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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话语与社会互动研究”专栏 

 
主持人语（尤泽顺）： 

 

近几十年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内外形势出现许多新的变化。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和新现象，中

国当代政治话语实践在延续原有特点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少创新，引起相关领域研究者的关注。他们从不同学科视

角出发，对中国不同层面政治实践和话语之间的互动进行探讨。本专栏试图通过三篇文章从研究内容、研究视角、

研究焦点等方面展示目前相关研究的新进展。从内容来看，尤泽顺的论文《领导人平民化话语与国家形象构建—

—习近平主席外访演讲分析》涉及的是中国最高领导人话语，陈文革的论文《权力再制与抵制的修辞策略——以

杭州地铁价格听证会为例》分析内地省会城市政府话语，王加林的论文《语用预设与香港人身份的话语构建——

基于回归前后香港政府施政报告的批评性分析》研究香港特区政府话语；从视角来看，王加林主要从批评话语分

析角度进行探索，尤泽顺和陈文革将修辞和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进行考察；从研究焦点来看，陈文革和王加林锁

定的是中国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单文化语境互动，尤泽顺探讨了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政府（民众）的互动。希

望以上研究可以给大家带来新的启示，引发新的思考。 

领导人平民化话语与国家形象构建 
——习近平主席外访演讲分析 

尤泽顺 

（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 30007）  

 

摘  要：将领导人外访演讲置于国家形象修辞的言语行为框架，通过对习近平主席 8篇外访演讲进行分析，发现

习主席外访演讲使用了平民化隐喻、名人名言、相似的习语、叙事及其他平民化话语方式进行构建。目标词网页

检索分析结果表明，习主席平民化话语拉近了中国领导人和西方普通民众的距离，构建了正面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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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领导人外访演讲是一种典型的对外言语活动，也

是国家对外宣讲本国内外政策的重要舞台，更是一种

最为重要和最有影响的国家形象修辞方式。以往研究

多从语言学视角出发，考察其在语用、功能、评价资

源、语篇异同及翻译等方面的特性（李太珠，2006；
曲敬波，2009；程楠楠，2009；商庆岩，2010；史云
莉，2011；林晓琴，2012；王小荣，2013）。少数从修
辞视角出发的研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具有高度艺术性

的修辞行为和典型修辞研究案例考察话语的修辞特性

和修辞互动（张玉芳，2007；郭宇飞，2011），没有指
出领导人外访演讲（特别是领导人在演讲中表现出来

的身份权威、人格魅力、修辞策略手段及言语行为风

格等）不仅构建了领导人本身的国际形象，而且构建

了国家的国际形象。本文从国家形象修辞学的角度出

发，以习近平主席的 8篇外访演讲为研究对象，结合
批评话语分析方法，从不同侧面详细考察其平民化话

语风格如何构建领导人形象及中国形象，网页检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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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阐述了此修辞构建的有效性。 
必须强调的是，对于什么是平民化话语，现有研

究并没有作出比较明确的界定，本文主要根据两个方

面来判断：一方面，它们不是正式外交场合经常使用

的语言；另一方面，它们是普通百姓耳熟能祥的语言。

外访演讲是一种非常正式的讲话，无论在选词还是句

法和篇章结构，都有一整套独特的话语规约，像“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缔约双方”等词汇及句子“×和×
两国愿意共同致力于⋯⋯”就是该体裁话语经常选择

的语言表达形式，口语化词汇和简单句式等较少使用。

这些专业性语言给普通民众的理解造成了困难，为了

让更多来自不同文化的普通民众更好理解演讲内容，

习主席尽量在这些规约化语言中穿插使用了一些普通

民众耳熟能详的的谚语、格言、隐喻等，这就是本研

究所指的平民化话语。 
二、国家（机构）形象修辞与领导人外访演讲 
西方古典修辞学认为修辞是一种“说服艺术”，新

修辞学将其进一步扩展为“通过象征手段影响人们思

想、感情、态度、行为的实践活动”（刘亚猛，2005：
2），中国传统修辞学一般将其视为个人的言语行为艺
术。其共同点是修辞离不开言语运用，修辞研究必然

要描写与解释言语使用规律。作为修辞的一种特殊形

式，国家（机构）形象修辞也具有上述特点，但是描

写与解释语言使用并不是它的全部，“如何有效运用语

言维护一个国家（机构）的形象”，并以此“促进社会

的发展”（胡范铸等，2013：3-4）才是它最关注的焦
点。在分析外访演讲这一特殊的国家形象修辞方式如

何构建和维护国家形象并促进社会发展时不能简单套

用现存的任何理论模式和分析方法，必须根据具体修

辞事件，整合现有理论模式和分析方法形成能更好解

决这一问题的分析框架，其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新言语

行为理论模式、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和目标词前三网页

检索分析方法。 
1  国家形象修辞的言语行为模式 
领导人外访演讲这一国家形象修辞行为研究可采

用胡范铸等（2013）提出的新言语行为理论模式作为
总体框架。国家形象既包括一个国家内部的国民认可，

也包括一个国家外部的国际认知。一方面，它由包括

官方代言人、大众传媒、民众、企业和产品等众多行

为主体及其言语行为构建；另一方面，这一构建又必

须得到国内外民众的普遍认可才能最终确立下来。国

家形象修辞不仅仅是日常对话中的我说你听，而是一

个以我、你、他三方为行为主体，叙述、接受、核查、

驱动四种话语角色互动的过程，很多时候“他”的重

要性比“你”的重要性大得多。它是一种必须尽量实

现我、你、他三者之间协商和互动关系的新型言语行

为，言语行为与新言语行为的区别如图 1所示（胡范
铸等，2013：4-5）。 

 
图 1  从言语行为到新言语行为 

就领导人外访演讲而言，它是交往双方（包括在

场的官员、听众及不在场的普通民众）和感兴趣的第

三方对整个外访过程关注的焦点之一，外访国往往借

此机会向受访国传递本国相关的国内外政策、对时局

的看法及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愿望等，受访国及其

他第三方则借此了解外访国的政策走向及其政策意

图。由于双方（各方）来自不同文化和修辞学话语社

团，具有不同的修辞传统，外访演讲实际上是一种跨

文化修辞活动，演讲者的修辞不仅要求符合本国的特

点，还要求尽量符合或部分符合受访国及第三方的特

点。 
从研究角度看，要充分理解和考察外访演讲这一

国家形象修辞过程及其效果，就要把考察我说、你听、

他核查等结合起来，既考察演讲的修辞构建模式，也

考察其修辞效果。也就是说，必须像古典修辞学及新

修辞学那样从微观语言层面对修辞语篇构建进行分

析，以揭示演讲者言语使用规律，还必须通过调查法、

实验法或目标词网页检索法等新研究方法去阐明修辞

的效果。 
在微观语言分析层面，本文主要关注习主席的平

民化话语使用。外访演讲是较为正式的文本，主要以

正式语体为主，此类文本夹杂使用平民化话语不是随

意性的选择，它可以让领导人形象和国家形象的构建

更容易为（在场和不在场的）听众所接受。结合相关

理论分析演讲中的平民化话语使用可以预测此修辞语

篇构建方式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效果。通过目标词网页

检索法查找并分析前三网页的具体内容可以验证微观

语言分析的初步结论，因为在互联网时代，利用目标

词进行常规网页搜索所得到的信息更贴近普通民众获

取信息的方式，也更能从另一侧面阐明修辞行为的效

果。 
2  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认知和历史话语 
对于平民化话语的分析主要使用批评话语分析方

法，通过研究语言使用特点揭示其构建模式，即话语

构建的领导人和国家形象。因为话语与社会现实存在

互构关系，话语反映社会现实，可以构建某种理念，

并进而改变社会现实（Fairclough，1989，1992）。领
导人和国家形象构建就是一种理念构建，可以通过话

语使用来完成，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现实。包括外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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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在内的一切话语活动并不是一种即时的全新话

语，而是由历史话语与当下话语相结合和互动而形成

（Wodak & Meyer，2009）。演讲者讲述的主要是本国
故事，注重本国历史话语与当下话语的结合，宣传本

国社会现实和政策走向，构建符合本国实际的形象。

演讲者面对的是外国听众，故事的模式与听众的认知

模式越接近，即用听众听得懂的方式来讲述自己的故

事，其效果就越好。对于听众来说，他们想听的是那

些有特色、听得懂的来访国故事。 
3  外访演讲的国家形象修辞分析框架 
本文以新言语行为理论模式作为其总体框架，将

外访演讲的国家形象修辞视为以我、你、他三方为行

为主体，叙述、接受、核查、驱动四种话语角色互动

的过程。运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对表达、监控端的语

言使用进行微观分析，揭示其修辞特点和预期效果，

并运用目标词网页检索法来阐明修辞在接受、监控端

的效果，同时将认知和历史话语等因素引入分析过程，

讨论外访演讲平民化话语使用的原因和效果等。 

 

图 2  外访演讲的国家形象修辞分析框架 

三、外访演讲平民化话语修辞及其有效性 
本文分析的语料包括两个部分，即习近平同志就

任国家主席以来 8 篇外访演讲构成的语料和以 Xi 
Jinping为目标词在 www.google.com.uk进行网页检索
得到的前三网页文章构成的语料。对前者的分析是为

了揭示外访演讲平民化话语修辞的模式及其预期效

果，研究后者是为了阐明前者形象修辞构建的实际效

果。 
1  平民化话语修辞及其预期效果 
经过对演讲语篇进行深度的内容分析，研究在此

处重点讨论平民化话语修辞的几种方式。 
1.1  平民化隐喻 
根据 Lakoff等的观点，隐喻是以一种事物（本体）

看待、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喻体），它不仅存在于

语言中，而且遍布于日常生活、思想、行为之中。隐

喻是一种生活方式，人们使用隐喻的目的就是通过使

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东西去描述或帮助人们理解另一

新的东西。在外访演讲中，由于演讲者传达的信息带

有很多国际关系领域特有的专业内容及访问国特有的

政治经济文化内容，普通听众不一定能够正确理解，

运用耳熟能详的隐喻来表达可以很好克服理解困难。

例如： 
（1）在弗拉芒语中，布鲁日就是桥的意思。桥不

仅方便了大家的生活，同时也是沟通、理解、友谊的

象征。我这次欧洲之行，就是希望同欧洲朋友一道，

在亚欧大陆架起一座友谊和合作之桥。（在布鲁日欧洲

学院的演讲） 
（2）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

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

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

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中

国主张“和而不同”，而欧盟强调“多元一体”。（同上） 
桥、茶、酒等都是普通民众非常熟悉的日常物品,

但在外访演讲中并不常出现。在例（1）中，中国和欧
洲之间的关系被比喻为桥，连结着河的两端，方便双

方的民众，同时也需要双方的共同维护。在例（2）中，
中国和比利时之间存在的差异被比喻为茶和酒，它们

都是饮料，尽管味道不同，都可以用于增进朋友间的

感情，通过隐喻，和而不同的主张得到了清晰表达。

显然，双边关系和桥、不同观点和茶与酒是不同深层

感官信息系统的表层形式，这些系统在内容和组织方

式上并不完全相同。由于喻体域的感知系统映射（至

少部分地）到本体喻的感知系统，人们通过该隐喻很

容易就理解了中国与比利时（欧洲）在一些问题上虽

存在不同看法，但双方在建立合作和友好关系方面却

具有共同点。 
1.2  名人名言 
在修辞活动中，诉诸权威是获得良好修辞效果的

一种重要手段（刘亚猛，2005），这种权威可能来自于
演讲者个人的人格和地位，也可能来自于机构授权或

实证证据等，引用名人名言也是诉诸权威的一种重要

方式。在外访演讲中，演讲者通过引用双方都熟悉的

名人名言，可以寻找自己所要表达的观点与历史名人

观点之间的契合点。由于不同国家的普通民众对于名

人名言非常熟悉并持认同态度，他们容易克服因文化

或意识形态差异而产生的障碍，正确理解演讲者的核

心思想并产生认同感。例如： 
（3）中国先哲老子讲：“大邦者下流。”就是说，

大国要像居于江河下游那样，拥有容纳天下百川的胸

怀。（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 
（4）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

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

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在中法建交 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对于老子，许多西方民众知道他是中国著名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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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特别是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西方哲学家曾经在著

作中提到过老子及其思想（波格勒，2004）。通过引用
老子“大邦者下流”的名言，演讲者构建了中国作为

大国从历史至今一直秉承的包容四方的形象。拿破仑

及其中国是睡狮的名言早已为世界所熟悉，此话语预

设了中国对世界可能造成的（包括正面和负面）重大

影响，演讲者以此说明中国重要性的时候特别强调其

影响的和平性（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通过

引用名人名言，中国包容四方和热爱和平的良好形象

被“再情景化”于西方语境之中（田海龙，2016），因
而更能为西方及其他国家民众所接受。 
1.3  相似的习语 
一般认为，习语是指由几个词（字）构成的词组，

其整体意义不能从各个组成部分的字面意思来理解。

习语来源于日常使用语言，为普通民众所熟悉，不同

国家和文化的习语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

外访演讲中，演讲者使用双方都共有的习语可以获得

听众的共鸣。例如： 
（5）“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

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

发言权。（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 
（6）这样的故事，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中数不胜

数，充分印证了中国和印尼都有的一句成语，叫“患

难与共”。（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 
“鞋子合不合脚”这个习语广泛存在于各种语言文

化之中，英语中也有 put/stand in another’s shoes（设身
处地）的用法。演讲者用此通俗说法说明任何国家都

不能照搬别人的经验，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符

合国情的发展模式，从而论证中国和俄罗斯目前各自

的选择具有合理性。“患难与共”（in the same boat）
充分表明了中国对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的重视以及双

方密不可分的关系。 
1.4  叙事 
除了在词句层面，演讲者还在篇章层面上使用平

民化话语，讲述两国曾经经历过的各种双方友好交流

的故事，既有名人的故事，也有普通人和演讲者本人

的故事。例如： 
（7）他们中有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

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

生贝熙叶。（在中法建交 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8）杭州市有一位老人，自身家境并不富裕，老

伴患病长期住院，他本人也刚做完手术，但为了让印

尼灾区孩子继续读书，他捐出了辛苦积攒下来的 1 000
元人民币。钱虽不多，但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印尼

人民的一片深情厚谊。（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 
（9）我年轻时就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

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巨匠

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魅力。（在莫斯科国

际关系学院的演讲） 
简单地说，叙事（narrative）就是讲故事，即讲

述某时某地发生在某人或某物身上的事情。叙事是人

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孩童时代，父母就开

始讲述各种童话故事，后来我们学会了阅读各种故事，

并将这些故事和别人分享，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各种故

事的忠实听众，同时也是各种故事的叙述者。叙事往

往被认为是为了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呈现给别人，但事

实上，“叙事是人类把自身经历组织成为一系列具有时

间先后顺序的、有意义片段的首选方式”，它“既是一

种表征方式，同时又是一种推理方式”（Richardson，
1990：118）。叙事从根本上体现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
式，是人们将其对世界的认识传达给他人，并进而影

响他人看法的一种尝试。外访演讲属于辩论性体裁，

并不是叙事体裁，演讲者在此可以穿插叙事，运用双

方都非常熟悉的方式来阐述其对世界的看法，影响听

众的认知。例（7）叙述的是双方都非常熟悉的名人故
事，目的是为了表明在历史上双方的有识之士早就认

识到友好交往的重要性，并亲自进行实践。例（8）叙
述了普通人的故事，表明即使是不参与政治的普通百

姓也知道友好交往的重要性。例（9）叙述了演讲者本
人的故事，一方面表明演讲者本人从双方的友好交往

中获益匪浅，另一方面让听众觉得国家领导人并不完

全是坐在神坛上，他们和普通人有很多相似的经历，

听众和演讲者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通过叙述不同的

故事，演讲者构建了中国希望建立双边友好交往关系

的国家形象 
1.5  文化共性 
每个国家和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发展过

程，由此形成各自不同的世界观和文化传统。在外访

演讲中，文化差异是双方实现顺利交流的障碍之一。

面对困难，演讲者的处理办法之一就是寻找双方普通

民众都非常熟悉的文化共同点，特别是双方不同文化

符号所代表的共同特点。例如： 
（10）中俄两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

人文交流对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 
（11）中国和法国都是有着独特文明的古老国度。

以黄河长江和卢瓦尔-罗讷水系为母亲河的两个伟大

民族，都曾经长期引领各自所在地区的文明发展进程。

（在中法建交 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例（10）中演讲者指出了中俄双方都拥有的悠久

文化及其对世界的贡献，例（11）中更是具体指出了
黄河长江和卢瓦尔-罗讷水系是两个分别代表中国和

法国历史文化的符号，并强调了两者都曾发挥主导当

地文明发展进程的作用。文化（符号）是“‘社会融合’

最有效的工具，即文化（符号）是知识和交流的工具，

它（们）使得人们有可能就社会世界的意义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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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一致性又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秩序的再生产”

（Bourdieu，1999：166）。如果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
人们能够彼此从对方文化中找到自己文化的特点，或

者说能够找到双方文化的共性，双方就会“在时间、

空间、数字和原因等方面形成一种同质性的概念”

（ibid.），从而在很多问题上达成共识。通过寻找文化
共同点，演讲者希望与听众达成共识，并构建中国文

明古国的形象。 
1.6  通俗化量化 
在外访演讲中，使用量化的数据来论证观点并不

罕见。众所周知，自 17世纪培根开启在纯粹定量和力
学标准上建立科学实证主义的先河以来，西方学术研

究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发展都受到这一研究方式的影

响，这种影响目前已扩展到全世界，数据量化成为学

术研究和各行各业讨论问题的一种通行方式。由于过

度量化，普通民众对于各种高深莫测的数据不能完全

理解，而学术研究也出现为了数据而数据这种背离研

究初衷的不良现象。在外访演讲中，使用数据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帮助演讲者更清楚地呈现自己的观点，但

如果量化过度，则可能造成理解混乱。例如： 
（12）中国有 13亿多人，只要道路正确，整体的

财富水平和幸福指数可以迅速上升，但每个个体的财

富水平和幸福指数的提高就不那么容易了。同样一桌

饭，即使再丰盛，8个人吃和 80个人吃、800个人吃
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 
例（12）中使用了系列数据，但并不是像一般做

法那样把数据简单罗列出来，或者用枯燥的表格呈现，

而是结合吃饭这一普通民众再熟悉不过的日常行为进

行阐述，表明中国虽然目前经济发展取得重大进步，

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人

均财富水平和生活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通过

通俗化的数据量化，演讲者不仅使听众迅速准确理解

了他的观点，而且构建了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形象。 
综上所述，平民化话语可以通过简单易懂的方式

来描述与中国相关的各种事务，尤其是表达中国希望

通过和平友好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澄清其他国

家对中国的误解或认知偏差，以此构建出正面的中国

领导人形象和中国国际形象。 
2  目标词互联网检索印证 
为了阐明平民化话语的修辞效果，按照胡范铸等

（2013）建议的方法，在国外以 Xi Jinping为目标词在
www.google.com.uk 进行网页检索，这些网站既有国
内的，也有国外的。网页的内容有三类：一是领导人

简介，二是与领导人时政活动相关的新闻，三是与人

物时政活动相关的新闻标题，具体内容还需进一步点

击新闻标题才能查看。经过详细的内容分析发现，第

一类较为全面介绍了领导人的人生履历及行事风格

等，包含的信息量比较全面，第二类内容与第三类内

容除了对领导人时政活动进行简单报道外没有其他信

息。三类网页都没有直接讨论（平民化）语言风格，

更没有讨论这一风格在外访演讲中的运用。而值得注

意的是，一些很有影响力的网页指出中国新领导人具

有平民化特色，如 BBC在人物介绍中指出：“2012年
12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后，习先生发表了第
一次讲话，他显得非常放松——面带微笑，甚至还为

自己没有按时开始讲话道歉⋯⋯这是一种明显的变

化。”（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pacific- 
11551399） 
这些描述并没有直接讨论外访演讲中的平民化语

言特点，更没有直接阐明其修辞效果的有效性。网页

对平民化特色的强调显示，习主席的平民化风格已为

国外民众所认知，并存在于其认知框架中，此认知框

架与演讲中的平民化语言特点是一致的。这表明其演

讲可以为听众和第三方所理解和接受，并反过来促进

其理念构建。换句话说，平民化语言会进一步增强演

讲者在外国听众中的平民形象，使演讲取得良好的修

辞效果，并进而构建了国家的正面形象。 
四、话语、修辞与国家形象构建 

外访演讲语篇分析和目标词网页检索结果相互印

证，表明习主席外访研究的平民化话语具有较好的修

辞效果。在外访演讲这一正式的文体中使用平民化话

语这一看似与外访演讲文体极不相符的语言风格来构

建中国国家形象的最深层原因是什么？这一构建会产

生何种社会后果呢？ 
将演讲置于更广范围语境来看可以发现外访演讲

使用平民化话语来讲述中国故事是演讲者面对历史话

语和当下语境相结合的特定情况作出的选择，目的是

以自己独特的声音对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宣讲和表

达。众所周知，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不

远的将来还可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随之而来的是中

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与中国相关的负面话语在国

际关系领域和世界舆论领域不断喧嚣尘上。这些现象

一方面反映了近代以来，特别是 19世纪以来，一直流
行于（西方）世界的黄祸论并没有随着中国国力的提

升而逐步消亡，而是一直根植于国外民众的认知框架

内，支配或影响着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另一方面反映

了中国在（对外）国家形象修辞方面存在不足，尽管

花了大量的财力、物力、精力来加强国家形象的对外

宣传，但由于与其他国家在语言、文化、意识形态方

面存在的不同及政治经济利益方面不可避免的摩擦，

加上一直以来存在的各种对中国不利的历史话语，中

国在国际交流中往往遇到说了别人不想听，说了别人

听不懂，说了别人听错了等问题，造成他国对中国国

家形象的误解和误信。面对不利局面，比较有效的修

辞方式之一是“以你的道理来论证我的立场”（justify 
myself in your way）（刘亚猛，2005：12），即不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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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外民众能够认同的观点，而且还要用他们能够认

同和理解的方式来表达和论证自己的观点，争取做到

用“外国人听得懂的方式来讲述自己的故事”。遗憾的

是，中国过去在这一方面的努力似乎做得不够，所谓

的交流往往变成自言自语（胡范铸等，2013），达不到
预期的修辞效果，导致国外民众“当中的大多数人却

没有听到过中国以自己独特的声音在发言，更不用说

在为自己选择的道路、体制和发展模式做出他们听起

来未必完全顺耳，却觉得言之成理的解释、辩护或宣

扬”（刘亚猛，2005：13）。由于平民化话语将复杂的
问题用民众最为熟悉和亲近的言语表达出来，它是世

界各国民众较为容易接受的话语，在外访演讲中，演

讲者将那些他国民众不太熟悉的本国故事和涉及双边

关系的话题和内容以平民化话语方式进行表达可以让

他国民众爱听、想听，听得懂，听得对。 
目标词网页检索结果揭示，选择使用平民化话语

使习主席的外访取得良好的修辞效果。习主席的平民

化风格已受到国外民众的关注，早已存在于国外民众

的认知框架里。他在外访演讲中使用平民化话语与这

一框架相吻合，从而在无形中拉近了他与国外民众间

的距离，后者可能倾向于认同该话语方式，接受其传

递的信息。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接受与自己认知框架

相符合的东西，拒绝接受那些不相符合的东西（van 
dijk，1993）。平民化话语可能进一步增强他在国外民
众心目中业已形成的平民化形象，话语构建的中国友

好且热爱和平的形象也会得到他国民众的认可。一旦

演讲者和受众在认知上走向趋同，后者不仅容易接受

前者传递的信息，而且其认知也会在此过程中产生不

同程度的改变。也就是说，国外受众原先认知中存在

的中国正面形象会得到加强，负面形象会减弱。 
五、结语 

通过将领导人外访演讲置于国家形象修辞的言语

行为框架之下进行考察后发现，国家领导人外访演讲

是国家形象修辞的有效方式之一。习主席外访演讲使

用各种平民化话语方式进行构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国外民众对中国领导人及中国较为单一的认识，构建

了具有丰富性格特点的领导人形象及友好且热爱和平

的中国形象。他的语言选择是与当前中国所处的国际

关系语境及中外不同文化历史语境相关联的，是为中

国国际形象的构建服务的。目标词网页检索的分析结

果表明，习主席的平民化风格早已存在于国外民众的

认知当中，其平民化话语有助于拉近中国领导人和西

方普通民众的距离，对于构建正面的中国形象具有积

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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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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words: presupposition; identity; Policy Addresses;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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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words: small clause; syntactic structure; logical frame; categoric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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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