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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体理论的再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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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语体是语言的功能变体，是语言长期适应不同交际语境的产物；在追求语言使用效率的当今社会，“语体理论”显得尤为

重要。本文在现有语体理论的基础上，融合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从三个方面对语体理论进行了思考和梳理，特别是在语体文本的形成、

语体现象的多角度认识、语体的界定等方面提出了较新的见解。 

      关键词：修辞文本；语境；语体；语体文本；语体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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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修辞文本与语体文本 

      修辞要适应语体，这是修辞的首要原则。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的修辞活动，一切修辞活动都客观地受着这一原则的制约，因而任何

修辞手段的运用都必须服从这一原则。现代修辞理论认为，所有的语言行为生成的言语成品都是修辞的文本，那么，从语体修辞学的角

度来说，所有的修辞文本也都是语体的文本。 

       在社会语言活动中，由于交际功能的不同，语言使用自然地会产生一些变化，形成不同的语言序列，这些语言序列从语言因素的

各个方面总体地适合特定的交际需要，在组合过程中所生成的整体言语格调（或曰言语风格）与所对应的交际语境是相协调的。这样一

些具有特定言语功能格调、适应一定交际语境系列的语言序列就是语体。语体是语言的功能变体，是由不同的语言材料（包括具有特定

表达功能的副语言材料）组合而生成的言语格调和言语特点的综合体系。在人们的社会语言活动中，无论是口头交际还是书面交际，要

想有效地实现其交际功能，都须根据不同的交际需要来调整语言的构成，从而形成为不同的修辞文本；而不同的交际功能需要不同的语

言序列和言语格调与之相适应，就产生了不同的语体文本。因此，在交际活动中，当人们想要有效地实现某一交际功能，需要根据具体

的交际环境系列（交际领域、交际目的、交际对象、交际方式）对整个语言序列进行调适以求总体适应、整体协调时，其语言运用必定

进入语体修辞范畴，受语体修辞规律的制约。同样，当我们从适应特定交际语境序列的角度研究整个语言序列的调配规律时，我们就是

在研究语体修辞的规律；当我们从适应特定交际语境序列的角度调适整个语言序列时，我们就是在进行语体的修辞，而这样产生的修辞

文本，就是语体的文本。语体是语言功能分化的结果，不同的交际功能产生不同的语体文本，不同的语体文本适用于不同的交际功能。

比如法律文书与诗歌散文的写作就不同，法律文书是使用于司法领域的修辞文本，功用在于行使法律权利，处理法律事务，主要运用逻

辑抽象思维方式构建文本，语言要求具有严肃性、周密性、明晰性；诗歌散文是使用于文艺领域的修辞文本，功用主要在于通过情感的

发散、形象的塑造、意境的构拟来感染教育读者，满足社会的审美需要，主要是运用形象思维方式来构建文本，语言要求具有形象性、

情感性、艺术性。二者由于如上因素的不同，在调适语言时，各自在语音、语词、语句、语格、语篇诸方面都会有不同的选择，会形成

与交际功能相适应的不同的语言特点序列，从而形成为不同的语体文本。 

                                                                      二、语体的形成与语体界定  

      人们使用语言总是为了达到一定的交际目的，实现特定的交际功能。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交际领域的多样性，人们无法用同一

语言模式实现不同的交际功能，需要依据所面对的主客观语境因素调适自己的语言行为，建构出最能有效达到特定言语目标的语言序

列，这样，语言使用的特点就产生了分化。分化的结果便是受制于不同的交际环境，针对不同交际目标的语言特点序列一一出现。经过

社会语言实践的不断积累和长期积淀，这些不断经受检验、优化了的语言特点序列便逐渐稳固了下来，被社会所认可，形成了各具特色

的语用“模式”，在社会的语言生活中普遍推广，尔后成为规范，这便是语体及语体规范的形成过程。由于语体是社会化了的言语模



式，是一种经过社会检验的语言运用上的“共体性”风格和具有系列性的言语特点，因而它会制约个人的语言运用，如果我们违反了语

体规范，就会影响到交际的效果。 

      语体是从各类修辞文本中高度抽象和概括出来的语用范式，是经过语用实践检验的符合语用规律的言语模式，因而，它对人们的语

言实践具有指导作用。语体虽然是概括的、抽象的，但却是客观的，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人们的言语交际活动之中，制约着人们的语言

运用。人们要想有效地进行言语交际，提高语言的使用效率，就必须掌握语体的知识，把握语体的规律。言语交际中，任何语言手段的

使用都必须以语体为依据，忽视语体的存在，任何语言手段的使用都将是盲目的。 

      语言运用中的语体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是与人类的言语交际同时出现的，即便是在文字产生之前只有有声语言的时代，人类的口头

交际语言也必然会有分化，决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语体现象是一种社会的语言现象，是语言的社会模式，正是人类社会活动领域的分

化和活动目标的分化，导致了语体的分化；语体类型的出现是由社会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语体规范的形成也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结果，

是由社会优化和固化了的语用模式。语体现象还是一种历史的语言现象，从历时的角度来说，它们是人类语言实践长期积淀的结果，是

人类的语用认知成果；从共时的角度来说，它们是人类语用模式的时代版，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因社会的发展促进了语言的发展。对

于语体现象，人类早有认知，也积累了丰富、宝贵的语用实践成果。但限于社会发展水平和认知科学水平，在上个世纪之前，还没有形

成深入系统的语体认知理论成果。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系统论的产生，对现代语言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人们对语言使用的研究

开始综合各种相关因素，整体地、系统地，并且是更为概括更为理性地探索其对应规律，于是便产生了语体理论。 

      文体，又称语文体式，“是一个立足于语言本位而形成的揭示语言成品语言结构形式特征的概念”［1］（280）；语体，则是一

个立足于语言功能的有效实现，揭示语言本体与语言环境对应配置规律的语用模式特征的概念。也就是说，文体是一个语言“样式”的

概念，重在体现语言因素构成的外在“格式”，不涉及内在成因；语体则是一个语用“模式”的概念，重在体现交际中语言因素与语境

因素的对应规律，涉及到某一语言“格式”或某种言语“格调”的内在成因。文体“是在具体运用语言构成言语组织时依照一定的形式

把语言组织起来的产物”，“是一种被大家约定俗成并且加以遵循的隐匿性体式规范”［1］（282），其特征是具体性和实用性，是

人们对客观存在的语体现象的认知实践成果。语体“是以语言交际功能为依据而建立的语言的功能风格类型”［1］（282），是所有

交际因素的综合对应体，是不同的交际需要和交际功能的理论适应体。它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是人们对客观存在着的

语体现象的认知理论成果。因而，语体不是一种具体的言语结构“体式”或“格局”，而是从语用实践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用以阐释或指

导具体适用言语结构“体式”形成的语用理论模式。“文体”既然是语体认知的实践成果，那它必然和“语体”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

和关系可作如下的表述：“语体的体系性的系列特点实际地存在于属于该语体的‘语文体式’的具体言语成品之中，而‘语文体式’的

语言运用的特点则以语体（特点系列）为归趋，并且只有归趋于语体特点系列的语文体式的语言特点才具有语体的意义；所以，换一个

角度也可以说，语体是同功能诸‘语文体式’所具有的语言运用特点的概括和综合”［1］（283）。随着人类社会实践领域的不断拓

展和认知科学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不断发展着的语体现实已客观地、迫切地需要人们必须对它作出全面深入的研究，因为语言使用效率

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制约性因素之一，特别是我们所处的信息社会。目前，世界范围内对语体现象的全面关注和系统研究，实际上是

现代社会的发展对语言使用效率要求的必然体现。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规律、指导实践、实现规范，而规范就意味着效率。 

                                                                       三、语体的定义与语体构成 

       随着上个世纪国际语言学界出现的“语言学的转向”，学术界的语言研究开始从只注重语言结构的研究向更为关注语言应用的研

究转化，因而以语境为依据探求语言运用规律、追求语言使用效率的语体修辞学，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我国语言学界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步接受了国际语言学研究的新理念，开始了对语体修辞的研究。专家学者们在不断探索语体理论和探寻语体规律的

过程中，逐步建构和完善着语体修辞学的学术体系。尽管对仍在不断发展着的语体现实还没有展开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但对一些基本

的理论问题已经形成了大致的共识。关于语体的定义，各位专家的认识大同小异，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语体定义有下面一些： 

      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在不同的社会活动领域内进行交际时，由于不同的交际环境，就各自形成了一系列运用语言材料的特

点，这就是言语的功能变体，简称语体［2］（11）。 

      所谓语体，就是适应不同的交际领域、目的、对象、方式需要，运用全民语言而形成的言语特点的综合体［3］（5）。 

语体，就是语言的语境偏离之后而形成的一种模式，或者说是语境变体，是语言零度形式在语境的影响和制约之下而产生的偏离形式，

是相对稳定的一系列区别性特征所构成的系统［4］（463）。 

      语体指的是适应不同交际领域、目的、任务需要运用全民语言而形成的语言特点的综合，具体表现为词语、句式、语音手段、辞

式、章法及符号、图表等语言和非语言表达手段共同组成的特点系列［5］（162）。 

      从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都认为语体是语言特点的体系，并且是受制于非语言因素（非语言语境因素）而形成的。人们进

行言语交际活动受制于不同的非语言因素，就会形成不同的运用语言特点的系列。这些定义都准确地揭示了语体的成因，反映了语体的

实质，是对语体及语体现象的科学概括。但语体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的语用综合体；语体现象是涉及到语境、功能、风

格、社会规范（常规）、个人创新（变异）以及认知和构建等多方面问题的复杂的语用现象，因而，我们还应该多角度地来认识它，多

方面地来阐释它。如从发生的角度来说，语体是言语的功能变体；从构成的角度来说，语体是言语交际中的语言因素与非语言因素二者

相适应的特点综合体；从语言功用的角度来说，它是以整体的语言序列及其所生成的言语格调来发挥修辞作用的，即言语格调的适应和



语言序列的适用；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说，它是经过社会优化了的语用模式，具有规范性，同时也具有了创新性。 

      语体作为一种语用模式，是由两大要素构成的：一是非语言因素，二是语言因素。非语言因素主要指交际方式、交际领域、交际目

的、交际对象，用我国修辞学界通用的术语来说，就是非语言语境因素；语言因素就是与语境相对应的语言特点序列。在语体构成的两

大要素中，语境因素是制约因素，它决定语言使用的特点；语言因素是受约因素，它受约而形成语言使用的特点，两者相互依存，互为

因果。在语体构成的过程中，语境因素是依据性因素，语言因素是调适性因素，语境因素是“前因”，是定量，语言因素是变量，是

“后果”。前者由语用者语言使用的方式、领域、目的、对象而可确定，后者依据语用者的交际需要而可调适。不同的语境就会调适出

不同的语言序列，不同的语言序列出自不同的交际需要。只要人们的言语行为是出自有效实现交际功能，并且是现实地具有了特定的交

际方式、领域、目的、对象时，其语言运用必定进入两大因素相互作用的状态之中，作用的结果，就是特定语体的构成；而作用的规

律，正是语体修辞的规律。如前所述，一切语言行为所生成的言语成品都是修辞的文本，一切修辞的文本与交际语境序列相对应也必然

都是语体的文本，那么，语体实际上就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的言语成品之中。任何一部言语成品都是一个特定的语体文本，都是语境因素

与语言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统一体，其语言运用对应于语境类型，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符合这种语体的特点系列。在语体的构成中，

非语言语境因素呈现一定的序列，是可确定的，语言因素形成对应的序列，也是可以设定的，依据这两大构成要素，因此，语体也是可

以划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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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ethinking of Stylistic Theories

                                                                         XU Zhong-ning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Second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Yinchuan 750021,China)

       Abstract: Style is a functional variety. It is a product in the course of a language adapting its own different 

communicating context. Stylistic rhetoric aims at exploring language regulating laws in functional context. At this 

time when there is a greater demand for language using efficiency, stylistic theories seem to b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based on current stylistic theories and combined with theories of other 

relative disciplines, makes an analysis of stylistic theories from three respects. The author illustrates his own 

point of view in such aspects as follows: the formation of style, rethinking of styl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definition of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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