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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修辞学结构论是一种专门研究语篇描写的理论，以篇章结构为研究重点，致力于通过分析语篇结构阐述

作者的交际意图在语篇中是如何实现的。通过观察修辞结构关系的类别与分布状况，能够了解语篇的核

心思想、连贯特性以及写作特色等基础信息。本文将采用修辞结构理论的描述框架对Peter Bichsel的短

篇小说Die Tochter的语篇结构进行描述和解释，思考修辞结构理论对于该小说的语篇结构分析能力。根

据分析，修辞结构理论可以分析出结构段的中心思想，但是无法把握整篇小说的主旨；修辞结构较多且

连接十分紧密，连贯性较强；作者多用背景关系和解释关系进行叙述，先交代背景，再塑造人物，风格

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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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 (RST) i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theories dedicated to describing natu-
ral discourse. It emphasizes the structure of texts and aims to elucidate how authors’ communica-
tive intentions are realized through textual analysis. By examining the types and distribution of 
rhetorical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one can gain insights into the central idea, coherence features,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other fundamental aspects of a text. This paper employs the descriptive 
framework of 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 to describe and explain the text structure of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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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chsel’s short story Die Tochter and reflects on the efficacy of RST in analyzing the textual structure 
of novels.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RST can effectively dissect the central idea of individual struc-
tural paragraphs but struggles to encapsulate the overarching theme of the entire novel. Further-
more, the rhetorical structures are numerous and tightly interconnected, contributing to a strong 
sense of coherence. The author frequently utilizes background and explanation relationships in the 
narration, first establishing the context and then developing the characters, resulting in a nuanced 
and refined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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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修辞结构理论是美国学者曼(Mann)和汤普森(Thompson)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这一理论框架基

于系统功能语言学，专注于篇章的构建与分析。其核心观点是从功能的角度探讨人际交往中各要素的内

在联系。该理论的主要目的是揭示语篇成为有效且易于理解的交流工具的功能特性及其结构构成。同时，

篇章的整体性与逻辑的连贯性是修辞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内容之一[1]。 
修辞结构理论是从语篇结构的角度来研究语篇的产生与描述的，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2]： 
(1) 该理论指出，篇章中的各小句并非随意组合，而是通过多种语义关系，即修辞结构关系，彼此连

接。篇章由功能明确的单元构成，这些单元之间存在修辞结构关系。小的功能单元按照特定模式组合成

较大的单元，最终形成完整的篇章。从整体结构来看，篇章中的功能单元呈现层级结构，较小的部分构

成较大的部分，层层递进，形成相互关联的体系。因此，篇章的构造是层级化的，而非线性排列的。 
(2) 一段话能够成为篇章，是因为其各个组成部分具有明确的组织功能，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围绕一个

共同主题展开。所有部分都服务于篇章创作者的交际目的，彼此之间保持连贯与统一，共同构成一个完

整的交际功能整体。连贯性和整体性是篇章的关键特征，它们源自篇章内部的功能联系。 
(3) 修辞结构理论区分了三种篇章结构：类型结构(由篇章的体裁或类型特征决定的相对固定的结构)、

句法结构和关系结构。多句篇章通常以关系结构为主，虽然理论上其种类是无限的，但常见的类型有 20
种左右。这些关系常具有不对称性，在每个结构关系中，一方占据更为中心的地位，称为核心功能句

(nucleus clause)，而另一方则处于外围，称为卫星句(satellite clause)。在篇章中，一些句子起着核心作用，

而其他句子则充当辅助或边缘性功能。 
篇章结构关系指的是其深层的功能性联系，而不仅仅是表面形式。修辞结构理论的重点在于分析篇

章创作者的核心思想、交际目标以及交流情境。该理论揭示了创作者在构建篇章时所选择的关系结构及

其相应的表现形式。换言之，从交际角度来看，篇章结构的本质是修辞性的。因此，正是基于这一理解，

这一理论被命名为修辞结构理论[3]。 
总的来说，修辞结构理论是一种比较系统和实用的语篇理论，它从功能、层次、关系三个方面论述

了语篇结构与语义的关系。它强调了句子在语篇中所起的作用和作用单位间的修辞性，适合于对语篇进

行语义组成的分析。 
Mann 和 Thompson 在英语语篇中确定了多种常用的修辞结构，并且为分析者在分析修辞结构时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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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确的评判准则。为了定义这种关系，他们采用了一组专门的术语来描述文章中的结构关系：首先，

文章中的“结构段”是指在语篇中起到一定作用的、有一定修辞效果的段落。按其功能的中心或次要部

分，可分为“核心结构段”和“辅助结构段”。其次，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分析人员可以选取不同的

篇章单位，也就是所谓的“篇位”。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关系概念：一是限定条件，也就

是“核心结构段”与“辅助结构段”的约束条件及其组合时的约束条件。二是影响，也就是作者在运用

某种关系时，希望获得的结果，以及这种影响的范围和轨迹。最后，修辞结构理论认为，篇章结构是由

一系列层级关系的结构段构成的，而这些段落之间的联系是由篇章分析者结合关系定义和语境综合判

断的[2]。 

2. 文献综述 

修辞理论作为一种具有显著应用与传播价值的符号体系，其兴起时间相对较晚，在 20 世纪之前，修

辞理论及其相关分支在英语国家的修辞学领域中鲜有提及[4]。1986 年，Mann 和 Thompson 在第三届国

际篇章生成研讨会上发布了 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 Descrip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ext Structure 一文

[5]，提出了修辞结构理论(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简称 RST)，初步介绍了这一理论框架，描述了自

然篇章的组织方式。第二年，他们在南加州大学信息科学研究所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了 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 A Theory of Text Organization，对 RST 理论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述[2]。 

修辞结构理论最初的设计目的是为具备一定创作篇章能力的计算机程序提供理论支持[6]。在此之后，

随着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这一理论在我国学者的引介下，逐渐被应用到多个领域。自提出以来，RST 理

论一直受到篇章分析研究者的关注，但直到 21 世纪后，它才开始在篇章分析中得到大规模的应用。 
在语篇分析中，由分析人员根据功能准则并结合具体文本对关系类型进行判断。在 RST 理论中，关

系集不是闭合的，它可以根据具体的语篇加以补充。因此，不同种类的文本，其关系集合所包含的关系

数目是不一样的。王伟介绍了 RST 理论的 23 种关系结构，其中常见的关系有环境关系、解答关系、阐

述关系、背景关系、使能关系、动机关系、证据关系、证明关系、意愿性与能动性关系(包括意愿性、能

动性以及非意愿性的能动关系)、愿意性结果关系、非意愿性结果关系、目的关系、对照关系、让步关系、

条件关系、析取关系、解释关系、评价关系、重述关系、综述关系、序列关系、对比关系[3]。 
从语篇分析的角度来看，语篇中的语篇单元并非是随意堆叠而成的。这些词之间有各种不同的语义

关系。从逻辑推理的角度来看，篇章的结构关系与其说是形式上的，不如说是功能上的。董敏认为，修

辞结构理论聚焦于功能层面，对文本中句子、小句以及更大语言单元之间的相互关联展开分析，其核心

在于揭示那些隐蔽且可推导的语义修辞联系，而不是直接依赖于显著的词汇或语法标记[7]。 
在研究内容上，学者们已经对 RST 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地阐述。从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期，许多

学者就 RST 的核心要点、突出特点、修辞结构关系的分类和标注方式等问题展开了探讨。然而，当前研

究存在一个共同特征，即大部分研究把目光聚焦于某一种篇章类型上，所构建的关系模型也仅针对特定

的文本类型。所以，一旦文本类型发生变化，之前构建的关系集就难以继续适用。 

3. 对 Die Tochter 的修辞结构分析 

Peter Bichsel 彼得·比克瑟尔是一位瑞士德语作家，以他的短篇小说和专栏文章闻名于世。与同时代

许多作家聚焦战后主题不同，比克瑟尔的作品更多地探讨了普通人之间存在的隔阂，短篇小说《女儿》

是瑞士作家彼得·比克塞尔于 1964 年创作的。这部作品讲述了一对已婚夫妇每天等待女儿和她一起吃晚

饭的故事，因为他们的女儿现在在城里工作，很晚才回家。他们花了一个小时等待他们回顾过去并思考

未来。他们还考虑，如果他们的女儿莫妮卡搬出并永久居住在城市，他们的生活条件会是什么样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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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易于理解的方式描述了现实情况，也展现了代际冲突。 
对语篇进行修辞结构分析的第一步就是对语篇切割，形成篇位。曼与桑普森是以小句当作基本篇位。

但需要注意的是，从句都是主句的一部分，因为从句并不能作为独立的篇位来分析。篇位可以根据需要

而变化，在更大的篇章中，使用更大的篇位切分会对于分析整个篇章的结构有更大的帮助。这篇文章的

篇位被划分成以下部分： 
篇位 1：晚上他们在等莫妮卡。 
篇位 2：她在城里工作，那里交通不便。 
篇位 3：他们，也就是他和他的妻子，坐在桌旁，等着莫妮卡。 
篇位 4：自从莫妮卡在城里工作以来，他们总是要到七点半才吃饭。 
篇位 5：以前他们会早一个小时吃饭。 
篇位 6：现在他们每天在摆好的餐桌前等一个小时，在各自的位置上，父亲在楼上，母亲坐在靠近厨

房门的椅子上，他们在莫妮卡的空位子前等待。 
篇位 7：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也在冒着热气的咖啡、黄油、面包和果酱前等待。 
篇位 8：她比小时候得她更高了，小时候的她一头金发，皮肤像玛丽亚阿姨那样细腻。 
篇位 9：“她一直是个可爱的孩子，”母亲在等待时说道。 
篇位 10：在她的房间里有一台唱片机，她经常从城里带回唱片，并且知道唱片上是谁在唱歌。 
篇位 11：她还有一面镜子，一些不同的瓶瓶罐罐，一张摩洛哥皮制的小凳子，一盒香烟。 
篇位 12：父亲也从一个女职员那里拿到了他的工资袋。 
篇位 13：他看到了架子上许多印章，赞叹着计算器发出的柔和声音和那位小姐的漂白金发，每当他

道谢时，她都会友好地说一句“不客气”。 
篇位 14：中午时，莫妮卡呆在城里，她在一个茶室里吃了点东西，就像她说的那样。 
篇位 15：她那时是一个在茶室里微笑着抽烟的小姐。 
篇位 16：他们常常问她在城里、在办公室里做了些什么。 
篇位 17：然而，她什么也说不出来。 
篇位 18：然后他们至少试着想象她是怎样漫不经心地在火车上打开她的红色票夹并展示订票卡，怎

样沿着月台走，怎样在去办公室的路上与朋友们愉快地交谈，怎样微笑着回应一位先生的问候。 
篇位 19：然后他们想象过几次她在这一小时里是怎样回家，手臂下夹着包和一本时尚杂志，身上带

着香水；想象她怎样坐到她的位置上，然后大家一起吃饭。 
篇位 20：不久后她将会在城里租一个房间。 
篇位 21：他们知道，之后他们又会在六点半吃饭，父亲下班后会继续看报纸，再也没有带唱片机的

房间，也不再有等待的时光了。 
篇位 22：柜子上放着一只蓝色瑞典玻璃花瓶，一只来自城里的花瓶，一件来自时尚杂志的礼物建议。 
篇位 23：“她就像你的妹妹，”妻子说，“她把你妹妹的一切都继承了。你还记得你妹妹唱歌有多

好听吗？” 
篇位 24：“其他女孩也抽烟。”母亲说。 
篇位 25：“是的，”他说，“我也说过这点。” 
篇位 26：“她的朋友最近结婚了。”母亲说。 
篇位 27：她也会结婚的，他想，她会住在城里。 
篇位 28：不久前他请求莫妮卡：“说点法语吧。”——“是的，”母亲又重复道，“说点法语吧。” 
篇位 29：然而，她什么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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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位 30：她也能速记，他现在想。 
篇位 31：“对我们来说那太难了。”他们常常对彼此说。 
篇位 32：然后母亲把咖啡端上了桌子。 
篇位 33：“我听到火车声了。”她说。 
(1) 背景关系 
该篇章的核心是篇位 1~6，交代了故事背景，与其他篇位是背景关系。因为女儿在市里工作，交通不

方便，所以父母原本六点半的晚饭时间为了等待女儿推迟了一个小时。故事由此展开，后面的内容交代

了父母在等待的一小时里的回忆、畅想和对话。 
(2) 目的关系 
篇位 1、2、3 和篇位 4 之间是目的关系，在这两个结构段中，篇位 4 是核心结构段，篇位 1、2、3 是

辅助结构段。延迟一小时吃晚饭的目的是等着莫妮卡回家一起吃。 
(3) 证据关系 
篇位 8 和篇位 9 之间是证据关系，妈妈夸她一直是一个可爱的孩子，于是先描述了莫妮卡的身高、

发色、皮肤，是妈妈这样夸赞的证据。在这两个结构段中，篇位 9 是核心结构段，篇位 8 是辅助结构段，

为核心结构段提供证据支持，增加妈妈的话的可信度。 
(4) 解释关系 
篇位 12、13 对于篇位 14、15 是解释关系，因为有爸爸与女职员的接触经验，于是有了对莫妮卡也

是性格温柔的女职员的职业猜测。在这两个结构段中，篇位 14、15 是核心结构段，篇位 12、13 是辅助

结构段，为核心结构段提供父母这样猜测的原因。 
篇位 16、17 和篇位 18、19 之间是解释关系。父母想了解女儿的工作和生活，女儿却不知道该说些

什么。于是得不到答复的父母只能依靠自己的想象来描绘女儿每天是如何度过的，怎么回家的，以及坐

在餐桌上和他们一起吃饭的画面。在这两个结构段中，篇位 18、19 是核心结构段，篇位 16、17 是辅助

结构段，为核心结构段提供父母想象女儿生活画面的解释。 
(5) 序列关系 
篇位 10 和 11，篇位 22-31 之间是序列关系。在这些结构段中，篇位之间都是并列的且有顺序的。序

列关系是所有结构关系中唯一对结构段的顺序有要求的关系。 
(6) 条件关系 
篇位 20 和 21 之间是条件关系。不久后女儿就要搬出去在市里住了，那么父母就不会再推迟一个小

时的晚饭时间，父亲工作结束后会读报纸，房间里也不再有莫妮卡的留声机的声音。在这两个结构段中，

篇位 21 是核心结构段，篇位 20 是辅助结构段，是实现篇位 21 的条件。 
(7) 证明关系 
篇位 23 和篇位 10 之间是证明关系，其中核心结构段是篇位 23，辅助结构段是篇位 10。篇位 10 告

诉我们为什么会提出篇位 23，旨在向我们证明作者提出核心结构段的依据。篇位 23 妈妈讲到女儿唱歌

像阿姨唱歌一样好听，篇位 10 叙述女儿有唱片机，喜欢买唱片，对音乐很了解，为妈妈对女儿的夸赞提

供依据。 
(8) 对比关系 
篇位 26 和篇位 27 之间是对比关系，把莫妮卡的朋友与莫妮卡进行对比。虽然莫妮卡现在还没有结

婚，但是总有一天她也会和她的朋友一样结婚，不和父母住在一起。 
(9) 对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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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位 28、29 与篇位 16、17 是对照关系，篇位 28、29 与前文 16、17 形成对照，描述了父母想了解

女儿时，女儿总是无话可说的情景。表达了女儿和父母之间的代际冲突。 
综上，该短片小说以句子切分共包含 33 个篇位，共涉及 9 种修辞结构关系，累计使用修辞关系 10

次。根据分析结果，作者使用的修辞结构关系包括背景、解释、证明、证据、目的、解释、序列、对比、

对照。这篇文章是一篇短篇小说，因此语句之间较多使用背景和解释关系，用来交代故事背景、解释人

物行为的原因。 
语篇连贯的概念着重强调分级性、连接性、整体性以及功能性。其主要由以下三方面确定：首先，

语篇内部各组成部分在意义上应相互关联，形成衔接，即便这种衔接在形式上不一定需要明确的内部机

制；其次，这些衔接部分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语义网络，形成整体的语义框架；最后，语篇要与特定的

情景语境相契合，在其中发挥出恰当的功能[8]。在小说里，绝大多数句子之间或者结构段之间往往存在

着某种修辞关系，语篇中的句子以及各部分之间是彼此连接的。这样的语篇在修辞结构与意义方面会构

成一个整体，前后保持一致，彼此相互呼应，并且结构段之间有着较多的修辞结构关系，其连贯性也比

较强。 
此外，这篇短篇小说的篇章中没有明显的中心句，文章表达的中心思想需要读者自己从文章中进行

归纳和总结。并且文中看似描述了许多无关紧要的对话和描写，但是实际上都可以和上下文的背景知识

进行联系，进行修辞结构分析。 

4. 结论 

从对 Die Tochter 的修辞结构解释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小说开篇交代故事背景，然后通过解释关系

和对照关系展现父母与子女间的代际冲突，再用条件关系、解释关系、目的关系等表现父母对女儿的爱

意。开篇的故事背景可以让读者期待下文。解释结构引出了父母对女儿生活和工作的想象，使各个人物

的形象得到丰满，满足读者的期待。通过父母之间对话的序列关系，让读者看出父母对于女儿的爱子之

心，即使女儿和他们已经毫无共同话题。结尾的火车声音暗喻女儿即将到家，父母两人今天的等待到此

结束。 
本文采用 RST 理论对一篇短篇小说进行了分析。在分析中，始终以目的、效果等要素为中心，说明

这些效果是如何通过语篇得以实现的。尽管 RST 作为一种持续演进中的理论框架，在分析文本内部逻辑

与结构关联方面展现出一定价值，但本次分析实践也揭示了 RST 在分析小说文本时的局限性。首先，RST
的局限在于其分析维度的局限性。小说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学体裁，其意义往往植根于广泛的创作背景、

时代背景乃至作者的个人经历之中。然而，RST 主要聚焦于文本内部的逻辑与结构关系，难以跨越这一

界限，将文本的深层含义与外在的创作语境有效联结。这意味着，小说中某些蕴含深厚情感与历史沉淀

的表达，可能因 RST 理论框架的限制而无法得到充分解读，从而削弱了分析的全面性和深度。其次，RST
在界定不同结构关系时的模糊性也是一个显著问题。理论内部各类结构关系的划分不够清晰明确，这不

仅增加了分析过程中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也使得作者在归类和解释文本现象时面临挑战。这种模糊性

限制了 RST 在提供精确、一致的分析框架方面的能力，影响了其作为分析工具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针对上述局限性，深入反思其原因，部分在于 RST 理论本身的设计初衷更侧重于非叙事性文本的分

析，而对于小说这类富含复杂情节、人物心理及文化背景的作品，其适用性有待拓展和优化。在今后 RST
理论的应用中，我们可以做到如下改进：一是结合其他文学理论和方法，如历史–文化批评、心理分析

等，以多维度视角丰富 RST 的分析框架；二是发展 RST 在小说分析中的具体应用策略，比如通过引入更

多关于小说结构、主题及叙事技巧的细化分类，来增强其对小说深层含义的捕捉能力。通过这些努力，

可以期待 RST 理论在未来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小说等复杂文学作品的深度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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