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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批评话语分析是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研究范式，本研究以 1995 － 2015 年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发表

的期刊论文作为语料，运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绘制了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科学知识图谱。通过探讨国内

批评话语分析的总体趋势与特点、研究领域、论文发表期刊、高产作者及研究机构、研究热点关键词、问题及发

展趋势，厘清了国内批评话语分析 21 年发展的整体脉络，呈现了其最新研究进展和趋势，为未来国内的批评

话语分析研究提供了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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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cientometric Analysis of Ｒesearch Advances in China’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Ｒesearch ( 1995 －2015)

MU Jun-fang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Hebei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0，Chin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 CDA) is a significant research area of discourse analysis． By em-
ploying the visualization software CiteSpace，this paper makes the scientometric analysis of journal papers
in CNKI databas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 CDA) from 1995 to 2015． Through analyzing the general
trend and characteristics，research fields，the journals that publish these papers，high output autho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the research focus key words，problem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do-
mestic CDA，it makes clear the whole skeleton of domestic CDA in the recent 21years，presents the latest
research advances and tendency as well as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the domestic CDA research in the fu-
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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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引言
批评话语分析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批评语言学，然而学界通常把《语言和权

力》《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以及《话语中的偏见》的出版作为批评话语分析正式诞生的标志。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开始，以费尔克劳为代表的批评语言学家把批评话语分析推向了一个

新的发展高度。陈中竺( 1995) 是国内最早引介“批评话语分析”的学者，历经 21 年的发展，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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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话语分析在国内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本文以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相关论

文作为数据来源，借助 CiteSpace 这一新兴的可视化软件作为分析工具，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

相结合的方法，绘制近 21 年来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科学知识图谱，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国内研

究现状进行梳理和分析。

2． 0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拟采用的分析工具 CiteSpace，是由美国德雷赛尔大学( Drexel University) 陈超美教

授用 Java 语言开发的基于引文分析理论的信息可视化软件。该软件能够通过深入地分析文

献的共被引数据，考量出某一特定知识领域的基本情况，并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出其知识结

构，从而探明其研究进展和趋势( Chen，2012) 。
本研究数据来自于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全部期刊。首先，设定数据的检索条

件，以“批评话语分析”、“批评语言学”、“批评性语篇分析”和“批判性话语分析”作为主题，检

索的起始时间设为“不限”，截至时间设置为“2015”，对全部期刊进行检索( 检索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6 日) ; 其次，对检索到的论文进行筛选，去除“会议通知”、“总目录”、“主持人语”等与

本检索主题不相关的论文，共获得批评话语分析论文 1190 篇。由于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最早

刊发的论文出现在 1995 年，因此本研究数据的时间区间为 1995 － 2015 年。最后，我们把这些

文献的相关信息( 包括题目、作者、作者单位、来源期刊、摘要、关键词等) 以纯文本文档的格式

下载并保存下来，为接下来数据的 CiteSpace 分析做好准备。

3． 0 数据分析与讨论

3． 1 总体趋势与特点
根据年度发表情况，我们绘制了论文发表量分布图( 如图 1 所示) 。

图 1 国内批评话语分析年度发文量曲线图

根据图 1，我们可以把国内批评话语分析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萌芽期( 1995 －1999)、起步期

( 2000 －2005)、飞速发展期( 2006 －2011)、平稳发展期( 2012 至今)。在萌芽期，批评话语分析的每年

发文量为 1 －4 篇; 在起步期，发文量为 8 －13 篇; 在飞速发展期，发文量为 32 －136 篇; 在平稳发展

期，发文量为 104 －132 篇，虽然有所起伏，但是总体保持了较好的上升势头。国内批评话语分析在

中国的研究始于陈中竺于 1995 年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批评语言学述评”一文，萌芽期的

12 篇论文中有 10 篇是引介方面的研究，没有涉及批评话语分析的其它领域。

3． 2 研究领域
在进入起步期后，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领域逐步扩大。根据论文的主题，我们将筛选到的

这 1190 篇论文分为以下四类，各类所占比重如下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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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内批评话语分析论文研究领域分布图

第一，述评、介评、理论探究。这类论文主要是对批评话语分析主要概念、主要研究方法的

介绍和探讨，国内外批评话语分析发展状况的述评，国内外最新相关著作的介评等，偏重学理

性，成果刊发量排名第二，占到 19． 8%。萌芽期和起步期的论文属于这一领域，廖益清( 2000)

是国内第一篇全面介绍批评话语分析的论文，阐释了批评话语分析产生的理论背景、语言学基

础、关心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对语言教学的启示。述评、介评类和理论探究类文章在批评话

语分析发展初期引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探讨批评话语分析的核心概念，对国内批评话语分

析研究有着极其关键的指导作用。步入平稳发展期之后，李桔元、李鸿雁( 2014 ) 、武建国、林
金容( 2015) 对国内外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第二，批评话语分析的交叉学科研究。

批评话语分析近些年主要与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修辞学和民族志等学科进行交叉

研究，在国内呈现出较好的上升势头，这些研究拓展了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周红

英( 2014) 探讨了批评话语分析的认知语言学研究路径。李娜、张琦( 2015) 把语料库与批评话

语分析相结合，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等主要西方媒体对 2015 年国际妇女节前后所刊

发的“中国女性”报道为语料，探析了西媒如何对中国女性形象进行建构。修辞学与批评话语

分析的接面研究也是近年来国内批评话语分析所呈现出的一个主要特点，田海龙( 2015 ) 、涂
家金( 2015) 分别探讨了新修辞学、研究修辞与批评话语分析的互动关系。此外，吴宗杰、余华

( 2013) 解析了民族志与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的可行性和互补性。

第三，媒体领域的批评话语分析。

媒体领域的批评话语分析是国内批评话语分析最广泛的应用领域，主要涉及报刊媒体、电
视、电影等媒介的批评话语分析。总的来讲，媒体领域的批评话语分析是当前国内批评话语分

析成果最为丰富的应用领域，所刊发论文占总刊发量的 49． 1%。媒体领域的批评话语分析是

建立在哥拉斯哥大学媒体小组对“坏新闻”系列研究的基础之上，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福勒及

其同事从语言学视角对于媒体的批评研究正式开启了媒体的批评话语分析。福勒后来对于媒

体的批评研究延续了之前的传统，并且关注英国文化研究范式，认为新闻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

是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影响的产物。国内媒体的批评话语分析不仅探讨了新闻和其它

社会媒体和传播体裁的社会交际背景( 如潘艳艳，2015 ) ，而且将这些背景因素与新闻媒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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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因素相结合，阐释了其报道的深刻含义( 如邱晴，2015) 。
第三，其它领域的批评话语分析。
其它领域的批评话语分析主要涵盖了教育教学领域、医学领域、政治领域、翻译领域和司

法领域等。王颖、王文琴( 2013) 对英语教材语篇进行了批评话语分析，旨在帮助学生厘清语

言背后隐含的意义，从而探析教材的意义建构功能。吴宗杰、吕庆夏( 2006 ) 运用批评话语分

析的方法探析了中医语言西化的话语秩序。王彦( 2009 ) 分析了政治语篇翻译中语言形式与

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肖唐金( 2006) 就辛普森一案中模糊语所体现的权力关系进行了批评

话语分析。国内批评话语分析在其它领域的飞速发展，彰显了其研究范畴已经在不断地发展

壮大，应用领域将会越来越宽广。
国内批评话语分析以上四个领域的发展并不是同时进行的。按照统计的数据，可以将其

发展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 2005 年及以前，以述评、介评、理论研究为主，媒体领

域的应用研究为辅，另外三个领域的研究成果非常少或者基本没有; 第二个阶段是自 2006 年

以来，述评、介评、理论研究类论文的刊发数量减缓，而其它三个领域逐步进入了蓬勃发展期，

特别是教育教学领域研究由 2005 年的 0 篇激增到 2015 年的 10 篇。批评话语分析作为话语

分析领域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在国内发展初期以新书引介、述评和理论方法探讨为主。伴随着

相关理论和方法的不断发展，批评话语分析在各个不同领域的应用研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交叉学科研究也得到了不断地发展。这是批评话语分析作为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注重话语性

和社会性研究本质的主要表现，这个趋势将会不断地持续下去。

3． 3 论文发表期刊分析
通过对批评话语分析论文发表期刊进行调查，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它的研究领域和发展

状况。我们可以将这些期刊大体上分为三类: ( 1) 外语类刊物，包括外语、语言学类期刊、外语

类院校学报; ( 2) 各类大学学报，包括大学、学院( 不包括外语类院校) 、大专学报; ( 3 ) 其它相

关刊物，包括教育、新闻、医学、社科综合等期刊。
通过统计，发现这三类期刊刊登批评话语分析论文的所占比重分别是 22． 5%、51． 7% 和

25． 8%。这充分说明，国内批评话语分析论文主要刊发在大学学报类期刊上，这与其社会性和

综合性有密切关系。
一般情况下，核心期刊刊发论文的质量较高。在所有的 1190 篇论文中，核心期刊的发文数

量是 276 篇，占总发文数的 23． 2%。外语类刊物共发表文章 268 篇，虽然仅占总发文量的 22．
5%，但是其在核心期刊的发文数量却达 155 篇，占总核心论文的 58%。由此可见，外语类期刊是

批评话语分析高质量论文的主要刊发载体。虽然，大学学报类的总发文数量最多，但是在学报类

核心期刊的发文量总体较少，仅有 66 篇。这体现了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由于批评话语分析论

文的语言学属性，因此本领域的高水平期刊更认可这种研究方法; 另一方面，一些综合领域的研

究期刊对批评话语分析的认可度和关注度有待于进一步地提高。

4． 0 基于 CiteSpace 的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动态
在对国内批评话语分析从 1995 至 2015 年的论文发表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我们在本

节将运用 CiteSpace 这一可视化软件来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直观、明确地展示国内批评话语分

析论文的高产作者、研究机构和研究热点。

4． 1 高产作者和研究机构
运行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我们绘制出了国内批评话语分析“高产作者和研究机构”的

科学知识图谱( 见下图 3) 。同时，我们将 CiteSpace 的阀值设置为 6，即图谱中有文字标识的节

点都是发表文章数量不少于 6 篇的作者或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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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内批评话语分析高产作者和研究机构图谱

如上图 3 所示，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可视化图谱包括节点和节点间的连线。节点即图中

的圆圈，表示研究者或者研究机构; 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研究者与机构之间的关系，线条越粗

表明他们在文献中出现的频次越高。节点在上图 3 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国内从事批评话

语分析的主要研究者包括田海龙、辛斌、纪卫宁、刘明、郜丽娜等人。这几位学者或者独立或者

与人合作，发表了 6 篇以上与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的高水平论文，他们是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代

表人物。田海龙、辛斌是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领军人物，田海龙( 2013，2015) 、辛斌( 2012) 、辛
斌、高小丽( 2013) 关于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历程、质研究特性、与认知语言学和修辞学的交叉

研究、批评话语分析的目标、方法和动态等文章，已成为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者的必读文献

和引用频次最高的文献。纪卫宁在批评话语分析的述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发表了多篇很有

分量的文章( 纪卫宁，2008; 纪卫宁、辛斌，2009) 。此外，郜丽娜、刘丰( 2010) 、郜丽娜( 2015) 在

批评隐喻分析、刘明( 2009，2014) 在新闻语篇的批评话语分析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上图 3 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研究机构包括中国地质大学外国语学

院、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等。为了更加精确地反映出各个研究机构的情况，我们根据图 3 和

运行 CiteSpace 软件自动生成的数据表，得出了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成果最丰硕的 16 所大学，

即中国地质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厦门大学、
上海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吉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这些研究机构多是外语类知名院校或者综合类大学

的外国语学院，便于展开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多领域研究。

4． 2 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对文章核心内容的提炼，如果关键词在某一领域特定时间的文献中重复出现，就可

以视为该领域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本部分将数据导入到 CiteSpace 系统中，设置相关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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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运行后，将语义相似的关键词归类，自动生成出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热点的可视化共现知

识图谱( 见图 4) 。

图 4 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热点图谱

图 4 所展示的研究热点与图 2 基本吻合，但是呈现得更加详尽、直观。图 4 生动形象地显

示了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热点，图谱中文字表示的关键词出现频次不少于 10 次。
表 1 国内 CNKI 期刊批评话语分析热点关键词统计( 1995—2015)

序号 关键词 频率

1 批评话语分析 349

2 意识形态 324

3 批评性语篇分析 145

4 批评性话语分析 111

5 批评语言学 102

6 新闻语篇 84

7 及物性 82

8 话语分析 45

9 系统功能语法 44

10 互文性 41

11 批判话语分析 40

12 系统功能语言学 39

13 批评性分析 35

14 批评语篇分析 28

15 语料库 28

序号 关键词 频率

16 新闻报道 27

17 语篇分析 24

18 评价理论 18

19 功能语法 17

20 积极话语分析 16

21 政治话语 16

22 新闻标题 15

23 奥巴马 15

24 政治语篇 15

25 认知语言学 14

26 概念隐喻 14

27 话语秩序 13

28 人际意义 13

29 名词化 13

30 情态系统英语新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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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中心度 ( Betweenness centrality) 是测度节点在可视化网络中重要性的一个指标。
Citespace 通常运用该指标衡量文献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重点标注( 李杰、陈超美，2016: 89) 。
表 2 展示了中介中心度大于等于 0． 1 的 5 个关键词，这些高中介中心度关键词反映了国内批

评话语分析的关注领域和研究热点。
表 2 国内 CNKI 期刊批评话语分析高中介中心度关键词( 1995 － 2015)

序号 关键词 中介中心度

1 批评话语分析 0． 43

2 批评语言学 0． 38

3 意识形态 0． 16

4 话语分析 0． 15

5 批评性语篇分析 0． 13

6 新闻语篇 0． 11

7 批评性分析 0． 11

表 2 表明，“批评话语分析”的中介中心度为 0． 43，居于首位。“批评语言学”、“意识形

态”、“话语分析”、“批评性语篇分析”、“新闻语篇”和“批评性分析”分别处于第二至七位。综

合图 4 的可视化图谱、表 1 的高频关键词和表 2 的高中介中心度关键词，通过对这些关键词的

属性进行归类，可以看出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热点主要分布在以下四个领域: 批评话语分

析的研究基础和理论方法、批评话语分析的交叉学科研究、媒体领域的批评话语分析和其它领

域的批评话语分析，总体反映出如下特点:

第一，关注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基础和理论方法。
系统功能语言学一直以来都是批评话语分析的重要研究基础和理论方法 ( 田海龙，

2014) 。因此，系统功能语言学( 刘立华，2007 ) 、系统功能语法( 王晋军，2002 ) 、及物性( 江晓

红，2003) 、评价理论( 廖益清，2008) 、名词化( 赖良涛，2010) 等都是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

热点。此外，马丁( Martin，2004) 提出的积极话语分析是对批评话语分析有益的补充，是国内

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热点词汇。沃洛希洛夫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意识形态观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他把语言符号看作是意识形态的物质表现，所有的语言运用都包含特定的意识形态。该

理论强调了文本的对话性，任何文本都明显地或者隐含地与其它文本发生对话，从而体现出一

定的意识形态效应( 苗兴伟、穆军芳，2016: 537 ) 。因此，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些重要概念，如意

识形态( 刘永兵、于元芳，2015) 、话语秩序( 赵芃，2013) 、互文性( 辛斌、赖彦，2010) 是国内批评

话语分析所关注的焦点。
第二，聚焦批评话语分析的交叉学科研究。
认知语言学、语料库与批评话语分析的接面研究是近年来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热点之一。

张辉、江龙( 2008) 是国内较早探析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交叉研究的学者，他们探讨了

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接面研究的主要路径。张蕊( 2015 ) 探讨了以认知语言学中的重

要概念“识解”为主要操作机制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在国内，较早地提出把语料库与批评话

语分析进行互动研究的学者是钱毓芳和唐丽萍。钱毓芳( 2010 ) 分析了把语料库与批评话语

分析进行有效结合的方法，根据自建语料库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出话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
唐丽萍( 2011) 提出了把语料库与批评话语分析进行对话研究的可行性路径。此后，基本每年

都有语料库与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文章在国内发表，因此，认知语言学、语料库、概念隐喻都

是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热点。
第三，媒体领域的批评话语分析备受重视。
从早期的批评语言学时代到批评话语分析时期，媒体领域的批评话语分析是国内批评话

语分析应用最为广泛的领域。早期的研究侧重从宏观上对新闻事件进行批评性分析，如近些

年的研究更注重采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对具体媒体事件的批评性分析，如邵斌、回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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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把语料库和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探讨了西方媒体对“中国梦”的评价和话语建构。唐

韧( 2014) 将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相结合，探讨了英国媒体移民话语背后所隐含的意识

形态。新闻报道、新闻标题以及新闻报道的对象奥巴马是一直以来都是国内批评话语分析媒

体领域应用研究的热点词汇。
第四，其它领域的批评话语分析逐渐得到关注。
由于批评话语分析特别关注社会中权力滥用以及人们对此的反抗，通过对某个国家领袖

所做出的演讲辞进行解析，得出其进行某种行动的合理性，因此政治话语、政治语篇一直是批

评话语分析的核心话题之一。项蕴华( 2006) 对布什在对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所发表的系列讲

话进行了批评话语分析，探讨了政治语篇中权力如何实现不对称的。吴丹苹、庞继贤( 2011 )

对美国时任总统布什连续 8 年所发表的每周电台政治演讲进行了批评话语分析，探讨了政治

演讲中隐喻的类别、功能及其话语策略，并进一步分析了布什如何为其发动对伊战争进行合法

化辩护。

5． 0 国内批评话语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批评话语分析已经成为话语分析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支。批评话

语分析已经适应了后现代时期对话语分析的要求，发展迅猛，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然而，目前

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还存在着有待提高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有待于进一步地创新。
虽然目前国内的批评话语分析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其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仍然局

限于以往的套路，未形成自己独立的研究体系。从研究工具上来看，国内的批评话语分析多借

助以往的系统功能语法研究，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借助语料库进行批评话语分析; 从研究方法

上来看，目前国内的研究大多沿用批评话语分析的传统研究模式，包括费尔克劳的“辩证—关

系”研究法，沃多克的“话语 － 历史”研究路径和范代克的“社会 － 认知”研究模式。因此，如何

创立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方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应用研究领域发展不均衡。
批评话语分析的应用研究领域有很多，但是目前发展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近些年，出现

了政治领域、教育教学领域的批评话语分析应用研究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但是从国内发文数

量来看，传统的新闻媒体领域的批评话语分析所刊发论文量占总发文量的半数左右，因此目前

其应用研究领域还是多聚焦在媒体领域。与传统的话语分析相比，批评话语分析的显著特点

是把话语与社会权力紧密联系起来，通过话语分析来揭示社会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问

题的相应策略( Fairclough，2010: 9) 。因此，伴随着人们对于批评话语分析认识的深入，话语内

容和形式也日趋多元化，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者将会越来越关注多模态话语、微博、微信等新型

媒体的话语研究。
第三，交叉学科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地增强。
近些年来，虽然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修辞学、民族志学等交叉学科

的研究受到国内研究者关注，但是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多是探讨批评话语分析进行交叉学科研

究的可行性和可能性，或者探究批评话语分析与某一交叉学科的应用研究。如何有效地将多

个学科与批评话语分析进行接面研究是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者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因此，其

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需要进一步地加强。

6． 0 结束语
本研究借助 Citespace 这一可视化分析软件，以 1995 － 2015 年发表的中国知网来源批评

话语分析文章为语料，对近 21 年来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热点与动向进行调查研究，并绘

制了科学知识图谱，研究发现:

1． 近 21 年国内批评话语分析论文刊发数量呈逐年稳步上升的趋势，主要研究维度包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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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 批评话语分析的介评、述评、理论探究，批评话语分析的交叉学科研究，媒体领域的批

评话语分析和其它领域的批评话语分析。从学科类别来看，媒体领域的批评话语分析是国内

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应用研究领域，新闻语篇和新闻话语是应用研究领域的核

心内容。
2． 通过对高产作者和研究机构分析，发现近 21 年来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领军人物是田海

龙和辛斌，他们为国内批评话语分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高产研究机构多是外语类知名院校或

者综合类大学的外国语学院，这些机构便于展开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多领域研究。
3． 通过对热点关键词和高中介中心度关键词分析，发现从 1995 年至 2015 年国内批评话

语分析反映出如下特点: 关注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基础和理论方法，聚焦批评话语分析的交叉

学科研究，媒体领域的批评话语分析备受重视，其它领域的批评话语分析逐渐得到关注。
虽然从 1995 年至 2015 年这 21 年间国内批评话语分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还存在着

有待提高之处。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加侧重开发适用于本国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

法，注重应用领域的多样化均衡发展，积极与认知语言学、修辞学、民族志学等学科进行交叉学

科研究，关注话语语料库的建设与分析，从而不断地深化和拓展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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