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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昔日北大蔡元培先生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大学的逻辑起点首先应该是学术，高水平的大学更不能例外。
对知识的传递、批判和探索，是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永恒主题。
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大学作为知识传播与创新、技术创新与转移的主体，理所当然地成为国
家创新体系建设和自主创新的基本主体，成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知识之翼。
大学学术研究能力的开发，本身就孕育着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萌芽，把川流不息的知识转变成为技
术创新的新源泉，已经成为当今大学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务。
　　一流的科研成果是一流学术成就的核心。
没有一流科研成果的大学，不能称之为研究型大学。
在“十一五”发展规划中，我校明确提出“把我校建设成为若干学科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在国内外具
有重要影响的多科性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目标。
这一目标不仅体现了全校上下紧跟时代脉搏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还体现了我校对我国高等教育大改
革大发展大跨越的基本走向的理性认知。
要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关键是要紧紧围绕学术的卓越，全力打造一流的队伍、培养一流的学生、构筑
一流的学科平台，潜心培育有利于知识创新和学术卓越的制度环境与大学精神。
　　学术卓越也是评价学科建设水平的核心指标之一。
学科建设水平是一流大学的根基，只有具备一流的学科才能成为一流大学。
分析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发展的演进轨迹可以发现，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锤炼和发展，总有一批学
科成为他们的“顶梁柱”，甚至可以作为学校的代名词。
教育部部长周济同志指出，“跨越，主要是质量和水平的跨越。
要下定决心，在培养世界一流的人才方面实现跨越，在创造世界一流的科技成果方面实现跨越，在为
社会提供一流的服务方面实现跨越。
”要建设和形成一批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学科群和学科链，就必须以学术卓越为标杆，营造砥砺学术、
崇尚学术的良好风气，实现学术水平的历史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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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话语类型研究是语篇学领域近年来兴起的一个重要研究话题，并有大量的、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产生。
尽管这些研究成果斐然，但他们对话语类型理论和实践有关问题研究得还不够深入、系统、全面。
《话语类型理论的延展与实践》试图在纷繁复杂的话语类型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深层挖掘和探讨话语
类型相关理论问题，从全新的视角科学地确立话语类型的理论地位，力图构建一种较为完整的话语类
型理论研究体系，并致力于将其应用到网络话语类型个案分析的实践中去。
同时论证和揭示了这种话语类型理论的运用对语篇学、文体学、外语教育等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所起的
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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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述四种定义只是话语类型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定义。
它们虽有差异，但基本上具有以下共性：（1）话语类型不再只是用来划分文学文本的名称，不再只
是一种传递东西的渠道，它本身就具有建构功能；（2）话语类型具有社会性，它是一种社会交际活
动；（3）话语类型不再是程式化的、抽象的、脱离开语境的一种僵化的形式，它随着情景语境和文
化语境的变化而变化；（4）话语类型与目的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这些定义拓展了话语类型的涵盖范围，赋予了话语类型更多的功能，是对传统话语类型界定方法
的反驳，为人们进一步研究、学习话语类型作了很好的理论铺垫。
　　3.话语类型地位的确定话语类型与交际活动中涉及的其他因素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话语类型与语言、语域等概念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对于这些问题，研究者的说法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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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校社科文库》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各高等学校和出版单位共同建立
的学术著作出版平台，旨在为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出版学
术著作创造条件。
　　《高校社科文库》将坚持“广泛动员、集中征集、严格评审、精心编校”的工作原则，致力于通
过资助优秀学术专著出版、推动学术成果交流推广等形式，让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和优
秀工作者走进交流空问，进入公众视野，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作出积极
贡献。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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