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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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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域理论在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对暮光之城的

分析可丰富该理论的应用实践。

01
暮光之城作为一部极受欢迎的小说和电影，吸引了大量读者和

观众。

02
从语域理论视角分析暮光之城，有助于深入理解该作品的语言

特点和风格。

研究背景与意义



研究目的与问题

研究目的

运用语域理论分析暮光之城中的语言

运用和风格特点。

研究问题

暮光之城中不同语域的特点是什么？

作者是如何通过语域转换实现情节推

进和人物塑造的？



语域是指在特定社会语境下，语言使用者根据交
际目的和场合选择的语言变体。

语域定义

语场（描述的主题和事件）、语旨（交际双方的
关系和态度）和语式（交际的媒介和方式）。

语域三要素

根据语境的不同，语域可分为科技语域、法律语
域、文学语域等。

语域分类

语域理论概述



暮光之城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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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光之城》系列

小说
由美国作家斯蒂芬妮·梅尔创作，

包含《暮色》、《新月》、《月

食》、《破晓》四部曲，以及多

部衍生作品。

文本背景

以吸血鬼和狼人等神秘生物为背

景，讲述了一段跨越种族界限的

禁忌之恋。

文本主题

探讨爱情、成长、自我认知等主

题，以及人类与超自然生物共存

的可能性。

文本选择与简介



1

2

3

作者运用了大量生动形象的词汇，如“暮色”、

“新月”、“月食”等，营造出神秘而浪漫的氛

围。

词汇丰富度

作品中涉及吸血鬼、狼人等神秘生物的专有名词

和术语，增强了文本的专业性和深度。

专业术语

词汇中透露出强烈的情感色彩，如“禁忌”、“

深情”、“永恒”等，使读者能够深刻感受到人

物之间的情感纠葛。

情感色彩

词汇特点分析



长句与短句结合

作者灵活运用长句和短句，使文本节奏明快，富有变
化。

复杂句式

作品中包含大量复合句和并列句，使语言表达更加准
确、生动。

倒装句和省略句

作者运用倒装句和省略句等特殊句式，增强了文本的
表现力和感染力。

句式结构特点分析



比喻和拟人

作者大量运用比喻和拟人等修辞手法，将吸血鬼和狼人等神秘生物描绘得栩栩如生，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对比和排比

通过对比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和行为方式，以及排比相似情感和场景，使文本更加鲜明、有力。

象征和暗示

作品中的许多意象和符号具有象征意义，如“暮色”象征着主人公贝拉与吸血鬼爱德华之间的禁忌之恋，

“新月”则暗示着贝拉在成长过程中的自我认知和探索。这些象征和暗示丰富了文本的内涵和深度。

修辞手法运用



语域理论在暮光之城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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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语域

亲密语域主要体现在贝拉和爱德华之间的对话中，语言直接、情
感丰富，表达了两人之间的深厚感情。

正式语域

正式语域主要体现在学校、家庭等正式场合的对话中，语言规范、
礼貌，符合社会交际的常规。

非正式语域

非正式语域主要体现在朋友之间的闲聊、调侃等场景中，语言随
意、幽默，展现了人物间的亲密关系。

不同语域类型的划分



词汇选择01

作者通过选用不同语域特色的词汇，如亲密语域中的昵称、亲昵用语，

正式语域中的敬语、客套话等，来塑造不同场景和人物关系。

句式结构02

句式结构也体现了不同语域的特点，如亲密语域中多使用简单句、省略

句，表达直接、简洁；正式语域中则多使用复合句、长句，表达严谨、

细致。

语气和语调03

不同语域的语气和语调也有明显差异，如亲密语域中语气温柔、语调起

伏大，表现强烈的情感；正式语域中语气庄重、语调平稳，体现客观和

尊重。

各语域类型在文本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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