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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和对比人称代词在中外医学作者撰写的

英文医学研究性论文前言部分中的使用情况+ 方法：采用 0CS
体裁分析法以及对比研究法对 R" 篇和 $" 篇分别由中国医学

作者和母语为英语的外国作者所撰写的英文医学研究性论文

前言部分中的人称代词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对比、分析研究+
结果：两个语料库中英文医学研究性论文前言部分使用的人

称代词主要为第一人称代词复数主格形式 M-+ 英语为母语的

外国医学作者使用第一人称远远高于中国医学作者，具有显

著性差异+ 结论：中外作者在思维方式、文化和语言的迁移方

面存在差异+
【关键词】英文；医学论文；前言；人称代词；0CS 体裁分析

法；对比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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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引言

科学研究通常被认为具有客观性，因此科研报道

也通常被人们认为必须是客观的、非人称的［!］+ 但作

为研究者本人，在其科研报道中，除了客观地报道其

科研成果、成就之外，他们还须一方面表明其研究的

意义以及其研究对这一学科所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

他们又要谦虚地吸引编辑和他们的读者，也就是他们

要得到编辑和读者的赞同和接受，以达到研究者本人

同编辑和读者之间的交流［$］+ 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医

学作者的这一交际目的可通过运用一些礼貌策略、信

息构成以及具体的词汇、语法结构，比如说人称代词

来实现+ 我们认为某一人称代词的选用通常能揭示

作者如何看待自己以及表明作者同读者、同行的关

系［$］+
本研究探讨了人称代词的使用是如何表明作者

在研究中的作用、中外学术作者所撰写的英文医学研

究性论文前言部分中人称代词使用的差异及原因+

FE 材料和方法

F+ FE 材料E 我们建立了两个英文医学科研论文前言

部分的数据库，即中国作者撰写的前言部分语料库

（LFO）和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作者所撰写的前言部分

语料库（QFO）+ LFO 由中国出版的 !" 种核心期刊

及源期刊英文版随机选出的 R" 篇最新的英文医学研

究性论文前言部分组成；QFO 由美国及英国出版的

( 种最具权威的期刊中随机选出的 $" 篇最新医学研

究性论文前言部分组成+ 所选外国期刊为：,D- Y@9>#
52. @8 ?D- X1->3;25 F-:3;2. X44@;32?3@5（ Y!），,D-
Q-M 056.25: Y@9>52. @8 F-:3;35-（ Y$），,D- B25;-?

（Y)），,D- E>3?34D F-:3;2. Y@9>52.（ Y(）+ 中国期刊英

文版为：LD35-4- Y@9>52. @8 ,>2912?@.@6G（ YR），LD3#
5-4- F-:3;2. Y@9>52.（Y’），XL,X SD2>12;@.@632 C353;2

（Y%），XL,X E3@;D313;2 -?+ E3@=DG43;2 C353;2（ Y/），

C;3-5;- 35 LD352 C->+ L B38- C;3-5;-4（ Y&），LD35-4-
F-:3;2. C;3-5;- Y@9>52.（ Y!"），O@>.: Y@9>52. @8 Z24#
?>@-5?->@.@6G（Y!!），S>@6>-44 35 E3@;D-134?>G 25: E3@#
=DG43;4（Y!$），X4325 Y@9>52. @8 X5:>@.@6G（Y!)），L-..
[-4-2>;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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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法# 我们采用 "#$ 体裁分析方法（语步 % 步

骤法）［&］和对比研究定量分析方法［’］，通过上下文分

析分别找出中外医学作者所撰写的前言部分每个语

步中的人称代词，并分别记录它们出现的频数，并计

算出它们在前言部分所有词中使用的千分比，将两个

语料库中所得出的结果用卡方进行对比分析研究!
我们采用 "#$ 体裁分析方法（语步 % 步骤法）和对比

定性分析方法，分别找出中外医学作者所撰写的前言

部分每个语步中的人称代词，计算人称代词在中外作

者所撰写的 () 篇和 *) 篇中使用的百分比，将两个

语料库中所得出的结果用卡方进行对比分析研究!

"# 结果

中外医学作者在两个数据库中共使用了 ++ 个第

一人称复数的主格、宾格和所属格形式，其中主格占

绝对多数；未发现第一人称代词单数和第二、三人称

代词单复数形式；中外医学作者每千字分别使用了

*! &, 和 &! -. 第一人称代词复数的主格形式，具有显

著性差异（! / )! )(）! 在中外医学作者所写 () 篇和

*) 篇前言中，分别有 *, 篇（(’0）和 ., 篇（-(0）使

用了第一人称代词复数的主格形式，具有显著差异

（表 .，! / )! )(）!

表 .1 中外医学作者撰写的前言部分人称代词使用情况

语料库
234

56 789 8: 总数

;34

56 789 8: 总数

语步 . ) ) ) ) ) ) ) )

语步 * ) ) ) ) ) ) ) )

语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在由 (*(. 词所组成的 234 和由 .&=.- 词

所组成的 ;34 中的千分比；234：外国医学作者撰写的前言部分语

料库；;34：中国医学作者撰写的前言部分语料库!

1 1 在中外医学作者撰写的前言中，第一人称代词

复数 56 后接动词的主动语态为前言部分中主要的

使用形式! 作者在语步 & 中通过提出研究理论或方

法、陈述研究的目的以及报告其研究结果或发现，来

说 明 作 者 自 己 在 研 究 中 做 了 哪 些 工 作! 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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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D6:>B?6D C :69>6: 7E H9>K69 HC>9: WC:6D 7? AI6 :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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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 1+,#/0+ &)
!"&,-#’!+"%, ,&22%’/!%&’ &" $+)%,%+’! 1&’+ 0!&,34 （ 567
8）

但就提出研究目标和目的而言，外国医学作者多用

9+ #%2+$ !&，而中国医学作者多用 !-+ #%2 : ;/";&0+ &)
!-+ "+0+#",- %0 : 9#0⋯，或 !-+ "+0+#",- : 0!/$< 9#0 !&⋯4
例如

=-+ ;/";&0+ &) !-%0 0!/$< 9#0 !& $+!+"2%’+ 9-+!-+" =>
,&/($ "+$/,+ !-+ ,-"&’%, ?0@ ’+;-"&!&*%,%!<，#’$ !-+
+*;"+00%&’ &) =AB %’ !/1/(#" #’$ %’!+"0!%!%#( ,+((0 %’ !-+
"#!+ 2&$+( &) ?0@7%’$/,+$ ,-"&’%, ’+;-"&!&*%,%!<4（ 567
C）

=-+ #%2 &) !-%0 ;"&0;+,!%D+ 0!/$< 9#0 !& +D#(/#!+ !-+ "+7
(#!%&’0-%; 1+!9++’ E#0!"%, F ;<(&"% %’)+,!%&’ #’$ "+)(/*
+0&;-#E%!%0（GH），IH，#’$ E#0!"%, JK %’ ?-%’#4（5LL7
M）=-+ ;"+0+’! 0!/$< 9#0 !& %’D+0!%E#!+ !-+ +))+,!0 &) G+0
&’ !-+ 0+,&’$#"< 0;%’#( ,&"$ +$+2#4（5C7N）

=-%0 0!/$< 9#0 /’$+"!#3+’ !& "+D%+9 &/" "+0/(!0 %’ !"+#7
!%’E ,&2;"&2%0+$ #1$/,!&"0 9%!- !+’0%&’ 1#’$ %’ "+D%7
0%&’ !&!#( -%; #"!-"&;(#0!<4（587O）

=-+ ;"+0+’! 0!/$< #%2+$ !& 2#3+ # ,&2;"+-+’0%D+ #’#(<7
0%0 &’ ;-</(&E+’+!%, "+(#!%&’0-%;0 &) !-+ )#2%(< ?<;"%’%7
$#+ 1#0+$ &’ ,&2;(+!+ ,<!&,-"&2+ 1 E+’+ 0+./+’,+04

（5P7Q）

=-+ ;"+0+’! 0!/$< %0 !& ,(&’+ %!0 -&2&(&E/+ )"&2 "#! !+07
!%04（5LO7Q）

R+ #%2+$ !& +0!#1(%0- %) #0<2;!&2#!%, 0/1$/"#( -#+2&"7
"-#E+0 #"%0+ #)!+" $+(%D+"<，!& #00+00 !-+%" )"+./+’,<，

#’$ !& #0,+"!#%’ !-+%" "+0&(/!%&’4（5M7M）

!" 讨论

英文医学研究性论文前言部分使用第一人称代

词复数形式原因之一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

的医学研 究 都 不 是 由 一 个 人 完 成 的，因 此“9+”，

“/0”和“&/"”自然地强调了所有参与了研究工作人

员的贡献4 原因之二是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有助

于缩短研究者本人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因为“9+”和

“/0”不仅是指作者和读者社交和交际的角色，而且

还表明作者和读者两者之间研究工作和研究目标的

一致性4 最后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作者要

在此强调他们自己对这一研究和这一研究领域所做

出的个人贡献4 语步 M（ 占据研究地位）通过概述研

究目的、通报当前研究状况及通报主要发现来实现作

者与读者的对话、强调本人对这一研究所做的贡献4
中国医学作者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复数主格形式

远远低于外国医学作者，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医学作

者一直以来所接受的教育造成的，认为科学研究具有

客观性，应客观地、非人称地报道出来，因此中国人在

撰写研究性论文中更多的使用被动语态及用一些抽

象名词如“;/";&0+，#%2，E&#(”作主语，而不是用主动

语态、第一人称代词“9+”，来表达他们在这一研究领

域中的研究地位，这显然没有充分地说明或突出他们

对这一研究领域所做的贡献，没有完全达到他们与读

者和编辑之间的有效交流4 另一方面，东西方在文化

方面及思维模式上的差异也体现在了学术方面4 西

方人的个人主义取向使得他们敢于藐视权威，突出自

我，强调他们在学术方面的个人贡献4 而东方人的

集体主义取向以及中国人的中庸之道使得中国学术

作者不习惯于“冒尖”，不习惯于突出自我，而隐埋自

己则有一种安全感4 这两种文化上的差异在某种程

度上造成中外医学作者在如何看待自己和如何看待

自己的研究成果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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