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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言语交际过程中，说话人提供的弱信息命题通常被认为是对强信息命题的否定，作为会话含义
的一个范畴的梯级含义就此产生。
梯级含义在语言学、语用学范畴内已有较为详尽的论述，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新格赖斯语用学
和后格赖斯语用学。
前者认为梯级含义是一种自动优先生成的常规含义；后者则认为梯级含义属于特殊会话含义，产生于
特定的语言环境，并非某些固定不变的词语。
　　毋庸置疑，以往的梯级含义研究囿于量词等级含义，这其实仅是广义梯级含义的一个特例。
因其没有囊括更广泛意义上的梯级含义而不具有普遍性。
相反，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是由按照不同梯级排列的多种物质构成的，所以，梯级和梯级含义的研究
领域必须拓展。
　　本书旨在传统量词梯级理论的基础之上构建一个广义梯级含义理论，并从语言运用的三个层面探
讨其对梯级现象的创新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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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意义研究始终是语言学，心理学和哲学等学科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话语含义是意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因此，《广义梯级含义理论及其应用》选择话浯含义中的梯级含义作为研究对象，以原有酌转统量词
梯级婵沦为基础，构建一个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都得以拓展和丰富的广义梯级含义理论，并从认知语
用学的视角探讨其对梯级现象的创新闸释。
在此基础上，《广义梯级含义理论及其应用》指出，言语交际中的梯级推理必须受制工人类人脑的认
知机制和社会语用适切性条件，从而才能有效避免梯级研究中因忽略语境因素导致含义泛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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