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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态度系统看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经济形象的构建

———一项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研究*

马 嫣
( 绍兴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 语料库方法与批评话语分析结合是进行话语构建的一种有效研究途径。基于 Fairclough 三维分

析框架，以 James Martin 评价理论中的态度系统为描写层，通过分析 COCA 语料库中主题词的评价意义分布

特征，发现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经济形象较为负面的构建，并解释了话语背后的历史因素、意识形态和权力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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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评 话 语 分 析 (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是话语分析的一种方法，旨在透过语言来探
索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在语篇中的体现。根据
Fairclough 的观点，话语隐含权力与意识形态等因
素对人的身份起定型作用，并对人的社会关系、知
识以及思想信仰体系的形成有制约作用，CDA 的
主要任务就是要挖掘字里行间隐含的、受意识支
配的意义部分。他提出了一种批评话语分析的理
论范式，即三维分析框架( 语篇、话语实践和社会
实践) ，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批评话语分析的三个
层次:“描写 ( describe) ”、“阐释 ( interpret) ”、“解
释( explain ) ”。其中“描写”层是单纯的文本分
析，包括对语言运用和话语交际的分析，属于微观
的语言学分析传统; 而“解释”层是对权力、不平
等和偏见等现象的分析，需要结合社会结构来说
明权力和意识形态是如何产生作用的; 在微观和
宏观之间由“话语实践”连接起来，阐释文本生
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1］CDA 主要分析真实的
社会言语交往活动，包括与语篇和语篇生成有关
的社会政治问题及其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批评话语分析不仅可以运用于政治语篇中，

也可以运用在经济话题上。我国经济迅猛发展，

西方主流媒体的涉华经济报道日趋增多，这些报
道到底塑造了中国怎样的经济形象? 有哪些共同
性和倾向性? 又会对西方读者产生哪些影响? 尽
管国内也有学者对这些问题有所论及，但很少有
从语义角度来回答的。本研究将根据 Fairclough
的三维分析框架，用 James Martin 评价理论中的态
度系统进行文本分析，探讨美国主流媒体在涉华
经济报道中的态度资源分布特征及其评价意义，

以及由此构建出的中国经济形象，再结合话语社
会历史背景来“解释”，说明语言现象背后折射的
意识形态等因素。本研究试图说明经济类报道反
映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身份构建，面对意识形
态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崛起，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可以通过经济新闻话语来表达其态度，并潜
在地影响该国民众的思想。

一、研究方法与描写框架

( 一)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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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 CDA 往往基于一篇或几篇语料以定性
分析为主，语料的有限性以及对话语的解释缺少
客观系统性，使其结论失去部分信服力，因此也产
生了诸多争议。针对以上批评，一些学者提出了
语料库与 CDA 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目前，不少国
外学者已开始运用语料库进行话语构建，比如
Baker 和 McEnery 考察英国报纸对难民的话语建
构，［2］ Piper 解读英国及欧盟有关终身学习的政府
文件。［3］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大都以政府或媒
介话语为研究对象，利用大型或自建小型语料库，

通过对词频、主题词索引、搭配、词丛和语法构式
等方面来观察识别话语的内在意义，目前国内运
用语料库进行话语构建较突出的有钱毓芳基于英
国《太阳报》文本建成的专用语料库。［4］为此，本
研究选择了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 Corpus of Con-
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COCA) ，该库是世界
上最大的英语平衡语料库之一，目前拥有 4． 5 亿
词，收集的数据为 1990 － 2012 年美国境内多个领
域的语料，自 动 分 为 1990 － 1994，1995 － 1999，
2000 － 2004，2005 － 2009，2010 － 2012 这五个时间
段，每年约 2 000 万词，且持续更新。COCA 有 5
个子库，分别为口语、小说、杂志、报纸和学术期
刊。本研究将基于其中的杂志和报纸子库，这两

个子库拥有近 2 亿词，其来源均为《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等美国的主流媒体，能为本研究提
供大量当代美国新闻媒体的语言实例。

( 二) 描写框架

批评话语分析从一开始就把功能语言学理论
用作了主要的分析工具，因为功能语言学非常重
视语言的功能、语境以及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而功能语言学界研究态度意义的有效理论当数
James Martin 的“评价理论”( Appraisal Theory ) 。
评价理论着眼于语言三大元功能中的人际功能，

填补了传统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赋值语义研究上的
空白。［5］简言之，评价理论就是一整套运用语言表
达态度的资源，包括三大主系统: 态度、介入和级
差。其中态度是评价系统中的核心系统，包含三
个子系统: 情感、判断和鉴赏。情感系统关注积极
或消极感情的表达; 判断系统根据伦理、道德和社
会规约评论人的行为; 鉴赏系统涉及美学评价，依
据的是特定领域内评价的方式和标准。［6］态度有
正面和负面、显性与隐性之分，并取决于表达态度
的语言意义。当表达态度的语言意义由语言字面
意义揭示时，态度是显性的; 当表达态度的语言意
义由语言背后的意义揭示时，态度是隐性的。态
度系统，其子系统及评判说明见表 1。

表 1 态度系统( Attitudinal System) ［7］203 － 245

态 度
Attitude

判 断
Judgment

社会评判
Social Esteem

规范 normality How special?
才能 capacity How capable?

坚韧 tenacity How dependable?

社会约束
Social Sanction

诚实 veracity How honest?
正当 propriety How far beyond reproach?

情 感
Affect

现实型
Ｒealis

快乐 /非快乐 un /happiness
安全 /非安全 in / security
满意 /非满意 dis / satisfaction

非现实型
Irrealis

害怕 fear
欲望 desire

鉴 赏
Appreciation

反应
Ｒeaction

影响 impact Did it grab me?

质量 quality Did I like it?
构成

Composition
平衡 balance Did it hang together?

细节 complexity Was it hard to follow?

价值 Valuation Was it worthwhile?

态度系统是本文采取的描写框架，重点考察
的是词汇语义在文本或话语中的人际功能。由于

语料库提供的索引行文本有限，本研究只考察态
度词汇本身所表达的评价意义，这种意义较为稳

201



定，一般不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当然，为了
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我们仍然会考察每个提取词
的索引行，观察共现词，并根据索引行展示的上下
文信息分析语境，确保所提取的态度词汇都是用
来描述主题词的。将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结合起
来，使得评价系统的运用不脱离语境。

二、数据提取与分析

( 一) 主题词提取

为探究中国经济在美国媒体心中的形象，必
须首先确定合适的主题词。我们在报纸和杂志子
库中搜索与 Chinese 和 China’s 搭配的词语，并选
择其后跨距为 1，在出现频率前 100 名的词语中
进一步挑选与中国商业经济直接有关的词，为了
确保所选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最后选择了出现
频率超过 20 的搭配词: 与 Chinese 搭配的词语及
词频 ( 次) : ［company］( 147) ，［export］( 89 ) ，
［market］( 81) ，［economy］( 63) ，［business］( 44) ，
goods( 29) ，［product］( 21) 。与 China’s 搭配的词
语及 词 频 ( 次 ) : economy ( 81 ) ，currency ( 23 ) ，
［market］( 21) 。

检索中部分搭配词出现单复数形式，为便于
后期操作，统一将这些词加上［］合并为一个词。
据此，我们确定了本研究的 10 个主题词，即“Chi-
nese ［company］，Chinese ［export］，Chinese ［mar-
ket］，Chinese ［economy］，Chinese ［business］，Chi-

nese ［goods］，Chinese ［product］，China’s ［econo-
my］，China’s ［currency］，China’s ［market］”，并
通过这些主题词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形象。

( 二) 评价意义分布

首先，对这 10 个主题词进行搭配词的检索，

为确保研究的有效性，我们把前后跨距设置为 5，

并对每个主题词分别按名词、动词、副词和形容词
进行检索，为保证一定的代表性，在词频出现率前
20 的词汇中挑选出具有态度意义的词语，并对它
们进行索引行考察，最后进行分类。以主题词
Chinese ［company］为例，按照词频高低与之搭配
的前 20 个形容词分别为: “forgein，Chinese，state-
owned，other，overseas，joint，biggest，fierce，difficult，
eager，intellectual，involved，largest，online，success-
ful，U． S． -listed，technological，taiwanese，willing，
wide。”在考察索引行后，提取出了描述主题词并
具有显性评价意义的态度词语，它们是“difficult，
eager，successful，fierce，willing”。根据 Martin 对态
度系统中情感、判断和鉴赏下的几个子类意义的
判断说明( 见上述表 1 ) ，在这些词中“eager，will-
ing”属于情感类中的欲望，“difficult”属于鉴赏类
中的细节，“successful，fierce”属于鉴赏类中的价
值。我们又进一步考察了与之搭配的名词、动词
和副词，提取了评价词，最后把 Chinese ［compa-
ny］的所有评价词按照出现时间段和意义分布进
行了归类，见表 2。

表 2 Chinese ［company］的评价意义分布

1990 － 1994 1995 － 1999 2000 － 2004 2005 － 2009 2010 － 2012
情感 欲望 willing eager

鉴赏
细节 difficult
价值 fierce，successful，remarkable

其余 9 个主题词的评价词汇以此类推，最后
把这 10 个主题词的评价词按上述方法进行了归
总，单词后的数字表示出现的次数，见下页表 3。

根据表 3 中评价词出现的次数及其正负含
义，中国经济形象的评价意义分布特征如下，见
表 4。

表 4 中国经济形象的评价意义分布特征

情感 7 判断 72 鉴赏 36

快乐 欲望 规范 才能 坚韧 诚实 正当 影响 质量 平衡 细节 价值

正 58 5 1 29 3 1 2 1 1 15

负 57 2 4 2 4 5 21 1 1 4 13

小计 2 5 5 31 7 6 23 1 1 1 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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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国经济形象评价词语分类

1990 － 1994 1995 － 1999 2000 － 2004 2005 － 2009 2010 － 2012

情感
快乐 woe，inflict

欲望 willing salivate eager eager，salivate

判断

规范
rigid，
centralized restricted passionate，

addiction

才能
ubiquitous，
unrivaled

competitive，
roaring，
promote，
greater，
promoting，
expanded，
proliferation

greater，
expanded( 2) ，
enormous

Powerful，strong，
influx，surviving，
gigantic，vast，
powerful less competi-
tive

roaring，
strong( 3) ，
stronger( 2) ，
weak，
expanded，
competitive( 2)

坚韧
withstand，
unsustainable

unstable，
unbearable

dependent，
struggling，
sustain

诚实
lurk，
shoddy untreated so-called artificially，true

正当 respected
threaten，
prevent，
not freely

oversee，
smuggled

good，
oversee，
rein，
withdrawal，
rob，
punitive，
diminish

Limit( 2) ，
damper，
dominate，
undervalued
threaten，
improper
manipulation，
retaliation，
strain

鉴赏

影响 luring

质量 uncomfortable

平衡 piled up

细节 sophisticated visible，
difficult difficult difficult

价值

potential，
disaster，
failed，
conservative，
important，
miraculous

fail，achieve，
stunning，
important，
unknown，
stagnant，
paralysis，
decade-long，
new access

failed

lucrative，
remarkably，
competition，
stimulating，
successful，
fierce，critical，
complementary，
far-reaching prosperity

competition，
valu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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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数据分析

通常，读者期待新闻报道客观公正，因此新闻

语篇中较少出现显性评价，更多地使用隐性评价。
根据上述统计，评价词汇共出现 115 次，可见美国

主流媒体在涉及中国经济类报道时还是较明显地

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在这些评价中，情感类最少( 7
次) ，这体现了新闻的文类特征不以个人情绪为基

础。鉴赏类次之( 36 次) ，出现次数最多的为判断

类，共 72 次，判断系统属伦理范畴，是根据伦理道

德的标准来评价，这说明美国媒体非常关注中国经

济的社会道德性。从评价词的正负意义比例看，正

面意义词汇与负面意义词汇基本相当( 正 58 次，负

57 次) ，这是否就说明了美国主流媒体对我国经济

形象持中立略偏向积极的态度呢? 观察表 3 中的

各个子类可发现:

1． 判断类中只有才能类突出表现了正面意义，

31 次中只有 2 次表示负面意义，其余均为正面。
这些词语多数表达了“强大”、“无敌”、“快速增

长”、“扩张”等含义。其余四类均为负面多于正

面，特别是正当类，23 次中有 21 次为负面，比例高

达 91． 3%，这些词语多表达了“威胁”、“走私”、“控

制”、“人为操纵”、“阻碍”等意义。诚实与规范子

类虽然出现的评价词汇不多，但是负面意义的词语

同样占据很高的比例，分别为 80%和 75%，其中诚

实类的“lurk，shoddy，so-called，artificially”等词语传

达了“欺骗”、“低劣”等信息; 而规范类的“rigid，

centralized，restricted”等词也表达了负面信息。根

据 Martin 对态度系统的解释，才能与规范属于社会

评判，主要表示了人或事物的能力，诚实和正当属

于社会约束，表示了行为是否真实可信和正当合

理。［7］217 － 218以上这些评价词给读者一种感觉: 中国

公司缺乏诚实，中国产品信赖度低，而正是这些道

德低下的公司和产品却正以势不可挡的速度进行

扩张，大量占领了美国市场。美国媒体对中国经济

勾勒出这样的画面会在一定程度上给美国民众造

成恐慌，从而有可能从内心抵制中国企业和中国经

济的发展。因此这些看似正面的才能类词语却实

际上和其他判断类词语一起塑造了较为负面的中

国经济形象。
2． 鉴赏类中表示价值的词汇是出现次数最多

的，这些词汇在正负意义数量上非常接近( 正 15，

负 13) ，表示正面意义的词汇有“lucrative，remarka-
ble，successful，complementary，far-reaching”等，大都

传达了以下信息: 中国市场有利可图，中国的出口

商品具有很强竞争力，中国公司及商品对美国市场

影响深远等。而表示负面意义的词汇有“disaster，
stagnant，paralysis，fierce”等，多传达了中国经济的

快速增长给美国企业带来激烈竞争，对美国经济产

生负面影响等含义。由于价值子类是用来衡量文

本 /过程具有的社会意义，［7］221 研究表明美国媒体

非常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

带来的意义和影响，然而这些正负意义接近的词汇

表明在承认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美国主

流媒体对中国经济发展抱有非常复杂的态度，对于

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经济带来的影响究竟是正面

还是负面的仍然不很确定。

三、社会历史背景分析

为什么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经济会显示出以

上这些评价意义呢? 正如上文描述的，批评话语分

析重视语言生成的社会文化背景及隐含于语言中

的意识形态，［8］历史、权力和意识形态这三个概念

是不可或缺的。［9］以下我们将从历史背景、意识形

态和权力利益这三方面来进行分析。
( 一) 历史背景

为了解在不同时间段主题词出现的频率，我们

对 10 个主题词分别进行了词频检索，然后进行汇

总，由于最后一个时间段较前面少了 2 年，故取每

个时间段的平均值便于比较，以下是主题词词频的

历时分布，见图 1:

图 1 主题词词频历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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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可见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关注基

本上持逐年递增态势，美国一直处于世界经济体系

的核心地位，对于他国特别是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

经济发展及可能对其产生的影响甚为敏感。值得

讨论的是 1995 －1999 年间出现的与中国经济相关

的主题词激增，这或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
1995 年世贸组织决定接纳中国为该组织的观察

员，而作为世界体系建构者的美国在中国入世问题

上一直很强硬，国内舆论也很激烈，这部分导致了

当时美国媒体对中国经济的高度兴趣。
再考量评价意义正负比例历时分布，上文已知

才能类中正面意义的词语非常突出，而这些看似正

面的词实则隐含着负面的意义，为了探究美媒真正

的态度，我们在考察正负评价意义的比例时略去了

才能类评价词，同样取每个时间段的平均数，结果

如下图 2:

图 2 正负评价意义的历时分布( 除去才能类)

图 2 清楚可见，除 2005 － 2009 年间正负评价

词比例基本相当外，其余时间段都是负面明显高于

正面。这显示了美国媒体自 1990 年以来对中国经

济形象基本持负面态度，只有在 2005 － 2009 年间

较为中立。为何会出现这一特别的时间段呢? 这

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这一时期，美国国内

经济下滑，各种问题显现，特别是 2008 年下半年金

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美国希望中国能帮助美国排忧

解难，最为著名的是 2008 年前后美国国内一度流

行的“中美两国集团”概念，［10 － 11］后历史学家 Fer-
guson 又把 此 概 念 发 展 成 为“中 美 国 ( Chimeri-
ca) ”，［12］旨在让经济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从美国

接收更多责任，确保中国资金持续流向危机中的美

国。这部分解释了当时美国媒体在涉及中国经济

的报道中出现较多表示正面意义的评价词，特别在

鉴赏的价值子类，如“remarkably，stimulating，com-

plementary，far-reaching”等，这些无不传达了中国

经济对美国经济复苏的刺激性、互补性等积极社会

意义。
( 二) 意识形态

除了历史背景外，正负评价意义的分布特征也

反映了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美国媒体对中

国经济较为负面的构建大部分集中在判断类，除了

才能子类，其余四个子类的负面评价都多于正面，

其中以表示社会约束的诚实和正当类负面词汇为

最，这显示了美国媒体对中国经济的社会道德性持

消极否定态度。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一

直在全世界推行着自己的体制，然而在美国为首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减缓的同时，中国经济

却高速发展，这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西方民众对管理

体制的不满。对于中国经济在社会道德性上不断

的否定评价，如“smuggled，manipulation，shoddy，un-
stable，unsustainable，threaten”等等，一方面可以塑

造一个靠着不道德手段来发展经济的中国，从而减

缓民众不满，另一方面也可以转移民众注意力，继

续维护自身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
( 三) 权力利益

评价意义分布特征还显示了美国对自身权力

和利益的关注。在上文讨论的“中美国”概念中，

已经表明了美国在不同时期基于自身利益对中国

经济的不同态度。而大量正负接近的表示价值类

意义的评价词汇又显示了美国对中国经济发展抱

有的复杂而矛盾的态度。一方面，美国市场上价廉

物美的中国产品提高了美国消费者的权益，而逐步

富裕的中国人民使得日益开放的中国市场极具潜

力，另一方面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和不高的利润需

求使部分美国厂商收益受损，更进一步改变了国际

市场格局。这一切都加剧了美国国内不同阶层人

民对中国经济的不同态度，这种不同阶层权力和利

益的较量导致了美国媒体对中国经济发展在社会

影响意义上的双重性，也体现了美国对华经济政策

“遏制 +合作”的基调。［13］

本研究显示了美国主流媒体构建了较为负面

的中国经济形象，通过分析评价意义分布特征，研

究发现: 1． 美国主流媒体特别注重中国经济的社会

道德性。一方面渲染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

面批判中国经济的道德性，在社会上勾勒了较为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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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中国经济形象，从而引发美国民众的危机感和

恐慌感。2． 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乃至世界产生的

社会影响同样十分被关注，美国主流媒体对此持复

杂而矛盾的态度。研究结果反应了美国不同时代

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情景，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话

语是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反映，媒体支配着在社会大

情境中的语言使用，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身份和价值

观。结合语料库进行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正越来

越受到重视，本研究虽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

但是，如何利用语料库进行更有效的语料提取、如
何更合理高效地结合定量定性分析，仍值得我们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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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Image by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Media as per the Attitude System: a Corpus Bas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MA Yan
( School of Foeign Languages，Shaoxing University，Shaoxing 312000，China)

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corpus technique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s an effective research ap-
proach of discourse construction． Based on Fairclough’s Three-dimentional Framework of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study describes the distribution of evaluative meanings of the keywords in COCA under the Attitude System
of James Martin’s Appraisal Theory，explores the more negativ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image by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media and explains the historical element，ideology，power and interest behind the dis-
course．

Key words: Attitude System; American mainstream media; imag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nomy; cor-
pus; C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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