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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英语写作中词汇复指使用情况分析

钱铭
(盐城工学院英语系，扛苏盐城224000)

摘要：利用侯易(noey)的词汇模式理论研究了当前国内某高校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作文申词

汇复指的使用情况，旨在分析不同种类复指的使用频率，以及复指的使用情况时写作质量的预

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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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篇分析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一篇文章中结构

上彼此独立的句子是如何连接在一起构成篇章

的。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就开始有人对此

进行研究并提出了若干理论。然而．这些理论都

“没有单独形成一个完整的、比较具体的、有较高

操作性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这些理论中

韩礼德和哈桑(Halliday＆Hasen)的衔接理论影

响最大。他们指出，衔接是指语篇存在的意义之

间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之成为一个语篇。他

们将语篇衔接的方式分为“所指、省略、替代、连

接和词汇衔接”五种“’。侯易(Hoey)指出“韩礼

德和哈桑的分类中除了连接词语外，其余的四类

衔接手段都是重复的方式(ways of repeti-

tion)”i3J。由此，他提出了全新的衔接理论，将对

衔接手段的研究转化为对词汇项复指(repetition)

的研究。通过研究语篇中的词汇模式展现整个语

篇结构。

如何有效地使用衔接手段来提高写作水平近

年来成为外语教学研究的热点。然而，针对我国

大学生英语作文词汇特点的研究尤其是实证性研

究比较少。本文尝试用侯易的词汇模式理论分析

国内某高校英语专业大学生作文中的词汇复指使

用情况及其对写作质量的预测力。

一、理论依据

侯易的词汇模式理论独到之处之一在于把词

汇的衔接方式概括性地归纳为一种，鄂复指。他

认为语篇中的词汇模式主要指词汇项的复指。并

建立了词汇在语篇中的复指模式。他将句子问的

词汇项复指叫链接(1ink)，链接越多，句子间的关

系就越紧密。词汇复指通过使用一些相互间存在

意义联系的词语，建立一个贯穿语篇的语义链条

以保证篇章的连贯。该理论另一个特点是把“衔

接”这一概念量化。候易把语篇中被重复的词汇

项量化。根据他的观点，含有至少三个链接的两

句话相关并且连贯。一对相关的句子形成一个节

点(bond)；反之，复指词汇不足三对的句子是不

相关的。形成节点多的句子被认为是中心句，节

点最多的句子就是主题句。而不和语篇中其它句

子形成节点的就是边缘旬。边缘句对主题的发展

没有直接作用，对文章重要信息分布影响很小。

通过研究语篇的词汇模式可以展现其整个的语篇

结构。

侯易将词汇的复指形式界定为三大类：(1)

词汇重复，包括简单词汇重复和复杂词汇重复。

简单词汇重复指词汇词类和词形不变。仅根据语

法要求作细微调整。如tell—told，pen—pens。复

杂词汇重复指词根不变，但词形或词性进行了改

变。如beauty—beautifuI，record(n．)一record

(v．)。(2)改写，包括简单改写和复杂改写。简

单改写指在同一语境中不改变原意地替换原来的

词汇项，如angry—irritated。复杂改写指词汇项

通过一个中介项才于另一个词汇项发生关系，这

个中介项不一定要出现在具体的语篇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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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force是简单改写，strengthen—strength

属于复杂词汇重复，那么strengthen—force则属于

复杂改写，它们的中间项为strength。反义词也包

括在复杂改写中。(3)其它，包括词汇替换、共同

参照和词汇省略。词汇替换，指用一个词来表示

另一个词的意义，如SO，he，one，same等。共同

参照即同一语境中两个词汇项所指相同，如现在

的英国，Tony Blair(托尼一布莱尔)和the Prime

Minister(首相)就具有共同参照的关系。词汇省

略指一句话必须补上前文的某词汇项结构才完

整，如the other后面无名词时，就属于词汇省略。

侯易指出并不是上面列出的所有情况都能构

成复指。他设计了严密的判断流程图。其中最重

要的环节是“所指是否相同?”和“意思是否相

同?”如果回答“是”．两词汇项才能构成复指。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1、研究的问题

(1)英语专业学生在英语作文中词汇复指使

用情况如何?

(2)复指的使用情况对写作质量是否有预测

能力?

2、研究对象

共有50名江苏省某高校英语专业两个自然

班的学生参与了本研究。其中“名英语专业三

年级学生，26名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为了检验

两组学生的英语水平是否有显著差异，研究者用

全国英语专业四级测试卷让所有学生都参加了一

次测试。结果显示两个水平组在听力(t=5．344，

P<．01)、阅读(t=5．653，P<．01)、写作(t=6．

327，P<．01)和总分(t=8．641，P<．01)上差别

显著。表明两个水平组的英语水平有显著区别。

3、研究方法

所有参加本项研究的受试对象都写一篇题为

“The Impact of Internet on Education”的英语议论

文，要求不少于300词，在50分钟内完成。选择

议论文这一写作文体，除此文体运用普遍外，也

是考虑到侯易的词汇模式理论不适用于叙事篇

章。为了提高数据的信度，让学生认真对待。真

实反映其写作水平，任课教师将本次写作作为一

次测试。本研究使用SPSS(社会科学统计软件

包)为分析工具。

4、分析过程

(1)对收集的作文评分
·84·

三位长期从事英语写作教学的老师被邀请评

阅收集的50份作文。作文打分采用五分制。三

个老师评分参照的标准是根据Gomez，Parker，

Alecio＆Gomez(1996：232—233)等制定的写作

评估标准。该标准涉及“主题发展、内在组织、意

义传达、句子结构、技术细节”五个方面。阅完之

后，我们用SPSS的Scale统计方式对三人的打分

做了内在一致性的信度分析。结果证明，他们的

打分具有较高的信度(Alpha=O．763)。

(2)计算节点的方法

本研究的词汇复指分类主要建立在侯易的分

类体系上，但为了研究的便利同时结合中国学生

的具体情况蚀了一些调整，将词汇复指分为简单

复指、同指性复指和改写三大类。其中简单复指

分简单词汇复指和复杂词汇复指；同指性复指分

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和共同参照；改写分同义词、

反义词和上／下位词。由于缺少统一的计算标准，

省略在本研究中没有计入复指。

句子问的词汇项复指叫链接(1ink)。含有至

少三个链接的两句话相关并形成一个节点

(bond)；侯易量化的是不同句子问的词汇复指

量。考虑到侯易的研究对象是英语为母语的成人

的作文，而本研究的学习者的英语为外语．作文中

有很多句子支离破碎且标点运用错误。因此在分

析时以T单位(T—unit)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每

篇作文的成绩、字数、T单位数量、各链接类型数

量及节点数分别加以统计并输入SPSS统计软件。

为了研究学生在英语作文中使用不同种类的复指

情况，软件分别计算出各类型链接数量、链接密度

(链接数量／T单位总数)、黏结比例(节点数／T

单位总数)。本研究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来分析词

汇复指使用对写作质量是否有预测能力。

三、结果与讨论

1、英语作文中使用不同种类的复指情况

表1可以看出。简单复指是三类复指中使用

最多的一种，其次为改写。而最少使用的是同指性

复指。简单复指占了词汇复指中的绝大多数，这

一发现支持了以前部分研究者的研究结果(Reyn—

olds，1996；Zhang，2000)．他们发现在英语为非母

语的作文中，超过一半的词汇链接为简单复

指”“。本研究中，学生运用简单复指的比率远

大于另两种。过多地使用简单复指会使文章单调

乏味。学生过多地使用简单复指主要有两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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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一是他们的词汇量，尤其是产出性词汇量

小。二是受汉语的重复倾向影响。与英语相比。

重复是汉语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汉语较英语更常

用重复。

表1链接数艮其所占比倒

简单复措要嚣蒌嚣惹砌：鬟74撕

同指性复指只占所有链接中的7。84％，这表

明只有少数的链接是通过使用人称代词、指示代

词和共同参照来实现的。而在Reynolds 2001年

的研究中，人称代词和简单复指是使用最多的两

种类型。人称代词使用在本研究中的减少可能是

文体不同造成的。Reynolds的研究中的学生被要

求描写一人物。学生显然会经常使用人称代词。

而本研究中的文体是议论文，很少使用人称代词。

三个分类中，人称代词使用最多，共同参照则最

少，这一结果支持了Reynolds(2001)的发现。原

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替代词在英语语篇中是

种很少使用的衔接手段。侯易(1991)发现和其

它词汇衔接手段相比，替代总是使用最少的一种。

二是替代词表示的是一种语法关系，它必须和所

替代的成分有相同的功能结构。中文重在“意

合”而非“形合”因此较之英文，替代在中文中更

少使用。对中国学生来讲，使用替代的语法规则

复杂，使得学生尽量避免使用以免出错。

改写占了词汇复指中的17．9％。三个分类

中同义词的使用频率和所占比例最大，几乎是反

义词链接的5倍。—匕／下位词复指则最少。

2、复指使用情况对写作质量的预测能力

词汇复指在多大程度上能预测学生英语作文

的质量?多元回归分析表明R Square(相关系数

平方)值为．244，代表在因变量(作文质量)的变

差中用词汇复指能够解释的比例为22．4％。考

虑到还有其它影响作文质量的因素(如学生产出

性词汇能力、写作策略等等)，这一比倒可以说是

比较高的。

表2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在八个变量中，黏结比例是唯一对写作质量

有显著预测力的变量(P=．007；Beta=．632)。

这一结果证实了侯易的观点：不是单纯地频繁使

用词汇复指就能提高作文质量，句子之间有更多

意义联系，文章前后连贯才是更为重要的。这一

结果表明：好的文章有中心句主题句，这些句子和

其它句子的黏结紧密。而差的文章中句子节点可

能并不少，但相对分散，很少形成黏结。除了黏结

比例外，其余七个变量对作文质量都没有显著的

预测力。表明词汇复指或节点的数量增加并不一

定能够提高作文的质量。分析学生的作文，笔者

发现有些作文词汇复指和节点很多而使文章缺乏

新信息，读来罗嚓，因此质量不高。

四、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简单复指是三大类词汇复

指中使用最多的，其次为改写，使用最少的是同指

性复指。简单词汇复指几乎占了所有复指的一

半。三类改写中，同义词使用最多。人称代词占

了同指性复指中的绝大多数。研究结果还表明词

汇复指及节点在数量上的多少，并不能决定文章

质量的高低，不恰当的使用词汇复指反而会影响

文章质量。因此我们要使学生对词汇复指的功能

和使用有正确的理解。黏结比例是唯一对写作质

量具有显著预测力的变量。作文中心突出，文章

前后连贯才是更为重要的。教师要指导学生有效

地使用词汇复指以提高作文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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