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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简述系统功能语法 （’()）的发展及其基本概念，主要介绍了功能语言学系统网络结

构及其功能机制、系统纵聚合关系选择项的实现规则、功能语法三大元功能的范畴及其叠合成横组合关

系的实现过程。通过对系统功能语法的起源发展及其现今的基本理论概念的介绍，旨在为我们深入研究

功能语言学理论以提高英语教学水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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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功能语法发展史

系统功能语法是语言研究发展史上产生重大

影响的理论，最初是由伦敦大学的 3" ," 4" *56678
95: （韩礼德）发展起来的，作为该语言理论的先

驱，特别是 ;" <" (7=>? 语言研究的继续。而在 (7=>?
之前，作为人类学家的 @" 4" 3567ABCDE7 从人类学

的观点对早期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

献。他的 “意义是语境中的功能”的观点被 (7=>?
和 *566795: 继承了下来。’>F7AF= （!G0.）对 35678
ABCDE7 分析的几种不同类型的语境作出了总结：作

为交际理论的一个综合概念， “语境”指交际场

景中所有的要素，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语境；

非语言语境又包括特定言语场合，以及说话者与

听话人及其知识水平和态度之间的关系。这一思

想初步奠定了 *566795: 把语言的功能领域划分为三

大元功能，即语篇、人际和概念功能的基础。

;" <" (7=>? 继承了 3567ABCDE7 的观点，强调语

言的社会和功能研究方法，并且在将语言学确立

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方面作出了大量贡献。是 (7=>?
首先从新的意义上把 “系统”作为一个专业术语

来使用，并由此诞生了 “系统语法”这一术语。

(7=>? 强 调 ， 语 言 学 须 同 时 重 视 研 究 语 言 的

“解 剖 ” 和 “生 理 ” 两 个 方 面 。 语 言 可 概 括 为

“解剖”方面的 “链”、 “横组合结构”、 “结

构的”、 “形式的”与 “逻辑的”对比于 “生理”

方面的 “选择”、 “纵聚合选择”、 “系统的”、

“功能的”与 “修辞的”的关系。他不同意同时期

以 @6BBHI7F69 为主倡导的美国结构主义的观点，因

为他们只关注语言 “解剖”的一面。同样，作为

“(7=>?” 学 生 和 继 承 者 的 *566795:， 也 不 同 意 以

J?BHDE: 为主倡导的美国形式主义的观点。形式主

义者致力于对语言形式的数学方法分析，脱离了语

言作为意义和功能的特性。与美国主流学派相反，

由 *566795: 倡导的新 (7=>? 主义者强调语言的 “生

理”方面，不是因为 “解剖”方面不重要，而是试

图纠正语言研究两方面的失衡状态。

由于 (7=>? 的理论常常是用一般术语来表达，

具体例子往往又是孤立的，因此 *566795: 发展了一

套系统而综合的语言理论，一套自己特有的新的术

语。这一理论在 *566795: 的许多著述中均有详尽的

阐释，现已成为著名的 “系统功能语法”。之所以

称为 “系统的”，是因为他为英语语法诸多领域及

其它语言的相关领域发展了详尽的网络系统；称之

为 “功能的”是因为他发展了 “概念”、 “人际”

和 “语篇”三大元功能的理论。

#" 主流系统功能语法的基本概念

迄今为止，还未出现一本论述系统功能语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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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威 而 全 面 的 教 科 书 。 《功 能 语 法 导 论 》

（#$%%&’$(，!)*+）是权威专著，但它明显只讨论

了系统功能语法的 “功能”部分，而没讨论 “系

统 ” 部 分 。#$%%&’$( 的 许 多 系 统 网 络 结 构 是 由

,-.// （!)0"）来进行阐述的。

!" # 系统网络结构及其功能机制

一个系统由一个 “进入条件”和一组 “输出特

征”构成。输出特征的数目没有上限，但多数系统

只有两个。某个系统的某个输出特征可能成为另一

个系统的进入条件。系统以这种方式连接起来构成

一个系统网络结构。例如，英语语气系统网络结构

的一部分包含三个独立的系统：语气类型，陈述类

型和疑问类型。语气类型系统的输出特征 “陈述”

也是 “陈述类型”系统的进入条件。因此这两个系

统之间有一个依存关系，即，仅当 “陈述”作为

“语气类型”系统的输出特征被选择后， “陈述类

型”系统才可进入。

在系统功能语法中，系统在网络中的依存关系

具有更一般的含义。朝网络结构左侧产生的基本系

统越多，那么，朝网络结构右侧产生的 “精密”系

统也就越多。这种从左至右的网络结构被称为 “精

密阶”。1.%%&/2 （!)**）根据 “递增的精密描写”

（&34-.5.36$% ’./4-&76&83 -.9&3.5.36）来论述系统网

络结构的这一特性。

共享同一进入条件的可以有不止一个系统，在

这种情况下，各个系统从进入条件平行进入。在系

统网络图式中，自进入条件画一个左大括弧 “:”
含盖纳入所有同时进入的系统。比如，在名为 “小

句”的进入条件下，可同时进入 “过程类型”，

“语气类型”和 “主位类型”这三个系统，在这三

个进入系统的左侧用 “:”标记来统括。另一方

面，一个系统也可以有不止一个的进入条件。如果

两个或多个进入条件须共同进入系统，它们由一个

右大括弧 “;”联结到系统；如果两个或多个进入

条件当中任何一个可分别充分地进入系统，它们由

一个右方括弧 “$”联结到系统。

系统不仅代表语法选择项之间，而且也代表词

汇选择项之间的纵聚合选择关系。词汇被看作是一

个同类词词库，语法与词汇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因此 #$%%&’$( 用 “词汇语法” （%.<&48=-$55$-）这

一术语将两者包含进去。一般说来，语法选择向系

统网络左侧发生，而词汇选择向系统网络右侧发

生。由此产生了 “词汇作为最精密语法” （%.<&/ $/

58/6 ’.%&4$6. =-$55$-）这一说法。

明确描述纵聚合选择关系使系统功能语法区别

于其它的语法研究方法。#$%%&’$( 将一种语言中存

在 的 选 择 关 系 称 为 该 种 语 言 的 “意 义 潜 能 ”

（5.$3&3= 786.36&$%）。系统表达意义，意义在该种

语言结构中作为 “用词” （>8-’&3=/）经由众多选

择来实现。

任何一段语言都由从存在的一系列可能的选择

项中进行选择来构成，并且这些选择项在语言的任

何一级组织和任何一个点上都存在。比如，在构成

任何一个语句时，我们都必须选择是否用陈述、疑

问、感叹、招呼或其它的形式来构成该语句。

语言系统提供了一系列基本的用语言来执行的

交际功能。比如，要构成一个疑问句，英语中存在

一系列可能的疑问选择项，如以 ?# @ 单词引导

的，或以助动词 AB 开头的，或者以某些动词通过

倒装结构构成的，或者就用语调和语境来实现，而

保持句子的基本语序不变的。这些都是构成疑问句

的存在的各种选择项，当聚合在一起时，就构成了

一组系统的相互关联的功能选择项。

而这些选择都不是任意的或不规则的，实际上

人们都有充分的理由选择一种形式而不选择另外的

形式。选择的特定形式将取决于各式的文体和语境

因素，比如说话者指称的是新信息还是已知信息，

涉及到的正式程度和礼貌程度等等。这些进一步的

功能必须看作是结合上述特征并同时运作的，并最

终构成了一个结构和关系相互依存的复杂的网络结

构。

!" ! 结构中纵聚合关系选择项实现的规则

实现规则表示，系统中的纵聚合选择是如何表

达到语言结构中的横组合关系链的。实现的过程可

看 作 是 从 “生 理 ” 到 “解 剖 ” 的 一 种 映 射

（5$77&3=），即从选择项到关系链，从功能到形

式。

在主流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中，实现规则与其实

现的输出特征一起孕含于系统网络结构中。例如，

从上面提到的小句的语气类型这个进入条件起始，

其输出特征 “陈述”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实现规则：

“C 主语”和 “C 定谓词”，两者都是 “插入”

（&3/.-6&83） 实 现 规 则 。 从 语 气 类 型 的 “陈 述 类

型”这个进入条件起始，输出特征 “陈述句”有一

个相关联的实现规则： “主语 D 定谓词”，这称

为一个 “次序” （8-’.-&3=）实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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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能语法里用于实现规则的定义、术语及

标记符号都稍微有些差异。#$%%& （!’""）对实现

的类型和实现过程的各阶段都作出了清晰的解释。

她 仔 细 区 分 了 “功 能 加 入 ” （()*+,-(.) ./ /,)*0
1(.)-）和通过 “插入结构成分” （()-$%1(.) ./ $+$0
2$)1- ./ -1%,*1,%$）来实现各功能的不同。但在主

流系统功能语法中，这两个阶段是融合在一起的，

因此有下列实现规则的主要类型：

插入某个语法功能： “3 主语”，要求小句是

“陈述型”时，出现一个主语；而 “3 定谓词”，

要求小句是 “陈述型”时，出现一个定谓动词。

次序关系语法功能： “主语 4 定谓词”，要

求一个陈述型小句是陈述句时，主语出现在定谓动

词之前。

语法功能的的叠合：从人际元功能来看，语气系

统仅仅是系统网络结构的一个部分，网络结构的其

它部分将从其它的元功能插入语法功能，比如概念

元功能中的 “3 施事”，以及篇章元功能中的 “3 主

位”。实现单个选词的这些意义的不同方面由叠合

各功能来取得。例如，“施事 5 主语”叠合施事格和主

语，并要求它们由相同的结构成分来实现。

特征的预先选择：实现在几个连续的层次上取

得，每个层次上系统网络部分交叉。例如，在网络

的小句部分交叉后，可能已经插入了一个主语，而

网络的名词词组部分交叉将会实现主语的内部结

构。在小句层次上的实现规则可用来预选某些特

征，这在名词词组层次上交叉时是必需的。

成分的说明阶：这类规则要求结构的一个成分

由具体的词汇项来实现。

!" # 系统功能语法中的元功能范畴

67++(87& 发展了一套语言基本功能的理论。在

这个理论中，他将 “词汇语法”分解成三个内容广

泛的元功能：概念的，人际的和篇章的。三大元功

能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关于世界一个不同侧面的描

述，讨论的都是小句意义的一个不同模式。概念元

功能是有关广义上的自然世界，包括我们自己的意

识，讨论的是小句作为表述的功能。人际元功能是

关于人类社会，特别是说话者与听话人之间的关

系，讨论的是小句作为交换的功能。语篇元功能是

关于言辞文字世界，特别是语篇中的信息流动，讨

论的是小句作为信息的功能。97+().:-;( 的影响在

这里似乎很明显：概念元功能与文化语境相联系，

人际元功能与情景语境相联系，而语篇元功能与言

辞文字语境相关。

在每个元功能中，对某个小句的分析都可得到

一个由不同的一组元素构成的不同类型的结构。在

概念元功能中，小句被分解为 “过程”，“参与者”和

“环境”，不同的过程类型有不同的参与者类型（像格

语法理论中那样）。在人际元功能中，小句被分解为

“语气”和 “剩余成分”，“语气”元素又进一步分析为

“主语”和 “定谓词”。在篇章元功能中，小句被分

解为 “主位”和 “述位” （像布拉格学派那样）。

表 ! 摘自 9711<($--$) = #71$27) > !’’! ? ，表

示 对 “@) 1<(- A.BC D))$C :$ E %$ :.%;()F :(1< -(+0
G$%”这个 句子分解成 三个不同 的元功 能结构 。

在 系 统 功 能 语 法 中 ， 这 类 图 表 叫 做 “元 功 能 分

层 ” 图 表 ， 但 是 这 三 个 元 功 能 之 间 并 没 有 相 对

的 层 次 深 浅 之 分 ， 而 是 平 等 的 ， 只 是 维 度 不 同

而已。

元功能理论是系统功能语法 “功能”侧面的一

部分，但它对于系统功能语法的 “系统”侧面也很

重要。每个元功能在网络中都有小句、动词词组和

名词词组的一个主要系统。比如， “及物”系统便

是小句网络系统中概念元功能的主要系统。这些主

要的系统如表 H 所示 （摘自 9711<($--$) = #71$27)
>!’’! ?）：

:$@) 1<(- A.B D))$

主 位

‘%$ :.%;()F :(1< -(+G$%

呼 格
语 气

概念功能

人际功能

语篇功能述 位

主 语 定谓词

方位格 动作者 过 程 方 式

表 !：元功能的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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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论要点在于：一般说来，系统网络中每个

元功能内部的系统之间都紧密连接，但在很大程度

上又独立于其它元功能中的系统；跨元功能的系统

之间的连接很少见。

#$ % 三大元功能叠合成横组合结构的过程

虽然三大元功能在纵聚合选择系统层次上具有

高度的独立性，实现过程却可在横组合链上将所有

三个元功能的纵聚合选择项结合为一个实现过程。

这一合并实现的过程是由称作 “叠合”的具体实现

操作来执行的。

“叠合”操作之前是 “插入”操作，它将语法

功能插入，作为实现三大元功能中纵聚合关系选择

的第一步。比如，概念元功能系统的某些选择通过

插入语法功能 “动作者”来实现；人际元功能系统

的其它选择通过插入语法功能 “主语”来实现；语

篇元功能系统的其它选择通过插入语法功能项 “主

位”来实现。于是，叠合操作以不同的方式将这些

语法功能结合起来，这由人际和语篇元功能中进一

步 作 出 选 择 的 实 现 规 则 来 规 定 。 这 点 可 由 摘 自

&’(()*’+ 专著的表 , 来说明：

表 , （’）中，所有三个语法功能叠合为一个

唯一的结构成分： “主语”、 “动作者”和 “主

位”都由相同的元素 “-”来实现。这是英语中的

非标记情况，即一个主动态陈述句。在 （.）中，

“主语” 和 “主位”这两个语法功能叠合，仍然

由 “-”元素来实现，但在被动句中， “动作者”

并不与它们叠合。在 （/）中， “主语” 与 “动作

者”叠合，但并不与 “主位”叠合；虽然句子是主

动态，但在语篇元功能中选择了一个标记的 “主

位”。在 （*）中， “主位”和 “动作者”叠合，

但 “主语”没有；这个句子与 （.）一样是被动

态，但这次 “动作者”被主位化了。

动作者主位

主语

- 0’1 .2’324 .+ 352 12/64*

主位

主语 3
动作者

7’8953 352 :);13 .’((-

< . =

< / =
>52 35);* - 136??2*
主位 主语

动作者

< * =
.+ 352 :68;35 - @’1 A46/A2* 683

主位

动作者 主语

表 ,：不同的叠合关系

< ’ =

概念功能 人际功能 语篇功能

小句 及物性 语气 主位

动词词组 时态 情态 语态

名词词组 修饰 人称 限定

表 #：主要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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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我们在本文中简要追述了几位重要的语言学家

对发展系统功能语法所作的贡献，比较详细地论述

了该理论的主要内容，诸如系统网络、系统选择的

实现规则、元功能范畴及其叠合过程。在此，应当

提及的是，系统功能语法的一个诱人领域，也是其

优势锐利之处，在于其对语篇衔接和连贯的研究。

在系统功能语法中，句子并不是语法分析的最重要

的层次，但是句子是语篇的次级组织。语篇具有篇

章结构特征及自身的功能和结构，它们影响到语篇

中的句子和句子复合体。语篇在系统功能语法中是

根据语场 （9&2/I）、语旨 （62’85）和语式 （78I2）

来分析的，分别对应于元功能中的概念功能、人际

功能和篇章功能维度，本文限于篇幅并未述及。在

国内，这是人们比较热衷的一个研究领域，并且成

果颇丰。本文作者希望对系统功能语法基本概念的

一个简要的框架似的论述能激发人们的兴趣，增强

人们对现代语言理论的鉴赏力，然后主动运用这些

理论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