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Fairclough（1989: 5）首次提出批评语言学和批评

性语篇分析，并明确指出，所谓“批评”，就是要透过表

层的语言形式，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隐

含关系，并使之透明化。意识形态是人类理解世界、
整理归纳经验时所持有的总的观念和看法（Fowler et
al. 1979: 81），是一整套构成大众、党派乃至国家行为

基础的观念、信念，尤其是政治信念（Sinclair 1995:
833）。在批评性语篇分析看来，语言具有意识形态的

性质，人类的语言交际在浑然不觉中无不带有意识

形态的烙印，体现着权力阶层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

态。正如 Fowler（1993）所说，语言从来不是中立的交

流媒介，它并非单纯地反映现实，而是一种建构工具

（constructive mediator），有助于建构权力阶层需要传

播的观念和信念。新闻语言更是如此，Bell（1991）详

细描述了新闻的制作过程，强调这一过程的重要性

在于新闻经过写作、修改、编辑等多个环节，最终记者

和编辑所产出的已经不是文章而是故事，这些故事

中的观点、价值和社会结构值得分析。Fairclough
（1989: 49-51） 也指出，新闻语篇产出具有单向性

（one-sideness），与面对面的语言交流不同，新闻制作

者不必在听者和说者之间进行角色转换，他们一直

承担信息发出者的角色，可单方面决定如何呈现新

闻事件，比如转述谁的声音、谁的态度、谁的观察视

角、选择何种方式转述等。新闻语篇的这些特征使之

语言上更具选择性、立场上更具倾向性，也因此成为

批评语言学的主要分析对象之一。

新闻客观性原则认为，新闻应免受政府干涉，排

除媒介组织和个人的偏见以及意识形态影响（李良

荣 2006）。作为新闻语篇的两个组成部分之一，转述

话语理应全面转述新闻事件相关各方对事件的评述

及看法，体现新闻的自由独立和客观公正。但对媒体

而言，国家利益优先于其权利和自由，媒体必须把国

家发展目标置于首位。“新闻是为政治服务的，传播

从来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奉行国家利益至上的

原则。”① 由于中西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及意识形态等

方面的巨大差异，西方大国不择手段地遏制中国的

快速崛起，一些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更是推波助澜，

肆意诋毁中国，渲染大国战略竞争、中国威胁。
本研究选取《纽约时报》2016 年 7 月 7 日至 29

日，所谓“南海国际仲裁结果”公布时间 7 月 12 日前

后 时 段 的 南 海 仲 裁 的 相 关 报 道 ，依 据 Fairclough
（1989）的批评性语篇分析三维框架，借鉴 Geis（1987）
和 Thompson（1996）等以往研究对转述动词的分类，

运用语料库语言学分析方法，通过考察语篇中各类

转述动词的词频、分布及索引检索结果，挖掘语言形

式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揭示其如何制约新闻语篇

的生成、传播，新闻又如何参与社会事务和社会关系

的构建，维护现存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服务于权

力集团的政治利益。
1. 理论依据

1.1 Fairclough 的三维分析模式

批评语言学认为，语言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是

传播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工具。辛斌（2003: 1）指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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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两种含义：一是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和利益而采

取行动的能力；二是对他人观念、习性施加影响支配

他人的能力。在现代社会，权力的维护正越来越通过

意识形态，尤其是语言的意识形态作用（ideological
workings of language）得以实现（Fairclough 1989: 2-
3）。Fairclough（ibid.: 26）视语篇为社会实践，指出语

篇分析不只是分析语篇本身、语篇的产出和解读过

程，而是分析语篇、其产出和解读过程与社会条件之

间的相互关系，这些社会条件包括语篇产出的具体

情景语境和更宽泛的社会结构语境。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批评性语篇分析的三维分析法：描述、阐释和解

释。首先对语篇的词汇、语法和结构层面特征进行描述，

然后阐释常识性假设背景下的语篇产出和解读过

程。Fairclough（ibid.: 2）认为，常识性假设就是意识形

态，与权力密切相关，权力关系构成人类社会行为，尤

其是言语交际行为的基础。Fairclough（ibid.: 24）把常

识 性 假 设 定 义 为 社 会 成 员 可 用 资 源（Members’
Resources）的一部分，社会成员大脑中所储备的认知

概念，包括其对语言、自然和社会表征、价值观、信念、
假设等的认识和理解。这些资源参与语篇的产生和

解读过程，并赋予语篇价值观，其介入作用不可忽略。
阐释主要关注交际参与者在语篇生成和解读过程中

的认知过程，第三阶段的解释则侧重于分析语篇的

产出和解读这一交际过程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

包括作为社会过程和社会实践的语篇受到的社会制

约及语篇传播产生的社会效应（ibid.: 26）。阐释和解

释涉及交际参与者的认知过程，研究者的目的是要

把这种复杂而隐蔽的认知过程呈现给读者。辛斌

（2000: 45）也对批评语言学分析方法做了说明，如图

1 所示：

如上所述，CDA 的三维分析模式通过分析语篇

的语言特点和语篇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考察语言

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及社会传播效应，能有效

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隐含关系，并使之

透明化（辛斌 2005: 59；纪卫宁，辛斌 2009: 23）。基于

三维模式的语篇分析也有助于提升受众批评性语言

意识，了解语言如何受社会语境制约，又如何在维护

或改变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方面产生隐蔽效应。
1.2 转述动词

话语分析离不开对社会语境的考察。同样，转述

话语只有参照它们的语境才能确定其意义（Volosinov
1973）。转述动词构成转述话语的直接语境，具有预示

和支配其理解的功能。系统功能语言学视阈下的转

述动词具有概念、人际、语篇等多种功能，是基于功能

语法的语篇分析的主要研究对象。对转述动词的相

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语篇和学术语篇。Geis（1987:
130-132）把新闻语篇中一些常用的转述动词，依据

其可能引起的对话语源的情感反应（affect）分为积极

和消极两类，对话语源情绪无常度反应分为高和低

度两类，并进一步指出情感反应和情绪无常度之间

存在有趣的关联，低情绪无常度的转述动词往往引

发正面或中性情感反应，高情绪无常度的转述动词

倾向于触发负面情感反应（Geis 1987: 135），新闻报

道 中 使 用 高 情 绪 无 常 度 或 具 有 情 感 负 荷 的 动 词

（affectively charged verbs） 必然会损失其客观公正和

准确性（ibid.: 137）。Thompson（1996: 524）根据转述动

词所体现的态度将其分为积极、消极和中性，指出新

闻报道者可选择不同语义倾向的转述动词表明其对

话语来源而非转述信息的态度。学术语篇中的转述

动词同样具有评价功能，有些转述动词可以表达作

者对转述话语的积极、消极和中性评价，有些则有助

于构建作者对被转述者的接受、中立或反对的立场

态度（Thompson & Ye 1991），学术语篇中表示评价的

转述动词可表示支持、尝试、批评和中立等四类评价

意义（Hyland 2002: 118-119）。
借鉴以往转述动词分类，本研究把语料中出现

的转述动词区分为积极、消极和中性三类。积极动词

包括那些有助于引发话语来源理性、严谨、公正、值得

信赖的正面形象、能够提升其社会影响力的转述动

词，而消极动词则指那些有损话语来源公众形象、表
现其蛮横、霸道、情绪无常、缺乏理性的转述动词，中

性转述动词本身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只进行话语

转述。考察各类转述动词的使用情况，有助于揭示语

言背后的意识形态结构如何制约新闻制作者的语言

选择，这种语言选择又如何影响甚至操纵受众对新

闻事件的解读。
2. 研究设计

2.1 语料收集

新闻语篇是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主要对象之一。
本研究选取被称为“亚洲四大热点”问题之一的南海

图 1：批评语言学的方法及目的

批评语言学

语言分析 社会/历史语境分析

考察意识形态

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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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相关报道进行分析。南海争端开始于 20 世纪后

半期，其根源在于菲从上世纪 70 年代陆续非法侵占

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所引发的领土主权争议和随

后产生的海洋权益争议。由于南海诸岛的自然资源

丰富，地缘战略意义显著，一些域外大国为谋取自身

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借南海争端插手南海事

务，怂恿菲律宾在 2013 年 1 月单方面就中菲在南海

领土争议提起仲裁。2016 年 7 月 12 日临时组建的所

谓国际仲裁庭做出裁决，否定了“九段线”并宣称中

国对南海海域没有历史性所有权。对所谓的“最终裁

决”中国表示不参与、不接受、不承认、不执行的明确

立场，同时在外交和舆论方面积极发声，赢来了越来

越多的国家的支持。作为受害一方，中国一贯从大局

出发，坚持和平解决方式，一再强调由直接当事国在

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来解

决。中国与包括菲在内的东盟各国签署了《南海各方

行为宣言》，其中明确写有“‘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

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中方

的努力充分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② 但美方主

流媒体却把中方的捍卫领土主权说成是强权政治，企

图孤立中国，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本研究从《纽约时

报》官方网站（http://www.nytimes.com）选取 2016 年 7
月 7 日至 29 日南海仲裁的相关报道共 10 篇，自建小

型语料库（共 12,772 个形符），考察以中方、菲方、仲裁

方及美方为信息来源的转述动词的分布及使用情况。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语料库分析软件 Antconc3.4.4，首先

对语料中的转述动词结合其发生语境进行分类和人

工标注，对三类转述动词进行检索以获取其频数、分
布及转述动词语境信息，然后运用基于语料库语言

学提出的“点—线—面语境扩展分析法”（梁茂成，李

文中，许家金 2010: 216），以各类转述动词为节点词，

在索引行考察话语来源及上下文等语境信息，最后

分析新闻报道者及其所代表的权力阶层的立场态

度，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2.3 研究问题

通过考察《纽约时报》南海仲裁报道中各类转述

动词的使用情况，本研究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新闻

转述中、菲、仲裁方、美方等话语时，所使用的积极、消
极、中性转述动词在频率、分布及索引方面有何差异？

（2）这些差异传递了何种信息？隐含着何种意识形态

和权力关系？（3）《纽约时报》的涉华报道所传递的信

息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产生何种影响？

3. 结果与讨论

3.1 转述动词的频数及分布

对标注后的语料按积极、消极、中性类分别进行

检索后发现，以中方、菲方、仲裁、美方为话语来源的

各类转述动词在使用频数、分布上呈现明显差异。从

统计结果来看，3 类转述动词使用总频数为 246 次，

转 述 中 方 话 语 的 转 述 动 词 总 量 为 145， 占 比 达

58.94%，表明《纽约时报》高度关注中方对南海争端

国际仲裁的反应和态度，但渉华报道的消极转述动词

使用高达 80 频次，占中方转述动词总量的 55.17%，高

于中性动词的62频次，如“threaten”“condemn”“excoriate”
“attack”“cast aspersions”“lash out”等典型的负面、高情

绪无常度转述动词均在其中。相比之下，涉及菲方、
仲裁方的转述动词则以中性居多，涉及菲方的消极

转述动词多以否定形式出现，如：“Mr. Duterte would
not taunt or flaunt the Chinese...”和“He does not want
to attack China with the ruling...”。转述美方话语时只

有积极和中性动词，如“reaffirm”“assist”“say”等，而没

有消极动词，如图 2 所示：

新闻学与传播学（谢金文 2014；李良荣 2007）认

为，新闻的价值在于其社会功能，是新闻信息与外界

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在报道新闻

事件时所表现出的态度、立场会直接或潜在地影响

着受众和社会对新闻事件的认知、心理、态度以及行

为。显然，涉华消极动词的使用必然会误导受众及国

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认知和态度，严重损害中国的

国家形象，产生极其负面的传播效应。
3.2 消极转述动词与中国国家形象分析

新闻为政治服务，van Dijk（1988: x）视新闻工作

者为主流文化和权力集团一分子，因为他们在不经

意间表述并传播国家、国际社会结构的合法性。媒体

对消息来源、观点及意识形态的选择压倒性地倾向

于支持现有的权力阶层（Fairclough 1989: 51）。对媒

体而言，国家利益优先于其自由独立的权利，作为美

国主流媒体的《纽约时报》同样是美国政府代言人，代

图 2：各类转述动词频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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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美国权力阶层的立场和态度。
对消极转述动词的检索结果显示，涉及到中、菲、

仲裁及美方的总量为 98 频次，其中转述中方话语的

消极动词为 80 频次，占比高达 81.63%。使用索引工

具获取的 KWIC 索引行信息表明，这些消极动词全部

用于转述中国国家政府、官方机构和媒体话语，如：

中国政府、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外交部副部

长刘振民、中国官员和国家媒体、人民日报、各大新

闻媒体、北京、中国等，其中“Beijing”和“China”出现

频次较多。
除此之外，中央电视台、中国人民解放军报等也

出现在被转述之列，这些转述动词被用于代表中国官

方对南海仲裁的反应和态度。关于消极动词，Bell（1991）
曾指出，它们大多为新闻施为词（news performatives），

这些消极转述动词“denounce”“attack”“insist”“assert”
“excoriate”“ignore”“pressure”“threaten”“reject”“boycott”
“violate”“pillory”“dismiss”“cast aspersions”“condemn”
“ridicule”“lash out”等本身就代表一种行为，如果实

施得当，就成为一种新闻行为，产生传播效应，图 3 显

示了报道中转述中方观点使用的消极转述动词，其

中大多都是高情绪无常度动词如“pillory”“denounce”
“attack”“ridicule”等。

根据 Levinson（2006: 229）对 Austin 言语行为理

论中合适条件（felicity condition）的论述，言语行为的

实施须由适当身份的人、在合适条件下、依据常规的

程序才能完成。许多官方话语具有施为的性质，《纽

约时报》中涉及中方的新闻行为由作为转述来源的

中国官方承担实施者，自然会具有法定效力，成为确

定无疑的新闻行为。媒体借这些新闻行为将中国政

府的形象妖魔化，成为威胁、诽谤、攻击他国、在南海

问题上拒绝和解、蛮横霸道的无赖政府，随之产生的

巨大的负面传播效应将误导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和

国家媒体的认知和态度，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正如

李战子（2004: 287）所说，作者的评价和反应充满了

主体间性的东西（inter-subjective）。从新闻角度而言，

在评论新闻事件时，新闻工作者是在邀请受众与他

分享那种评价，或者至少希望受众把他的评价看成

是适当的、有理由的。一旦这种情感连接得以建立，

受众就有可能对新闻的评价态度中所蕴含的更广泛

的常识性意识形态信息持开放态度。媒体传播对受

众的影响，从认知到态度再到行为，是一个长期潜移

默化的、效果积累深化和扩大的过程，消除这些影响

并非易事。
事实上，中国一贯奉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始

终坚持通过外交渠道，以和平方式与有关国家协商

解决南海领土争端、充分体现了中国维护地区稳定

的诚意和善意。很明显《纽约时报》关于南海争端的

涉华报道完全颠倒黑白，反映了美国的冷战思维和

“强权即公理”的霸权主义逻辑。特朗普在 2018 年 1图 3：渉华消极转述动词索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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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中首次明确把中国称

为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竞争对手，进一步

暴露了其敌视、打压中国的战略意图。长期以来，美

国已习惯于凭借本国实力，通过干涉、控制、颠覆等

手段统治和支配别国、称霸世界。王贵成（2016）表

示，近些年来，美国更是带着有色眼镜把中国和平崛

起视为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潜在威胁，动用一切

手段扼制中国，甚至强权煽动日本和南海周边国家

激发与中国的领海纠纷，对中国进行外交钳制，战略

干扰和地缘挤压。美国 2011 年提出的“亚太再平衡”
战略具有明显的中国指向性，作为此战略的一部分，

美国在南海不断加强自己的军事存在，同时利用自

身的话语权优势在国际社会中炒作中国威胁，其核

心就是要从经济、政治、军事上孤立、排挤、打压、围
堵中国，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打压中国的和平崛起。
③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在堪培拉参加海洋

安全会议谈到南海局势时称“强权即公理”有复苏的

趋势，“有些国家”“抛弃了国际秩序”，声称海洋自由

航行受到威胁，不点名指责中国以“强权即公理”的
态度应对南海问题。④《纽约时报》充满偏见和敌意

的涉华报道，迎合了美国政府的强权政治思维和战

略需求。
3.3 中性转述动词的批评性分析

施为性转述动词具有评价功能，积极和消极转

述动词的选择体现着报道者对转述来源及其话语的

态度和看法（辛斌 2008: 64），这样的选择同时具有意

识形态意义，隐含着媒体对外界事物的常识性假设，

更确切地说，是权力阶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
《纽约时报》中性转述动词貌似不持立场，但其极具选

择性的转述内容，代表权力阶层对南海争端的态度

和政治立场。正如 Fairclough（1989: 51）所说，媒体是

统治阶层与集团表达和传播权力的工具。《纽约时

报》再现了媒体的权力工具特性。
对中性动词的索引检索发现，来自仲裁方的转

述话语站在所谓国际仲裁法的角度，声称中国违背

国际法、无证据表明中国对南海航道拥有专属控制

权、中国对南海水域的主权主张缺乏法律依据等，下

例均选自《纽约时报》7 月 7 日至 29 日南海争端相关

报道，字母“a”和“b”分别表示同一日期的第一和第二

篇报道：

[1] The tribunal also said that China had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07-13a)

[2] There was no evidence, the panel concluded,
that China had ever exercised exclusive control of the
waterway. (07-14a)

[3] ...an international tribunal said Beijing’s assertion

of sovereignty over the water had no legal basis. (07-19)
而美方则公开要求国际社会及盟国督促中国遵

守国际法、警告中国在南海的行为要符合其所声称

的负责任大国的地位、南海争端应根据国际法寻找

解决途径等，美方的言行延续了其在亚太军事事务

上的一贯态度，其目的就是要加速构建美国主导的

亚太秩序，以实现政治、战略利益最大化，如：

[4] ..., President Obama said he expected Seoul to
speak out on the need for China to“abide by international
laws and rules.”(07-08)

[5]“The World is watching to see if China is really...
the responsible power that professes itself to be,”he
(John Kirby) said. (07-13a)

[6]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said that disputes
should be resolved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law, ...
(07-13b)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虽然在公开场合一再表明不

持立场，保持中立，王毅外长也多次警告美方恪守承

诺，谨言慎行，不采取任何损害中方主权和安全利益

的行为。但中性转述动词的转述内容表明了美方支

持菲方、打压中方的立场，这一立场与近些年全球政

治格局的深刻变化直接相关，在中国快速发展、全球

影响力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美国利益至上的单边主

义受到挑战，美国国内盛行中国威胁论，冷战思维开

始回潮。美国《华盛顿邮报》甚至扬言说，“白宫已经

有了一套针对未来冲突的完整计划，包括“针锋相对”
策略，即美国帮助菲律宾和越南建设人工岛礁，同时

美国或联合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和欧洲国家共同

挑战中国的主权声索。”（同注释④），对此，薛冰（2016）
揭示了南海问题的关键所在，他指出南海问题折射

大国博弈，是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交锋，是中国与南

海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争议。为了遏制中国不断增

长的政治影响力，美国不会撤出其在冷战期间伸向

亚洲的触角，中美之间的这种博弈和交锋还将长期

存在。
4. 结语

本研究对各类转述动词的频数、分布及索引分

析表明，《纽约时报》涉华新闻报道中转述动词的选择

充分体现了美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打压中国的立场

态度，揭示了其霸权主义逻辑和冷战思维。正如中国

驻美国使馆发言人 2018 年 1 月 19 日就美《国防战略

报告》中的涉华内容发表谈话时所说，如果有人始终

满脑子“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他们看到的世界注

定是充满竞争和对抗的。⑤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媒介帝国主义理论指出，

“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确实在有意无意地控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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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的媒介系统，在信息传播中，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由此造成了发展中国

家消极、被动的后果”。⑥ 汉鸿（2015）也强调说,“西方

媒体掌握全球 90%以上的新闻资源，近 70%的海外

受众是通过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由于冷战思维回

潮，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观察和

报道将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偏见和敌意。新闻作为受

众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途径，其对涉事各方的态度、
评价直接影响着受众对事件的认知和看法。从这个

意义上说，《纽约时报》涉华报道必然严重损害中国负

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
媒体对国家形象的建设，是话语权建设的一个

重要方面（李战子 2017: 20），基于语料库的中国主流

媒体的政治新闻语篇分析，是中国话语权建设的一

种有效手段。在国际政治格局动荡不安、风云突变的

当今世界，“中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意识形态挑战”
（陈积敏 2015）。“落后就要挨打，失语就要挨骂”，作为

研究者，我们有责任超越西方主流媒体单向的意识

形态价值观输出，积极传播和平、对话、建设性解决南

海争端的中国方案，把中国话语传播和国家的未来

发展战略紧密结合，构建中国在重大地区和国际新

闻事件中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
注释：

① 来自于廖圣清在 2017 年首届国家安全话语高层论坛主旨发言

“意见表达：网络传播秩序与国家安全”，本届论坛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至 11 日在杭州师范大学国家安全话语智库举办。

②《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11-01）中的“在南海问题上 谁也绑

架不了中国”，详见 http://ucwap.ifeng.com/mil/defence/news?aid=
102 557940&srctag=cpz_newsnext&mid=1498559516084_ff8m095
889 &p=1。

③《新浪军事》（2016-07-11）中的“深度：南海仲裁结果明日揭晓

中国都出了哪几招应对”，详见 https://mil.sina.cn/sd/2016-07-11/
detail-ifxtwihp9988264.d.html?from=singlemessage。

④《环球时报》（2016-03-21）中的“美太司令指责中国：‘强权即公

理’在南海抬头”，详见http://m.zynews.cn/2016-03/21/content_1057
5131.htm。

⑤《新华网》（2018-01-26）中的“鼓吹冷战式‘大国竞争’，美过时

观念当休！”，详见 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8-01/26/c_1297
99444.htm。

⑥《百度百科》（2017）中的“媒介帝国主义”，详见 https://wapbaike.
baidu.com/item/%E5%AA%92%E4%BB%8B%E5%B8%9D%E5%
9B%BD%E4%B8%BB%E4%B9%89/7039331?fr=aladdin&bk_tash
uoStyle=topLeft&bk_share=shoubai&bk_sharefr=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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