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国内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专业和非

专业），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无疑对促进英语写作

教学有积极的作用。但目前的研究主要涉及写作的

基 本 技 巧 和 方 法 ，谋 篇 布 局 ，起 承 转 合 、差 错 分 析

等，而对文体与修辞、中西文章结构与思维模式的

差异等方面的论述偏少。在写作教学中，教学双方

往 往 只 强 调 语 言 的 正 确 性 ， 而 忽 视 其 得 体 性

（!""#$"%&!%’(’))）；强调写作的基本步骤和方法，忽

视语言各要素的文体功能和各类语体的文体特征；

强调写作应试的强化训练（如英语专业*、+、,级和

大学英语*、+级考试），而不够重视学生的写作习惯

和风格的培养。由于学生缺乏必要的文体学知识，

尤其是语域知识，因此经常犯一些老毛病，如不能

区分口语与书面语体、正式与非正式语体；不能正

确把握各类语体的基本特征；在写论文时，常使用

一些十分口语化的词语或句式，甚至是俚语、俗语

等等。本文拟从语域的角度对大学英语写作进行初

步的探讨，旨在抛砖引玉。

! 有关语域

语域（#’-&)%’#）是指语言随使用场合不同而区分

的变体，是指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使用的、有一定

的语言特征的语言变体。哈特曼和斯多克（.!#%/!(
0 1%$#2）把语域分为3种：根据题材（话语范围，4&’56
$4 6&)7$8#)’）分为渔业行话、赌博行话等；根据传递

媒介（谈话方式，/$6’ $4 6&)7$8#)’）分为印刷品、书

信体、录音带上的信息等；根据正式程度（谈话方式，

/!((’# $4 6&)7$8#)’）区分为正式体、随便体、亲密体

等等。韩礼德和哈桑（.!55&6!9 0 .!)!(，:;<+）对语

域的规定有所扩大，他们指出：“语域是与各种情景

特征———特别是指话语范围（语场，4&’56）、话语方式

（语式，/$6’）和话语体式（语旨，%’($#）的意 义 ———

相联系的语言特征构成的。”.!55&6!9的语场是指谈

话题材（如政治、科技、法律、体育、新闻和家庭事务

等）；语式是指交际形式（如书面语或口语）；语旨包

括语言的正式程度（如亲密体或随便体）和功能语旨

（48(7%&$(!5 %’($#）两个方面。功能语旨是指讲话人或

作者使用语言的目的是什么：是说服？是解释？是议

论？还是讽刺？例如广告的功能是劝说，讲座的功能

是说明或提供信息，政治演讲用于鼓动，布道的功能

是宣讲和规劝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韩礼德把语场、

语式和语旨分别与语义体系中的概念（&6’!%&$(!5）、

人际（&(%’#"’#)$(!5）和篇章（%’=%8!5）三大元功能

（/’%!48(7%&$()）一一对应起来，进而落实到具体的语

言成份上。概念功能指的是语言对人们在现实世界

（包括内心世界）中的各种经历的表达，是由“及物

性 ”（%#!()&%&>&%9）、“ 语 态 ”（>$&7’） 和 “ 归 一 度 ”

（"$5!#&%9）构成的，它与语场密切相关；人际功能表达

讲话者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和对事物的推断等

功能，它包括语气、情态、语调等因素，它与语式联系

紧密；语篇功能是指把语言成份组织成篇章的功能，

它包括三个系统，即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衔接系

统，因而它与语旨相联系。韩礼德（:;<?：:3@—:33）

曾举了婴儿学语的例子来具体阐述语场、语式和语

旨之间的相互关系，限于篇幅，如不赘述。那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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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尤其是语旨，对英语写作究竟有什么作用呢？

一般来说，操本族语的人都具有选择语域的能

力，能根据不同的交际场合选择恰当的语体。而对一

个外语学习者而言，则需要加强有关语体学方面知

识的学习和研究，在阅读和写作中培养语体意识，提

高 语 域 的 选 择 能 力 。 具 体 来 说 ， 在 写 作 的 构 思

（!"#$$%$&）和创造（%$’($)%*$）阶段，作者通常需要考

虑两方面的因素：其一是审题，即确定文章的体裁和

题材。要对题材进行探索，整理和发现那些与题材直

接相关的、有意义、新颖、独到和闪光的东西，确定自

己的立场、观点和态度，勾勒出文章的轮廓；其二是

确定语言的正式程度（+*,-#"%).），即语旨。是严肃还

是轻松？是冷淡还是友好？是亲密还是随便？这主

要取决于使用语言的情景语境以及交际双方的角色

和地位等因素。

! 正式与非正式语体与英语写作

根据语旨（)($*,），英语可分为正式（+*,-#"）和非

正式（%$+*,-#"）语体。正式语体用于公共场合、规章

条令、公文书信、正式演说、新闻文体、科技文体等；

非正式语体用于私人交际场合，如熟人闲聊和私人

书信等。非正式交际的语汇常常是人们日常生活中

熟用的，主要出现在口头交际中。正式语汇则常出现

在书面形式中，运用于特殊的交际场合。黑里根和德

瓦乐（/(."%01($ 2 3(4#("(，5666）在研究文体特征

的正式程度时，采用7—记分法，研究语料库中名

词、形容词、冠词和介词的语频统计，发现它们在正

式文体中频率高，而代词、副词、动词和惊叹词在非

正式文体高。

研究表明，各种语体平均正式程度值为89:;<，

而有关写作方面的语体的正式度都较高，最高的为

信息性写作（=><），最低的为幻想写作（8?<），也接

近平均值。由此可见，写作的正式程度都偏高，且与

名词、形容词、冠词和介词的词频高低密切相关。这

一研究成果对英语写作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我们在

实际的写作过程中应多使用名词、形容词、冠词和介

词以增加文章的正式度。

朱斯（@:A**B，>C=?）把语言的正式 程 度 分 为 五

级 ： 冷 冻 体 （+,*D($）、 正 式 体 （+*,-#"）、 商 洽 体

（E*$BF")#)%’(）、随 意 体（E#BF#"）和 亲 切 体（%$)%-#)(）。

他指出，冷冻体适用于法律文书或极其庄重的演讲

等场合。其特点是：引用成语或固定的仪式套话、按

原文逐字逐句地背诵；正式体适用于公众演说，如讲

座或演讲。其特点是，材料准备充分，语音纯正清晰、

遣词造句恰当，常用标记词“-#.”代替“-%&1)”*,
“E#$”，演说者具有权威性，其地位高于听众。商洽体

不如前两种正式，位居中央，是其它体裁的基础，适

应于小组会议的发言或讨论，其语言特点是发音清

晰、措词准确、句子完整。相反，随意体适用于朋友或

同辈人之间的交谈，其注意力在于交谈的内容而不

在语言，常用俚语、省略、模糊词汇等，标记用语有

“E*-( *$”，“.*F B((”等。最后一级是亲切体，适用

于天天见面的熟人之间的闲聊，如家庭成员、同事

等。其特点是，大量使用电报式语言，无语言规范可

言，外人甚至无法听懂。请看下面的例句：

（>）G%B%)*,B B1*F"H -#I( )1(%, 4#. #) *$E( )*
)1( F!!(, +"**, J. 4#. *+ )1( B)#%, E#B(:（K,*D($）

（5） G%B%)*,B B1*F"H &* F! )1( B)#%,B #) *$E(:
（K*,-#"）

（;）L*F"H .*F -%$H &*%$& F!B)#%,B，,%&1)#4#.，

!"(#B(？（M*$BF")#)%’(）

（8）N%-( .*F #"" 4($) F!B)#%,B，$*4:（M#BF#"）
（O）P! .*F &*，E1#!B:（Q$)%-#)(）

上面O句都表达了同样的语义“请参观者上楼”，

但由于言语产生的情景语境、交际双方的人际关系

不同，因此，言语表达的正式度也各异。一个有趣的

现象是，言语表达的正式度与讲话的场合的正式度

成正比，与交际双方的亲密度成反比，也即是场合越

正式，语言越正式，语言表达越复杂，礼貌程度也越

高，然而交际双方的亲密度反而越低。例（>）是典型

的冷冻体，其特点是：语法极为规范，词汇正式，书面

语，尤其是使用了带“B1*F"H”引导的虚拟式、较为正

式的短语“-#I( )1(%, 4#.”，“J. 4#. *+”等，使语气

变得相当严肃；例（5）属于正式体，它与例（>）的最大

区别在词汇，而不在语法，两句都是带“B1*F"H”的陈

述句；例（;）使用了一个带“4*F"H”的一般问句，词汇

具有口语的特点；例（8）是随意体，使用了一个口语

色彩很浓的虚拟式省略句，正常的句子结构应是“Q)
%B )%-( )1#):⋯”；最后一句是典型的亲切体，其特点

是语法、词汇都很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呼语“E1#!B”
增加了交际双方的亲密度。值得一提的是，语言的正

式与非正式是相对的，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明显界限，

是一个由正式向非正式逐渐过渡的连续体。

值得注意的是，朱斯在论及冷冻体时指出，这种

语体是指“好的写作”，特别是文学作品的语言。我们

认为这种观点未免过极，既不适合今天的写作教学，

也不适合任何体裁的文学语言。试想，如果今天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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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仍按冷冻体、八股文进行创作，其作品读来晦涩难

懂，有谁愿去受这份罪呢？不过，从朱斯的五体说中，

我们仍可受到一定的启发。那么，在写作中，我们究

竟应选择哪种语体好呢？我们认为应以商洽体为主，

辅之以正式体和随意体。写作中正式程度的高低主

要反映在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句子结构越完整复

杂，词汇选择越讲究，那么，其正式程度也就越高。英

语正式语体与非正式语体的主要区别如下：

!"# 语法层面

从语法的角度来看，正式语体与非正式语体有

明显的差异，例如，英语教材、谨慎的演说家和作家

一般不会把介词放在句末（包括定语从句在内）。有

人就此作过一份调查，在与朋友交谈中，每千个介词

中有!"次放在句末，在电视广播中有#$次，而在官方

文件中仅有%次。正式语体有如下特点：多用长句、复

句（主从复句、分词结构、独立主格、分裂句），限制性

定语从句，被动语态，名词化（&’()&*+),*-)’&）结构，

复杂的名词性词组（如前置修饰和后置修饰）；相反，

非正式语体的特点是：多用短句、简单句子结构，非

限制性定语从句，用状语从句代替分词状语或独立

主格，省略句，反意疑问句等。另外，正式语体与非正

式语体还存在如下差异：

（%）非正式语体常用缩略形式，如.’&’-，(/0-&’

-，12’0，3’42等；而正式语体则用完整形式，如.’ &’-，
&22. &’-，3 1*42，12 )0，等等。

（5）在宾语从句中，-1*-在非正式语体中常省略，

而正式语体则不省略。如：

612 -’+. (2（-1*-）012 +)72. -12 0-’89:
3 -1)&7（-1*-）)-’0 * ;’’. ).2*:

（#）在非正式语体中 ，-129 < -12)8常 用 来 指 代 由

24289=，0’(2=，&’=与=’&2，=>’.9构成的复合代 词 ，

而 正 式 语 体 则 用12 < 012，1)0 < 128来 代 替 复 合 代 词 ，

如：

?&9’&2 @*& -*72 * >8’@1/82 )A -129 B*&- )-:
（3&A’8(*+）

?&9’&2 @*& -*72 * >8’@1/82 )A 12 ’8 012B*&-0
)-:（C’8(*+）

（D）谓语动词放在句首（如现在分词、过去分词、

不定式）作状语时，比较正式；相反，用完整的状语从

句作状语，则不太正式，如：

E*.+9 .2A2*-2. )& -12 (*-@1，-129 82-/8&2.
)&+’B 0F)8)-0:（C’8(*+）:

?A-28 -12 -2*( B*0 >*.+9 .2A2*-2. )&
-12(*-@1，-129 82-/8&2. )& +’B 0F)8)-0:（G200 A’8(*+）

H2*-128 F28()--)&;， -129 B)++ 1’+. *
A’’->*++(*-@1 -’(’88’B:（C’8(*+）

3A B2*-128 F28()-0， -129 B)++ 1’+. *
A’’->*++(*-@1 -’(’88’B:（G200 A’8(*+）

!"! 词汇层面

就词汇而言，英语词汇分为正式词（A’8(*+）、普

通 词（@’((’&）和 日 常 用 词（@’++’I/)*+)0(）三 个 等

级。英语中，日常用词主要来源于盎格鲁———萨克逊

（?&;+’=6*J’&）词汇，而来自于希腊、法语和拉丁语

的词汇属于正式词汇，或称为学术词汇或“大词”，如

汉语的“火”，英语的日常用词是“A)82”，正式用词是

“A*(2”和“@’&A+*;8*-)’&”，分别来自法语和拉丁语。正

式词主要用于学术或理论著作、政治法律文件、正式

演 讲 等 场 合 ， 例 如 *@@’((’.*-)’&（8’’(），>2*8
（@*889），@’((2&@2 （>2;)&），.22(（-1)&7），2&.2*4’8
（-89），F*8-*72 （01*82），F8’A’/&. （.22F），A’8-/&*-2
（+/@79），2@@2&-8)@（I/228 < 0-8*&;2），28/.)-2（+2*8&2.），

;8*-/)-’/0 （/&&2@200*89），-28()&*-2 （2&.），F8’@22.
（>2;)& < @’&-)&/2）等。一般来说，短语动词比较口语

化，常用于口语体，而单个动词比较正式，多用于书

面 语 体 ， 例 如 ，)&420-);*-2（+’’7 )&-’），>2*8 < 0-*&. <
2&./82 < -’+28*-2（F/- /F B)-1），F8’./@2（-/8& ’/-），

+2*42 < 20@*F2（;2- *B*9），(22-（@’(2*@8’00），@’&-)&/2
（@*889 ’& < ;’ ’&）等。缩略词（@+)FF)&;0）多用于日常

交谈，少用于正式文体，相反，在正式文体（不包括科

技 文 体 和 新 闻 文 体 ） 中 常 用 全 称 ， 如F1’-’;8*F1
（F1’-’），*.428-)02(2&- （*.），;9(&*0)/( （;9(），

F82F*8*-’89 （F82F），F’F/+*8 （F’F），42-28*&（42-），

F*8*@1/-2 （@1/-2），-2+20@’F2 （0@’F2），)&A+/2&,*（A+/）

等。另外，在写作中应避免使用俚俗词汇（0+*&;0），它

们通常用于口语中，例如+’/09（>*. < -288)>+2），0B2++
（;’’. < 2J@2++2&-），&2*- < @’’+ （A)&2 < F+2*0*&-），)& 1’-
B*-28 （)& -8’/>+2），01’’- -12 >822,2 （0F22. -)(2
@1*--)&;）等。

语言的正式程度与语域的三个变量密切相关，

也即是与语言使用的具体场合、题材、参与者和交际

媒介（口头的或书面的）密切相关，它同时反映着交

际双方的礼貌程度和人际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语言

的正式程度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一个向两

端伸展的连续体。另外，在正式的场合使用非正式的

语或在非正式的场合使用正式语体，都可以起到特

殊的语用效果，如风趣、幽默、责备、批评、讽刺等不

同的语用含义。这种情况在口语和书面语中时有发

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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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学生的语域意识，提高学生写作

水平

在写作教学中，教学双方不仅应重视语言知识

和写作技巧，还应重视培养学生的文体意识，尤其是

语域意识。语域意识是指学生能根据自己写作的需

要自觉运用语域知识的能力。我们认为培养学生的

语域意识应注意以下三点。（!）了解语域的内涵以及

它与写作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语域的三个变量中，语

场和语旨对英语写作产生直接的影响。语场指写作

的内容，涉及文章的题材和体裁。一般来讲，不同题

材和体裁具有不同的语言特征和语篇结构，对语言

的正式程度也有不同的要求。例如，文艺语体的特征

是形象性、凝炼含蓄、丰富新颖；科学语体的特征是

精确性、严密性；政论语体的特征是逻辑性、鼓动性、

文学性；公文语体的特征是准确性、简洁性、程式化，

等等。这些不同的语言特征可体现在语音、词汇、语

法、语义等不同的语言层面上，而如何选择语言特征

则主要取决于不同的题材和体裁。在传统的英语写

作教学中，教学双方往往只重视语言知识和写作技

巧的学习和提高，而忽视文体、语域知识的学习和探

讨，只重视语言的正确性而忽视其得体性。（K）语域

意识的培养是一个逐渐观察、分析、领会和模仿的过

程。语体意识的获得是一个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由

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动态过程。我们认为，文体范

文分析有助于学生语体意识的培养。通过范文分析，

学生可以逐渐熟悉和把握不同文体（新闻报道、广

告、公共演讲、科技文章、合同、商务信函等）的文体

特征和语篇建构模式，增强学生对各类语篇的理解

力、评判力、鉴赏力和再创造力。（P）写作实践是获得

语域意识的关键。不管是写作知识，还是语域知识，

都是理论的、抽象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只有把理

论与写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进行最有效的书

面交际活动，才能真正提高英语写作能力。王佐良指

出：“有的错误不通过作文不易发觉，如%10 \ %1’0之别，

又如拼法、标点与书写格式上的问题。有的文体，如

法律文件、商业信件、演讲稿等等，不动笔是根本无

法学到的。”（!HZU：!OO）"’$#-&博士也认为，学生的

绝大部分语篇语域知识是通过在写作中表达思想获

得的。（!HHZ：KVP）

总之，随着我国大学英语的整体教学水平的提

高，我们认为，在大学高年级写作教学中适当介绍一

些有关文体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如文体，语域等，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语体意识，有助于他们形成自己良

好的写作习惯和文体风格，从而逐步提高其英语写

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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