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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2019—2023）国内
语用学研究现状综述

■唐　臣

摘　要：语用学自引入国内学术界以来已有几十年时间，期间研究成果丰硕，其中不乏综述类研究。然其一

般综述类研究时间跨度较大，有些部分出于各种原因未能详细说明。且有关近五年综述类研究并不多见。

本文意在梳理近五年国内语用学研究脉络，理清国内语用学研究现状，研究热点以及发展趋势，以期发现其

中的不足，为以后语用学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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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 1938 年语用学的概念被提出来以来，便开启了语

言学研究的新篇章。他区分了句法学，语义学与语用学，

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清楚的路径。国内最早开始语用学

研究是在 1980 年。此后，国内其他学者随即陆续开展了

相关研究，语用学研究就此在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可以说，国内语用学研究成果丰

硕。国内学者不仅对语用学研究领域进行了细致划分，

并且结合语言学其他相关领域以及跨学科研究也进行的

如火如荼。自然，有关语用学方面的综述研究也是层出

不穷。这些研究一般选取的时间跨度很大，不可避免地

会导致一些研究没能进行系统总结梳理。因此，本文将

就近五年内国内语用学的研究概括，做出梳理，以期更好

地理解国内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热点，和以后的研究的发

展趋势。 

二、理论研究现状

有关语用学理论研究，近几年呈现出高度分支化。

语用学各个分支都有了一套比较完备的体系。一些学者

认为，布兰顿所谓的语用学就是以何种方式使用语言的

一种研究。国内外目前对于变异语用学的研究方兴未

艾。部分学者就对变异语用学的一系列纲领式的内容做

了概括性说明。他们认为，变异语用学来源于方言和语

用学的结合。笔者认为，变异语用学更像是从语域的角

度做语用学研究。原因在于，变异语用学是研究在说话

人所处空间变量不同时，其对于其语言的影响。这与语

域的理念不谋而合。但似乎，变异语用学对于影响语言

使用变化的变量的定义范围更加广大。但就研究方法来

看，前者更倾向于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后者更倾向于定性

研究。前者开始时间晚，故而，研究成果还相对缺乏。而

对于人际语用学，则呈现出欣欣向荣的业态。还有研究

者就创新性地从人际语用学的角度研究不礼貌行为，这

一语用学研究的“重镇”。他们整理并综合了前人观点中

对于不礼貌研究的聚焦点与变迁，以及这种变化的阶段

性特征，特别是研究角度的异同。其目的在于揭示在传

统语言学与人际语用学两种不同的视角下，研究者研究

内容，方法等的变化情况，为后来人指明前进方向。在研

究方法上，研究者们多通过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式，运用

实验法以及统计的方法。人际语用学目前发展中同时存

在着问题和不足之处：首先就是界面问题，关于人际语用

与人际关系；其次是研究点过于局限，未能广泛展开；最

后就是我国学者普遍利用此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或者对

此理论“小修小补”，缺乏真正意义上有影响力的新观点、

新理论。

语用学研究发展中另一重要的理论是文化语用学，

很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有学者通过梳理文化语用学的

三种研究方法发现：跨文化语用学是聚焦于不同文化环

境下的同一语用；而交互文化语用学则发力于跨文化背

景者交流中出现过的语用方面的问题；而文化（内）语用

学则是专注于相同文化背景下不同次文化情境下的语用

问题以及这种次文化背景如何在语用交际中帮助理解。

这三种研究方法中，交互文化语用学研究较多，例如有学

者在文中指出，交互文化语用学是一个全新的有研究价

值的新的研究领域。它运用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方法，

去找出跨文化双方在交流时其自身文化背景与该交流中

使用的通用语的交融关系，另外就是找出在这种通用语

交流时，双方如何进行信息捕捉及身份构建。由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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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流的不断深入，出于对外宣传的需要，跨文化交流

的研究也就变得日益重要，这也为本学科的发展提供了

研究方向以及研究动力。

在语用学理论研究中，另一个比较重大的改变就是

实证主义在语用学研究中，特别是在实验语用学以及语

料库语用学研究中的兴起。有学者借助 CiteSpace 工具

对实验语用学中的极差问题的研究做了梳理；还有部分

学者则介绍了实验语用学的研究方法等问题。从其叙述

中，我们得知，实验语用学是文理科结合的一种研究方

法，相比于其他语用学研究，难度较大，这也很好解释了

目前此类研究在国内较为缺乏的现状。与之相类似的，

一些研究人员则系统梳理了近十年国内语料库语用学发

展现状。语料库语用学研究中大多是基于语料库进行身

份建构，指示语，会话原则等问题的研究，是对既往研究

的一种深入。借助于现代计算机技术，能够为现有观点

提供充分的解释和支持。

在国内语用学研究中，还有一类是基于哲学的角度

对语用学相关理论进行研究，但此类研究已经超出了语

言学研究范畴。例如，对阿佩尔哲学思想中的先验语用

学的思想基础进行的研究。因为其思想基础来源广泛，

包括迦达默尔的诠释学以及奥斯汀的语用学思想等。

总的来说，国内语用学发展优势与不足并存，呈现出

不均衡发展的态势。国内研究学者对既有理论做了更加

深入以及符合国情的研究，但缺乏理论创新以及跨文理

科融合的研究较为缺乏。

三、应用研究

在语用学的应用研究方面，国内研究依旧是成果众

多。与理论发展相似，语用学的应用研究也呈现出多领

域发展的态势，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应用领域也日

益广泛。首先，对于人际语用学的应用，国内学者聚焦于

人际关系以及身份形象的构建。例如，有学者聚焦于用

人际语用学的角度对冲突话语里的关系元话语进行研

究。作者发现，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会随机使用的元

话语有四种。通过这四种元话语，交际双方可以实现不

同形式的对于负面信息的展示以及理解，同时还能对多

种关系进行有目的地侧重与管理。还有学者利用人际语

用学研究了信任关系的建构问题。作者认为，在交际双

方交际过程中，其信任关系的发展是动态的，多变的，并

且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在交际过程中，对信任关系的架

构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是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采取的

话语策略以及其使用的修辞情况。人际语用学的原理也

被用来阐释了国内人际关系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人

情原则。作者一般在文中详细阐释了人情对人际关系的

构建以及人际关系对于人情的益处。作者将理论与国内

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性提出“人情原则”，这是国际语

言学理论在我国的本土化研究的一个成功范例。

在运用变异语用学方面，国内学者多聚焦于跨时间

研究或跨文化研究。例如，有人聚焦于特定时期的特定

群体——新时代大学生，其请求言语行为以及策略的研

究。在作者的研究中，交际双方的社会背景：学历、城乡、

性别考察都是在作者的讨论范围。作者发现，这类人群

多使用间接言语行为，多使用规约性策略，其社会背景对

于其交际中请求言语的选择及策略使用有重要影响。还

有学者利用变异语用学，考察了英美国际人群在购物评

论中使用的抱怨话语。作者利用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

的方法，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

句法、言语策略两个角度进行对比研究，揭示了不同文化

背景下英美两国人民语用的不同之处。除此之外，语用

学应用方面，还有从篇章语用学、多模态语用学角度分析

社会问题。此外，从研究问题角度来说，应用语用学来研

究的现实问题包括翻译问题、文学语言、老龄化、二语教

学等。

四、结语

国内语用学的研究近几年呈现出多学科、跨学科融

合的态势，研究的聚焦点也紧随时代发展而改变；然而与

国际学界相比，国内语用学研究仍旧是有着自身的不足

与局限性，缺乏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原创性理论成果。相

信在未来，国内语言学研究将会更加多元化，其学术话语

权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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