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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省略不仅涉及语法的各个层面，也与修辞学、心理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等有密切的联系，
其研究经历了从语义、语法到语用维度的转变。
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从篇章的角度，结合语境来考察省略这一复杂而灵活的语言现象。
主语省略的研究无论从深度和广度都不及其他省略的研究，尚缺乏从认知的视角对其深层动因和理解
机制的考察，如主语省略是怎么生成的，它的理解有怎样的心理一生理过程，等等。
当下学界对于主语省略的研究并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
在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中，对主语省略研究的报道也不多见，有关机器翻译应用的报道则少之又少。
但是随着计算机科学的迅速发展，研究主语省略和省略恢复对于文字输入、人机对话和自然语言理解
都将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本书基于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考虑，结合现代汉语的具体实例，分析叙事体语篇中主语省略的分布
特征，为汉语主语省略寻找解释性理论，从自然语言理解和交际出发，借助认知语用交际观，引入经
济原则、省力原则及可及性理论作为主语省略实证研究的理论背景，自行设计了主语、话题、提及、
干预、距离和推进等六个参数，以五本现当代汉语经典小说建构封闭语料库对指称语进行系统标注，
发现汉语主语省略的分布特征和规律，并论证可及性理论和经济原则对于主语省略的解释力。
通过主语省略辨识和续写等心理语言学的实验，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主语省略使用中的认知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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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汉语主语省略的认知语用研究》基于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考虑，结合现代汉语的具体实例，
分析叙事体语篇中主语省略的分布特征，为汉语主语省略寻找解释性理论，从自然语言理解和交际出
发，借助认知语用交际观，引入经济原则、省力原则及可及性理论作为主语省略实证研究的理论背景
，自行设计了主语、话题、提及、干预、距离和推进等六个参数，以五本现当代汉语经典小说建构封
闭语料库对指称语进行系统标注，发现汉语主语省略的分布特征和规律，并论证可及性理论和经济原
则对于主语省略的解释力。
通过主语省略辨识和续写等心理语言学的实验，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主语省略使用中的认知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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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书从认知、语用和心理语言学出发，建立在语篇表征和语境的基础上，不局限于主语省略生成
的句法性或语义性（这些领域可以参看前面所罗列的研究），而主要探讨主语省略的语篇结构和语境
作用等方面，从认知及语用的角度研究主语省略的生成和理解，从而建构主语省略生成和理解的理论
依据。
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只能对某种省略现象的某一个方面做出解释。
因此，无论是先前的句法理论还是语义理论都需要认知语用维度的补充，才能增加从语用和认知心理
成分等角度阐释省略的本质和深层动因。
主语省略的句法分析、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三平面应该互为关联，共同决定原本被认为专属于句法领
域的省略过程。
本书并不试图去解决所有的主语省略结构和现象，而是为基于句法平面的主语省略理论做出补充，并
非取而代之。
　　本书进行的是语篇分析、认知语用和心理语言学等相邻学科的一项综合研究，以较新视角探讨汉
语主语省略的实际运用，研究实际交际中真实自然的言语。
随着计算机科学的迅速发展，研究主语省略和省略恢复对于文字输入、人机对话和自然语言理解都将
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因此本书的选题顺应国际潮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符合语言研究的发展动态。
选题意义为：首先，语用学、认知科学和心理语言学的交叉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准确地把握汉
语主语省略现象的本质及其深层动因，可推动自然语言省略问题的研究，为主语省略的自然语言处理
找到新的生长点；第二，由于音义结合的不平衡性，主语省略恢复无疑是计算机处理语言中公认的难
点，本研究可拓展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主语省略问题的研究，使汉语的信息处理更具有可操作性；第
三，有可能突破传统语言学的静态研究范式，为主语省略的有效表达和准确理解，提供新的思路和方
法；第四，本选题反映时代特色和学科前沿的研究路径，有可能为解决主语省略的机器翻译问题找到
一个新的切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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