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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话语研究专栏 

 

主持人语（苗兴伟）：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2年 11月 2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并在以后的历次

讲话中完善了中国梦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使“中国梦”成为当下中国的核心政治话语。作为一个具有时代气

息的话语符号，“中国梦”已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对“中国梦”的研究也在不同学科展开，包括从语言学视角出

发的“中国梦”话语研究。本栏目的四篇文章从不同的语言学视角对“中国梦”话语进行研究。“未来话语：中国

梦的话语建构”一文以话语建构观为指导，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元功能框架内，分析了中国梦的话语建构及其建

构效应。“中国梦与话语权的建构”一文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对新华社对外报道中国梦的话语策略及对外传播

中的话语权提升进行了研究。“中国梦话语的国家身份构建功能”在对中国梦话语的语言分析基础上，阐释了中国

梦话语是如何建构“热爱和平、关注发展、造福人民和世界的国家身份”的。“微博话语中的中国梦”一文以系统

功能语言学的联合概念为基础，阐述了中国梦微博话语的主要功能，探讨了中国梦微博话语中的群体构建与身份

协商。这四篇文章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对中国梦话语进行了研究，既有宏观层面上的理论探讨，也有微观层面上

的语言分析。我们相信，本专栏文章的发表将会引起更多语言学研究者的兴趣，并推动中国梦话语研究向纵深发展。 

 

苗兴伟 

（北京师范大学 外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以话语建构观为指导，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框架内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的

讲话进行了话语分析，目的在于揭示中国梦是如何通过话语建构的。在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的层面上

分析中国梦的话语建构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梦话语是一个激励中国人民为实现美好愿景不断奋斗的未来话语，而

且对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和中国话语权的提升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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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 2012年 11月 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
兴之路”展览时首次阐述中国梦的内涵以来，中国梦

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人对自己未来的期许和追求，成为

凝聚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元素。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是普通的梦，而是一种伟大的理想

和目标。中国梦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

幸福，它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着中国人民

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和憧憬。2013年 3月 17日，刚刚
当选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

幕会的讲话中再次对中国梦进行了具体、深入、全面

的阐释。本文将以本次讲话为语料，以话语建构论为

指导，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内对中国梦的未

来话语特征进行分析，对中国梦的话语建构进行研究。 
二、话语建构论 

话语建构论（discursive constructionism）是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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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建构论、批评话语分析和系统功能语言学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话语分析理论，其核心思想是作为一种社会

实践，话语不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通过在词汇语

法系统中的选择积极地建构现实。话语建构论与社会

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因为社会建构论强调社会现实的社会建构特性以及话

语在社会现实的建构中的重要性（Fairclough，2006：
18）。社会建构论认为，表意和理解是人类活动的核心
特征，意义的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社会—文化过程的

组成部分，现实是社会建构的结果（Lock & Strong，
2010）。话语建构论认为，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通过语
言来理解现实和我们的世界，因为现实总是通过语言

来建构或再建构的。正如 Jørgensen和 Philips（2002：
8-9）所言，人们总是通过语言来获得现实的，语言在
表征现实时决不是仅仅反映了预先存在的现实，而是

建构了现实。 
随着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从话

语建构论的视角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福柯

认为，话语是对现实的具体方面的语义建构，这些具

体的方面是为特定的历史和/或社会语境的利益服务
的（van Leeuwen，2008：vii）。Fowler（1991：4）指
出，语言不是中立的，而是具有高度建构性的媒介，

不存在中立的现实表征。话语不是被动地反映或仅仅

描写世界。话语作为语言的使用，是一种行为，不同

的话语建构的是不同的世界。世界中的事件并不是孤

立于人们用于理解这些事件的表征方式而存在的

（Mehan，1996：360）。语言使用者通过在语言系统中
的选择进行话语建构，不同的语言选择所产生的建构

效应（constructive effects）是不同的（Fairclough，2006：
12），因为话语建构的方式最终将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
为。例如，人们可以把一个学生说成是正常的学生、

教育上有缺陷的学生、天才学生、无学习能力的学生

等，所有这些表征方式并非是单纯的描述，而是话语

建构，不同的建构方式将影响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看

法和教育方式的选择（Mehan，1996）。又如，反恐战
争语篇通过对恐怖主义和威胁的话语建构来实现将反

恐战争合法化的最终目的。反恐战争语篇的建构效应

主要是通过以下的建构策略实现：“创造极度的委屈感

和受害者形象，对敌对‘他者’的妖魔化和非人性化，
制造急需有力行动的灾难性威胁和危险，将先发制人

的（或防御性的）反暴力行动合理化和合法化”

（Jackson，2005：181；Qian，2010：27）。 
系统功能语言学把语言使用看作是根据社会文化

语境在语言系统中通过意义潜势的选择来实现各种功

能的过程。系统功能语言学继承了建构论的思想，认

为语法识解经验，并建构由事件和事物构成的世界

（Halliday & Matthiessen，1999：3，17）。语言具有表
征经验的功能，但经验中的各种范畴和关系并不是自

然“赋予”的结果，我们的语言并不是被动地反映经

验，而是以词汇语法为动力主动地建构各种范畴和关

系（ibid.：xi）。关于语言的建构功能，Halliday（2003：
145）指出，语法既是关于人类经验的理论，词汇语法
塑造了我们的经验，并将我们的感知转换为意义。经

验指的是我们通过语言所识解的现实，而现实并不是

现成的东西，等待着我们去表达。也就是说，语言并

不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主动地创造现实。Halliday
（2003：168）用性别角色的识解方式说明了性别偏见
是如何通过语言建构的，母亲在回答男孩子和女孩子

提出的问题时做出的不同语法选择，在称谓形式和指

称形式上做出的不同人际选择，叙事中分派给男性和

女性的不同及物性角色。造成性别差异、种族的他者

特征以及各种社会不平等现象，并将其持久化的手段

就是改变人们在日常语言的语法系统中的选择潜势。

总之，语言具有建构现实的功能，话语建构是通过语

言使用者在词汇语法系统中的选择实现的。 
三、中国梦的话语建构 

中国梦的提出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阐明了中

国社会发展的方向，这使得中国梦的理念深入人心并

在全球迅速传播。无论是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和施政理

念还是普通民众共同奋斗的目标，中国梦的传播和接

受需要经历话语建构的过程。如果没有话语的建构，

中国梦就只能停留在词语的层面，不能成为一个具有

时代气息的话语符号，也就更谈不上建构效应了。我

们将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框架内通过概念功能、人际

功能和语篇功能的分析揭示中国梦是如何通过语言系

统中的词汇语法资源建构的。我们选取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的讲话中涉及中

国梦的部分，共计 2 600余字，由 17个段落组成（不
包括称呼语“各位代表”的独句段）。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本质上是一个语义系

统网络，并通过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提供

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 Halliday 和 Hasan
（1989：10）认为，语篇是一个由意义组成的语义单位，
它产生于意义潜势网络之中，语篇既是语义选择的结

果，同时又是语义功能实现的重要手段。任何一个语

篇都是通过表达语言的这三个语义功能将语义系统现

实化的，概念功能指的是语言对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

各种经历的表达，人际功能指的是语言表达讲话者的

身份、地位、动机并建立和维持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功

能，语篇功能指的是语言成分组织成为语篇的功能。 
1  概念功能与中国梦的话语建构 
作为语言对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经历的表

达，概念功能在语法层面上是通过及物性系统体现的。

及物性通过动作者——过程——目标等语义功能来表

达说话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和认识。在习近平总书记

的讲话中，过程的分布特征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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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及物性过程分析 

过程类型 物质过程 关系过程 心理过程 行为过程 言语过程 

出现频率 111 39 7 1 1 

百分比 69.81% 24.53% 4.40% 0.63% 0.63% 

 
从表 1 可以看出，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物质过程

（69.81%），其次是关系过程（24.53%），心理过程、
行为过程和言语过程出现的频率较低。大量的物质过

程表明，中国梦是以行动目标为取向的，涉及实现中

国梦的行动路线和需要我们付出的各种努力。关系过

程一方面用来说明中国梦的性质和内涵，另一方面用

来说明现在和未来的社会状况。心理过程主要说明人

们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应该保持的心态。在及物性

系统中，中国梦作为参与者角色出现了 9次，主要充
当物质过程的目标和关系过程的载体，与其搭配的动

词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实现”。“人民”和“中国人”

共出现了 35次，作为参与者角色出现了 10次，两次
出现在环境成分中，其余大部分用作修饰语，充当所

有者角色。这说明中国梦是人民的梦，人民既是实现

中国梦的主体，也是中国梦的受益者。 
2  人际功能与中国梦的话语建构 
人际功能指的是语言所具有的表达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的功能，即说话者通过语言维持一定的社会关系，

并影响他人的态度或行为。人际功能在语法的层面上

主要体现为人称系统、语气系统和情态系统。就人称

系统而言，“我们”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出现了

18次，其中 15次充当参与者角色，3次为修饰语。泛
称的“我们”指的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国各族

人民，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使听众倍感亲切，容

易产生共鸣。就语气系统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

中全部使用了陈述语气，目的是在解释中国梦的同时

阐明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需要做的事情。

情态系统在中国梦的话语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频繁地使用了情态助动词“要”

和情态副词“必须”等，并经常通过“不断”、“始终”、

“坚决”和“一定”等强化修饰语加强了情态意义。 

表 2  情态词分析 

情态词 要 必须 能/不能 将 

出现频率 19 7 5 2 

百分比 57.58% 21.21% 15.15% 6.06% 

 
从表 2可以看出，尽管表示将来意义的情态助动

词“将”出现频率较低，其他出现频率较高的情态助

动词“要”和“能/不能”以及情态副词“必须”都是
具有未来取向的情态表达。表达必要性和责任性的

“要”和“必须”分别出现了 19次和 7次，表达可能
性的“能/不能”出现了 5次。特别是高值情态词“要”
和“必须”和强化修饰语的使用，表达了中国人民实

现中国梦的坚定决心和意志，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始

终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幸福的伟大使

命作为自觉的追求。就人际意义而言，陈述语气和情

态词的使用一方面彰显了中国梦这一宏伟愿景和奋斗

目标的确定性和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坚强意志，另

一方面又使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成为向全国各族人民

发出的召唤，必将激励着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3  语篇功能与中国梦的话语建构 
语篇功能是为实现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服务的，

因为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只有通过语篇才能成为现实

的意义。语篇功能是语言成分组织成为语篇的功能，

说话者需要根据语篇功能把语言成分组织成为连贯的

语篇才能成功地实现语言交际。下面我们从修辞结构

的角度分析中国梦的话语建构。修辞结构指的是语篇

组成部分之间的修辞功能关系，是语篇组织的重要手

段（Mann & Thompson，1988）。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的修辞结构如图 1所示。 

 

图 1  修辞结构分析 

从图 1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呈现出工
整的修辞结构。图中的箭头代表的是段落之间的修辞

关系，分叉结构表示的是段落之间的并列关系。在 17
个段落中，段落 2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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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核

心命题。段落 1与 2之间是背景关系，阐明了中国梦
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段落 3~17 与 2 之间是阐述
关系，是对实现中国梦的奋斗目标进行的详细说明和

系统阐述。段落 3~16由三个并列的部分组成（3~6，
7~11，12~16），阐述了国家、人民和各个阶层在实现
中国梦的历程中应有的作为。段落 17对段落 3~16进
行了总结和概括。段落 3~16 的三个并列组成部分
（3~6，7~11，12~16）呈现为整齐划一的修辞结构，
即每一部分都以主题段（分别为段落 3，7 和 12）为
核心，通过并列关系的段落群（分别为 4~6，8~11和
13~16）对主题段进行了阐述。这种工整的修辞结构
一方面阐明了国家、人民和各个阶层的责任担当，另

一方面为我们呈现了实现中国梦的奋斗历程和宏伟蓝

图。修辞结构分析表明中国梦的话语建构蕴含着严谨

的话语逻辑，中国梦不仅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根基和

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础，而且具有明晰的奋斗目标和行

动路径。 
四、未来话语视阈中的中国梦 

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有自己的梦想。作为一

种期待和目标，梦想反映的是一种理想和追求，体现

的是一种信念和抱负。德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恩斯

特·布洛赫（Ernst Bloch）通过对人类永存的未来性
的思考创立了一种关于梦的哲学——希望哲学，指出

“期待、希望、向往，走向尚未实现的可能性的意向，

这不仅是人的意识的根本标志，而且当它们被正确地

理解和把握的话，也是整个客观实在内部的一个决定

性因素”（金元浦，2013：49）。中国梦确立并彰显了
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的伟大目标。既然是一个梦想，

那它必然是关乎人们尚未实现但又在努力争取实现的

事情，并由此催生强烈的奋斗动机和动力（伟达，

2013）。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梦是一种未来话语
（discourse of the future），但同时又具有历史性和时代
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讲道：“中华民族具有

5 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

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 56 个民族、13 亿多人
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

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

神，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

信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

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中国梦

话语体系的历史性体现在中国梦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深

厚的文化根基。从互文性的角度看，中国梦的话语体

系与中华民族追求文明进步的历史话语和我们共同坚

守的理想信念是一脉相承的。中国梦并不是无源之水，

它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

史，扎根于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和我们先人们不

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中国梦是百年民族理想的延

续、提炼与完善（黄敏，2014：41）。中国梦话语体系
的时代性在于中国梦与当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相契合。习近

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

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要让“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

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

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

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因此，作为一个充满时代气息的

话语符号，中国梦既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美好愿

景，同时也是全民行动、共同奋斗的行为目标（周忠

元、赵光怀，2014：237）。中国梦的提出顺应了“浩
浩荡荡的时代潮流”，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同时也体现

了“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 
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愿望和宏伟愿景的集中体

现，中国梦为开创未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具有鲜明

的未来取向。中国梦着眼未来，从未来话语的视角解

读中国梦可以揭示中国梦的实质内涵。早在古希腊时

期，亚里斯多德（Aristotle，1954）就已经指出了未来
在政治修辞中的重要性，政治演讲要求我们做或者不

做什么，这关乎未来，关乎今后要做的事情。政治修

辞聚焦我们力所能及的未来行为、过程和事件，并致

力于确定未来拟采取的行动的利弊。无论把未来看作

是期待还是奋斗目标，都会影响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

行为和认知。毫无疑问，中国梦的提出有助于形成一

种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价值认同，并极大地激发中国

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渴望和热情。正如 Dunmire
（2005：482-483）所言，政治修辞中的未来话语制约
着人们想象、表达和实现未来的方式；引领公众的未

来观是影响当下行为的强有力手段，唤起民众对未来

的期待是为了影响社会的观念、认知和行为。中国梦

的未来取向不仅体现在中国梦话语体系所展现的未来

愿景，而且体现为全国人民的行动目标。习近平总书

记的讲话中有大量表达行动目标的未来话语，如“必

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推向前进，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努力奋斗”，“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

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有梦想，

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

步前进”，“共同开创中华民族新的前程”。除了这些显

性的未来话语之外，讲话中还出现了表达行为延续的

动词短语和副词短语，如“继续”出现了 5次，“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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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次，“不断”8次，“始终”7次，“坚决”5次。讲话
中大量还使用了具有未来取向的情态助动词和情态副

词，如“要”出现了 19次，“必须”出现了 7次。这
些情态手段不仅表达必要性和责任性的情态意义，而

且在语义上具有较强的未来取向。所有这些语言资源

的运用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行

动目标和矢志不渝的奋斗决心。 
五、结语 

中国梦扎根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和 170多年
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对民族复兴的追求和探索。在某

种程度上，中国梦是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和勇往直前

的 民 族 精 神 在 现 实 话 语 中 的 再 语 境 化

（recontextualization）。在这一点上中国梦与源于拓荒
精神并强调个人奋斗的美国梦有着本质的区别。作为

中国发展目标、民族共识和中国道路的新规划蓝图（金

元浦，2013：48），中国梦这一高度凝练的象征性理念
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气息的话语符号。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筑了一个激励和引领中国人民

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不断奋斗的未

来话语，这一点也体现了中国梦的建构效应。作为一

个话语符号，中国梦本身是一个蕴含丰富的话语体系，

对中国梦的话语建构也不仅仅限于语言本身。本文对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的讲

话进行的语言分析只是揭示了中国梦的冰山一角。对

中国梦话语体系的全面分析还需要涉及对中国政治、

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研究。对中国梦话

语建构的研究对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和中国话语权的

提升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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