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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热奈提出了跨文本性的五个主要类型：１．互文性。这一类包括了引语、典故及抄袭。２．副文本性。指一部作品的序、跋、插图及护封上的

文字。３．元文本性。指与“评论”的关系，这种评论把一个文本与此文本所谈论的另一个文本联系起来。４．承文本性。指把文本 Ｂ—热奈

所称的“超文本”同一个前文本Ａ—热奈称之为“前文本”联系起来的任何关系，文本Ｂ在前文本Ａ的基础上进行了“嫁接”（ｇｒａｆｔｅｄ），其“嫁

接”的方式与评论的方式迥然不同。５．广义文本性（原文本）。指为了充分理解一个文本及其互文本，读者需要了解组成文学领域的种种

类型的等级体系。（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外国文学》，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学术论文与参考文献的互文性研究
———以新闻类学术论文为例

黄小平
（复旦大学，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学术论文正文与参考文献的互文形式为：互文标记 ＋互文本，互文本的语言形式可以是词语、
小句、句组和语篇，互文标记可以是互文小句、名词短语、词语、引号、引用标记。互文过程就是作者从“不同的互

文来源＋不同的互文动词＋不同的互文形式＋不同的互文本”中进行选择的过程，学术论文就形成了一个语言
形式和意义的互文网。互文揭示的学术论文的生成与创新是建立在参考文献这个他者的基础上的，参考文献对

文本进行了不同方面的补充、更正、延伸、发展、讨论、协商等。互文形式成分的选择过程形成了学术论文的语篇

特征，同时建立了作者自己的立场。参考文献是个集合体，它们又把学术论文语篇引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文本世

界。互文性是一种多元性理论，互文关系理论是一种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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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论文是个系统，这个系统由处于不同层级的

结构成分组成，它包括：标题、摘要、关键词、正文、注

释、参考文献，其中注释、参考文献是正文内容的重要

组成成分。参考文献是正文形成过程中参考、借鉴的

文献、资料，对正文的观点、思想、理论、论据、方法等

具有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依附正文而存在，是正文观点、理论、事

例、数据、思路、方法等内容的补充，同时又是“他

者”，正文必须通过这个“他者”来确立它自己的意

义、价值和创新。学术论文与参考文献进行不同方

面、不同角度的对话，形成了一个时间和空间的网络，

也就是互文性。

据我们调查研究发现：现有的研究主要是对参考

文献的概念和功能方面进行的研究，也就是从内容和

内容的功能进行的研究。把参考文献作为独立的“他

者”的语篇研究很少，参考文献与正文在语言形式和

意义上的文本联系的研究也很少，也就是说，参考文

献在语篇中的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

能）分析少。本文将运用互文性的理论来研究参考文

献与学术论文正文在语言学上的联系和语篇上的运

用。

互文性概念由法国语言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

娃提出，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把互文性变成

可操作的文本层面，他把文本的关系分为互文性、副

文本性、元文本性、广文本性和承文本性５类①。［１］统

称为互文性，并分为：共存和派生关系两类，其中共存

关系是指甲文和乙文同时出现在乙文中，如：互文性、

副文本性、元文本性、广文本性；派生关系是指乙文从

甲文派生出来，但甲文并不切实出现在乙文中，如：承

文本性。英国语言学家哈提姆［２］认为，互文关系可以

在４个层次中实施：一是音位、形态、句法、语义；二是

词缀、词、短语、小句、语篇、话语、体裁；三是语境的三

维度，即语域活动、语用行为和符号互动；四是文化和

意识形态。

作者引入参考文献的主要目的是：（１）支持、佐

证自己的观点、理论，并进行创新；（２）通过对参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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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总结、概括，指出其存在的不足或空白，以建立自

己的学术立场和空间。因此，学术论文与参考文献构

成历时与共时的互文网络，形成作者、读者、参考文献

作者、读者、学术群体之间的对话空间。本文将对新

闻类学术论文正文与参考文献的互文进行研究。

一、学术论文与参考文献的互文类型

学术论文与参考文献的互文表现在：语言形式的

语词、小句、句组、语篇的互文。互文形式：互文标记

＋互文本（语词、小句、句组、语篇）。主要有两种类

型：共存关系互文和派生关系互文。

（一）共存关系互文

共存关系互文是指某一文本中可以清晰地分辨

出其他的文本。存在于某一文本中的文本称为互文

本。互文本有以下形式：

１．词语

互文本是以词语的形式出现在当前文本①，也就

是进入到文本中的参考文献。这里的词语指概念、术

语等，主要是指正文中引用的“他者”的部分原话。

“部分”就是词或词组，一般表现为概念、术语等。有

时没有标明出处，但总可以找到它的出处；有时也不

必了解它的出处，因为它是一个熟知的、定性的术语、

概念。如：

①“自由经济”思想是亚当·斯密整个

经济学说的中心，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凯恩斯国

家干预主义取代经济自由主义而占据统治

地位。（王凤翔：《西方广告自由法制原则

的被解构———以美国为例》，《新闻与传播

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例①中的词语“自由经济”是互文本，前文已出

现。互文形式：互文本作者 ＋互文本（词语）＋引号

＋引用标记，互文标记为：引号和引用标记。

２．小句

互文本是以小句的形式出现在当前文本，也就是

进入到文本中的参考文献。这些互文本的内容可以

是观点、理论、事件等。如：

②乔姆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政府

总是 “采取宣传法，将恐怖主义建构成一种

可以被加以利用以服务于某种权力体系的

武器”。（［美］诺姆·乔姆斯基：《海盗与君

主》，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 １４２

页。梅琼林、褚金勇：《自由与权力：解读美

国媒介政治的“转换生成语法”———乔姆斯

基媒介研究探析》，《现代传播》，２０１１年第

７期。）

根据例②中互文本是引号中的句子，是观点、理

论。互文形式为：互文小句 ＋互文本（小句）＋引号

＋引用标记，互文标记为：互文小句、引号和引用标

记。

３．句组

互文本是以句组的形式进入到当前文本，也就是

进入到文本中的参考文献，这些互文本的内容可以是

观点、理论、事例、数据、思路、方法等。如：

③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事

实上，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

滋生着不稳定。……产生政治秩序混乱的

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

代性所进行的努力。”（塞缪尔·Ｐ·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

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８页。李舒：《转型期

新闻评论的政治传播功能及其实现》，《现

代传播》，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根据例③互文本是引号内的句子，是理论。互文

形式为：互文小句 ＋互文本（句组）＋引号 ＋引用标

记，互文标记为：互文小句、引号和引用标记。

４．语篇

互文本是以语篇形式进入到当前文本，也就是进

入到文本中的参考文献，互文本内容可以是观点、理

论等。如：

④在拉斯韦尔的两次世界大战宣传研

究之间，克里尔在１９２０年出版的《我们如何

大肆宣传美国———第一次讲述公共信息委

员会的惊人故事，它将美国方式的福音带到

全球每个角落》（Ｃｒｅｅｌ，１９２０）中论述了如何

利用信息和媒介来宣传美国的“福音”，其中

亦是把信息媒介作为一个工具，发挥其功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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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本是被研究或被阅读的具体文本，也称“主文本”“中心文本”“当前文本”，互文本是进入文本中的文本，或者说，是当前文本所引

用、召唤、暗示、模仿、改造、重写的其他文本。本文的文本与语篇的概念一致。



 
 
 
 
 
 
 
 
 
 
 
 
 
 
 
 
 
 
 
 
 
 
 
 
 
 
 
 
 
 
 
 
 
 
 
 
 
 
 
 
 

 

达到某种目的。（Ｃｒｅｅｌ，Ｇｅｏｒｇｅ（１９２０），Ｈｏｗ

Ｗｅ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ｅｌｌｉｎｇｏｆ

ｔｈｅＡｍａｚｉｎｇ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ＣａｒｒｉｅｄｔｈｅＧｏｓｐｅｌｏｆ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ｉｓｍｔｏＥｖｅｒｙＣｏｒｎｅｒ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Ｂｒｏｔｈｅｒｓ．沈国麟：《论国际传

播研究中的功能主义路径》，《新闻大学》，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根据例④互文本是《我们如何大肆宣传美国———

第一次讲述公共信息委员会的惊人故事，它将美国方

式的福音带到全球每个角落》中的内容，是理论。互

文形式为：互文本作者 ＋互文本（语篇）＋引用标记，

互文标记为：书名号、引用标记。

（二）派生关系互文

派生关系互文是指文本中有被改造的文本，源文

本与互文本只能有一些模糊的语言痕迹，互文本内容

可以是观点、理论、事例、数据、思路、方法等。如：

⑤柳鑫淼《翻译互文中的意识形态操

控———基于网络间谍事件新闻转述话语语

料》《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１年第１期，参考、借鉴了毛浩然、

徐赳赳：《单一媒体与多元媒体话语互文分

析———以“邓玉娇事件”新闻标题为例》，

《当代修辞学》，２０１０年第５期和辛斌：《批

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１３页）

互文形式：互文本（被改造的源文本）。论文中

参考、借鉴的文献在正文中很难在语言形式上准确查

找出来，只能从观点、理论上去推断：毛浩然、徐赳赳

的论文对互文的形式类型进行了分类，这与正文的关

键词“互文（互文性）”有直接的联系；辛斌的著作主

要是论述批评语言学对新闻类语言中表现出来的意

识形态的分析，这与正文的关键词“（新闻转述）中意

识形态操控”有直接的联系。

参考文献与学术论文形成互文的语言形式可以

是：词语、小句、句组和语篇，互文标记可以是：小句、

名词短语、词语、引号、引用标记。互文形式是：互文

标记＋互文本，其中互文本内容可以是观点、理论、事

例、数据、思路、方法等。参考文献与学术论文形成互

文结构要素：作者、参考文献作者、读者、书面语、文

本、互文本。从以上例子可知：参考文献是正文的基

础，可以从不同方面对正文内容进行补充、解释、修正

等。

二、学术论文正文与参考文献的互文形式

的语篇作用分析

　　学术论文与参考文献的互文形式：互文标记 ＋互

文本，或者互文来源＋互文小句＋互文本小句。互文

形式的结构成分的语篇作用如下。

（一）互文来源的语篇作用

互文来源是指互文来自谁或哪里，这里谁指参考

文献作者，哪里指作品（文本）。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３］把互文信

息的来源归为五类，分别为：自我、定指他人、不定指

他人、社团和不可言说的他人。

我们把互文来源分为：（１）有生命和无生命。有

生命是指：自我、定指他人、不定指他人和不可言说的

他人、学术群体；无生命是指：机构、作品（文本）。

（２）自互文：自我；他互文：定指他人、不定指他人、学

术群体、不可言说的他人、机构、作品。从人称上看，

第一人称有：自我，Ｔａｎｇ＆Ｊｏｈｎ［４］认为，“第一人称 Ｉ可

以是代表者、引导者、建构者、过程叙述者、观点表达

者、发起者”。

１．Ｉ类来源的语篇作用

Ｉ类是指通过人称代词：“我”，包括本人、笔者、

本文、拙文等作为互文来源，即将交际双方的作者方

直接识解为互文来源。这类引文称为自引或自互文。

Ｉ类表现为显性主观。Ｉ类来源的语篇作用体现为两

个方面：一是确立作者自己的立场、观点，向读者明示

这是作者自己的观点、立场，表明为作者身份的确立。

二是作者提出反对的观点或作出负面评价，作者借此

表明所作出的评价是个人的观点，有待协商，这就为

作者与读者的互动提供了空间。如：

⑥根据这种新认识，发展经营性文化产

业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贯彻“创新体制，转换机

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的方针，调动社会

力量参与，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参见

童兵：《为传媒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新闻界》，２００６年第 ５期。林溪声、童兵：

《“五四”新闻理念在新时期新闻改革中的

承续》，《新闻大学》，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例⑥的作者采取自引，即语篇将作者的观点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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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到语篇实体或研究实体，用非人称的方式，表达

显性主观性客观化，体现论证的客观性，增强语篇对

读者的劝说。

作者引用自己的观点来论证，是自引或自互文。

Ｉ类表示作者对论点的权威性和责任。Ｈｙｌａｎｄ［５］认为

立场标记语属于元话语范畴，是论文中的人际交流策

略，有助于作者呈现给读者一个合适的专业形象。也

就是说，作者突出自我的声音，愿意承担责任，强调自

我观点的正确和深信不疑，这样有助于说服读者认可

和接受，同时保持作者在语篇中的权威身份。

２．他（她）类来源的语篇作用

第三人称代词：他（她）类，包括定指他人、不定

指他人和不可言说的他人、学术群体等。互文来源识

解为非交际文的第三方。这类引文称为他引或他互

文。第三方来源表现为隐性主观。命题第三方发出，

看起来似乎是客观的，但从一定意义上，作者选择了

某个命题，由第三方表示命题的状态，因而建构了作

者的观点。如：

⑦个人的日常生活对城市来说有着重

要的揭示意义，它是城市的本质内容。赫勒

认为 “日常生活”是那些 “使社会再生产成

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匈］

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

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页。王利丽、刘

爽：《电视剧中的城市想象与记忆———以表

现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电视剧为视

角》，《现代传播》，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此例由第三方———赫勒表示互文来源。第三方

声音的介入体现语篇的对话协商和劝说功能。从读

者的角度，第三方不是作者方，使命题具有客观性，易

于接受和协商。

作者在学术论文中引入第三方显示出作者对自

我研究领域内研究人员以及研究成果的熟悉程度，有

利于拓展个人研究空间。作者在学术论文中提及第

三方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于与他们保持良好的

关系，同时减弱话语强度，以示谦虚。这种用法能使

作者显得客观、公正，因此它也是缓和威胁面子行为

的礼貌策略之一，它能加强作者与同行研究人员之间

的密切关系。［６］作者在与他者的沟通和协商对话中将

自己的观点和内容展出，引导读者一起参考讨论，避

免给读者一个“科学霸权”的印象。

３．他类来源的语篇作用

第三人称代词的他类是指作品（文本）、研究、实

验等。第三人称代词的他类互文来源误解为无交互

方。这类引文称为他引或他互文。无交互方的人际

意义是显性客观。

学术语篇的规约和范式，［７］要求学术语篇是客观

的，与个人无关。由事实说话，使命题的表述趋于客

观，从而增强命题的说服力，降低作者对命题责任的

承担，使读者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倾向于接受作者

的观点。如：

⑧经典的产业组织理论认为，消费产品

可以分为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Ｔｉｒｏｌｅ，

Ｊ．（１９８８）．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ＴＦｐｒｅｓｓ），分别对应购买

之前就知道质量、购买之后知道质量、甚至

购买之后也不知道质量的产品，显性客观目

的是使作者的命题不再是一种个人的观点，

而成为一种固有的特征，增添其客观性，隐

藏主观性，使读者难以提出质疑。（杨洪丰、

王岳龙、张听竹：《广告监管效应与影响因素

实证研究》，《国际新闻界》，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此例的互文来源是“经典的产业组织理论”，属

于无交互方类，是一种经典理论，具有客观性、权威

性、普遍性，易于被读者接受，达到了联盟读者的可

能。

作者运用不同的互文来源体现了作者对学术权

力的不同分配，从而建立自己的学术立场和对话场。

（二）互文标记的语篇作用

参考文献与学术论文互文有语言上的痕迹，这个

痕迹称为互文标记，也就是标示互文联系的标记，如：

互文小句、名词短语、词语、引号、引用标记。本文主

要讨论互文小句。

１．互文小句的语篇作用

互文小句是指引出互文本的小句，也就是说，互

文小句是指对互文本具有引导、介绍作用的小句形

式。互文小句形式：互文来源＋互文动词。

在学术论文中互文小句一般引入命题，这样，互

文小句标记信息来源，同时指出作者或他人对互文本

的态度。互文小句把信息来源与评价态度融为一体，

能更准确、鲜明地表达对命题的态度。［８］如：

⑨孙春晨认为媒体在“道德导师”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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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自我定位与“信息平台”的现代价值取向

之间存在着冲突。（孙春晨：《媒体伦理的

探索与思考》，《哲学动态》，２００５年第 １１

期。陈新平：《大众传媒的道德冲突与伦理

选择》，《当代传播》，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互文小句：孙春晨认为，互文小句标明互文来

源———孙春晨，同时表达了对互文本的态度———互文

动词：认为，“认为”是认知动词对互文本采用大多数

研究者接受的观点，又表达自己的积极评价，容易让

学术群体接受，同时又对他人作宽泛的总结，表达作

者对命题的不确定性，让读者参与一起进行协商。

２．互文动词的语篇作用

互文动词是传递相关信息的互文标记。互文动

词指的是在陈述事实、阐释观点时所使用的动词。在

学术论文中，作者通过恰当的互文动词的选择有效地

将文本的论述和已有的研究成果相联系，使文本的论

述更具有说服力。互文动词的恰当选择有助于学者

清晰地表述所研究的主题，并表明所引用的内容能否

得到读者的认可。［９］也就是说，互文动词反映了作者、

互文本作者、读者和学术群体之间的关系。互文动词

有两个作用：一是互文本作者通过互文动词进入语

篇，向读者阐明自己的科学论断；二是作者通过互文

动词表述了对互文本作者的态度、观点和评价，因此

互文动词是语篇中最清晰的评价手段之一。［１０］

互文动词①分为三类：研究型、话语（语篇）型、认

知型。

研究型动词是描述研究结果和过程的动词，它能

表达作者对互文本作者研究结论的肯定、认可、否定

和中立的态度，能表现出客观性、中立性和模糊性的

人际意义。允许作者对互文本的论断和命题保持距

离，不对其负责，模糊了作者与互文本的论断和命题

关系。有叙实、反叙实和非叙实三类。

认知型动词是描述研究者实施认知行为的动词，

包括作者的心理活动等，有积极、批评、迟疑和中立四

类。

话语（语篇）型动词是描述作者和互文本作者之

间关系的动词，表明作者对互文本内容的评价，有怀

疑、确信和反对三类。

研究型动词具有说服、中立、互动和评价的人际

功能，表现出作者对互文本的客观的、中性的态度，易

于读者接受。研究型动词通过对互文本进行综述，显

示作者对文献的掌控能力和坚实的研究基础。同时，

还借助于互文本作者表现出的权威性来支持学术论

证。如：

⑩陈文涛等人探讨了在以现有《广告

法》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下，建立广告经营者

主动披露制度，行政机关分类审查制度针对

植入式广告的隐蔽性进行监管，并厘清监管

体系下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发布者）、消费

者的权利义务关系。（陈文涛、张梦臖、任嘉

宁：《植入式广告及其监管机制》，《学术探

索》，２０１２年第 ３期。李军林：《近十年广告

监管热点问题研究述评》，《当代传播》，

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互文动词：探讨，是研究型动词，是中性动词，作

者陈述客观信息，以一种表面上的客观性来说服读

者，这是一种有效的说服方式，同时，作者用一种隐含

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体现了作者对人际意义的考

量。

认知型动词对互文本采用大多数研究者接受的

观点，又表达自己的积极评价，易于学术群体接受，同

时又对前人或同代人宽泛的总结表达作者对命题的

不确定性，让读者参与一起进行协商。如：

瑏瑡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认为，社会实践是社会生

活成分中的一种构型，那些进入到社会实践

的元素被称为社会实践的环节，话语与社会

实践中其他环节进而构成了一种辩证实现

关系，即话语在受到社会实践其他环节制

约、影响的同时，也在影响、形塑着其他环

节。（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Ｎ．２０００．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ｒｅｆｏｒ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４

（２）：１６３—１９５。刘立华：《媒介话语研究的

历时变迁》，《当代传播》，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２１１· 平顶山学院学报　　　　　　　　　　　　　　　　　　　　２０１４年

①互文动词分类参考了转述动词分类。转述动词是互文动词的一种类型。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Ｙｅ把转述动词分为：语篇类、心理类和研究类；
Ｈｙｌａｎｄ分为：研究类、认知类和语篇类；贺灿文等分为：现实类（类似于研究类）、语篇类、思维类和状态类；唐青叶分为：作者转述行为类和被
转述者言语行为类，又根据评价潜势将其分为：作者立场类和被引述者立场类；张荣建分为：转述话语类和引述思想类。（陈红梅：《话语引

述现象研究综述》，《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互文动词：认为，是认知型动词。认知型动词引

入本领域大多数人接受的观点，表达作者对互文本内

容积极的评价，表明作者对自己作为学术群体成员的

认同的意愿，同时也表达作者对命题有效性的不确定

态度，希望与读者就此话题进行讨论和协商。

话语（语篇）型动词有的对互文本采用尝试性态

度，又尊重同行；有的对互文本采用肯定的积极的评

价，对互文本内容是一种客观的、中性的方式，表现出

作者采取一种不干涉的态度；有的表达作者对互文本

的一种否定，暗示这些内容有待进一步论证。话语

（语篇）型转述动词使表述更婉转，增强语篇的接受

度。话语（语篇）型动词将命题的责任直接指向互文

本作者或互文语篇，而作者对互文命题的态度是不明

确的，这是一种用于比较和支持研究的有效方法。

如：

瑏瑢正如童兵教授所说，“一般说来，目前

新闻媒体在政策宣达环节、部分政策的执行

环节所起的作用比较显著，而在其他环节如

政策问题的确定、政策方案的设计与辩论、

政策本身价值的评价、政策终止等环节能够

产生的实际影响还不太明显”。（童兵：《大

众传媒和公共政策的关系—兼评〈新闻媒体

与微观政治———传媒在公共政策中的作

用〉》，《当代传播》，２００８年第 ６期。卿志

军、孔德明：《公众的媒介使用与政策认同的

互动———以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为例的实

证研究》，《当代传播》，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话语动词：说，表现了作者对互文本内容的肯定

和积极的评价，劝说读者接受命题。

研究型动词、认知型动词和话语（语篇）型动词

表达了作者或互文本作者的立场、观点或态度。研究

性动词主要用来表明作者对互文信息的个人立场，

如：用事实、反事实、非事实动词表示确认、接受、反驳

等；认知型动词表达互文本作者的立场、观点或态度，

如：用肯定、否定、中性的动词表示积极的、批判的、中

立的姿态；话语（语篇）型动词用来表达各种态度，

如：肯定、怀疑、反对等，这些态度因语境可归因于作

者或互文本作者。

因此，互文动词构成互文最直接的语境，具有预

示和支配其意义的功能。互文动词在学术论文中具

有重要作用，一方面表达互文本作者（参考文献作

者）的观点、立场；另一方面传达作者的观点、立场和

对命题的思考。

互文小句是事实的陈述，是作者的选择，体现作

者的交际意向和学术群体的集体意向。互文小句既

可以转述评价他人的研究，又可以表述和评价作者的

研究。学术论文中互文小句的重要性在于提供一个

用来结合别人话语的合适语境，互文小句起到中介连

接的“枢纽”作用。它是“提供一个用来说服别人的

合适语境，从而展示自己当前的研究是如何以前人研

究为基础，并重构前人观点以建立起更广阔的学科交

互连接”，因为“学术写作的成功取决于能否将当前

的研究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学科背景中”。［１１］

互文行为，是一种互动行为，作者通过互文动词

传递互文本作者的态度、观点和评价。这时互文动词

就成为了互文本的中枢，通过这个中枢把具有异语境

的互文本引入当前文本，形成互文，展开对话。

（三）互文的语篇作用

互文形式：互文标记＋互文本。

根据学术论文互文所带的标记，提供两种分类

法。一种方法是把互文分为报道类和非报道类。报

道类携带互文动词，非报道类不携带互文动词；另一

种方法是分为完整性和非完整性，完整性把被引用的

作者作为句子结构的一部分，非完整性把被引用的作

者放在括号或其他表明引用的符号里。［１２］互文有四

种表达方式。

１．报道／完整性

报道／完整性互文形式：互文作者或人称 ＋互文

动词＋互文本。如：

瑏瑣恩特曼在论及新闻框架时认为，“框

架主要牵涉了选择与凸显两个作用。框架

一个事件的意思，是将对这件事所认知的某

一部分挑选出来，在沟通文本中特别处理，

以提供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以及

处理方式的建议”。（Ｅｎｔｍａｎ（１９９３）．Ｆｒａｍ

ｉｎｇ：Ｔｏｗａｒｄ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ｐａｒａ

ｄｉｇ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赵士林、关

琳子：《“ＰＭ２．５事件”报道中的媒体建构》，

《当代传播》，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互文作者：恩特曼，互文动词：认为，互文本：引号

内的内容。引入他者声音构建对话的学术语篇中，他

者通常是学术群体里权威的专家学者，作者将互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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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描述为可靠的、正确的、公认的。例瑏瑣中作者使

用互文动词“认为”引入观点或理论，这是作者支持、

赞同的，而其他差异立场被排除在对话中，可协商的

空间被压缩了。同时，使研究获得了理论和事实支

持，成为推进作者论述的强有力的支撑依据，增强了

论证的说服力，也从一定程度上联盟了同行读者和大

众读者。［１３］在评价系统中属于承认标记。

２．报道／非完整性

报道／非完整性互文形式：非人称 ＋互文动词 ＋

互文本。如：

瑏瑤媒介进化理论认为：“演化过程中的

媒介选择，越来越支持‘前技术’的人类传

播模式，形式上和功能上都是如此。”（［美］

保罗·莱文森，何道宽译：《数字麦克卢汉：

信息化新纪元指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６页。陈功：《保罗·莱文森

的媒介进化理论对媒介环境学的超越》，

《当代传播》，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非人称：媒介进化理论，互文动词：认为，互文本：

引号内的内容。在对命题的认同中，作者所面临的潜

在挑战以及所付出的人际代价会大大地提高，为了减

少可能的挑战，体现论证的客观性，增强语篇的说服

力，作者会采取非人称互文方式将作者的显性主观性

客观化。也就是说，主观性客观化是将作者的观点来

源归结为语篇实体或研究实体，同时和表示客观意义

的或认知性意义的互文动词搭配。在评价系统中属

于认同标记。

３．非报道／完整性

非报道／完整性互文形式：互文作者或人称 ＋互

文本。如：

瑏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Ｃ·古尔兹的（文

化）定义是：“人类为了传达关于生活的知

识和态度，使之得到传承和发展而使用的以

符号形式表现继承性的观念体系。”（彭兆

荣：《旅游人类学》，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第５３页。祝翔：《巴东纤夫文化品牌的认知

误区与健康传播》，《当代传播》，２０１３年第

３期）

互文本作者：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Ｃ·古尔兹，互

文本：引号内的内容，没有互文动词。在非报道中，作

者客观地引用别人的观点，命题表现为隐性客观。减

少主观性，突出客观性，有利于获得同读者的一致，从

而得到读者的认同。在评价系统中属于承认标记。

４．非报道／非完整性

非报道／非完整性互文形式：非人称 ＋互文本。

如：

瑏瑦公共信息是指“政府为了维护公共利

益和社会公平而向公众提供的不危害国家

安全、不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资源”。（孙

越：《基于公共信息普遍获取的信息公平研

究》，黑龙江大学 ２０１０优秀硕士论文。赵士

林、关琳子：《“ＰＭ２．５事件”报道中的媒体

建构》，《当代传播》，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非人称：“公共信息”，是概念，互文本：引号内的

内容，没有互文动词。此例中作者只是客观地引用他

人的观点，将互文本信息描述为可靠的、正确的、公认

的。这是一种观点或理论，具有客观性、权威性，普遍

性，易于被读者接受，达到了联盟读者的可能。以此

建立本研究与以往研究之间的联系，为本研究创造一

个坚实的理论和事实基础。在评价系统中属于认同

标记。

学术论文正文与参考文献互文的形式选择是作

者从“不同的互文来源＋不同的互文动词＋不同的互

文形式＋不同的互文本”中进行选择，这是一个不同

成分之间的互动过程，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学术论文

就形成了一个语言形式和意义的互文网。

学术论文与参考文献的互文的功能服务于学术

语言的科学性、正确性、逻辑性、严密性、客观性、模糊

性、中立性。学术语篇中互文有三大功能：（１）通过

向同行和读者表明作者自己对本学科的既有知识的

掌握、看法、态度、意见、立场，以及指出他人尚未探讨

的问题，或者指出他人观点的缺点、错误、需要修正的

地方，以此确立作者构思著作的基础；（２）分析、讨

论、说明、论证、特别是加强作者自己的观点；（３）向

读者表明自己涉猎本学科尽可能多的著作、文献。［１４］

互文来源、互文标记、互文本小句的语篇作用表

明它们是如何从外部文本世界来形成与文本的互文

关系。不同的互文来源能表现不同的文本语篇功能，

如语篇的客观性、主观性、科学性等。互文动词能说

明作者是如何通过互文本建构自己的立场的。互文

本小句形式也说明它本身是如何与文本进行融合的，

即是从互文本作者的角度，还是从互文本内容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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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融合的。这些互文结构成分的组合也能形成学

术论文的语篇功能，也就是说，“不同的互文来源＋不

同的互文动词＋不同的互文形式＋不同的互文本”是

成分之间的互动过程，互动过程中形成不同的语篇特

征和功能。

结语

互文分析是从“他者”角度的分析，他者是主体，

是与作者平等的主体，作者通过与他者的对话，建构

文本（语篇）。参考文献是“他者”，参考文献作为互

文本进入到当前文本，从意义、语境等方面重新融入

到新文本中，其间经过主体的赞同、认可、否定、协商

和讨论等评价手段，因此，从学术论文与参考文献的

互文形式的分析中可以了解主体参考、理解、运用参

考文献参与语篇构建的过程，形成学术论文的继承

性、创新性、科学性、严密性、逻辑性、正确性和模糊性

的过程。参考文献对作者意向性产生重要的影响。

学术论文正文与参考文献的互文性特征表现为

互文形式和语义的互动，互文形式可归结为：互文标

记 ＋互文本。互文本是进入到文本中的参考文献。

互文本具有的特征是“从文本内部看，互文本体现为

当下文本成分与源文本成分间的互涉关系；从文本外

部看，互文本体现为处于不同空间层次上、不同来源

的源文本按不同的方式参加到当下文本中来所形成

的空间结构关系”。［１５］互文标记表示作者引入参考文

献的语言痕迹。互文标记主要包括互文小句、互文状

语、互文动词、名词短语、词语、引号、引用标记等，互

文本表现为词语、小句、句组、语篇等形式。互文的策

略多样，从互文信息的来源看，可分为自互文和他互

文；从对原文的处理方式看，可分为直接互文和间接

互文①；从互文本作者的角度，分为完整互文和不完

整互文。Ｈｙｌａｎｄ指出，任何学术论文，甚至最具有原

创性的文章也是建立在其他人的思想、概念之上，并

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新发现或理论创见。［１１］

学术论文正文与参考文献的互文体现作者对互

文本内容、研究者所持的态度，为作者的评价开启了

对话空间。互文的语境包括：作者、互文本作者、读者

和学术群体。其中作者的个体意向与读者和学术群

体的集体意向制约着互文的形成和实现，两者呈现合

意化的倾向。

互文过程表明作者的交际目的、学科规范和读者

的期待始终是互动的，也就是说，互文方式的使用是

作者、互文本作者（参考文献作者）、读者、文本、学术

群体之间进行对话的桥梁。互文性实质是一种意义

的组合，但又不是文本与互文本意义的简单相加，而

是附有作者评价的意义，体现出作者、参考文献作者、

读者、学术群体的互动。

Ｉｖａｎｉｃ［１６］认为，学术语篇的秩序就是一场在学术

群体中夺取创造知识的意识和权势关系的战争，有些

语篇相互之间能和平共处，有些则在争夺统治权。在

语篇生成过程中作者受交际目的的制约，与参考文献

作者、研究对象乃至读者达成互动，体现了功能选择；

学术语篇以隐性的读者包括参考文献作者为对象，互

文时更要考虑这一类交际群体在言语交际中的作用，

他们怎样以一个潜在的交际方式影响作者的语篇生

成，又是怎样强化了社会组织力量对语言接受的影

响。因此，这种分析更能体现作者的价值判断、态度，

使语篇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动态过程。

因此，学术论文正文与参考文献的互文揭示了：

（１）学术论文的生成与创新是建立在参考文献

这个他者的基础上的，参考文献对文本进行了不同方

面的补充、更正、延伸、发展、讨论、协商等。

（２）学术论文正文与参考文献的互文的形式选

择是作者从“不同的互文来源＋不同的互文动词＋不

同的互文形式＋不同的互文本”中进行选择。这个选

择过程形成了学术论文的语篇特征，同时建立了作者

自己的立场。学术论文的创新是对互文本的发展、深

化和超越，并建立作者自我的文本空间，使文本发展

成为未来的互文本。

（３）参考文献是个集合体，它们又把学术论文语

篇引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文本世界。也就是说，互文是

对言说的再度言说，互文过程是人类思想、文化的传

承过程，是人类传递信息、传播文化、传承知识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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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原文角度分类，互文分类参考了引语的分类。直接互文是直接引用其他人的原话，有引号标记。间接互文是间接引用其他人的

话，没有引号标记。引语一般分为：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Ｌｅｅｃｈ＆Ｓｈｏｒｔ分为：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和言语行
为的叙述性引述；Ｖｏｌｏｓｉｎｏｖ分为：线式和图式；Ｗｅｉｓｓｂｅｒｇ＆Ｂｕｋｅｒ分为：信息显著型、作者显著型、作者弱显著型和一般陈述型；Ｈａｌｌｉｄａ分为：
原话转述和间接转述；申丹认为，中国文学作品中有一种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两可型”的现象；黄国文分为：直接引语、间接引语

和混合引语。（陈红梅：《话语引述现象研究综述》，《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纽带，是人类极其重要的言语行为。

互文性是一种多元性理论，互文关系理论是一种

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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