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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学术会议邀请 函 的批评话语分析
＊

◎ 董建苗天津外国语大学外 国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中心

摘 要 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 出发 ， 借鉴费尔克劳 （ Ｆａ ｉ
ｒｄｏｕｇｈ ） 的批评话语分析

方法 ， 以两次学术会议邀请函 为分析语料 ， 通过
“

话步结构
”

分析 ， 描述邀请函 内容的

历时变化 ， 并试图认识邀请者通过选择不同的话步来改变语篇的结构 ， 借邀请函 的撰写

和发 出来 自我宣传和 自我推介 的社会实践 。

关键词 批评话语分析 ； 邀请 函 ； 话步结构变化 ； 自我推介

１ ． 引言

邀请函是邀请亲朋好友或知名 人士 、 专家学者等参加某项活动时所发的请约性书信 ，

在国际交往 、 日常的各种社交活动 以及各类会议中广泛应用 。 作为现实生活 中常用的
一

种应用写作文体 ， 邀请函兼具礼仪性和告知性 ， 既言明邀请之意 ， 又告知相关事宜 （杨

红星 ， ２０ １ ０ ： ３９ ） 。 近年来 ， 国 内对于邀请函 的研究主要分为 两个方面 ：

一

是对邀请函这

种应用文写作文体的书写方法及格式的研究 ， 如研究聚会邀请函 的写法 以及应考虑的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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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高进 ， ２００３ ）
， 以及研究礼仪活动邀请函的写法 （廖艳君 ， ２０ １０ ） 。 在这方面 ， 还有

一

些是研究国外邀请函的写法 ， 如研究英文邀请函 的写法 （杨文 ， ２ ００９ ） ， 以及研究俄罗

斯邀请函的写法 （张丽丽 ， ２０ １２ ） 。 对邀请函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研究涉外邀请函的翻译

策略 。 如徐铫伟 （ ２０ １ ３ ） 对高校涉外邀请函翻译策略的研究 。 国外对邀请函的研究也不

乏
一

些从语言与社会关系的视角进行的研究 ， 但这些研究都是共时的研究 ， 主要涉及邀

请函 的 内容与宗教习俗 、 社会文化习俗及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 如 Ａ ｌ
－Ａｌ ｉ（２００６ ） 对 ２００

封阿拉伯婚礼邀请函进行语体分析 ， 总结邀请函 的 内容构成 ， 并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

掲示宗教和男权对于邀请函的构成 以及词汇选择的影响 ， 旨在说明社会文化因素对于交

际行为的影响 。 Ｍａｒｙａ
ｍ Ｓｈａｒｉｆ和 Ｌｏｔｆｏ ｌ ｌａｈ Ｙａｒ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ｉ（ ２０ １ ３ ） 对波斯婚礼邀请函的

研究 ， 运用斯威尔斯 （ Ｓｗａｌｅｓ ） 的语体分析模式 ， 从 ７０ 封波斯婚礼邀请函中总结 出邀请

函所含话步及话步顺序的安排 ， 以此揭示波斯婚礼邀请函语体是如何形成 ， 以及潜在的

社会文化规约如何塑造 了该语体 。

从 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 ， 国 内外对邀请函的研究多集中在邀请函 的文本结构方面 ，

即使涉及邀请函与社会文化因素的联系 ， 也多为共时的联系 。 与这些研究不 同 ， 本文对

两篇中文学术会议的邀请函
１

进行批评话语分析 ， 通过对其进行历时对比分析 ， 考察邀

请函的历时变化 ， 揭示该变化的原因 ， 探究其背后所蕴含的参与话语实践的 内在动因 。

２ ． 理论基础 与分析框架

批评话语分析通过对话语这
一

社会实践的形式进行分析来研究各种社会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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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０ １４ ） 。 在具体的研究中 ， 批评

话语分析
一

般遵循费尔克劳的三维分析框架 （ Ｆａｉｒｃ ｌｏｕｇｈ，
１ ９９２

， １ ９９５ ） 。 在这个框架中 ，

他把
“

话语
”

看作是
一

个文本 、

一

个话语实践 （文本生产和消费 ） ， 以及
一

个社会实践

（ 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 ，１ ９９２ ）
， 因而对

“

话语
”

的分析也应当是三维的 。 对文本的分析就是对文本

内容和形式的语言学分析 ， 主要分析词汇 、 语法 、 语义以及语篇整合等 。 话语实践分析

主要研究话语被生产 、 分配和消费的过程 。 社会实践分析主要是分析话语与权力和意识

形态之间的关系 （ 田海龙 ， ２００９ ： １ ４４ ） 。

批评话语分析在文本分析层面还运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 ， 对话语的细节进行处

理。 批评话语分析吸收了系统功能语法中的元功能概念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 ） ， 认为语

篇具有概念 、 人际 、 语篇三大功能 。 其中概念功能是对客观世界和内心世界进行描述的

功能 。 及物性是概念功能在语言结构上的体现形式 。 人际功能表明说者对所谈论事物的

态度及与听者的关系 ， 在语言结构上通过语气结构和情态系统体现 。

本项研究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 出发 ， 在借鉴费尔克劳 （ Ｆａｉｒｃ ｌｏｕｇｈ） 的三维分析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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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的基础上 ， 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及语体分析的相关分析方法 ， 将批评话语分析分成四

个层面的分析 ： 在第
一

层面 ， 采用斯威尔斯 （ Ｓｗａ ｌｅｓ ） 的
“

话步结构
”

分析方法 ， 对中

山大学南方学院于 ２０ １２ 年 １ １ 月 ８ 日发出 的
“

第二届 中 国批评语言学高层论坛
”

以及于

２０ １ ５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发出的第六届
“

当代中 国新话语国 际学术研讨会
”

这两次学术会议的

邀请函语篇进行文本描述以及对比分析 ， 从中发现邀请函 内容的新变化 。 第二层面以此

结果为出发点 ， 从语篇体裁分析方面 ， 考察新增加的内容使邀请函语体发生怎样的变化 ，

并分析由此形成的话语实践 。 在第三层面结合系统功能语法 ， 对新增加的话步进行微观

层面的分析 。 最后 ， 结合 Ｆａｉｒｃ ｌｏｕｇｈ 把话语作为社会实践进行分析的方法 ， 将这种变化

置于大的社会背景下 ， 揭示该变化背后的动因 。

３ ． 批评性话语分析

３ ． １ 两次会议邀请函的文本结构分析
“

话步
”

最初是界定体裁特征的
一

个概念 ， 也用来分析
一

种体裁的整体结构 。

“

话步
”

结构代表
一

个文本的信息结构 （ 田海龙 ， ２０ １４ ： ２４０ ） 。 为了对两次学术会议邀请函文本进

行细致的语言学描述和对比 ， 并从中找出文本 内容的变化 ， 本文采用 Ｓｗａｌｅｓ（ １９９０／２００ １ ）

提出的
“

话步结构
”

（ｍｏｖｅ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 的分析方法 。 根据 Ｓｗａｌｅｓ（ １ ９９０／２００ １ ） ， 话步代表
一

条完整的信息 ； 不同 的话步组合构成不同 的信息结构 ， 形成不同的语体 。 对会议邀请

函
“

话步
”

结构的描述也就是对其内容信息的描述 。 以下 （表 １ ） 就是我们对南方学院

两次会议邀请函文本进行
“

话步结构
”

分析的结果 。



表 １
两次会议邀请函的话步结构分析


遨请函｜

所含话步

２０ １ ２ 年 １ １ 月 ８ 日
‘ ‘

第二届中 国批评语言学高层论 话步 １ ： 上次会议的简介

坛
”

邀请函话步 ２ ： 本次会议的主题 、 时间 、 地点

话步 ３ ： 会议议题，



话步 ４ ： 会议主办方与 与会人员


２０ 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 ６ 日第六届
“

当代中 国新话语国际学 话步 １ ： 上次会议的简介

术研讨会
”

邀请函话步 ２ ： 本次会议的时间 、 地点

话步 ３ ：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的简介

话步 ４
： 南方学院外 国语言文学系的简介

话步 ５ ： 本次会议主题

话步 ６ ： 会议其他议程

话步 ７ ： 会议拟邀嘉 宾

话步 ８ ： 会议时间 、 地点


｜

话步 ９ ： 会务相关人员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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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来讲 ，

一

封符合书写规范的邀请函 ， 其话步所代表的信息应该兼具礼仪性和告

知性 ， 既言明邀请之意 ， 又告知相关事宜 。 观察这两次会议邀请函文本的
“

话步
”

结构 ，

我们发现从话步数量上来看 ，

“

第二届中 国批评语言学高层论坛
”

邀请函 （ 以下称邀请函

１ ） 由 ４个话步构成 ， 而第六届
“

当代中国新话语国际学术研讨会
”

邀请函 （ 以下称邀请

函 ２ ） 共由 ９ 个话步构成 。 从话步所代表的信息上来看 ，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 ： 首先 ， 邀

请函 １ 与邀请函 ２ 的话步 １ 、 ２ 内容基本
一

致 ， 都是通过介绍上次会议引入本次会议 ， 言

明邀请之意 。 这符合邀请函书写的礼仪性要求 。 邀请函 １ 的话步 ３ 、 ４ 和邀请函 ２ 的话步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所代表的信息都与所召开会议息息相关 ， 其意义在于告知与会者会议相

关事宜 ， 体现出了邀请函的重要的告知作用 ， 符合传统邀请函的书写要求 。

下面 ， 我们特别对邀请函 ２ 的话步 ３ 和话步 ４ 进行讨论 。 这两个话步所包含的信息

是对中 山大学南方学院以及南方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的介绍 ， 既非用 以表达主办方邀请

之情 ， 也非告知与会者相关事宜 。 由于与本次会议关系不大 ， 而且在南方学院以往发出

的邀请函 （如邀请函 １ ） 中没有出现过 ， 所以 ， 如果这两个话步被删除 ， 也不会对邀请

函 ２ 的内容造成任何影响 。 加上这两条信息反而增加了邀请函的篇幅 ， 使其变得冗长 。

然而这是
一

封不简明 不规范的邀请函 吗 ？ 显然不是 。 从邀请函的撰写者
一

会议主办方

来看 ， 这是有
一

定规模的学术会议 ， 其邀请对象包括众多知名 的专家学者 ， 因而对于邀

请函的书写不可能是随意为之 ， 而是斟酌再三得出 的结果 。 换句话说 ， 这是邀请函的撰

写者
一大会主办方语言选择的结果 。 从这点 出发 ， 重新审视话步 ３ 、 ４ 的增加对整个邀

请函 ２ 语篇内容和结构产生的影响以及大会主办方语言选择背后的动因 ， 便是本项研究

第二方面的分析 。

３ ． ２ 邀请函 ２ 的语篇语体分析

在对南方学院两次会议邀请函文本进行
“

话步结构
”

分析后 ， 我们发现邀请函 ２ 较

传统的邀请函 １ 的变化在于增加 了对南方学院和外文系介绍 的信息 ， 这些信息的加入改

变 了邀请函 ２ 的信息结构 ， 使得邀请函 ２ 不再是传统的邀请函语体 。 然而这种变化是作

为机构的大会主办方 ， 从 自身利益出发 ， 进行语言选择的结果 。 以下我们通过对语篇语

体分析来考察大会主办方如何通过选择不同话步来改变邀请函 ２ 的语篇结构并以此参加

社会实践 。

埃金斯 （ Ｅｇｇｉｎｓ ） 指出语体 （
ｇｅｎ

ｒｅ ） 是用语言来达到
一

定 目的的有意识 、 分步骤的

方式 （Ｅｇｇｉｎｓ
，１９９４ ：３ １ ） 。 Ｆａｉｒｃ ｌｏｕｇｈ（２００３ ） 也指出语体 （ ｇｅｎｒｅ

） 即是做事的方式 。 从

事不同社会活动的人会选择不同的语体来完成这些社会活动 。 例如 ， 会议主办方会以邀

请函的形式 向与会人员言明邀请之意 ， 告知会议相关事宜 。 然而不同的语体被糅杂到一

个话语里面 ， 便可形成
一

种新的做事方式 （赵艽 ， ２０ １ ３ ） 。 通过对南方学院两次会议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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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话语做历时对比可以看出 ， 邀请函 ２ 中新增加的话步 ３ 、 ４ 的信息 ， 即对南方学院以及

外文系的介绍 ， 改变了邀请函 ２ 的信息结构 ， 导致邀请函 ２ 的语体不再是传统的邀请函

语体 （如邀请函 １ ） ， 而形成
一种语体的杂揉。 也就是南方学院

“

自我宣传 ， 自我推销
”

的语体与邀请函语体被
一

同糅杂到邀请函 ２ 的话语里 ， 由此可以看出南方学院在撰写和

发出邀请函告知与会人员相关事宜的同时 ， 也在积极建构和推销 自 己 。

同时 ， 语体也赋予我们
一

定的交际形式 。 作为传统的邀请函 ， 如邀请函 １ ， 交际双

方是大会的主办方与参会人员 ， 而邀请函 ２ 糅杂的语体建构 了南方学院作为会议主办

方和 自 我形象推销者双重身份 ， 其交际的对象既是会议事宜被告知者也是学校形象推

广对象 。

３ ． ３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分析

除了这种宏观的分析方法 ， 还可以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对邀请函 ２ 新增

加的话步 ３ 、 ４ 从及物性 、 语气结构 、 情态系统等方面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 。

及物性分析 。 及物性 （ ｔｒａｎｓ ｉｔｉｖｉｔｙ ） 是体现概念功能的语言结构 ， 是语言用来再现世

界的语言基础 。 及物性是以小句为基本单位 ， 把人们在现实世界的所见所闻 、 所作所为

分成若干
“

过程
”

， 并指明各种过程的
“

参与者
”

和
“

环境成分
”

。 由于概念功能主要是

用语言来谈论或者描述人类活动和 自然界的各种事件 ， 所以根据活动和事件的性质可区

分出六种不同类型的过程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１ ９９６／２０００ ） ： 物质过程 、 心理过程 、 关系过程、

言语过程 、 行为过程和存在过程 。 以下 （表 ２ ） 我们对邀请函 ２ 中话步 ３ 、 ４ 中 各动词过

程和所占比例进行统计 ：

话步 ３
： 中 山大学 南方学 院是 ２００６ 年 由 中 山大学 与广 东珠江投资集 团合作 ，

经教

育部批准设立的独立学院 ，
是一所 多科性全 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 是

“

珠江大学联盟
”

成 员之一。 现有学生近 ２ 万 。 学院位于素有
“

北 回 归线上的明 珠
”

和
“

都市桃 园
”

之

誉、 以温泉著称的 广 州 市从化 区
，
位于 １０５ 国道旁

，
距广 州 市 中心约 ８０ 公里 。 学院致

力于建设
“
一流新型大学

”

， 积极创新 ，
锐意进取。 ２０ １ ５ 年将作为 国 内 第

一 家推行
“

完

全学分制
”

。

话步 ４ ： 外 国语言文学系是南方学院最早设立的 学 系之
一

，
目 前拥有英语、 汉语国

际教育 、 日语和法语四个专业 。 系在校学生近 ２０００人
， 教师 ６０ 人

，
是全国博雅教育的

先行者 。 系
“

山人文化品牌
”

， 在 国 内有
一定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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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话步 ３ 、 ４ 的及物性分析


过程种类数量比例动词

物质过程３２ １ ．４２％致力于建设 、 积极创新 、 锐意进取 、 推行

心理过程０

关系过程 １０７ １ ．４２％是 、 拥有 、 有

言语过程０

行为过程０

存在过程１７ ．
１４％在

总和１４

从表 ２ 的统计结果来看 ， 占最大比例的是关系过程 （ ７ １ ．４２％ ） ， 如 ：

１ ） 中 山 大学南方学院是 ２００６年由 中山 大学 与 广 东珠江投资集 团合作 ，
经教育部批

准设立的独立学院 ，
是一所 多科性全 曰 制普通高等学校 。 是

“

珠江大学联盟
”

成 员之
一

。

（认 同型 ）

２ ）外国语言文学 系是南 方学院最早设立的学 系之一
，
目 前拥有英语、 汉语国 际教育 、

日语和法语四个专业 。 （ 认同 型 ）

３ ） 系
“

山人文化品牌
”

， 在 国 内有
一定知名度。 （ 修饰型 ）

关系过程是反映事物之间处于任何关系的过程 ， 可分为
“

修饰
”

（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 型和
“

认同
”

（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型两大类 。 前者对事物进行描述 ， 后者对事物的性质进行限定 。 关

系过程表述的是
一

种状态和稳定 ， 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所述事物是普遍认可的事实 。 除此

之外 ， 关系过程是进行评价或判断最直接的方式 （Ｈｏｄｇｅ＆Ｋｒｅｓｓ
，

１ ９７９
：
１ １ ３ ） ， 例如 ，

“

是

一

所多科性全 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

，

“

是
‘

珠江大学联盟
’

成员之
一

”

以及
“

外国语言文

学系是南方学院最早设立的学系之
一”

这几个小句是对南方学院和外文系的描写 。 大量

的关系过程使用 ， 表 明邀请函中对南方学院和外文系的介绍都是客观的事实 ， 不掺杂任

何主观的因素 ， 因而其所述是值得公众信赖的 。

除关系过程之外 ， 物质过程也占据 了全部动词过程 ２ １ ．４２％的 比例 ， 如 ：

１ ） 学 院致力 于建设
“
一流新型 大学

”

，
积极创新 ，

锐意进取。

２ ）２０ １ ５ 年将作为 国 内 第
一家推行

“

完全学分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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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过程通常表示做某事的过程 ， 物质过程中的参与者包括
“

动作者
”

和
“

目标
”
。

动作既可 以是无意的 ， 也可以是有意的 。 有意的物质过程会对 目标产生影响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

２０００
： ７９－８０ ） 。 在此过程中动作者是南方学院 ， 动词

“

致力于建设
” “

创新
” “

推行
”

表明

南方学院在积极努力推进学校建设 。

因而话步 ３ 、 ４ 这一 自然段表明对南方学院和外文系的介绍是客观可靠的 ， 而且基于

此 ， 南方学院还在积极将 自身建设得更好 。 这
一

结论与之前宏观分析的结论相符合 ， 再

一

次证明南方学院在积极宣传 自 身 的形象 。

语气和情态分析 。 语篇的人际功能是通过语气结构和情态系统来实现的 。 任何人际

交往最基本的 目的不外乎是给予 （ ｇ
ｉｖｉｎｇ ） 和索取 （ ｄｅｍａｎｄｉｎｇ ） 某种商品 （ ｃｏｍｍｏｄ ｉｔｙ ） 。

在这里 ， 商品指的是
“

货物和劳务 （
ｇｏｏ

ｄｓ
－

ａｎｄ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

和
“

信息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

。 在

交流过程中 ， 说话人用陈述提供信息 ， 用提 问索取信息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
２０００ ：

３９４０ ） 。 因而

语气结构涉及不同 的小句类型 ， 如陈述句 、 疑 问句 ， 它们通常赋予说话者不同的角色 。

观察话步 ３ 、 ４ ， 所有的句子都是以陈述句的形式出现 ， 因此可 以认为邀请的
一

方在有意

和主动地向受邀请者传递
一

些信息 。 换言之 ， 大会的主办方在积极宣传和推销南方学院

和外文系 。

情态系统中的人称代词 、 情态动词 、 评价形容词的使用可 以表现 出说话人对 自身所

做命题和听话人的态度 （张蕾 ， ２００５ ） 。 话步 ３ 和话步 ４ 中使用的大量评价形容词 ， 如
“

多

科性全 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

和
“

全国博雅教育的先行者
”

， 以及在描述其地理位置时使用

的
“

北回归线上的 明珠
”

和
“

都市桃园
”

等词语 ， 都是表示褒义和正面意义的词汇 ， 表

明 了其撰写者对南方学院的赞许与肯定 ， 其 目 的是争取读者最大程度的认可 ， 因而其宣

传和推销 自身形象的意图隐含其中 。

３
．４ 话语实践分析

为 了进
一

步解释邀请函 内容和结构新变化的根源 ， 我们将邀请函语篇置于大的社会

背景下 ， 借鉴 Ｆａｉｒｃ ｌｏｕｇｈ 把语篇当作
一

种社会实践的分析方法 ， 对邀请函 ２ 语篇进行话

语实践分析 。

Ｆａｉｒｃ ｌｏｕｇ
ｈ 认为社会实践不仅是

一

种生产形式 ， 还是
一

个 网络系统 ， 在
一

个社会实

践内部 ， 有几个
“

时刻
”

（ｍｏｍｅｎｔ ） ， 即物质活动 （特别是非符号的 ） 、 社会关系和社会

程序 、 心智现象 、 话语在同时发挥作用 （ 田海龙 ， ２００９
：

１ ４２ ） 。 具体来说 ， 整个邀请函撰

写和发出的过程可 以看做是大会主办方的话语实践 ， 其实质就是
一

个文本被生产 、 被分

配和被消费的过程 （ 田海龙 ， ２ ０１４ ） 。 要找出在这个过程中邀请函语篇发生变化的动因 ，

就要研究语篇与其他社会实践时刻之间的关系 ， 如研究语篇与
“

社会关系和社会程序
”

的关系以及语篇与
“

心智现象
”

的关系 。

“

社会关系和社会程序
”

包括语篇生产者所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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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 、 对信息的支配程度以及发布信息的权力等等 ；

“

心智现象
”

包括语篇生产者的

利益 、 愿望和期望等等 （ 田海龙 ， ２０ １４ ： ２３８ ） 。 在此我们要研究语篇与这两个社会实践时

刻的关系 ， 就是研究
“

话步
”

３ 、 ４ 的增加与作为机构的大会主办方所处的社会地位、 对

信息的支配程度 以及和所发布信息之间的关系 、 与其利益 、 愿望和期望之间的关系 ， 等

等 。

在这个研究案例中 ， 作为大会的主办方 ， 邀请函的发出者有权决定在邀请 函中增加

哪些 内容以及如何增加这些内容 。 当然这不是个人任意为之 ， 而是作为社会机构的意志

要求 。 我们知道 ， 传统的邀请函 的书写
一

般是简洁 明了地言明邀请之意 ， 并告知相关事

宜 。 邀请函 ２ 中的话步 ３ 、 ４表达的信息 ， 是对中 山大学南方学院以及南方学院外国语言

文学系的简介 。 这两条信息既非用以表达主办方邀请之情 ， 也非告知与会者相关事宜 ，

即使与大会主办方有
一

定关联 ， 也
一

般只是
一

笔带过 （ 如邀请函 １ 中对会议地点从化的

描述仅仅用了
“

山清水秀 、 风光旖旎
”

这 ８ 个字 ） ， 并不作为
一

封邀请函所关注的重点 。

然而通览全文可以发现 ， 整个邀请函 ２ 共 １ １２ ３ 个字 ， 对南方学院和外文系的介绍共 ２７４

个字 ， 占整个篇幅的近四分之
一

。 此外 ， 这段介绍性的信息被安排在邀请函文本 的第二

段 ， 位置靠前 ， 在整个文本中 ， 篇幅最大 ， 因而可以说邀请函的撰写者将该信息置于读

者比较容易关注的位置。 而这种对邀请函文本编排的权力只有邀请函的发出者一大会

的主办方才拥有 。 这说明会议的主办方利用 自身在信息发布中 的主导地位 ， 从 自 身 的利

益出发 ， 借助本次会议邀请函的撰写和发出 ， 也在积极介绍和宣传 自 己 ， 其推销本质隐

含其中 。 如果再从语篇与
“

心智现象
”

的关系来考察这
一

点 ， 可 以发现对于 ２００６ 年由中

山大学与广东珠江投资集团合办的
一

个刚成立不久的新的机构 ， 大会主办方希望通过增

加话步 ３ 、 ４ 的 内容使更多的人了解南方学院以及外文系 ， 这种愿望是明显的 ， 进行 自我

宣传和推广是符合其机构利益的 。

然而 以上这两个关系是
一

个社会实践内 部的关系 。 考虑到社会实践是彼此联系的 ，

不是孤立存在的 ， Ｆａｉｒｄｏｕｇｈ 认为除 了研究社会实践 内部各
“

时刻
”

的关系之外 ， 还应

该在社会实践的相互关系中研究社会实践 ， 研究社会实践外部的关系及其对社会实践内

部构成的影响 （ 田海龙 ， ２００９ ： １４２ ） 。 因此 ， 从社会实践的相互关系上来看 ， 分析邀请函

２ 增加的话步 ３和话步 ４ 的动因 ， 还需要从其所处的社会大背景进行 。

自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经济 已经完成 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 面对激烈的

市场竞争 ， 推销和 自我推销 已经成为
一

种不可或缺的经营手段 ， 企业只有将 自 己的产品
“

推销
”

给消费者才能获得收益 ， 在市场上立足 。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 ，

“

促销文化
”

悄然兴起 ， 并且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商 品化的趋势逐渐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 其中

之
一

就是高等教育领域 。 从本质上说 ， 高校不以营利为 目 的 ， 这
一

点不同于企业 。 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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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 ， 高校也越来越多地引 入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 ， 摈弃
一

些传统守

旧的办学理念 ， 进行内部机构的改革 ， 面 向市场经营教育产业 （徐涛 ， ２００４ ） 。 此外 ， 处

于社会转型期 ， 高校不再享受政府全额资金提供 ，

一

定 比例的资金要靠 自己筹措 ， 因而

高校只有吸引到足够的生源 ， 并且保证生源的质量 ， 才能保证资金的运转 。 在这样的背

景下 ， 高校不得不像企业
一

样 ， 学会利用各种营销策略高调宣传 自 己 。 例如 ， 近年来 ，

在争夺生源的大战中 ｖ 各大高校的招生简章语篇呈现出传统简章体裁与广告体裁的混合

杂糅 ， 其宣传的促销和劝诱特征十分明显 （纪卫宁 ， ２０ １ ０ ） 。 从社会实践的相互关系上来

说 ， 商业活动中 的
“

促销
”

作为
一

种社会实践 己经渗透到高等教育的相关实践中去 。 基

于此来考察邀请函 ２ 中新增加 的对南方学院和外文系的介绍 ， 可以认为在传统的邀请函

语言中加入促销语言 ， 体现出会议主办方在商品经济大环境下 ， 以及在
“

促销文化
”

的

影响下 ， 主动适应社会发展和交流的需要 ， 积极宣传和推销 自身 ， 以期吸引更多的消费

者 ， 并且将 自身建设得更好的愿望 。

４ ． 结语

从批评性话语分析视角 出发 ， 通过
“

话步结构
”

分析 ， 对中 山大学南方学院两次学

术会议的邀请函进行历时对比 ， 我们发现邀请函 ２ 在传统邀请函 的语体中加入 了
“

自我

推销 ， 自我宣传
”

成分 ， 会议邀请函这
一

用于邀请特定单位或人士参加会议的请约性书

信体也可以用于建构和推销高校 自 身形象 。 因而语体的选择和运用可以作为
一

种话语策

略促进话语实现参与社会实践 ， 再现社会事实 ，构建主体身份的社会功能 （ 田海龙 ， ２００９ ） 。

此外 ， 实施新的话语策略也能反映出其使用者的价值观的变化 。 就邀请函 ２ 而言 ， 反映

出会议主办方在商品 经济大环境下 ， 以及在
“

促销文化
”

的影响下 ， 结合 自身利益主动

适应社会发展和交流的需要 ， 积极宣传和推销 自身的意识和愿望。

致谢

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 ， 导师田海龙教授给予很多指导 ， 并对初稿提出许多修改意见 ，

特此致谢 。

注释

１ 本文分析的两封邀请函 由于篇幅所限未在此附上 。 感兴趣的读者可通过电子邮件

向本文作者索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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