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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互动的加深，

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也越来越频繁。在这一发展趋势

下，以话语为主要载体的互动导致了国与国之间话语

权的争夺。国际政治权力斗争不仅是军事、经济等传

统硬实力之间的竞争，更是价值观、社会制度、社会

文化等软实力方面的竞争。每一种竞争的背后是某种

观念或是观点的争夺抑或是对某种观点、观念的解释

权、话语权。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话语权就是对国

际事务、国际事件的定义权，对各种国际标准和游戏

规则的制订权以及对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从

本质上说，掌握国际话语权的一方尽可以利用话语权

优势，按自己的利益和标准以及按自己的话语定义国

际事务、事件, 制订国际游戏规则并对事务的是非曲
直按自己的利益和逻辑作解释、评议和裁决，从而获

得在国际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和主动权”（梁凯音，2009：
110）。正如赵可金指出的那样，世界各国，无论是美
国、俄罗斯等处于国际政治舞台中心的大国，还是挪

威、新加坡等小国，甚至连原先不属于国际政治游戏

场中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媒体等，无不把谋求

左右国际舆论导向的话语权作为角逐的主要目标之

一，并积极谋求将自己的特定话语巩固为国际社会普

遍接受的游戏规则（http://world.people.com.cn/GB/ 
14549/13433149.html）。尽管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
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影响已经开始超越经济而深入

到了政治、文化和全球性问题等诸多领域，但是当我

们面对西方守成国家，特别是美国提出的人权标准问

题，人民币汇率问题，抑或西方媒体的指责或是片面

报道时，我们有时只能被动地解释或是说明。毋庸置

疑，我国和西方在话语互动过程中，好像处在不同的

频道上，当国内主流媒体以不吝赞美之词盛赞我国企

业的海外并购与企业理念时，西方媒体看到的却是中

国企业对当地环境的破坏以及中国企业全球责任的缺

失。当我国大学生对到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彬彬有礼，

提出的问题简单随和，给足他面子的时候，我国国家

领导人在美国面临的却是尖酸刻薄的诸如人权标准一

类的问题。 
从全球的视角来看，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在全球

事务中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为新兴大国

的中国在与守成大国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如何共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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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的话语秩序，如何参与、共享，进而主导话语权

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如何在国际上提高我国

的话语权，如何用我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向国际社会受

众讲述中国自己的故事，是摆在我国面前的重要任务。

2012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参观“复兴之路”
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在十二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系统阐发了这个思想，在出访

俄罗斯和非洲国家，出席亚洲博鳌论坛等讲话中又进

一步作了论述。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梦这一话语

实践，希望从中获益。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我们要

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各国

人民。中国梦从内容层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形象

表达，从全球传播的角度，中国梦则是中国主动设置

议题，积极参与社会互动的重要的话语实践的形式，

是“中国内容，中国表达”的重要体现，也是在国家

宏观层面设置议题，主动传播议题的重要范例。从这

一意义上来说，中国梦的提出则是话语权建设的重要

典范。本文从话语传播的角度，以国际话语权的建构

为宏观考量，以新华社对中国梦议题的对外报道为具

体的观测对象，讨论新华社如何呈现中国梦这一国家

议题。 
二、话语与话语分析 

Fairclough（2003）对话语的界定坚持了一种批判
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的观点，认为社会生活是一
个开放的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各种运行机制以复杂的

方式制约着这一系统的运作。社会生活与社会实践密

切相连。所谓实践，是指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观念相

联系的，人们利用资源对整个世界进行作用的一种习

惯性方式。社会实践贯穿社会生活领域的整个过程，

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

在每一个社会实践内部存在不同的社会成分。社会实

践即是对以上各种社会成分的构型（configuration），
每一种社会实践都会涉及劳动形式、身份确认和对现

实世界的呈现三个部分，同时它又包含四个范畴：物

质元素、社会元素、文化/心理元素以及抽象意义上的
话语（Fairclough，2000：167-168；2001）。因此，话
语是一种意义的实践活动。法国思想家福柯（Foucault，
1980）则认为，话语是特定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与社会
实践密切相关的陈述，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任何一种社会活动几乎都涉及到了话语的存在，话语

进而构成了社会活动中的必要成分。因此，社会活动

中的话语成分既受到社会活动中其他成分的影响，也

同时影响社会活动本身。 
话语不单单是一种观点的表达和信息的传递，话

语的功能在于影响受众，进而建构一个符合说话者利

益的外部环境（Berger，1966；Burr，2003；刘立华，
2009）。在学术层面，话语也构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者观察、研究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施旭，2008）。由

于话语在社会实践中的重要地位，专家学者开始观察

某一社会实践中话语生产、流转和消费过程，进而试

图明晰地描述这一实践过程。这一研究趋势构成了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话语转向的一个重要表现。总之，

话语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留下的痕迹，是社会变化的凝

固体，是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变化的晴雨表，话语同

时也是观测社会互动和变迁以及身份磋商的重要标识

之一（Martin，1995；Wodak，1999）。话语实践的重
要性在于其不仅仅是一种言语的呈现、信息的传递，

或是观点的表达，更为重要的是，现实生活中的话语

实践传递了一种价值和立场，这些价值和立场一方面

是话语主体的利益表达，同时也是形塑话语双方主体

（说话方和受众）身份的重要手段，也正是在这种以话

语为主要形式的互动过程中，话语双方主体的身份被

逐步建构起来，这种被不断建构或是重构的身份进而

影响着社会活动的进行。因此，对中国新一代领导所

提出的中国梦这一伟大话语实践的研究和梳理能帮助

我们揭示我国与外部世界在互动过程中的身份建构与

磋商过程。 
以话语理论为基础的话语分析则是一种以语言和

意义为核心成分进行研究的宽泛的方法派别

（Fairclough，1989，2001；Blommaert，2005；Chouliaraki 
& Fairclough，1999；Wodak，1999，2001；苗兴伟，
2004；van Dijk，2008a，2008b，2009，2014；田海龙，
2015）。话语分析从定量的内容分析发展到理论和政治
的描写，其中定量的内容分析是通过对谈话非常细致

的分析来观察数据分布和语言结构。Philips 和
Jorgensen（2002：5-6）提出了一些在话语分析方法方
面普遍存在的假设：对理所当然的知识的批评性方法、

知识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联系以及知识和社会行为之间

的联系。在话语分析看来，现实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被

认识，世界的表现形式是话语的产物。因此，话语分

析方法使语言政治化（Bourdieu，1991），话语也很少
是一种纯粹的信息交流的载体。话语通常是一种权力

或是政治的表达手段（Laclau & Mouffe，2001），其目
的不是为了被理解，而是要相信和顺服。 
三、研究设计 

由于语料库的方法和话语分析方法可以互相补

充，二者结合能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一点已被

国内外研究所证实（Flowerdew，2004；Stubbs，2006；
Baker et al.，2008；钱毓芳，2010）。而基于语料库的
批评话语分析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一领域还需

要更多相关研究。本文就是针对新华社关于中国梦的

对外报道所作的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研究。关于中

国梦的研究涉及到诸多领域，如政治、经济、教育、

文化、社会以及传媒等，但是从话语实践的角度，在

话语权的宏观视角下进行中国梦的对外传播研究还比

较少。本研究期待在以上领域能丰富中国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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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借助语料库软件 Wordsmith 5.0 自建小型
专题语料库，称作新华语料库，该语料库一共包含 143
篇新闻文本，取自新华网英文版关于中国梦的专题报

道，时间跨度为 2012年 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
次提出中国梦的概念至 2014年 5月。该专题报道原本
共有 280篇，但由于同一篇新闻被置于不同的专栏项
下或因为某些新闻更新过的最终版本没有覆盖先前的

版本，该语料库仅收集了不同新闻的最终版本共计

143篇，全库约 8万字。该研究使用Wordsmith 5.0中
的索引工具提取出索引行、搭配及词丛等，并进行相

关的数据计算。为确保提取出的搭配及词丛有语义意

义，功能词及无语义意义的词将从列表中移除，而对

于无法由语料库软件直接提供的信息如语义韵等，将

辅以随机取样及人工方法。图 1说明了新华社关于中
国梦对外报道（2012.11-2014.5）的分月数量统计。 

 

 

图 1  新华社对中国梦的分月报道数量分布情况 

四、新华社对中国梦报道的话语分析 

1  标题 
人们阅读新闻报道时最先注意的是标题，新闻标

题通常能够表明此则新闻谈论的主题。在本研究所建

的新华语料库的 143篇新闻的标题中，有 60则标题包
含 Chinese Dream或 China’s Dream。借助语料库软件
Wordsmith 5.0 的检索工具搜索 Chinese Dream 及

China’s Dream，然后将涉及到的主题进行了如下分类
（如表 1）。 

表 1  有关中国梦的报道主题分类 

主题 
领导 

言论 

科技 

发展 

中国与 

世界 
评论 

民众的 

中国梦 

经济 

成就 

社会 

进步 

数量 29 27 26 21 17 14 9 

 
标题所表现的立场表明了新闻持有的态度是积极

还是消极。本文借用语义韵这一概念研究了 143则新
闻标题。语义韵概念首先由 Sinclair（1991）和 Louw
（1993）提出。研究表明，一些节点词总是与某一类具
有相同或相似特点的搭配词在文本中反复共现，久而

久之，节点词也被传染了这些搭配词的语义特点，这

就是语义韵。这一语言特征所具有的特定功能可能会

使得标题对读者的影响非常强烈。具体而言，标题中

含有带有积极语义韵的词语或暗示积极情绪的被认作

是积极态度的标题，含有带有消极语义韵的词语或暗

示消极情绪的被认作是消极态度的标题，既不含有带

有积极语义韵的词语又不含有带有消极语义韵的词语

或没有明显暗示情绪倾向的被认作是中立态度的标

题。下表展示了 143则新闻标题的总体态度划分①。 

表 2  标题态度划分 

积极态度 中立态度 消极态度 总计 

9 131 3 143 

 
2  关键词 
为探究新华社对外报道是如何构建中国梦话语主

题，本文利用 Wordsmith 5.0 软件检索了关键词
Chinese dream和 China’s dream，然后从其搭配和词丛
的角度进行进一步检索，主要检索 Chinese dream 和
China’s dream 的搭配。经过仔细研究 Chinese dream
和 China dream的搭配，并进一步检索其词丛，我们
可以清楚地看出新华社对外报道中国梦时主要涉及的

主题。 
首先，什么是中国梦？新华社对外报道中国梦的

新闻话语中最常出现的是“什么是中国梦”这一主题。

在有关中国梦的报道中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中国梦首

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达，是整个国家的梦想，

也是普通民众的梦想。中国梦就是建构一个强大的国

家，目的是为了和平、发展、合作，对世界各方都有

利。新华视野以及国内的官员和学者基本遵循了习近

平总书记对中国梦的阐释。新华社的报道中也出现了

外国官员对中国梦的解读，认为中国梦是一个被西方

国家压抑近两百年的民族的梦想，一个追求中国与世

界各国共赢的梦想，一个民族重新崛起的梦想。 
其次，如何实现中国梦？新华社引用了国家主席

习近平、中国高级官员、外国专家、普通民众以及新

华社自己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华社报道中提到

了实现中国梦的决心，呼吁爱国人士为实现中国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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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特别是号召年轻人为中国梦而努力。中国的高

级官员则呼吁中国梦的实现依靠海峡两岸的共同努

力，号召普通民众为了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同时指出

中国梦的实现是中国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在外国专家

看来，中国梦实现的关键是依靠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依靠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和缩小城乡之间的

差距。普通民众把中国梦的实现与他们的日常生活联

系起来，关注的是一些具体的民生条件的提升和改善。

新华社的观点则是中国的新战略保证了中国梦的实

现，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实现中国梦

的关键。 
最后，在谈到中国梦与世界的关系时，新华社也

作了许多诸如中国梦可以与世界分享、中国梦与世界

梦、与其他民族的梦相融合以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能

从中国梦中受益等的报道。针对海外对于中国梦的误

解，也作出了澄清说明。新华社认为，带着有色眼镜

将无法理解中国梦的含义。公正的有想象力的眼光才

能更好理解这一广泛讨论的话题。中国梦并不是在牺

牲邻国代价基础上的复仇主义的表达。中国对民族复

兴的追求为世界带来机遇与和平，中国梦不会打碎其

他国家的梦想，相反会帮助其他国家实现自己的梦想，

不管它是美国梦、俄罗斯梦或是非洲梦。 
3  话语信息来源 

143篇新闻报道中共有 112例关于中国梦的话语呈
现，本研究将这些话语的来源进行了分类，如表 3所示。 

表 3  新闻报道中的话语来源 

来源 数量 百分比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51 46% 
中国官员 

其他中国官员 18 
69 

16% 
62% 

外国官员 16 14% 
中国专家/学者/理论家 5 4% 

外国专家 7 6% 
普通中国民众   2 2% 
无明确来源  13 12% 
总计 112 100% 

 
通过对这些话语来源的详细分析发现以下特征：

第一，官方来源的话语占了话语来源的绝大部分，其

中来源于中国官员的话语（尤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又明显高于外国官员的话语，而取自这两者的话

语大多是关于中国梦的伟大意义以及中国梦将如何使

中国和世界受益；第二，中国官员的话语大多是关于

呼吁或号召普通民众的努力以及海峡两岸的合作来实

现中国梦，而来源于外国官员的话语则提到改革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这正好与中国

的官方政策相契合；第三，仅有一小部分话语来源于

中国普通民众。 
4  话语引述方式 

Fairclough（1995）将话语引述的方式分为两类：

直接话语呈现和间接话语呈现。直接话语呈现是在报

道中直接使用某人的原话，不作任何形式或内容的更

改，而间接话语呈现则是重新组织某人的原话后来转

述某人的观点和态度。143则新闻样本中共有 99例话
语引述，表 4和 5展示了不同话语来源的两种引述方
式的分布以及各自所占的比例。 

表 4  话语引述方式分布 

 直接呈现 间接呈现 总计 

数量 36 63 99 
百分比 36%  64% 100% 

 

表 5  两种话语引述方式所占比例 

 直接呈现 间接呈现 

中方相关来源的话语 28 48 
外国相关来源的话语 8 15 

总计 36（36%） 63（64%） 

 
从表中可以看出，样本中大多采用了间接呈现的

话语引述方式，占总数的 64%。间接引述方式通常是
记者用自己的话进行表达，是原话的一种改述。在新

闻报道中大量使用间接引述方式就会带上记者个人意

识形态的痕迹，从而很容易降低真实性和客观性。而

从话语来源角度看这些报道的引述方式，发现不管是

中方相关来源的话语还是外国相关来源的话语，采用

的间接呈现的引述方式都远多于直接呈现的引述方

式。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直接呈现还是间接呈现的

话语引述方式，都不是绝对客观的，因为它们都是由

记者挑选后传递给读者，不可避免地带有他们自己的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因此，文本和话语实践背后所隐

含的意识形态应当从社会实践层面进行解释分析。 
五、中国梦的传播与话语权建构 

1  话语权与话语实践 
话语权是一种权力，简单来讲话语权是控制舆论

导向的能力。话语权在本质上是对意义磋商实践的争

夺权。谁拥有了某一议题的话语权，就有可能控制这

一议题的生产、流转或是消费的方式，就有可能控制

这一议题的言说方式，最终也就会控制这一舆论，继

而达到自己的利益诉求。在话语权这一体系中，话语

实践是核心的概念。一个话语实践从宏观层面包括话

语的产生、流转、消费三个方面，话语实践又可以表

现为以下六个要素：（1）话语发出者可以是主权国家
的官方机构，也可以是非官方组织或群体；（2）话语
内容是反映一个主权国家所关注的与自身利益相关或

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义务相关的观点和立场；（3）话语
模式是话语内容的表现形式，即话语内容以何种修辞

方式呈现，是信息的打包方式，会直接影响受众对话

语内容的接受程度，进而也会影响话语内容的传播；

（4）话语受众是一个有话对谁说并涉及如何选择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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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争取或扩大话语效果的问题，而这与话题所处的国

际环境和听众所在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

系；（5）话语平台是指话语传播的渠道，主要包括各
种媒体形式以及国与国互动过程中的意义磋商与交流

平台；（6）话语效果是指话语所表达的立场、主张和
观点等获得的某种结果。根据 Hall（1980）的研究，
话语的效果往往有三种形式：接受、抵制或是磋商。

话语权则是对以上话语实践过程的控制能力的表现。

话语权的本质是一种操控能力，反应了话语互动双方

或是多方之间的权力关系。以上有关话语实践的六个

因素为话语权研究提供了不同的切入点。从话语权的

本质来看，话语权表现为对某一议题或是话题的控制，

同时也表现在议题的言说方式，即话语模式上。因此，

对话语权这一较抽象概念的考察可以具体细化为议题

是如何提出的，这种议题又如何在流转过程中变成了

一种想当然的知识或是共识，这一议题又表现为怎样

的话语模式等问题。 
2  中国梦的传播与话语权提升 
中国梦这一国家命题的提出无疑是中国与世界互

动过程中话语权建构的重要话语实践。中国梦的实现

一方面要依赖整个中华民族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要求

我们努力讲好中国梦的故事。有关中国梦的对外故事

讲述不仅仅是对外宣传的需要，更是中华文化走出去

的重要步骤，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就新华

社对中国梦的对外传播而言，新华社关于中国梦的对

外新闻报道大致可以分为六类：（1）什么是中国梦；
（2）如何实现中国梦；（3）中国梦与世界的关系；（4）
针对海外对于中国梦的误解直接作出的澄清说明；（5）
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和事件开展关于中国梦的报道；（6）
讲述普通民众的中国梦。新华社关于中国梦的报道的

话语主要来源于中国官员，且大多采用了间接呈现的

引述方式。新华社对外报道中国梦时存在明显的官方

化色彩和正面宣扬色彩，而这有时候并不利于中国梦

的有效对外传播。 
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的话语创新也许为我们进行

中国梦的话语权建构提供了范例。习近平总书记在向

外国介绍中国的一系列讲话中利用多种话语模式，如

列数据、讲故事、引典故、谈个人体验等，充分利用

话语的移情作用，拉近了与受众之间的社会距离。他

的演讲风格非常鲜明，亲和、生动、接地气，谈自己、

引谚语、讲故事，更容易引起听众共鸣（刘立华，2014）。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不仅提出了一个具有国家层面的议

题，同时对议题的对外传播也起了典范作用，这一努

力为作为世界新兴大国的中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互动

过程中话语权的建构作出了典范。 
六、结语 

话语权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文化等因

素密切相关，但是话语权与以上因素之间并没有必然

的逻辑关系。话语权并不因为国家的经济文化或是政

治军事力量的强大而强大，也不会因为一个国家宣传

机构的强大而强大，它有自己的运作机制。话语权是

国家软实力的表现。话语权的提升要通过外交、外贸、

外宣、国际民间交流等众多渠道，将各方面的跨文化、

跨国界交流整合起来，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才能将

文化软实力优势转化为话语权优势。归根到底，一个

国家话语权的提升应该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话语互动

中形成的，本质则是一种话语的实践能力（Buck & 
Liu，2010）。2015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人民日
报》海外版创刊 30周年作出重要批示，希望用海外读
者乐于接受的方式和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成为增信释疑、凝心聚力

的桥梁纽带。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及其话语创新实践

不但为中国梦的对外传播指明了方向，也极大地推动

了中国国际传播话语权的提升。中国在 21世纪的今天
提出的中国梦②是一个话语实践的伟大创新，中国的

大国责任与担当被逐步深化和固化。这种话语实践连

同中国的政治面孔必将如习总书记在科协大会上所提

到的那样，“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也必将

以一个更加崭新的面貌和更加自信的心态迎接伟大民

族复兴的到来。 
 
注释： 

① 143 则新闻报道的标题中大部分持中立或积极的态度，而仅有三则新闻标题持消极态度，分别是（1）Xinhua 
Insight: Plight of poor challenges China’s dream for prosperity；（2）Expert: China faces pressing challenge of keeping 
sustainable growth amid globalization；（3）China Voice: House prices thwarts common people’s “China dream”。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持有消极态度的新闻最后通常都有一小段免责声明。 

② 关于“中国梦”这一术语的提出过程可以参看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克朗特新闻传播学院吴旭副教授刊发在《对

外传播》2013年第 9期上的文章《“中国梦”：中国国家形象的新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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