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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 “旅游热”兴起，导游讲解词的研究逐渐

受到关注，中 国 知 网 检 索 结 果 显 示，２０００年 前 研

究导游词的论文仅有８１篇，到２０１７年，发表量则

高达１３２６篇。根据中国知网 数 据 显 示，此 前 研 究

大都集中于导游讲解词的翻译、导游讲解技巧两个

方面，从理论语言学角度解构导游讲解词的研究较

少。从理论语言学角度探究导游讲解词的结构以及

其中的语言资源，对导游讲解词创作及实践有重要

意义。鉴于此，本文从功能语言学角度出发，利用

语类理论、态度理论及语料库数据统计的方法解构

导游讲解词，探究其中 “态度”资源的组篇功能。

二、态度资源

态度源自人的基本信念、需求与欲望，“态度”

一词在心理学上指个体对事件、人、情感或者观念

等特定对象所持有的稳定的心理倾向，这种倾向包

含着个体的主观评价以及行为倾向性，从认知上看

是价值观与道德观，从行为过程上看有群体归属心

理、个体 利 益 心 理 和 荣 誉 心 理。哲 学 角 度 称 之 为

“命题态度”，属于语言哲学的研究范畴，指说话人

对命题的认 知 方 式，包 括 “相 信 （Ｂｅｌｉｅｖｅ）、希 望

（Ｈｏｐｅ／Ｗｉｓｈ）、担 心 （Ｆｅａｒ）”等。随 着２０世 纪

末期语言 哲 学 发 生 的 “认 知 转 向”，说 话 人 意 向、

心理等因素备受关注，话语中的主观因素由幕后走

向前台，受到空前重视。以上研究虽角度各异，但

他们的研究对象同为语言中表达说话者观点的语言

资源。本研究倾向用 “态度”一词统称语篇中说话

者对人、对物的情感表达，即态度包 涵 情 感 （Ａｆ－
ｆｅｃｔ）、鉴 赏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和 判 断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三个次 系 统，并 具 有 来 源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和 级 差

（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

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 （ＳＦＬ）的观点，语篇是

意义潜势实例化的结果，同时又源源不断地丰富意

义潜势。语篇中态度资源亦是如此，同样与意义潜

势共轭相生。作为同一个语类的个体语篇，其产生

虽有即时性，但仍有共性，其中的态度资源跨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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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和时空，凝练出具有集体特征的意义资源，构成

此语类的态度意义潜势。本文将讨论作为语类的导

游讲解词中的态度意义潜势及其组篇机制。

三、态度潜势

导游词是导游人员引导游客观光游览时的讲解

词，是导游同游客交流思想、向游客传播文化知识

的工具，也是应用写作研究的文体之一，具有语类

的一般特征和属性，其结构一般包括欢迎和结尾时

使用的习惯用语、开始解说某个景区或景点时的概

括介绍、为突出某个特色做的重点讲解三个 部 分。

程微 （２０１０）指 出，导 游 讲 解 词 是 一 种 机 构 性 语

言，属语类的一种，其语类结构如图１所示［１］。根

据她的研究，导游词中情感和鉴赏两类态度资源占

据主导地位，态度韵律按照情感———鉴赏———情感

方式往返巡回。但她并未说明这两类态度资源具体

构建了怎样的态度意义潜势，这将是本节的重点所

在。

图１　导游讲解词的语类结构 （程微２０１０）

先根据导游讲解语类结构选取１０篇 完 整 的 导

游词建立一个微型语料库 （共计 约４８０００字），语

料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语料实录。即把导游带团

讲解全程录音并根据录音进行转写。二是网络上的

导游论坛。导游将他们带团过程中的讲解词置于网

络上以便交流学习的材料。三是书面导游讲 解 词。

这类语料虽不是直接的转录，但是大部分导游在讲

解前要对这类讲解词进行学习甚至背诵，这类语料

是前两种语料的基础。接着，根据导游讲解词的语

类及态 度 韵 律 结 构，将 其 分 为 三 个 部 分，分 别 是

“欢迎 词 语 料 （约８６００字）” “欢 送 词 语 料 （约

４２００字）”和 “讲 解 主 体 语 料 （约３５０００字）”，

前两个库中的态度以情感资源为主导，后一个以鉴

赏资源为主导，见例 （１）（２）（３）。

（１）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见到各位很高兴

［＋Ａｆｆｅｃｔ：ｐｒｏｃｅｓｓ］，首先我谨代表我们公司海南

＊＊旅行社对大家来到美丽的海南旅游表示最热烈

地欢 迎 ［＋Ａｆｆｅｃｔ：ｐｒｏｃｅｓｓ］！ 同 时，我 很 幸 运

［＋Ａｆｆｅｃｔ：ｐｒｏｃｅｓｓ］能 够 做 大 家 的 导 游 并 朝 夕 相

处五天。我姓 谢，大 家 可 以 叫 我 谢 导 或 小 谢。在

此，小 谢 要 提 前 向 大 家 说 声 谢 谢 ［＋Ａｆｆｅｃ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２）时间过得真快，我们的行程即将结束。我

衷心地感谢 ［＋Ａｆｆｅｃｔ：ｐｒｏｃｅｓｓ］每一位团友对我

工作的配合和支持。我们共同努力团结一心形成的

默契与和谐实属不易。旅游外出，开心和快乐 ［＋

Ａｆｆｅｃｔ：ｐｒｏｃｅｓｓ］是大家的收获……短短几天，我

想我们都是满载而归吧。今天大家登机分手后，我

们再见面的 机 会 也 许 很 难，不 过 我 特 别 希 望 ［＋

Ａｆｆｅｃｔ：ｐｒｏｃｅｓｓ］大 家 回 去 以 后 回 忆 ［＋Ａｆｆｅｃ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或与人分享自己的香格里拉之行的时候，

除了描述香格里拉的美丽与迷人，不要忘了补上一

句，在云南有一个导游小吴，那是我的好朋友！

（３）大家再看断桥后面那座山叫宝石山，海拔

７８米。这座山 主 要 由 火 成 岩 中 的 流 纹 和 凝 灰 岩 构

成，其中有 一 种 名 叫 碧 玉 的 “宝 石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
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嵌在紫灰石中，在阳光照射下

分外 耀 眼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这 就 是 宝

石山得名的由来。山上那座秀丽挺拔、高高耸立的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塔，名 保 俶 塔。保 俶

塔初建为 九 级 舍 利 塔，１９３３年 重 建。它 是 实 心 建

筑，塔身呈八棱 型，高４５．３米，上 下 匀 称，线 条

柔和优美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在湖上

诸塔中，保 俶 塔 的 造 型 最 为 俏 丽，体 态 最 为 窈 窕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最后，通过统计三个微型语料库，可以看到其

中态度资源的分布情况 （见表１）。

表１　导游讲解语篇中态度资源分布

表１显示导游讲解词中，鉴赏资源所占比重最

大，情感资源 次 之，判 断 资 源 最 少。在 情 感 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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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过程”情感资源所占比重最大；鉴赏资源中

“反应”资源所占比重最大，“价值”次之。过程的

情感资源主要是心理和行为过程，在导游讲解语篇

中，主 要 运 用 心 理 过 程 情 感 资 源。如，谢 谢、欢

迎、高兴、感 谢、原 谅、希 望、祝 愿、愉 快，等

等。根据导游心理学，导游的 “心理暗示”和 “心

理控他”对游客情绪有重要影响，从心理上使得游

客感同身受，引起共鸣，拉近导游与游客的心理距

离，是导游在讲解过 程 中 的 主 要 策 略。［２］因 此，导

游在讲解过程中往往大量使用心理过程情感资源以

调动游客情绪。反应类的鉴赏资源通常被用来描述

事物的吸引力或有趣程度，在讲解词中这类资源最

为丰富，其 目 的 是 引 起 游 客 注 意，达 到 心 理 上 共

鸣。价值类鉴赏资源则被导游用以表达景点的价值

所在，使游客感到物有所值，不虚此行。

通过观察语料发现，在导游讲解语篇中，积极

的态度资源占９２％ （９７８个），消极态 度 资 源 只 占

８％ （８５个），且 这 些 消 极 态 度 资 源 的 对 象 不 涉 及

景点或游客本身。由此可见，在导游讲解语篇中弥

散着积极态度资源，构成了积极的态度韵律。

观察语料的另一发现是态度资源 的 叠 加 现 象，

在导游词中，多个同类态度资源叠加是强化态度的

一种重要方式，如例 （４）。

（４）云台山 风 景 区 位 于 河 南 焦 作 市 修 武 县 境

内，北临山西，东接辉县，西与方山对峙，南临焦

辉公路，占地约５６平方公 里。这 里 峰 峦 叠 翠，雄

奇险秀；峭壁悬崖，鬼斧神工，奇石翠柏，遍布山

岩；潭泉密 布，溪 瀑 争 流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ｃ－
ｔｉｏｎ］，有大 小 名 峰３６座，天 然 溶 洞２０多 个。这

里一年四季美景如画：春日里来看冰消雪融，听溪

流淙淙，赏万木复苏，品万紫千红；夏日里来看漫

山葱郁，听飞瀑轰鸣，戏浪 花 飞 滚，尝 泉 水 甘 纯；

秋日里来看林尽染红似火，又恰似 “香山观红叶”，

饱山珍野味之口福，觅健身益寿之怀药；冬日里来

看冰剑玉挂，赏冰花玉柱，听踏雪叽叽，寻腊梅绽

放傲雪。云 台 山 风 景 之 美 兼 有 泰 岳 之 雄，华 岳 之

险，峨嵋之秀，黄山之奇，青城之幽。 ［＋Ａｐｐｒｅ－
ｃｉ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导游讲 解 词 中 的 态 度 潜 势———过 程 类 情 感 资

源、反应类鉴赏资源、价值类鉴赏资源以及积极态

度资源和态度叠加方式共同构成了导游讲解词特有

的意义生成库。本文将进一步探讨此意义潜势在组

篇过程中的作用和机制。

四、态度组篇

在韩礼德 （２００５）看来，人类所赖以生存的世

界可以简单概括为物质世界和意义世界两个领域，

其中物质世界由 我 们 周 围 的 物 质 （Ｍａｔｔｅｒ）构 成，

而意义世 界 是 包 括 了 社 会、文 化、意 识 形 态、宗

教、认知、心理等一切 非 物 质 的 存 在。［３］他 认 为 从

系统的角度出发，物理系统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属

于第一层较为简单，形成系统的是物质本身，实现

方式 也 是 物 质 的；生 物 系 统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属于第二层，相对较为复杂，它在物质的基础上融

入了生 命 的 成 分，不 再 单 是 物 质 本 身；社 会 系 统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位列 第 三 层，在 物 质 和 生 物 系 统

之上加入了社会地位和价值，因此更为复杂；最复

杂的莫过于意义系统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它是 位

于社会、生物、物理之上的第四层。人类语言处于

复杂的第四层，通过物质传播 （空 气、声 波）、产

生和接受的过程属于生物系统 （大脑、发声 器 官、

听觉器官），受社会结构和语境限制、由意义构成，

是一个完整的 意 义 系 统 或 称 之 为 意 义 潜 势。他 指

出，意义世界使人的经验得以完整和统一，意义和

语言本是共轭相生的关系。我们认为意义即是构成

语篇的关键。

韩礼德 （Ｍ．Ａ．Ｋ．Ｈａｌｌｉｄａｙ）和哈桑 （Ｈａｓａｎ）

认为，组篇 （Ｔｅｘｔｕｒｅ）一 词 被 用 来 指 构 成 语 篇 的

特性，是区别语篇及非语篇的关键，它具有使语篇

独立于周围环境成为一个整体的功能。［４］组 篇 资 源

自下而上可以 划 入 两 个 范 畴。结 构 范 畴 和 衔 接 范

畴。结构范畴指语法结构，如主述位结构、信息结

构；衔 接 范 畴 指 非 结 构 资 源，如 替 代、省 略、指

代、连接和词汇衔接。自上而下的组篇资源包括语

篇状 态 成 分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和 语 篇 过 渡 成 分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两类，前者为信息 本 身，后

者跨越 信 息。然 究 其 根 本，组 篇 仍 是 一 种 意 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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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张德禄认为，不仅在词汇语法层面存在衔接手

段，跨阶和跨层次衔接也是组 篇 的 重 要 手 段。［５］态

度意义对于组篇的作用不容忽视，态度资源的组篇

方式可以称之为态度组篇 （Ａｔｔ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Ｔｅｘｔｕｒｅ）。

在导游讲解语篇中，态度意义的弥散对其组篇

起着重要作用，大量的态度资源弥漫于语篇中，形

成特有 的 人 际 韵 律，统 一 了 语 篇 基 调 （Ｋｅｙ）。首

先，特殊的态度资源选择是导游讲解词组篇的主要

特征：心理过程情感资源、反应类和价值类鉴赏资

源统领语篇中态度类型，辐射整个语篇。其次，压

倒性数量的积极态度资源也带领语篇攀登和谐人际

韵律高峰。最后，同类态度资源叠加势必构成语篇

中态度意义重复和连贯。

以上是态度意义在组篇过程中的作用，我们认

为其内在机制是一种移情过程，即态度的正转移或

称阳性转移。在导游讲解语篇中，导游首先利用态

度资源渲染，将本身主观感情转移到所讲解景点之

上，携带丰富态度意义的景点感染了游客，从而调

动其主观情绪，实 现 导 游 态 度 和 游 客 态 度 的 一 体

化。这种统一的过程和传统态度形成过程类似，历

经响应、认同、自觉三个阶段。

响应阶段就是听众与讲演者的态度情感产生共

鸣，并从表面上改变自己的态度与观点，是态度发

生改变的初始阶段。该阶段包括来自旅游环境、导

游、游客等外界环境中综合因素的影响，听众只是

下意识地接受某些观念，内心并不完全认同，这恰

是态度形成的开始。在导游讲解的过程中，导游单

方面输出使游客被动接受，这种压力在游客内心形

成一种潜在反抗。随着讲解的推进以及景点游览的

深入，游客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同化阶段又叫认同阶

段，这个阶段比响应阶段进了一步，游客不再是被

动接受，而是在思想、情感和态度上主动地接受他

人影响，游客的 态 度 和 导 游 讲 解 员 的 态 度 逐 渐 接

近。但此时，思想共鸣还不稳定，态度随时可能改

变，游客自身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依然左右着自己的

态度，新老态度尚未完全融合。伴随着景点游览接

近尾声以及讲解结束，游客的态度进入最后一个阶

段即自觉阶段———他们将导游的态度与自己原有的

态度结合起来，构成统一态度体系。到此阶段，游

客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把导游讲解员阐述的观

点、情感真正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 中，内 化 于 心，

并形成自己对旅游景点自觉的认同，感受到游览的

价值所在 （如图２）。

图２　导游讲解语篇中态度统一机制

五、结语

本文通过构建微型语料库的方法，分析了导游

讲解词中态度资源的分布，从态度意义潜势出发揭

示态度的组篇作用和内在机制。通过分析发现：首

先，在导游讲解词中，态度资源分布独具特性，心

理过程类情感资源、反应类鉴赏资源和价值类鉴赏

资源前景化，其他态度资源背景化；其次，积极态

度资源突显；最后，态度资源的叠加对加强态度意

义和形成态度韵律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对态度组篇功能的研究是对功能语言学中

人际意义研究的补充和发展，具有一定理论 价 值，

对于导游词撰写及导游讲解也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但由于篇幅和时间所限，并未建立参照库和微型语

料比照，因此研究内容深度有限，有待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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