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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交际学重构》

内容概要

《言语交际学重构》则是一部有关言语交际学的理论专著。全书围绕着言语行为的整个规则系统对各
种行为方式的制约作用，逐层展开，提出了“言语交际学的价值取向”等问题，为言语交际学的进一
步探索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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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焕辉，江西婺源人。职改后第一批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特贴享受者。
曾任前江西大学后南昌大学中文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文科专业组长，江西省
语委委员、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委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第七、八届全国人
大代表；在中国语言学会、语文现代化学会、应用语言学会、修辞学会、社会语言学会五个全国性学
会及省语言学会依次任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顾问及会长等职。独著言语交际学和修辞学专著8
部，主编言语交际学专著和丛书共6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家级和省部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余
万字，曾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一、二等奖和国家教委全国普通高校第二届优秀教材奖。多次应邀出国和
出境参加国际会议和讲学；被日本明海大学和华中师大语言学系聘为访问教授和客座教授；由国家科
委收入《新中国科技精英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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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序章 就言语交际学建设的若干问题致读者一、言语交际学的草创动因及其背景二、第一本《言语交
际学》的意外反响使我欲罢不能三、言语交际学的研究现状与自评四、重构学科框架的初步设想五、
一点心愿第一章 就言语和为言语而研究的“语言”——言语交际学的语言观与学科建设的逻辑起点一
、问题的提出二、语言学史上各种语言观与价值取向概观三、言语行为言语交际学的逻辑起点及其语
言观的进一步落实四、对西方言语行为理论的认识与借鉴态度五、“言语行为”含义在本书中的进一
步具体化（一）言语行为是一种区别于其他社会行为的符号行为（二）言语行为又有其不同于其他符
号行为的特点（三）言语行为进入交际，是借助话语来体现其行为方式以实现交际意图的（四）言语
行为在言语交际中总是双向互动、前启后续的第二章 言语交际现象中的语言动态分析——关于确定学
科对象和研究步骤的方法论原则问题一、言语交际现象是一种复杂多变的动态现象（一）言语交际现
象中各种异质因素的不同质分析（二）言语交际现象中语言因素的提取与话语的激活（三）言语交际
现象中的非语言因素定性分析与处理二、言语交际过程的矛盾分析（一）言语交际过程是一个据意而
发言、就言而索意的过程（二）贯穿整个过程的基本矛盾是言语行为与交际意图的矛盾（三）这对基
本矛盾又决定其主要矛盾是话语措辞策略与言语行为功能的矛盾（四）解决这对主要矛盾要靠语用手
段来调整三、言语交际中的言语行为基本类型划分（一）应酬式（二）希求式（三）发问式（四）告
知式（五）阐释式（六）表态式（七）赞扬武（八）指责式（九）宣告式（十）断定式 四、关于确立
学科对象和研究步骤的方法论原则问题（一）坚持同质分析原则，确保学科对象的明确专一性（二）
遵循相互制约原则，从言语行为与相关因素的相互制约中寻找揭示言语交际规律的现实途径（三）坚
持“两条路不能同时走”的原则，从归纳言语行为规则系统入手来开展言语交际研究（四）遵循系统
方法的有序性原则，理清学科结构层次，建立起本学科独立的科学系统第三章 重构言语交际学的理论
框架——关于学科的定位及其对象、范畴、规则系统、价值取向的重新表述一、言语交际学的研究对
象再认识二、言语交际学的范畴系统和术语系统三、言语交际的规则系统（一）言语交际的最高原则
“意图效应”原则（二）言语交际的准则取信与得体准则（三）言语交际的四条具体规则四、言语交
际学的任务与价值取向五、言语交际学在语言学大家庭中的自我定位第四章 语义言语行为赖以完成的
内在依托——把言语交际学建立在现代语义学的研究基地上一、一切言语行为都要依托语句意义来完
成二、语义在话语施事过程中体现为语意和用意三、语意与含义？寓义与用意？四、“语义、语意、
用意”在言语行为中的转化与统一（一）“语义”转化为“语意”必须经过组合（二）“语意”转化
为“用意”要从语境中的主体行为来推导（三）“语义、语意、用意”怎样统一于言语行为中第五章 
语境言语行为赖以施行的外部环境——言语交际的研究应立足于语言使用的现实语境一、语境考源与
辨正二、语境实质上是言语行为赖以施行的一种语义氛围三、言语行为在各种语境中完成是语言由抽
象向具体的回归四、关于在具体语境中研究言语行为的几点思考第六章 交际主体言语行为的施受者—
—言语行为方式须与交际主体相适宜的规则一、言语交际研究中主体意识的觉醒二、言语行为存在于
交际主体施受互换的双重关系中三、交际主体的自身因素制约着言语行为的方式四、言语行为方式必
须与交际主体的角色相符五、交际主体的角色意识与言语交际的成败第七章 交际意图言语行为的先导
与归宿——言语行为方式须受交际意图支配的规则一、交际意图是言语行为的先导和归宿二、交际意
图对言语行为的制约性及其相对隐蔽性特点三、按交际意图“以言行事”是一条铁律四、言语交际的
实质是人与人的心灵沟通和碰撞第八章 交际语境言语行为运转的平台——言语行为的运转须受交际语
境制约的规则一、交际语境是言语行为赖以运转的平台二、交际场景的语义氛围给言语行为以自由运
转的余地三、交际场合中的行为规约又限制了交际活动的自由度四、抓住交际语境中两种语义形式来
运转言语行为第九章 社会语境语言的社会变异与言语行为规范——言语行为方式须与社会发展相合拍
的规则一、言语交际中的言语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二、社会语境的历时变化对言语行为的制约厂三、
社会语境共时的社群分化制约各社群的言语行为四、交际中言语行为的施受不能脱离社会语境五、社
会语境中的言语行为多样化与规范化问题 第十章 言语意图推导三步骤——关于“科学分析与人文思
考相结合”构想的综合实践一、从符号层面入手，在言内语境中解读字面意义二、向言外语境扩展，
借助语义氛围，推导会话寓义三、从义见意，联系交际主体，推导交际意图余论 留待继续探究的问题
附：《深圳年春季双向选择暨专业人才交流大会的人才需求规格（综合素质条件）分类统计表》参考
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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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问题很明显，既然要自愿把本学科划人索氏在《教程》中已经划出的“言语的语言学”这一更为
广阔而复杂的领域，尝试建立一门不同于上述各种也要研究言语问题的新学科，仅仅凭借一种笼统的
语言动态观，仅仅从“言语的语言学”领域选择了“交际”这个以上学科都关心的切入口，而没有找
准并确立一个体现言语交际本质特征的核心概念作为本学科内部结构的逻辑起点，还是不能建立起独
立的学科理论框架的。从学科建设的要求来看，确立一个明确而贯穿始终的逻辑起点，既是学科日益
专业化的需要，也是一种理论体系区别于其他理论体系的标志，自然也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理论标
志；从语言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要求看，学科的逻辑起点，还直接关系到该学科研究方法的逻辑起点
。如果某种研究方法的逻辑起点与该学科的逻辑起点不一致甚至相抵牾，则意味着这些方法很难适合
于该学科的研究，也就谈不上建立对象、目的、方法相统一的研究范式了；再从理论形态上看，任何
一门成熟的学科，都应该是由范畴构筑起来的理论大厦，前期的学科建设既没有找到一个“起始范畴
”来确立它的逻辑起点，更没有在范畴化方面下工夫，以独自形成一套本学科的基本范畴及其统摄下
的次范畴与一组相关的概念。这就意味着理性思维不严密，或日理论抽象没有到位。现在是到了解决
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这实际上也是对本人前期的“语言动态观”一次认识上的深化和方法上的必要修
正。那么，本学科的逻辑起点是什么？是本人和别人经常提到的言语表达与理解的矛盾，还是话语的
形式与内容的矛盾，抑或是“辞”与“意”的矛盾？经过几度认真反思，我终于认清：统统不是。作
为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按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提出三条规定性的第一条看，它应该是一个系统的
逻辑开端，是一个最简单最抽象的规定，学科理论体系的推演过程就是不断丰富这种开端和规定性的
过程。因此其本身不能是一个具体物，不能在其中又包含一种什么关系，即不能有相联系的两个不同
事物或矛盾。如果把学科体系中某一对矛盾理解为逻辑起点，就等于把“关系”、“联系”以及其中
产生的“矛盾”作为逻辑起点来看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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