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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篇中词汇共现的凸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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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词汇共现是实现语篇的完整及流畅的重要手段!词汇共现既受到显性语义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依赖于语言使用者

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及相关的情景语境!挖掘出词汇之间的隐性联系!可以增加词汇共现的多样性!并增强语篇的感染力$说

服力和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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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汇共现理论

/9RX!BB! 年指出实现语篇连贯可通过多种衔

接机制#其中词汇衔接是最突出也是最重要的形

式#占篇章衔接形式的 H&`左右' 在词汇衔接的构

成中#/N::@?NX和 /NFNG !B"C 将其分为复现和共现

关系两类' 本文所讨论的-词汇共现. !<9I9<<QT̂

TRG<R"指的是在某一语篇中词汇的使用与篇章的

主题密切相关#同类词汇共同出现在同一语境中#

以达到篇章连贯与衔接的目的#实现语篇的连贯功

能' 英国语言学家.@T=S 提出了词汇衔接关系的搭

配理论!<9::9<N=@9G"#

(!)认为语篇通过对共现词汇

的运用以达到语篇的完整及流畅' 综合各家之言#

词汇的共现通常可分为同义&反义&互补&上下义&

组合等#这些搭配关系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语法搭

配和习惯用法搭配# 而是在一特定的语境中存在

某种语义上的联系#它围绕着某一主题展开#就某

一话题出现的相关词汇' 这种共现既可以出现在

同一句子中#也可散落在这篇文章的每个角落'

.@T=S 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结伴关系![Q=QN:R_\R<=NG^

<X9UW9T?F"' /N::@?NX和/NFNG 也指出篇章是以一

定的话题连贯性和话题展开的可能性合理构建的#

而不是杂乱无章的#因此在一个篇章中将会出现一

定的词汇链!-R_@<N:<SN@GF"#通过头脑风暴运动

!VTN@G IF=9T[@GO"从一个主题词辐射出许多彼此在

语义上相互联系的词汇#而这些词汇将为篇章起着

一定的衔接和连贯作用' 3@G<:N@T

(%)认为在一篇章

中词汇具有预示能力#词与词之间互为预示' 这些

预示可以从不同层次展开#可以从同义&反义&上下

义#搭配展开#甚至从某一概念进行联想#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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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提出的语义联想场!FR[NG=@<NFF9<@N̂

=@YRU@R:?"# 他认为%-一个给定的词项就像一个星

座的中心# 周围有不定数量的词汇向中心汇聚.'

由此可见词汇的共现的核心在于语义上的联系#篇

章的语义对篇章的词汇选择产生显性或隐性的控

制#以此达到主题上的统一#增强语篇的衔接和

连贯'

##二#以显性语义为基础的词汇共现

词汇共现的最基本的标志在于词汇与词汇之

间具有一定的显性的语义联系#这些词汇的叠加加

强了篇章的衔接性#从而使篇章具有语义的连贯

性' 比如讲到污染问题# - O:9VN:WNT[@GO&ONF9̂

:@GR# [R=SNGR# OTRRGS9QFRFONFRF# =SRT[N:TN?@N=@9G#

?@FRNFR# O:N<@RT# ?RU9TRF=N=@9G# G@=T9QF9_@?RF>. 等

等#这些词汇的使用构成了语义的同义场#起着衔

接纽带的作用' 词汇共现受到语义的限制#同时又

对语篇起着主题和语义场的统一的作用#增强语篇

的衔接力#促进语篇的连贯性'

以专业英语写作中一文来分析%

0\TRURT39Q=S b9TRNG :9YRF=9T@RF9G 41=9=SR

6S@GRFR9GRF>b9TRNG :9YRF9N\FGRYRTUN@:=9<9GYRX

=SR@[\9T=NG=[RFFNOR=SN=:9YR@FF9[RWSRTRNSRN?

WN@=@GOU9TX9Q# @G F\@=R9UX9QTSQ[V:R9T@O@G# WR@OS=

\T9V:R[# 9TQG:N?X:@aR[NGGRTF>0G <9G=TNF=# :9YR9G

6S@GRFR41@F# [9TR9U=RG =SNG G9=# NG QGW9T=SXN?^

YRG=QTR=SN=VT@GOF\N@G TN=SRT=SNG E9X>-9YRV@T?F@G

b9TRNFRR[N:WNXF=9VRF9[Q<S :Q<a@RT=SNG =S9FR@G

6S@GN# WSRTR\R9\:R@G :9YR9U=RG U@G? =SR[FR:YRF

<NQOS=@G NS9F=@:RU@GNG<@N:9TF9<@N:RGY@T9G[RG=>

)G:@aR=S9FR6S@GRFRX9Q=SFWS9NTRFRT@9QF:XNG?

OTNYR:XW9G?RT@GONV9Q==SR\QT\9FR9U:@URNG? :9YR

U9T[9F=9U=SR=@[R# =S9FRb9TRNG O@T:FNG? V9XFN:̂

WNXFSNYRF9[NGXW@==X# UQGGX# NG? N[NZ@GOYRTVN:

V:9WF=9SQT:N=RN<S 9=SRT$ 0N:WNXF<NGG9=SR:\

:NQOS@GO9Q=N==SR[>0G 9GRW9T?# :9YR9G b9TRNG 41

@FNW9G?RTUQ:[R?@<@GR=9<QTRRYRTX=S@GO# WS@:R9G

6S@GRFR41:9YR@FN?@FRNFRUT9[WS@<S 9GRFQUURTF

@GRY@=NV:XF9[R=@[R@G 9GR3F<9QTFR9U:@UR>

(H)HC!

很明显-0\TRURT39Q=S b9TRNG :9YRF=9T@RF9G 41

=9=SR6S@GRFR9GRF.为本语篇的主题句#关键词在

于:9YRF=9T@RF# 为了达到主题思想的凝聚力#词汇

的共现现象在本语篇中功不可没% -:9YRF9N\#:9YR

V@T?F# \R9\:R@G :9YR. -W@==X# UQGGX# N[NZ@GOYRT̂

VN:>.在显性的语义上达成一致' 同时为了达到句

与句之间的连贯性# 作者在第三句中用 -0G <9G^

=TNF=# TN=SRT=SNG.来呼应第二句 -GRYRTUN@:=9.之后

的内容#以达到句与句之间的逻辑上的衔接' 语篇

中-0G <9G=TNF=# QG:@aR# WS@:R# :Q<a@RT!比较级的使

用".无时无刻不暗示文章中将中韩两国的电视剧

进行对比的概念' 甚至在同一个句子中也将对比

的意图发挥得淋漓尽致#如% -VT@GO\N@G TN=SRT=SNG

E9X.# -W9G?RTUQ:[R?@<@GR4?@FRNFR>.

通常词汇的共现主要从同义#反义#上下义#搭

配#概念这几个方面来考虑' 还是以本文为例%同

义现象%-:9YRF=9T@RF# :9YRF9N\# :9YRV@T?F.的使用

使得文章的词汇富有多样性#避免呆板$-FRT@9QF:X#

OTNYR:X# W@==X# UQGGX# N[NZ@GO.的使用增强了文章

对某一事物的感情色彩' 反义现象%- \N@G IE9X#

[R?@<@GRI?@FRNFR.则体现了文章的对比和比较的

概念' 上下义的现象在本语篇中具有层层递进的

体现%如-F=9T@RFI[RFFNORISQ[V:R9T@O@G# WR@OS=

\T9V:R[# QG:N?X:@aR\T9V:R[# U@GNG<@N:9TF9<@N:RGY@̂

T9G[RG=# \QT\9FR9U:@URNG? :9YR>.搭配现象在诸多

方面也得到体现%-<9GYRX和 [RFFNOR#SQ[V:R和9T̂

@O@G#QG:N?X:@aR和[NGGRT# [R?@<@GR和<QTR# ?@FRNFR

和FQUURT>.

从以上分析#词汇的共现不受语法的限制#而

是受到语义上的制约#缺少语义的联系#词汇与词

汇之间就无法形成语篇的连贯和衔接' 语义对词

汇的选择起着限定的作用#同时词汇的衔接又受到

语义的催化#从而激活篇章的整个语义系统#使读

者能够较好地阅读和理解整个语篇' 可以说词汇

的共现是语篇中一种隐性的衔接关系' 但仅从单

纯的语义的联系又无法说明词汇的共现#因为大量

的实证表明语义的联系又基于对篇章语境的依赖#

语境决定了语义#因此词汇的共现在一定程度上受

到显性的语义的限制#又超越了显性语义'

##三#隐性语义联系的词汇共现

语篇中的词汇具有一定的预示能力#某一词汇

的出现预示着相关词汇的共现' 而这种预示通常

以一定的语义为基础#受到语篇主题的限制' 但词

汇的共现有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语境&修辞或文化

的强烈影响胜过显性语义对其的限制' 不相关的

词汇在一定的语境或特约的文化的基础或在某种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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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的手段上将产生微妙的联系#即隐性的语义联

系' 仍以上文为例#-[R?@<@GR. - ?@FRNFR.在常规

化的语义中与-:9YRF=9TX.不产生显性语义上的衔

接#但在隐喻的基础上三者之间的隐性关系就一目

了然了'

/N::@?NX夫妇认为语境因素和语言使用者的文

化背景知识对于语篇连贯有着重要的作用' 语篇

在语义上的缺失需要语境语域和文化背景来弥补'

读者通过语境和文化的基础将语篇中的句子&词汇

相联系#构成了语篇的连贯' 语境在一方面对词汇

的选择起着制约力#另一方面又起着词义确定的作

用#甚至消除歧义'

cN:@G9WFa@!B%A 和 !BA$

($)提出-情景语境.和

-文化语境.的概念' 拿-RW@F]>3[R?RF的 -(\RG

=SR899T=9.9TO@YRGRFF.一文为例% -4SR9:9O@NG *R̂

@GS9:F+@RVQSTFN@? NU=RTM9T:? MNT00% MR[QF=U@̂

GN::XVRTR<9G<@:R? W@=S 9QTU9R# :RF=WRV9=S \RT@FS @G

=SRY@<@9QF<@T<:R9USN=TR?>.

(H)HCK单看 -TR<9G<@:R?#

U9R#\RT@FS# Y@<@9QF<@T<:R. 这些词汇#读者很难理解

者其中之意#这里不存在这同义&反义&上下义和联

想#这些词汇的共现基于一定的情景语境-U9TO@YR̂

GRFF.# 正是基于这样的情景语境#读者才能理解

-TR<9G<@:R? W@=S 9QTU9R# \RT@FS @G =SRY@<@9QF<@T<:R

9USN=TR?.# 整篇文章才得以较好的理解' 又如关

于全球变暖的文章中% -7:9VN:WNT[@GO@F=SR[9=S^

RTNG? UN=SRT9URGY@T9G[RG=N:\T9V:R[=9?NX. #在显

性语义上读者很难将 -O:9VN:WNT[@GO. 与 -[9=SRT

NG? UN=SRT. 联系在一起' 但当将这一词汇同现的现

象置于全球变暖与环境问题的语域中#再联想到

-.N@:QTR@F=SR[9=SRT9UFQ<<RFF.#

(H)$"!读者不禁莞

尔一笑' - 4 ?RF<T@V@GO@=!7TRRGS9QFR2UUR<=" NF

-NG QG@G=RG?R?# QG<9G=T9::R?# O:9VN::X\RTYNF@YRR_̂

\RT@[RG=WS9FRQ:=@[N=R<9GFRfQRG<RF<9Q:? VRFR<̂

9G? 9G:X=9O:9VN:GQ<:RNTWNT>. 在这句话中 -

7TRRGS9QFR2UUR<=.-QG@G=RG?R?. -QG<9G=T9::R?. -GQ^

<:RNTWNT. 这些词汇之间貌似没有多大的联系#然

而将其置身于一定的情景语境的背景之中时#保护

环境抑制全球变暖的重要性这一信息通过这句话

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力' -4SR)>3>@FG9:9G^

ORTNUQ::N[VQ:NG<RFRTY@<R#. 6SNG FNXF>- 0=9G:X

O9RF=9=SRTRF<QR@U]RYRT:X/@::F@F9G U@TR>0=[NX

=QTG N?RNURNT=99GR@G /NT:R[9T]T9G_>. 这句话#

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很难将 ]RYRT:X

/@::F#/NT:R[# ]T9G_和N[VQ:NG<RFRTY@<R联系在一

起' 由此可见词汇的共现在文化与情景的语境背

景下达成更高层次上的篇章衔接和连贯#增强了文

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从上文分析中我们发现语篇中的词汇是在特

定话语语境本身呈现的意义#依赖于个人的知识经

验中#形成了某一特定的词义' 利用词汇共现#一

方面使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衔接更加紧密#另一方面

就篇章而言#使得文章的主题鲜明#逻辑清晰#思维

丰富#促成整篇文章的语境的形成' 词汇的共现离

不开语义#同时又超越语义#赋予语义于新的语域#

它既体现了一定的话语范围#实现语场的连贯性#

奠定一定的话语基调#满足相应的语体风格$同时

还是文化语境的反应#它是语境的产物#又赋予语

境更丰富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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