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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比香港回归前后 22 年的香港政府施政报告后发现，语用预设在施政报告中成为构建香港人身份的重要

话语策略。回归前施政报告语用预设极力构建中国大陆以及中央政府的负面形象，使中国大陆成为“他们”，由此

疏离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构建有异于中国大陆的港人身份；回归后施政报告语用预设试图构建中国大陆以及

中国政府的正面形象，使中国大陆成为香港的“我们”和内群体，构建香港人认同中国大陆的中国香港人身份。

本案例为语用预设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并从社会语言学角度丰富和推进了身份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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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

十分关注语言与身份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语言可

以构建身份（de Fina，2006）。语用预设是语言普遍存
在的一种方式，“在一定社会中被人们所共识，但以潜

在的假设形式存在的信条和理念”（Nida，2005）。语
用预设在话语身份构建中的作用成为了社会语言学和

批评话语分析近年来关注的一个焦点。学者们认为，

由于语用预设为生活在同一社会的群体所共享，发挥

语言的社会符号功能，因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在群

体及个人的身份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基于香港

回归前后 22年的政府施政报告，探讨港英总督（香港
回归前）和香港特首（香港回归后）如何通过语用预

设在施政报告中构建回归前后香港人不同的身份，尤

其是如何表述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如何构建中国

正面或者负面的形象，是否调整香港利益与价值观等。 
二、语用预设 

预设（也称前提或先设）最早于 1892年由德国哲
学家弗雷格提出。语言学家最初讨论预设时没有考虑

非语言语境，从语义关系的角度定义预设为两个语义

命题之间的真假关系。语用学家认为，预设与语言外

因素（如说话者）有着密切的关系，预设因此用于指

“那些对语境敏感的、与说话人(有时包括说话对象)的
信念、态度、意图有关的前提(即预设)关系”（何自然，
1997：68）。而对于语用预设，不同语用学家有不同的
理解。Lakoff（1987：107）主要强调了预设和语境之
间的关系，Keenan（1998：80）强调预设是用以理解
话语所需要满足的适当条件，Grundy（2000：51）认
为，预设是交际双方共有的知识或背景，何自然和冉

永平（2002：144）指出：“语用预设是言语交际双方
已知的共有知识，或至少是听到话语之后能够根据语

境推断出来的信息。”也就是说语用预设是说话者与听

话者的共同知识，也是话语的一种普遍现象（严轶伦，

2007a），具有特殊的复杂性（王军，2015）。Givón（1989）
从话语分析角度将语用预设定义为“说话者对听话者

可能会毫无疑义地接受的内容所作出的假设”。这表明

语用预设在功能上至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说话者所

假定的基本常识，即说话者认为听话者已有的知识或

背景，属于已知信息；另一类是说话者的意图，即说

话者期待听话者从其话语中推论出来的信息，属于新

信息。由此可见，说话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假设将信息

以隐含的方式表述为预设命题。语用预设可以是客观

事实，也可以为非事实，即说话者所认为的事实，甚

至还可以是假定的情况，如 Barbara（2000：1432-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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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预设是一种假设”。  
语用预设传递的是说话者对听话者知识状态的假

设。作为一种假设，它不一定具有真实性，也不一定

是交际双方所共同已知的，但必须是说话者根据交际

意图对听话者知识状态的假设和通过不同途径对不同

信息的主观规划。从范围上讲，语用预设是话语通过

语言手段体现出来的背景信息，不是语言交际中的全

部背景知识。因此，语用预设是主观的断言，本身不

具有客观真实性和正确性，它具有单向性、主观性和

隐蔽性等特点。 
三、语用预设的批评性分析 

1  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话语与社会及意识形态之间的

关系，透过表层的语言形式，分析各种语言手段的运

用，揭露意识形态中隐藏的权势、政治操控和支配关

系，尤其是对事实的歪曲及人们习以为常的偏见和歧

视，解释意识形态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指出为了维

护自身利益，权力阶层如何运用话语来影响人们的思

维过程，构建维护权力的意识形态。批评话语分析把

研究重点放在话语的生成、传播和接受的非语言语境

和社会历史背景上，全面揭示语言结构和话语生成过

程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社会政治意义及社会功

能，以对社会过程起着介入或干预作用（辛斌、高小

丽，2013）。 批评话语分析将语言研究与人类生活中
的社会文化、权力、意识形态以及世界政治等领域相

结合，使语言研究在原有意义之上加入了社会属性，

成为一种工具语言学。它着重分析人们生成的符号（如

词、短语、句子等）和交流意义两者之间的关系，揭

示语言使用中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联，

即语言形式如何反映权力与灌输意识形态，或权力与

意识形态怎样影响语言的表达形式。 
2  意识形态与语用预设 

Thompson（1990：56）从政治学角度研究意识形
态，认为意识形态由统治集团所操控，目的是“研究

如何服务于建立和维护统治关系”，指出一个语言符号

最初可能不含意识形态，而如果将它用于维护统治关

系之后就成为意识形态。van Dijk（1997）认为，意识
形态的基本功能是“调节和管理群体成员的行为和实

践，一旦意识形态成为群体成员所共有，它可以使每

个群体成员在相似的情况下做出相同的行为，由此构

建群体的一致性和群体身份”。他还强调意识形态是社

会群体成员所共有的心智表述及世界观的基础（van 
Dijk，1998：24）。换言之，意识形态是社会群体图式，
基于群体不断累积的经验和社会交往过程，存在于群

体成员思维中抽象的认知复合体，通过群体成员的思

想、话语及行为反映出来，群体身份是意识形态的一种。 
批评话语分析学者认为，所有话语都包含意识形

态意义，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它融合

到人们习以为常的常识性知识中，因此常识具有意识

形态性质，在人们潜意识中经常不受任何质疑地被接

受。预设就是常识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使用形式，因

为预设提供的就是交际双方共享的经验和知识

（Fairclough，1992），“在传播语篇的意识形态方面具
有特殊的意义”（Fairclough，2003）。也就是说，预设
不仅是使话语被理解而具有的共同知识和条件，而且

它还具有意识形态的欺骗和操纵功能。虽然文本生产

者未必确切知道读者具有何种认知，但在文本生产过

程中仍然构建具有某种具体共同经验和知识背景的理

想读者，由此操控读者的意识形态。语用预设还为操

控性意识形态的表达提供了条件。预设的内容不是以

断言的方式表达，而是在语篇中通过语言手段隐含地

传递带有某种意识形态倾向的意义或信息，使其成为

常识性背景知识的一部分。由于隐蔽性高，读者极少

质疑或审视预设的内容，很容易想当然地接受其中的

意识形态。话语中被公众普遍接受的信息通常都以隐

含的预设出现，预设也因此用隐含的意义表达命题，将

其中的意识形态隐含化，让人们难以辨认和拒绝，从

而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话语生产者的影响而受到操控。 
由于具有单向性和隐蔽性，语用预设在构建社会

意识形态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可以通

过经常地或重复地对文本阅读者‘施加假设’而不被

其发现”（Fairclough，1989：69）。可见预设是指话语
中被话语生产者当作是共享知识传递给话语接收者的

信息，是话语生产者隐性表达观点态度，将意识形态

隐含化，操纵读者的一种有效手段。毫无疑问，从批

评话语分析视角对香港政府施政报告中的语用预设进

行考察和解读可以揭示语用预设如何被当作一种有效

的语言资源和策略用于表达意识形态及参与构建香港

人身份。 
四、语用预设与香港人身份的构建 

本文选取了 11 篇香港回归前（1986-1996）港英
政府的施政报告和 11篇香港回归后（1997-2008，2002
年无施政报告）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共 292 185
个词，回归前后各约一半。香港政府施政报告是香港

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报告，是香港政府对过去一年工作

的总结和对未来一年施政纲领的阐述，由香港最高行

政长官（回归前的港督和回归后的香港特首）在每年

的第一次立法会上宣读，之后再向市民公布。作为香

港最重要的政治语篇，施政报告代表的是港英政府或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立场，是政府发表观点、表达

立场以及向市民灌输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渠道。本文

主要对回归前后施政报告中语用预设的使用进行定性

对比分析。 
1  意识形态与香港人的身份 
身份是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的产物，由包括语篇

实践在内的各种具体协商过程构建出来（Berg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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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hman，1967；Burr，2003），因此具有意识形态的
特质。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经常变动的、多面的

（Woodward，1997；303；Martin，1995：7；Ainsorth 
& Hardy，2004：237；王加林、贺显斌，2012；陈新
仁，2014）。而群体身份是社会认同的一种具体表现，
可以通过语言进行构建、复制和改造（张蕾，2016）。 

van Dijk（1995：18）认为：“意识形态代表一个
群体的最基本的社会特征，诸如身份、目标、价值观、

资源等”，“界定了社会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和其

他群体的关系”，决定了群体的身份。意识形态规定了

社会群体的归属特质，包括成员关系、行为方式、目

的、价值观、行为准则、位置和资源等特征，使“我

们”与“他们”二分法成为可能，通过正面的“我们”

以及负面的“他们”规定了内群体与外群体，确立了

群体界限与群体身份。 
1997 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无论对香港还是对中

国都是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大事件，Flowerdew
（2004）认为，与其说这是主权回归，不如说是身份回
归。身份是个体对特定社会群体的认同，并依此调整

自己利益、价值观与信仰，以便和该社会群体保持一

致（Ivanic，1998）。身份是“我们”与“他们”的对
照，可以通过关系来界定。话语分析可以发现说话者

如何通过对某种价值观的认可而构建出不同身份，即

构建正面的“我们”和负面的“他们”。就施政报告而

言，正面的“我们”显然是其所需要构建的香港人身

份。由于政治语篇隐含和表达的是权力，它的一个主

要功能是灌输意识形态（van Dijk，1993：254）。身份
属于意识形态，可以通过语篇构建，构建身份成为政

治语篇的重要功能。施政报告是代表香港最高权力的

最重要的政治语篇，分析回归前后施政报告中的语用

预设所构建的意识形态能揭示回归前后香港政府如何

构建正面或负面的中国大陆形象，即认同中国大陆还

是疏离中国大陆，藉此构建出不同的香港人身份。 
2  港英政府施政报告中的语用预设——中国“他们”
形象的构建 
笔者在回归前的施政报告中筛选出 3个例句，这

些例句中包含的预设都与构建中国大陆形象相关。 
（1）For many years our community has recognised 

the importance of not becoming directly involved in 
China’s often complicated domestic politics.（1989） 
此例包含两个预设：not become directly involved 

in China’s often complicated domestic politics is important
和 China’s domestic politics is often complicated，预设了
中国的国内政治一向是复杂的，“复杂的”这个词带有

明显的贬义色彩，所以不牵涉中国的政治是明智的。

两个预设一起构建了中国政府及中国政治的负面形

象，并以此呼吁香港疏离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如果读

者未能发现句子的预设，未能对隐含的预设提出质疑，

就会被操控性地说服必须远离中国政府。 
（2）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shows 

that with patience, perseverance and goodwill, even the 
most difficult problems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an be overcome.（1991） 
例（2）预设的内容是关于香港与大陆的关系，指

出香港虽然不断忍耐，表示善意，仍未能与中国大陆

建立良好关系。句中首先预设了香港与中国之间存在

最困难的问题，其次预设香港单方面付出了努力，再

次预设了香港与大陆之间这些问题是难以解决的，最

后还预设这些困难是中国大陆单方面造成的，由此暗

示中国大陆是香港的对立面，从而构建出负面的中国

“他们”形象。 
（3）We will, however be as unequivocal in a 

positive direction in the help that we give to the Chief 
Executive（Designate）. 

“It is sometimes suggested that we would give more 
help to a successful candidate whom we had favoured 
over other rivals for this onerous post. That is nonsense. 
We have no candidate. The selection is not for us. We 
have not, will not, and would not seek to interfere in the 
selection process.”（1996） 
例（3）出现在香港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的最后一

份施政报告中。designate预设了香港首任行政长官由
中央政府选择和指定，不是香港市民选举出来的；

selection 一词也预设了首任香港特首的选举并非真正
的选举，而是挑选。首任香港特首的选举受到彭定康

的强烈批评，他甚至称之为“一场奇特的闹剧”（Hong 
Kong Standard，1996）。上述预设对中国政府进行毫
无根据、别有用心的指责，损害了中国形象，由此构

建出港英政府不干预特首选拔的正面形象和中央政府

缺少民主，指定特首的负面形象。 
预设通过将经验及意识形态投射为常识来影响人

的思维和行为。文本产生者将文本的某些未被证实的

意义预设为毫无疑问或普遍接受的公众事实（支永碧，

2011）。由于蕴涵在社会文化背景知识之中，意识形态
被自然化和常识化，很少受到审视和质疑，而是被想

当然地接受。换言之，例（1）至（3）中，话语生产
者通过预设将中国大陆和中央政府的负面形象隐含在

语篇中，使其成为常识性背景知识和语境的一部分，由

此造成负面中国形象的常态化，对话语接收者产生潜移

默化的效果，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可能虚假的命题影

响，或直接接受它，从而受到话语意识形态的操控。 
3  特区政府施政报告中的语用预设——中国“我们”
形象的构建 
语用预设往往是相对于文本中没有提及但已公认

的或被普遍接受的东西。后者常以预设的隐含意义出

现，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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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预设了正面的中国形象。 
（4）Overcoming the challenges faced in the past two 

years has not been easy. It has only been possible 
because of the perseverance, initiative and pragmatism 
shown by Hong Kong people and the ample trust and full 
support shown by our country.（1999） 
例（4）预设了 our country has ample trust and full 

support for us及 our country’s trust and support for us 
helps us overcome the challenges，但中国具体给了哪些
方面的信任和支持读者（听者）都不得而知，如何帮

助香港渡过难关读者更加不会去追问，只会接受其中预

设的内容——香港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渡过

了难关，中国施益于香港，由此构建了中国的正面形象。 
（5）This will enable us to make more timely and 

effec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while maintaining Hong Kong’s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cours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2007） 
例（5）预设了国家是我们的，中国是我们的，我

们的国家在发展，中国的发展有助于香港的繁荣，香

港必须为国家作出贡献。施政报告把中国称作“我们

的国家”，香港是其中的一部分，属于内群体，香港的

繁荣离不开国家的发展，国家的发展才能使香港继续

繁荣，构建出中国正面的“我们”形象。 
（6）Building a democratic system on a shared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is where our future lies.（2008） 
例（6）预设了香港与大陆具有相同的国家身份，

国家身份共同拥有的，民主体系是基于国家身份，香

港的未来有赖于基于共同国家身份的民主体系。通过

语用预设，施政报告把香港人归入了中国人这个大的

群体，并且将香港的未来与中国身份相联系，只有拥

有中国身份，香港才会有未来。“话语中公认的事实以

预设的隐含意义出现，使意识形态自然化和常识化”

（支永碧，2011），由此构建出中国正面的内群体的形象。 
    通过对回归后特区政府施政报告中的语用预设进
行分析后发现，权力操控意识形态，话语背后所暗含

的意识形态显而易见。特区政府通过语用预设将目的

蕴含在没有说出的命题中，构建了中国大陆及中央政

府的正面形象，将中国大陆以及中央政府构建成香港

的内群体，从而让香港人接受回归后的新身份——中

国香港人（王加林，2010，2012）。 
4  讨论 
话语不仅隐含着权力与意识形态因素，还对人的

身份起着定形作用，并对人的社会关系及信仰体系形

成起着制约作用。语言社会里不存在中立的话语，同

一社会实践可以有不同的话语表达，如何选择话语主

要取决于说话人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本身就是操控

社会群体及其思维的工具（van Dijk，1995：18），语
用预设通过对共同知识的假设隐含意识形态（Levison，

1983）。这些隐含信息通常不是以断言的方式直接表
达，而是在交际过程中隐蔽地传递，即说话者将预设

信息隐含在话语中，通过一种特殊的语境和语言表达

方式将预设信息加以暗示。预设往往表明了说话者所

要强调的意图，传递了预定的意识形态，让话语接收

者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对对方所表达的信息表示接受

和赞同。因此，Wodak（2007）声称预设是一种激发赞
同的有效方法，也是一种具有高度操控性的说服策略。 
话语过程是一个认知过程，即话语只有通过影响

话语参与者的社会认知才能影响社会结构。社会结构

只有通过社会认知才能影响话语结构，即“不管是宏

观的机制、社会结构、群体关系、成员关系、权力和

支配关系，还是微观的情景结构和交流，都必须借助

于他们在态度、图式和思维模式等方面对具体事件的

表征，才能在话语中得到言说、标识、描述、实施和

合法化”（van Dijk，1993）。任何话语都必须（至少部
分）符合人们原有认知框架才能够被人们所接受，才能

对社会现实产生塑造建构作用（尤泽顺、陈建平，2010）。 
香港政府施政报告的受众是香港人，所构建的社

会现实和香港人身份也必须符合香港人的认知框架才

可能被香港人接受。回归前的港英政府在施政报告中

通过语用预设构建了中国大陆的负面形象，由此构建

了有异于中国大陆的香港人身份；回归后香港特区政

府通过语用预设构建了中国大陆以及中央政府的正面

形象，也构建了香港对中国大陆的认同，以及“一国

两制”下新的香港人身份（王加林，2010）。意识形态
的二分法——正面的“我们”和负面的“他们”以语

用预设方式在香港回归前后施政报告中得到体现，两

种中国大陆形象得到构建，不同的香港人身份——对

负面的中国大陆的疏离抑或对正面的中国大陆的认同

也在报告中被构建出来。 
五、结语 

对香港回归前港英政府和回归后特区政府施政报

告语用预设的对比分析发现，两组施政报告的相同之

处在于都借助语用预设传递意识形态，构建港人身份，

区别在于回归前努力构建中国以及中央政府的负面形

象，使中国大陆成为“他们”，从而疏离香港与中国大

陆的关系，构建有异于中国大陆的香港人身份；回归

后的施政报告构建了中国大陆以及中国政府的正面形

象，从而使中国大陆成为香港的“我们”和内群体，

构建出认同中国大陆的中国香港人身份。语用预设不

再仅仅是传统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它隐含了意识形态，

不同意识形态构建不同的社会身份。语用预设体现了

社会意义（包括社会身份）的构建（严轶伦，2007b），
是话语构建身份的一种策略。本案例为语用预设研究

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揭示了语用预设的社会性和意识

形态功能，并从社会语言学角度丰富和推进了身份理

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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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Leader’s Plebeianized Langua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mage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President Xi’s Diplomatic Speeches 
YOU Ze-shun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new speech act of national image rhetoric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vestigates 
eight diplomatic speeches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The data analysis reveals that plebeianized discourse strategies, such as 
metaphor, well-known sayings, similar idiom, narration, etc. are adopted in President Xi’s speeches. The result of the 
key-word webpage searching proves that Xi’s plebeian style has been detected, understood and appreciated by the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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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torical Strategies of Power Reproduction and Resistance: A Case Study of Hangzhou Metro Price Hearing 
CHEN Wen-ge，CHEN Rong-rong 
Abstract：Price hearings are sites of discursive struggle where groups with opposing interests employ different rhetoric 
and discursive resources to shape reality to their advantage and make their appeals. This paper, based on a metro price 
hearing and, analyses the rhetoric struggles, rhetoric strategies and their interplay in the hea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odern rhetoric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t is argued that power and resistance are not simply in a binary opposition, 
and resistance is also a kind of power. Though resistance is hardly able to reverse the upward adjustment of price, such 
resistance helps to deconstruct the dominant group’s discursive hegemony, reshape the ideology and thus facilitate the 
democratic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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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upposition and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Hong Kong Identity Based o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Hong 
Kong’s Policy Addresses in Pre-1997 and Post-1997 
WANG Jia-lin，SHEN Zhi-qi 
Abstract: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Hong Kong’s Policy Addresses (PA) between the pre-1997（1986-1996）and 
post-1997（1997-2008）periods reveals that presupposition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in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Hong 
Kong identity. In the pre-1997 PAs, presupposition is used to construct a negative image of Mainland China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o as to distance Hong Kong from China, while in the post-1997 PAs, presupposition is used to 
construct a positive image of Mainland China, which is included into their ingroup, to accept Hong Kong Chinese identity. 
This case study, theoretically, provides a new angle to explore presupposition and enriches the sociolinguistic study of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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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Perspective on Syntactic Structure of English Small Clause 
ZHAO Yan-chun，YU Cai-nian  

Abstract：Based on the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theories and the logical frame of human language, this paper redefines 
the small clause by comparison with the previous studies. The discussion proposes that small clause includes an 
argument-pred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NP and the rest part of it, sharing a universal and basic logical frame of 
human language, i.e. [NP VP], which is lack of tense feature (-T) and modulated by inflection (INFL). Furthermore, the 
syntactic features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small clause are also discussed so as to simplify and explain syntactical theories 
of the small clause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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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fference in Word Order of the Multiple Occurrences of Adverbials of 
Instrument, Place, Frequency and Time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SHUANG Wen-ti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word order of the multiple occurrences of adverbials of instrument, place, frequency 
and time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explains the motivation based on cognitive linguistic theories of prominence view 
and iconicity. It reveals that the major contributing factor in the word order for the simultaneous occurrence of the fou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