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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语言学自乔姆斯基以来，对认知科学、心理学、医学、电子计算机以及人工智能等学科都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成为人文科学的带头学科。
只要在国外走一走，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设有语言学系或语言学专业。
语言学理论不但对语言学系的学生至关重要，而且也是心理系、教育系、社会学系、认知学理论乃至
计算机系的学生必修的基础理论课。
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为什么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如此之大？
他的什么变革使本来默默无闻的语言学（理论）一跃而成为认知科学、心理学、电子计算机以及人工
智能等学科的奠基理论？
这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现代语言学的立足点说起，系统介绍现代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研究
对象、研究范围以及研究结果等。
不说清楚这些问题，现代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的带头作用和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也就无法说清楚。
有系统有深度地介绍现代语言学理论．这就是我们这套丛书的编写目的。
　　要系统介绍现代语言学，各种理论的来龙去脉都得交代清楚，某种理论的发生、发展、不同阶段
以及各个流派之间的关系都要说清楚。
不能只把一种理论搬来，不管它的过去和与其他理论的联系，那样会让人不知所云。
在系统介绍的同时，也要把各种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写进去，并评价其优劣不同以及对现代语言学研
究的贡献等，做到有深度。
有系统、有深度，这是我们介绍的第一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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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于用非专业的语言介绍关联理论的主要内容，使读者能在短时间对对该理论有大致的认识，
并进而产生研读《关联》全书的兴趣。
我们的着眼点主要还是在核心理论的介绍和诠释以及参考文献的更新上。
读者可以从书中找到更详细的论证并在分析本文用例的过程中自己思考关联理论的实际应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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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严，男，复旦大学学士、硕士；伦敦大学博士，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
教堂和研究领域包括语义学，语用学，修辞学和语篇分析。

　　主要论著：《形式语义学引论》（与潘海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005。

　　《上海风情话》（与石定栩合作），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电台联合出版，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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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格莱斯对交际的分析一直都几乎完全是个哲学家讨论的话题，&ldquo;哲学家关注的要点是
对&ldquo;意义&rdquo;或&ldquo;交际&rdquo;的定义。
从我们现在的更贴近心理学的观点看，交际的界定并不是关心的要点。
原因之一是，交际并非必然地涉及一组界限分明、性质相同的经验性现象。
我们的目标是找出植根于人类心理的深层机制，以解释人如何能相互交际。
心理学上对交际的扎实定义和分类，如果有可能得到的话，也应该等到作出了对这些深层机制的理论
解释之后，才能有定论。
我们认为格莱斯的分析为这种理论解释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基础。
从这个方面看，格莱斯的分析存在的主要缺陷不在于对交际的过于模糊的界定，而在于对交际的过于
贫乏的解释。
　　代码模式的优点是能够解释交际如何能在原则上得以实现。
其失败之处不在解释方面，而在描写方面：人并不通过对思想的编码和解码来交际。
推理模式尽管存在着上一节讨论过的技术问题，却对人际交际提供了一个符合直觉的描写。
但是，该模式自身的解释力很弱。
只要推理模式还没有被发展成对交际的合理解释性理论，重新采纳代码模式的诱惑就依然强烈。
然而，这种合理的解释性理论已在格莱斯的另一部著作里奠定了基础。
在他的《威廉&middot;詹姆士演讲录》[WilliamJames（讲座）]里，格莱斯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交际
是在&ldquo;合作原则&rdquo;和&ldquo;会话准则&rdquo;的制约下进行的。
　　按照推理模式的观点，交际通过受讯者认识讯递者的传信意图而得以完成。
然而，仅仅像我们已经做过的那样指出对意图的认识是人类认知的正常特征，这是不够的。
对传信意图的认识引发了一些问题，而对人类其他意图的认识则不会导致这些问题。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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