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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和跨学科方法的广泛应用，韩礼德(M. A. K.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以其

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内涵，为语言学领域带来了新的思考。然而，系统功能语言学与马克思主义观的结

合，以及这种结合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仍是一个待挖掘的领域。为加深语言学跨学科研究，

本研究深入分析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与马克思主义观的结合及其在语言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为语

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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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linguistic research and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s,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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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K. Halliday’s system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eory has brought new thinking to the field of lin-
guistics with its unique perspective and rich connotation. However, the combination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Marxist view, as well as the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combina-
tion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s still an area to be explored. In order to deepen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f linguistics, this study deeply analyzes the combination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Marxist view and its application in linguistic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which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linguistics research and a new research method and idea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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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跨学科方法的广泛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一种重要的语言学理论，

其理论框架和实际应用受到了广泛关注。特别是韩礼德(M. A. K.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以其

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内涵，为语言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然而，尽管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语言学界取得

了显著成就，但如何将这一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观相结合，进一步探索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

以及这种结合对于语言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贡献，仍是当前学术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的核心在于探讨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具体

而言，本研究将围绕以下四个核心问题展开：首先，分析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与马克思主义观如何结

合，挖掘两者之间的理论契合点；其次，探讨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在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具体应用，

揭示其方法论价值；再次，研究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对语言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启示，

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参考；最后，分析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如何回应现实

社会问题，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语言学视角的新思路。 
从理论层面来看，本研究将社会系统研究方法与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相结合，旨在打破传统语言

学研究的局限，为语言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这种结合有助于推动相关领域

的理论创新和发展，丰富语言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体系。 
从实践层面来看，本研究将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展示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在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中

的实际应用。这不仅能够为语言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论指导，还能够提升研究的

科学性和有效性，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实证支持。 
从社会层面来看，本研究关注现实社会问题，以语言学视角分析社会问题。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有助于提升社会对语言学研究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同时也能够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通

过揭示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本研究旨在促进语

言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推动相关领域的共同发展。 

2. 研究方法概述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旨在全面、深入地理解和分析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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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定义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以社会系统为研究对象，采用多种手段和技术，如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实验研

究和模拟研究等，来收集和分析数据，揭示社会系统的运作规律和内在机制。它强调将社会视为一个复

杂而动态的系统，通过系统的视角和方法来探究社会现象的本质、结构和功能，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科

学依据和方案。 

2.2.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重要原则 

研究社会系统的原则主要有整体性原则、结构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开放性原则。 
1) 整体性原则是指社会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其整体功能不等于各部分功能的简单相加。因此，在

研究社会系统时，要从整体出发，关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2) 结构性原则是指社会系统的结构是其内部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1] p. 87)。不同的结

构对应着不同的功能。在研究社会系统时，要重视对其结构的分析，揭示结构对功能的影响。 
3) 层次性原则是指社会系统具有层次性，不同层次的子系统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在研究社会系

统时，要注意分析各个层次子系统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4) 开放性原则是指社会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与外界环境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1] p. 

87)。在研究社会系统时，要关注其与外界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对社会系统的影响。 
总体而言，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是一种全面、深入理解和分析社会系统的有效工具，它强调整体性、

结构性、层次性和开放性等重要原则，有助于揭示社会系统的运作规律和内在机制。 

3. 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述 

本研究将简要介绍韩礼德及其创立并发展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定义和应用。 

3.1. 韩礼德简介 

韩礼德(M. A. K. Halliday，1925 年 4 月 13 日~2018 年 4 月 15 日)，是英国语言学家、世界两大主要

语言学派之一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世界语言学界的杰出代表和语言大师。他的语言学框架在当

代世界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界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2]。 

3.2. 系统功能语言学定义 

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是由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M. A. K. Halliday)创立并

发展的语言学理论。它关注语言的系统性、功能性和社会性([3] p. 103)，强调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更

是社会和文化的一种反映和构建者。系统功能语言学旨在描述和解释人类语言的共同特点和一般规律[4]，
以及语言在社会和文化中的功能。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实际使用中的语言，关注的问题是“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即人们

是怎样使用语言来进行社会交往中的各种活动的[5]。系统功能语言学包括“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

两部分。系统语法着重说明语言作为系统的内部底层关系，它是与意义相关联的可供人们不断选择的若

干子系统组成的系统网路(system network)。功能语法则说明语言是社会交往的工具。语言系统的形成是

人们在长期交往中为了实现各种不同的语义功能逐步形成的[6]。 

3.3.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起源与发展 

系统功能语言学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英国，主要受到伦敦学派的影响，特别是该学派的领军人

物弗斯(J. R. Firth)的学术思想。弗斯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和实践性，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功能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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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际。 
韩礼德在继承和发展弗斯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阶和范畴语法理论框架，并将这一理论模式

发展成系统语法。1968 年，他在系统语法中增加了功能部分[7]，形成了系统功能语言学。此后，韩礼德

不断完善和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语言学体系。Halliday 构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已有 60 余年的历史，经历了从句法理论、系统功能理论到社会意义学和适用语言学的发展阶段[8]。 
系统功能语言学自创立以来，在国际语言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为语言学研究提供

了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还为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和方法。目前，系统功能语言

学已被用于儿童语言发育、语言与社会、语域、语言教学、文体学、翻译与机译、计算机语言学等超学

科领域[9]。 

4. 马克思主义观及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本研究将从三个维度来阐释马克思主义观及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分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观在语言学领域的体现。 

4.1.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理论体系，它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强调物质决定

意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指出

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发展趋势。科学社会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

论，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 

4.2. 马克思主义观在语言学领域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观在语言学领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言的阶级性；历史唯

物主义视角下的语言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是社会的产物，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语言学研究应该关注语言与社会、

文化与历史的联系，揭示语言变迁的社会动因和历史背景。 
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认为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语言学研究应该关注不同阶级在

语言使用上的差异和斗争，以及语言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解释语言的发展，认为语言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性，以及语

言变革与社会变革的相互影响。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语言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观在语言学领域的体现与影响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有助于

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语言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5.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的契合点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与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结合，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本研究

将从系统的观点、层次性和范畴、语境与环境这三个维度两者的契合点。 

5.1. 系统的观点 

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言视为一种具有鲜明系统性的社会符号系统。语言作为系统拥有一般

系统的诸多特点，如语言系统由各种语言符号构成，并具有层级性；相同层级的符号形成聚合系统；系

统运作时语言符号呈线性排列，并遵守组合规则[10]。韩礼德指出语言系统承载着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7623


刘鑫 等 
 

 

DOI: 10.12677/ml.2024.127623 776 现代语言学 
 

语篇功能，这些功能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使得语言能够在社会交往中实现信息的传递、人际关系的构

建以及文本的连贯性。 
“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整体。”[11]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同样强调系统的整体

性、结构性和功能性。该方法论认为，社会是一个由多个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

这些子系统在社会大系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着各自的功能，并通过相互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共

同维持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从系统性的角度来看，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具有显著的共通性。两者都强

调研究对象(语言和社会)是一个由多个组成部分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系统，这些组成部分在系统中各自

承担着特定的功能，并通过相互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共同实现系统的整体功能。 

5.2. 层次性和范畴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同样重视系统的层次性和范畴，将社会系统分解为不同的层次和组成部分，并研

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 
韩礼德将语言系统分为多个层次[7]。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语言的层次性，他将语言结构分

为音系层、词汇语法层、语义层等，并强调了这些层次之间的映射关系和相互实现机制。音系字符层承

载着词汇语法层的信息，而词汇语法层则进一步实现语义层所表达的深层含义[3]。在这一框架下，这种

层次性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语言系统内部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也为我们理解语言的使用和功能提供了有力

的工具。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同样重视系统的层次性和范畴。该方法论认为，社会有机体是复杂的巨系统，它

由多个不同层次的组成部分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而成[12]。因此，在研究社会系统时，我们需要将其分解

为不同的层次和组成部分，并深入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这种层次性的分析方法不仅有助于

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也为我们提供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思路和方法。 
综上所述，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社会系统研究方法，两者均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

并将其分解为不同的层次和组成部分进行深入研究。 

5.3. 语境与环境 

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关注语言的使用和语境之间的关系，认为语境是一切话语的出发点[4]。
在此理论框架下，语言被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使用不仅受到语言结构本身的影响，更受到具体语境的

制约。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将系统与环境的互动视为研究的核心。该方法论认为，任何社会系统都是处于一

定的环境之中，并通过与环境的持续互动来实现其功能和目的。社会系统的运行、变化和发展，均受到

外部环境因素的深刻影响。因此，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强调在分析社会系统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其与环境

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动态平衡。 
综上所述，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在方法论上均体现出了对语境或环境的重

视。两者均认为，无论是语言的使用还是社会系统的运行，都离不开与环境的紧密互动和相互影响。这

种共通性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语言和社会的新视角，也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6. 系统功能语言学马克思主义观的现实意义 

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马克思主义观的现实意义可以从语言学研究方面、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和现实

社会问题方面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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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拓宽语言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 

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和功能性，将语言学研究从传统的结构分析拓展到社会、

文化和历史背景中。这启示语言学研究者应更加关注语言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以及语言在社会变

迁中的作用。 
除此之外，韩礼德的理论体系包括阶和范畴语法、系统功能语法等，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

工具和方法。这些方法有助于更深入地探讨语言的结构、功能和演变过程。 

6.2. 为社会科学提供新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范式 

韩礼德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引入语言学研究，形成了独特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这一框架

不仅适用于语言学领域，也为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促进了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这种跨

学科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6.3. 以语言学视角对现实社会问题进行关注与回应 

通过系统功能语言学分析，可以揭示语言使用中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如不同社会阶层在语言资源、

语言能力和语言机会上的差异。这有助于人们更加关注语言与社会不平等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其次，

韩礼德的理论体系关注语言在社会权力关系中的作用，可以揭示语言使用中的权力斗争和权力构建过程。

这有助于人们更加关注语言与权力关系问题，并思考如何平衡和制约权力关系中的不平等现象。 

7. 结语 

本研究通过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的视角，深入分析了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发

现，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的结合——拓宽了语言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提供了新

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以语言学视角进行分析和回应现实社会问题。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进一步探索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跨学科研究中的应用，

为语言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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