用优选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将形式化的精细研究和功
能化的语用认知推导相结合，使这一模式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和更强的解释力。
　　《人称代词语篇回指研究》可供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方向的教师、研究生和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参
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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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第一节 研究缘起一、回指研究的理论背景二、国内外研究状况三、既往研究的局限性四、本研究
的目的和内容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语料来源一、研究方法二、语料来源第三节 本书结构第一章 人称代
词回指研究的理论体系第一节 概念界定的分歧和存疑一、对reference的界定二、对anaphora的界定三
、其他相关概念第二节 回指的分类和功能一、指称的分类二、回指的分类三、回指的功能第三节 人
称代词回指的语义解释模型一、代词的意义特征二、静态的语义观下的人称代词回指模型三、动态的
语义观下的人称代词回指模型第四节 代词回指研究的理论路径一、句法模式二、语篇结构模式三、语
用模式四、认知模式五、关联一搭桥模式第五节 本研究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一、回指理论模式存在的
问题二、理论整合的初步构想小结第二章 人称代词语篇回指的常规分布模式第一节 句法结构和回指
分布的相关性一、句法成分和回指分布的相关性二、句法结构和回指分布的相关性第二节 语篇距离对
回指分布的影响一、回指形式的线性距离分布特征二、语篇距离三、语篇距离和心理距离的关系四、
距离理论的缺陷第三节 竞争度对回指分布的影响一、无干扰性候选先行成分二、多项干扰性候选先行
成分三、无明示先行成分第四节 稳定度对回指分布的影响一、候选先行成分的语篇位置和回指分布的
相关性二、语段边界和回指分布的关系第五节 人称代词语篇回指的常规分布模式小结第三章 人称代
词语篇回指的非常规分布第一节 句法结构上的非常规分布第二节 语篇距离的非常规分布一、名词回
指用于短距离二、代词回指用于长距离第三节 语篇结构上的非常规分布一、人称代词回指和后指的关
系二、人称代词回指和外指的关系三、指称关系的全景视角第四节 语篇中的人称代词间接回指一、间
接回指的类型和特征二、人称代词间接回指的语篇地位第五节 人称代词回指的社会语言变异一、形态
变异二、语法变异三、语用变异小结第四章 人称代词语篇回指的释义机制第一节 人称代词语篇回指
的常规解码模式一、传统的SMASH模式及其缺陷二、案例验证第二节 语篇中的歧义回指一、人称代
词语篇回指的歧义表现二、句法歧义回指三、语用歧义回指第三节 歧义回指的解码机制一、语法关系
的制约二、句法结构的制约三、语义关系的制约四、突显度的制约五、关联度的制约六、严格度的制
约第四节 人称代词间接回指的语篇转喻机制一、语篇转喻对人称代词间接回指的解释力二、人称代词
间接回指的概念参照转喻模型三、回指语篇转喻模型中的搭桥关联机制小结第五章 人称代词语篇回指
的语用优选机制第一节 优选论的基本理论框架一、优选论的操作机制二、优选论的制约条件三、语用
中的双向优选性四、双向优选的语用原则第二节 语篇回指的制约条件一、语法一致性原则的制约二、
异指假定原则的制约三、句法结构线性突显的制约四、语篇信息突显的制约第三节 人称代词语篇回指
的优选顺应模式⋯⋯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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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语言学和心理学、认知科学的大量研究已经证明：话语的生成和理解是一个复杂的动态选择过程
，是语法、语义、语用和认知因素相互制约的结果。
回指的编码和解码过程既受到语言内部机制和外部语境因素的双重制约，也受到言语交际对象的认知
主体意识以及社会文化规约的影响。
单纯从任何一个角度进行的研究都不全面、不完善，无法充分解释自然话语中的复杂的回指现象，也
无法真正揭示回指使用的完整机制。
　　二、理论整合的初步构想　　在自然话语中，回指的编码形式是复杂多变的，涉及词汇性名词短
语、有定名词短语、人称代词、反身代词、指示代词、零形式，以及动词、副词、小句等多种形式。
然而，语言的线性结构要求发话者必须在编码形式中进行选择，并且只能选择一种。
发话者必须综合考量语言内部机制和信息传递机制，各种语境因素和社会规约，自己的交际目的和受
话者的认知可及度等各种因素，以此来选择形式、组织信息。
反之，解码的过程也是一个动态的选择过程。
受话者必须对制约编码的各种因素进行筛选、对隐含信息和发话者的语用策略进行推理，才能正确地
解读信息。
因此，回指选择的过程实际上是交际双方彼此协商、彼此顺应、共同选择的互动过程。
那么，在这个双向的动态过程中，这些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
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选择的顺序性、等级性？
回指编码的形式和语篇的连贯性、信息的可释义性方面有何关系？
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要全面、透彻地阐释回指现象，就必须把各种因素纳入一个合理的理论体系之中进行综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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