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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运用三个平面理论尝试解析习总书记关于语言功能的重要论断“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

传承文明的载体、增进理解的桥梁”，通过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的剖析，揭示该重要论断不但表达了语言

在社会交往中的基本作用，而且反映了领导人对于语言功能及其文化价值的精辟见解。研究结果显示，总书记关

于语言功能的重要论断不仅是对语言的思维、社会、国家功能的高度概括，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语言的国际功

能，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领导人的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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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using the Three-Dimensional (Syntactic, Semantic, and Pragmatic) Theory, 
General Secretary Xi's significant proposition regarding language functions: "Language is a tool for human communication 
of thoughts, a carrier for the inheritance of civilizations, and a bridge for enhanc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Through a three-
dimensional analysis encompassing syntax,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it reveals that this important proposition not only 
expresses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langu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 but also reflects the leaders' profound insights into language 
functions and their cultural valu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General Secretary Xi's significant proposition on language 
functions not only encapsulates the cognitive, social, and national functions of language at a high level but, more importantly, 
it unveils the international function of language and embodies the international vision of leaders under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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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传承文明的载体、

增进理解的桥梁。”2024 年 11 月 15 日，习总书记向

2024 世界中文大会致贺信并祝贺孔子学院成立 20 周

年，寄语世界中文大会“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1]。贺信中关于语言功能的重要

论断“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传承文明的载体、

增进理解的桥梁”十分精辟。 
世界中文大会前身是孔子学院大会，2023 年开始

以“世界中文大会”的名称举办[2]。在全球化日益深

化的今天，语言作为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沟通的重要

桥梁，其地位愈发显得举足轻重。总书记“语言是人

类交流思想的工具、传承文明的载体、增进理解的桥

梁”的重要论断，不仅是对语言功能的一般性描述，

更深层次体现了领导人对于语言重要性的深远思考。

总书记关于语言功能的重要论断内涵深刻，不仅涵盖

了语言的信息传递、文化传播等基本属性，同时也昭

示了语言在促进国际间相互理解和合作方面的潜在

力量。 
三个平面语法理论是现代语言学中的重要理论

框架，由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构成，为全面分

析语言现象提供了多维视角。[3]运用三个平面理论解

析“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传承文明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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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理解的桥梁”这一重要论断，深入剖析该句子的

语法特征、语义内涵和语用功能，可帮助人们更好地

理解语言的多重功能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进而准确把握总书记语言功能重要论断的精神实质。 
1 句法分析 
在句法平面，我们主要分析句子的结构、成分和

组合关系。 

“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传承文明的载体、

增进理解的桥梁”是一个单句。首先对句子进行层次

分析。从句法结构上来看，该句第一层为主谓结构，

主语是“语言”，句子的其余部分为谓语，谓语部分

继续划分为动宾结构，动词为“是”，其余为宾语。

接下来对第二层的宾语部分进一步划分，就可能出现

不同的观点。下面就不同的划分展开分析： 

 
 
两种划分方法都将句子划分为六层。 
第一种方法将该句宾语部分分为三个并列的定中

结构，分别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传承文明的载

体”“增进理解的桥梁”，第一个并列成分的定语为“人

类交流思想”，中心语为“工具”，第二个并列成分的

定语为“传承文明”，中心语为“载体”，第三个并列

成分的定语为“增进理解”，中心语为“桥梁”。继续

划分下一层，第一个并列成分的定语部分由主谓短语

构成，主语为“人类”，谓语是“交流思想”，其余两

个并列成分的定语部分分别由动宾短语“传承文明”

“增进理解”构成，动语为“传承”“增进”，宾语为

“文明”“理解”。最后一层将上一层主谓短语“人类

交流思想”的谓语部分“交流思想”划分为动宾短语。 
第二种方法认为该句宾语部分整体为定中短语，

首先应切分出一个大定语“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

“传承文明的载体”“增进理解的桥梁”为三个并列的

中心语；中心语部分继续往下分析为三个并列的定中

短语，定语为“交流思想”“传承文明”“增进理解”，

中心语为“工具”“载体”“桥梁”；三个定语继续分

析为动宾短语，动语为“交流”“传承”“增进”，宾

语为“思想”“文明”“理解”，至此划分完毕。 
显而易见，第二种划分方法更加合理。相比于第一

种方法，第二种划分方法使句子语义更加连贯，它将

“人类”作为整个宾语部分的大定语，强调了“人类”

对后面所有并列成分的修饰作用，更符合句子的整体

意义。这样，从语义上也更能体现“人类”在句子中的

核心地位，保持了句子意义的完整性，避免了第一种方

法中可能导致的语义割裂问题，逻辑严谨，能够更准确

地反映句子的语法结构和语义关系。基于第二种划分

方法，该句在句子类型上属于陈述句，用于表达一个判

断或命题。从句式上看是一个简单句，但由于包含三个

并列成分，使得句子在语义上具有复合性。这种并列结

构的使用，不仅增强了句子的节奏感，也突出了语言的

多重功能。从句子成分来看，主语“语言”是一个名词，

作为句子的主题和陈述对象。“是”起到连接主语和表

语的作用，表明主语的身份或属性。后面三个并列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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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短语每个都包含一个偏正结构，其中“工具”、“载

体”和“桥梁”是中心词，前面的修饰语分别说明了语

言的不同功能。 
2 语义分析 
在语义平面，我们主要探讨句子的意义、语义关系

和语义特征。 
句子“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传承文明的载

体、增进理解的桥梁”以“语言”为主语，强调了语言

在人类社会中的核心作用，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

是文明传承和理解的桥梁。“人类”作为定语，修饰了

“交流思想”“传承文明”“增进理解”三个并列成分，

凸显了语言的作用范围是全球性的，而非局限于某一

群体或文化。这种表达体现了语言的普遍性和共通性，

强调了语言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超越了地域、民族

和文化的界限，是全人类共同文明的基石。 
首先，“交流思想的工具”这一表述，将语言比作

工具，强调了语言在人际交流中的重要作用。这里的

“工具”一词具有[+具体]、[+功能性]的语义特征，暗

示语言如同工具一样，是人类实现交流目的的手段和

媒介。其次，“传承文明的载体”这一表述，将语言比

作载体，突出了语言在文化传承中的关键作用。“载体”

一词具有[+承载性]、[+传递性]的语义特征，表明语言

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文化、知识和历史传承的重要

媒介。最后，“增进理解的桥梁”这一表述，将语言比

作桥梁，强调了语言在促进相互理解、消除隔阂方面的

作用。“桥梁”一词具有[+连接性]、[+沟通性]的语义

特征，暗示语言能够跨越差异，连接不同个体和群体。

这三个隐喻共同构成了对语言功能的全面阐释，“交流

思想的工具”即语言最基本的功能是交流，它使人类能

够传递信息、表达思想；“传承文明的载体”即语言不

仅是当下的交流工具，还是历史与文明的承载者，通过

语言，人类的知识、文化和智慧得以代代相传；“增进

理解的桥梁”即语言的最高功能是促进理解与沟通，它

能够消除隔阂，连接不同的文化和群体，推动人类社会

的和谐与进步。这个表达既突出了语言的具体作用，又

强调了其深远的社会意义。通过这种并列式的隐喻表

达，句子不仅传达了丰富的信息，也增强了表达的生动

性和说服力。 
该句属于动核结构，其中核心动词“是”连接了主

体“语言”与其多种属性。按照语义成分分类，这里涉

及到了施事（即语言本身）、动作（即表达出来的性质）

以及受事（即各种功能）。“语言”作为施事执行了“是”

的动作，进而产生了“工具”“载体”和“桥梁”这三

个受事。这样的结构有助于清晰地展示语言的不同面

向，使读者能够快速把握住句子的核心意思。此外，还

可以进一步区分出内围成分和外围成分。  Leonard 
Talmy（2000）在运动事件理论中区分了句子中的内围

成分和外围成分，内围成分指运动事件中必不可少的

核心要素，包括主题、背景、运动、路径；外围成分指

运动事件中补充性的附加信息，包括方式、原因。[4]在

这句话中，“语言”无疑是内围成分，因为它直接参与

了主要的动作过程。而其他词汇如“交流思想”“传承

文明”“增进理解”则是外围成分，它们补充说明了语

言的具体功能。通过这种方式，语义结构得以更加丰富

和完善，既保持了简洁明了的特点，又增加了信息量，

使得句子的内容更为充实。 
另外，该句在语义指向上非常明确，所有功能都指

向“语言”。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学术讨论中，人

们总是围绕着语言展开对话或写作，而这正是由于语言

具备上述三种关键功能。因此，这种明确的语义指向不

仅增强了句子的表现力，也使得读者更容易接受作者的

观点，即语言确实在多个层面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 语用分析 
在语用平面，我们主要探讨句子的交际功能、语境

和使用目的等方面。 
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来看，句子“语言是人类交

流思想的工具、传承文明的载体、增进理解的桥梁”属

于断言类言语行为，断言类言语行为通过陈述、宣称说

话者对客观世界的判断来说服对方，旨在陈述一个事

实或观点[5]。在实际使用中，断言类言语行为往往出现

在教育、宣传或学术讨论等语境或场合。在“世界中文

大会”这样的场合，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强调了语言的重

要性，且由于他使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这个断言不仅

具有信息传递的功能，还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能够引起听者共鸣，增强其对语言重要性的认识。因此，

该论断的语用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既传达了信息，又达

到了说服和教育的目的，具有明显的宣传和教育功能。 
Grice 认为会话双方之所以能够进行交流是因为

都遵守一些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使双方在会话中互相

配合，以达到互相理解的目的，这就是合作原则 
（Cooperative Principle）。合作原则又包含四个准则：

数量准则，质量准则，相关准则和方式准则[6]。从合作

原则的角度来看，这个句子遵循了数量准则和质量准

则。它提供了足够的信息来阐述语言的功能，同时这些

信息也是真实可信的。此外，通过使用隐喻和排比等修

辞手法，句子还遵循了方式准则，使表达更加清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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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这种遵循合作原则的表达方式，增强了句子的交际

效果，使其更容易被接受和理解。 
在语用层面，该句呈现出明显的主题-述题结构。

主题部分为“语言”，代表已知信息；述题部分包括

“是……工具”“是……载体”“是……桥梁”，表示

新信息。这样的安排有效地引导了读者关注点从熟悉

的“语言”转移到对其特性的全新认知上，从而实现了

信息的有效传递。同时，这也符合一般交际原则，即先

提及听众熟知的事物，再引入新的概念，以便更好地引

起对方的兴趣并促使其思考。 
就表达重心而言，整句话的重点显然在于强调语

言的重要性及其多样化的功能。作者重复使用“是……

的……”，强化了语气效果，让读者感受到语言在各个

领域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此外，通过列举具体的例子

（如“交流思想”“传承文明”“增进理解”），进一

步细化了语言的作用范围，使得抽象的概念变得直观

易懂。这种方式不仅提高了句子的说服力，也为后续论

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语言具有思维功能和社会功能，社会功能又包括

信息传递功能和人际互动功能[7]。另外，赵世举（2013）
还详细阐述过语言的国家功能，表现在五个方面：语言

是国家安全的基础要素，语言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

领域，语言是国家安全工具，语言是国家安全引信，语

言是国家安全资源[8]。显然，总书记关于语言功能的重

要论断揭示了语言具有上述三大功能。更重要的是，该

论断揭示了语言还具有国际功能，即语言促进国家间

的交流与合作。关于语言功能重要论断出自国家领导

人之口，它不仅仅是一段普通的文字表达，而是蕴含着

丰富的社会文化背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语言一直被

视为智慧结晶，承载着民族精神。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

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各国间

的平等对话与合作共赢。在此背景下，语言作为沟通工

具和文化载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此论断，传达了一种

开放包容的态度，彰显了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自

身经验的决心，同时也展示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承担

更多责任的大国形象。动态语境观认为语境是交流中

不断被参与者共同构建和调整的动态框架，意义随互

动实时生成[9]。当语言功能重要论断出现在特定场合—

—即 2024 世界中文大会这样一个国际平台上时，它的

意义远超过字面含义。对于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来

说，这句话不仅阐明了语言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传递

了中国愿与全球伙伴携手共进的美好愿景。通过这种

方式，话语的意义得到了扩展，超出了单纯的语言学范

畴，成为了一种外交策略和文化交流的象征。 
4 结语 
综上，总书记“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传承

文明的载体、增进理解的桥梁”的重要论断，是对语言

多重功能的精辟概括。从三个平面理论的视角看，该句

不仅在句法上结构严谨，在语义上逻辑清晰，而且在语

用上巧妙地结合了社会文化背景和个人情感表达，达

到了良好的交际效果。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化趋势下，该

论断不仅揭示了语言的思维、社会、国家功能，还揭示

了语言具有国际功能，展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下领导人的国际视野，其体现的开放态度和共赢精

神，无疑为中国及世界各国间的友好往来注入了新的

力量。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总书记向 2024世界中文大会致

贺 信 [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 

moe_838/202411/t20241115_1163185.html2024-11-15. 

[2] 衣永刚.中文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重要公共文化产品[J].

上海教育,2025,(01):60. 

[3] 范晓.三个平面的语法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 Talmy, L. 2000. Towards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1, 2 

[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5] 卓丽,尤泽顺.中方贸易白皮书之国家道义立场构建[J].

当代外语研究,2022,(06):95-105. 

[6] Grice, H.P. Logic and Conversation[J]. In Cole & Morgan 

(eds.), New York 1975. 

[7] 叶蜚声, 徐通锵. 语言学纲要(修订版)[M]. 王洪君, 李

娟, 修订.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8] 赵世举.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角色和功能[J].云南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02):31-39. 

[9] 陆欣 .语言交际中的动态语境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

学,2009,(03):128-130. 

 
 
 
 
 
版权声明：©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句法分析
	2 语义分析
	3 语用分析
	4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