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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从认知的角度深入系统地探讨德语新闻报道的语篇连贯构建过程，从而揭示语
篇连贯的本质。通过分析研究各种视角下的连贯理论，本书首先提出了自己对语篇连贯
的理解，认为语篇连贯实际上是一个综合了多种因素的复杂的语言认知现象。语篇连贯
的构建过程是语篇接受者以语义知识为前提，借助衔接手段以及语境和交际意图等语用
知识建立语篇各部分语义联系的认知过程。在这一语篇连贯概念的指导下，本书首先构
建了语篇连贯认知研究的理论框架，然后依据这一理论框架分别研究了德语新闻报道的
语篇微观连贯和宏观连贯。本书综合运用了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篇章语言学和新闻学
的相关理论，是一项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郎曼，女，1979年1月生，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欧亚系
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认知语言学、篇章语言学和修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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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日月穿梭。当郎曼将其书稿放在我面前请我作序的时候，我猛然发现，站在
我面前的她已经长大成熟，成为一名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颇有成就的老师。记得1997年
我给他们班上课的时候，坐在前排的她还是一个只有18岁的充满稚气的女学生，一副求
知若渴的样子，文文静静的，起初并不太引人注目。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发现她
虽然外表文静，但却意志顽强，学习起来有一股拼命三郎的劲头。她能耐得住寂寞，经
常是在别的同学玩耍消遣之际，她却一个人在默默伏案读书；她能钻得进，对学习中遇
到的疑难问题苦苦思索，整本教科书都写满了她密密麻麻的求解心得；她善于提问，常
常在课堂上提出问题或在课后拿着一个记满问题的小本请老师解答；她学习成绩好，每
次考试都在班里名列前茅。所有这一切，不论是在她读本科还是读硕士期间，都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当2008年她提出要读我的博士研究生愿望的时候，我欣然同意了。我相信她是那
种肯踏踏实实做学问、能出科研成果的可信赖之人，更何况她自2004年留校任教以来在
教学科研工作中的表现更令我对她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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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郎曼的这本著作，能够在补充和丰富语篇连贯的认知理论方面做出贡献，特别是其结合
德语新闻报道语篇连贯进行的实证性研究成果也会对德语阅读教学提供一些有益的分析
方法和阅读认知指导。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二章
第一节语篇连贯的构建——从微观连贯到宏观连贯
连贯是语篇的重要特征。连贯是指语篇中的成分之间具有合乎逻辑的有机联系，句子的
表达思路清晰，使交际对方容易得到要领。语义连贯是篇章的无形网络、语篇组成的重
要标志。缺乏连贯性的文本不能被称之为语篇。而语篇理解是构建有效而连贯的心理表
征的过程。语篇接受者要根据句内和句间的连贯性才能够清晰地把握文章的脉络，理顺
语义的层次，最终有效地理解篇章的主旨，成功获取语篇信息，最终达到语篇理解的目
的。因此，任何一个对语篇理解过程的描述都必须能够解释语篇接受者是如何形成整个
语篇连贯的心理表征的，语篇理解的过程就是构建语篇连贯的过程。
人们在理解语篇时总倾向于运用认知世界中的知识将语句中有关信息进行“搭桥”操作
，不断主动地创造连贯性，通过语句中所提供的信息，激活概念之间的指称关系、建立
话语之间的语义关联，形成一个统一的认知世界，或者说可把各个语句的意义纳入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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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统一的意义框架中，寻找一个上义概念以建立一个统一的论题，这样就能获得语篇的
连贯性，也就能理解语篇的信息了。这便是人们获得语篇连贯的认知心理过程，或者说
是对语篇连贯本质的精炼概括。这也是本书谋篇的指导思想。语篇连贯性不仅仅基于表
层的衔接手段，更主要的是基于内在认知上的统一性、内容的整体性，因此语篇连贯现
象只有从深层的认知世界角度才能得到更为合理和圆满的解释。接下来我们需要了解语
篇连贯构建的具体过程。
上面论述中的“通过语句中所提供的信息”说明人们获得连贯的“必经之路”是“语句
”，也就是说语篇中的语言信息是构建语篇连贯的基础，是激活语义联系构建过程的“
触发器”。而且语篇连贯的语言形式体现——衔接手段有助于我们识别话语之间的联系
。“激活概念之间的指称关系、建立话语之间的语义关联”建立的是微观连贯，这种连
贯涉及句内和句际的意义关联。“形成一个统一的认知世界，或者说可把各个语句的意
义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意义框架中，寻找一个上义概念以建立一个统一的论题”建立的是
宏观连贯。而宏观连贯是从语篇的宏观结构中获得的。宏观结构决定一个语篇的总连贯
，而其本身又由序列性句子的线性连贯决定。宏观结构是一个可以用表层结构的句子来
表达的语义总命题，在语义层次表达上是完整的分级系统。篇章的宏观结构是建立在微
观结构连贯的基础上的。微观结构的主要论点最后汇合成语篇的主旨，即常说的中心思
想。宏观结构的形成过程也是认知篇章加工的过程。宏观结构的产生是对语篇的主题或
中心思想分析和推论的结果。
通过对语篇连贯构建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语篇连贯其实是在两个层面上构建起
来的：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只有建立了这两个层面上的语义联系，我们才能既了解语
篇的细节内容，又把握语篇的中心思想，从而真正理解整个语篇。这两个层面连贯的构
建过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交叉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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