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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致歉的社会效果及其话语策略

田海龙 张穆瑶

提要 机构 的 致歉行为 在通过语 言 实 施 时 ， 致歉信 中 语言运 用 的 策略直接影 响 其致歉的

社会效果 。 本文通过对 2 0 1 3 年 6 月 2 4 日 中 国 足球协会公 开发布的 致歉信进行批评话语分

析 ，探讨机构作 为致歉方 实施致歉行 为 时 ， 其致歉的社会效果与 致歉信 中话语策略的 关 系 。 话

语分析的 内 容在
“

互动层 面
’’

（Ｆａ ｉｒ ｃｌｏｕｇｈ ， 2 0 0 3 ） 涉及致歉信 的整体结构 与 互 语现 象 ， 以 及语 言

运 用 中 的及物性 、人称代词和名 词化等 问题 ，在
“

结构 层 面
’’

（ Ｆａ ｉ ｒｃｌｏ ｕｇ ｈ ，


2 0 0 3 ） 涉及话语秩序和

语体链这些体现致歉信发布机构 与 球迷听众社会 关 系 的话语 问 题 。 如此这般对 中 国足球协会

致歉信 的批评话语分析 ，或许对这封致歉信未 能获得球迷的接受提供一 种解读 ，也可 为机 构性

致歉信成功 实施致歉行 为提供话语层面 的 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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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引 言

致歉一般是指致歉方因失误给对方造成损失而实施 的赔礼道歉行为 ，其 目 的是消 除曲解 、

恢复信赖 ，其原则是赔礼要真诚 ，道歉要诚心 。 实施致歉行 为可 以有身体或肢体的动作 ，如鞠

躬 ，但
一

般是 以语言为载体 ，用言语行为理论 （Ａｕｓｔ ｉｎ ， 1 9 6 2 ） 论之 ， 可称为
“

道歉言语行为
”

，在

书面语上体现为表示道歉的
“

致歉信
”

。

致歉信和其他信 函
一样 ， 比 口语表达有更多 的优势 ， 如有更多 的时 间对文字进行润色 ，有

更多的空 间对问题进行说明 。 尤其在致歉方是机构的情况下 ，用致歉信表达歉意可 以在不失

机构权威的 同时 向对方陈述无法实现对方所请所托 的原因 ，对不愿为或不能为 的原 因 也可说

明得充分
一些 ，既可声 明 自 己 的一贯主张 ，也可陈述理 由 ，说明 自 己不能为 的原因 。

对致歉信和致歉用语的研究国 内 外 已有很多 ， 但大多是根据致歉方的 态度对致歉信的类

别进行考证 ， 如认为致歉信可以 表 明致歉方的态度而将致歉语界定为行为型言语行为 （Ａｕｓ ？

ｔ ｉｎ ，
1 9 6 2 ）

；
认为致歉是一种 消极礼貌策略

（ Ｂｒ ｏｗｎ＆Ｌｅｖｉｎ ｓｏ ｎ ， 1 9 8 7 ）
而把致歉归人 和谐类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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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行为 （ Ｌｅｅ ｃｈ 1 9 8 3 ） ，等等 。 与此类研究不 同 ，也有学者对与致歉信相关的社会文化 因素进行

研究 ，如 白晓红 （ 2 0 0 9 ）对致歉信语用策略的研究 ； 章航 （ ＺｈａｎｇＨ ａｎｇ ， 2 0 0 1 ） 对致歉语与文化及

意识形态关 系的研究 ；坎波夫 （ ＫａｎｉＰ ｆ ，
2 0 0 9 ）对致歉人身份定位的研究以及王梅 （ 2 0 1 3 ）对致歉

信中体现的 当事双方权势与亲密关系 的研究 ，等等 。 所有这些研究都在
一定程度上为认识致

歉行为与致歉言语 的关系 提供了依据 ，也为认识致歉言语与致歉效果的 联系提供了 可能 。 然

而 ，对于机构作为致歉方而言 ， 其致歉信 的社会效果与其所使用 的语言和话语有什么 联系 ， 还

需要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进
一步深入探讨 。

鉴于此 ，本研究运用批评话语分析的相关理论和方法 ， 对中 国足协在 2 0 1 3 年 6 月 2 4 日 发

布的
“

关于 6 月 1 5 日 输掉与泰国男子足球队 比赛
”

的致歉信进行批评话语分析 ， 阐释其致歉社

会效果不好的话语 因 素 。

2 ． 分析语料及其背景

2 0 1 3 年 6 月 1 5 日 ， 中 国男子足球队在与泰国男子足球队的热身赛中 以 1 ： 5 失利 ， 引 起广

大球迷和群众的强烈不满 。 6 月 2 4 日 晚 ， 中 国足球协会 、 中 国足协国管部 以及中 国 国家男 子足

球 队全体成员 同时在中国足协的 官方网站上发表对球迷的致歉信 ， 下面是这封致歉信的全文 。

中 国足协致歉信

发布 时 间 ：

2 0 1 3
－

0 6
－

2 4  1 8
：

2 8
：

0 0

6 月 1 5 日 ， 中 国 男 子足球队在与 泰 国 男 子 足球队的 热 身 赛 中 以 1 ： 5 失利 ， 引起 了 广

大球迷和群众 的 强烈不 满 。
从这场 比赛 的 过程 和 结 果看 ， 是不 正常 的 、 不 可接受 的 ， 完全

没有体现 中 国 国 家队应 有的精神风貌和水平 。 这场 比赛 的 失 利 ， 并 不仅仅是技 战 术层 面

的 原 因 ， 更是思 想 、 精神 、意 志 、
队伍 管理 方 面 的 原 因 。 赛后 ， 国 家体育 总局 领导对 国 家 队

本场 比赛 的表现提 出 了 严厉批评 ， 也对 中 国 足协的 工 作提 出 了 严厉 的批评 。

本 场比 赛后 ， 国 家 队 、 国 家 队管 理 部 、 中 国足协进行 了 认真 总结和深刻 反思 。 中 国足

协认为 ，这场 比赛的 大比分失利 ，原 因是 多 方 面 的 ，但无论是教 练 、队 员 还是其他方 面 的客

观原 因 ，都不是 中 国足协推卸责 任的 理 由 ，作为 中 国 足球 的 管理机构 ， 中 国 足协 必须 对本

场 比赛 的失利承担最主要的 责任 。 对于 广 大群众和领 导 的批评 ， 中 国足协诚恳接 受并将

认真整改 。

足球是深受广 大群众喜 爱 的项 目 ， 中 国 足球长 期 落后 ， 令人痛 心 。 近年 来 ，在 党和政

府的 关 怀下 ，在社会各界的 支持下 ， 在 国 家体育总局 的 正确领导下 ， 足球反赌扫 黑 、 治理整

顿取得 了 积极成效 ，
人们对 于足球发展的信心逐步 恢复 ， 足球发展的 气氛开始 回暖 。 而 中

泰之战 的耻辱性失利 ，极大打 去 了 广 大球迷和群众 的足球热 情 ， 对足球的健康发展带 来极

大的 负 面影响 ，也极大损 害 了ｔ 国 体 育 的 良好形 象 。 在 此 ， 中 国足协 向热 爱 、 支持足球事

业的 广 大球迷、群众 、赞 助商 、社会各界表示诚恳道歉 ！

中 国足协决心 汲取
“

6 ？ 1 5

”

的深 刻教训 ，
以 此 为 鉴 ，加 强 中 国足 协队伍建设和制 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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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
改进作风 ，提升素质 ，加强 国 家 队管理 和教育 ，激发运动队和全行业 为 国 争光的政 治 责

任感 ， 为 改 变 中 国足球的 落后 面貌务实 工作 、努力 奋斗 。

中 国 足球协会

2 0 1 3 年 6 月 2 4 日

（来 源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

ｆａ
．
ｏｒｇ ．

ｃｎ／ ｂ ｕｌ ｌｅｔ ｉｎ／ｍ ｅｄ ｉａ／ 2 0 1 3
－

0 6
－

2 4 ／ 4 0 2 9 4 2
．ｈｔｍ ｌ ， 访 问 于

2 0 1 3 年 1 0 月 2 0 日 ）

这样一封以 中 国足球协会为致歉主体 的机构致歉信并没有收到 应有 的社会效果 ，不仅没

有得到广大球迷和百姓的原谅和理解 ， 而且其致歉 的诚意也受到 质疑 ， 以至于 中央 电视台 《体

育世界 》在 2 0 1 3 年 6 月 2 5 日 的节 目 中也对此致歉信做出
“

应该打回 去重写
”

的评论 。 为什么

中 国足协已经致歉 ，却没有得到应有 的宽容 ？ 显然公众认为中 国 足球协会 的致歉是 缺乏诚意

的 。 从社会语言学的专业角度看 ， 中 国足球协会在本应平等交流 （如果致歉方作为机构不必表

现得谦恭一些的话 ） 的场合 ，过多地表现出其机构 的权威性 ，字里行间体现着其凌驾于广大球

迷之上的傲气 。 我们将运用批评话语分析 的原则和分析方法对这篇致歉信进行分析 ，找 出 其

语言使用与致歉社会效果之间 的联系 。

3
． 批评话语分析 的原 则 与 方法

批评话语分析的原则与方法在很多文献 中被阐释和说明 （如 Ｆａｉ ｒｃｌｏｕｇｈＷｏ ｄａｋ
，

1 9 9 7
；

ｖａｎ Ｄｉ
ｊ
ｋ ，

1 9 9 3
；
Ｗ〇ｄ ａｋ ，

2 0 0 1 ）
，
就本研究的语料而言 ，批评话语分析的 原则在于其将语言运用

视为可 以体现权力关系 的话语实践 ， 而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则在于它强调对文本进行细 致的

语言学分析 。

在批评话语分析看来 ， 中 国足球协会的致歉信首先是
一个语言运用的文本 ， 如果说这是一

个话语 ，那么这封致歉信除了具有语言运用 的性质外还是
一

个在
一

定社会规约框架下 的语言

运用 。 换言之 ，这封致歉信还应符合与机构致歉行为相
一

致的 、 为公众所公认的
一些规范和 知

识 。 在批评话语分析中 ，话语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使用 的语言 ，人们运用语 言的方式和制约人

们运用语言方式的规约 。 人们在社会生活 中根据 自 己 的社会地位 、交流对象 、所在场合 以及各

自 依托的机构在选择使用不 同 的词汇 、句式 、体裁 、模式来传递信息 、参与实践 、构建身份 、再现

事实 （ 田海龙 ，
2 0 0 9 ａ ） 。 这些话语存在于大的社会情景之 中 ，并依托于社会机构 （ ｉｎ ｓｔ ｉ ｔｕｔ ｉｏ ｎ ）以

扩展其生产范围 ，在社会实践 （ｓｏｃ ｉａ ｌ
ｐ ｒａｃ ｔ ｉｃ ｅ ） 中进行生产并对社会实践产生作用 （ Ｆａ ｉｒｃ ｌｏ ｕｇｈ ，

2 0 0 3 ） ，包括成为体现权力关系和再现意识形态的
一

种社会实践形式 。

就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而言 ，它对语言学分析的重视体现在它采用包括话语分析 、系统功

能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文本语料进行细 致的 分析 ， 同 时 ， 它还会

进一步通过对话语这一社会实践采用 社会学 、 传播学 、人类学等视角进行分析 ，进而揭示语言

运用 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及体现的权力 关系 （ 田海龙 ， 2 〇〇 9 ｂ ） 。 这样 的
一

种分析方法可 由 费尔克

劳 （Ｆ ａｉｒ ｃｌｏｕｇｈ ，
2 0 0 3 ）提 出 的

一个分析框架具体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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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分析框架包括两方面的 内容 。

一个称为
“

互动分析
＂

（ ｉｎ 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ａ ｌａｎａ ｌｙｓ ｉｓ ）
，是对语

言运用 的话语分析 ，包括 ： （ 1 ）要解决哪些话语和语体被用来 生产文本的 问题 ，并且要分析它们

如何通过文本联系在
一起 ， 以及 （ 2 ）对文本整体结构 以及小句的 语气 、情态和及物性 的分析 。

另
一个称为

“

结构分析
”

（ ｓｔ ｒ ｕｃ ｔｕ ｒａ ｌａｎａ ｌｙ ｓｉ ｓ ） ，是对语言运用 中体现 的权力关 系的分析 ，包括话

语秩序和语体链两个方面的分析 。 如果说
“

互动分析
”

的 目 的是剖析话语与话语之 间存在的等

级关系 ，那么
“

结构分析
”

就是要透过话语之间 的 等级关 系窥探社会主体之 间的 不平等关 系 。

就中 国足球协会的致歉信而言 ，通过
“

互动分析
”我们可 以看到这封致歉信在语言使用层面体

现的足协作为机构所不愿放下 的权威 ， 通过
“

结构分析
”

便可以进
一步探究这封致歉信所体现

的足协作为社会主体与广大球迷在社会生活 中 的不平等关系 。

4
． 致歉信 的互动分析

互动分析是对致歉信中语言运用 的话语分析 ，按 照费尔克劳 （ Ｆａ ｉｒｃ ｌ〇Ｕ ｇｈ ， 2 0 0 3 ） 提 出 的分

析框架 ，互动分析可进
一步分为

“

互语分析
”

和
“

文本分析
”

， 如上所述 ，前者观察哪些话语和语

体被用来生产该致歉信 ，后者观察该致歉信的整体结构和使用 的小句 、情态和语气 的特征 。

4 ． 1 话语杂糅的整体结构

这封
“

致歉信
”在 内容上 由 四个部分组成 ：

（ 1 ） 比赛失利 的事实陈述和 原因分析 （第一段

（ 2 ）反思和承担责任 （第二段 ） 4 3 ）足球事业发展历程 （第三段 ）
；
（ 4 ）表示决心 （第 四段 ） 。 仔细

观察 ， 可 以看到这封致歉信不仅有中国足协的机构话语 （如 ： 这场 比赛 的大比分失利 ，原因是多

方面的 ，但无论是教练 、 队员还是其他方面 的客观原因 ，都不是中 国 足协推卸责任 的理由 ，作为

中 国足球的 管理机构 ， 中 国足协必须对本场 比赛的失利承担最主要 的责任 ） ，体育总局 的机构

话语 （如 ： 在国家体育总局的正确领导下 ， 足球反赌扫黑 、治理整顿取得了积极成效 ） ，还有球迷

的草根话语 （如 ： 足球是深受广大群 众喜爱 的项 目 ， 中 国足球长期落后 ，令人痛心 ） 。 这些
“

话

语
”

彼此相互联 系 ， 在致 歉信 中 相 互作用 ， 共 同 生产 出 这 篇致 歉信 ， 形成 了 费尔克 劳 （ Ｆａ ｉ ｒ
－

ｃｌ〇Ｕｇｈ ，
2 0 0 3 ）所说 的

“

互语现象
”

，造成这篇致歉信是一个
“

话语杂揉
”

。

在这封融汇 了各种话语的致歉信中 ，中 国足协和体育总局 的机构话语 占 了很大的篇幅 ，形

成内容上的主导 ，如第
一段对 比赛失利 的 陈述和原 因分析以及第二段的反思与承担责任 。 机

构话语的大 比例出现似乎增强 了 这个文本的权威性 ，但同 时也削减 了致歉的 真诚性 。 我们可

以看到 ，所有与致歉有关的话语只 是在前三段的最后部分 出现 ，形成
“

领导的批评一 我们的接

受
一

向社会的道歉
”

这样一个模式 。 致歉方把上级领导放在显著的 位置 ，却忽略了广大球迷这

一被致歉方 ，使得这封致歉信从表达歉意 、 恳请原谅转换为对足球事业发展过程 中
一

次失败经

历的总结 。 这种 目 的 的转变也使这封致歉信成为单方面总结经验和发布 消息的语体 。 中 国足

协用更多文字来报告足球业的现存 问题与发展状况 ，实际上 已使这封致歉信成为
一种报告语

体而不是致歉语体 。

费尔 克劳 （ Ｆａ ｉ ｒＣ ｌ〇Ｕ ｇ
ｈ

， 2 0 0 3 ）的话语分析方法 ， 既包含
“

互语
”

分析 ，也包括对文本整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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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 。 如上所述 ，这封致歉信的基本结构为 ：陈述事实—承认失利—表达歉意—表示决心 ，

陈述事实与承认失利体现在致歉信 的第
一

、二段 ，表示决心在第 四段 ，表达歉意主要 出 现在第

三段后半部分 。 从致歉信的整体结构来看 ， 表达歉意所 占 比例少 ，语句分散 ， 致歉意 图表现不

明显 。 这也与
“

话语揉杂
”
一起使这封致歉信在整体结构上失去了

“

致歉
”

的本意 。 除此之外 ，

这封致歉信作为公文信 函 ，在整体结构上也没有正文前 的称呼语 ，从致歉信的结构上缺少 了试

图与公众沟通 的表达形式 。

通过将致歉信的文本分成以上各不 同 的部分 ，进而分析各部分所要表达的 内容 ， 我们可 以

发现该致歉信的语体缺乏致歉诚意 ， 整体结构 缺少与公众的对话性 。 致歉信的 目 的是消除 曲

解 ，恢复双方的信赖 ，而致歉信 中
“

陈述事实—承认失利—表示决心
”

的结构是 围绕输掉比赛的

总结报告 ，结构 中缺少对球赛失利进行 的说明 和诚恳认错的部分 ，未能达到致歉信应有的赔礼

道歉 、重 建信赖的 目 的 ，突显了足协的权威性 。 根据对这篇致歉信
“

互语现象
”

的分析和整体结

构的分析 ，可以发现它不具有致歉诚恳的特性 ，致歉效果不显著 、没有带来积极的社会效应也

就不足为奇了 。

4 ． 2 傲慢的语言运用

在对中 国足协致歉信的文本分析方面 ，可 以观察道歉策略 、 及物性 、人称代词和名物化等

具体语言使用 的情况 。

4
．

2
．

1 道歉策 略

致歉信 的 目 的是既要将事实阐述清楚又要表 明致歉者的态度 ，柯恩和奥尔斯坦 （ Ｃｏｈｅｎ＆

0 1 ｓｈ ｔ ａ ｉｎ
，

1 9 8 1 ）提 出 ，

一次完整的道歉应该包含表达歉意 、 陈述原因 、认可责任 、 提出补偿和承

诺不再犯错这五个策略 。 道歉信作为致歉的一种书面形式 ，也应包括上述的五个要素 。

参照传统语法结构 ， 以句号的出 现作为
一

句话 的结束 ， 这封致歉信共 由 1 2 句话组成 。 其

中 ，表达歉意的话有两句 ， 第六句的前一部分和第三句话陈述了 比赛失败的原因 。 认可责任分

别体现在第六句的后
一

部分和第五句话 。 因 为是 比赛失败的致歉 ， 没有提出 明确 的补偿也是

情有可原 ，但是本致歉信也完全没有 出现承诺不再犯错 的内容 。 综合上述分析可 以发现 ， 国足

的致歉信缺少了两个致歉策略 ，且出现 的三个策略仅包括全文 的五句话 ， 占 4 1 ． 6％ ，而其余的

内容都在讲 中 国足球发展过程中的起伏变化 ，与核心 内容致歉没有直接联系 。 可见 ， 中 国 足协

虽然表面上是发布信 函致歉 ，但是涉及 内容大部分与 中泰足球 比赛失利无关 ，不仅弱化了致歉

的诚意 ，而且削 弱 了球赛失败的严重性 ，将球迷和公众的关注焦点转移到 了 中 国足球近年发展

的历程上 。

4 ．
2

．
2 及 物 性

及物性是表现概念功能的
一

个语义系统 ，其作用在于把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所见所闻 、所

作所为分成若干种
“

过程
”

（ｐ ｒｏｃｅ ｓｓ ） ， 同时指 出 与各种过程有关的
“

参与者
”

（ｐ
ａｒｔｉｃｉｐ ａｎｔ） 和

“

环

境成分
＂

（ ｃｉ ｒｃ ｕｍ ｓ ｔａｎｃｅｅ ｌｅｍｅ ｎ ｔ ）
。 过程类型可 以分为六大类 ，包括物质过程 、心理过程 、 关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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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言语过程 、行为过程和存在过程 （ Ｈａ ｌ ｌ ｉｄａ ｙ ，
1 9 9 4 ） 。

本封致歉信
一共有 2 8 个小句 ， 过程类型主要涉及物质过程 、关 系过程及心理过程 。 其中

物质过程小句所 占 比例最高 ，为 6 4 ． 3 ％ 。 物质过程具有客观性 ，过程 中包括动作 的发出 者 （动

作者 ）和动作的接受者 （ 目 标 ） ，可用来描述发生 的事情及具体动作 。 在本文中 ， 物质过程主要

出 现在中 国足协致歉及报告中 国足球历史过程和对未来进行整改规划部分 ， 以 表达歉意部分

为例 ：

（ 1 ） 中泰之战的耻辱性失利 ， 对足球的 健康发展 带 来极大 的 负 面影 响 ， 也极 大损 害 了

中 国 体育 的 良好形象 。

在上述例句 中 ， 中泰之战的失利是物质过程的动作 者 ，足球发展 以及 中 国体育形象为动作

的接受者 。 这句话可被阐释为失利对足球发展与 中 国体育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 对机构 自 身 的

影响不是主要的 。
这会引导公众认为足协没有融人公共体育事业 ， 承担失利责任 ，进而推测 中

国足协对 比赛失利不愿主动表示歉意与 自 责 ，产生了二者间 出 现隔阂 的消极效果 。

关系过程小句可 以反映事物与事物之间所处的关 系 。 它在本文
一共 出 现七次 ， 占全部 比

例的 2 8
．
 5 ％ ， 而这七次全部都出现在信 的开端部分 ，主要通过使用动词

“

是
”

陈述事实及对 6 月

1 5 日 比赛失利的原 因总结 。 中 国足协选择使用关系过程小句来解释失利 的原 因 ，意味着球赛

失败与其原 因之间 的关系 已经确定 ，失利 的原 因 已 经由 中 国 足协分析得出 ，公众要做的就是接

受这个事实 。 同时 ，

“

是
”

属 于抽象概括 ，不能让球迷 了解到从 比赛失败到 中 国足协总结反思 的

发展过程 。 单向 的信息给予 ，使交流缺少对话性 。 如 ：

（ 2 ）这场 比赛 的 大 比分 失利 ， 原 因 是 多 方 面 的 ，

…… 但都 不 是 中 国 足协推卸 责任 的

理 由 。

（ 3 ）从这场 比赛 的过程和 结果来看 ，是不正常的 、
不可接受 的 。

例子 （ 2 ） 中使用
“

是
”

和
“

不是
”

来说 明 比赛失利的原 因有很多 ，但是也没有说出 失利 的原因

具体是什么 ，没有提供有效透明 的信息给公众 ， 未达到陈述原因 的意 图 。 例句 （ 3 ） 中 只 出 现了

关系过程的属性 （ Ａｔ ｔｉ ｔ ｕｄ ｅ） ，表明这是一场不正常的 ，不 能接受的 比赛 ，但是却没有 出 现它的载

体 （Ｃａ ｒｒｉｅ ｒ） ， 即谁将这场 比赛总结为是
一

场不正常 的 、不令人满 意的 比赛 ？ 是只有关心中 国足

球的公众认为其不合理 ，而足协仅是为了平息球迷气愤 的心情才被迫发表致歉信 ，还是中 国足

协及球员 们 自身也承认了他们的失误？ 此外 ，

“

不正常的
”

和
“

不可接受的
”

这两个形容词的使

用淡化了 比赛失误 的严重性 ， 削 弱 了 中 国足协的责任 ，表现 出 不真诚 的致歉态度 ，不能达到希

望公众原谅 、继续支持足球事业的预期社会效果 。

4
．

2
．
 3 人称代 词

人称的使用是衡量发言人与听众亲疏关系 的标准 。 选用不 同 的人称代词可以建构信息 给

予方与信息需求方的氛 围 。 致歉信的信息的给予方为致歉主体 ， 即机构 ，信息需求方为致歉客

体 ， 即球迷及公众 。 公众可 以通过足协在信 中选用的人称代词 ， 辨别 出 其对事情的重视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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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对信息的解读 。

全文一共 2 8 个小句 ，通篇 出现的均是第三人称
“

中 国足协
”

，在提及致歉客体时 ，也没有使

用第二人称 ，仅以第三人称 ， 如
“

广大球迷和群众
”“

社会各界
”

等词称呼 。 而在众多真诚 的致歉

信中 ，致歉主体一般多选用第
一人称与客体进行对话 ，拉近与群众 的距离 ，建构出一种 真诚亲

切 ，面对面交流的 氛围 。 文 中第三人称的使用疏远 了 中 国足协 与球迷 的关系 ， 降低了致歉方 的

真诚度 。 以文中语句为例 ：

（ 4 ） 中 国 足协认为 ，这场 比赛的 大比 分失利 ，原 因 是 多 方 面 的……

（ 5 ）在此 ， 中 国足协 向 热爱 、 支持足球事业 的 广 大球迷 、群 众 、 赞助 商 、 社会各界表示诚

恳道歉 ！

这封致歉信的撰写人就是中 国足协 ，而例子 （ 4 ） 中说
“

中 国足协认为
”

，表 明 中 国 足协是 以

第三方 的角度在陈述事件的 。 第三人称的使用 ， 弱化了 中 国 足协在这次失利 比赛中 应该承担

的责任 ，推卸 了 自 身的义务 。

4
．
 2

．
 4 名 物 化

名 物化是系统功能语法中概念隐 喻 中的
一

种 ， 是指把句子中 的动词和形容词转化为名 词

和名词词组 ，从而使这种名 词和名 词词组在具有名 词语法功能的 同时具有动词或形容词的 意

义 。 费尔克劳 （Ｆａ ｉ ｒＣｌ〇 Ｕｇｈ ，
1 9 9 2 ）认为 ，名物化将过程转化为 状态 ，将具体 的事物抽象化 ，削 弱

甚至隐含了动作的实施性 ，模糊 了时 间概念与事件 的原因 与责任 ， 掩盖 了参与者 ，从而遮掩了

许多可以揭示 的意识形态范畴的语言信息 。

在 中国足协的这封致歉信 中 ，名 物化的使用主要 出现在文中最后中 国足协表明接受教训 、

规划未来发展一段 。 例 ：

（ 6 ） 中 国足协决心汲取
“

6 ． 1 5
”

的深刻教训 ，
以 此为 鉴 ，加 强 中 国足协队伍建设 和制 度

建设 ， 改进作风 ，提升素质 ，
加 强 国 家队管理和教育 ，激发运动 和全行业为 国争光的政治 责

任感


在上述例子中 ， 中国足协选择将
“

建设
”“

管理
”

和
“

教育
”

以名词化形式出 现 ，而避免使用物

质过程小句 ，掩盖了 中国足协建设 、管理和教育的主动性和动作的施 为性 ，
致歉主体不 明显 ， 推

卸足协 自 身责任 。 此外 ，

“

建设
” “

管理
”

和
“

教育
”

三个词 比较空洞 ，并未使 用定语来修 饰 ，没有

提 出未来提高足球事业发展的具体措施 ，使公众认为 中 国足协没有从平等的关系 地位 出发 ， 向

球迷诚恳公开全部信息 ，违背 了致歉的真诚原则 ，疏远了与球迷 的关系 。

5 ． 致歉信的 结构分析

5 ． 1 话语秩序

在致歉的话语实践 中 ，话语秩序通过致歉主体话语与致歉客体话语之间 的关系 反映 出 双

方 的社会关系 。 在本案例 中 ， 中 国足协为致歉主体 ，公众为致歉客体 。 双方在交流的 多个方

面 ， 中国足协都掌握着主动 ， 占据着主导地位 ，如决定着致歉信发布 的时间 、决定着致歉信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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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发布还是举行记者会 、决定着致歉是否采取书面的形式 以及致歉的程度和深度 。 中 国 足

协对话语在这些方面的掌控表明其对球迷而言处在
一种主导的位置 。 在这种情况下 ， 中 国 足

协如果希望得到球迷的宽容 ，就必须在道歉的诚意上做足文章 。 然而 ， 中 国足协在致歉信中将

信息控制在失利陈述 、原 因分析以及责任认定等方面 ，将致歉信演变成足协对球赛失利与足球

业发展的单方面总结 ， 除了体现 出机构的权威性以外 ， 只能更充分地显现出机构话语与公众话

语之间不平等 的话语秩序 。

Ｓ ． 2 语体链

语体链指不同 的语体在发布的 时间顺序上形成一个链条 （ Ｆａ ｉｒＣ ｌ〇Ｕｇｈ ，
2 0 0 3 ） 。 在这个致歉

的话语实践 中 ，不仅有 中 国足协机构话语和公众话语参与其 中 ，而且还有除了信函语体之外的

新 闻发布会 、评论等语体参与其中 ，这些不 同的语体在发布 的 时间顺序上形成
一个紧密相关的

链条 。 如 ：

（ 1 ） 2 0 1 3 年 6 月 1 6 日 中 国 足协举行新 闻发布会 ，要求记者 只 能提三个 问 题 ；

（ 2 ） 2 0 1 3 年 6 月 2 0 日 中 国 足协开会会诊 中 国足球 ， 商讨部分 内 容以 采访形 式流 出 ；

（ 3 ） 2 0 1 3 年 6 月 2 4 日 中 国 足协 、 中 国 足协 国 管部 、 男 足全体球员 分 别发表致歉信 ；

（ 4 ） 2 0 1 3 年 6 月 2 5 日 网友在新浪微博发布
“

回 中 国足协致歉信
”

系 列信函 文章 ；

（ 5 ） 2 0 1 3 年 6 月 2 5 日 央视《 体育世界 》在节 目 中对致歉信进行评论 。

这些在 6 月 2 4 日 中 国足协致歉信发布前后关于比赛失利 的新 闻发布会 、 内部会议或者 网

络信息等语体形成了一条语体链 ， 对此仔细观察可 以发现 ，通过这些语体所进行的 社会实践活

动很多 由足协进行控制 ，如 6 月 2 0 日 的 内部商讨会议 ， 6 月 1 6 日 限制信息交流数量的新 闻发

布会 。 这些不同 的语体均是参与社会实践 的形式 ， 由 此形成 的语体链也体现 了 结构关系 中 的

话语秩序 。 通过这条语体链 ，突 出 了机构话语在致歉这个话语实践中 的主导和控制地位 ， 阻隔

了致歉双方的交流 ，未达到获取原谅的社会效果 。

6 ． 结论与 建议

对 中 国足协致歉信的批评话语分析表明 ，这封
“

致歉信
”

虽然是就 中泰之战失利 向热衷 足

球事业的公众表达歉意 ， 以促进球迷的谅解 ，实际上却 因致歉信 中过多陈述足球事业发展的 内

容而转变成报告总结 ，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 中 国足协希望通过在官方 网络平 台发布致歉信来

得到公众的谅解与宽容 ，但是却因 为文本结构层面安排不合理 、话语层面致歉要 素运用不足 、

话语策略选用不当 以及足球事业 目 前状况的赘述等原因 ，使公众认为 中 国足协的 致歉缺乏真

诚性与交流性 ， 未能消除球迷的气愤心情 ，无法达到缓解矛盾 的社会效果 。 公众对于该
“

致歉

信
”

解读后显示 出 的不满 ，反映出 机构与公众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对话交流的重要性 。 尽管政府

组织 、机构与 民众 的社会地位不 同 ，拥有的话语权也不 同 ，但是为 了让
“

致歉信
”

起到应有的作

用 ，创造 良好的社会效果 ，对
“

致歉信
”

的撰写进行完善也是非常关键的 。 基于上述分析 ，本研

究对机构致歉信 的内 容与形式提出
一些话语策略方面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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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致歉信的真诚性与对话性 ，是突 出歉意特征的关键所在 。 在 内容上 ，机构致歉信应在

承认比赛失利与表示歉意的基础上 ，提出补偿或补救措施 以及承诺不再犯类似错误等要素 ， 以

最大限度地表现出诚恳的态度 。 在形式上 ，机构致歉信应该使用称呼语和 问候语句 ， 以此来拉

近与公众的距离 ， 同时也可在正文结尾处呼吁 民众参与建设足球事业 的监督等 。 在话语策略

的运用方面 ，可 以注重第一 、第二人称代词 的使用 ，增加 物质过程小句 的 比例 ，在提 出保证和改

进措施时 ，选择施为性动词 ，等等 。 如此这般 ，机构致歉信才可以 削 弱 机构与公众的隔 阂 ， 提升

致歉机构的致歉诚意 ，达到相互理解 、消 除曲解的社会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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