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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传统的指称研究探讨的是语言表 达式与外部世界里的实体之间的关系。
    语用认知视角下的指称研究则认为， 指称词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动态
的关系，其意义是语词在特定语境条 件下的交际意义。
     陈静编著的这本《语用认知视角下的指称研究》
从语用和认知的角度出发，以语用指称性为主线，对
语言中的指称表达式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描写和梳理。
    本书一方面在语用指称性的界定、话语规则和指索词
应用的讨论中，对传统指称理论进行了分析和补充，
另一方面利用当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对指称的
一些非常规现象进行深入探讨，揭示了指称现象背后
的语用认知机制。《语用认知视角下的指称研究》视
角新颖，结构清晰，观点明确，有理有据，选题具有
前沿性，为指称研究建构具有兼容性和解释力的理论 平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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