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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篇方式是意义的主要表现手法,语篇方式语言单位的切分和互文性研究,即同一语篇方式形式对等的

语言单位和语义对等的结构单位两种区分,强调局部结构和整体结构的关系,是语言认知与交际的经济手段,拓

宽语篇分析与翻译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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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互文性(Intertexuality)也称为“文本间性”,是法国语言

学家JuliaKristeva[1](P146)在专著《Semeiotike》提出的概念。她

认为互文性涉及语篇之间空间的组合关系,同时又涉及一种

语篇与相邻语篇在时间上的聚合关系,体现空间与时间、历
时与共时的统一。互文性是语篇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涉及

一种语篇方式与其他语篇方式的互相影响与依赖的互动关

系,是构成语篇分析、批评和翻译的重要概念和方法。互文

性的具体体现是语篇方式,目的是传递信息与文化交流。本

文在功能语言学框架下从语篇方式的语言单位和结构单位

探讨互文性对整个语篇意义认知、语篇类型界定和翻译策略

选择的影响。

二、语篇方式的两种诠释

语篇方式是指语言在交际中所起的作用,是语篇功能/

意义的具体体现。语篇功能是纯理功能的核心,它使语篇方

式与语境发生联系,使发话人只能构建与情景语境相一致的

语篇。语篇分析需要对语篇方式进行句法和功能单位具体

分析,作为转译语篇或解释语篇意义的语篇方式,它们要求

读者识别或认知语篇的形式与意义时,至少熟悉一个以上的

互文语篇方式。人们日常接触到的语篇数量虽多但构建语

篇的方式也只有少数的几种,美国语言学家Smith[2](P89)归

纳了叙事、描写、报道、信息和论辩五种语篇方式。例如:
(1)TheReportmode:Inthepassengercareverywindow

wasproppedopenwithastickofkindlingwood.Abreezeblew
through,hotandthencool,fragrantofthewoodsandyellow
flowersandofthetrain.Theyellowbutterfliesflewinatany
window,outatanyother.

(2)TheArgumentmode:Thepresshastrumpetedthe
newsthatcrudeoilpricesarethreetimeshigherthantheywere
ayearago.Butitwasthe $ 10or$11priceofFebruary
1999,nottheonetoday,thatreallydeservedtheheadlines.

语篇方式明显表现出某种语篇类型的语言特征,语篇

方式的使用就是从各种特征系统中做出选择,构建可以传

递意义的语篇。语篇分析首先要根据语言特征的直觉差异

识辨不同类型的语篇方式。例(1)报道方式和(2)论辩方式

都是与语篇概念、意义、功能有关联的实体,是有目的的交

际行为。意义通常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语言层面,二是语

义层面。第一层面要求“语言单位的分析能力”,第二层面

要求“结构单位的谋篇能力”。两者都涉及语篇方式的意义

探索,但意义有时并不存在于句法和词汇之中,而存在于互

文语篇的重新组合或脱离上下文的特定情景语境里,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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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译学界、语言学界关于语篇方式形式和意义关系的

两种诠释。

Halliday[3]认为他建构功能语法的目的是为语篇分析

提供一个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可用来分析英语中的任何口

头语篇或书面语篇,语篇是一个语言使用单位,是一个“语
义单位”(semanticunit);Croft& Cruse[4](P257)认为语言单

位相 当 于 “结 构”,是 “象 征 单 位”(symbolicunit);胡 壮

麟[5](P16)认为“语法隐喻”(grammaticalmetaphor)是通过展

开一个语篇的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成为组篇的工具;Ni-
da[6](P172)认为使用“功能对等”(functionalequivalence)词而

非强求形式对等词,其目的在于实现较高程度的“动态对

等”(dynamicequivalence)。语篇方式由词素、词、词组、小
句、语段乃至整个语篇成分组合而成,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

是一种纵向的关系,而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横向的线形

的关系。从词汇 句法考虑是形式,形式以语言为单位;从
语篇关系考虑是结构,结构是以语义为单位。语言单位可

以被解释为“形式和意义的配对结合体,前者包括了音位、

书写、句法、词法的特性,后者包括了语义、语用、语篇功能

的特性。”[4](P257)结构主要用来解释结构成分的功能以及结

构成分之间的关系,具有意义/功能的成分是按一定的顺序

构建结构。结构通常突破形式界限,较小的语言形式可能

有较大的语义内涵。语言单位无所谓大小,基于结构单位

分析的语篇方式往往是语段,这种较大的语言单位与词、词
组、句子一样是语言的结构单位。因此,切分等效的结构

(语义)单位而不是分布等值的语言单位是语篇分析的有效

手段,符合互文性的基本条件。

三、互文性局部结构与整体结构关系

语篇意义有赖于一个语篇与其他语篇的互相作用和影

响,互文性通常被用来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语篇方式间发

生的互相关系,这就涉及到语篇结构的局部与整体关系。

语篇局部结构与语篇类型或体裁的整体结构关系密切,特
定的语篇类型或体裁依赖特定的语篇结构表现出特定的语

篇特征。语篇结构和其他结构一样可以分析为功能要素的

组合,功能组合包括了一些必需(obligatory)成分和选择

(optional)成分。[7]语篇通常是多种交际功能的局部结构集

合体,语篇方式作为必需成分或选择成分嵌入到语篇中,使
语篇中的各种局部结构聚合成句群,然后将句群聚合成连

贯通顺的意群构建时空、逻辑和意义框架。所以,语篇结构

表现出语篇中句际或段际之间在语言形式上的衔接性,以
及句际或段际所表达的概念之间在逻辑 语义上的连贯性。

互文性是通过“替代、照应、省略、连接和递进等语法手段与

重复、同义词/反义词、上下文/局部 整体关系和搭配等词

汇手段”[8](P134)把语篇各种结构上互不相关,但语义上互相

独立、互相依赖和互相制约的各个成分联成一体构建的一

种语义关系。句子或语段较大的语言单位在构成语篇整体

结构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语篇宏观结构把握的着

眼点。例如:

(3)Hegazedupontheprettyhouses,greenhillsand
thebroadPacific,(Thedescriptivemode)

(4)(but)hisheartwasfilledwithawe.(TheArgument
mode)

(5)Hesupposedthatifhehadn’tlovedhersomuch,

thebadthingshedidtohim wouldn’thavedisappointed
himsomuch.(TheArgumentmode)

语篇方式所表示的语义既可以因互相区别局部处理,

也可以因和其他语段相互关系而整体考虑。例(3)(4)是一

个按视力范围、物体大小顺序排列的叙事结构,分别由两种

不同的语篇方式构成。两句可以独立成句,也可以通过but
将两个不同意义的句子联系起来,如果故事情节需要例(5)

也可以连接在语义上满足语篇类型整体结构的要求,构建

一段“有意义、传达一个完整信息、逻辑连贯、语言衔接、具
有一定交际目的和功能的语言单位或交际事件”[9](P3)。语

言系统是一个宏观的语符关系,语言符号是它的形式层面,

语义系统是它的内容层面,结构是系统内各成分间内在有

机的联系形式。因此,语篇意义一是来自于语言单位所处

的组合结构,二是语言单位与结构之间的意义关系。语篇

方式被视为局部结构实体是因为语篇类型的宏观结构体现

出由具体局部结构关系构建的语义系统,任何语篇类型或

体裁依赖特定的语篇结构具有特定的语域,结构单位越大,

语域特征就越明显,更能体现语篇的互文性。因此,整个语

篇意义的认知应当根据局部的语言成分和关系考察、理解,

而在充分考察、理解局部的语言成分和关系的同时又必须

以语篇结构的整体性和互文性为前提。着眼于宏观结构有

利于对语篇类型、语篇功能和语篇的交际目的的正确判断,

着手于微观结构有利于通过语篇关系构建口语、书面语各

种语体满足不同的交际目的。

四、语篇互文性与翻译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具有互文特征的语

篇,如何处理好源语言和目的语信息和文化之间的完整传

递,保留原文语篇特征、类型,不颠覆特有的整体风格是每

个译者都面临的问题。语篇的互文性翻译难度客观存在,

以何种态度和视角选择翻译单位决定着语篇整体结构的把

握和翻译策略的运作。德国功能语言学家 Reiss[10](P110)认

为“每种语篇几乎都具备多种功能。但是它们有主次之分,

翻译策略与方法应该因语篇类型的不同而不同”。Catford
提出了“形式对应”和“语篇等效”两个概念:前者指译文在

语言范畴(单位、类别、结构成分等)与原文的语言范畴对

应;后者指译文全文或部分跟原文或部分等值。[11](P83)他们

的方法显然也是从局部与整体两方面考虑选择语言单位从

事语篇翻译。因此,在功能语言学框架下,语篇互文性翻译

是通过形式和结构、意义和功能从宏观视角分析和理解,灵
活地采取“直译”和“意译”策略的过程。例如:

(6)《南京! 南京!》(电影片名)(译:CityofLifeand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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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ttherequestofPartyB,PartyAagreestosend
technicianstoassistPartyBtoinstalltheequipment.(译:

应乙方要求,甲方同意派遣技术人员帮助乙方安装设备。)
(8)Aboyisaboy,twoboysarehalfboy.andthree

boysarenoboys。(译: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

喝,三个和尚没水喝。)

例(6)局部的语言单位作为一个整体结构的翻译单位,

不再考虑它的组成成分在译语中的对应性而是关注它和整

个故事情节的互文性,译语看似“文不对题”,但把日军侵略

南京所犯罪行那段历史意译得“淋漓尽致”,如果音译《Nan-

jing! Nanjing!》可能使人产生不同的语义联想。例(7)作
为国际商务信函表现出在选词造句、谋篇布局上都有自己

的独特的格式或套语,语篇特征明显。例(8)如果采用直

译,原文语篇蕴涵的意义非但荡然无存,还可能引起笑话,

造成两种文化上沟通障碍。而从整体语篇结构着眼意译,

要求译者尽可能考虑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不同文化可

以用不同的意象来表达相同的意思,英语谚语套用汉语谚

语,并略加改造,译出其义。选择“形式对应”的直译策略还

是“功能等效”的意译策略没有统一规定,语篇翻译的互文

性具体表现在局部结构单位与整体结构单位的一致性、互
动性和选择性。选择较小语言单位着手翻译,层次偏低容

易产生译语和原语的词语和词序逐字逐句对等直译,造成

语义的支离破碎。选择语段或以语篇为翻译单位,层次就

高,译者摆脱原文语言单位形式的束缚,通过意译策略使译

文的语言表达习惯、整体风格、语义结构与原文最大限度地

等效,确保语篇方式的互文性。

因此,译者需要通过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上下文语境

来确定某个翻译单位在整体结构单位中的作用,注意把握

语篇中语言成分之间的语义联系。在着手解决局部词汇和

句法问题时以语段和语篇整体结构参照系,使形式和意义

满足语篇类型的总体框架,保持语域的一致。这至少要求

译者做到“切不可译字,要译意,译情,译气势,译作者用心

处”[12](P28)。

五、结语

语篇互文性的探索就是研究语篇方式之间的关系,而
从语段这种较大的局部结构单位着手语篇分析就是着眼于

语篇整体宏观结构的考虑。互文性将句法、意义和语域有

机地结合起来,体现出局部结构与整体结构既有区别又有

联系,“形式对等”与“功能等效”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对语

言与认知的关系这个棘手问题有重要意义。语篇结构的分

析离不开语篇赖以生存的情景语境,情景语境反过来可以

约束语篇方式的选择和语篇类型的生存。语篇方式作为影

响情景语境构成的三种因素之一是语篇功能的具体体现,

也是解构主义语篇分析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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