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将生物生态学的理念引入语言学，认为语言与其发生环境处于相互作用、
和谐共生的关系之中。因此，语言研究不能只关注孤立的语言现象，只有将语言与其发生环境结合起来考

虑，才能实现对语言事实全面、准确的把握。
在这一观念下，生态语言学通过语言揭示隐藏于其后的自然、社会、文化环境，并以环境因素为特定的

语言现象提供解释。生态语言学依此具备了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发展成为备受学者青睐的语言学分支。
但是，生态语言学要么通过语言揭示环境特征，要么通过环境解释语言现象的研究方法并没能完全实

践其研究理念。因为从生物学借鉴而来的“生态”概念，除了强调物种和生态环境这两个要素之外，更强调

两者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即：环境如何影响物种的生存、演变，物种如何作用于生存环境，两者的相互关

联如何形成循环的有机整体？在生态语言学中，这一动态过程就转化为：环境如何进入语言，影响语言的发

生、演变和基本面貌，语言如何进入环境，对环境产生建构性影响？

遗憾的是，现有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没能充分关注这一互动过程。本文

将在潘世松教授主持的栏目“语言生态与领域语言研究”设立的论域中聚焦这一问题。

一、生态语言学

1970 年，美国学者 Haugen 用生物与环境的关系隐喻语言与其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提出生态语言学

（eco-linguistics）概念。他将其定义为“研究一种语言与它生存环境间相互作用的学科”①。生态语言学由此

诞生。
Haugen 之后，生态语言学沿着两条路径发展：一由 Haugen 开创，以生物与环境的关系隐喻语言与环

境的关系。例如，它引入“环境”、“恒定性”（conservation）、“相互作用”（interaction）、“语言世界系统”（lan
guage world system）等生态学概念，对语言现象及其产生环境进行综合性阐释②。又如，它建立生态语言学

的变量体系，从意识—逻辑环境、生物—逻辑环境、社会—逻辑环境考察制导语言发生、演变的环境因素③。
这一路径的研究主要关注语言的多样性、濒危语言的保护，以及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角度进行话语

的生态分析等议题。
二是由 Halliday（1980）开创的以生态问题为内容的研究路径。它关注人类日益恶化的环境和资源议

官场话语生态的形成过程考察

殷祯岑，祝克懿

摘 要：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观之，话语的生成过程可视为话语与其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实现和谐、一致关系的
语言生态形成过程。这一过程可从两方面进行考察：一是环境进入话语，制导话语的信息传递和意义生成；二是话语
进入环境，建构并填充语言生态环境。以官场话语为例，从上述两方面考察官场话语的语言生态形成过程及实现机
制。希望这种分析实践能深化生态语言学的研究，为语言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研究提供生态语言学视角的参
考。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官场话语生态；语言生态环境；动态过程；实现机制
作者简介：殷祯岑，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祝克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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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通过话语分析以及对语言系统和成分的分析揭示隐藏于语言背后的环境污染、资源损耗、生态失衡等

现象。如 Halliday（1992）曾指出，成对的反义词中，增长类词总是比消减类词更受语言使用者欢迎。我们常

说汽车开得有多快而不是多慢，房子有多高而不是多矮……这种现象反映人们总是期待占据更多的环境

资源，而这种增长主义心理会加剧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损耗；还有不少学者对涉及能源、环境议题的语篇

进行批评话语分析，突显环境、生态问题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④。
我们认为，生态语言学这两条研究路径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借鉴生态学方法进行的语言学研究，后者

是借鉴语言学材料进行的社会学分析。在第一条路径之内，我们又可依据研究对象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

以特定的语言系统和系统中的语言成分为研究对象；一类以特定类型的话语语篇及其意义为研究对象。
“语言生态与领域语言研究”栏目的系列研究即属于第二种类型。

二、生态语言学与领域语言研究

领域语言是指社会某一领域成员所使用的语言。“从地域角度来看，领域语言可以分为地域方言和共

同语；从传播媒介角度来看，领域语言可以分为报纸语言、广电语言和网络语言等；从职业、行业角度来看，

领域语言可以分为法律语言、医疗语言和广告语言等。”⑤特定领域的话语之所以会具有鲜明的特征而彼此

区分，是因为受到了不同领域的发生语境的制约。因此，领域语言研究天然地要求包含对语言环境及其与

话语的相互关系的考察，它与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理念一拍即合。
在将生态理念引入领域语言研究的过程中，潘世松（2013a，2013b，2014）提出“语言生态伦理”和“话语

生态位”的核心概念。“语言生态伦理是族群语言的发生、发展和个体语言的习得、运用的自然状态与人为

痕迹关系的内心驱迫感，是族群语言生态外在客观意志普遍性立法与内心主观特殊性的道德关系的统

一。”⑥“话语生态位是话语的住所或栖息地，是表达被容忍或可存活的程度或范围”⑦，“话语生态位、语言

生态伦理是语言生态‘应当存在’实践的基本内容。”⑧简而言之，语言生态伦理就是话语主体对语境中话语

的‘应当存在’有一个心理预期，这一预期是话语与语境的互动关系在主体认知中的感性反映，迫使主体在

实际的语言使用中尽量使自己的话语向它靠近。这一心理预期即语言与环境和谐共存的话语生态位。
“语言生态伦理”和“话语生态位”以主体对话语“应当存在”的心理预期为立足点，将话语及其发生语

境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我们对领域语言的生态学考察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我们（祝克懿、殷祯岑，2014）曾

尝试从官场话语的话语特征和生态伦理出发，探索其话语生态位，归结出官场话语所由发生的自然、社会、
精神三个方面的生态环境图景⑨。我们还认为：生态观所关注的不仅是静态的语言、环境要素，更是它们相

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在特定领域的话语生态中，环境因素通过什么方式进入话语，影响话语的面貌？话语又

通过什么方式进入环境，实现与环境的和谐共生？这些问题在目前的生态语言学中都还缺少有解释力的研

究方法，本文拟继续以官场话语⑩为例，探索官场环境与官场话语相互作用的生态形成过程。

三、官场话语生态的形成

官场话语生态，就是官场话语在其发生语境中的生存状态。它强调官场话语必须与其发生环境处于和

谐、一致的关系之中。“人类语言作为一种生态现象，也有其以‘和谐’作为生存机制的‘生态位’……每一种

领域语都占据着不同的生态位：在语言上位系统中，与其他类型的领域语和谐相处，各司其职，共谋进取；

在领域语个体系统自身，于内，其语形和语义相辅相成，协同表意，于外，发展与内部生态位相协相调的语

言环境———区别于其他领域语的不同语境生态位。若上下层次、内外环境都和谐适应，就会推动超常优质

的语言生态生成。”輥輯訛

在和谐观的统摄下，本文聚焦话语与其环境相互作用、形成话语生态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具化为两条

分析线索：一是环境因素进入话语，在话语中具体展开，影响话语的信息传递和意义生成；二是话语进入环

境，对环境进行反映和建构，实现二者的和谐共生。无论是环境进入话语还是话语进入环境，话语生态的最

官场话语生态的形成过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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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形成都意味着两者和谐关系的建立和话语意义的生成。因此，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看，话语的生成过程

即话语与环境相互渗透，达成一致的生态形成过程。本文从这一观念出发，探讨官场话语生态的形成及其

实现机制。
在《生态语言学视野下的官场话语研究》輥輰訛（下文简称《生态》）中，我们从生物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精神

环境三个方面概括了官场话语的生态环境：

生物环境方面，官场话语主体出于人类本能，具有得到、维持、使用公共权力的心理需要，这一需要促

使话语主体建构起权、利至上的思想价值体系，表现为公共权力运作对官场话语的渗透；社会环境方面，其

他社会群体抵制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制定了针对官场权力需要的社会规章制度。这一环境因素与主体的心

理需要相互冲突，使主体追逐公共权力的官场话语不能直接呈现；精神环境方面，两种生态因素的冲突迸

发出具有双层结构的官场文化体系：表层文化反映社会环境的需求，以人民利益至上为核心价值取向；深

层文化反映生物环境的需求，以权、利至上为核心价值取向。至此，官场文化体系在生物环境因素和社会环

境因素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为官场话语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生态条件。
在此基础上，本文考察官场话语生态的形成，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三个方面的环境特征在话语中如何

具体展开？话语如何反映和反作用于三者，对其进行建构更新？

1. 话语进入环境

话语进入环境的过程是指话语不仅反映生态环境，还对环境具有建构、调整等积极性影响。我们认为，

这种积极性影响可通过主体对语篇的解读实现。
我们曾在《生态》中归结出官场话语的具体化、自身化、权力化、意图化四种特殊解读机制。从生态形成

的角度看，这些特殊解读机制的形成过程也是官场话语进入环境，对环境进行积极性影响的过程。下面将

结合具体案例，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
请看下例：

（1）背景：唐小舟刚刚升任赵德良的秘书，彭清源给他打电话。
对方说：“是小唐，唐小舟吗?……我是彭清源啊。”他立即说：“首长好！”彭清源说：“怎么样? 哪天有时

间，一起去钓鱼？”
当上赵德良的秘书之后，钓鱼的时间绝对不会有了。彭清源能够将电话打到这间办公室，说明他对自

己的新职务非常清楚，也对他将来的工作情况十分清楚。既然清楚，却又说出一起钓鱼这样的话，就绝对不

会是一种假客套。以他的身份，完全没有必要和一个小秘书玩客套。这只能说明一点，彭清源其实是在向他

示好，自然也是在向赵德良示好。（黄晓阳《二号首长 1》）
上例中，从字面看，彭清源只是约唐小舟钓鱼，而唐小舟却从中解读出他是在向自己和赵德良示好的

意图。唐小舟之所以能超越字面意义解读其深层意图，是因为官场话语有权力化的特殊解读机制，即“官场

话语接受者将表面看来与权力运作无关的话语与公共权力联系起来，从而理解文本，还原说话人意图”輥輱訛。
我们将结合此例，以权力化机制的形成为例分析官场话语对环境的建构过程。

由于彭清源的话语在表层显义与深层意图之间存在巨大断层，唐小舟依据常规无法顺利理解。他调动

认知中与话语相关的所有储备信息，并对它们进行主观性加工，以开辟新的解读路径。唐小舟的主观性加

工其实是尝试以各种方法对话语内容和语境信息进行突显、联结、填充、阐释、评价和改造的过程。当他将

这些内容与权力的运行挂钩，赋予它们权力化的认知框架之后，话语的理解变得顺畅起来。如此，由于话语

解读的实现，主体将权力化的加工方式固定下来，形成官场话语的一种特殊解读机制。权力化解读机制形

成的同时，主体对官场话语及官场环境的权力化认知也同步生成。这种认知模式直接作用于主体的认知世

界，成为其官场话语生态伦理的组成部分。在官场话语生态伦理的居中调节下，上述认知模式通过主体的

言行迁移、外化到官场生活的全域，以此实现对客观生态环境的改造、更新。
综上，我们结合实例分析了官场话语对环境的建构改造过程：在主体的积极参与下，官场话语通过对

话语解读方式的制导，在特殊解读机制的形成中对环境进行主观的建构和改造。官场话语就是这样通过主

体对话语的解读进入环境，达成与环境的和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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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进入话语

环境进入话语的过程指环境因素在话语中具体展开，影响话语的信息传递和意义生成。我们依然结合

实例进行分析：

（2）背景：纪委调查皮市长的贪污、受贿案，皮市长嘱咐与朱怀镜保密。
（朱怀镜）：“……皮市长你放心，随便谁来找我，我都是这个说法。”皮市长满意地点点头：“怀镜，对你，

我是放心的。”又像是突然想起什么，“裴大年和袁小奇这两个人怎么样？”皮市长前后两句话，听上去就像
没有联系，朱怀镜却心领神会。那意思就是说，对你朱怀镜放心，对裴大年和袁小奇就不太放心了，同时暗
示朱怀镜在中间做些工作。（王跃文《国画》）

上例中，皮市长的话前言不搭后语，他为什么不在话语中明示其意图，而要以这种含混的方式进行交

际呢？

在官场话语生态位中，社会维度的官场环境抵制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制定出一系列防止以权谋私的制

度规范。皮市长涉嫌贪污受贿，还要求他人不配合纪委的调查帮他保密，违背了制度规范。因此，他希望保

密的话语与官场环境是不和谐的。生态原则要求话语与环境的和谐、一致，皮市长不能无视环境因素的制

约，只得隐藏与环境不和谐的话语文本，只以“裴大年和袁小奇这两个人怎么样”进行暗示。因此我们知道，

官场话语中出现如皮市长话语这般曲折、含混的表达方式，是因为在生态原则的影响下，环境因素进入了

话语，对话语的表意方式和信息传递发生作用。
综上，我们结合实例，分析了官场话语与环境相互作用，形成官场生态的动态过程。我们认为，话语与

环境的和谐、一致是官场话语的一条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具体表现为话语进入环境和环境进入话语两个过

程。话语在主体的解读过程中，通过特殊解读机制的生成对环境产生积极性影响，环境通过影响话语的

表意方式对话语起制导作用。在两个过程的交替进行中，官场话语与环境相互作用，官场话语生态由此

形成。

四、官场话语生态的实现机制

官场话语生态在和谐原则的统摄下，在两大互动过程之中形成。但具体的话语实现官场话语生态的机

制、策略各有不同。
《生态》一文已结合具体语料分析了官场话语具体化、自身化、权力化、意图化的特殊解读机制。这些解

读机制即话语进入环境，对环境进行改造、建构的具体方法。此处不再赘言。我们且构拟分析框架，探讨环

境进入话语，影响话语信息传递和意义生成的生态策略。
1. 分析框架

我们借鉴语篇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使生态环境对官场话语的影响具有切实的可分析性。
话语的意义结构可定义为“意义内核统摄下诸文本的集合”輥輲訛。这一定义有四个要点：（1）它不再将话语

看作积句联章的线性构筑，而是从意义的角度将其定义为由意义内核、文本、文本的组合方式决定的结构

整体。（2）意义内核包括话语的核心内容和话语意图两个方面。通常，话语意图是核心内容的终极旨归，但

在特殊情况下（如在表层意义与深层意图之间出现断层的官场话语中）两者并不一致，故有分别考察的必

要。（3）话语虽以意义内核为主线，但其中还包含着不少其他文本。对“文本”概念的定义学界讨论弥久，至

今尚未统一。本文依据巴赫金“文本的本质是生活事件”輥輳訛的观点，将官场话语中能表达完整事件的意义集

合视作文本。（4）文本的组合包括文本与文本的结合方式及意义内核与文本的结合方式，在官场话语的分

析中具体体现为主体通过文本指向意义内核的话语方式。
以上述界定为基础，我们拟从意义内核维度、文本维度、话语方式维度三个方面考察官场环境进入话

语，形成官场生态的具体策略。
2. 话语策略

2.1 官场环境影响意义内核的策略

官场话语生态的形成过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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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话语生态位（详见本文第三节）对话语意义内核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官场生物环境的影响下，官场话语表现出对公共权力及其等级秩序的聚焦，并以公共权力的

得到、维持、使用为基本意图。我们考察的 800 余例语料中，其中绝大部分都以主体对公共权力的得到、维
持、使用为话语意图。我们据此将官场话语定义为：“在官场环境中使用的，以得到、维持、使用公共权力为

话语意图的话语。”輥輴訛

其次，在官场精神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官场话语表现出核心内容与话语意图的不一致。请看下例：

（3）背景：袁小奇希望通过捐献引起轰动，名利双收。派黄达宏询问大家有没有适合的项目。下面黄达

宏与众人商量此事的话语。
黄达宏说：“今天袁先生请各位来叙叙。这次袁先生想再捐 100万，但不想随便就把钱扔了，得捐得是

地方，要有意义。请大家一起想想主意。”朱怀镜听黄达宏说这几句，就想这人不愧是在官场混了二十来年，
学到的官话今天用得是地方了。（王跃文《国画》）

例中划线部分从字面看，说的是袁小奇希望使捐款更有社会效用，但结合上下文我们才知道，黄达宏

此语并不是要追求捐款的社会价值，而是希望捐款能引起轰动，帮助袁小奇名利双收。这种核心内容与话

语意图的不一致甚至相悖的现象在官场话语中比比皆是，它体现了官场精神文化环境（表里两层的双重文

化体系）对话语表意方式的影响。
在意义内核维度，我们归结出环境进入话语，影响话语表意的两种策略：

2.1.1 等级词的使用

请看下例：

（4）他说：“既然所谓暧昧关系是这么回事，那我就不必谈这件事，而是把另外两件事，向你汇报一下。”
（黄晓阳《二号首长 1）》
（5）侯卫东解释道：这条路是经过交通局勘察的，施工难度最小，路线最近。修路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你

要支持。“———（小桥老树《侯卫东官场笔记 1》
（6）陈清业忙谦虚道：“一家小酒店，没上档次，今天不敢请各位去哩，下次请各位屈尊，去指导指导

吧。”———（王跃文《国画》）
在官场生物环境的制导下，话语在意义内核维度表现出对公共权力及等级秩序的聚焦。例中的“汇

报”、“指导”有明显的上对下的等级含义，而“支持”含有下对上的等级含义。小说官场话语之所以选用这些

等级含义明显的词汇，就是为了明示主体间的权力关系。等级词的使用即官场生物环境影响话语表意，形

成和谐、统一的官场生态的策略之一。
2.1.2 改变话语成分的含义

请看下例：

（7）背景：侯卫东去结算工程承包款。高建有意敲诈，此为两人的对话。
高建道：“局里经费紧张，确实没钱，你等几天再来吧。”
侯卫东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今天主要是向高科长汇报工作。”
高建道：“石场和交通局向来合作紧密，几个大石场的老总我们都经常见面，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

你如果想继续开石场，得向那几个大石场学习，只有信誉良好，生意才能做得久。”（小桥老树《侯卫东官场
笔记 1》）

在官场精神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官场话语表现出表层意义与深层意图的背反，而改变话语成分的含义

即话语实现这种背反的一种策略。例中划线部分从字面上看体现了商家与交通局通力合作、办好石场的共

同心愿。而实际上，这些表达隐藏着另外的含义：“合作紧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实指石场老板与交通

局干部狼狈为奸，合作侵蚀公款；“信誉良好”指石场老板只有按期足量地给干部支付回扣，才会继续得到

支持，生意才能长久。如此，通过改变话语成分的含义，官场话语实现了表义与意图的背离。
2.2 官场环境影响文本的策略

在文本维度，官场环境对话语的影响体现为话语对特定文本的取舍与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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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文本的隐藏

请看下例：

（8）背景：秘书唐小舟向好友黎兆平透露丁应平即将升官的内部消息。
他拨通了黎兆平的电话，把声音压得很低，说：“你今天晚上应该请丁应平吃饭。”黎兆平问：“丁应平来

雍州了？什么时候来的？”唐小舟说：“应该会来吧，到时候，想请他的人一定会很多。如果你现在预约，就变
成了时间优先。好了，我这里有事，不和你多说了。”（黄晓阳《二号首长 1》）

在官场生物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唐小舟既不能明白透露内部消息，又有帮助黎兆平得到、
维持、使用公共权力的意图。于是，他在话语的建构中隐藏敏感的信息文本，只告诉黎兆平要请丁应平吃

饭，却不提原因。如此，丁应平升官文本在话语中的缺失成为一种策略，使唐小舟在传递信息，顺利实现表

意的同时避免了与环境因素的不和谐。
2.2.2 文本的凸显

请看下例：

（9）背景：刘星明栽赃舒泽光嫖娼后，反程序地让电视台提前曝光。下文是官员李济运向朱芝询问此事

的对话。
他打了朱芝的电话：“朱部长，电视里播报舒泽光嫖娼的新闻，你知道吗？”朱芝说：“我知道……”李济

运说：“案子还在办理之中，公安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组织上该怎么处理也怎么处理。如果放在电视里
播，影响可能不好吧？”……朱芝笑了起来，说：“李主任，我个人哪敢乱来啊！”李济运听明白了，就说：“哦
哦，这样。部长妹妹，这个电话就当我没有打。”（王跃文《苍黄》）

例中，由于官场环境有聚焦公共权力及其等级秩序的要素，身为下属的李济运和朱芝不应对上司（刘

星明）的决定提出质疑。这一环境因素进入话语之中，制约了两人质疑刘星明的表意愿望。官场话语需要与

其生态环境和谐共生，它不能无视这一阻碍。于是，两人只得采用特殊的话语策略绕过显性质疑。这种话语

策略即凸显特定文本，引导对方进行话语意义的推理。朱芝以“个人”的指称信息凸显她不敢乱来，引导李

济运将“乱来”的矛头指向刘星明。如此，两人没有一言半语涉及对刘星明的质疑，却实现了表意。此即官场

话语在环境因素作用下凸显文本信息的案例。
3. 官场环境影响话语方式的策略

在话语方式维度，官场环境的影响表现为隐喻表达和一语双关的话语策略。
3.1 隐喻表达

请看下例：

（10）背景：记者成鄂渝新闻勒索，得罪了李济运和朱芝。报社总编陈一迪来解劝。下面是陈、李、朱三人

的对话。
李济运说：“陈总，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如果你们真以为这个人有问题，干嘛还要把他往社里调？听上去

像高升啊！”陈一迪苦笑摇头，说：“他是你们成副省长成家的远房侄子。”……“成鄂喻是副厅级干部，调到
社里还得安排职务，做采编部主任。可他人不肯去北京。好在现在可以网上办公，就随他了。”李济运问：“干
嘛这么由着他呢？”陈一迪沉默一会儿，只道：“山不转水转。”（王跃文《苍黄》）

陈一迪对身为省长侄子的成鄂渝百般忍让。当李济运、朱芝问他原因时，陈一迪没有直言，而是用“山

不转水转”的俗语作了隐喻式的回答。这是因为，由于官场环境对等级秩序的强调，陈一迪不能随便指责上

司，说成省长可能以权谋私，让侄子平步青云。他只能借助隐喻的话语方式暗示自己的担心。如此回答，陈

一迪既实现了表意，又避免了与生态环境的冲突。由此，隐喻式表达也是官场话语在环境影响下展开指意，

实现官场生态的重要策略之一。
3.2 一语双关

请看下例：

（11）背景：张天奇有罪证掌握在龙文手中，托朱怀镜协调解决。龙文以要求出任财政局长为条件答应

保密。朱怀镜致电张天奇，告诉他这一情况。

官场话语生态的形成过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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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怀镜接通了张天奇电话：“张书记吗？我怀镜，给你汇报个事。乌县原国税局局长龙文同志，我很了解
他。我想，这位同志年富力强，正是干工作的时候，应该给他压压重担。你能不能向县委建议一下，让他到县
财政局任局长？”张天奇说：“对对，这个同志我了解。行嘛，我同蒋伟同志说说这事。但最终还得尊重他们
县委的意见啊。”朱怀镜说：“这个自然。张书记，给你添麻烦了。”张天奇问：“还有别的事吗？”朱怀镜说：
没有事了，没有事了。谢谢。”两人这么没事似的打了一场哑谜，把要说的事说了，要通报的信息也通报了。
（王跃文《国画》）

由于社会环境因素进入话语，发挥制约作用，张天奇和朱怀镜不能直白地谈论以局长位置换取保密承

诺的协定。语篇要想实现表意而又与环境制约无碍，只能采取迂曲的表意策略。在此他们采用了一语双关

的方法，既满足朱、张二人通报消息的愿望，又绕开了因滥用职权而与官场生态相违背的危机。

五、结 语

在生态语言学视域中，话语生成可视为话语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生态形成过程。这一过程以话语与环境

的和谐、一致为原则，具体表现为：话语进入生态环境，对环境进行建构、改造、调整等积极性影响；环境进

入话语，对话语的意义生成和信息传递起制导作用。现有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多关注语言现象和生态环境的

静态要素，对两者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缺乏可供分析的方法。本文以小说官场话语为例，对上述过程进行

考察。
在官场话语生态的形成中，话语对环境的影响可通过主体对官场话语的解读实现，官场话语的四种特

殊解读机制即这一过程的具体实现方法；环境对话语的影响通过一系列的话语策略实现，我们借鉴语篇语

言学的研究理念，构拟了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对官场话语生态的形成策略进行了具体分析，见图 1。

本文旨在以小说官场话语为例尝试分析话语的生态形成过程及其实现机制，以此深化生态语言学，尤

其是话语与环境互动过程的研究，也希望本文的尝试能引起更多学者对领域话语生态的动态形成这一课

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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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Ecological Formative Process of Officialdom Discourse
YIN Zhen-cen，ZHU Ke-yi

Abstract：In eco-linguistic view，generating process of discourse can be seen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xt and its

context，which forms a harmonious and consistent language ecology. This process can be investigated in two aspects：

context elements’access to discourse’s and discourse access to the context. This article takes officialdom discourse as an

example，and investigates the formative process of officialdom discourse and its context，as well as its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We hope this analysis could deepen the eco-linguistic study，and offer a reference for thinking of dynamic

process between discourse and its context.
Key words：eco-linguistics；ecology of officialdom discourse；discourse context；dynamic process；implement mech-

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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