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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模糊限制语研究的多维视角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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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本文对国内 $" 年来的模糊限制语研究历程进行了系统回顾和述评# 基于统计数

据从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概述了研究现状$认为国内模糊限制语研究经历了引介探

索期和高速发展期两个发展阶段# 从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对比语言学%二语习得和翻

译学六个角度对主要模糊限制语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评析# 探讨了国内模糊限制语研究存

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研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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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FM! 年张乔在论文+模糊词琐谈,中指出!两

种语言限制词影响模糊词!一种是程度限制词!另

一种是模糊化限制词)前者改变模糊词的隶属度!

后者将非模糊词变成模糊词-#FM!)JF." 张乔所

说的语言限制词即S._*00-#FJ!.所言的模糊限制

语" 同年!廖东平翻译了 S._*00-#FJ!.的著名论

文]&93&;.-9 R&.-5-31,5>&,5.!发表在+国外语言

学,第二期" 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开启了我国模糊

限制语研究的先河" 从此!模糊限制语跃入我国

学者的研究视野!逐渐成为国内语言学界广为关

注的语言现象之一"

时至今日!模糊限制语研究在我国已经走过

了三十年的发展历程" 三十年来!研究者们从语

义学%语用学%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语篇分析%

二语习得%跨文化交际等角度探讨该语言现象!取

得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 由于缺乏坚实的理论

基础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国内模糊限制语研究出

现了高水平原创性研究畸少!低水平重复性研究

泛滥的虚假繁荣景象"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

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回顾与述评!以推动模糊

限制语研究健康发展" 本文利用中国知识资源总

库对三十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统计!从定

量和定性两个角度对统计结果进行了系统分析!

从六个视角对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述评!

指出了国内模糊限制语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发

展方向"

二%研究概况

为了对我国三十年来的模糊限制语研究进行

较为全面和客观的评价!我们利用中国知网建设

的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下属子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

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世纪期刊.%中国博士

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

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五大数

$L#

!

'收稿日期(!"#!K"LK##

'作者简介(吴光亭$男$山东滕州人&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主要从事二语习得与翻译研究#



据库对目标文献进行跨库检索统计" 检索的时间

区间是 #FM! 年至 !"## 年!检索项是题名!采用精

确匹配模式!检索词是模糊限制语或模糊限制词!

并对检索结果进行人工筛选!剔除不符要求与重

复检索的文献" 检索到的目标文献总数为 LF"

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NN$ 篇%中国期刊全文数

据库-世纪期刊.L 篇%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

据库 # 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J 篇%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N 篇"

从论文数量的分布时段分析!我国模糊限制

语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较为明显的发展阶段)引

介探索时期和高速发展时期" 引介探索时期始于

!" 世纪 M" 年代初止于 F" 年代末!在此期间只有

#! 篇期刊论文发表!即 #FM!%#FML%#FMF%#FF"%

#FF!%#FF$ 和 #FFL 年各 # 篇!#FFN 年 ! 篇!#FFF

年 $ 篇!占文献总数的 !e" 这表明!从 #FM! 年到

#FFF 年十八年间!我国模糊限制语研究处于引介

探索时期!发展十分缓慢"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发

展缓慢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我国处于改

革开放初期阶段!国内学者获取国外文献资料的

渠道十分有限*第二!研究人员数量有限!主要是

高校英语专业教师与科研人员" 高速发展时期从

!# 世纪初期一直延续至今日!共发表学术论文

LJM 篇!占文献总数的 FMe!其中期刊论文 N$G

篇%博士论文 # 篇%硕士论文 #$J 篇%会议论文 N

篇-具体年度分布情况请参见表 #." 进入 !# 世

纪后!国内模糊限制语研究进入了高速发展轨道!

研究人员数量激增!研究论文的类型和数量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主要是由于高速发展时

期适逢高等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深化实施与因特网

的迅速普及" 由于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和对外交流

的日益频繁!国内学者获取相关国外文献资料的

渠道大大拓宽!途径越来越多*而高等教育产业化

的深化实施和高校教师对科研工作的持续重视导

致研究群体急剧膨大!既有高校教师与科研机构

研究人员!也有攻读学位的在校硕士研究生和博

士研究生" 从学位论文的数量和期刊论文的作者

单位分析!在校硕士研究生似乎已经成为国内模

糊限制语研究的主力军"

表 #C高速发展期论文数量与类别年度分布详表

年度 期刊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 博士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 总计

!""" ! !

!""# ## $ #N

!""! ## $ #N

!""$ G N #"

!""N #! ! # #L

!""L $" #$ # NN

!""G !L #G N#

!""J #M !# # N"

!""M JM #F FJ

!""F J$ #G # F"

!"#" M! !M # ###

!"## GG #! JM

CC从论文质量的层次水平分析!三十年来发表

LF" 篇研究论文中!仅有 $" 篇刊载在核心期刊

上!占论文总数的 L(#e!其中引介探索期 L 篇!

快速发展期 !L 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J 篇!占

论文总数的 !$(!e*博士学位论文 # 篇!占论文

总数的 "(!e" 而其他论文总数为 N!! 篇!占论

文总数的 J#(Le" 从核心期刊论文数量上看!引

介探索时期!模糊限制语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货

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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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价实者居多!核心期刊论文比例为 N#(Je*快

速发展时期!研究成果数量巨大但真正有学术价

值者甚少!核心期刊论文的比重仅为 L(Je" 这

些表明!近十年来!我国模糊限制语研究成果数量

不小但质量不高!具有创新性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数量严重偏少而重复性的低水平研究成果严重泛

滥"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国

内模糊限制语研究正逐步呈现出深入系统的发展

态势!创新性高水平研究成果呈现逐年递增趋势"

三%研究视角

"一$语义学视角

廖东平-#FM!.翻译了模糊限制语研究的奠

基之作]&93&;.-9 R&.-5-31,5>&,5.!题目译为+模

糊限制词和语义标准,!发表在 #FM! 年的+国外

语言学,第二期" 在这篇论文中!S._*00-#FJ!.以

Z.9&2的模糊集理论和 \*;72 的原型理论为基础

探讨了模糊限制语的语义功能!即改变事物的隶

属度和揭示语义标准的结构" 这是国内第一篇系

统介绍模糊限制语的文章!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

义!为国内模糊限制语语义研究指明了方向" 周

志远 -#FMF.%肖奚强 -#FF".与李敏和王节安

-#FF!.在研读国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汉语

实际探讨了模糊限制语语义功能!提出许多有价

值的独到见解"

Z.9&2 -#FJ!.研究了英语中某些表示程度的

副词性模糊限制语的语义功能" 他称模糊限制语

为语气算子或模糊算子!将这些程度副词分成两

类)集中化算子和散漫化算子" 周志远-#FMF.不

赞同Z.9&2-#FJ!.散漫化算子的观点!指出汉语

中稍%有点%较%略等模糊算子的语义功能不是散

漫化而是移位!应该称作移位算子-转引自李敏%

王节安 #FF!." 肖奚强 -#FF".也不同意 Z.9&2

-#FJ!.的看法!认为将程度副词分为两种算子不

全面不准确!程度副词在隶属函数曲线图上表现

为三种状态)弱化位移%集中化位移和强化位移"

同时!他还探讨了形容词性模糊限制语的语义功

能!发现计量形容词主要导致隶属函数曲线偏移!

而非计量形容词和某些计量形容词与被限制词构

成二维空间的双重模糊!不改变被限制词的隶属

函数曲线" 李敏和王节安-#FF!.认为考察模糊

限制语的语义功能必须同时考虑两个相互关联的

方面)被限制词的具体情况和模糊限制语本身的

程度等级" 他们将被限制词分成形容词性模糊词

和动词性模糊词两大类!将程度副词按照程度强

弱分成四个等级!分别探讨这些模糊限制语的语

义限制功能" 他们发现这四类模糊限制语均能缩

小被限制词的语义范围!即模糊限制语对被限制

词有相对精确化作用" 这是国内研究者首次注意

到模糊限制语具有精确被限制词词义的功能" 实

际上!S._*00-#FJ!.在界定模糊限制语时就已经

指出这类词语兼具模糊与精确两种功能!只是研

究者们大多只关注其模糊功能"

上述研究均在质疑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

助Z.9&2-#FJ!.创立的模糊数学形式分析法探讨

了部分汉语模糊限制语的语义功能!是从语义学

角度研究汉语模糊限制语的有益尝试" 如果能够

继续使用这种方法研究汉语中其他类型模糊限制

语!我们可能会对汉语模糊限制语的语义功能有

更加全面的认识" 但由于语言研究的语用转向!

国内研究者纷纷转向探究模糊限制语的语用特征

与功能!模糊限制语形式语义学的研究戛然而止"

"二$语用学视角

何自然-#FML.系统介绍了国外模糊限制语

分类研究!指出言语交际中的模糊限制语分为两

类)变动型与缓和型!前者影响话语命题真值条

件!属语义范畴!包括程度变动语和范围变动语*

而后者不影响话语命题真值条件!只反映说话者

对话语命题真值所负责任的程度!属于语用范畴!

包括直接缓和语和间接缓和语" 这是国内第一篇

涉及模糊限制语语用功能的论文" 此后!众多研

究者从语用学角度探讨模糊限制语在日常交际%

科技语篇%学术语篇%医学语篇%课堂教学等领域

的运用和功能"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从语用学角

度研究模糊限制语的论文多达 M# 篇!包括期刊论

文 NF 篇!硕士学位论文 $! 篇" 这些研究大多借

用合作原则%会话含意%礼貌原则%顺应理论等语

用学理论探讨模糊限制语的交际功能"

孙建荣 - #FMG . 利用 ,̀57&的合作原则和

S&&72的礼貌原则研究了模糊限制语对会话含意

的影响!认为模糊限制语能够减弱或者取消会话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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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意!是导致会话含意取消性的第三个因素" 陈

林华和李福印-#FFN.借助会话含意%合作原则和

礼貌原则探讨了模糊限制语的语用功能!指出模

糊限制语具有取消或削弱会话含意的功能!言语

交际中使用模糊限制语是对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

的遵守" 何济生和姜晓蕙-#FFN.从语用角度研

究了模糊限制语的四个语义特征)取消性%标记

性%不确定性和间接性" 冯光武-#FFF.认为使用

模糊限制语是一种交际策略!与交际目的密切相

关!恰当使用模糊限制语不但能够更好实现交际

目的!而且能够使话语更加客观!更礼貌得体!还

能够为说话者开脱责任或挽回面子" 赵英玲

-#FFF.! #FFF'.从语用功能出发将科技语篇中的

模糊限制语分成三类!认为模糊限制语可以使所

陈述命题更严谨周全!保护作者减轻作者责任!体

现作者对读者的敬重态度" 李佐文-!""#.从言

语交际角度分析了模糊限制语的人际功能!发现

模糊限制语可以使话语更加稳妥周全!礼貌客气!

改善或维系交际双方的人际关系!确保交际顺利

进行" 蔡龙权和戴炜栋-!""!.从语义特征%句法

结构和交际意向三个方面论证模糊限制语具有提

高说话者对话语真值的承诺程度和精确话语信息

的功能" 黄小平-!""!.从资料性真理的综述%事

实性真理的描述和阐释性真理的提出三个方面探

讨了学术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语用功能!认为中

立性转述动词和转述动词的否定式是资料综述中

常用模糊限制语!模糊论文作者与被转述论断之

间的关系!体现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与礼貌*事

实描述中常用模糊限制语包括被动语态和名词

化!让事实说话!模糊论文作者与所做论断之间的

关系!减轻其对论断真实性的责任*阐释真理中模

糊限制语使用频率最高!主要有情态动词和认知

型动词!委婉表达论文作者见解的解释力!限制其

对论断的责任程度"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国内模糊限制语

语用研究的奠基之作!后期相关研究基本上是这

些研究的简单重复或者复制!没有多少创新与改

进" 我们认为积极借用模因论%认知语用学和篇

章语用学等新兴语用学理是进一步深化模糊限制

语语用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 此外!从跨文化交

际角度系统比较模糊限制语在不同文化中的语用

特征和功能不但具有重要实际应用价值!而且具

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

"三$社会语言学视角

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语言现

象!仅探讨模糊限制语的语用特征显然不够!还应

该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研究其社会功能-李福印!

#FFL." S._*00-#FJL.提出女性语言假说!认为有

些语言特征在女性语言中出现的频率远远高出其

在男性语言中出现的频率!这些语言特征使女性

语言礼貌!考虑周全!缺乏权威性" 基于 V,&5;/&,

- #FMG .% *̀*9X5- - #FM" .% E( :.,,c P>_5-;

-#FM".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李福印-#FFL.指出模

糊限制语是女性语言中的主要成分之一!但绝非

女性语言的独有特征*模糊限制语的使用反映了

说话者的社会地位%职业特点及自信程度" 谭姝

-!""J.利用自建语料库调查了大学英语学习者

在英语书面语篇中使用模糊限制语的性别差异"

她发现整体而言男女生使用的模糊限制语在频率

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女生使用程度变动语和间接

缓和语的频率明显高于男生" 吕艳梅-!""M.与

苏辛和徐宏亮-!""M.均谈及模糊限制语的社会

功能!但与李福印 -#FFL.所言大同小异!并无

新意"

统计结果表明!国内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探讨

模糊限制语的研究成果数量十分有限" 这些研究

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文献综述性研究和基于语

料库的实证研究" 前者以李福印-#FFL.的研究

为典范!后者以谭姝-!""J.的探索为代表" 我们

认为基于大型语料库对模糊限制语的社会语言学

特征和社会功能进行实证探讨是今后从社会语言

学角度研究模糊限制语的必由之路"

"四$对比语言学视角

从对比语言学角度研究模糊限制语在不同语

言之间存在的差异与共性是模糊限制语研究的一

个重要内容" 国内研究者大多对比分析英汉两种

语言中模糊限制语在类型%语义和语用方面的异

同!或者比较相同体裁的英汉语篇中模糊限制语

在类型和频率上的差异" 前者主要是定性分析!

后者大多采用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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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者主要致力于比较英汉两种语言中

模糊限制语的个性与共性!例如杨平-!""#.和张

长明-!""G." 杨平-!""#.从语义学和语用学出

发对比分析了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范围变动型模糊

限制语!发现两种语言中的范围变动语在语义和

句法结构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二者具有相同的

语用特征!均体现了语用策略的运用" 张长明

-!""G. 从类型和功能两个方面对比了英汉模糊

限制语!认为由于英汉文化差异英汉两种语言中

的模糊限制语在语用功能上存在细微差别" 在多

语对比方面!张勇-!"#".做了一个有益的尝试!

对比了英%汉%日三种语言中的模糊限制语" 他认

为三种语言中的模糊限制语具有相同的语义功

能!英语模糊限制语分类模式同样适用于汉%日两

种语言中的同类词语"

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越来越多

的研究者开始利用语料库对不同语言的相同体裁

语篇中的模糊限制语进行定量对比分析" 蒋跃和

陶梅-!""J.基于自建语料库对英汉医学论文讨

论部分使用的模糊限制语进行了定量分析" 他们

发现汉语语料中模糊限制语的总体频次与类型频

次均明显低于英语语料!汉语语料明显缺乏情感

加强型模糊限制语!但两者在类型分布上有相似

之处" 王舟-!""M.借助自建语料库对英汉学术

论文摘要中使用模糊限制语进行了定量分析!结

果表明两者使用的变动型模糊限制语在频率上没

有显著差异!缓和型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差异

显著!英文摘要在阐述论点时使用缓和型模糊限

制语的频率显著高于中文摘要*两者在类型选择

上较为趋同!均大量使用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

据统计!目前!与上述研究类似的研究多达数十

个" 我们相信这类研究的数量仍在不停地增加"

这类定量研究长于数据描述!短于理论阐释" 我

们认为!如果能够将定量描述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这种对比研究将更有意义与价值"

历时对比也是对比语言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之

一!因此我们也可以探讨模糊限制语在同一体裁

语篇中发生的历时性变化及原因" 蒋跃和寇英

-!"##.利用自建跨度为十年的两个英语论文语

料库调查了医学论文中模糊限制语的历时性变

化" 他们发现模糊限制语在医学论文中的整体使

用频次有一定程度的较少!只有方法部分的使用

频次有所增加*缓和型%个人参与型%情感加强型

和复合型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次均有所下降!但

变动型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次有所上升" 模糊限

制语在语篇中的这种历时性变化是上述各项共时

性研究无法发现的" 这种历时对比研究能够弥补

共时研究的不足!进一步揭示模糊限制语在语篇

中的语用特征和语用动因" 我们认为!历时对比

是模糊限制语对比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今后将

会有更多的研究采用该方法"

"五$二语习得视角

自 !" 世纪 J" 年代以来!英语模糊限制语习

得一直受到二语习得研究者的热切关注" 但国内

英语模糊限制语习得研究始于本世纪初期! 起步

较晚!但研究成果数量不小"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国内从二语习得角度研究模糊限制语的学术论文

多达三十多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有十多篇"

国内研究者首先关注的是英语学习者在学术

语篇和科技语篇中使用的模糊限制语" 刘珍

-!""#! !""$.利用自建英语科技论文语料库研究

了中国学者与英语本族语学者在模糊限制语使用

方面存在的差异!发现两者在模糊限制语使用频

率和种类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认为母语迁移是

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 牛培培-!""N.和王

惠灵-!""L.基于自建英语学术论文语料库考察

了中国学者与英语本族语学者在学术写作中使用

模糊限制语的情况!结果发现中国学者使用的模

糊限制语在数量和种类上均少于本族语学者" 马

亚丽-!""J.%姜旭-!""J.%苏培宇-!""M.%王文倩

-!""M.%胡立敏-!"#".等也做了类似对比研究!

其结论与上述各项研究类似"

大学英语学习者模糊限制语习得也是国内研

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 王驰宇-!""M.对中国学

习者语料库中英语专业低年级学生作文和英语国

家语料库中普通英语笔语语料中模糊限制语进行

了对比分析!结论是中国英语专业学生使用的模

糊限制语在种类上远少于英语本族语者!在数量

上却多于英语本族语者" 吴光亭-!""M.采用语

料库对比分析法比较了中国英语专业学生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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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在议论文中使用的模糊限制语!认为中国

英语专业学生使用的模糊限制语在类型和频率上

均少于美国大学生!而且前者倾向于过度使用副

词类模糊限制语" 张莉飞-!""F.基于中国学生

英语口语笔语语料库和鲁汶英语本族语作文语料

库中的议论文语料研究了中国英语专业学生与英

美大学生在模糊限制语使用方面存在的差异!发

现两者均倾向于集中使用情态动词类模糊限制

语!但是整体而言中国英语专业学生明显过度使

用模糊限制语"

国内也有研究者采用中介语对比法调查分析

了大学英语学习者在口语中使用的模糊限制语"

邓琳-!"#".利用自建口语语料库研究了中国大

学高水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在口语中使用

的模糊限制语!发现总体而言中国大学高水平英

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使用的模糊限制语没有

太大差异!但前者存在过度使用或者过度少用某

些模糊限制语的情况!同时前者使用的模糊限制

语不如后者多样化" 吴蕾和张继东-!"##.利用

中国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和美国当代英语语料

库的口语子语料库研究了中国学习者口语中使用

模糊限制语的主要特征" 他们发现中国学习者和

英语本族语者使用的模糊限制语存在显著差异)

在程度变动模糊限制语的使用上存在多用和少用

两种倾向! 而范围变动模糊限制语的使用呈现明

显不足的趋势" 在缓和型模糊限制语里中国学生

偏向超用语气强烈的情态模糊限制语! 而直接缓

和模糊限制语的表达方式缺乏多样性! 对间接模

糊限制语中的口语体词语与书面语体词语的使用

混淆不清"

上述各项研究无一例外地使用了语料库分析

法和中介语对比分析法!而且这些研究均侧重于

统计数据的描述" 这足以证明目前国内模糊限制

语习得研究存在方法单一的问题" 语料库分析法

和中介语对比分析法均属于定量研究法!其缺点

是弱于理论阐释" 因此!我们认为只有将这些定

量研究法与语篇补全法%问卷调查法等定性研究

法结合起来!才能全面揭示英语学习者在模糊限

制语习得中存在的问题!系统探讨解决问题的对

策!为英语教学提供可资借鉴的有效建议与方法"

此外!我们认为历时研究法和截面研究法也是研

究模糊限制语习得的重要方法" 历时研究法关注

的是学习者模糊限制语习得的过程!截面研究法

则聚焦不同水平学习者模糊限制语习得的差异!

两种研究法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学习者模糊

限制语习得的发展性特征"

"六$翻译学视角

模糊限制语具有复杂的语义特征和语用功

能!限制着话语意义与意图的表达与传递" 对翻

译而言!能否正确理解话语中的模糊限制语是决

定实际翻译效果的关键因素" 因此!模糊限制语

的翻译也是模糊限制语研究的重要内容"

国内探讨模糊限制语翻译的学术论文共有

#J 篇!包括 #N 篇期刊论文%$ 篇硕士学位论文"

这些论文主要探讨不同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英译

或汉译方法或策略" 程同春-!""!.探讨了科技

英语中模糊限制语的翻译方法!认为能直译时就

直译!不能直译时就意译或者直译意译两者结合

翻译" 于强福-!""F.分析了四大名著英译本中

模糊限制语的翻译策略!指出模糊限制语翻译须

遵循语用对等和最佳关联原则!最大限度地在译

文中再现源文模糊限制语的语用效果" 他认为译

者通常采用对等%增添%删减%变异等翻译手法!或

者同时使用几种翻译策略" 倪丹烈-!""G.认为

会话含意%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可以从不同角度

对模糊限制语翻译提供理论指导!在实际翻译中

可以分对等和非对等两种情况分析模糊限制语的

语用功能" 曹妮-!"#".总结了农业科技英语中

模糊限制语的汉译方法!包括对应词替代%变异%

增添%删减等" 张帆-!"##.研究汉语法律语篇中

模糊限制语的英译策略!认为模糊限制语翻译需

要根据背景知识%法律认知和语境推测立法者的

意图和命题的法律效果!提出了三个翻译策略)文

义翻译%语用充实和语境推论"

这些研究结合具体语篇探讨了模糊限制语翻

译的常用方法和策略!对模糊限制语的正确理解

与翻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但是!这些研究均采

用内省式研究方法!所作论证主要基于研究者个

人的理解与判断和少量典型例证!其结论不可避

免地带有主观性和片面性" 翻译学研究的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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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以语料库为基础!利用语料分析软件统计

和分析实际使用的语言材料!描述语言运用的规

律" 因此!运用语料库研究法更有利于系统科学

地描述模糊限制语翻译的规范和策略"

四%结语

以上我们从研究概况和研究视角两个方面对

国内三十年来模糊限制语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与

总结!并从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对比语言

学%二语习得%翻译学视角对主要研究成就进行了

系统评述" 多维视角研究使我们对模糊限制语这

种普遍存在却又复杂多变的语言现象有了更为全

面的认识和理解" 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目前

国内模糊限制语研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

方" 第一!研究不够深入与系统!创新性高质量研

究数量不多!重复性低水平研究严重泛滥" 这种

问题在模糊限制语的语用学研究和二语习得研究

方面尤为突出" 第二!研究视角过于集中!研究方

法较为单一" 从语用学%对比语言学和二语习得

角度进行的研究所占比例接近 G"e" 语用学视

角研究主要采用带有主观性和片面性的内省式研

究法!而对比语言学视角研究和二语习得视角研

究大多使用基于语料库的定量对比分析法" 利用

语料库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研究方法应该成为

今后模糊限制语研究的主流方法" 第三!现有研

究基本上都属于共时性研究!鲜有人调查模糊限

制语在同一体裁语篇中的历时性变化或者模糊限

制语习得的历时性发展特征" 对模糊限制语进行

历时性探讨是对共时性研究的有益补充!有助于

完善我们对该语言现象的认识" 第四!绝大多数

研究是描述性和阐释性的!应用性研究还比较少"

如何通过课堂教学增强和提高英语学习者模糊限

制语使用意识和运用能力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

应用性课题之一" 最后!英语模糊限制语是主要

研究对象!只有少量研究涉及汉语或者其他语言

中的模糊限制语" 模糊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之

一!几乎所有语言中都存在大量模糊限制语" 对

比分析不同语言中的模糊限制语在语义%语用等

方面的共性与差异!对语言教学和跨文化交际具

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 这些不足之处正是我们

今后努力的方向!衷心希望国内模糊限制语研究

不断深入!不断创新!取得更优秀的成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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