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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语言与政治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以至有的语言学家断言“政治就是语言, 同时, 语言也是政治。”

语言与政治的这种紧密联系明显地反映在政治语篇上。政治语篇包括演讲、标语、宣言及政治家回答记者

提问等方面, 这些构成语篇对比研究中的语域对比语料。Beard 在 T he L anguage of Po lit ics 一书中, 运用语

篇分析的方法对英语的政治语篇进行了综合性分析, 演绎出一些英语政治语篇的特点。本文在对英汉政治

语篇中“层递”和“代词运用”进行对比分析后, 运用批判语篇分析的方法探索英汉政治语篇所反映的中西

方政治家的不同个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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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 lit ics and language are so clo sely related that, as L akoff pu t it, po lit ics is language and, at the

sam e tim e, language is po lit ics. T he clo se relat ion betw een po lit ics and language is revealed in the po lit ical

discou rse, w h ich includes po lit ical speeches, slogans and po sters, m an ifestoes, and po lit ician’s answ ering

quest ions. Beard, in h is new ly pub lished book, T he L ang uag e of P olitics, analyzes the English po litcal

discou rse by m eans of discou rse analysis and po in ts ou t som e of the featu res of the English po lit ical

discou rse. T h is art icle first m akes a con trast ive study of the English po lit ical discou rse and the Ch inese

po lit ical discou rse. T hen it app lies the crit ical discou rse analysis to the English and Ch inese po lit ical

discou rse, m ak ing an attemp t to see how po lit ical discou rse demonstrate the differen t personality of w est

and east po lit 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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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治语篇

　　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语言学家对政治语篇

(po lit ica l d iscou rseötex t) 的认定也有所区别。如

Ch ilton & Schaffner 强调语篇如何体现政治的功

能。他们在政治与语篇之间设置了四个策略功能: 强

迫; 抵制、反对、抗议; 掩饰; 合法化与非法化, 认为语

篇一旦表达了这四个策略功能, 即成为政治语

篇。[ 2 ] (P2122213) 我们以掩饰为例来说明一个语篇如何

成为政治语篇。从政往往不可避免的要控制信息的

传递, 这既有量的控制, 也有质的控制。前者说轻一

点是对事实的吝啬, 后者就是撒慌。表现在语篇上可

能是省略所指, 或含糊其词, 以转移听众的注意。语

篇一旦实施这样的掩饰功能 , 就被认为是政治语

篇了。

　 　M cN air 通 过 定 义 政 治 交 际 ( po lit ica l

comm un ica t ion)来定义政治语篇。他首先将政治交

际定义为“围绕政治所进行的有目的的交际”, 它包

括:

　　1) 政治家和其他政治参与者为达到某一特定

目的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交际;

　　2) 诸如选举者和报纸专栏作家这类非政治家

和这些政治家的交际;

　　3) 新闻报道、社论和讨论政治的其它媒体就这

些政治家和他们的活动所进行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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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他指出:“所有政治语篇都包括在这个定

义之内。”[ 6 ] (P4)

　　与M cN air 不同,W ilson 只同意政治家本人的

演讲才可称之为政治语言, 并且批评 Geis 把政治语

言限定在政治性新闻报道上。[ 4 ] (P16- 17)

　　尽管语言学家观察政治语篇的角度不同, 而且

对政治语篇所包含的多种体载 (如政治家的演讲、答

记者问, 政党的宣言、标语口号及宣传材料, 以及媒

体关于政治事件的宣传报道)也并非意见一致, 但是

对于政治语篇具有以下二个特征这一点还是基本认

同的。

　　 (1)政治语篇具有很强的目的性。政治语篇的目

的 性可以为政治本身所决定。政治即是权威

(pow er) 的反映。[ 5 ] (p11- 13) 语言行为 (或其它行为) 一

旦表示权威, 即成为潜在的政治行为。[ 2 ]政治语言不

像文学语言那样浪漫, 也不像外贸语言那样严谨, 政

治语言为目的而生。

　　 (2)政治语篇应有明确的参与者。这些参与者就

是政治活动的参与者。从狭义上讲, 政治活动的参与

者只包括政治家本身, 如Beard 在《政治的语言》一

书中就分析了 M andela, T hatcher, R eagan, Tony

B la ir, L inco ln, B row n [ 1 ] (P148) , A shdow n [ 1 ] (P53) 众多政

治家的语言。从广义上讲, 政治活动的参与者还应包

括其他与政治有关的活动的参与者, 政治语篇也应

包括这些政治参与者的语言。如M cN air 将政治组

织 (政党、政府、公众组织、恐怖组织)、媒体、公众都

包括在政治交流的成份之中, 他们的语言都被认为

属于政治语言。

　　二、作为语言对比语料的政治语篇

　　可以用作语篇对比的双语对应语篇语料大致有

三类。一类是翻译对应语篇语料; 一类是改写对应语

料; 再一类是语域对应语料。[ 10 ] (P135- 238) 语域对应语

篇语料不再具有语义上的对应性, 而只是在语篇的

题材、风格、使用场合、使用对象等方面具有某种一

致性。许云龙指出, 语域对应语料的对应性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语域或篇章语体类型方面研究的深入程

度。语域和篇章类型分得越细, 对应性就越

高[ 10 ] (P238)。政治语篇可以说是语域或篇章类型研究

深入的产物。英汉政治语篇所表达的具体意义不同,

但在语篇的体裁方面具有一致性, 如政治家的演讲、

答记者问, 政党的宣言、标语口号及宣传材料等。这

些都构成了英汉两种语言对比的语料。本文所作的

英汉政治语篇对比分析主要以政治家的讲演为

语料。

　　三、英汉政治语篇对比分析

　　3. 1　层递式对比

　　层递式在英汉政治语篇中运用非常普遍。如:

　　W e are the party of p ract ica l ideas today. T he

To ries are the party of ou tda ted dogm a.

　　W e are the party of the decen t, hardw o rk ing

m ajo rity. T he To ries the party of ex trem es.

　　W e are the party tha t can un ify the na t ion and

b ring it together. T he To ries are the party tha t can

divide it.

　　⋯⋯

　　O u r cam paign w ill be N ew L abou r

　　O u r m an ifesto w ill be N ew L abou r

　　A nd if elected ou r governm en t w ill be N ew

L abou r.

(Tony B la ir)

　　Governm en t of the peop le, by the peop le, fo r

the peop le.

(A b raham L inco ln in h is Get tysbu rg A ddress)

　　由于是农村, 由于是经常被敌人摧残的农村, 由

于是长期战争的农村, 部队和机关就必须生产。

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这里的“层”在语言形式上可以是词、词组或小

句 (从句) , 在这一点上英汉语是一致的。但是在

“层”的组成数目上英汉语还是有区别的。Beard 的

研究表明英语构成层递的数目为三个 (the th ree2
list) , 汉语大多也是如此, 但却不拘于这个形式, 层

数可能是 4 个, 甚至更多, 如:

　　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

省内, 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 都应该把它提到

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 应该决定, 应该实行,

应该检查。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

　　3. 2　人称代词运用对比

　　人称代词在政治语篇中的运用也非常普遍。政

治家发表演讲, 阐述观点, 不可避免地要运用人称代

词。他们有时用第一人称单数, 有时用复数。这一点

在英汉政治语篇中都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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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e are determ ined to im p rove educa t ion a ll

round. So I am alloca t ing fo r the com ing year to

educa t ion an addit iona l 250 m illion. M ak ing a to ta l

add it iona l comm itm en t to educa t ion since w e cam e

to pow er of 2. 5 m illion.

　　T he ex tra m oney I announced last Ju ly fo r the

N H S (H ealth Service) com es on stream from nex t

m on th. I have decided tha t th is a lloca t ion to hea lth

of 1. 2 b illion fo r nex t year shou ld today be

increased by ano ther 500 m illion to 1. 7 b illion.

T h is takes the to ta l add it iona l investm en t w e have

p rovided fo r the N H S in ou r first ten m on th s to 2

b illion.

　　T he N H S is safe in th is governm en t’s hands.

　　 (Excerp t of Go rdon B row n’s budget speech in

1998)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

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 就是全中国的

人民大众。

毛泽东:《愚公移山》

　　现在要问: 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 为什么至今尚

未达到目的呢? 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以为原因在两

个地方: 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强大; 第二是自己的力量

太弱。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

　　四、英汉政治语篇的批判分析

　　就政治语篇的语域而言, 其英汉语篇章类型的

一致构成了英汉对比研究的语域语篇对应语料。然

而, 政治语篇强烈的目的性和政治家明确的参与性

这二个政治语篇的鲜明特征又明白无误地告诉人

们, 政治语篇的研究不可到此为止。政治语篇表现出

政治家的何种目的, 政治家又通过何种语篇手段来

达到他的目的, 听众 (读者) 如何通过政治语篇认识

政治家的个人性格, 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潘文国将语言对比研究分为微观和宏观研究两

个方面,“微观的对比是就一个个具体项目进行对

比, 找出其中的相似点和不似点, ⋯⋯宏观对比不仅

是一种差异的研究, 而且是一种本质的研究, 目的是

透过表层的差异来探索其在深层反映的本

质。”[ 9 ] (P227) 而且, 他认为宏观对比研究比微观对比

研究更重要。[ 9 ] (P385) 就英汉政治语篇对比分析而言,

宏观对比分析可以认为是用批判语篇分析的方法,

探索英汉政治语篇所反映的不同政治家的个人风

格。“批判语篇分析 (crit ica l d iscou rse ana lysis)是分

析社会活动和社会难题中的语言和符号方面。它的

中心不是语言本身, 甚至也不是语言运用本身, 而是

社会文化活动和结构中属于语言的那部分特

征。”[ 2 ] (P271) 同样, 政治语篇的批判分析也并非仅仅

是分析政治语篇。它更主要的是通过分析语篇来研

究语篇的社会功能, 它更关注的是语篇所体现的社

会文化因素。我们对语言的关心, 是由于语言可以被

赋予与我们的背景知识和价值观相一致的意义, 以

及我们作者和你们读者共处的英语民族的政治文

化。[ 2 ] (P214)

　　在上文英汉政治语篇的对比分析中, 我们看到,

英汉语中层递在英汉语篇中都有广泛应用, 而且层

数也多为三个。然而, 在汉语层数多于三个的两例

中,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英汉语这方面的差异, 更重要

的是这种差异反映出该语篇使用者的个人风格。“由

于毛泽东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手中握有真理,

所以他心底无私, 襟怀坦白, 实事求是, 无所畏惧。在

这个前提下, 他一般不受任何约束, 甚至可以随心所

欲。他的语言, 都是他想说的话, 既不回避实质问题,

更不会随波逐流。”[ 8 ] (P3)

　　在上文英汉政治语篇的对比分析中, 我们也看

到人称代词在英汉政治语篇中的应用也很广泛。

Beard 指出, 政治家和他们的撰稿人对演讲中使用

什么代词颇费脑汁; 他们自己准备承担多大的责任;

成功后他们愿意和同事分担多大的责任; 他们有多

大把握相信公众接受他们的观点; 以及失败后他们

自己准备承担多少责任? 这些功能都要靠代词来实

现。[ 1 ] (P45246)
Beard 的这些论述完全适用于B row n 使

用代词的情况。虽然B row n 说“我们”(政府)决心要

增加教育投资, 但讲到拨款时使用的代词却是“我”。

政治家喜欢引用对他们有利的数字, 所以B row n 在

这里不仅提及今年追加的款项, 还提到拨款的总额,

使用的代词都是第一人称“我”。Beard 指出, 当政治

家发布利好消息时特别喜欢使用第一人称单数代词

“我”。[ 1 ] (P45) 这里, Beard 对英语人称代词在英语政

治语篇中运用的总结, 反映出一些和汉语政治语篇

不同的方面。而毛泽东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光明磊

落, 是个人的观点就是个人的观点, 是集体的观点就

(下转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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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型库、方法库和知识库, 使其成为具有决策分析

能力的会计软件系统。

　　61 开拓宏观信息收集系统和开发分析功能系

统, 指导企业在宏观经济环境中经营。

　　在会计软件从核算型向管理型转变的过程中,

不仅需要会计软件的转变, 更重要的是会计人员观

念的转变、会计人员素质的提高, 否则, 无论多么好

的软件系统也利用不好, 也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同

时, 还必须做好企业的科学化管理的基础工作, 保证

准确、及时的数据采集, 使系统有处理的基础条件。

(责任编辑　孙广盛)

(上接第 53 页)

是集体的观点, 实事求是。因此, 毛泽东同志说“我以

为原因在两个地方”,“我们认为, ⋯⋯判处死刑, 是

完全必要和正当的。”

　　五、结　语

　　英汉政治语篇的微观对比, 反映出英汉政治语

篇的相似点 (如人称代词的普遍使用) 和不似点 (如

层递中的层数) , 这种英汉政治语篇的对比分析只是

初级的。英汉政治语篇的宏观对比才是深入的。本

文通过对政治语篇的批判分析来探索政治语篇所体

现的政治家的个人风格, 亦是进行语言宏观对比的

一个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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