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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著 名 图 书 出 版 公 司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与90年代

初分别推出新旧“语用学及其它”(“Pragmatics &

Beyond and its Companion Series”与“Pragmatics &

Beyond New Series”) 的系列专著，涉及到大量的语

用学与语言学、句法学、语义学、文学、语篇学、社会

学、翻译学等之间的跨学科研究，产生了一批新的

与语用学相关的学科。它们是语用学发展中的一

种新的学科历史形态，是语用学最前沿的研究领

域。既反映了人们对语用学的跨学科性和方法论

的认识不断提高，也充分说明了跨学科研究是当代

语用学发展的总趋势。基于此，本文试图对当代语

用学的跨学科性进行一次系统的考察，揭示当代语

用学跨学科性研究的本质特征，有助于理解语用学

发展的认知论意义和价值。

一、当代语用学的跨学科性研究

在语言学的发展中，语用学与其它相关学科的

相互交叉融合与渗透，使人们对当代语用学的探索

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并使语用学知识体系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这种知识的增长绝不是偶然的，它显

然是诞生于一种新的跨学科方法论，重建于学科的

不断分化与不断组合的基础之上，关系到语用学跨

学科问题的探究，是以认识语用学与构建语用学为

主要目的一种“学科互涉”的新兴学科研究形态。

正是这个意义上，当代语用学正以强大的渗透力对

传统语用学或其他学科进行“二次开采和利用”，寻

求语用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性与理论之间的

关联性，吸取有用的理论与方法，为语用学研究提

供解释的有效研究路径，构建具有跨学科性的语用

学研究范式。尽管目前语用学跨学科的研究范式

还在形成之中，但它已显示出一些明显的特征。

（一）学科互涉融合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语用学的跨学科研究受制

一种基于英美学派分相论的传统方法论，涉及到语

用学与语音、词汇、形态、句法、语篇等之间的跨学

科性研究，如音系语用学、词汇语用学[1]、句法语用

学[2]等。20世纪末以来的学科发展表明，语用学很

大程度上放弃了学科单一性的研究范式，与认知科

学、复杂性科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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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has become a new approach of contemporary pragmatics,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terpretive cognitivization and research paradigm

comprehensivisation, and has an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rag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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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等相关学科发生联系，学科之间的界限越来越

不明晰，以欧洲大陆学派“综观论”为新的科学方法

论的形成，构成了学科的跨学科性研究。当某一学

科跨出自身的界限时，将外语学科的不同研究方法

整合在一起，这门学科的理论就产生了实质性的飞

跃，就会产生具有学科间的新成果形态或新研究方

法形态[3]。语用学的跨学科研究展现出一派繁荣景

象，其研究已经逐渐扩展到涉及到句法学、语义学、

文学、语篇学、认知科学、社会学、人类学、计算机语

言学、翻译学、网络语言学、法律学等多个领域，例

如，教学语用学[4]、实验语用学[5]、临床语用学[6]、民族语

用学[7]、真值条件语用学[8]、跨文化语用学[9]、社会语

用学[10]、网络语用学[11]、认知语用学[12]、教育语用

学[13]、新认知语用学[14]等等。

可见，当代语用学的的跨学科性与学科交叉

融合性体现了学科日益分化和日益综合的发展趋

势[15]。跨学科性成为这个时代学科的最明显特征之

一，跨学科性研究成为把握语用学研究的最重要方

法论特征，成为了当代语用学研究的变革与创新之

路，在这一形势的驱动下，语用学的跨学科发展被

推上了当代语用学的前沿，它体现了一种跨学科研

究的方法论平台。它力图打破传统语用学分相论

研究的局限，建构综观论的研究形态，探寻语用学

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平等对话、融会贯通和交叉研究

的合作机制，内在地显示了当代语用学的跨学科性

与学科交叉融合性，具有学科互涉及的研究形态。

（二）研究思维融贯性

当代语用学被置于与跨学科的语境之中相互

整合，它突破了单一性思维方式的认识局限，展开

尊重跨学科性、认识跨学科性和应对跨学科性的多

维性研究视角。在当代语用学范畴里，跨学科性已

成为反思语用学本质、方法论与认识论的新的思考

原点。从本质上说，当代语用学打破了传统语用学

分相论的主导地位，主张综观论的研究思维而抛弃

“语用学与音位学、语义学、形态学与句法学四学科

平行观”，把语用学视为是“对语言任何方面的功能

性综观”[16]，使语用学与其它相关学科获得必然的逻

辑关联，进而形成一种适合于语用学跨学科性研究

的融贯思维。

当代语用学的跨学科性研究的融贯思维体现

在：（1）语用学传统议题与新兴议题之间研究的交

互渗透与融合。例如，“语境独立性礼貌”与“语境

依赖性礼貌”、“和谐性话语”与“非和谐性话语”（如

冲突性话语、冒犯性话语）等等；（2）当代语用学的

跨学科性研究填补了长期以来横跨在共时研究与

历时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之间的鸿沟，成为

语用学跨学科研究的核心和理论发展的源泉，如

Andersen架起语用标记和社会语言学变异之间的桥

梁——社会语用学[17]；（3）当代语用学的跨学科、跨

领域研究架起了沟通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的

桥梁，关注语用学的研究成果如何对语言处理的人

工智能模式产生影响，在多大程度上能否被模型

化，如Cummings围绕语言处理的人工智能模式讨论

了四个语用学标准：1）句法和语义表征；2）知识表

征；3）推理；4）理性原则。[18]此外，当前兴起的形式

语用学、逻辑语用学、计算语用学以及真值条件语

用学等都为语用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形式化与

模型化的新视角。

（三）研究范式综合化

语用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意识随着语用学研究

的变革而进步。目前，语用学跨学科研究正在自然

主义和与人文主义的交互作用中普遍拓展，逐渐超

越分相论、单一性、简单性范式而形成复杂性范式，

主张把分相论与综观论、还原论与整体论、单一性

与多维性的研究范式整合起来，既包含自然科学的

研究方法，又涵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既有“自上

而下”研究路径，亦有“自下而上”研究方法；既有历

时研究，又有共时研究；既包含思辨研究，又涵盖实

证研究，使相互排斥与对抗的研究范式共存、互补

与反拨，以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来理解跨学科性带给

语用学的新视角。可以说，研究范式综合化已成为

当代语用学研究的新范式。

例如，语用学在走过了英美学派分相论占主导

地位的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其语言分析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既反映了分相论固守于语用学的基本

分析单位越来越不适应当代语用学的跨学科发展；

又反映出分相论在整个语用学研究中整体意识的

困境，从而成为语用学发展的桎梏。为了走出分相

论的困境，Verschueren提出了一种集“认知—社会

—文化”为一体的具有整体性的功能性综观论，在

分析语言现象时所使用的的整体分析模式，使得语

用学真正建构在跨学科与整体论思想之上[19-20]。

Rose & Kasper将认知和社交不同层面的理论（包括

文化适应模式、认知处理模式、社会文化理论、语言

社会化与互动交际能力模式）结合起来，构建综合

性的研究范式，探究制约二语习得的综合性因素，

拓展了二语习得的解释空间与提供了新的二语习

得解释平台[4]。

Noveck & Sperber构建了以社会心理学、心理语

言学、发展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为多学科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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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的实验语用学，这一综合性的研究范式涉及

到语用感知与理解层面研究、语用产生层面研究、

在线理解研究、反应时研究、眼动追踪研究、口头报

告研究、语用能力发展的纵向研究、语用能力发展

的横断研究、事件相关电位、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

等，给我们提供一幅跨学科的、多维度的、多层面的

研究范式[5]。Givón把文化、社会性及人际交流语用

学置于神经-认知、生物适应、进化的语境中进行考

察，建构语用学研究的综合范式，旨在“个人认知语

用学”和“社会性及人际交流语用学”之间寻找“桥

梁过渡原理”（the bridging principle），实现“外部现

实的第一位框定（the first order framing）”、“自己心

理的第二位框定”和“他人心理的第三位框定”有机

地融合起来[21]。Goddard倡导民族语用学是以“目

标-方法-实据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研究范式，是

以文化内嵌论（culture-internal）的观念来解释语言

运用，即以说话人的共同价值取向、标准、优先顺

序、各种设定而不是以语用学所设定的共性来做出

解释[7]。

二、语用学跨学科性研究的意义

当前，语用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性越来越

明显，所涉及到的许多课题都能构成当代语用学跨

学科研究的制高点与重点，它拓宽了语用学研究的

视野，拓展了语用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增强了语

用学理论的解释力，还能扩大其应用范围，使之辐

射到其他学科的研究之中。总的来说，这样一种跨

学科性研究具有非常显著的意义和价值。

其一，从语用学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来说，语

用学跨学科性研究是对语用学传统研究范式“分相

论”的超越[22]。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是一个跨学

科发展对语用学进行渗透的世纪，跨学科性的烙印

普遍存在于语用学的各个领域当中。跨学科性研

究使语用学能够在英美学派分相论和欧洲大陆学

派综观论之间建构起直接的桥梁，既消失了分相论

固守于基本分析单元的困境，又为语用学走向社

会、文化、认知和心理所形成的语用综观论提供了

新的发展空间和可能。可以说，语用学跨学科性研

究的深刻意义在于它不仅内在地反映和把握了当

代跨学科发展的内在转变趋势，而且还丰富和展现

了语用学研究范式演变的特征和内涵。

其二，从语用学方法论的视角来说，跨学科性

研究为当代语用学引入了新的研究范式，开拓了语

用学研究的新路向。跨学科性研究作为语用学与

其他学科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研究路向，成为了当

代语用学科学性内涵建构的合理趋向。20世纪末

以来，语用学在对英美学派分相论的批判及其开拓

性研究的背景基础上，充分认识到了语用学与语言

学各分支学科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语用因素，它不

仅需要与这些分支学科进行学科交叉性，同时它还

需要与其他学科进行跨学科性研究，为当代语用学

研究赋予了学科交叉研究的整体性与复合性。正

是对语用学跨学科性的关注，使得长期以来一直处

于对立或对抗情绪的英美学派分相论和欧洲大陆

学派综观论在方法论的问题上，在语用学跨学科发

展的基础上不再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是语用学跨

学科性为它们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平

台。这种跨学科性研究突破了传统单一性研究的

局限性，使得研究范式超越了基本分析单元的限制

而走向学科交叉性的整体性和融合性诉求，同时也

将语用学所涉及到的社会、认知、文化、心理等因素

联合起来，这就使得这种跨学科性研究体现了典型

的后现代性特征。因此，这种跨学科性研究旨在为

当代语用学的发展指出了可资借鉴的崭新路向，也

形成了把握语用学方法论的新视角。

其三，语用学的跨学科性研究为我国语用学的

研究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语用学奠定了语

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21世纪以来，语用学与相邻

学科之间的跨学科性、交互性与融合性越来越明

显，语用学研究的整体论思路已成为当代语用学的

发展趋势[23]。我国语用学的跨学科性研究，起步相

对比较晚，主要体现于两方面：一是于介绍与引进

国外语用学的跨学科性研究成果，如“语用学的多

学科视角——Cummings新著《语用学》评介”[24]、“语

用学研究的新取向——实验语用学研究”[25]、“语用

学研究的新范式——《民族语用学》评介”[26]、“《博弈

论和语用学》介评”[27]、“语用学研究的新领域——语

篇语用学”[28]、“语用学与邻近学科的研究”[29]等；二

是语用学跨学科性研究的显著成果。例如，钱冠连

以汉语文化为背景建构起《汉语文化语用学》[30]，胡

庚申以国际交流语境为基础建构起《国际交流语用

学》[31]以及何自然主编的《认知语用学——言语交

际的认知研究》[32]等。基于国内外语用学跨学科性

研究的成果，我们能够从更高的理论层面与更广

阔的研究视角去考察语用学的本质，与其他学科

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方式，从而获得和交流这些

跨学科性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因此，我们可以顺

着跨学科发展的大趋势，依照这个趋势考虑我国

语用学研究的战略问题，实实在在地推进我国语

用学的跨学科性研究，打开我国语用学跨学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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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新局面。

三、结语

综上所述，语用学的跨学科性研究是当代语用

学发展的时代趋势和内在要求。跨学科性是认识

和把握当代语用学发展的方法和手段，超越了传统

语用学分相论的单一性研究范式，走向当代语用学

综观论的跨学科性研究范式。既然我们已经明白

从跨学科的角度来理解与把握语用学，那么我们也

就应当学会从跨学科性的角度来思考语用学中的

跨学科性研究。可见，当代语用学新理论、新方法

的建构，是一个跨科学性研究的过程，消解了分想

论与综观论之间的对立性，把分相论与综观论在语

用学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合理的学科交叉性联结，显

示出语用学的跨学科性研究所独有的价值和研究

范式的完善性，这是当代语用学发展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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