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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话语( discourse) 在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人类正是通过话语的使用和表达来

完成很多活动。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类

赖以生活的环境也在急剧恶化，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

区能够逃避不断发生的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破坏。
西方国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环境保护运动”
引起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国外学

者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在过去近 40 年中从不

同的学科领域对话语及环境话语 ( environmental dis-
course) 进行了研究。因此，本文主要阐述西方学者对

话语及环境话语的理解，同时回顾西方学者对环境话

语的相关研究，包括环境话语的体裁、研究方法、研究

内容和研究成果等，从而为中国国内的环境话语研究

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话语及环境话语的定义

话语是一个在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领域都广泛

使用的术语，它有着丰富的含义。不同学科的学者对

话语的理解有着较大的差异，即使在同一学科，由于

研究者的侧重点不同，他们对话语的定义也有偏差。
环境话语在许多学科领域都有涉及，如语言学、政治

学、传播学、地理学等，因此，对于环境话语的研究可

以说是多学科的。因此，本文先要厘清语言学及非语

言学领域对于话语的理解，然后再对环境话语的定义

进行介绍。
( 一) 语言学及非语言学领域中的话语

在语言学领域，对话 语 的 定 义 有 不 同 的 侧 重。
Harris［1］和 Stubbs［2］都侧重于话语的语言结构即话语

是大于句子或从句的语言单位或超句单位。一些学

者对话语的定义超出了其语言结构方面的内容，主要

侧重于话语的功能，如 Cook 认为“话语是用于交际的

语言使用”［3］( 6 ) ; Pennycook 把话语定义为“超句的语

言使用”［4］。Brown and Yule 把话语分析当做“对语

言使用的分析”［5］( 1)。Gee 把话语“当做行为、交际、
价值判断、思维、信仰、说话、读书、写作的表现形式，

是特定群体的人所扮演特殊角色的实际表征。”［6］( viii)

而一些学者则侧重于话语的社会性，如 Fairclough，

Wodak， van Dijk 等。 Fairclough［7］， Fairclough ＆
Wodak［8］，van Dijk［9］等把话语看做一种社会实践和

再现社会事实的方式。对于他们来说，话语是一种政

治实践，它确立、维持并改变着权势关系，同时话语

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实践，它通过权势关系的变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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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维系并改变着世界。
在非语言学领域如政治学、传播学、地理学等领

域的学者对话语的定义有别于语言学家们的定义。
Litfin 从政治学的视角把话语“当做一系列的、包含

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语言实践和修辞策略”［10］( 3) 。
Benton ＆ Short［11］以及 Fiske［12］从传播学出发，对话

语进行了描述。Benton ＆ Short［11］( 1 － 2) 指出，“话语

是一个框架，它是观念、词汇、概念和实践的总集合。
话语又是一个总体语境，在这个语境下一些观点赋

予了特殊意义并产生特殊的实践。”。Fiske［12］( 14) 认

为“话语是语言或表达系统，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

发展，从而产生并传播某个重要话题的一系列连贯

意义。这些意义服务于话语产生的社会阶层的利

益，从意识形态上试图使这些意义自然化成常识”。
环境作为地理学领域的一个研究内容，引起了很多

地理学者对话语的关注。Barnes ＆ Duncan 把话语

定义为“框架，是包含叙事、概念、意识形态和象征

的组合，这些与社会行为领域相关联。———话语是

具 有 意 义 的 实 践 活 动，为 理 解 世 界 提 供 了 一 个 框

架。”［13］( 8) Harvey 认为“话语是适合我们来谈论、抒

写 和 表 达 世 界 的 编 码 形 式”［14］( 78)。Dryzek 指 出:

“话语是理解世界的共有方式。通过语言，话语帮

助语言使用者解释点滴的信息，然后使它们成为连

贯的故事或叙述。”［15］( 8)

在语言学领域，学者们对话语的认识呈现出一种

趋势，即从注重话语的结构到重视话语的功能再到突

出话语的社会性的转变。而在非语言学领域，如政治

学、传播学、地理学等领域，人们对话语的认识相对来

说较为零散，具体而言，非语言学领域的学者们把话

语确定为框架、编码形式及表达系统，可以包含态度、
观点并具有意识形态等。

( 二) 环境话语的定义

环境是全人类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因而环境话

语就拥有了多学科研究的背景，不论语言学还是非语

言学领域对此都有相关研究。在语言学领域，尤其是

话语分析领域，学者们把环境话语当做一种新型的话

语形式; 在传播学领域，Luhmann 于 1989 最早提出了

环境传播的概念，并把环境传播界定为:“旨在改变社

会传播结构与话语系统的任何一种有关环境议题的

传播实践与方式。”［16］( 97) 之后 Cox［17］提出了环境传

播的七大主要研究及实践领域，而对环境修辞及环境

话语的研究是首要的一个研究领域。环境问题是地

理学讨论的一个主要内容，因而对环境话语的研究也

成为了该学科学者的讨论内容。在政治学领域，20

世纪 60 年代环境被当做一个概念出现在政治学和一

个国家的政策制定中，因此出现了环境政治( environ-
mental politics) 这一术语，而对话语的研究是该领域

必不可少的内容。因此，环境话语的定义呈现出多学

科的特点。
在 语 言 学 领 域， Harré， Brockmeier ＆

Mühlhusler［18］ 创 造 了 一 个 包 罗 万 象 的 术 语

Greenspeak( 绿色话语) 即通过书面语、口语或图片

等形式谈论环境问题的话语; Greenspeak 主要通过

语言 形 式 来 构 建、表 达 并 协 商 环 境 问 题。之 后，

Mühlhausler ＆ Peace［19］( 458) 把环境话语定义为“探讨

人类与自然环境间关系的语言形式”。环境话语作

为一种新型的话语，其特点在于关注自然种群和人

类在全球语境下所遭受的危害。因此，他们认为环

境话语可以被看做社会成员对全球环境变化的一种

理解。
在传播学领域，环境话语被看做是“对我们周围

世界的解释。它们是深层结构，具有思想、信念和实

践，使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以它们

现有的形式而存在”［11］( 1 － 4)。Benton ＆ Short［11］又进

一步指出环境是一种社会构建，因此环境话语是动态

的，它影响着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此外环境话语还具

有政治倾向性。
在环境政治领域，学者们如 Dryzek［15］认为环境

政治涉及多方面的人员，他们不仅有自己的立场和关

注点，也有自己的话语。因此，环境话语是一种社会

实践，它代表着一定的立场、观点和态度。
虽然各个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对环境话语有着自

己的理解和定义，但是我们不难发现环境话语的一些

特点: ( 1) 环境话语具有各种语言形式如口头、书面

或多模态的形式; ( 2) 环境话语表达并构建人类与自

然环境的关系; ( 3) 环境话语具有社会性和政治倾向

性，它是一种社会实践。

三、环境话语的体裁

体裁是“话语的类型”［20］( 229) ，更具体地说，体裁

是“使用语言以达到的有步骤的、有目的的活动类

型”［21］( 27)。环境话语通过语言形式来探讨人类与自

然关系，是具有一定立场、观点和态度的社会实践，其

最终目的是试图解决人与自然日益紧张的矛盾。因

此，环境话语作为一种体裁，它不仅是一种话语类

型，而且是有步骤的、有目的的活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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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话语作为一种体裁，它不仅包括叙事、神话、
布道等，也有一些新的体裁如环境影响评估［19］。然

而，由于新闻媒体的全球影响力，环境话语完全纳入

了全球多媒体的框架下，环境新闻报道成为了环境话

语的主要体裁。1962 年 Ｒachel Carson 所著的环境新

闻报道专辑 Silent Spring( 《寂静的春天》) 一书的出

版，掀起了一股环境保护报道的热潮，同时也成为了

环境新闻的奠基之作。美国前任副总统、民主党人阿

尔·戈尔为该书作“前言”时称赞“《寂寞的春天》的

影响力可以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媲美。两本珍贵的

书都改变了我们的社会”［22］( 13)。之后，环境话语主

要以新闻报道形式不断出现在主流报刊上。“《纽约

时报》从 1969 年开始报道环境问题; 《时代周刊》和

《星期六评论》从 1969 年起定期提供环境保护方面的

信息;《国家地理杂志》几乎每期有 9000 字的关于环

境问题的文章; 《生活》杂志逐渐增加了环境方面的

报道”［23］( 92)。
环境话语这一体裁往往具有一些固定的成份，如

话语的发言人、受众以及目的等。环境话语的发言人

是信息的来源，许多分析家认为从地球的角度出发是

环境话语的一个突出特点。环境话语的发言人是活

动家、学界人士、新闻记者等，而随着全球对环境的关

注，环境话语的发言人已经从个人转变为国家机构或

国际组织。Mühlhausler ＆ Peace［19］指出政府已经成

为环境话语最强有力的生产者，如欧盟、世界银行、联
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等跨国组织，还有一些有影响力的

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塞拉俱

乐部等。
环境话语的受话人是目标听众，也就是受众。然

而对受众的识别却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环境话语

的受 众 可 以 是 政 府、政 党、企 业、公 众 等。正 如

Mühlhausler ＆ Peace 指出的“鉴于环境话语在经济和

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识别受众是环境修辞中的一个

中心任务。但是这是个比较困难的问题”［19］( 461)。在

西方国家，一些政党领袖的选举、甚至总统的选举都

会以对环境的保护、改善环境为筹码来赢得选民的支

持; 而一些产品的广告突出绿色和环保的绿色消费往

往能赢得市场。
环境话语的目的或目标突出了一个主题即人类

的行为威胁到了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从而唤醒人

们对环境的保护。因此，环境话语的词汇呈现出“绿

色”的特点，如新词的不断扩散、英语词汇的创新性使

用、绿 色 隐 喻、专 门 环 境 词 典 的 出 现 等，正 如

Mühlhausler ＆ Peace 所指出的“绿色语言提升了人们

的对环境问题的意识”［19］( 462)。

四、环境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
及研究内容

环境话语是探讨人类与所生存环境关系的语

言形式，它 涉 及 人 类 语 言 与 世 界 的 关 系。通 过 梳

理文献，不难 看 出 在 对 环 境 话 语 的 研 究 中 有 三 种

主要的研究方法，即生态文化多样性的方法、生态

语言学和批 评 话 语 分 析 所 采 用 的 分 析 方 法，虽 然

有学者把批评分析或生态批评分析纳入了生态语

言学的范畴。
( 一) 生态语言学的方法

生态语言学是语言学与生态学相结合的产物，

它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主要研究语言多

样性与生物 多 样 性，探 索 语 言 在 生 态 环 境 发 展 与

生态环境 恶 化 问 题 上 的 作 用 和 影 响。”［24］( 54 ) 在 生

态语言学研 究 中，有 三 种 突 出 的 方 法 : 一 是“语 言

生态”( language ecology ) 的 方 法，即“研 究 任 何 一

种语言 与 其 环 境 发 生 相 互 关 系 的 研 究”［25］( 336 ) 。
这种方法关注人为的、语言相互竞争的政治生态，

同时强调适者生存的原则。这种研究方法注重探

索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着力于调查、记录及

拯救地球上濒危的语言。二是隐喻的研究。生态

语言学 始 于 一 个 隐 喻。Haugen 在 1970 年 曾 用 隐

喻来形容生态间动物、植物与环境的关系，现在这

个生态系统隐喻已经由语言系统扩展到普遍的文

化系统。对 所 涉 及 事 物 的 求 新 解 释、环 境 话 语 使

用者之间出现了相互冲突的表达以及对环境理解

的局限性等 都 是 造 成 大 量 隐 喻 使 用 的 主 要 原 因。
Mills［26］曾认为西方社会在过去的一千年中出现了

三种有关自 然 的 隐 喻 : 中 世 纪 时 期 自 然 是 上 帝 书

就的一本书 ; 文 艺 复 兴 时 期 自 然 是 人 类 身 体 的 反

应 ; 进入现代社会自然是一部机器，即从时钟演变

为蒸汽 机 再 演 变 为 计 算 机。三 是 生 态 批 评 方 法。
生态批评分析的两个主要来源为修辞研究和批评

分析。生态批评方法主要关注对语言系统内部的

批评，如 对 词 汇 和 句 法 中 有 关“人 类 中 心 主 义”
( anthropocentrism) ［27］的 批 评，从 而 提 出 与 生 态 相

和谐的语法模式“绿色语法”( green grammar) ［28］。
( 二) 生态文化多样性的方法

Luisa Maffi［29］ 在《关 于 生 态 文 化 多 样 性》( On
Biocultural Diversity) 一书中对生态文化多样性做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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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描述。她认为生态文化多样性涉及生命多样性的

方方面面即生态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

这三个方面在复杂的社会生态适应系统中相互关联。
生命多样性不仅指植物、动物及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而且也指人类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由于文化传承

通过语言得以实现，因而语言成为生态文化多样性赖

以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她指出语言能够反映人类

言语社区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在生态多样性较丰富的

区域，语言多样性也会较丰富，因而文化多样性也就

更明显。这种方法侧重从语言多样性的角度来考察

文化多样性，如对濒危语言及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文化

的考察等。
( 三) 批评话语分析方法

批评话语分析主要关注与话语和话语生产有关

的社会政治问题，试图通过对表层语言形式的分析

来揭示隐藏在话语中、不易被人察觉的权势、控制和

支配的关系。批评话语分析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分析

方法，它的理论较为复杂，因此也产生了不同的流

派，如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传统的、以 Fairclough 为

代表的英国流派; 以 van Dijk 为代表的荷兰认知派;

以 Wodak 为 代 表 的 话 语 历 史 分 析 流 派，以 及 深 受

Foucault 影响的德国流派［30］。不同流派的方法在环

境话语的研究中或多或少都有应用。Carvalho［31］借

助 van Dijk 的认知结构模型和 Fairclough 关于权势

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分析了 1985 至 1997 年间发表

在英国《卫报》、《泰晤士报》以及《独立报》有关气

候变化的新闻报道，她认为新闻媒体的科学话语构

建明显地带有意识形态的立场。Breeze ［32］ 以 2010
年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 ( Deepwater Horizon) 钻油平

台漏油事件为背景，以 Fairclough［33］、Fairclough and
Wodak［8］以及 van Dijk［34］关于权势和意识形态的理

论为框架，分析了公司话语的合法化 ( legitimation)

问题。
在用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进行环境话语分析

时，被学者们广泛接受且使用频率较高的是基于福

柯的话 语 理 论 并 由 荷 兰 阿 姆 斯 特 丹 大 学 Maarten
Hajer 教授创立的后福柯话语分析框架，即辩论式话

语分析( argumentative discourse analysis) 。
福柯的话语观对语言学研究，尤其是话语分析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知识考古学》到《话 语 的 秩

序》，福柯把话语、知识和权势紧密联系到了一起。福

柯认为“知识是由话语所提供的使用和使用的可能性

确定的”［35］( 203)。对于福柯来说，话语是由知识生产

的规则决定的，这些规则明确了话语的内容及话语有

效性的程度。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明确了话语与

权势的密切关系，他指出“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

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

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

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36］( 3)。
对于福柯来说，话语结构为社会权势的一种形式，它

把常识性的东西自然化为特定的观念、态度和实践，

福柯把这种社会控制确定为“真理的效力”( effect of
truth) 。

后福柯的学者对福柯的话语观进行了解读，并把

它用于话语分析之中。Burr［37］( 3 － 5) 认为，福柯的话语

观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到“对待人们想当然的知识

要持一种批评的立场; 知识是由社会过程来维系的;

知识和行为相辅相成”。Ockwell ＆ Ｒydin［38］明确指

出知识由社会构建并在机构语境下形成的。因此，知

识可能会相互矛盾，而且知识的拥有者之间可能会产

生冲突或形成联盟。Hajer［39］认为环境话语往往与知

识、利益集团及权势密切相关。因此，Hajer 分析框架

的核心概念就是故事主线( storyline) ，即对复杂叙事

的浓缩概述，它由叙事各个成份构成; 人们可以通过

故事主线梳理出话语参与者所持的观点、价值及利益

所在，从而发现具有共同利益的团体即话语联盟( dis-
course coalition) 。在分析各方的论点及关注的对象

后，就容易揭示环境冲突中的霸权关系( hegemonic re-
lation) ［39］。这样的分析方法在环境话语分析中广泛

使用，如 Jessup ［40］借助 Hajer 的分析框架，分析了澳

大利亚和英国有关风能冲突的新闻报道; Ockwell ＆
Ｒydin［38］以澳大利亚约克角半岛的人工放火垦荒为

例，分析了不同的话语联盟对知识话语的不同理解。
Smart［41］以气候变化为背景，借助 Hajer 的辩论式话

语分析解读了一些专业机构对气候变化进行争论的

网络话语，从而分析了“气候危机怀疑论”以及“气候

危机肯定论”两大话语联盟的各自观点、立场及利益

所在。
西方学者在近 40 年间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环

境话语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产生了很多成果。有关环

境话语研究的著作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出现较多，主

要的著作如下:

( 1) Hajer，M． A．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Policy Proc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 2) Ｒenn，O． ，Webler，T． ＆ Wiedeman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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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ness and Competence in Citizen Participa-
tion: Evaluating Models for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5．

( 3) Dryzek，J． S． The Politics of the Earth: Envi-
ronmental Discours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4 ) Harré，Ｒ． ，Brockmeier，J． ＆ Mühlhausler，
P． Greenspeak: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Dis-
course．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8．

( 5) Benton，L． M． ＆ Short，J． Ｒ．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and Practice． Wiley －
Blackwell，1999．

( 6 ) Milton，K． Environmentalism and Cultural
Theory: Exploring the Ｒole of Anthropology in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Ｒoutledge Chapman
Hall，2012．

同时，也涌现了很多发表环境话语研究的刊物。
笔者根据期刊所发表论文的影响力以及发表相关论

文的数量( 以 EBSCO － ASP 数据库所提供的数据为

例) ，排列出了下列主要发表环境话语研究的国际

期刊:

( 1)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 Planning
( 2)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 3) Environmental Politics
( 4)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Ｒesearch
( 5) Local Environment
( 6)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笔者通过 EBSCO-ASP 数据库对国外环境话语研

究的论文数量和相关参数做了分析。笔者以 environ-
mental discourse 为关键词进行了搜索。通过查询发

现，国外环境话语的相关论文最早发表于 1976 年，从

1976 年至 2014 年的近 40 年间，共有 559 篇相关论文

发表，但在不同时段环境话语的研究并不均衡。1976
年至 1990 年期间，关于环境话语方面的研究论文只

有 1 篇，这期间相关的研究论文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1990 年至 1999 年相关研究开始逐渐增多，共有 83
篇; 而在进入 21 世纪后的 14 年中论文发表量达到了

475 篇; 特别是 2006 年后，每年相关论文的发表数量

达到了 40 余篇。研究论文数量呈现出从极少到不断

增长的态势。如下表所示:

时间段 论文数量( 篇)

1976—1990 1

1990—1999 83

2000—2005 158

2006—2011 226

2012—2014 91

共计 559

这些数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

关注度不断在提升。此外，环境话语的研究论文所涉

及的国家非常广泛，有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

利亚等，也有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坦桑尼亚等;

其研究的话题主要涉及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环境污

染等。

五、结 语

国外学术界对环境话语的研究有不断升温的趋

势，这是跟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紧密相关的。由于对

于环境话语的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作战的局面，研究方

法、研究内容都出现了多元化的特点。然而，对环境

话语的研究有必要从理论及方法上加以提升，使其系

统化。我国对环境话语研究领域关注的学者相比而

言较少，起步较晚。目前国内从事新闻传播的学者对

环境新闻传播进行了介绍和相关研究，如环境新闻从

业者的素质、环境新闻的社会功能等，然而从语言学

的视角对环境新闻话语的研究却相当少，毫无疑问这

也为话语研究者以及对环境传播感兴趣的人士提供

了一个不断探索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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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Author of Petitions to the Throne by Governor of
Guangdong Province Tian Shengjin

LING Li － chao
( Li Zhe Ｒesearch School of China，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 Since Petitions to the Throne by Governor of Guangdong Province ( including A Word of Censor) was looked up by
scholars from library’s compost，many experts whom research local history of Guangdong，history of Macao，oversea transporta-
tion history，even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have been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se papers． But information about the author Tian
Shengjin are missing． Someone surmised that the author was from Taihe，Shandong，and someone guessed the author was from
Tianduo． The version information and publishing time of Petitions to the Throne by Governor of Guangdong Province haven’t
been discussed deeply since lack of information． This paper extensively searches the related historical materials，trying to delin-
eate the life of Tian from the scattered remaining data．
Key words: Petitions to the Throne by Governor of Guangdong Province; Tian Shengjin; lif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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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view of Ｒ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in Western Countries

WANG Jin － jun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Abstract: Discours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elds of politics，economy and social life as many activities are realized by
discourse．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makes its appearance with more attention given to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it has
aroused the interests of multiple disciplines． The paper tends to review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in west-
ern countries over 40 years，including the definitions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its genres，its research methods，its research
fields and important publications，hoping to help Chinese scholars understand better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and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western countries;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re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