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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科技语体主位推进模式对比分析 

赵 红，王新梅 
(重庆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OOO44) 

摘要：主位一述位结构是组织语篇的重要语法手段，也是语篇分析的重要方面，主住推进模式是分析语篇衔接及组织的 

重要方法。本文试图以捷克语言学家丹尼斯(F．Danes)提出的“主位推进模式”(thematic progression)~2理论基础，对英汉科技语 

篇进行实例分析，归纳出科技语体的主住推进模式及英汉科技语体主位推进模式的特点和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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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the Thematic Structure 

in Scientific English and Chinese 

ZHAO Hong，WANG Xin-mei 

(College of凡 Ltlllgl~e$，Chongqing University，O,ongqing 400044，China) 

Abstract：Thematic structure is an effective way to organize the test．Thematic progression modal(TP moda1)ph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nalysis of textual cohesion and organization．This paper aims at an evaluation of TP modals as a method of scientific textual analysis．It 

start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sevcrsl influential types ofTP modals．Then the TP modals in scientific text and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ill b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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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根据著名语言学家马泰休斯(V—Mathesius，1939)，韩礼德 

(Halliday，1985)等的功能主义观，一个句子可以从交际功能 

的角度划分为主位和述位。主位是句子的第一个成分，是叙 

述的出发点。述位是句子的其它部分，是对主位的叙述、描 

写和说明。这一划分有助于探索和揭示语篇的构成规律，了 

解作者怎样建立话题框架以及怎样发展语篇话题。捷克语 

言学家Danes认为，篇章的真正主位结构是指主位的衔接和 

连接，每个语篇都可以看成是一个主位的序列(Danes，1969)， 

本文将以 Danes的“主位推进模式”(thematie progression)为理 

论基础，对英汉科技语体的主位推进模式进行实例分析，总 

结出两种语言的科技语体的主位推进模式的特点及其异同。 

二、“主位推进模式”理论综述 

作为语篇分析的一种有效手段，主位推进模式引起许多 

国内外语言学家的重视 ，他们都对此进行过有意义的探讨。 

(一)旦尼斯(Danes)的“主住推进模式” 

旦尼斯(Danes，1969)在对大量捷克语文章进行分析后提 

出五种常见主位推进模式类型。 

1．简单线性主位化推进模式(the theme in the first clause 

is the theme ofthe next clause) 

第一句的述位成为第二句的主位。 

(1)Thisthesi8involvestwomethods ofapproachestolinguistics 

gradability．One is concerned with non———quatitlcation。the other 

with quatificafion．By quatitlcation．I Inean that the degree of the 

me mbership is realized by a real number be n zero and one． 

(2)小林很喜欢这只小狗。小狗浑身雪白。这白色从远 

处看来就象一团雪绒花。 

T．— —  ． 

+ 
T2— —  2 

I 
T 3— — R， 

2，连贯主位模式(the theme in the first clause turns to b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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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 0f each following dame) 

第一句的述位成为以后各句的主位。 

(1)Allwright discusses two approaches to the question of the 

role ofteaching materials．They a弛 the detleiency view and the dif- 

ferent view．However．tllese two approaches received 8ome cfiticisra 

from textbook eompliers． 

(2)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电灯给我们带来光明。电灯使 

我们不再惧怕黑暗。 

TI— — RI 

I 
—  

I ‘ 
T】一 R

】 

3．派生主位推进模式(the supertheme goes throughout the 

following clause) 

同一主位贯穿于紧随其后的语义紧密相联的句子中。 

(1)he teaches mathematics in a university．He is an excellent 

teacher．He is warmly welcomed by his students． 

(2)我们都应该为西部大开发做贡献，我们是新时期的 

青年。我们责元旁贷。 

lowingthefirstdame) 

第一句的述位的各部分内容分别做后面句子的主位。 

(1)He is generous and kind．His genero6ity brings him reputa- 

tion．His kindness brings him many friends． 

(2)他既成熟又幽默。他的成熟让人敬佩。他的幽默让 

人 快乐。 

TI—— Rl(RI+R1) 

T 

R 

5．跳跃主位推进模式(IrI the chain of theme— rheme， 

there may be one that is omitted，but can be easily recovered in the 

later sequence) 

第一句的述位成为第二句的主位，但与模式 1不同的 

是 ，这种主述位结构并非不问断的延续下去。 

(1)He likes to go ouling．Going outing make8 him energetic． 

His wife always says 80．His great energy makl~ him do a lot of 

thingswithoutfeelingtired． 

(2)他爱好打网球。打网球使他精力充沛。他妻子老这 

么说。精力充沛使他行动敏捷。 

TI——尽l 

I 
T 2——尽2 

{ 
T 4— 一 R4 

(二)胡壮麟(1995)的三种基本主位推进模式 

1．"rl——1"2型 

第一句的主位同时作为第二句的主位。 

(1)I锄 not asking anyone to maunder．I锄 asking everyone 

to declarethe victory of peace． 

2．R1—— T2型 

第一句的述位成为第二句的主位。 

(1)投保人去世时如无适当委任之个人代表或指定人或 

代理人能够并愿意为取得应付款额出示有效收据，此笔款额 

可由管理会酌情付与投保人之最近亲属。一旦 最近亲属接 

受付款后保险公司即不再负有本保险单规定之责任。 

3．T1+R1——T2型 

第一句的主、述位结合成为第二旬的主位。 

(1)He failed the entrance eydtllfltlnatJon．This made his parents 

up6et． 

(三)黄国文(1997)的六种常见主位推进模式 

1．平行型 

以第一句的主位(T)为出发点，以后各句均以此句的主 

位为主位，分别引出不同的述位。 

(1)We Were discussiIlg where to go for an outing during the 

spring holidays．Some sI|宅目 【ed the G Reservoir．Others 

wanted to see the Great Wal1．1laen 8onll~ne said：“why not go back 

toAnchuangfor a visit?” 

(2)我父亲去了台湾。他在那里住了50年，他很想念 

家乡。 

TI——+ RI 

TI——+ R2 

Tl——+ R 

2．延续型 

第一句的述位或述位的一部分作为第二句的主位，这个 

主位又引进一个新的述位。 

(1)An English teacher usually divides her time among three 

subjects：la 坩 ，eompoaition，and literature．M玛COX’s favorite 

subject is literature，and her mo6t exciting literature class~are those 

ontheliterature 0fBlackAmefieam ． 

(2)她昨天去了县城。城里变化很大。变化最大的是百 

货公司。 

Tl——尽l 

I 
T2( RI) 尽2 

l 
T】( R 2) R】 

3．集中型 

各句不同的主位都集中归结为同一述位(或述位的一 

部分)。 

(1)AChinesei8 anAsian．AJapaneseis anAsian．And anIn- 

dian is aIl 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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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 T： 
T． ／ ‘ 

4．交叉型 

第一句的主位成为第二句的述位，第二句的主位成为第 

三句的述位，如此交叉发展下去。 

(1)小明喜欢动画片，但武打片更让他着迷。他父母不 

让他看武打片。小明就背着他父母偷偷看。 

5．并列型 

第一、三⋯⋯句的主位相同，第二、四⋯⋯句的主位相 

同。 

(1)Amerie~m eat with knives and fofl~；J~nese eat with 

ehov6tiel~．AmerieEms say“Hi”when they IIK ：Japanese bow． 

Many American ll'~n open door for women；Japanese do not． 

T．——————+ R 

T2 

Tl 

T2 

R2 

R1 

R． 

6．派生型 

第一句的主位、述位作了叙述后，以后各句的主句均从 

第一句的述位的某部分派生出来。 

(1)小王很喜欢这所大房子。第一，他可以有自己的书 

房。第二，他可以在房间里锻炼身体。 

一  ’ 

2一 _ + R2 

I ‘ 
T，— —  R1 

除了上述几位，对“主位推进模式”作出具体分析的还有 

前苏联的邵敢尼柯(19r73)(转引 自王福祥，1981)、荷兰的冯 · 

戴克(Van k，1977)、国内的徐盛桓(1982)、黄衍(1985)等。 

本文将主要根据旦尼斯(Danes)的“主位推进程序”对英汉科 

技语篇进行实例分析。 

三、英汉科技语体的主位推进模式 

为了探讨科技语篇的组织规律，作者在化学分析领域权 

威性的杂志上分别选择英汉有关化学分析( c clleIn． 

ishy)的论文各5篇。通过仔细分析，共总结出9种“主位推进 

模式”。 

1．第一句的主位同时是第二句的主位(the ther~of the 

first clause beo0Ines the d张I 0fthe next clause) 

(1) appr~eh describedinthe e)【pe 嘲砌 sectionis 8inli- 

lar to pu lIlE 0dd0 ．But it differs in several detaj1s． 

(2)高效液相色谱由于具有柱效高、选择性好等优点，在 

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的分离和分析中依然占有主导地位。 

但传统的液相 色谱也具有局限性，如分析时间相对过长，几 

乎不能应用于对时问要求严格的在线分析和过程控制中。 

．⋯ ⋯ ⋯ ⋯
R． 

I 
T 2⋯⋯⋯⋯⋯⋯--R 2 

2．前一句的述位成为后一句的主位(the theme 0f the first 

elaine bec0IIles the theme 0fthe next c se) 

(1) sepa 0n 0fimxtures eon~ning r and nonl~lar 

c0lnp0urldsis璐ually~ mpfished byg em elmion．Gmdiem elu- 

tion 嬲 IIs a special el~ enge with CEC． ， 

(2)但传统液相色谱也有局限性，如分析时间相对过长， 

几乎不能应用于对时间要求严格的在线分析和过程控制 中。 

分析时间长，同时也限制了高效液相色谱，在生化工程方法 

优化研究方面及对稀溶液中某种物质的选择性吸附方面的 

应用。 

T．⋯⋯⋯⋯⋯⋯．．R
i -vI 

T： R： 

3．第一句的述位继续作为第二句的述位(the theme 0f the 

6rst elaine bec0In鳕 the d蛐 e 0fthe n印【t ckIuse) 

(1)This c8n be d0犯 by int∞d1lciIlg mBrker c(舡Ip with 

h-∞m elec扫DpI c．We earlierdeser~ tthe use oftbetwoIna - 

ers for the deteⅢlin面0n 0f Ueo and Eeffin a simple system 0fa few 

aIlaI es． 

(2)当代化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化学研究越来越与生命 

科学挂钩，生物物质的分离是研究生物体内分子及其运动的 

前提，目前常用的分离手段有电泳，色谱、离心、透析、过滤等 

方法。近年来，使用连接有抗体、受俸、单链DNA的磁微球分 

离土壤、食品、血液和体液中的靶配体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TI⋯⋯⋯⋯孓I 

I 
T2⋯⋯⋯一⋯⋯．．R

。 

4．前一句的主位述位结合成为后一句的主位( the 

cLause) 

(1)The repeatability of~ lytemigration血1esin capiUary zone 

ek 8(Q冠)i8 when矗】吕ed 8ilic8 c8pillar a used 

flDr the aI aIysi8，TIlis is maiIdy due to邶曲 tabIe elec协)0sTn0tic 

n0wvel~fity(Ueo)caused by the eoMitiom 0fcap- 

marywal1． 

(2)对于 A、B、DB种不同类型的洗脱液，虽然 PH相同，但 

它们的色谱行为却差别很大。这是因为在不同的缓冲液作 

用下，蛋白 G与它们的离解离数不同的缘故。 

⋯ ”  

’ 

T ：=====⋯⋯R： 
5．第一句的述位在数句后的述位中重复出现(the theme 

0fthe first lm】吕e beoane8证七d呲 0f clause n) 

(1)hl the pre~mt咖dy，We used lnll~Clr c0lnp叫nds to deter- 

IniTle the ekchopll0枷 cⅡ曲  es 0fa grovp 0fmodel amlytes．⋯ To 

stIldy the effect 0feleet~e leac ∞8 on the electrolyte PIt，we als0 

included O一口嘴0l嘲 lg the aII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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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R
． 

I 
T ⋯⋯⋯⋯⋯⋯一R 

6．第一句的述位在数句后的主位中再一次出现( 

rheme ofthe first clause bec0Ⅱles the theme ofthe clause n) 

(1)The electrophomfic run was performed43 times and the data 

from the last three nln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mobilifies of the 

other two marker compounds by using the two nlarker technique．⋯ 

The mobility vMues used for the marker compounds are given in 

Tl⋯ ⋯ R
· 

T ⋯ ⋯R 

7．第一句的主位作为第 n句的主位(the theme of the first 

clause bec0n s the theme of clause n) 

(1)Marker techniques allow highly reliable for molecular identi— 

filations in CZE．Furthermore，marker techniques should be of great 

assistancein studies where small changesinmob~fies areinducedby 

effects such as minor chaIlges in electrolyte PH or changes in the 

conformation or Pica ofthe analytes． 

⋯ ⋯ ⋯ “ R。 

T ⋯⋯⋯⋯⋯⋯__R 

8．前一句的主位成为后一句的述位(the theme ofthe first 

clause becomes the theme of clause n) 

(1)Accordingtothesedam nomemberofthis group can be re— 

liably identified if peak absolute migration times are used．However， 

aU the compounds Can easily be identified with the use of markers． 

even just two． 

(2)柱状膜包由于柱长较长，所以柱压比盘状膜 包的柱 

压要 大。 

t⋯ ⋯ ⋯ ⋯ R· 

+ 
T ⋯⋯⋯⋯⋯⋯__R 

9．第一句的主位作为第 n句的述位(the theme of the first 

dause becomes the theme of clause n) 

(1)Disk— s}la c~per and nickel working electodes were 

constructed bythreading90-vm-diameterwiresinto alcoum i．d．+ 

2cm le．s~ fused — silica cap~ y．⋯ when required，the disk 

electrode Was polished using a BioAnalitical system polishing bit． 

T ⋯⋯⋯⋯⋯⋯R
l 

T． R 

J 

⋯ ⋯ ⋯  

值得注意的是，这 9种模式在整个语篇中的分布不同， 

具体分布情况如表 1： 

由表 1可看出，英汉科技语体拥有相似的主位推进模式， 

即它们的篇章组织结构相似。9种模式中以 Pattem 1，Pattrn 

2，Pattm 3所占比重最大。总之，科技语体中话题的展开是 

逐步推进的，它缺乏像文学作品那样的跳跃性。这与科技文 

体语言准确凝练、冷静客观、逻辑严密、结构严谨 的特点相吻 

合。 

表 1 TheI)istrilmlion ofTP Patterns in the Two 哪 ag 

另外，统计数据也表明，英语科技语篇中主位推进模式 

是以 Pattem 1为主，而汉语科技语篇中则以 Pattem 3为主，即 

英语科技语篇倾向于以相同的主位来统构整个语篇，而汉语 

科技语篇倾向于以集中的述位来推进语篇的发展。 

四、结论 

通过以上两种语言科技语体的对比分析，可以总结出它 

们有着相似的主位推进模式。科技语篇往往通过表达思想 

的全部字面化而达到准确、确切的理解，从而有效传播科学 

信息，它的题材和使用方式的特殊性形成了其论证的严密性 

与逻辑性，这一语言使用的严密性和逻辑性反映在语篇中必 

须产生相应的严格要求——主位推进模式以 Pattem 1，Pat． 

tem 2，Pattem 3为主，即主位推进模式的形成与语篇的类型 

和功能有密切联系。但是，语篇中主位推进模式又受到诸如 

语法结构、上下衔接甚至文章体裁等诸多因素影响，语篇使 

用的模式并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 ，本文所谈到的共性仅指一 

种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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