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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术论文是基于文献资源使用的交际性语篇（Chafe, 1986; Swales, 2014）。作者在建构语

篇的过程中，选择、使用和评价前人的理论观点和研究发现，与之建立逻辑关联、形成学术网

络，最终确定研究空间和研究意义，引导潜在读者和学术社团阅读文本并接受作者观点。因此，

学术论文不仅是作者的单声留白，更是作者与不同声音进行对话的产物。既包括和已有文献作

者的对话，也包括作者和读者的互动，可以说多声性成为学术写作的重要特征（Martin & Rose, 
2007）。

学术论文的多声系统主要通过使用隐性和显性多声资源实现，写作者将其他声音隐含或明

显地投射到论文文本中，形成多种声音对话的空间（Martin & Rose, 2007）。其中，隐性多声

是论文通过语言资源隐含地体现其他声源，作者可以通过否定、情态和让步等语言资源预设潜

在的多声；显性多声指的是外部声音的直接和明显地介入，构成引用（citation），作者可以通

过嵌入方式、被引作者位置和引用方式引用前人研究者的声音，增加文本的对话性（Martin & 
Rose，2007；于晖、张少杰，2021）。

引用是学术论文实现互动性和对话性的重要途径，对实现论证和说服等交际目的十分重要

（Chafe, 1986; Hyland, 1999）。建构语篇中可供不同声音对话的空间时，写作者如何运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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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声资源扩大或压缩对话空间，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从目前已有研究成果来看，英语学术

论文中的引用研究已十分丰富，相关研究主要对比不同学术论文中嵌入方式、被引者位置和引

用方式等的使用差异，如软、硬学科（Charles, 2006; Hu & Wang, 2019）、新手与专家（张军民，

2012）、不同文化背景的写作者（李小坤，2011；刘永厚、司显柱，2022）、不同语言和学科

（Hu & Wang, 2014; Hyland, 1999; Thompson, 2001）等。但这些研究多数仅关注显性多声现象的

单个特征，较少综合、全面地考察建构多声空间的语言资源。

然而，学界对于汉语学术论文的探索才刚刚兴起，目前的研究成果还比较有限。唐文菊、

汲传波（2023）将汉语语言学论文中的嵌入方式分为融入式与非融入式两类；杨建新、李平艳

（2018）统计发现，英、汉学术论文引言中都倾向使用非融入式引用；此外，也有部分学者研

究了汉语学术论文中的转述标记（王思思，2016；贺珊婷、雷黎，2017；刘锐等，2021）。于晖、

张少杰（2021）以语言学领域内的权威学术期刊作为语料，构建了汉语学术论文显性和隐性多

声系统的分析框架，较为全面地总结和归纳了实现论文多声对话空间的语言资源。但是当前学

界还存在如下的研究空间，一是引用在汉语学术论文各个核心部分所发挥的功能不同，例如“文

献综述”中的引用主要包括建立研究网络、定位当前研究（Mansourizadeh & Ahmad, 2011）、

指出研究空白和提出理论背景（Tseng, 2018），但目前尚未有研究呈现论文各部分的引用语言

资源的使用情况；二是现有研究大多局限于不同引用语言资源数量上的对比，尚未呈现这些语

言资源如何实现论文多声空间的构建。

据此，本研究围绕嵌入类型、被引作者位置和引用方式展开，探讨汉语语言学实证性学术

论文的“研究背景”、“主体”和“结语”部分如何构建多声对话空间。具体问题包括：（1）
在汉语学术论文的“研究背景”、“主体”、“结语”部分中，嵌入类型、被引作者位置和引

用方式有何分布特点？（2）在汉语学术论文的各个主要部分，如何通过不同的嵌入类型、被引

作者位置和引用方式实现多声对话空间的构建？

2  研究设计

2.1 语料来源

本研究自建期刊论文语料库，语料汉语语言学领域的重要期刊，分别为《语言教学与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汉语学习》《语言文字应用》《华文教学与研究》。专家的语料符合汉语

学术话语团体的写作规范要求，是汉语学术写作的标准。语料选取知名学者的实证性研究论文，

能够体现汉语学术论文引用的标准和规范，共 50 篇、531079 字；为避免时间跨度大引起的文

献可及性差异带来的影响（Hyland & Jiang, 2017），因此论文提交时间均在 2018-2022 年间，属

于同一体裁、遵循 APA 引文格式。论文主题涉均为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教材研究、教师教育等；

同时，为保证写作风格的多样性，每位作者的论文不超过 2 篇。

2.2 分析框架

由于引用在学术论文各部分承载的功能不同，参照 Rosemary（2017）将论文分为三部分：

研究背景（引言、文献综述）、主体（研究方法、结果、讨论）和结语（建议、启示），具体

分析嵌入类型、被引作者位置和引用方式在各部分的使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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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嵌入类型

本研究遵循 Swales（1990）的分类对专家论文语料库进行文本分析，目的是明确汉语学术

论文中的嵌入类型，以此为语料标注和分析的标准。根据被引者信息是否是句子内部一部分，

将汉语学术论文引用类型划分为融入式（integral）与非融入式（non-integral）两类。融入式为

被引者信息位于句子结构内，凸显被引作者，如例（1）；而非融入式的被引信息如作者、年份、

页码则放置于括号内，主要用于强调客观被引信息（Swales, 2014），如例（2）。

（1） 汉语二语领域也有相关探索，Shen（2000）调查了汉语二语学习者概要写作能力和
阅读能力之间的关系，发现其阅读成绩与概要写作的长度和语言表达准确性之间关
系密切。（J-2）

（2） 近年来，不少实证研究结果（Wang & Wang 2015，Zhang 2017，王敏、王初明 
2014，姜琳、涂孟玮 2016，王启、王凤兰 2016，洪炜、石薇 2016，许琪 2016，刘艳、
倪传斌 2018，王启 2019）证实了含“续”任务对二语学习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主
要聚焦读后续写、读后续译、视听续说等有限的几种“续”任 务，其他类型的“续”
任务在二语学习中的应用效果则有待进一步验证。（J-1）

2.2.2 被引作者位置

根据引用的句法特征，即被引作者信息的位置，Swales（2014）将融入式引用进一步分为

四类：被引作者作主语（subject）、被引作者作施事（agent）、被引作者作附加语一部分（adjunct）
和被引作者作名词词组一部分（NP）。结合上述分类，分析实际语料，本研究发现汉语学术论

文有如下几类结构类型：

a. 被引作者作主语，如：

（3） 刘瑜（2008） 通过对比学生书面复述的作文与例文之间的差异， 考察学生交际策略
的使用状况。（J-11）

b. 被引作者是名词短语的一部分，如：

（4） 但也有少量实证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Jafarpur & Yamini（1993）的教学实验发现，
虽然实验组被试比对照组接受了更多的听写练习，但两组被试的语言测试成绩并没
有显著差异。（J-29）

c. 被引作者是附加语一部分，如：

（5） 根据陈平（1987），名词性结构带定语的性质也会影响名词短语的定指性，比如，
带有领属性修饰语的名词短语具有强烈的定指倾向。（J-36）

d. 其他，如：

（6） 正如 Tannen（1989、2007）所指出，重复模仿在语言的产出和理解方面优化了资源
的使用。（J-14）

需要指出的是，“其他” 为语料库中使用频率低于 5 次的引用类型，不足以形成一个小类。

如例（6）属于 Swales（2014）划分的“被引作者作施事”，但仅在语料中仅出现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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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引用方式

目前，学界基本将引用方式分为两类，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Hyland & Jiang, 2019）。直

接引用是写作者将被引作者的言辞（wording）不加修改地原文引用，间接引用是作者将被引作

者的观点思想进行修改和概括后再投射意义（meaning）（于晖、张少杰，2021）。

直接引用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

（a）局部引用，引用内容是源文本的一部分，被引内容与作者观点相互融合，如例（7）。

（7） 屏幕录像由具有不同教学特长的教师形成课程团队共同打造，无需同一层次的每位
教师分别录制，这既考虑到“不是所有年龄段的教师都能熟练地掌握如何利用网络
资源”，也能解决“汉语教学资源不能共享的现实”（崔希亮，2020）。（J-39）

（b）完整引用，通过与正文融为一体，或独立段落、改变字体等与正文明显区分的方法

直接使用源文本（于晖、张少杰，2021），如例（8）。

（8） Giddens（1984:9）就曾指出“能动作用不仅仅指人们在做事情时所具有的意图，而
是首先指他们做这些事情的能力”。（J-45）

间接引用可以分为两类：

（a）单声源引用，如例（9），

（9） 比如刘若云（2006）认为，听写任务可以引导初级汉语学习者重视汉字的学习，且
能巩固生词和语言点的习得效果。（J-1）

（b）多声源引用，如例（10）。

（10） 尤其对于拼音文字背景的汉语二语学习者来说，拼音中的字母及其表音功能与其母 
语文字相似，拼音可以帮助他们快速了解和熟悉汉语的特点（柯彼德，2003；赵金铭，
2011；万业馨，2012）。（J-45）

2.3 语料标注与分析

将 50 篇期刊论文随机编码为 J-1 至 50，存为 TXT 格式并进行人工校对。有效引用按如下

标准：（1）将一个括号为一次引用，形式可为“作者（年份）”或“（作者，年份）”。多个

源文本（source text）在一个括号内，计算为一次引用；（2）一个引用句包含多个源文本，但

被用于不同的命题，则算作多次引用，如“隐含回指属于关联性定指（Cho, 2017），关联性定

指是上下文语义关联允准的定指义（Charolles, 1999）。”（3）“转引”文献的原始文献与转

引文献被视为一次引用。

语料标注由两位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负责。首先，依据上文的分析框架，每位

博士生细读每一篇语料、独立完成对嵌入类型、被引作者位置、引用方式及相关信息的定性标注，

共同讨论每处差异，最后全部达成一致。两名标注者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 0.956，p=0.043，在 0.05
水平上显著。

此外，本研究以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目的是最终将期刊论文的显性多声特征作为

参考标准，与学生的学位论文进行对比分析（限于篇幅，另外撰文）；因此不计算引用密度，

因为期刊论文的引用密度必然大于学位论文，而是计算引用在论文每个部分所占的百分率，以

探究论文每个部分的引用在嵌入类型、被引者位置和引用方式上的使用分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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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讨论

表 1 呈现的是引用在学术论文各部分的分布。引用在汉语学术论文中共出现 1660 次，平

均每篇论文 33.2 次。在论文不同部分，引用频次分布由高到低排序为：研究背景＞主体＞结语。

研究背景和主体部分的引用数量的占比几乎相当，专家写作者根据论证需要在这两部分均匀分

配引用资源、平衡其他研究者和自己的声音；结语部分引用数量较少，通常不需要太多引用前

人观点进行论证。

从嵌入类型、被引作者位置和引用方式来看，汉语学术论文在研究背景、主体和结语三个

主要部分有不同的特点，彰显了实证性论文的写作范式。

表 1. 汉语学术论文各部分的引用分布概况（%）

研究背景 主体 结语

频次 占比 频次 占比 频次 占比

806 48.55 784 47.23 70 4.22

3.1 嵌入类型对显性多声空间的构建

表 2 是期刊论文各部分“融入式”与“非融入式”嵌入类型的分布。由表 2 可知，在汉语

学术论文的研究背景、主体和结语三个部分，都以使用“非融入式”引用为主（均占据 50% 以

上的比例）；其中，论文三个主要部分中，“非融入式”嵌入类型在结语部分使用最多（81.43%
相对于研究背景的 53.10%和主体的 60.20%），而“融入式”引用则在研究背景部分最多（46.90%
相对于 39.80% 和 18.57%）。

“非融入式”引用将被引作者信息置于边缘、非核心的位置，帮助作者强调被引入的声音，

却不凸显声音的来源和被引作者的权威性，同时也保证了文本叙述的完整性和连贯性（Hewings 
et al., 2010）。其中，引用句的主语大多指代被引作者或研究，如“研究者们”、“不少实证研

究”、“以往研究”等，这类非融入式引用体现了作者的归纳总结能力和对研究领域的熟悉（Samraj, 
2013）。汉语学术论文中“非融入式”使用较多的这一结果与对英语语言学学术论文的研究结

论一致（Peng，2019；Sun、Kuzborska & Soden, 2022），体现了语言学领域对科学研究客观性

和非个人性的要求（Hyland & Jiang, 2017）。

表 2. 汉语学术论文各部分的嵌入类型分布（%）

融入式 非融入式

频次 占比 频次 占比

研究背景 378 46.90 428 53.10
主体 312 39.80 472 60.20
结语 13 18.57 57 81.43

具体而言，在汉语学术论文的显性多声空间构建中，本文发现在论文的不同部分，不同嵌

入类型的使用主要有如下特点：在“非融入式”引用的使用上，第一，“非融入式”引用通常

用于整合多个外在声源。这类引用出现在研究背景部分时，被整合的多个声源多为具有共性、

表达广为接受观点，以呈现某领域的宏观研究现状、确立研究领域，同时也保证了文本叙述的

完整性和连贯性（Hewings et al., 2010），如“2.2 分析框架”中的例（2）。而当这类引用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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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文主体部分时，大多是作者整合多个前人研究与自己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如例（1）中，

写作者在对比结论的同时也能够证明当前研究为学科所做的贡献（Samraj，2013），最终将研

究结论定位和构建到整个学科的发展体系中。

（1） 我们发现工具型动机并非祖语保持的影响因素，与对美国华裔学生和日本华裔成人
的研究结论（张莉，2015; 温晓虹，2012；邵明明，2018）不同。（J-17）

第二，“非融入式”引用能够隐晦地表达作者对被引内容的支持性态度（Coffin, 2009），

因此能够降低学术论文的多声性，巧妙地将外在声源与作者的声音相融合。这一用法多出现在

论文主体或结语部分。例（2）选自主体部分，作者使用“主宾语不对称现象”解释自己的研究

结果“中级水平学生的表现”，将当前研究置于已有研究的背景下，使作者与被引作者形成共

同体，让已有研究的权威性替作者说话、加强作者研究理据的“声音”（Thompson, 2005）。再如，

在结语部分中，例（3），作者通过“非融入式”引用表明对引用内容的认可和支持，最终目的

是支撑自己此处的结论和建议，即“通过关键事件引导教师对教学进行反思”。

（2） 中级水平学生的表现和界面假说预测相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直接回指
语境中的主宾语不对称现象 (Jens, 2018; 马千，2018)。（J-5）

（3） 关键事件是引导教师反思的重要方法之一（程乐乐，2017），可通过关键事件引导
教师对教学进行反思。（J-16）

“融入式”引用以研究背景部分用例最多，使用数量接近半数（46.90%）。细读语料发现，

在研究背景部分，作者使用“融入式”引用多为引用某个特定文献，其目的有二：一是在首段

通过融入式引用为全文的研究意义奠定基础，此时被引作者多为权威人士或知名学者，如例（4）
就是通过指明话语信息来源于学术权威，借用权威观点为研究主题“背书”，以此帮助作者确

立当前话题在学术领域的研究地位；二是详尽讨论与拟探索问题相关性极高的研究，作者随即

在这些观点之中寻求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如例（5）作者通过连接副词“但”表达了对现有汉

语研究的负面评价，指出了后续研究的必要性；同时，评价的发出帮助写作者的声音得以建构，

融入式的使用未导致其声音湮没在论文的多声中。

（4） 崔希亮（2020）指出，过去网络教学只是一个辅助手段，但在当前背景下“却成为
了唯一的选择”，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模式都受到了巨大冲击。（J-18）

（5） 目前，考察注音文本阅读眼动模式的研究只有 Yan et al.（2008）这一项。该研究考
察了 ...... 但有关拼音作用的研究结果没有得到一致的解释。（J-20）

此外，主体部分将当前研究结论与前人研究进行对比时，除了前文提及的使用非融入式，

也使用了部分“融入式”引用。这些引用大多为对应性引用（cross-reference），即提及的研究

大多为作者在研究背景部分中已经提及的、关联度高的重要文献，如例（6）中 Hsiao 和 Tso 等

的研究就是作者在“引言”中重点介绍的、与当前研究关联度较高的文献。

（6） 因此，对于整体加工减弱的现象，我们的解释与 Hsiao 等（2012）和 Tso 等（2014）
相同。（J-8）

3.2 被引作者位置对显性多声空间的构建

被引作者除了被置于句尾括号等处，还能够在引用句中充当句法成分。表 3 是汉语学术论

文各部分被引作者位置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在研究背景和结语部分用例最多的为“被引作者

作主语”（占比分别是 36.60% 和 12.86%）；而主体部分用例最多的则是“被引作者作附加语”

（占比为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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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汉语学术论文各部分的被引作者位置分布（%）

主语 名词短语 附加语 其他

频次 占比 频次 占比 频次 占比 频次 占比

研究背景 295 36.60 51 6.33 28 3.47 4 0.50
主体 117 14.92 54 6.89 135 17.22 6 0.77
结语 9 12.86 4 5.71 0 0 0 0

实际上，“被引作者作主语”因为将被引作者放置于重要位置，因此能够强调被引作者的

声音和权威（Weissberg & Buker，1990），而此时多是被引作者本身就为知名学者。如例（14）
中，做主语的被引作者就为汉语语言学界权威学者。此外，“被引作者作主语”引用还能够帮

助写作者清晰地梳理以往研究的发展脉络，这些研究大多以时间顺序排列，“被引作者+时间（括

号内）”充当主语能够在形式上较好区分不同的外在声源；而因为需要兼顾期刊论文的篇幅限制，

写作者通常只对外在声源进行简单概括，这样做可以节约篇幅，同时全面展示研究概况。如例

（7）中，写作者就通过“被引作者作主语”的引用从几个方面清晰概括了多项汉语教师的教学

反思类研究。

（7） 实证研究以调查汉语教师的教学反思为主，如张昕、央青（2014）结合教学案例，
研究了新手汉语教师的教学反思；范智慧（2015）以汉语综合课为例，结合教师的
反思笔记，研究了反思型汉语教师的教学模式；刘路（2017）通过汉语国际教育硕
士生的教学实践，研究了职前汉语教师反思性教学能力的培养；尤玉影（2017）以
孔子学院教师为例，调查了国际汉语教师的反思现状和反思实践。

被引作者在引用句中作附加语在学术论文的主体部分大量出现，引用句句首大多使用“根

据”和“依据”等介词或“参照”等动词引出外在声源。被引作者充当附加语时，在论文主体

部分主要发挥以下两类功能，一是用于说明当前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或研究设计的依据，如

例（8）就介绍了实验设计中的三种语境条件为猜词提供的线索是参照先前两位学者的研究；二

是用于为当前研究的结论提供支持或解释，如例（9）通过 Kayi-Aydar（2013）的研究结论解释

了当前研究的小组成员关系为何没有产生队型和专家／新手型的互动效果。

（8） 参照 Ding et al.（2017）和 Zhang et al.（2019）的研究，特征语境句主要描述生词的
知觉特征（perceptual features），情景语境句主要描述生词的相关动作或可以出现
的情境，中性语境句为猜词提供的语境线索比较少。

（9） 然而，尽管小组成员间关系较为密切，但并未产生如团队型和专家／新手型那样的
互动效果。根据 Kayi-Aydar（2013）的研究，同伴互动中的权力关系通常会影响互动。

3.3 引用方式对显性多声空间的构建

在学术论文构建过程中，写作者通常还需要对引用的声音内容进行处理，即在多大程度上

将被投射后的声音复原了源文本，使之与论文进行自然融合（于晖、张少杰，2021）。表 4 是

汉语学术论文各部分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的引用方式分布情况。由表4可知，“间接引用 -单声源”

在论文研究背景、主体和结语三部分都为使用最多的引用方式（均占据 40% 以上的比例），“间

接引用 - 多声源”次之（均占据 25% 以上的比例），各部分用例数量较少的是“直接引用 - 局部”

和“直接引用 - 完整”（所占据的比例均不超过 20%）。总体来看，汉语学术论文在引用方式

上以间接引用为主，尤其是单一声源的间接引用，直接引用的使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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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汉语学术论文各部分的引用方式分布（%）

直接引用 - 局部 直接引用 - 完整 间接引用 - 单声源 间接引用 - 多声源

频次 占比 频次 占比 频次 占比 频次 占比

研究背景 60 7.44 24 2.98 510 63.28 212 26.30
主体 96 12.24 42 5.36 400 51.02 246 31.38
结语 12 17.14 6 8.57 30 42.86 22 31.43

相较于直接引用，间接引用能够使写作者获得更大的灵活性来处理外来声源、解读被引

内容（唐青叶，2004）。被处理后的外部观点可以与作者声音相结合，共同传达作者的个人观

点。因此，间接引用增加了对话空间的收缩性，增加了目标读者反对写作者观点的“人际成本”

（Hu & Wang, 2014），巧妙传达出客观、实事求是的语气，使读者倾向于将引用的命题视为既

定事实，从而难以提出替代性的观点。其中，“间接引用 - 单声源”的引用一般强调某项具体

研究的发现或某个重要研究者的观点，在本研究的语料中，以研究背景部分用例为最多（63.28%
相对于另外两部分的 51.02% 和 42.86%）。如例（10）选自论文研究背景部分，作者通过引用

Jakobovits 研究结果中具体数据来说明动机对二语学习效果的影响，随即在后文指出当前研究的

主题为“动机因素”，使单一的外在声源为研究主题的价值和意义进行铺垫。

（10） 已有的动机相关研究多在第二语言学习领域。研究表明，动机能影响第二语言学习
33% 的效果（Jakobovits, 1971）....... 那么，对于祖语学习者而言，动机是否起着和
第二语言学习者同样的作用呢 ? 本文以华裔祖语学习者为例，研究以下四个问题 : 
动机因素对中文作为祖语水平保持的影响有多大 ? 其中重要 的动机因素有哪些 ? 
各动机因素是如何影响中文水平保持的 ? 对国际中文教育有何启示 ?（J-46）

“间接引用 - 多声源”的投射使作者无需分别转述每个外源声音和研究成果，而是将其归

纳和分类后系统展示（于晖、张少杰，2021）。本文发现“间接引用 - 多声源”在论文三个主

要部分分布较为均匀（三个部分的分布占比分别为 26.30%、31.38% 和 31.43%），主要用于从

以下两方面构建学术论文的多声空间。一是强调学科内广被接受的观点和共识，多用于在研究

背景部分梳理研究脉络，如例（2）；二是增强写作者的声音，如例（11），选自结语部分，写

作者通过“间接引用 - 多声源”编织多位作者的观点支持自己的论点，使自身观点建立在引文

网络的众多观点中，并得以清晰表达（Bakhtin, 1981）。

（11） 国际中文教育的外延应当包括四部分 : 国内对外汉语教学、国际上的汉语作为第二
语言教学、海外华文教育、国内开展的华文教育。将华文教育作为国际中文教育的
一个部分（周小兵等，2015; 吴应辉，2016; 郭晶、吴应辉，2021）是科学且必要的。
如此则更有利于促进四类工作的资源共享和互补合作（郭熙、林瑀欢，2021a；郭熙，
2021b）。（J-46）

“直接引用”能够从形式和内容上将被引观点及被引作者推至台前，隐藏写作者声音，降

低作者主观性显现程度，因此通常用于扩展学术论文显性多声空间的对话性（Peng, 2019）。“直

接引用”将外在声源定义为他人持有的观点，而非作者当前所持的主张，这意味着潜在的读者

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解读外在声源（于晖、张少杰，2021）。其中，本研究发现“直接引用 - 局部”

是较为常用的引用方式，具有“间接引用”和“直接引用”的双重优势：有助于写作者与被引

作者的原始文本进行对话，同时又帮助写作者保持对引用中多重声源进行有力控制。正如 Petrić
（2012：111）所言，这种引用方式可以创建“由适当材料和写作者自己的文字组成的马赛克”，

是符合规范的合法引用，反映了“比拼凑写作（patch-writing）更高水平的学术素养”。本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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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分析结果显示，“直接引用 - 局部”在学术论文的结语部分使用最多，大多为引用某个名

称，如例（12），写作者引用“写长法”、“产出导向法”，读者能立即理解领域内许多研究

都关注到了外语教育中“学用分离”等问题，清晰明了地增加了文本的对话性。而受期刊论文

的篇幅限制，作者引用完整句子时会更为谨慎，因此相较于“局部引用”，“直接引用 - 完整”

的使用量较少。如例（13），作者只有在解释重要性极高的定义或概念时，才会进行完整的直

接引用。

（12） 在国内的外语教学和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王初明（2005）倡导的“写长法”、文秋
芳（2015） 提出的“产出导向法”，都关注到了解决外语教育中“学用分离”“输
入输出分离”“高投入低产出”的问题。（J-48）

（13） 传统的听写任务以短文听写为代表，如《朗文语言教学与应用语言学词典》第 3 版
（Richards Schmidt 2002）将听写描述为“向学习者或参试者大声且带有停顿地朗
读一段短文，学习者或参试者在停顿间隙尽可能地准确写下所听到的内容”。（J-1）

4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以语言学研究领域的 CSSCI 期刊为例，基于 Martin & Rose
（2007）和于晖、张少杰（2021）构建的显性多声系统分框架，探究了实证性汉语学术论文显

性多声空间中语言资源的使用情况。专家的学术文本代表了学科内学术话语的规范和普遍特

征，其语言资源的使用其实是为构建学术论文多声性的刻意而为。在不同层面对话先前的研究

者和读者，将研究始终定位于现有研究的网络中，展示作者与被引作者的学术联系（Bakhtin, 
1981）。最终表达学术观点、说服读者接受。

根据论证需要合理运用多种多声资源，增加实证性学术论文的科学性和对话性是写作者必

不可少的能力。本研究发现，在显性投射多声时，从嵌入类型看，写作者在论文各部分使用“非

融入式”引用最多，目的是凸显客观被引内容，在结语部分的用量尤其突出；“融入式”引用

在研究背景使用最多，通过强调被引作者的权威为全文研究基础进行铺垫，或介绍与当前研究

相关性较高的研究。当被引作者位于引用句中时，在研究背景和结语部分中大多在引用句中充

当主语，在主体部分则主要担任附加语。从引用方式看，论文三个主要部分都主要使用“间接

引用 - 单声源”，“间接引用 - 多声源”在论文结语和主体部分使用较多，作者通过对外在声

源的归纳和阐释为本人的观点或研究结论寻求支持；“直接引用 - 局部 / 完整”在结语部分用

例最多，赋予读者解读外在声源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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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tereoglossia is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features of academic discours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discourse, the writer needs to make reasonable use of multiple language resources, 
adjust the dialogue space of different voices, and ensure the rigor and hetereoglossia of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article builds a corpus consisted of journal papers to explore the use of language 
resources such as embedding type, cited author position and citation method in the explicit 
hetereoglossia system of research background, main body and conclusion of empirical Chinese 
academic papers. The study found that non-integral citations are mainly used in each part of the 
paper, emphasizing the objective cited content and highlighting the writer’s voice; when the cited 
author is located in the quoted sentence, the author mainly serves as the subject in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conclusion, and mostly in the main part acts as an adjunct; “Indirect quotation 
- single source” is mainly used in each part of the text to emphasize an important point, while 
“direct quotation - complete” is used least and is only used when explaining key concepts. This 
study hopes to provide some inspiration for the writing and teaching of Chinese academic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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