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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定性描述分析方法，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人际功能理论，对 2003-2013 年十年间的 25 篇政府新

闻发布会发言人的应答话语进行历时分析，讨论应答话语的历时变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研究表明，发言人在应

答话语中借助语气、情态和态度资源建构人际意义，表明政府的积极作为，以此建构和谐的公众关系。这揭示了

中国政府正在通过机构语境中发言人应答话语的人际意义建构主动适应和谐型意识形态下的以人为本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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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闻发布会是政府政务公开和回应关切的重要渠

道，是由新闻发言人、新闻事件以及媒体记者构成的

有机整体。新闻发布会话语主要是宣讲政策，解疑释

惑，传递权威信息和反映政府部门的立场。由于话语

是在社会语境中通过语言运用再现意识形态的一种社

会实践形式（田海龙，2009：36-39），分析新闻发布

会上发言人的应答话语不仅有助于理解机构话语所代

表的政府立场，而且可以反映机构话语与意识形态之

间的关系。本文将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人际元功能为

出发点分析语气、情态和态度资源的使用及分布，并

考察这些语言资源的人际意义建构趋势，以此探讨

2003-2013 年十年间政府立场态度变迁与意识形态之

间的关系。 

新闻发布会话语研究主要以语用学视角（吕佳，

2014；蓝纯、胡毅，2014）和传播学视角（熊玉文、

杨贵昌，2005）为主，此外还包括修辞视角（涂光晋、

宫贺，2009）、话语分析视角（陈丽江，2008；周庆安，

2014）和理论综述视角（王笑艳，2009；陈丽江，2007）。

涂光晋和宫贺（2009）从对比修辞的角度分析了中美

官方西藏主题新闻发布的比喻手法和逻辑结构，发现

中美官方对“周年纪念”从命名、隐喻到话语结构上

存在不同的解读方式，中方的“农奴解放”话语与美

方的“被迫出走”话语形成对抗。蓝纯和胡毅（2014）

通过分析外交部新闻发布会发言人的闪避回答发现闪

避回答主要是话语双方交际意图冲突所致。熊玉文和

杨贵昌（2005）从传播学的视角分析了新闻发言人和

新闻界之间的话语权博弈，并给出了新闻发言人和新

闻界在危机处置上的建议。周庆安（2014）基于新媒

体环境下新闻发布话语面临的挑战与变革，指出了体

现在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方面社交媒体对于话语的创

新及新闻发布话语范围的问题所在与今后的改革方

向。陈丽江（2007）探讨了作为政治话语与新闻话语

结合体的政府新闻发布会话语的性质及其与其他语类

的区别和联系。新闻发布会话语研究涵盖了指称选择

（陆蓉，2014）、结构模式（段丽洁，2011；刘祥平、

党东耀，2012）、隐喻（涂光晋、宫贺，2009）、语用

预设（吕佳，2014）、元话语（庄园，2014）、语言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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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冀敏，2011）、闪避策略（蓝纯、胡毅，2014）、

语用模糊（宁燕，2010）和介入资源（马琳，2011）

等，在方法上则主要以个案研究为主。 

以往研究视角广泛，内容丰富，方法精炼，但是

这些研究大多关切语言结构、词汇选择、语言策略和

语言修辞等，发言人应答话语的话语元功能的历时研

究在现有分析实践中并未作出有效尝试。鉴于政府新

闻发布工作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以及系统功能语言

学人际元功能对语言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的阐释

（Halliday，1994），本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出发，

采用历时方法对政府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应答话语的人

际意义进行研究，以拓展政府新闻发布会话语的研究

领域，弥补对发言人应答话语人际元功能研究的不足。 

二、理论、语料与方法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进行话语分析的有效工具，是

联结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有效媒介。韩礼德（1994）

提出的功能语言学三大纯理功能（概念、人际与语篇

功能）是语言材料分析的有效语法成分。人际功能指

的是人们用语言来和其他人交往，建立和保持人际关

系，用语言来影响别人的行为，同时用语言来表达对

世界的看法，甚至改变世界（Thompson，1996：F19）。

对人际功能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发言人应答话语如

何借助相应的语言工具来建构政府与公众的关系。 

语气、情态（Halliday，1994）和评价（Martin & 

White，2005）是人际功能的主要实现手段。语气表示

话语参与者的互动方式（丁言仁，2000：73），是说话

人发起的提问、命令或陈述，由主语和定谓词组成。

主语和定谓词的多少及排列方式决定不同的语气。考

虑到语气系统根植于英语语言文化环境，遵循英语语

法，不免存在一定的文化偏见（Butler，2003：397）。

而本文所选汉语语料根植于汉语语言文化环境，中国

语言学家吕叔湘（2002）早在 1942年出版的《中国文

法要略》中就已给出了“语气”的定义，即概念内容

相同的语句因使用目的不同所产生的区别，主要分为

与认识有关、与行动有关和与感情有关的语气。与认

识有关的语气又细分为直陈和疑问，与行动有关的语

气又细分为商量和祈使，而与感情有关的语气又细分

为感叹和惊讶。本文根据吕叔湘（2002，1942）的语

气界定与分类标准探讨发言人应答话语中的语气用法

及趋势，分析发言人如何通过语气资源的使用建构其

与媒体和公众的关系。 

情态作为一个语义范畴表明说话人对所述内容的

态度（Bussmann，1996：307），如对事物认识的估量

和不确定性。根据交换内容的差异，情态可以分为情

态化和意态化。情态化又可按概率程度和经常程度分

类，意态化又可按职责和倾向性分类。按照取向情态

可分为主观、客观和显性、隐性，按照量值可分为高

量值、中量值和低量值，按照归一性又分为肯定和否

定（Halliday & Matthiessen，2004：150；Halliday，1994）。

对情态资源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发现发言人对事件认识

的估量。 

评价主要关注用于协调社会关系的语言资源和态

度的表达，包括介入、态度和级差三个次系统，这三

个次系统又各自包含子系统。态度指的是评价者对某

一特定对象（包括人、事物、团体及观念等）所持有

的心理倾向和行为倾向，又可细分为情感、判断和鉴

赏。情感是评价者对被评价者的情感反应，可以表达

幸福度、安全度和满意度。判断是根据一定的评价标

准对被评价者作出的价值评价，包括常规、能力、韧

性、真实性和合适性。鉴赏是对于产品和过程的评价，

包括反应、结构和价值（Martin & White，2005）。对

态度资源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发现发言人作为评价者对

事件所持有的心理倾向和行为倾向。 

本文的分析语料来自于 2003-2013 年十年间的政

府新闻发布会语篇。虽然十年间召开的政府新闻发布

会数量可观，但是并非所有的发布会都是可及的，也

并非所有的发布会都有问答环节，而且发布会的影响

程度也有大小之分。本文根据可及性、典型性和问答

型发布会的筛选原则，从政府网站、博客、媒体报道

和网络论坛等收集了 25场政府新闻发布会，内容涉及

“非典”事件、农民工工资拖欠事件、松花江水污染事

件、公安部侦破命案事件、最牛钉子户事件、华南虎

事件、瓮安事件、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交通肇事案

件、抢险救援事件、乐清事件、动车事故、经济数据

泄露事件、抗震救灾及禽流感事件等。考虑到这十年

间的标志性制度建设与政策发布，本文将语料按照三

个阶段进行历时分析，分别是 2003年（李明德，2006）、

2004-2010 年（李明德，2006；石朝阳，2011；张学

英，2013）和 2011-2013年（桂杰，2012）。 

本文运用定性描述分析方法考察 25 篇政府新闻

发布会应答话语中的语气、情态和态度资源的用法和

分布，并辨别各语言资源的人际意义建构趋势，探讨

应答话语变化趋势所揭示的意识形态意义。定性描述

法是一种对现象的直接描述法（Sandelowski，2000），

力求通过精细的证据支持避免研究者本身的主观解读

（Maxwell，1992）。描述性研究主要是描述现象及特

征，分析频率、百分比、平均值，或进行其他统计分

析，以此确定关系。定性研究则比较全面，一方面通

过收集丰富的语料可以对参与者的观点、视角和态度

等有更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通过对语料的归纳来分

析循环的主题、型式或概念，描述并解析这些范畴

（Nassaji，2015）。 

本文首先根据语气、情态和态度资源的属性与分

类标准，鉴别并归纳出相关语言资源的具体使用、分

布及意义，再根据上述归纳总结析出相关语言资源的

人际意义建构趋势，最后根据语言资源的特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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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趋势，结合社会语境因素，探求发言人应答话语人

际意义建构趋势所揭示的意识形态意义。 

三、应答话语的人际意义建构 

1  语气与人际意义建构 

发言人应答话语在语气使用上倾向于由直陈语气

向疑问语气过渡，侧重于表达要求、回应、测度、情

感、解释、反诘及重复问题（包括自身提出的问题及

记者提出的问题），而不是单纯地表达现状、态度、决

心和肯定。2003年，直陈语气呈现下降趋势，祈使语

气呈现上升趋势，疑问、感叹和商量语气呈现离散式

分布状态，无明显波动。2004-2010 年，直陈语气在

2004年直线下降，但在 2005年后呈现直线上升趋势，

保持在平均 77.65%的比例，甚至在 2005和 2008年分

别达到了 100%，疑问和祈使语气呈现离散式分布状

态。2011-2013年，直陈语气相比 2004-2010年有所下

降，平均降至 50%，疑问语气呈现上升趋势，祈使语

气呈现连续式分布状态，但无明显波动，感叹语气数

量较少。例如，发言人通过使用副词“还”、助动词“愿

意”和“了”的直陈语气表明政府对做好产品质量和

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心。                       

 

 

图 1  语气分布趋势 

Q1：中方是否担心去年和今年发生的多起产品质

量问题将损害国际形象？ 

A1：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工

作，建立了相关监管体系，今后还将进一步完善这些

机制。在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上，各国政府面临

共同的挑战。我们愿意就此加强国际合作，维护消费

者利益，切实保障公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通过祈使语气发言人劝说、要求并希望台湾当局

领导人不要再节外生枝。 

Q2：中国政府对于台湾就非典型肺炎与世界卫生

组织合作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A2：我们希望台湾当局领导人不要再节外生

枝⋯⋯ 

通过疑问语气发言人重复北京市前副市长刘志华

的问题，并表达对待医院收治病人的态度。 

Q3：小汤山建了专门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选址

的时候对这个是怎么考虑的？至于环境的问题，对产

生的大量废弃物和垃圾有没有具体的要求？有没有环

保人员进入到这里？ 

A3：他说市长你能不能授权我最后决定今天晚上

接收 195个病人，我说绝对授权。 

通过感叹语气发言人对外国记者关心我国野生动

物保护问题表示感谢。 

Q4：这些年来中国在改善野生动物福利的状况方

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A4：我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首先，我感谢您对

野生动物保护的关心。我们国家高度重视野生动物保

护，也非常关注野生动物的福利。 

通过商量语气和助动词“可能”发言人表明了事

情的不确定性，而第一人称代词“我”与表达对人或

事物确定某种看法或作出某种判断的动词“认为”（《现

代汉语词典》（第 6版）2012：1096）的搭配使用则加

强了发言人对自身主张的确定性。 

Q5：您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 2月中以来，广东媒

体对非典型肺炎报道的次数？ 

A5：但是我认为，这样一个不知病因的传染病可

能会有自己的发展过程。 

表 1  语气建构人际意义的阶段性特征 

阶段 人际意义 

2003 现状，态度，决心，陈述 

2004-2010 现状，态度，决心，回应 

请求，陈述，重复，测度 

解释，反诘，情感 

2011-2013 请求，回应，重复，测度 

解释，反诘，情感 

 

各阶段性特征反映了语气用法直陈→直陈、疑问

→疑问的过渡趋势，说明发言人逐渐由政府喉舌向对

话协商的方向转型，而发言人应答话语的人际意义建

构在语气层面则整体呈现出了协商化的趋势。 

2  情态与人际意义建构 

从情态用法统计可以看出，发言人倾向于使用陈

述、责任、倾向和问题型情态，以此表达确定性、可

能性、惯常性、建议、能力、允许、责任、决心、意

愿和能力等。例如，发言人借助助动词“可以”及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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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肯定地”的陈述型情态表述政府对预防治疗药物

的充分准备及对疫情判断的充分肯定。 

Q6：有没有发现病因，预防治疗的药物准备情况

如何？ 

A6：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已排除炭疽、鼠疫、禽

流感的可能性。 

发言人借助副词“非常”和形容词“必要的”的

责任型情态负责任地向世界宣布非典时期中国政府对

疫情的严密布控及对疫情防控的慎重态度。 

Q7：现在在中国旅游安全吗？ 

A7：特别在当前中国局部地区还没有发生非典型

肺炎的情况下，我们认为采取一些更为严密的控制措

施是非常必要的。 

发言人借助助动词“愿意”的倾向型情态表达了

开展国际合作的愿景，以此推动“非典”防控工作，

表明中国政府防治“非典”的决心。 

Q8：是不是比要找出这个病因加以治疗更重要

呢？ 

A8：中国的科学家愿意跟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共同

合作，寻求病原，这对于进一步做好非典型肺炎的防

治工作是相当有益的。 

发言人借助助动词“行不行”的问题型情态，采

用设问句式表达了公安部对“两降一升”（即破案率上

升、发案率下降和命案逃犯率下降）调控的坚定态度，

让公众看到公安部的态度与决心，从而取得公众的关

注与信任。 

Q9：破案率靠后的省份是哪些？错案率比较高的

省份是哪一些？ 

A9：85%是一个最低限，卡的是谁呢？2004年达

到了 83%，2005年达到了 83.5%，行不行？不行，这

不是达到了一升了嘛。 

在 2003-2013 年的三个阶段，在类型分布、倾向

性、价值维度和归一性上，发言人的应答话语均呈现

出了高→低→中的阶段性特征，这说明了情态用法极

值→中值的过渡趋势，总体上反映出发言人应答话语

情态值人际意义建构的中庸化趋势。 

3  态度资源与人际意义建构 

态度资源中判断所占比例最大，而在判断维度上，

发言人更加强调精确性和韧性，注重如何行动，而不

是如何表达幸福/悲伤、自信/忧虑和喜/恶。例如： 

Q10：病情已在市民中引起恐慌，如何消除这种

影响？ 

A10：对预防病原性传染病，如微生物、病毒等，

任何能杀灭细菌、病毒的措施和途径，我们认为都是

有帮助的。 

Q11：现在，每天不同的国家，在加拿大、在法

国都有人死于这个疾病，您不觉得这样有点矛盾吗？ 

A11：我说的是有效控制，没有说有效消灭。而

且我说的是在中国大陆有效控制，没有说在世界各地

有效控制和有效消灭。 

在情感维度上，发言人倾向于表达安全度、满意

度、喜好和幸福度。2003年，发言人倾向于表达安全、

满意和幸福；在 2004-2010 年和 2011-2013 年两个阶

段，发言人均倾向于表达安全。例如： 

Q12：请问市州两级政府在群众方面做了哪些工

作？ 

A12：进入汛期以来做好防汛工作，我们来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们当地政府最大的一项

任务。 

在鉴赏维度上，2003年，发言人侧重于表达组成、

质量和影响；2004-2010年，发言人侧重于表达评估、

质量和组成，而质量尤甚；2011-2013 年，发言人侧

重于表达组成和评估。例如： 

Q13：目前私家车迅猛增长，公共交通又投入不

足，造成交通供需矛盾突出，请问如何落实公交优先

战略？ 

A13：现在我们不少地区已经进入了私家车快速

进入家庭时期，交通需求的增长很旺盛，需求跟供给

的矛盾还是比较尖锐的。 

表 2  态度资源建构人际意义的阶段性特征 

态度资源 人际意义 

情感  

2003 安全，满意 

2004-2010 安全，不安全，喜好，满意 

2011-2013 安全，不安全，不满意，不幸福 

判断  

2003 韧性，精确性 

2004-2010 韧性，精确性 

2011-2013 韧性，精确性 

鉴赏  

2003 组成，质量，影响 

2004-2010 评估，质量，组成 

2011-2013 组成，评估 

 

表 3  态度资源的人际意义建构趋势 

态度资源 趋势 

情感 安全，满意→安全，不安全，喜好，满意→安全，

不安全，不满意，不幸福 

判断 韧性，精确性 

鉴赏 组成，质量，影响→评估，质量，组成→组成，

评估 

 
发言人在态度资源的使用上始终保持判断上信念

和意志的一致性，情感上由报喜不报忧向报喜亦报忧

转变，鉴赏上由主观喜好向客观评估转变，总体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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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意志化、公开化和客观化的趋势。 

4  应答话语人际意义建构的历时变迁 

对 2003-2013 年十年间政府新闻发布会发言人的

应答话语进行历时分析发现，发言人在语气、情态和

态度资源的选择上具有人际意义建构的协商化、中庸

化、意志化、客观化和公开化趋势。这是中国政府通

过机构话语的公众导向主动适应和谐型意识形态下以

人为本价值观的话语实践。 

语言使用是一种社会实践（Fairclough，1992）。

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的语言使用不仅可以表达政

府立场，参与政府决策，还可以通过采取行动推动一

定程度的社会变革。发言人应答话语的协商化、中庸

化、意志化、客观化和公开化趋势揭示了话语对社会

关系的建构作用，推动政府与公众关系向和谐方向发

展。而批评话语分析在描述语言实践的同时又可以揭

示出话语是如何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Price，1999）。

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和谐型意识形态，是党为实现

社会和谐稳定而倡导的和谐理念与和谐哲学（范秋迎、

姜海燕，2010）。在和谐型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党和政

府更加重视和谐社会的建设。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

全会正式提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这是社

会主义和谐型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作为制度人的发

言人要提高语言能力，表达出与语境相适应的意义

（Boudieu，1991），必须明确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本质

要求，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向国际社会展示我国的良

好形象。2003-2013 年十年间发言人在政府新闻发布

会上不断尝试着积极调整应答话语的语言使用来适应

和谐型意识形态下的以人为本价值观。 

2003年是我国新闻发布制度在“非典”事件之后

建立健全的标志年，一切都在探索、实践与思考中逐

步向前推进，难免会暴露出一系列实质性问题，如政

府信息公开不主动、不及时，与公众期望相距甚远等，

体现在话语层面就是发言人会使用单一的作为政府喉

舌的语气、极值中的高情态值以及报喜不报忧的情感

和主观喜好的鉴赏态度来为政府发声。 

2004-2010 年是我国新闻发布工作的制度规范阶

段，国家陆续颁布相关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新闻公开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

见》等。作为机构话语的政府新闻发布会应答话语有

了合法性的界定，发言人会更加注重使自身话语在机

构语境下符合和谐型意识形态要求下的以人为本价值

观，通过更加积极主动的话语操作适应发展需要。这

主要体现在发言人加强使用表达回应、请求、重复、

测度、解释、反诘和情感的语气、极值中的低情态值

及态度上表达不安全的情感和客观评估的鉴赏等。 

2011-2013 年是我国新闻发布制度逐渐成熟的阶

段，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增强舆论引导能力被提升为

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核心议程。发言人应答话语在前期

探索、实践与思索的过程中趋于成熟，在意识形态上

更加契合和谐理念，注重社会关系的建构及以人为本

的价值取向。这主要体现在对话协商的语气、中情态

值及态度上信念与意志坚定的判断、报喜亦报忧的情

感和客观评估的鉴赏等。 

综上所述，发言人逐渐抛却了唯上是从的制度安

排和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代之以和谐的社会关系建

构和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与此相应的是语言使用上

的协商化、中庸化、意志化、客观化和公开化趋势。

发言人应答话语的人际意义建构是一个历时变迁的过

程，是一个语言使用不断适应社会语境建构意义的过

程，是一个主动适应意识形态指导下以人为本价值观

的过程。 

四、结语 

本文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人际功能理论历时分

析了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应答话语的变化与意识

形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发言人的应答话语呈现

出协商化、中庸化、意志化、客观化和公开化的人际

意义建构趋势。通过对语气、情态和态度资源的语言

使用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发言人应答话语人际意义建

构的整体话语趋势及政府立场态度的变迁。而批评话

语分析则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影响政府新闻

发布会应答话语趋势的意识形态因素，提高发言人对

机构话语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认识，以此深化发言人对

作为社会实践的应答话语应该如何代表政府发声以及

如何更进一步契合以人为本价值观的思考，从而推动

我国新闻发布制度的改革、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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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semiotic meanings. Through the use of special subtitles, reality and show, the two main factors of reality shows, are 

combined and manifested perfectly in a seemingly real way, to convey the theme of show, win the sympathetic resonance 

of the audience, and tacitly fulfill its commercial purposes, thus enhance its unique charm.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terpret 

the functions, relations among different social signs and the socio-semiotic meanings of the special subtitles to highlight 

its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semiotic encoding of reality shows, with the hope that it would shed some light on the design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in future. 

Key words: reality shows; special subtitle; social semiotics; multi-modal discourse design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and Legitimization of Expert Knowledge: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Medicine Promotion on a TV Programme 

ZHAO Peng 

Abstract: Through analysing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expert knowledge of a medicine,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poi with different topos logically constitute expert knowledge which is recognized by audience via legitimization. It is 

found that expert knowledge, as a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that embodies the expert interest, is accepted due to the 

hegemony of the expert and the widely recognized media. 

Key words: expert knowledge; discursive strategies;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legitimizatio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Interpersonal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Spokespersons’ Response Discourse at Chinese Government Press 

Conferences 

GUO Xu，OU YANG Hu-hu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rpersonal metafunction in systemat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is paper conductes a qualitative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anges in spokespersons’ response discourse and ideology through 

investigating 25 sampl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ess conference during the years 2003-2013. It shows that 

spokespersons commit to show the positive endeavors of the government through interpersonal meaning construction by 

means of mood, modality and attitude resources, so as to construct harmonious public relations, and demonstrates that the 

changes in spokespersons’ response discourse could be seen an active adaptation to the harmonious ideology, especially 

that of people-oriented values in China.  

Key words: response discourse; interpersonal metafunction; qualitative descriptive method; people-oriented values 

 

A Corpus-bas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Identitie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Museums 

FU Hai-y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rpus of welcome messages from Chinese and American museum directors, this paper combines 

corpu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o discuss how Chinese and American museums construct their identities with their 

institutional discours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ersonal pronouns, transitivity and appraisal resources of keyword lists 

and concordance lines, the paper shows that the effective use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personal pronouns，sufficient verbs of 

mental processes and positive appraisal resources help construct American museums as culture service providers, while 

the use of proper names, verbs of material processes and relational processes construct Chinese museums as authoritative 

institutions. In the context of harmonious society, the study provides discursive strategie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identities of Chinese museums.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identity;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orpus; museum director’s welcome message 

 

An Analysis of Refugee Image in Germa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phor Based on Der Spiegel（2008-2015） 

TANG Meng 

Abstract: Through metaphor analysis,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rpus linguistics, this paper makes 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refugee related articles in the German magazine Der Spiegel. There are four metaphor patterns 

in these articles, i.e. flow metaphor, military activity metaphor, container metaphor and load metaphor.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German society, the paper analyses the meaning of four metaphor patterns and other important types of 

metaphors, concludes the refugee image and discourse standpoint of Der Spiegel.  

Key words: Germany; metaphor; refugee image; discourse standpo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