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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视角下的作者身份构建研究

———以 Ｐａｕｌ Ａ.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经济学»五个版次的引言为例

张秀荣ꎬ 李增顺

鲁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ꎬ山东 烟台 ２６４０３９

　 　 摘　 要:互动式元话语可以表达作者对命题内容和读者的态度ꎬ并与读者建立互动关系ꎮ 在 Ｐａｕｌ Ａ.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经济学»五个版次的引言中ꎬ第 １ 版中互动式元话语使用很少ꎬ作者与读者保持一种疏远的关系ꎻ
后续版次中互动式元话语的使用呈增长趋势ꎬ作者更注重与读者的互动ꎮ 通过考察互动式元话语在引言中

使用的变化趋势ꎬ可以了解作者身份构建的动态变化ꎬ增强对大学教材这一特殊语体的认知ꎬ同时对学术英

语教学和教材撰写有一定的启示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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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引言

学术语篇不仅传递科学命题ꎬ而且使用语言

来承认、构建和协商社会关系[１]ꎮ 近年来ꎬ学术

语篇的人际互动性成为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研究

领域ꎬ研究者们通过各种语言特征和修辞策略挖

掘学术互动的文本特征ꎮ 研究发现元话语是构建

学术互动的重要的语言资源ꎬ透过元话语ꎬ我们观

察到学术文本蕴含丰富的人际意义[２]ꎮ
现有关于学术语篇中元话语的研究多是关注

科研论文和学位论文[１ꎬ３－８]ꎬ而对大学教材这一语

体中元话语的研究较少ꎮ Ｈｙｌａｎｄ 在这一方面做

出了较大的贡献ꎮ 他曾对 ３ 个学科大学教材和科

研论文中元话语的使用进行了对比研究[９]ꎻ后来

对由 ８ 个学科的 ５６ 本本科教材组建的更大型的

语料库中元话语的使用进行了研究ꎬ结果显示元

话语的总体使用频率和前期研究结果相似ꎬ但在

子类别的使用上呈现不同的模式[１０]１０４－１３１ꎻ后又对

大学教材、科研论文和学位论文中的疑问句和指

令语分别开展对比研究ꎬ发现疑问句和指令语的

使用呈现学科和语体的差异[１１－１２]ꎮ 但以上研究

均是共时研究ꎬ并未展开历时考察ꎬ因此我们对元

话语在大学教材中的动态研究缺乏了解ꎮ

鉴于此ꎬ本文分析了 Ｐａｕｌ Ａ.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的权

威«经济学»教材五个版次的引言部分中元话语

的使用变化ꎬ并以此考察作者身份构建的动态

变化ꎮ

　 　 ２.理论背景

大学教材是本科生获得学科概念和分析方法

的主要方式之一ꎬ对学习者习得本学科知识发挥

着重要作用ꎬ然而大学教材又是相对被忽视的一

种学术语体[１０]１０４ꎬ[１３]１１２ꎮ
与科研论文不同ꎬ教材编写的主要目的是向

学生阐述该学科的既定观点、 理论和方法ꎮ
Ｈｙｌａｎｄ 认为大学教材有两类不同的读者:一类是

学习它的学生ꎻ另一类是使用它的专家学者及其

同行[１４]１０１ꎮ 虽然作者在语篇中也同专家同行进

行交流ꎬ但主要是向学习该教材的学生传授有关

知识ꎬ所以语篇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知识上

不平等的关系ꎮ 作者使用的话语有别于科研论文

中与专家同行交流探讨时呈现的那种平等关系的

话语ꎮ 大学教材话语具有双重性:教学话语和学

术话语ꎬ二者中ꎬ教学话语起主导作用ꎮ 由于教材

与科研论文撰写目的及受众不同ꎬ教材作者势必

会采用区别于科研论文的元话语来组织语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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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展开互动ꎮ
元话语是作者构建语篇、表达立场、有效建立

人际互动的语言资源ꎮ Ｈｙｌａｎｄ 在总结前人的分

类 模 式 基 础 上 将 元 话 语 划 分 为 交 互 式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和互动式(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两种类型[１]ꎮ
前者是围绕读者需求构建语篇的连贯性ꎻ后者表

达作者对命题内容和读者的态度ꎬ并与读者建立

互动关系ꎮ 相较于交互式ꎬ互动式更能反映语篇

的人际性和互动性ꎬ能增强文本的可读性和说服

力ꎮ 互动式元话语又分为立场( ｓｔａｎｃｅ) 和介入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两大类ꎮ 立场标记语用以表达作者

态度ꎬ包括模糊限制语、增强语、态度标记和作者

自称等四种语言资源ꎻ介入标记语主要用于明确

读者身份ꎬ锁定其注意力ꎬ使之参与话语建构ꎬ包
括读者指称、疑问句、祈使句、共享知识和插入语

五种语言资源ꎮ 本文参考 Ｈｙｌａｎｄ 的人际模式的

元话语框架[１]ꎬ重点关注立场标记语中作者自称

和介入标记语中读者指称、疑问句和祈使句的使

用情况ꎮ
作者自称是作者在文本中投射自我声音的主

要方式ꎬ作者在文本中的显性程度主要是通过排

他性的第一人称代词及其形容词性物主代词(Ｉ、
ｍｅ、ｍｙ、ｗｅ、ｕｓ、ｏｕｒ)的使用频率来实现ꎮ 是否在

文本中使用自我指称是作者有意识的选择ꎬ恰当

使用作者自称代词能提高作者的可信度ꎬ突出作

者的独特贡献[１ꎬ３]ꎮ
读者指称代词是通过人称代词如 ｙｏｕ(包括

ｙｏｕｒꎬ下同)和包容性 ｗｅ(包括 ｕｓ、ｏｕｒꎬ下同)将读

者带入语篇的最明确的方式ꎮ 有时ꎬ作者还会在

关键节点使用疑问句和祈使句使读者参与语篇ꎬ
引导读者做出特定的解读ꎬ进而接受作者的观点ꎮ
疑问句是邀请读者参与对话而提出的问题ꎻ祈使

句是通过表达要求或命令的句子使读者介入

语篇ꎮ

　 　 ３.语料及研究方法

Ｐａｕｌ Ａ.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是当代经济学泰斗、１９７０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ꎮ 他的«经济学»一书于

１９４８ 年首次出版ꎬ历经多次修订更新ꎬ共出版 １９
个版次ꎬ是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且具世界性影响

力的经济学教材ꎮ
本文选取了«经济学»第 １ 版(１９４８ 年)、第

１１ 版 ( １９８０ 年)、第 １２ 版 ( １９８５ 年)、第 １６ 版

(１９９８ 年)和第 １９ 版(２０１０ 年)的开篇引言部分

作为研究语料ꎮ 引言部分主要介绍学科及其方

法ꎬ在揭示研究的相关性、唤起读者期望和促进阅

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１５]１４２ꎮ 选择这五版的原

因是:第 １ 版是本书首次出版ꎻ第 １１ 版是 Ｐａｕｌ Ａ.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作为独立作者的最后一版ꎻ第 １２ 版是

因为从这一版开始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加入进来ꎻ第 １６ 版出版于首版

５０ 周年之际ꎻ第 １９ 版是 Ｐａｕｌ Ａ.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的绝

笔之作ꎬ被作者称为“最出色”的一版ꎮ
我们使用 ＡｎｔＣｏｎｃ 统计了语料中互动式元话

语ꎬ后又进行了人工复验ꎬ得到了初始频率ꎬ为便

于比较ꎬ将初始频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ꎮ 由于

ｗｅ / ｕｓ / ｏｕｒ 可执行不同的功能ꎬ对于作者自称的排

他性 ｗｅ / ｕｓ / ｏｕｒ 和读者指称的包容性 ｗｅ / ｕｓ / ｏｕｒ
的使用ꎬ两位作者结合上下文语境分别逐一进行

了人工甄别ꎬ交互核对ꎮ 本文采用定量和定性相

结合的方法ꎬ以期回答以下研究问题:
ａ.作者自称代词、读者指称代词、祈使句和疑

问句这些互动式元话语在五个版次中总体使用的

变化趋势是什么?
ｂ.每版中这些互动式元话语的使用情况怎

样? 变化趋势如何?
ｃ.每版中作者如何使用这些互动式元话语构

建自己的作者身份?
ｄ.作者身份构建的方式在五个版次中是否存

在异同?

　 　 ４.结果与讨论

我们在五个版次的引言部分中共发现 ６３８ 例

互动式元话语(表 １)ꎮ 五个版次中互动式元话语

的使用呈上升趋势ꎬ由第 １ 版每千词 １２.６ 例上升

至第 １９ 版每千词 ２７ 例(图 １)ꎮ 这表明教材作者

越来越注重互动式元话语的使用ꎬ以此来表达立

场和邀请读者介入语篇ꎬ建立人际互动ꎮ
表 １ 显示ꎬ各类元话语的使用在五个版次中

均呈增长趋势ꎮ 用于表达作者立场的作者自称代

词(Ｉ / ｍｅ / ｍｙ 和排他性 ｗｅ / ｕｓ / ｏｕｒ)的使用极少ꎬ
这一发现和 Ｈｙｌａｎｄ 的研究结果一致[９]ꎬ[１０]１１６ꎮ 这

表明教材作者刻意控制自己在文本中的显现程

度ꎬ淡化个人的观点和贡献ꎬ而更关注语篇中读者

的参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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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五个版次引言中互动式元话语的使用情况(原始频率及按每千词标准化后)

版次 第 １ 版 第 １１ 版 第 １２ 版 第 １６ 版 第 １９ 版 总计

字数 ３４８７ ６６５７ ５９０７ ７３０１ ７２７１ ３０６２３

作者自称
０
０

２
０.３

２
０.３

５
０.７

５
０.７

１４
２

读者指称
４０
１１.５

８３
１２.５

９０
１５.２

９６
１３.１

１２５
１７.２

４３４
６９.５

祈使句
０
０

７
１.１

５
０.８

２１
２.９

２４
３.３

５７
８.１

疑问句
４
１.１

２１
３.２

２７
４.６

３９
５.３

４２
５.８

１３３
２０

总计
４４
１２.６

１１３
１７.１

１２４
２０.９

１６１
２２.０

１９６
２７.０

６３８
９９.６

　 　 注:作者自称的统计包括 Ｉ、ｍｅ、ｍｙ 和排他性 ｗｅ、ｕｓ、ｏｕｒꎻ 读者指称的统计包括 ｙｏｕ、ｙｏｕｒ 和包容性 ｗｅ、ｕｓ、ｏｕｒꎮ

图 １　 互动式元话语在五个版次引言中的历时变化

(按每千词标准化后)

　 　 图 ２ 显示第 １ 版中互动式元话语总体使用很

少ꎬ未使用作者自称和祈使句ꎬ疑问句也极少ꎬ这
与后续版次尤其是第 １９ 版形成鲜明对比ꎬ这反映

了 ６０ 余年中作者在经济学知识构建、学术话语实

践和作者身份构建方面的变化ꎮ

图 ２　 五个版次引言中互动式元话语的使用情况

(按每千词标准化后)

４.１ 作者自称代词

第 １ 版中未出现作者自称代词ꎬ在第 １１ 版中

出现 ２ 次ꎮ 第 １２ 版及后续版次中一个很明显的

变化就是作者自称代词从 Ｉ 变为了 ｗｅꎬ这一点是

完全在预料之中的ꎬ因为从第 １２ 版开始另一作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加入进来了ꎮ
(１) Ｓｔｉｌｌꎬ Ｉ ｈａｖｅ ｃｏｍｅ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ꎬ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ｏｎｅ ｏｖｅｒｒｉｄｉｎｇ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ｎｅｅ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第 １１ 版)
(２) Ｓｔｉｌｌꎬ ｗｅ ｈａｖｅ ｃｏｍｅ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ꎬ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ｏｎｅ ｏｖｅｒｒｉｄｉｎｇ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ｎｅｅ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第 １２ 版)
这两例中作者自称代词 Ｉ 与 ｗｅ 都是排他性

用法ꎬ以此来拉开与读者的距离ꎬ使作者以专家的

姿态ꎬ自信而权威地提出自己的观点ꎮ 使用作者

自称代词 Ｉ 和排他性 ｗｅꎬ能突出作者个人权威性

和贡献ꎮ
通过对五个版次中的 ｗｅ / ｕｓ / ｏｕｒ 逐一定向分

析ꎬ我们发现第 １２ 版有 ２ 处ꎬ第 １６ 版和第 １９ 版

各有 ５ 处指代作者本人ꎬ即排他性用法ꎬ其余均为

包容性用法ꎮ 这也印证了教材中较少出现作者自

称的观点[１４]１１０ꎮ 这可能和大学教材的撰写目的

有关———主要是面向本科生介绍本学科公认的观

点、既定的事实和理论ꎮ 这与介绍前沿知识的科

研论文不同ꎬ作者无需大量使用排他性第一人称

代词来强调其研究工作的新颖性、突破性以及个

人对学科的贡献ꎮ
４.２ 读者指称代词

表 ２ 显示读者指称代词在五个版次中的使用

总体呈现增长趋势ꎬ但包容性 ｗｅ 和 ｙｏｕ 的使用差

异很大ꎮ 包容性 ｗｅ 在各个版次中大量使用ꎬ这
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元话语特征是学术语篇中使

用最频繁的参与策略[１]ꎮ 而 ｙｏｕ 的使用增长幅度

极大:由第 １ 版的 ２ 处增加到第 １９ 版的 ５３ 处ꎬ增
长率为 １１１６ ７％(每千词标准化后)ꎬ这表明作者

在语篇中越来越承认读者的存在ꎬ将读者视为积

极参与交际活动的“听众”ꎬ与读者直接对话ꎬ互
动性更强ꎬ最大限度地将读者带入语篇建构并使

之参与其中ꎮ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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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五个版次中读者指称代词 ｙｏｕ 和包容性 ｗｅ 的使用情况(原始频率及按每千词标准化后)

版次 第 １ 版 第 １１ 版 第 １２ 版 第 １６ 版 第 １９ 版 总计 变化率

包容性 ｗｅ ３８
１０.９

５９
８.９

６４
１０.８

４９
６.７

７２
９.９

２８２
４７.２

－９.２

ｙｏｕ ２
０.６

２４
３.６

２６
４.４

４７
６.４

５３
７.３

１５２
２２.３ １１１６.７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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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１ 读者指称代词 ｙｏｕ 的使用

在第 １ 版中ꎬ只有 ２ 处直接称呼读者为 ｙｏｕꎬ
其他 情 况 为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ａｒｅｆｕ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ｕｄｅｎｔ、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 和不

定代词 ｏｎｅꎮ 如下面两例:
(３)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ｒｙ ｔｏ ｇｉｖｅ

ｏｔｈｅ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ｆａｌｌａｃｙ(第 １ 版)
( ４ ) Ｂｕｔ ｔｏ ｓｕｃｃｅ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ꎬ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ｍｕｓｔ ｆｉｒｓ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ｄｅｔａｃｈｅｄ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ｅ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ꎬ 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ｈｉｓ ｌｉｋｅｓ ｏｒ ｄｉｓ￣
ｌｉｋｅｓ.(第 １ 版)
从例 ３、４ 可以看出ꎬ这种称呼方式似乎未承

认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所指的“文本中的读者”的存在ꎬ刻
意疏远读者ꎬ与其保持一种冷漠的关系ꎬ只是在客

观地介绍经济学知识[１６]ꎮ
在第 １１ 版中ꎬ读者被称为 ｂｅｇｉｎｎｅｒｓ、ｔｈｅ ｂｅ￣

ｇｉｎｎｅｒ、ｍｏｓ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ꎮ 但从第 １１ 版开始作者较多

地使用 ｙｏｕ 来指称读者ꎮ 第 １２ 版在很多情况下

保留第 １１ 版中的 ｙｏｕ 来指称读者ꎬ但部分地方做

了修订ꎬ如例 ６ 中用 ｙｏｕｒ 替代例 ５ 中的不定代词

ｏｎｅｓꎬ以便能更直接地和读者互动ꎬ同时使人倍感

亲切ꎮ
(５ ) Ｏｎｅ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ａｎ

ｎｅｖｅｒ ｂｅ ｑｕｉｔ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ｆｔｅｒ ｅｖｅ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第 １１ 版)

(６) Ｅｖｅｎ ｓｏꎬ ｙｏｕｒ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ｌｌ ｎｅｖｅｒ ｂ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ｆｔｅｒ ｅｖｅ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第 １２ 版)
但也存在相反的情况ꎮ 如在第 １１ 版中ꎬ有一

段简短的介绍性段落ꎮ
(７) Ｗｈｙ ｓｔｕｄ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 ｉｔ ｆｏｒ ｍａｎｙ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ｐｅ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ｍｏｎｅ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ｋｅｅｐ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ｙｏｕ ａｓ ａｎ ｉ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ｅ ｉｆ ｙｏｕ ｃａｎｔ ｕｎ￣

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 ｔｏ ｅｎｅｒｇ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ｈｅａｒ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Ｑｕｅ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ｌｄ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ｓꎬ ｎｅｗ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第 １１ 版)
而在第 １２ 版中ꎬ作者修改为:

(８) Ｗｈｙ ｓｔｕｄ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 ｉｔ ｆｏｒ ｍａｎｙ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ｈｏｐｅ ｔｏ ｍａｋｅ ｍｏｎｅ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ｒ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ｉ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ｅ ｉｆ ｔｈｅｙ ｃａ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ｐｐｌｙ ｔｏ ｏｉｌ.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ｈｅａｒｄ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Ｑｕｅ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ｏｌｄ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ｓꎬ ｎｅｗ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第 １２ 版)
通过对比ꎬ我们注意到在指称读者的词汇选

择上有三处明显的变化ꎮ 在第 １１ 版中ꎬ使用 ｙｏｕ
直接明确地称呼读者ꎮ 而在第 １２ 版中ꎬ为了使不

学习经济学的读者不会感到自己被污名化而成为

被批评的对象ꎬ作者使用 ｐｅｏｐｌｅ 和 ｔｈｅｙ 替代了

ｙｏｕꎬ从而降低读者面子所受到的威胁ꎬ 这样有助

于作者与读者维系一种更融洽的关系ꎮ
较第 １１ 和 １２ 版ꎬ第 １６ 和 １９ 版中作者明显使

用了较多的 ｙｏｕꎬ如在回答“为什么学习经济学”
时ꎬ作者在第 １１ 和 １２ 版中一段落使用了 ３ 个 ｙｏｕ
(ｙｏｕｒ)ꎬ如例 ９ꎬ而在第 １６ 和 １９ 版中一连使用了 １１
个、１０ 个ꎬ如例 １０(限于篇幅ꎬ第 １９ 版例句从略)ꎮ

大量使用人称代词 ｙｏｕꎬ在语篇参与者关系

平等的科研论文中是很少见的[１０]１２８ꎬ[１３]１１９ꎮ 但教

材中ꎬ人称代词 ｙｏｕ 明确地区分了作者和读者ꎬ并
按知识水平将参与者划分成了权威专家和新手ꎮ
教材中作者和读者的这种地位悬殊的关系ꎬ使得

作者能够大量使用 ｙｏｕ 来指称读者ꎬ使作者在正

处于学科入门的读者面前ꎬ保持着知识渊博的权

威专家的身份ꎮ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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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Ｅａｒｎ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
ｖｏｌｖ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ｗｏｎｔ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ｔｏ ｍａｋｅ ｙｏｕ ａ ｇｅｎｉｕ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ａｓｋ. Ｂｕ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ｈｅ
ｄｉｃｅ ａｒｅ ｓｉｍｐｌｙ ｌｏａｄ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ｙｏｕ.(第 １１
版、第 １２ 版)

(１０ )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ｌｉｆｅｓ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ｍａｋｅ. Ｙｏｕ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ｏｎ ｙｏｕｒ ｏｗｎ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ｏｎ ｈｏ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ｃｅ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ｙｏｕ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ｆｆｅｃｔ
ｙｏｕｒ ｗａｇｅｓ. Ａｌｓ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ｍａｙ ｈｅｌｐ ｙｏｕ
ｉｎｖｅｓｔ ｔｈｅ ｎｅｓｔ ｅｇｇ ｙｏｕ ｓａｖｅ ｆｒｏｍ ｙｏｕｒ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ꎬ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ｍａｋｅ ｙｏｕ ａ ｇｅｎｉｕｓ. Ｂｕ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ｈｅ ｄｉｃ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ｒｅ ｌｏａｄ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ｙｏｕ.(第 １６ 版)
４.２.２ 读者指称代词包容性 ｗｅ 的使用

ｗｅ 的包容性用法可以最大程度地缩短作者

和读者的距离ꎬ提高读者的参与度ꎬ提升二者的亲

密程度ꎬ从而使读者更好地认同作者的观点ꎮ
(１１) Ｙｅｓꎬ ｗｅ ｃａｎ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ｌｄꎬ ｗｅ ｃａｎ ｃｏｒ￣
ｒｅｃ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ＧＤＰ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Ｗｅ ｃａｎ
ｓｕｂ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ｐｌｅａｓａ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ｕｒｂａｎ ｌｉｖｉｎｇ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ｉｒｔｙ ａｉ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Ｗｅ ｃａｎ ａｄｄ ｔｈ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ｅｎｊｏｙｅｄ ｂｙ ｏｕｒ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ꎬ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ｗ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ｓｂａｎｄ.(第 １２ 版)
包容性 ｗｅ 常与 ｍｕｓｔ 共现ꎬ将读者构建为与

作者具有相似理解和目标的语篇参与者ꎬ传递出

很强的“群体内部一致性”意识[１７]１１４ꎮ
(１２) Ｉｎ ｔｏｄａｙｓ ｃｏｎｇｅｓｔｅｄ ｗｏｒｌｄꎬ ｗｅ

ｍｕｓｔ ｂｒｏａｄｅｎ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ｏｕ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ｌｅａｎ ａｉｒ ａｎｄ ｄｒｉｎｋ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第 １６ 版)
４.３ 祈使句的使用

除第 １ 版引言中无祈使句外ꎬ后续版次都有

使用ꎬ尤以第 １６ 版和第 １９ 版最多ꎬ呈现明显的递

增趋势ꎮ
Ｈｙｌａｎｄ 将祈使句归入指令语(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ｓ)ꎬ认

为其本质上是一种指令性言语行为ꎬ使用祈使句

的目的是展示作者的权威性[１０]１２６ꎮ Ｈｙｌａｎｄ 认为

祈使句是教材中体现能力不对等关系最明显的表

现形式[１３]１２０ꎮ
第 １６ 版和第 １９ 版中作者大量使用祈使句来

明确定位读者ꎬ引导读者进行某种认知、操作行

为ꎬ给人的感觉像是作者在面对面地指导学生读

者进行阅读ꎬ提高了语篇的互动性ꎬ同时这些祈使

句带有一定的强制性ꎬ增强了话语的权威性ꎮ 例

如:通过动词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ｕｐｐｏｓｅ、ｉｍａｇｉｎｅ、ａｓｓｕｍｅ 等

建议读者思考ꎬ积极参与推理ꎬ指导读者以特定方

式解读某些观点ꎻ通过 ｅｘａｍｉｎｅ、ｃｏｎｓｕｌｔ、ｌｏｏｋ ａｔ 等
词引导读者参看相关图表或文内其他部分ꎻ使用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ｎｏｔｅ 等词提醒读者选择性关注某些重

点细节ꎮ
(１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ａ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ｃａｒ￣

ｃｉｔｙ.(第 １９ 版)
(１４)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

１－２ꎬ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ｕｎｓ ａｎｄ ｂｕｔｔｅｒ.(第 １９ 版)

(１５)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ｔｏ ｈｏｌ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ｉｎｇ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
ｔｅｍ.(第 １９ 版)
第 １６ 版和第 １９ 版中ꎬ除上述能加强话语权

威性的祈使句外ꎬ还有一些 ｌｅｔ ｕｓ 祈使句ꎬ其主要

功能是发出邀请ꎬ寻求一致性和合作[１８ －１９ ]ꎮ ｌｅｔ
ｕｓ 祈使句能拉近作者与读者的距离ꎬ在一定程度

上消除作者－读者知识上的不对称性ꎬ与读者保

持一种有效的互动ꎬ但最终目的是说服读者接受

作者的观点ꎮ
(１６) Ｌｅｔ ｕｓ ｄｒａｍａｔｉｚｅ ｔｈｉｓ ｃｈｏｉｃｅ ｂ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ｏｎｌｙ ｔｗ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ｏｏｄｓꎬ ｇｕｎｓ ａｎｄ ｂｕｔｔｅｒ.
(第 １９ 版)
作者在第 １６ 版和第 １９ 版中大量使用带有一

定的强制性的祈使句ꎬ这看似是一种高风险的人

际策略ꎬ然而教材作者却能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些

祈使句ꎬ一方面向读者展现一种权威、可信的专家

形象ꎬ使读者接受其观点ꎻ另一方面ꎬ又使用 ｌｅｔ ｕｓ
祈使句ꎬ与读者保持着亲密的互动关系ꎬ呈现可亲

的良师形象ꎮ
４.４ 疑问句的使用

除第 １ 版引言中仅有四个疑问句外ꎬ其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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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中作者都使用了大量的疑问句ꎬ这与 Ｈｙｌａｎｄ 的

教材远比科研论文和学位论文存在更多疑问句的

研究结果一致[１１]ꎮ
本书五个版次开篇章节标题都是“Ｆｏｒ Ｗｈ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ｌｌ Ｔｏｌｌｓ”ꎮ 这样醒目的标题使读者立刻联想

到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和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作

品ꎮ 可见这种疑问型标题具有较强的修辞效果ꎬ
能立刻吸引读者ꎬ使读者从一开始就带着浓厚的

兴趣开启对本学科的学习旅程ꎮ
教材中作者使用疑问句将读者直接带入语篇

中ꎬ邀请读者参与讨论ꎮ 有时这些疑问句会形成

一个段落ꎬ如作者解释经济组织的三个基本问题

时(ｗｈａｔ、ｈｏｗ、ｆｏｒ ｗｈｏｍ)ꎬ通过一连串发人深思的

提问ꎬ引发读者思考ꎬ这种累积效应能抓住读者的

好奇心ꎬ以达到推进论辩的目的ꎮ
(１７) Ｆｏｒ ｗｈｏｍ ａｒｅ ｇｏｏｄ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Ｗｈｏ ｇｅｔｓ ｔｏ ｅａｔ ｔｈｅ ｆｒｕｉ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
ｉｔｙ? Ｏｒꎬ ｔｏ ｐｕｔ ｉｔ ｆｏｒｍａｌｌｙꎬ ｈｏｗ ｉｓ ｔｈｅ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ｏｏｒ ａｎｄ ａ
ｆｅｗ ｒｉｃｈ? Ｄｏ ｈｉｇｈ ｉｎｃｏｍｅｓ ｇｏ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ｏｒ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ｏｒ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ｏｒ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ｓ? Ｗｉｌ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ｏｒꎬ ｏｒ ｍｕｓｔ ｔｈｅｙ ｗｏｒｋ ｉｆ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ｔｏ ｓｕｒ￣
ｖｉｖｅ? (第 １６ 版)
而下例的疑问句则更好地呈现了教室的教学

模式ꎮ 作者用学生所熟悉的日常例子ꎬ锁定读者

注意力ꎬ对 ＰＰＦ 这一概念进一步解释ꎮ 这样ꎬ读
者就会不知不觉融入书中ꎬ紧跟作者的推理ꎮ

( １８ )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ｌｙꎬ ｉ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 ｇｒａｄｅｓ ” ａｎｄ
“ ｆｕｎ”ꎬ ｈｏｗ ｗ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ｄｒａｗ ｔｈｉｓ ＰＰＦ?
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ｙｏｕ ｏｎ ｔｈｉ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ｙｏｕｒ ｌａｚｙ ｆｒｉｅｎｄｓ? (第 １６ 版)
总体而言ꎬ较以前版次ꎬ第 １６ 版和第 １９ 版中

作者使用了更多的疑问句与读者对话ꎬ增强了语

篇的互动性ꎬ突出了教材的对话性质ꎻ同时大量疑

问句的使用清楚地区分了专家作者与学生读者基

于这种知识上不平等的社会关系ꎬ构建了学习过

程是由专家向学生传递知识的单向过程ꎬ再现了

教室的教学模式ꎮ
疑问句的大量使用使作者以一种毫不掩饰的

权威专家的身份ꎬ向读者提问ꎬ激发其学习兴趣ꎬ
引导其进行文本阅读并思考ꎬ彰显了作者对读者

能力的熟悉程度ꎬ对话题和读者拥有完全的控

制力ꎮ

　 　 ５.结语

本文从历时视角深入细致地考察了 Ｐａｕｌ Ａ.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的著作«经济学»五个版次引言部分中

互动式元话语的使用情况及其构建的作者身份的

动态变化ꎮ 上述分析清楚地表明了«经济学»第

１１ 版、第 １２ 版、第 １６ 版和第 １９ 版都更具有对话

特征ꎬ证实了互动式元话语有助于作者表达立场

观点并引导读者共建学科知识ꎮ 五个版次中互动

式元话语使用的历时变化反映了作者在不同时期

构建专业身份的变化ꎮ
在第 １ 版中ꎬ语言似乎只是单向传递知识的

工具ꎬ作者以高高在上的权威专家的身份在讲授

经济学知识ꎬ与读者保持一种疏远的关系ꎬ互动很

少ꎬ说教性质明显ꎮ 从第 １１ 版开始ꎬ作者较多地

使用各种互动式元话语ꎮ 第 １２ 版在第 １１ 版的基

础上做出了一些修订ꎬ这也反映了作者在构建专

业身份方面发生的变化ꎬ更加注重与读者的互动

关系ꎮ 第 １６ 版和第 １９ 版中ꎬ两位作者更像是经

济学教授在面对面地给自己的学生介绍一门新学

科ꎬ借助于各种互动式元话语ꎬ吸引读者兴趣和注

意力ꎬ循循善诱ꎬ不遗余力地提供各种帮助和指

导ꎬ与其保持着亲密关系ꎬ使刚入门的读者踏上了

一次轻松愉快的学习之旅ꎮ
从这五个版次的对比中不难发现ꎬ随着时代

的变迁ꎬ教材作者更加注重语篇的互动性ꎬ以更符

合读者期望和要求ꎬ以更易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的方式传播学科知识ꎮ
本文有助于增强对大学教材这一特殊语体以

及经济学这一学科论辩模式和话语特征的了解ꎬ
同时对学术英语教学和教材撰写有一定的启示意

义ꎮ 从学术英语教学的角度看ꎬ在教学中要培养

学生的语体和语境意识:由于受众和目的不同ꎬ不
同的学术语体会呈现不同的特点ꎮ 对于语境敏感

的元话语的使用ꎬ必然会在以教学话语为主的大

学教材中呈现出与科研论文和学位论文不同的特

色ꎮ 从教材撰写角度看ꎬ撰写者要动态地看待本学

科知识更新ꎬ同时要注重语篇中与读者的互动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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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ｕｓｅｓ ｆａｒ ｆｅｗ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ａ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ꎬ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ｍｏｒｅ ｄｅ￣
ｔａｃｈ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ｍ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ｉ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ｕｓ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ａ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ａ￣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ａ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ａｓ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ｇｅｎｒｅꎬ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ꎻ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ａ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ꎻ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ꎻ ｄｉａ￣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ｓｔｕｄｙ

(责任编辑　 　 合　 壹ꎻ实习编辑　 王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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