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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构式的运作机理研究》

内容概要

《因果构式的运作机理研究》共分八章。第一章为绪论，设计《因果构式的运作机理研究》的研究目
标、理据、方法论等；第二章在对英语因果关系的表达式进行一般介绍之基础上，回顾其研究简史，
提出了《因果构式的运作机理研究》的基本假设和主要论题；第三章以生成整体论为指导，基于认知
语言学和认知语用学理论，构建了《因果构式的运作机理研究》的总体性理论框架，即HCPM；第四
章基于HCPM对英语因果构式进行分类，将其视为从逻辑因果构式到实据因果构式的“连续体”，是
一个整体；第五章运用HCPM分析因果构式的生成机理并建立了表达因果关系多样性的因果构式图；
第六章运用HCPM分析因果构式的识解机理并构建因果构式的整体性识解模型；第七章是关于HCPM
研究框架的普适性探讨；第八章为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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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构式的运作机理研究》

书籍目录

序言一 认知语用学研究有什么用序言二前言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研究背景一 构式概念二 构式研究概览
第二节 本研究的理据第三节 本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第四节 本研究的基本假设第五节 本研究的方法论第
二章 因果构式研究回顾第一节 引言第二节 英语因果构式概说一 简介二 因果构式的句法一语义机制三 
因果关系的语义一句法表征第三节 英语因果构式研究的主要路径一 因果关系的哲学逻辑学研究二 因
果构式的句法研究三 因果构式的语义关系研究四 因果构式的语用研究五 因果构式的认知研究第四节 
小结：贡献与问题第三章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HCPM第一节 引言第二节 理论基础一 复杂系统的因果
观和方法论二 生成整体论研究范式三 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四 认知语用学的相关理论第三节 本研究
的理论框架：HCPM一 提出HCPM的必要性二 HCPM的提出三 HCPM的描述四 HCPM的可行性论证
第四节 小结第四章 基于HCPM的英语因果构式分类第一节 引言第二节 英语因果构式的分类回顾第三
节 本研究的分类一 概述二 本研究的分类探源三 本研究的分类：逻辑因果构式和实据因果构式第四节 
因果构式的特征一 因果构式的句法特征二 因果构式的语义表征三 因果构式的语用特征第五节 小结第
五章 英语因果构式的生成机理第一节 引言第二节 因果构式的生成机理分析框架第三节 因果构式生成
框架论述一 因果构式的推衍二 推衍的中介：相邻／相似关系三 推衍与意向性四 推衍与传承第四节 因
果构式生成过程阐释一 逻辑因果构式生成过程阐释二 实据因果构式生成过程阐释第五节 体现因果关
系多样性的因果构式第六节 小结第六章 英语因果构式的识解机理第一节 引言第二节 因果构式的识解
机理分析框架第三节 因果构式识解框架论述一 心理模型与语用推理二 因果构式的识解机理：溯因推
理第四节 因果构式识解过程阐释一 逻辑因果构式识解过程阐释二 实据因果构式识解过程阐释第五节 
因果构式的整体性识解模型一 篇章整体性识解策略二 语篇良构性的规定三 因果构式的整体性识解模
型第六节 小结第七章 本研究理论框架HCPM的普适性探讨第一节 引言第二节 分析框架在汉语因果构
式中的应用一 汉语的因果构式概览二 汉语因果构式生成过程阐释三 汉语因果构式识解过程阐释第三
节 分析框架在法语因果构式中的应用一 法语的因果构式概览二 法语因果构式生成过程阐释三 法语因
果构式识解过程阐释第四节 分析框架在日语因果构式中的应用一 日语的因果构式概览二 日语因果构
式生成过程阐释三 日语因果构式识解过程阐释第五节 小结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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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构式的运作机理研究》

章节摘录

　　汉语中表示因果关系的复句，多用于表示原因和结果。用于说明因果关系的常用关联词有单用和
合用两类：单用的主要有“由于”、“因为”、“因而”、“因此”、“所以”、“是因为”、“以
致”、“致使”、“故”等；合用的主要有“因为⋯⋯，所以⋯⋯”、“由于⋯⋯，以致⋯⋯”、“
之所以⋯⋯，是因为⋯⋯”、“之所以⋯⋯，就在于⋯⋯”、“因为⋯⋯，才（就、便、于是）⋯⋯
”等。最常见的表达形式是“因为⋯⋯，所以⋯⋯”和“之所以⋯⋯，是因为⋯⋯”，前者表示前因
后果，后者表示前果后因（陈学忠，2006：96-97）。句式“由于⋯⋯，（因而）⋯⋯”在表意上和“
因为⋯⋯，所以⋯⋯”相同，但二者存在细微差异：“因为”和“所以”经常配对使用，而“由于”
作为原因标记通常单用，书面语色彩较强，会使得所说的话倾向于议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由
于”用于“由果溯因”时，限于断定结果产生的原因；句式“⋯⋯以致⋯⋯”强调乙事物受到甲事物
的强烈影响，而乙事物是一种不好的或不正常的结果；句式“既然⋯⋯，就⋯⋯”主要表示推断的句
式，不仅可以表示“据因推果”，而且可以表示“据果断因”，“既然”有时跟“所以”之类配合使
用，反映了同因果构式存在相通之处（邢福义，2002：63-74）。　　还有一类因果构式，即主要表示
推断的构式“既然⋯⋯，就⋯⋯”，用于根据原因推断出结果（“据因推果”），或者根据结果推断
出原因（“据果断因”）。推断因果常用的关联词语则有“既然”、“既”、“就”、“可见”、“
既然⋯⋯，就（那么、又、便、则）⋯⋯”等；“既然”有时跟“所以”之类配合使用，反映了同因
果构式存在相通之处（邢福义，2002：70-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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