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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于幽默文本与受众的中日对比研究》由梁爽著：幽默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语言现象，只要有语言
文化的存在，就会发现幽默的影子。
即使在总统发表就职演说的时候，我们也能常常发现幽默的影子。
可见，幽默作为语言交流中必不可少的要素被人们广泛使用。
这样一个极为普遍、常见的语言现象自然很容易引起语言学家的关注，因此在语言学研究的大量文献
中，有关幽默的研究并不鲜见。

然而，幽默是表达者和接受者双方共同完成的行为，如果听话人(或接受者)不笑，所谓的“幽默”也
难以成立。
本研究将特别着眼于听话人，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对中日两种语言中的“幽默”进行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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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80年生，天津市人。
200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
2009年毕业于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获文学博士学位。
此后，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
曾在日本中央大学、创价大学从事学习和研究。
研究方向为曰语语言学，在相关学术杂志有多篇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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