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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按照社会语言学的定义，在双语（包括多语或多方言）社会，人们在交谈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从
使用一种语言（或方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或方言）的现象被称为语码转换。
它是语言接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码转换不是任意的，而是受语境和社会规约影响和限制，并由某种社会心理驱使
而实施的语言行为。
因此，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一直受到社会语言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以及其他领域的语言研究者
的极大重视。
国外早期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一开始就瞄准语码转换的社会功能，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说话人为何要转
换语码？
大多数研究者给出的答案是，说话人凭借语码转换扩大或缩小交际者之间的社会距离，或者说，以此
作为影响或改变人际关系的手段和策略。
还有学者认为，语码转换是说话人借以协商和调节人际关系的工具，是说话人传递给听话人的一种指
示信息，用以提示或引导对方正确理解和判断交际双方处于何种关系或者这种关系当前正在发生什么
变化。
可见，语码转换传递的不仅仅是语言信息，而且还包含复杂微妙的社会意义。
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外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语码转换现象作出了不同的描
述和解释，使之成为目前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陈立平同志的专著《双语社团语码转换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的。
她从选题、构思到写作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她经过4年的努力，其中一年是一边从事教学工作，一边坚持思考和写作，最终不仅顺利地通过了论
文的评审和答辩，而且受到专家们很高的评价。
现在这部著作就要与读者见面了，作为导师，我感到无比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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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双语社团语码转换研究：以常州话.普通话语码转换为例》以言语顺应论和标记模式为理论框架
，以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口语语料为基础，综合运用录音、问卷调查、实验等三角测量手段，将定量和
定性研究结合起来，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系统分析了常州话一普通话语码转换的结构、方向、年龄、话
轮保持、词汇类别和社会心理动机等方面的模式和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稳定的双语社
团语码转换的规律，为其他稳定的双语社团语码转换研究提供一个可行的研究模式，填补了我国语码
转换研究领域实证定量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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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文献回顾　　本章对国内外40多年来语码转换的主要研究进行回顾和述评。
我们首先探讨国外研究对语码转换的定义问题，并将语码转换和“借用”（borrowing）进行区分；接
着从社会语言学、句法学、会话分析和心理语言学等四个角度对国外语码转换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模式
进行回顾和评析，指出它们的异同、贡献和不足。
最后，我们分析国内语码转换研究的现状和特点，并提出改进研究的方向。
　　2.1 国外的语码转换研究　　2.1.1 语码转换的定义之争　　语码指人们用于交际的任何符号系统
，可以是一种语言，也可以是一种方言、语体或语域（Wardhaugh，1998：86）。
从广义上讲，语码转换“指两种（或多种）语言或方言成分的并置”（McCormick，2001：447），但
在实际应用中，有三个术语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即语码转换、语码混合（code-mixing）和语码交替
（code-alternation）。
有些学者（如Kachru，1983和Sridhar&Sridhar，1980）用“语码转换”专指句子之间的转换（即句际转
换），而用“语码混合”来指句子内部词汇或短语层次上的转换（即句内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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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双语社团语码转换研究：以常州话.普通话语码转换为例》当代语言学研究文库。
《双语社团语码转换研究：以常州话.普通话语码转换为例》以言语顺应论和标记模式为理论框架，以
真实的口语语料为基础，综合运用录音、访谈、问卷调查等测量手段，对语码转换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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