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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雅各布森的语言学诗学理论为理论框架，对能源类新浪官方微博话语进行

功能分析。随机选取 2016年 8月至 12月间包括石油和石化在内的能源类官微各 100

条为研究语料，以包括水务、交通和天气在内的其他生活类官微各 100条为对照语

料，采用文本分析法对这些官微语料作了功能标注，运用独立样本 T检验考察能源

类和其他生活类官微话语的语言诗学功能差异。结果显示，指涉功能、诗学功能、

呼吁功能、表情功能、寒暄功能和元语言功能在能源官微话语中均有体现，但与其

他生活类官微话语比较，能源官微话语对指涉、诗学和呼吁功能的应用显著不足，

对表情、寒暄和元语言功能的应用也较少，这是能源和其他生活类官微话语的共性。

结论对微博话语功能特征的发现可以为新媒体环境下能源官微的撰写提供参考：（1）

强化指涉功能，增加信息披露翔实度；（2）注重诗学功能，提升语言表达生动性；

（3）强化呼吁功能，增强官微发布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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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因其可移动、互动性和数字化特征

得到了广泛应用。新媒体环境下，人们传递讯息，交流思想使用的独特语言表达形

成了新媒体话语，如门户网站、搜索引擎、虚拟社区、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博客、

网络文学、网络杂志、网络广播、网络电视、手机短信和微信等（洛根，2012）。在

多样化的新媒体话语中，微博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社交媒体话语引起了广泛关注，研

究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官方微博话语进行了相应分析，如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微博语

篇特征和意义建构研究（如侯敏等，2013；刘文宇、范轲艳，2015；王静、赵建梅，

2015；李战子，2016）、社会群体身份构建研究（如于洋，2013）和多模态微博语篇

结构分析（如王祥兵 2012；刘洁，2013；马莹、马彪，2017）以及批评话语分析视

角下的主体身份建构研究（如刘文宇、李珂，2017）。据此可见，目前官微话语分析

的理论视角较为单一，主要以功能语言学为主，鉴于此，本文运用雅各布森的语言

学诗学理论对包括石油和石化在内的能源官微话语进行功能分析，旨在发现其功能

特征，进而探索有效的互动话语表达方式，为此类微博的撰写提供指导，以发挥能

源类官方微博应有的作用和价值。 

二、话语分析理论框架 

与传统的将语言与社会实践及其环境分开的形式语言学不同，话语分析将话语

当作是与语境或实际生活相关的语言活动，或者更简单地说，即实际生活中的语言

（施旭，2008）。而在互联网通讯新技术被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政治经济全球化越来

越深入的背景下，话语已经成为社会本身，建构和传播着人们的各种经历（田海龙，

2016）。新媒体话语作为话语类型的一种，同样可以运用一般话语分析方法，也可寻

求适用于此类特殊话语类型的理论分析框架。本节将主要介绍常见的话语分析理论

方法以及语言学诗学理论如何适用于新媒体话语分析。 

1常见的话语分析理论方法 

早期，Schiffrrin（1994）详细介绍了六种话语分析方法：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互动社会语言学理论（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交际人种学理论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语用学理论（pragmatics）、会话分析理论（conversation 

analysis）、变异分析理论（variation analysis）。此外，话语分析研究方法常见的还有

篇章语言学、社会符号学、文化批评、系统功能理论和关联理论等。这些研究方法

关注不同的焦点, 可大致归入结构和功能两个宏观范畴（许家金，2004），就功能性

方法而言，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用学因其注重话语发生的语境，更加接近话语本质，

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话语分析理论。 

系统功能语言学尝试把属于句法层的主位研究扩展到了话语层，认为话语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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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语法结构类似（马博森，1999），基于此出现了较多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的话语

结构特征、意义建构和主体身份建构研究；语用学范畴下，言语行为理论在话语连

贯性、会话含义理论在听者如何理解话语意图以获得连贯性、关联理论在话语理解

时寻求最佳关联等方面都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因此，也得到较多话语分析研究者的

青睐。 

2雅各布森的语言学诗学理论 

与常见的功能性话语分析方法不同，雅各布森（Jakobson，1971）将功能视为

语言的内在结构，并把诗性功能置于语言的多功能系统之中，从不同功能等级之间

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语言共时和历时层面的变化，揭示语言艺术的实质。在他看来，

语言的功能和交际行为相关联，交际中语言手段要执行一定的任务，完成一定的功

能；交际目的不同决定了语言手段要执行的任务不同，完成的功能也不同。既然语

言是为一定目的服务的表达手段，就应当从语言功能入手去研究语言形式。由此，

雅各布森在德国心理学和语言学家布勒的三分法系统（情感、意动、指示功能）基

础上，同时吸收其学派内部穆卡洛夫斯基提出的美学功能和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

斯基的衬语概念（phatic communion），建立了自己的语言交际结构与功能模式。 

雅氏在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语言交际六因素与六功能说，构成了其语言学

诗学理论的主要内容。这一理论主张任何言语交际行为（verbal communication）都

是由六个因素构成，即发话者、受话者、信息、语境、接触和代码；任何一个言语

交际事件，如日常交谈、政治演讲、写信、作诗等，都是由发话人借助一定的语境，

通过接触通道和代码将信息传送给受话人；这六个因素又决定了对应的六种功能：

表情、意动、诗学、指涉、交际和元语言功能（语境对应指涉功能、信息对应诗学

功能、发话者对应情绪功能、受话者对应意动功能、接触对应交际功能、代码对应

元语言功能）（田星，2007）。 

话语分析一直没有公认的理论和统一的分析方法，而且话语分析者的研究兴趣

不同，关注点就不一样，所采用的方法就有差异（黄国文，2008）。本研究运用语言

学诗学理论对能源官方微博话语进行分析，一方面符合这一新媒体话语本身的交际

目的和功能导向特征，另一方面从功能出发去研究微博话语，有利于我们发现这一

新兴媒体话语功能分布的实际现状，以期从读者的视角为微博话语表述形式提供有

效指导意见。 

三、研究语料和方法 

本研究选取 2016年 8月至 12月间石油和石化方面发布的官方微博各 100条为

能源话语语料，以水务、交通和天气方面发布的官方微博各 100条为对照语料，语

料样本总量为 500条。其中，能源话语的语料样本包括石油类（中国石油、中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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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报）和石化类（石化实说、中国石化新闻网），对照语料包括水务类（水润京华、

南京水务）、交通类（公安部交通安全微发布、交通北京）和天气类（天气预报、气

象北京）。语料样本的选择有如下考虑：首先，石油和石化类官方微博语言是能源话

语的典型代表；其次，石油和石化类微博与对照语料涵盖的这几类微博都贴近人民

生活，关系国计民生，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实际应用价值；再次，样本语料所选取

的具体微博都是同类微博主流媒体中粉丝数量较大的官方微博，代表性较强，能够

较好地展现能源和其他类官方微博的话语特点。 

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以语词或句子为标注单位对所选语料进行功能

标注。标注工作由两名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完成，在正式标注前，两名标注

者对样本总量的 5%进行了试标注，一致性系数较高（a = 0.90）。标注完成后运用独

立样本 T检验考察能源类与其他类官方微博话语所体现的语言学诗学功能差异。 

四、研究结果 

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能源类与其他类官微话语在指涉功能（sig = 0.001）、

诗学功能（sig = 0.001）和呼吁功能（sig = 0.000）方面的使用上具有显著差异，与

其他类官微（交通、水务和天气）话语相比，能源类（石油和石化）官微话语在指

涉功能、诗学功能和呼吁功能方面的体现显著不足，而表情功能、寒暄功能和元语

言功能在两类官微话语中的使用均较少，但不存在明显差异（见表 1）。 

表 1  能源类与其他类官方微博话语语言学诗学功能比较（独立样本 T检验） 

 组别 样本值 均值 标准差 F t df 
95%置信区间 Sig值

（双尾

检验）
下限 上限 

指涉 

功能 

能源类 200 0.95 0.218
70.089 -3.236 199 -0.08 -0.02 0.001*

其他类 300 1.00 0.000

诗学 

功能 

能源类 200 0.48 0.501
14.340 -3.402 415.67 -0.242 -0.065 0.001*

其他类 300 0.63 0.483

表情 

功能 

能源类 200 0.23 0.422
1.108 0.530 498 -0.054 0.094 0.597

其他类 300 0.21 0.408

呼吁 

功能 

能源类 200 0.22 0.415
121.712 -7.944 473.97 -0.407 -0.246 0.000*

其他类 300 0.55 0.499

寒暄 

功能 

能源类 200 0.08 0.272
0.612 -0.390 498 -0.60 0.40 0.434

其他类 300 0.09 0.287

元语言 

功能 

能源类 200 0.03 0.157
6.906 1.203 306.23 -0.01 0.04 0.230

其他类 300 0.01 0.100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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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以雅各布森的语言学诗学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以石油和石化类官微为

代表的能源话语作了功能分析，结果表明，能源类官微话语在指涉功能、诗学功能

和呼吁功能方面的应用明显不足，在表情功能、寒暄功能和元语言功能方面的应用

也较少，这也是目前能源类官微话语表达存在的问题。 

1指涉功能、诗学功能和呼吁功能 

指涉（referential）或指称功能对应于言语交际行为中的语境因素。雅各布森

（Jakobson，1960）认为，传播中的语境必须为接受者捕捉，否则传播链条就会断开，

任何符号、任何文本、任何交际都有其现实指向（reality orientation），否则交际就

无法完成，换言之，发话者与受话者都清楚他们在谈论什么（话题和事件等）。尽管

微博话语大多以信息传递功能为主，实现其语言符号的现实指向，如讲述企业历史、

传播企业价值观，或者宣传企业新产品、报道企业参与的各类活动、转述客户体验，

或者分享生活哲学、实用技巧和经验等（李朝渊、吴东英，2016）。但本研究结果显

示，与其他类（水务、交通和天气）官微话语相比，能源话语在指涉功能的应用上

明显不够充分，这表明，无论从信息披露、成就分享还是与公众日常互动的言语关

系行为来看，能源官微话语在侧重给予信息（如话题和事件等）的同时，往往忽略

对事件发生的语境因素的交代。 

语言的根本功能在于支持社会活动的开展和社会身份的确定，维持不同文化、

社会群体和机构中人的归属（Gee，2000），官微发布者通过微博话语给予信息的同

时，也在建构身份。当语境信息缺少时，能源官微话语受众就可能对事件发生的真

实性产生怀疑甚至不信任，这一方面会影响能源类微博发布者，如中国石油和中国

石化新闻网作为官方身份的有效构建和保持，另一方面官微话语本应引发的受众共

情因此也会受到影响。 

诗学功能对应于言语交际行为中的信息要素。在雅各布森看来，当信息传播中

强调表达本身，强调文本结构本身和语言特征，则诗学功能得以体现；文学性的实

现乃基于对日常语言进行有预谋的、有组织的策反及语言的美学操作。从语言学诗

学的角度来说，言说本身必须具备可感质地、突出自身的特征，必须在语言的各个

层面上进行诗学化（江久文，2011）。本研究结果发现，能源类官微话语在诗学功能

的应用上显著低于交通和天气等其他类微博，换言之，与交通和天气类微博话语相

比，包括石油和石化在内的能源类官微语言诗学性明显较弱，使得消费者对能源类

的官微发布不感兴趣，因其读起来平淡乏味，生硬有余，生动不足。 

媒体语言除具有传播有效信息的表层功能之外，其深层次的功能是标志功能和

审美功能（崔梅，2007；刘子琦、姚喜双，2011）。标志功能指的是媒体语言有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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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共同语示范窗口的作用，审美功能则是指媒体语言对受众有文化熏陶的作用，且

兼有提升大众审美情趣和精神境界的责任。此外，注重诗学功能的语言读起来更有

美感，能够吸引和愉悦读者，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因此，能源类官微话语应该鲜

活，需要加入一些文学色彩的语言，提升其阅读美感。 

呼吁功能（又作意动功能）对应于言语交际行为中的受话者。雅各布森将受话

者纳入了交际过程的构成因素，把受话者参与信息消化与接受的意动效果纳入了考

察视野，是对形式主义的一种质的超越。消费者（或读者）通过阅读微博能够获得

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的获取就来源于信息传播的呼吁功能的实现。本研究语料

统计分析显示，交通等其他类微博话语对呼吁功能的应用较好，更加符合受众的阅

读心理期待，而能源类官微话语在呼吁功能的使用上显著低于其他类微博。 

语言交际并非单向行为，而是与受话者的互动过程，所以微博撰写应体现以人

为本的原则，既要注意方式、途径和技巧，还要研究受话者的情趣爱好、知识结构

和需求指向。因此，石油和石化等能源类官微需要多一些号召性和煽情类语言，从

而变不利为有利，如遇到提升油价时不能只是指涉或信息告知，应该以发起者和号

召者的口吻告知消费者。换言之，能源类微博话语要有周瑜号召黄盖的姿态，以达

到消费者愿意接受挨打的效果，而要实现意动功能，还必须要加强对受话者的深入

研究。 

2表情功能、寒暄功能和元语言功能 

表情功能对应于言语交际行为中的发话者。雅各布森认为，发话者的意识形态、

个人情感和态度、社会身份构成了信息传播中的一部分，因此，发话者的角色在信

息传播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影响了信息传播的效果。表情功能通过特定语言使用来

凸显微博发布者的情感，易于与读者产生共情，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交际功能

对应于言语交际行为中的接触要素。发话者与受话者之间的物理通道与心理连接，

让发话者与受话者进入和保持交流。物理媒介只是开启一种交流通道，通道是否畅

通，需要寒暄媒介，也就是心理连接。心理连接不是交际的实质性信息，而是体现

为一种寒暄或交际功能，因此，也被看作是言语信息的冗余成分（redundant element）。

这种语言功能，使读者感到亲切、友好，也容易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元语言功能对

应的言语交际行为要素是代码要素。从雅各布森的阐释和举例来看，元语言功能更

多是体现为一种注释（glossing）功能。在日常交际中，交流双方往往会检查对方是

否在使用同一个代码，此时所有注意力集中到代码上，元语言功能便凸显出来。 

本研究结果显示，能源类和其他类官微话语对表情、寒暄和元语言功能的应用

均较少，体现不够充分（见图 1和 2），这表明忽视与读者拉近距离进而实现与受众

共情是能源和其他类官微话语的通病，有些官微语言甚至有一种官老爷的味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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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接地气，这应在未来的微博语言撰写中引起足够重视。能源和其他类官微话语均

需提升语言的表情和寒暄功能，与读者共情，语言需要以合作和寻求对方支持的笔

调为盼，例如，2016 年 11月 18日的交通类微博的开头使用这样一句：“漫威电影

《奇异博士》，不知小伙伴们看了吗？”开启了说话者与受话者之间的连接通道，不

仅起到了物理媒介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打开了与微博读者之间的心理连接。读者读

到此类语言时，心理不禁感到亲切而友好，也更加易于接受该微博接下来提出的开

车出行小建议。 

在所选择的能源和其他类官微样本语料中，元语言功能出现的频率最低，可见

在官微这一新媒体话语中，传统的语言注释功能削弱，微博发布者不再通过元语言

功能辅助内容发布，而是借助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多模态手段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

一方面，能源官微的撰写应顺应这一多模态趋势，增强微博话语的表现力和吸引

力；另一方面，能源官微话语分析研究中，研究者的重点也应着重放在话语内容、

话语传达效果和言语行为关系等方面，而作为对语言代码本身注释的元语言功能在

新媒体话语中不再是凸显和需要重点关注的语言现象。 

 

图 1 能源类官微话语功能分布图 2 其他类官微话语功能分布 

五、结语 

本文以雅格布森的语言学诗学理论为分析框架，对能源类官方微博话语作了功

能分析。结果显示，就总体功能分布来看，言语交际行为的指涉功能、诗学功能、

表情功能、呼吁（意动）功能、寒暄（交际）功能和元语言功能在能源类官微话语

中均有体现。但与交通、水务和天气等其他生活类微博相比，能源类官微话语在指

涉功能、诗学功能和呼吁功能方面的应用显著不足；在表情功能、寒暄功能和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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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功能方面的使用频率更低，但与其他生活类官微话语并无显著差异。这一研究结

论启示我们，能源类官方微博撰写需强化指涉功能，重视语境信息提供，尽力满足

读者的信息需求和期待，增强信息发布权威，促进官微身份构建；同时应重视诗学、

呼吁、表情及寒暄功能的应用，提升微博话语表现力，以读者满足感为中心，拉近

与读者受众的距离，从而促进信息高效互动和传播。 

在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格局中，官方话语的语言功能对广大网民受众起着举

足轻重的影响，官方话语的失范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情绪的失控，将为执政管理埋

下巨大隐患（张淑华，2016），本研究结论通过对能源类和其他生活类官微话语功能

的对比分析，能够为未来能源类官微表达提供话语框架和范式，使其更接地气，更

为民众所接受，从而更好地引导舆论，化解民怨，引导民意。“灌输式、指导式、居

高临下的传播，虽然对树立话语权威、控制社会舆论走向起着积极的作用，但也拉

远了媒体与大众的心理距离，很难被大众真正接受与喜爱。要改变这一境遇，必须

改单向灌输式为双边互动式，让受众特别是弱势群体有更多参与、监督公共事务的

机会与权利；改居高临下式为平等对话式，在此基础上完成角色换位，做到主动从

受众的角度思考和分析问题，多用人们喜闻乐见的白话和实话，以此赢得受众的信

任、拥护与爱戴。”（李凌燕，2013）但本研究语料规模较小，且仅包括微博发布者

的话语信息，而微博作为互动程度较高的新媒体话语，还包括大量的跟帖评论，因

此，未来研究一方面可以通过对能源类官微评论的分析，考察官微语言的民意和舆

论导向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官微话语的认知实证研究，探索微博话语互动的微观过

程，为能源类官微话语如何引导民意提供写作范式，使官微语言体现出域别民意导

向性，进而实现其舆论和舆情引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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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matic Meanings and Intentionality Explanations of “Bu Xiang Dang X De Y Bu 
Shi Hao Z”Construction 
LI Shu-jing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onstructional meaning of “Bu Xiang Dang X De Y Bu 
Shi Hao Z”construction and probes into the motivation of its pragmatic mean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ntionality. Thisconstruction includes three variables of X, Y and Z, 
which are often nouns indicating occupations or statuses. A study of real instantiations of 
thisconstruction shows that its constructional meaning is humorous approval of subject(s) 
who is (are) good at many things and expert in one or more and it can be used to express 
the pragmatic meanings of humor, novelty, generalization and approval. The speaker, 
guided by his intentional attitude, makes directional and deliberate choices of the 
intentional contents concerning the subject(s)’ occupations or statuses, so as to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Key words:“Bu Xiang Dang X De Y Bu Shi Hao Z”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al meaning; 
pragmatic meaning; intentionality 
 
The System and Scope of Energy Discourse Research   
ZHAO Xiu-feng  
Abstract: The discourse analysis has been more specific and detailed in recent years, and 
yet energy discourse has not been specified as a sub-type discourse for analysis. Energy 
discourse, as a virtual sustained hot topic in public opinion home and abroad, should be 
scrutinized through the lens of linguistics, for they are the battle field of ideology and 
power in general and energy hegemony in particular. Systematic studies of energy 
discourse are accordingly of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value. In line with the view of 
discourse as a social practice, this paper first defines energy discourse as a sub-category 
of discourse and an umbrella term for all discourses around energy issues, and then 
outlines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s in view of international energy hotspots.It proceeds 
with research methods and fields 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it concludes with a call for 
attention from linguistics to energy discourse. A multiple of methods should be adopted 
to examine the re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energy discourse to expose how 
power and interests exert manipulation over public opinion and justification for making 
and implementing energy policies, and exercising energy discourse hegemony.  
Key words: energy discourse;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 
 
An Analysis of the Energy-related Official Microlog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Poetics 
WANG Jian-hua，JIANG Xin-li & LI Jiu 
Abstract: Based on Jakobsen’s linguistic poetics theory, this paper makes a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he energy-related Sina official microblogs. 100 posts from August to 
December 2016 released by the energy-related official microblogs, including petroleum 
and petrochemical, are randomly chosen as the sample, while 100 posts on water supply, 
transportation and weather respectively are included as the experimental control. All the 
micrologs are examined by text analysis, and the independent-sample T-test i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function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icrologs on energy and others close to 
people’s liv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referential, poetic, conative, emotive, phatic and 
metalinguistic functions can be witnessed in the energy-related micrologs, but compared 
with other micrologs close to people’s lives, the referential, poetic and conative functions 
are used significantly less in the energy-related micrologs, while the emotive, phat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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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linguistic functions are also seldom used, which is common to both the micrologs on 
energy and others close to people’s lives. The conclusions on the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log discourse can be made reference to the energy-related 
microlog writing under new media environment. The referential, poetic and conative 
function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provide sufficient disclosure, increase the language 
vitality and enhance the emotional appeal.  
Key words: energy-related official microblog discourse; linguistic poetics;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onstruction of Energy Security in China’s Policy Discourse 
ZHENG Shi-gao 
Abstract: Energy security is a central concept in the domain of energy and a fundamental 
policy objective for our country. Defining energy security is a reflection of energy 
practice as well as a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energy reality. This paper follows China’s 
energy strategy with a focu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nergy security discourse and 
energy practice in China. A survey of official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energy security 
within a period of 2007-2016 demonstrates the conceptual evolution of energy security. 
The paper also explores a feasible transdisciplinary interface between energy research 
and discourse study. 
Key words: energy security; discourse study; conceptualization 
 
The Geography of Signage: Remaking the Meaning System of Discourse in Place 
DAI Hui & OU YANG Hu-hua 
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discourses has currently shifted from text, multimodality, 
hypermodality to social action as mediational means. Meanwhile, the research on 
discursive geographic orient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xts and their material 
world has become the major concern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which shows little interest 
in large, macroscopic semiotic systems in the concrete geography. This paper throws a 
geosemiotics light on languages/signs in place by scrutinizing the philosophy, outlining 
its evolutionary path to provide a tentative framework for the research on public texts. A 
pilot study is conducted to demonstrate the instrumentality of such methodology in light 
of the alterations of a traffic sign in reality. The case serves as an exemplar of the 
geosemiotic prominence in relation to a sign’s meaning system.  
Key words: discourse; geographic orientations; meaning; sign 
 
On the Prominence of the Typological Trait of the Temporality in English 
LIU Xiao-lin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udies by Wang Wenbin and the set of criteria of grammatical 
category’s prominence advanced by Bhat: grammaticalization, obligatoriness, 
pervasiveness and systematicity, this paper aims to testify the typological trait of the 
temporality in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ynchrony and diachrony. Most of the 
highly grammaticalized devices in English evolve from inflections and words with spatial 
meaning and undergone the development from spatiality to temporality. With the fertile 
soil of temporality traits, the devices of temporality penetrate into phrases, non-finite 
forms, particles and complex sentences to form the sophisticated system of temporality 
devices. 
Key words: temporality; prominence; grammaticalization; pervasive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