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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和探讨了主位推进模式对整个语篇发展的作用
,

分析了其在同类语篇中的运用
。

托福作文的

题型大同小异
,

都属于议论文这一体裁
,

即是同类语篇
。

托福作文的评分标准强调文章切题
、

结构完善
、

条理清楚
、

阐明主题和扩展思想的总体要求
。

通过对托福作文主位推进模式的分析
,

找出其共同特点
,

并运用于托福作文的

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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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位和述位

1
.

1 布拉格学派创始人 M at ha ai us 较早提出主位

(Th
e m e

)和述位 (Rh
e m e) 概念

。

他把表示话题的成

分称为主位
,

把其他部分称为述位
。

主位和述位共

同把小句组织成一个信息
。

L Z 以 H all 记ya 为代表的系统功能学派接受了

布拉格学派提出的这对术语
,

但在主位划分方面提

出了不同的看法
。

H all 记ya 认为主位这一概念大于

话题
,

因为它既包含话题
,

也可以包含不表示话题

的其它位于句首的成分
。

由此
,

H all di ya (19 85 ) 在

《系统功能语法导论》 一书中提出并区分了单项主

位
、

复项主位以及句项主位
。

单项主位中他又区分

了非标记性主位和标记性主位
。

复现主位可进一

步划分为语篇主位
、

人际主位和话题主位
。

2 英语主位的语篇功能

每一个句子都有自己的主位结构
。

人们在构

建语篇时
,

把许多有内在联系的句子连接在一起以

表示一个比较复杂的思想
。

这种联系表现为不断

地从主位到述位的过程
。

前后句子的主位和主位
,

述位和述位
,

主位和述位之间就会相互联系
,

照应
,

衔接和过渡
,

因而构成了主述位推进程序
。

这种推

进使得整个语篇逐步展开
,

直至形成一个能表达一

完整意义的整体
。

语言学家们通过对多种多样的语篇的认真仔

细的研究
,

总结出英语主位推进的四种基本模式
,

即平行型 (主位相同
,

述位不同 )
,

集中型 (主位不

同
,

述位相同 )
,

延续型 (前一句的述位或述位的一

部分成为后一句的主位 ) 和交叉型 (前一句的主位

是后一句的述位 )
。

主位推进模式研究的意义可表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即运用于单个语篇的分析
,

运

用于同类语篇的分析和运用于不同类型语篇的比

较分析
。

下面我们先分析一下托福作文的题型和评

分标准
,

看看其对语篇结构的要求
,

然后把主位推

进模式应用于托福作文的语篇分析中
。

3 托福作文的题型和评分标准

3
.

1 托福作文的题型

托福作文题目的形式基本上是固定的
,

要求考

生在半小时内完成一篇论述文
,

或是发表自己的观

点
,

或是评述某个观点
。

不管是发表观点还是评述

观点
,

托福作文总是要求考生阐述理由
,

说明自己

为什么支持某个观点或反对某个观点
,

为什么喜欢

这样做而不喜欢那样做
。

细分一下
,

托福作文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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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
主位推进模式对托福作文教学的启发

型分为三种
:

( )l 观点题
,

即题目本身便是一个观

点
,

要求考生对这一观点发表自己的看法
,

( 2) 选择

题
,

即题目给了两种情况
,

或两种观点
,

要考生做出

选择
,

阐述 自己愿意怎么做或支持哪种观点
, 。

( 3)

比较题
,

即题 目要求考生比较两件事情或两种观

点
,

并选择和阐述自己支持的观点
。

这三种题型实

质上大同小异
,

都是要求考生写论述文
,

要求考生

摆事实讲道理
,

只是出题目的方式不同而已
,

因此
,

我们认为托福作文的体裁是相同的
。

3
.

2 托福作文的评分标准

托福作文采用 6 分制评分
,

具体评分标准请参

见各种托福作文辅导书
。

托福作文考试非常强调

总体要求
,

而语言要求则比较宽松
,

即便 6 分等级

也允许出现个别错误
。

这些总体要求包括文章切

题
、

结构完善
、

条理清楚
、

阐明主题和扩展思想
。

4 从主位推进模式 . 托福作文语篇发展和修辞

4
.

1 从主位推进模式看托福作文语篇发展

一篇作文的结构完善和条理清楚是从语篇上

来讲的
,

由此可见
,

托福作文对语篇的要求很高
。

主位推进模式推动语篇的发展
。

下面本文作者就

从主位推进模式角度来分析托福作文范文的语篇

发展
。

通过此项分析
,

来看看范文是怎样达到结构

完善和条理清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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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读这篇范文后
,

第一步
,

我们可按前后顺序

把各句的主位排列起来
:

T l h va e y o u ev er TZ h va e y o u e

ver T 3

h va e y o u e ve r

T4 h va e y o u e ve r

TS i f yo u

T6 y o u r l ief 竹 in my po ini of

v iwe
,

1 T S ht e fi sr t er as on

钧 ou tdo or ac t i v it i e s T 10 as
a s t u d e nt

,

1 T l l

a ll ht i s w o kr T 12 w h e n 1 at k e
os m e o u dt oo r ac t i v it i e s

T 1 3 i t T 1 4 wh
e n 1 ma ur un ing i n b ri hgt us ns h ine in

ht e
aft

e

moon
T 1 5 o ut do or ac t ivi t i e s 江1 6 ht ey T 17

ht e es oc nd er as
o n

ofr my p or p e ns iyt of r
ou t doo r ac

-

t l V l t l e S

T 1 8 in s
po rt s T 19 na d

one 竹 0 na d o
ne n l

10飞 ur 耐
n g na d

mou
ni a in e l im bi n g

代 2 1 竹 3 1 T2 4 衅 lun g T2 5 哪 l e gs T2 6 I

T2 7 w h e n 1 s u印 as
s e d h im T2 8 I

.

n g 1 T3 0 ind oor ac t iv i t ie s

竹 1 ht e er 竹2

h o w e v er
,

I

从这 32 个主位
,

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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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路
:

他在这篇文章中要讲的内容与户外活动有

关
。

作者接连用四个
“

hav
eyo n

e

ve r
”

作为叙述的起

点
,

来询问阅读者的经历
。

接着转到作者本人的观

点
,

从而引出户外活动这个话题
。

然后
,

作者从两

个具体的方面给出原因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

这样

的论证一直到 ” 9
。

到 ” o ( i
n
do

o r a e t i v i t i e s
)

,

作者

转到相反的观点
,

但只是一笔带过
,

结尾以 T 32(

ho we
v
er, )l 再次表明自己的观点

。

同时
,

在这整篇

文章中
,

我们可以看到用
`

丫
,

作为主位或主位的一

部分的句子占很大的比例
。

这表明作者用亲身的

经历来表明自己坚定的态度
,

即更喜欢户外运动
。

接下来
,

我们来分析一下作者是如何把主位结

构向前推进的
。

通过对整篇文章进行主述位的语

义切分
,

我们得到的主位推进模式如下
:

T l 一 - 一 R I 几 (
= T I ) 一 一 一 R Z T3 ( = T I )

- 一 一 R 3 T4 ( 二 T l ) - 一 一
R4 T S ( = T l ) 一

一 一
R5

T 6 一 一 一 R 6
.

价 一 一 一 R 7 T S 一 一 一 R S

钓 ( 二 R7 ) 一 一 一 R g T 10 ( 二竹 ) 一
- 一

R 10

T l l ( 二 R 1 0 ) 一
- 一 R I 1 T 12 一 - 一 R 12 T 1 3

(R 12 ) 一 一 一 T 1 3 T 14 ( T 12 ) 一 一 一 R 14

T 1 5 一 一 一 R 15

T 1 6 ( 二 T 15 ) 一 一 一 R 16 ( 二 R 15 ) T 1 7 一 一 一 R 17

T 1 8 一 一 一 R 1 8 ( 二 R 17 ) T 1 9 一 - 一 R 1 9

( 二 R 17 )

竹 0 - - 一
R2 0 (

二 R 1 7 ) 代 1 ( = T 1 9 ) 一 一 一

ZR I (
二 R 17 ) T2 2 一 一 一

R2 2 竹 3 ( 二 T2 2 )
一 一 一 R 2 3

竹 4 (
二
竹 2 ) 一 一 一 R 2 4 竹5 ( = 代 2 ) 一 一 一

R2 5 竹6 ( 二竹2 ) 一 一 一
R2 6 孔 7 (

二
代 2 )

一 一 一 R 27

竹 8 ( = 代 2 )
- 一 一 R 2 8 代9 ( 二竹2 )

- 一 一

R2 9 T3 0 一 一 一 R 30 竹 1 一 一 一
R3 1 ( 二

R3 0 )

竹2 (
二
竹 2 )

- 一 一 R 3 2 (R9
+ R 17 )

在这篇文章中
,

使用得最多的模式是平行型

(占 4 7
.

9% )
,

其次是集中型 (占 24
.

4% )
。

特别值得

注意的是 R5 和 R7 分别与 R l
、
R Z

、

R 3
、

R4 之间的

关系
: R S 是从反面总结前四个述位的内容

,

R 7 是

从正面总结前四个述位的内容
,

也就是说前四个述

位是从各个方面分别阐述户外活动的经历
。

同时
,

RS 的反面否定也强调了 R7
,

即更喜欢户外活动
。

至此
,

作者结束了他的第一段落
,

明确表明了自己

的观点
。

再接着往下分析
,

我们发现 T8 和 T1 7 之间存

在一定程度上的同义关系
,

都是指出选择更喜欢户

外活动的原因
。

这些原因具体体现在 R9 和 R 17

中
。

然后
,

让我们来看看 R 32
,

即文章的结尾句
,

是

怎样与前文联系的? R 32 的内容是
`

,of
: ht ye et ac h

m e
ho w ot be

a s

加
n g m na

,

加 th i n h e al ht na d i n

s
Pi rit

” ,

R g 的内容是
“ c

na mi p o ve our
p h y s i司 h司 ht

笋
a

街
” ,

R1 7 的内容是
“
i。

hatt
ht ey 。

na b ul dl my
m ind 尹

. t ly
, , 。

这也就是说 R 32 总结了 R g 和 R 17

的内容
,

即总结了整篇文章
。

`

这样使整篇文章的结

构紧凑而完善
,

条理清楚
。

下面我们再来 比较和分析一下一篇得两分的

同一题目的考生作文
,

看看它的主位推进模式是怎

样的及其对整篇文章的得分的影响
。

文章如下
:

M y 叩 inoi
n 日扣 u t ht i s s

ubj ec t ( T I ) i。 hat
t i t

d e p e
nd

s i n ( on ) y o u r e h aar
e

etr (R l )
.

In hot er

w 。记 s ,

i f ” u

ear
a

(na )
e

yas
一即 i赐

o

Pti m i s u e
na d

li v e】y pe sr o n ,

胡 d yo u a p p践池 iat e t e a m w o走 (代 ) y uo

be
s * 场 t wo

u dl be ot e hoo s e o u td oo r a e ti v i t ie 。 (R2 )
.

B ut
,

if yo u

ear
a
Uq iet

,

面 dl a
nd g以记 at er

~
ing

叨 d ht ikn i此 (” )
,

ht e n i t w o ul d be 袱
s e ot (ofr ) yo u

ot e h oo s e in doo r ac ti v i ti e 。
(R3 )

.

稍作分析
,

我们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的几个主位

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关系 (竹 与竹 是对照关系 )
,

但几个述位之间
,

以及述位与主位之间都没有联

系
。

这样整篇文章就是由独立的几个观点构成
,

从

而没法清楚地阐明作者 自己的观点
,

也没法让其成

为一篇完整的论述自己观点的文章
。

同时
,

这篇文

章的作者也没有对几个述位 (R Z 和 R3 ) 进行详细

阐述和充分地扩展
,

从而没有进一步挖掘题材
。

这

样
,

整篇文章就显得贫乏
,

空洞
,

也就没有达到这个

题目的写作要求
。

4
.

2 从主位推进模式看托福作文修辞

由于托福作文对修辞 (包括段落统一
,

信服的

论点
,

主要思想
,

结尾和细节等 ) 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
,

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
。

我们来看着主位推

进模式是否有助于这方面的分析
。

本范文第一段以平行型的模式推动文章的发

展
,

最后一句对这段进行了总结
,

从而提出了整篇

文章的主要思想
。

主要思想的实现需要通过令人信

服的论点的论证
。

本范文第二和第三段分别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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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主位推进模式对托福作文教学的启发

” 和 T 17 来开启话题
,

即提供论点
,

来承上启下
。

在第二段中
,

作者综合运用了平行型和延续型两种

基本模式 (以平行型为主 )对竹 进行展开
。

同时通

过 R 15 和 R 16 对 R g 的进一步说明
,

把这一段紧密

地扣在一起
。

在第三段中
,

作者综合运用了集中型

和平行型两种基本模式对 T1 7 进行展开
。

同时通过

R 1 8
、
R 19

、
R 20

、
R Z I 对 R 17 的具体阐述

,

通过描写

竹 1 到 T2 9 这一同一主位的亲身经历
,

把 T1 7 和

R 17 所要展示的内容具体又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

在

结尾段
,

即第四段
,

作者通过 T3 0( i n doo r ac vti iti e 。
)

引人与钓 ( uo tdoo r ac ti vi ti e 。
)相反的话题

,

但对此并

没有详细的阐述
。

而且
,

通过 R 3I 和 R3 2 的对比
,

再一次表明作者在整篇文章中所要强调的内容
,

也

就表明了作者自己明确的观点
。

本文作者通过建

立和运用这种有规则的
、

有条理的主位推进模式
,

使整篇文章的修辞达到完善
,

使这篇文章让人信

服
。

5 托福作文主推进模式的特点及其在托福作文

教学中的运用

5
.

1 托福作文主推进模式的特点

通过分析新东方 OT E几作文题选编中的其它

49 篇范文的主位推进模式
,

我们发现其基本模式

是以平行型为主
,

辅之以集中型和延续型
。

平行型

中的主位基本上是题目中要选择论述的观点中的

主位
,

或是以第一人称
“

"I 作为主位
,

以表明作者 自

己明确的立场
。

集中型中的述位都是从各个具体

的方面对一段主题句中的述位进行详细阐述
。

延

续型中主述位的再现不断地让整篇文章前后呼应

起来
。

现在
,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托福作文中这样的

主推进模式对托福作文教学的指导作用
。

5
.

2 应用

5
.

2
.

1 我国学生在英语写作中最突出的问题

张在新等人的 《我 国英语写作教学中的问题 》

( 19 95 年 ) 一文中指出我国学生在英语写作中最

突出的问题是写作内容的贫乏
,

表现为主要思想和

细节技巧的运用不理想
。

内容挖掘是外语学生英

语写作中最大的难点
。

国外的研究人员发现
,

中国

学生和美国学生英语写作的过程极为相似
,

都经历

一个从挖掘题材 (
c er at ing or p er 而 ti ng )到形成写作

(s h叩 ing or wri ti ng ) 过渡到最后修改 (
c o m p l e吨 。

r e w ri ti ng )的过程
,

但是中国学生在挖掘题材方面更

需要下功夫
,

而且他们的写作还缺乏
“

题材聚焦
”

(加p i c al of uc
。
)

,

即作文布局太广
,

学生不善于运用

细节来扩充主题句
。

5
.

2
.

2 应用 托福作文的体裁是相同的这个特

点有利于教师指导学生如何进行托福作文的写

作
。

在托福作文中
,

平行型的主位推进模式可以让

读者清楚地看到整篇文章要讲的内容与什么有关
,

从而有利于作者开门见山地提出自己要选择的观

点
。

集中型的主位推进模式可以为主题句提供各方

面的细节描写
,

从而使文章内容具体
、

充实
,

达到
“

题材聚焦
”

(加 p i c目 of uc
。
)的效果

,

从而即可 以从宏

观上又可以从微观上解决我国学生在英语写作中

最突出的问题
。

因此
,

在托福作文教学的过程中
,

教

师要设计一些适当的练习
,

如让学生学习和练习写

适当的
,

即不能过于概括也不能过于具体的主题

句
。

然后
,

引导学生学习和运用集中型的主位推进

模式来扩展和充实主题句
。

总之
,

托福作文教学的着重点应该是整个篇章

结构
,

而不是具体的词汇和语法结构
。

同时
,

从上述

分析
,

我们可以看到全位推进模式对整个语篇发展

的作用
。

基于托福作文鲜明的主位推进模式的特

点
,

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指导学生认识并运用这个特

点
,

来构建结构完善和条理清楚的语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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