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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市形象的话语建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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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本研究以“十二五”期间《光明日报》和 China Daily 有关南京城市形象

的报道为语料，结合话语建构论和文化话语研究框架，从话语主体、话语主题和

话语形式三个方面考察了南京城市形象的话语建构。研究发现，样本媒体中话语

主体主要集中在政府官员和企业组织成员上，但同时专家学者和普通居民话语权

的增多也表明了话语主体多元化的趋势；针对话语主题，样本媒体均从政府民生、

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环境景观四个方面建构南京城市形象且均在历史文教方面

笔墨最重，环境景观相对较少，同时体现出中国打造廉洁之都、创新之城的决心。

样本报道主要采用事件通讯和概貌通讯，即倾向于事件描述、政策介绍再现南京

城市形象，从而侧重于物化呈现，缺少人化叙事。南京城市形象建构体现了与城

市历史、国家政治和传统文化间的互动。文章认为媒体话语反映了社会现实与社

会变迁，同时也塑造着人们对南京的认知并且对城市形象建构产生现实的影响。

文章最后对南京城市形象的话语建构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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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形象是一座城市重要的无形资产，是人们对一个城市整体的主观看法和

观念（Foot 1999）。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城市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城市

形象构建的合理性已然成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砝码。南京，作为长江中下游

经济带上飞速发展的特大型城市，丰富和完善其形象已然成为极其重要而又紧迫

的话题。以往城市形象研究多从建筑学、旅游学与政治经济等视角切入，关注的

问题多为城市景观、城市定位、城市品牌建设与城市居民经济发展指标（Stauskis 

2013; Hagen 2015; 汤箬梅 2014）等静态、稳定的元素，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城市 

形象随着社会变迁的动态演进过程。基于此，本文采用了话语建构论及文化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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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框架，以国家“十二五”期间主流媒体针对南京所作报道为语料，旨在从话

语主体、话语主题和话语形式等较为微观的层面考察城市形象的话语建构，从历

时角度探讨城市形象建构与城市历史、国家政治和传统文化之间的互动。 

2  文献述评 

美国城市规划先驱凯文·林奇（Lynch 1960） 最先提出“城市形象”一词，

他认为城市形象主要构成要素包括道路、街区和标示等方面，并强调城市形象是

通过人的综合“感受”而获得。但西方国家自觉地、理性地为城市进行包装设计

和形象定位是在工业化之后。工业化时期，发达国家片面追求机械化生产和物质

文明提升，使得城市呈现出杂乱污浊、犯罪率高等不和谐的形象。二十世纪七八

十年代，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国家、政府、规划部门开始围绕着生

态文明（Healey 1988）、交通布局（Alexandre & Averous 1979）、法治文明（Carter 

& Quaile 1976） 等方面整饬城市形象。 

时至今日，城市形象已经发展为跨学科研究领域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课题。研究

主要集中在城市建筑（Stauskis 2013；Hagen 2015；石孟良 2003；樊可 2008）、

旅游景观（Savage 2004；Wang & Pei 2014；谷明 2000；夏学英 2002；徐小波、赵

磊 2015）、媒体传播（陈映 2009；龙莎、汪青云 2011；王振源、陈晞 2011；户

松芳、张文刚 2012 等）、公共安全（Cai & Wang 2009 等）等方面。随着社会科学

的语言/话语转向，学者们开始从影视文化（李宗诚 2006；李晓南 2012）、城市形

象宣传片（彭国斌 2011）方面着手研究，关注语言/话语在形象建构与传播中的作

用。比如，如肖雪峰（2013）认为城市宣传语应具备简明、大众化、富有韵律感等

特征；李亚铭（2013）将城市话语主体分为城市管理者（市长及公务人员）、城市

经济和活动的主体（企业）、城市运行与管理的补充（社团及非政府组织）、城市

信息系统的运行者（传媒）和城市的主体（市民），并分别阐述了各主体话语在城

市形象传播中起到的作用。从文化话语角度切入研究城市发展的学者则少之又少，

仅有施旭（2010）以杭州为例，将城市发展视为话语实践，考察了与城市发展相关

的大型活动、宣传海报、新闻报道、政府文件等一系列语料，对杭州城市发展话语

展开评价，认为有过分强调现代经济和城市西化而忽视自然和传统保护的倾向。 

总体来看，以往研究多从本质主义角度出发，将城市形象看作城市自身的属

性，这种研究方式通常侧重考察城市形象的稳定性、被动性特征，有意无意地忽

视了城市形象的话语构建与社会发展的互动。相关不足主要在于：（1）忽视第三

（四）世界国家城市的研究；较多关注发达国家中知名度较高的城市，如“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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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都巴黎”、“音乐之都维也纳”、“水城威尼斯”、伦敦、纽约、巴塞罗那（Blake 

2000；Hoyle 2000；Strelitz 2011；Gey 2014）；（2）近期从语言使用角度考察城

市形象的文献往往研究对象局限于可观测的语言形式，容易忽略城市形象和话语

实践的互动性；（3）鲜有研究者从话语角度切入，历时分析城市形象建构的动态

变化，将城市形象与国家政治和历史文化相联系进行分析。针对这些不足，本研

究结合话语建构论与文化话语研究框架，从话语主题、话语形式及话语主体方面

探究话语对南京城市形象的建构作用，并从历时角度探讨城市形象建构与城市历

史、国家政治环境以及文化传统的互动过程。 

3  理论背景 

身份涉及对“我是谁？”的回答，而形象则涉及对“人们如何看我？”的回

答。目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经历了结构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变。而在解构主义和

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无论是形象也好，身份也好，都似乎是破碎的，任意的，

呈现无主体意识状态，似乎不可捉摸也难以认知（谢朝群，宇斯 2017；袁周敏 

2011）。正因为人们认知身份多从“我”出发，而认知形象多以“他”为归宿，

因此关于身份的碎片化表述更为常见。从这些思潮融合与激变中，我们提取出这

样的认识，前者主要涵盖个人的相对稳定性特征（地域、宗族、性别）以及（宏

观或者微观） 语境中的动态特征；后者则多为他人对某主体（国家、政府、企业

或者个人）的总体评价，是主体在他人心目中的综合反映。前者从个体结构到社

会网络，可表述为“我是谁”以及“我在社会中是谁”（个体当然可以是机构，

如“我是中国”，“我是第三世界国家”）；后者从社会认知到个体反馈，可理

解为“人们怎么看我”以及“我要怎么调整从而提升人们对我的看法”。因此前

者多以个体特征与社会角色细分，如显赫的身份、蓝领金领等；后者则从身心感

知，往往首先从视觉感知向下分类，例如姣好的形象、丑恶可憎等。无论是身份

还是形象，当然都可以通过话语得以建构。对于本文中的城市主体而言，我们旨

在分析社会大众对城市的看法，因此取城市形象为关键词。本研究认为，采取话

语分析的方法可以厘定文本/话语中建构了什么样的城市形象以及如何建构了这

样的形象，进而挖掘城市形象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 

话语分析自20世纪70年代形成发展至今，与建构主义认识论有着十分紧密的联

系。作为一种社会实践（Fairclough & Wodak 1997），话语不仅仅是一种刻板地传

递信息的方法和工具，而且能够通过词汇语法系统的选择积极地建构现实。Fowler

（1991）指出语言不是中立的，而是具有高度建构性的媒介。Clifford（2000）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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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主义学者在研究文化身份时也驳斥了本质主义的观点，肯定了话语的社会建构

性。在此视角下，话语与社会现实之间是相互建构的。一定的社会现实会引发相应

的描述或评论性话语，进而为受众所感知，影响话语的生产。同样，某种话语的生

产与传播会建构一定的社会现实。 这也就是Chouliaraki & Fairclough（1999）所说

的话语是潜在的创造性的社会实践, 同时受其创造的社会结构制约的观点。当然，

话语与社会的这种双向构建并非局限于某个历史时刻，而是可能同时体现在不同

的历史阶段（Lemke 2001）。 

话语与社会的相互构建已成为学界共识，正如辛斌（2016:10）所述，“语言

及其使用既由社会决定又建构社会” ，关键在于如何考察社会与话语之间的建构。

实际上，Van Dijk（1993:107）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指出“话语作为一种社会实

践”。这种论断不足以阐明话语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幸运的是，文化话语的分析

方法正好架起了话语与社会之间的桥梁（Carbaugh 2005, 2007；Scollo 2011；Shi-xu 

2014）。该方法打破了以“西方中心主义”、“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等为

基础的话语分析方法，提出一套以言语使用为核心的跨学科、跨文化、跨历史的

研究体系，它不是对西方话语研究的否定，而是在保持中国文化特殊性的同时，

放眼世界，试图补充西方研究之不足（Shi-xu 2014）。文化话语研究（施旭 2010；

Shi-xu 2014）认为分析话语需要考察特定话语事件中的话语主体、内容、形式等，

并需要从历史、文化等方面理清话语与社会间的联系。借鉴该框架，本文主要从

话语主体、话语主题及话语形式三个方面切入分析，并结合城市历史、国家政治

和文化传统考察媒体话语与城市形象的互动。 

4  方法与语料 

4.1  研究问题： 

依据文化话语研究框架，本文首先聚焦三个研究问题，接着从政治、历史、

文化等角度进一步探讨剖析城市形象建构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 

（1）话语主体——样本媒体对南京城市形象报道中，谁在说话？ 

（2）话语主题——样本媒体对南京城市形象报道中，构建了什么样的城市

形象？ 

（3）话语形式——样本媒体如何对南京城市形象报道，即使用了哪些体裁

形式？ 
4.2  语料描述 

本研究力求客观、全面地收纳有关南京城市形象的报道。根据发行量以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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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情况，选取了面向国内外发行的 2 份国家级报刊，分别是《光明日报》以及 China 

Daily。笔者将报道时间跨度定为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整体覆

盖我国“十二五”阶段。我们以“南京”、“金陵”、“建康”等关键词进行标

题检索，收集了所有以南京为主题的相关报道，共收集有效语料 156 篇（总计

82,618 字/词），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1  样本报刊信息 

报刊名称 期发行量/年 发行地区 报道数 字/词 

《光明日报》 430,000 全国 100 53,767 

China Daily 900,000 国内及海外 56 28,851  
4.3  分析步骤 

本研究将样本媒体报道中话语主体划分为政府部门及官员、企业组织及成员、

专家学者、居民个体四个类别，并对各主体出现频率进行统计，探究各主体在城

市形象建构中的参与度状况。针对话语主题，本文将南京城市形象划分为政府民

生形象、经济发展形象、环境景观形象、历史文教形象四个方面，详细统计相关

形象的报道数量，探究样本媒体在构建城市形象过程中的偏向性。城市形象话语

形式体现为话语报道的新闻体裁，可分为：消息、通讯、新闻评论及新闻专访。

在整理语料时，笔者并未发现针对南京城市形象所作的专访报道。同时，报道中

通讯数量较大。该类报道覆盖范围较为广泛，报道详实，根据描绘对象的不同可

以分为 4 个子类别：事件通讯（报道事件发生始末）、人物通讯（介绍先进人物）、

工作通讯（报道先进工作经验或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和概貌通讯（介绍南京风

土人情、社会生活和自然风光）。因此本研究话语形式可分为：消息、评论、人

物通讯、事件通讯、工作通讯及概貌通讯，各形式的报道数量参见后文表格。最

后，我们结合以上研究发现，基于城市历史、中国的政治语境和文化传统，分析、

阐释城市形象构建与媒体话语的互动过程。 

5  研究发现 

5.1  话语主体 

笔者对南京城市报道中出现的各话语主体进行统计，重复出现的话语主体记

为 1 次，结果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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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话语主体分布 

话语主体 《光明日报》 China Daily 

政府部门及官员 38（33.33%） 28（27.72%） 

企业组织及成员 26（22.81%） 38（37.62%） 

专家学者 25（21.93%） 15（14.85%） 

居民 25（21.93%） 20（19.80%） 

合计 114（100%） 101（100%） 

注：话语主体所占百分比四舍五入并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合计 99.99%，取 100%。下同。 

上表显示，《光明日报》中，四类话语主体均有一定的分布，居民个体所占

比例为 21.93%，话语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China Daily 也反映了类似的趋势， 并

且政府官员的比例明显低于企业组织。居民话话语权的提升表明南京城市形象建

构话语权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5.2  话语主题 

下表是南京城市报道中各话语主题分布： 

表 3  《光明日报》话语主题分布 

政府民生 报道数 经济发展 报道数 

政府作风 14 人才 6 

服务于民 8 创业创新 4 

民生安全 2 软件科技 4 

  其他 2 

合计 24（24.74%） 合计 16（16.49%） 

环境景观 报道数 历史文教 报道数 

环境污染与保护 6 南京大屠杀 17 

其他 4 文化遗产 17 

  现代人文精神与教育 13 

合计 10（10.31%） 合计 47（48.45%） 

《光明日报》中，政府民生形象主要体现在政府作风、为民服务、民生安全

三个方面，占 24.74%；经济发展形象主要体现在人才、创业创新、软件科技等方

面，占总数的 16.49%；环境景观形象为 10.31%，主要集中在环境污染与保护方

面；历史文教形象报道数量最多，所占百分比高达 48.45%，报道集中在文化遗产

（包括南京大屠杀）、现代人文、教育三个方面。这表明《光明日报》侧重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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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注“民意民心”的政府形象，体现了其高效、利民的一面；同时，南京政

府官员违法违纪行为也在报道之列，体现了中央和地方打造廉洁政府，惩治腐败

的决心。经济发展方面，南京在《科技人才创业特别社区条例》的指导下，为广

大科技创业人才提供科研基础设施，营造出一种宜生活、宜创业的环境，这与国

家“产业结构调整、创新驱动、科教兴国”等战略保持一致。 

表 4  China Daily 话语主题分布 

政府民生 报道数 经济发展 Amount 

政府作风 11 企业发展 5 

服务于民 4 技术创新 2 

其他 2   

合计 17（29.31%） 合计 7（12.07%） 

环境景观 报道数 历史文教 报道数 

环境污染与保护 6 南京大屠杀 15 

  旅游城市与传统文化 10 

  其他 3 

合计 6（10.34%） 合计 28（48.28%） 

China Daily 中，政府民生形象、经济发展形象、环境景观形象、历史文教形

象报道总数分别为 29.31%、12.07%、10.34%和 48.28%。政治形象方面最为突出

的“工作作风”一条；经济发展方面，China Daily 更偏重描写对外开放性经济活

动；环境景观主要集中在梧桐保护、空气净化上；历史文化方面南京大屠杀报道

数量依旧遥遥领先。同时，China Daily 中的政府形象也并非完全正面，“某某严

重违纪行为”，“violation”、“lack of regulation”、“corruption”等负面词汇

也相继出现在报道中； 

例 1：Nanjing Party Chief under Investigation（China Daily 2015 年 1 月 5 日） 

例 2：Authorities to Keep Tabs on Nanjing Officials（China Daily 2 月 4 日） 

由此可见，China Daily 这一英文媒体同样表明南京政府形象的建设在一定程

度上受到了国家反腐倡廉的影响，体现了中国打造廉洁政府的决心。 
5.3  话语形式 

南京城市形象报道的话语形式体现为话语报道的新闻体裁，各报刊报道话语

形式数量及百分比详见下列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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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光明日报》、China Daily 话语形式数量统计 

报刊 消息 评论 人物通讯 事件通讯 工作通讯 概貌通讯 

《光明日报》 
17 

（17.00%）

7 

（7.00%）

2 

（2.00%）

55 

（55.00%）

4 

（4.00%）

15 

（15.00%） 

China Daily 
0 

（0%）

0 

（0%） 

1 

（1.79%）

47 

（83.93%）

0 

（0%）

8 

（14.28%） 

消息适合用于对事件作简要、客观的描述。如例 3：南京：每年花费 3000 万

资助人才（《光明日报》2012 年 10 月 24 日）。《光明日报》消息数量适中，而

China Daily 尚无南京城市形象的消息类报道。作为一种有着鲜明针对性和指导性

的话语形式，新闻评论在很多情况下具有批判性和监督性。我们发现《光明日报》

中关于南京城市形象的 7 篇评论都是质疑和批判的，例如： 

例 3：2011.02.19 南京：“民工荒”与找工作难并存（经济发展） 

例 4：2014.02.07 南京公园事业编制该“减肥”了（政府形象） 

新闻评论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南京城市形象建构过程中的不足，此类话语对

政府认识不足并及时调整战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两份报刊中，事件

通讯数量最多，概貌通讯次之，工作通讯及人物通讯较少，由此不难看出，两份

主流报刊在南京城市形象的建构传播中，更倾向于事件描述、政策介绍等。  

6  讨论 

根据以上统计与分析结果，本研究对前述 3 个问题作出回答。 

（1）样本中话语主体主要集中在政府官员和企业组织上，但同时专家学者和

普通居民话语权的增多也表明了话语主体多元化的趋势。 

（2）针对话语主题，两者在历史文教方面笔墨最重；《光明日报》在政府形

象上呈现出“为民服务”的政府，而 China Daily 从违法违纪等方面为南京塑造“廉

洁政府”提供警示；同时《光明日报》在经济发展方面侧重人才、科技、创新等

市内活动，China Daily 倾向于报道外包、对外招商引资等对外活动；环境景观形

象方面 2 份样本报道数量相对较少，但均占有一定的比例（分别为 10.31%、

10.34%）。China Daily 经济发展报道量较高，体现了国家外宣的工作思路，并且

体现出打造廉洁政府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招商引资打下基础。 

（3）在话语形式的选择上，《光明日报》所用体裁较为广泛，主要为概貌通

讯、消息和事件通讯，还有深度的新闻评论；China Daily 主要集中在事件通讯和

概貌通讯上，从 2 份样本对事件通讯体裁的选择中不难看出，在南京城市形象的



袁周敏：南京城市形象的话语建构 

 

 

61 

建构传播中，更倾向于事件描述、政策介绍等。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的角度来说，该类报道侧重于物化呈现，缺少人化的叙事。 

6.1  城市形象演进 

自古以来，南京城市形象多见于名人诗词：“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

（王安石·南乡子）；“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谢朓·入朝曲）。诗仙李

白道：“地即帝王宅，山为龙虎盘”（李白·金陵三首）。可见，这些形象往往

出自人们（特别是政客/文豪） 对南京稳定的山水景观、历史古都的固化表述。

相较而言，现在参与南京城市形象建构的话语主体越发多元化，媒体在对南京城

市形象进行报道时收集普通居民的看法建议。同时，城市形象建设趋势也随着城

市规划、政策变化和重大事件而变革调整。南京城市规划逐渐呈现出古典与现代

并存的面貌：夫子庙、明城墙、总统府、大报恩寺等富含古韵；长江大桥、紫峰

大厦、滨江风光带等又吐露现代化气息。 

南京在经济、文化方面与国家政策的互动也值得注意。在“十一五规划”的

基础上，国务院印发了《“十二五”国家自主创新及建设规划通知》。通知要求

加强科技创新基础条件建设、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提高重点社会领域

创新能力（教育、医疗、文化、公共安全等），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等。同时，

国务院还专门就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提出了意见，要求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这同样反映在媒体话语中，以下实例可供参考： 

例 5：南京大学昆山创新研究院成立（《光明日报》2011 年 1 月 20 日） 

例 6：南京：唱响“人的现代化”（《光明日报》2012 年 8 月 15 日） 

例 7：Service Outsourcing Conference Opens in Nanjing（China Daily 2012 年 6

月 18 日） 

以上报道体现了南京创新科研院所的蓬勃发展、呼应了国家对创新型、国际

化人才培养的要求、展现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以及对“走出去”政策的支持

与落实。 

同时，南京坐拥 2400 多年历史，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人文荟萃，除却曹雪

芹、刘勰、金陵八大家等文人墨客，朱元璋、孙权、王导、谢安等帝王将相，更

不乏孙中山、鲁迅（南师附中鲁迅纪念馆） 等近现代伟大革命家。这些文化元素

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并非一成不变，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文化与创新的结合（见

例 8）、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见例 9、10） 等方面。 

例 8：南京：“百米冲刺现代化”（《光明日报》2012 年 10 月 1 日） 

该报道强调“文化与产业比翼齐飞、同体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文化创

新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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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9：南京：“非遗”传承展 民俗风味浓（《光明日报》2015 年 5 月 19 日） 

例 10：Nanjing Stories（China Daily 2012 年 5 月 17 日） 

同时，重大事件及相关政策也对城市形象建构产生了一定影响，本研究对 2

份报刊报道进行逐年梳理，统计出每年城市形象报道数量，见下图： 
 

  
从增降趋势上看，2013、2014 年度两份报刊针对南京城市形象所发报道数量

相对较多。联系 2013 年南京举办的亚洲青年运动会及 2014 年的青年奥林匹克运

动会这两大赛事，不难看出重大赛事使大众眼光聚焦在了南京（见例 11、12） 
例 11：青奥让南京外文标识更地道（《光明日报》2014 年 8 月 25 日） 
例 12：Nanjing Races to Clean Air before Youth Games（China Daily, 2014 年 7

月 9 日） 
这些报道的增多表明节事活动是一个能够集中展示城市风貌、多层次传播城

市信息的媒介，具有独特的传播效应（Koch 2012; 李宗诚 2007）。同时，2014
年“国家公祭日”的确立，也使得 2014 年“南京大屠杀”等相关报道大大增加。 

6.2  城市形象演进的文化关照 
第一，南京城市形象建构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哲学渊源：“天人合一”的本体论

及“辩证统一”的知识论。中国文化将宇宙、文化的一切内容看作是一个相互联系

的统一整体。因而文化、历史、发展等都是多元合一的现象。这两点在南京城市形

象建构中的具体体现之一就在于，历史文化与经济创新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历史

文化与科技创新的结合，带动了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因此，南京城市形象的多元

性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第二，南京城市形象建构反映出中华文化价值观与国际公

认准则的完美结合：保护自然、保护文化这两条准则既是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也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保护工作条约》提出的两条根本要求。两份报刊均对

环境和人文保护进行报道。第三，南京城市形象建构渗透出中华文化的家国情怀与

天下意识：爱国主义与“以和为贵”并重。《孟子》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始终把热爱祖国、捍卫国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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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作为当代话语的重要主题之一（施旭 2006）。南京一方面呼吁国民以史为鉴，

勿忘国耻，体现了爱国主义情操。另一方面呼吁国际社会反对战争，珍爱和平。这

体现在“创伤之城——和平之城——发展之城”的形象构建路径上。 

7  结语 

    本文结合话语建构论与文化话语研究框架，以“十二五”期间主流媒体关于

南京城市形象的报道为语料，从历时角度探究话语与城市形象的相互构建过程，

包括话语主题、话语主体、话语形式三个层面，并从城市历史、国家政治与文化

传统进一步阐释其动态演进。本文认为以上三个层面架起了话语与社会之间的桥

梁，同时也反映了当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生态变迁。社会现实/城市形象、话语实

践与政治文化生态相互塑造，动态演进，构成了当代中国发展话语的立体图景。 
本研究对南京城市形象建构具有一定启示。话语主体方面，南京城市形象建

构可以考虑话语主体的多元化发展。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话语主体的社会身

份也趋向多元化和立体化，他们对城市形象的感知与体验值得参考。另外，话语

主体多元化及其话语权的表达也体现了城市形象建设中的开放、包容与民主。话

语主题较好呈现了南京的历史文化形象，并指向廉洁之都、创新之城的构建与规

划。不过，缺乏环境景观方面的塑造。改善人居环境、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绿

色发展是对生命的尊重与关爱，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人与自然相处之道。另外，

在构建历史人文形象时，需要在创伤之城与和平发展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话语形

式方面，建议适当增加评论、专访和深度报道，通过个人叙事创设更为广阔的对

话空间，将个体命运、城市发展和国家进步立体化呈现，减少通讯之类的物化推

送，提升人化描述的广度和深度；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传播背

景下，加强受众思维、提升媒体话语的可读性，构建多维度立体化的城市形象。

城市形象构建与传播需要认清话语空间、城市形象、社会变迁所构成三位互动联

接体。国家政治、文化语境作为深层元话语推进社会发展、改善社会现实、影响

城市建设，一并反映在媒体话语空间中；同时，媒体话语在话语主体/主题/形式方

面再现、重构社会发展与城市形象，客观而现实地塑造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稳

定而坚定地影响甚至改造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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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njing city image 
Abstract: The article carries out an analysis of the subjects，contents and forms in the media 

discourse of Nanjing city image. The data were drawn from Guangmin Daily（in Chinese）and China 

Daily（in English）ranging from the first day of 2011 to the final day of 2015 which is officially 

named as China’s 12th Five Year Pla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1）although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subjects are members from the government, business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the voices of 

professionals and ordinary citizens have occupied a certain proportion, highlighting the trend of 

diversity in discourse subjects;（2）sample reports have delineated Nanjing from four aspects: 

government and people’s livelihood, history, culture and education,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landscape, among which history, culture and education hold a dominant place while 

environment and landscape inferior, revealing a determination in building a capital of honest 

governance and city of innovation;（3）sample media favor news story of events and overview, that is 

to say, they give us a portrait of Nanjing by describing hot issues, introducing policies, suggesting a 

need for humanizing reports in which individual growth is reported with the city’s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progress;（4）the construction of Nanjing image reflects an interaction between media 

discourse and China’s politic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article then concludes that the media 

discourse of Nanjing city image is a reflection of social changes and realities, working as a catalyst to 

shape people’s view toward Nanjing reality and to mold the practice of the construction. A fusion of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vism and the CDS perspective provides us with a powerful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in accounting for Nanjing city image construction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China. Also, the study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 for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Nanjing’s city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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