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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元认知和话语的链按结构》是一项“认知心理语言学”的研究。
    元认知监控对话语的形成和调节的作用是心理学的一个前沿课题，篇章的话语结构分析模式和口语
交际中话语的动态成因则是语言学研究巾的一些薄弱环节。
本书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探索元认知在话语结构中的“有形化”即“链接结构”而使“元认知”这
一概念得到了语言形式深刻的验证和阐明；同时，本书抓住话语在元认知调控下的动态生长展开了一
条探索话语结构和口语形成的新路径。
    全书分为七章，阐释了自然语篇形成的元认知背景，探讨了元认知活动的机制及体现，提出了链接
结构的概念，分析了链接结构的成因、类型和表现，讨论了链接结构的篇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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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明洁，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上海市语文学
会理事。
祖籍浙江宁波。
主要研究兴趣为话语分析和社会语言学，兼及语言哲学和语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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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的意识活动可以指向不同的方向，它可能只集中在思维或动作的某些方面。
比如说我炒了一个菜，我是有意识做的，但我也许不能说出我是怎么炒好的，因为我的意识集中在菜
肴上，而不是我炒菜的动作和步骤上（即我是怎么行动的）。
而当后者成为我意识的目标时，我也可以充分地意识到它。
当然，我也可以将意识集中在我如何记住这些步骤上。
可见，对意识的意识和对自己动作的意识都是元认知的常见的典型表现，它可能停留在意识状态，也
可能被语言来表述，并进而影响或者不影响下一步的思维和动作。
但人们通常可以只进行思维和动作，而不对其进行意识。
也就是说，元认知并不是在所有的认知活动中都必须被启动。
比如，在上面的例子中，我在日常生活中不需要对每次炒菜的过程都作出说明。
　　而对自我言语交际的意识，其指向却是非常明确和单一的，就是说话人正在进行的语言交际活动
。
说话人既是话语的生产者，又是这些话语的监听者。
而且，这种监控是无法排除的，只要你在说话，你就必然同时在倾听自己说话。
也就是说，言语活动中的元认知永远处于启动状态，而且对象只能是自己的话语生成。
　　②言语活动中的元认知结构非常特别。
　　人在言语交际中，对自我话语的元认知监控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是很特别的：话语既是元认知的出
发点（元认知的主体就是这些话语的生产者），也是元认知的对象（元认知的监控内容就是当前的话
语交际），还是元认知的工具（对话语的认知通过言语行为来实现），并且是元认知的结果（元认知
的最终体现仍然是话语）。
可以说，“语言对于人的最根本的价值在于它能使人的意识反思自身”（刘大为，2003）。
而且这种反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正在进行的言语交际及言语与当前语境的互动关系，而且必然
会对双方进一步的言语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美国心理学家、元认知概念的提出者J．H．Flavell曾明确指出：“元认知能在许多与问题相关的
认知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包括口头信息交流、口头劝说、口语理解⋯⋯的自我指导及自我控制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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