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身份的话语建构 

——基于兰州国际马拉松赛话语的批评性分析 

◎ 张爱萍    兰州理工大学外语学院 

摘  要  从批评性话语分析视角出发，运用话语历史分析法，通过系统分析兰州国

际马拉松赛话语，揭示了其所建构的兰州城市身份，探究了城市身份的话语建构问题。

分析表明，该话语主要通过谓语指示策略、视角化策略和命名策略等话语策略建构城市

身份，各策略运用语言手段不同；该话语折射了该市城市身份建构的主要政策导向，但

其城市身份建构的文化内涵薄弱，可能是由专家学者话语参与者的缺失造成，企业话语

参与者和经济发展话语主题的缺失也使该话语缺少从经济发展主题对城市身份的建构；

城市身份的话语建构对城市发展至关重要。 

关键词  话语建构；城市身份；兰州国际马拉松赛话语；批评性话语分析 

1. 引言 

话语具有社会建构功能。作为社会实践和行动的方式，话语通过构筑各种社会秩序

塑造社会，同时又被社会塑造（Fairclough，1995）。话语是社会存在的一种重要形式，

话语能力已经成为机构乃至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话语的发展、变革也将

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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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身份是通过社会建构的人与环境、环境和其构成要素、环境构成要素之间的关

系，即城市身份是城市环境及其内容之间的多重和相互关系；城市身份存在于它的环境

之中，存在于城市和其所在环境的关系之中（Cheshmehzangi，2015）。城市身份反映一

座城市的自然地理背景、历史文化底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城市本质特征。城市身份

又被定义为地方身份（place identity）、地方性（placeness）、地方特色（character of place）、

地方形象（image of a place）、地方感知（sense of a place）和地方精神（spirituality of place）

（Cheshmehzangi，2015），上述各个概念都强调各城市身份的独特性。城市身份不仅以其

可识别性、稳定性和正面意义提升城市形象，还能维系建构城市身份的各种关系，是一

座城市在发展中不容忽略的重要内容，也是目前许多城市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

分。 

Fairclough（1995）和 van Dijk（2001）等认为，话语能建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和

社会知识等。城市身份是一个多方面、多角度、多模式的话语建构过程，作为社会实践

的话语在城市身份的建构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基于兰州国际马拉松赛（以下

简称“兰马”）话语，运用话语历史分析法，探究话语和城市身份建构的关系。 

2. 城市身份的话语建构：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 

城市身份话语建构，是对一个城市进行身份建构的过程，是通过信息传播有效接触

目标受众群，在他们心目中确立一个明确的城市形象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对相关的语

言交际活动的系统分析和价值判断，揭示城市发展的重要特点和问题，并为今后如何从

话语使用的角度为城市发展在方向和策略方面提供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施旭，2008：

33） 

城市身份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Karpovets（2014）从人类学视角解读了城市身

份研究的理论背景，从物质性、城市记忆和历史、社区几方面分析了城市身份的内涵，

指出城市身份是城市意义和城市实践动态互动的结果。Cheshmehzangi（2015）探讨了全

球化背景下社会环境中的城市身份内涵和层次，并以实例分析解读了世界多个城市的城

市身份。还有一些国外研究者从城市规划和发展视角探讨了具体城市的身份建构（Naeff，

2014；Pazhuhan et. al，2015）。国内学者对城市身份的研究比较少见，更多研究集中在

城市形象上。研究者们从城市规划学、城市管理学、市场营销学、新闻传播学、文化产

业学、景观美学等学科视角，研究了城市形象规划、内涵塑造与传播（孟建、董军，2011），

重大事件与城市形象关系（何步文，2013），城市形象构成元素分析（李林、黎丹丹，2016）

等。从目前国内外研究动态来看，城市身份研究受到多个学科的关注，但明确对城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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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话语建构方式和效果开展研究的情况依然鲜见。 

批评性话语分析解析权力和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建构，以及话语对社会身份、社会关

系、知识体系、信仰等的建构作用（Fairclough，1992；Fairclough & Wodak，1997）。批

评性话语分析中的话语历史分析法强调必须结合语境对语篇中的现象做出解释，注重语

境知识的充分性和历史性；主张从话语主题、话语策略及语言手段三方面对话语展开分

析（Reisigl & Wodak，2014）。话语主题是话语主体言说所重点讨论的问题。“策略”一

般是指为了达到特殊的社会、政治、心理或其他目的而对实践采取的一个明确的意图性

计划（van Leeuwen & Wodak，1999；Wodake et al.，2009）。话语策略可能是无意识的或

在话语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也可能是有意识、有计划的。策略意图方面的特征和重要性

因考察资料的不同而不同；话语策略是语言系统的运用方式，体现在语言结构组织的不

同层面上。语言手段分析通常在语篇、句子和词汇各层面上展开。 

Wodak 等人（2009）用话语历史分析法成功分析了民族身份的话语建构，

Krzyzzanowski（2005）以该分析模式为框架，分析了一次作为交际和话语过程的欧盟会

议对欧洲人欧洲身份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范馨予（2012）运用该方法对比分析了中美新

闻媒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国庆大典的报道，揭示了他们对中国身份的不同建

构及其原因；陈建平（2016）基于该分析法分析了中、英、美大学在建构世界一流大学

身份时所用话语策略方面的特点及异同。以往研究表明，话语历史分析模式不仅可以用

来分析民族身份的建构，还可以用来分析其他身份的建构（Wodak et al.，2009；Wodak & 

Boukala，2015）。批评性话语分析将宏观层面的语境分析和微观层面的话语题材分析与

宏观结构分析、身份建构话语策略分析及语言手段分析等话语分析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Reisigl & Wodak，2014）。本文将基于话语历史分析法，对兰马话语做批评性分析，考

察该话语中隐藏的意识形态，揭示话语生产者如何运用话语主题、话语策略和语言手段，

赋予城市某种身份，促进或阻碍城市的发展，以探讨城市身份的话语建构问题。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文主要探讨如下三个问题：1）兰马话语包含哪些话语主题？建构了怎样的城市

身份？是通过何种话语策略和语言手段建构城市身份的？2）兰马话语折射怎样的城市身

份建构政策导向？有何不足之处？3）兰马话语所建构的城市身份与现实中的城市身份建

构是怎样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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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语料 

话语历史分析法认为话语是依赖语境的、与特定主题相关的符号活动，与社会互构

（Reisigl & Wodak，2014），因而兰马话语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基于兰州城市地理、历史、

文化和身份，围绕兰马这一主题展开的社会实践活动，表达了社会对该城市的看法和认

识。兰马话语语料涉及媒体报道、政府文件、官方发言、语言标牌、网络论坛等，本文

以媒体话语为研究语料。 

语料来自《甘肃日报》和《兰州晨报》的网络版，源自两家报刊的官方网站，共计

154 篇关于兰马的报道，包括这两份报纸在 2011 年至 2016 年每年兰马比赛前五天、比

赛当日和后一日所有涉及兰马的新闻报道语篇。选择这一周的报道是因为这几天是兰马

媒体报道最为集中的时间；兰马从 2011 年开赛，所以选择这 6 年的相关报道。之所以选

择这两家报纸是因为前者是甘肃省内唯一一份覆盖全省的综合性党报，在甘肃省诸多报

刊中具有权威性、指导性，发行量大，覆盖面广，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后者是一张面向

甘肃省全省的综合性都市生活报，是甘肃省发行量最大、覆盖面最广的都市报。这两份

报纸能充分代表当地媒体，能够显示当地媒体为兰州建构了哪些城市身份，为读者对兰

州城市身份的认识提供重要的认知框架。该语料中，兰马话语的行为领域（field of action）

包括赛事规则、通知和赛事要闻，城市宣传，公众意见、看法和言论表达，政府行为，

民间社团言行，涵盖了围绕兰马这一主题展开的主要社会实践活动。对这 154 篇涉及各

行为领域的语篇逐一阅读、分析后，筛选出其中所有直接涉及城市身份的话语共 128 条

（句或段），对这些话语逐一做具体分析。 

之所以选择兰马话语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是因为兰州是中国欠发达地区的重要省

会城市，其城市身份建构值得探究，对她的认识也对认识其他相似的中国或第三世界国

家的城市有借鉴意义；另外，既然兰州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举办国际马拉松赛，

那么我们也应该运用国际化的、批判的标准来审视该赛事及其话语的城市身份建构意义。 

3.3 分析框架 

基于话语历史分析法的分析模式（Reisigl & Wodak，2014），本文分析步骤如下：1）

确定兰马话语的主要主题，分析其所建构的城市身份；2）分析这些话语中城市身份构建

的话语策略；3）分析实现身份建构的语言形式及其特征。上述三个分析步骤并不是严格

意义上的前后承接、各自独立进行，而是一个不断循环重复的过程。分析过程中，尤为

关注媒体是如何建构“事实”，证实其所描述城市身份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该分析为质性分析，分析过程包括 Fairclough（1989）提出的描述、说明和解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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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批评性话语分析环节，其中前两个环节探讨兰马话语为兰州建构了哪些身份、运用了

哪些话语策略及语言手段，后一个分析它们为什么这样建构、建构的目的是什么，以分

析话语对城市身份的建构意义。 

4. 研究结果 

4.1 兰马话语主题及其所建构的兰州城市身份 

话语主题是话语所表达的宏观意义，是话语生产者有意表达的意义，也是话语接受

者能记住的关于该话语的主要意义或信息（van Dijk，2001）。对所收兰马话语语料的分

析显示，该话语主题包括兰州自然地理背景、历史文化传统、城市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

定位，各大主题又包括多个小主题。各主题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兰马话语主题及其出现频次 

话语

主题 

自然

地理

背景 

历史文化传统 城市发展现状 未来发展定位 

文化

景观 

历史

文化 
饮食

发展

变化
美丽 魅力 活力 现代 开放 国际化 

频次 66 
16 16 2 38 53 19 11 4 19 10 

34 125 29 

兰马话语中的“自然地理背景”主题主要集中在黄河穿城而过这一点，同时还涉及

兰州的地理位置、海拔、山水和气温等方面。这一主题凸显了兰州位于黄河之滨、高海

拔、两山相夹，夏季气候温和的特征。如表 1 所示，该话语主题出现次数较多，充分塑

造了兰州地处西部高原、山水秀美的黄河之都的城市身份。“历史文化传统”主题下的“文

化景观”主题话语中反复提及黄河母亲雕塑、水车博览园、百年中山桥等兰马赛道经过

的代表兰州历史文化的著名沿河景点，突出兰州市的历史文化身份。同时，“历史文化”

主题话语部分也多次提及丝绸之路重镇、高原古城、黄河文化。这些话语建构了兰州作

为丝路名城、高原古都和黄河之都的身份。“城市发展现状”主题下的“发展变化”主题

话语主要从两方面凸显兰州的发展变化，一是兰马使兰州市民及外地人认识到的兰州面

貌及其变化，二是赛事从 2011 年开办以来，城市的发展变化及赛事参与者从多次参与体

会到的城市的变化。通过城市环境、绿化水平、生活方便度、社会氛围等有关兰州面貌

及其变化的报道，塑造出了其正在不断变得美丽、现代、文明和国际化以及不断追求发

展变化的城市身份。同时，“发展变化”主题话语也多次提及兰州是“一个相对欠发达的”

和“正处在跨越发展期”的城市，承认不足，更突出其渴望发展变化的愿望。从表 1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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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兰马话语还着力展现了一个美丽、富于魅力和活力的城市身份。“未来发展定位”主

题的次主题主要包括“开放”和“国际化”，表达了兰州对其未来城市身份的定位和期待。

但从表 1 还可知，该话语中经济话语主题缺失。 

4.2 兰马话语所用话语策略及语言手段 

在话语历史分析中，研究者一般会对以下 5 种基本话语策略进行考察分析：命名策

略、谓语指示策略、辩论策略、视角化策略和强化/弱化策略（Reisigl & Wodak，2014）。

本文根据语料特点，主要分析命名策略、谓语指示策略和视角化策略。命名策略指对话

语主体、话语对象、话语现象、话语事件、话语过程和话语行为的命名/指称；谓语指示

策略指通过使用肯定或否定意义的修饰语给他们直接或间接地赋予正面或负面含义；视

角化策略指通过报道、描述、叙述等具体手段表达话语生产者的立场和观点。本文分析

的 128 个话语片段中，各话语策略分布如表 2 所示。 

表 2  兰马话语策略分布 

话语策略 谓语指示策略 视角化策略 命名策略 其他策略 总计 

频次 97 59 30 19 205 

百分比 47.3% 28.8% 14.6% 9.3% 100.0% 

 

4.2.1 谓语指示策略及其语言手段 

兰马话语各主题都充分利用谓语指示策略建构城市身份。该策略通过修饰语对兰州

直接或间接的描述，建构其城市身份。兰马在兰州举行，兰马话语各种描述反复围绕黄

河或黄河文化展开，建构并凸显了兰州作为黄河之都的城市身份。“让兰州走向世界，让

世界了解兰州”是 2011 年首届兰马的一个主打宣传语，是 2012 年兰州国际马拉松赛暨

全国马拉松积分赛高峰论坛专家、学者的主要演讲内容之一，是该论坛兰州市市长主题

发言题目，也是兰马开赛至今的重要宣传语。该句运用谓语指示策略，通过动词词组“走

向世界”和“了解兰州”，表达了其想要变得更加开放和国际化的迫切愿望和努力，塑造

了其不断追求发展变化的城市身份。该句语言精练，有说服力和启发性，被多次引用在

媒体报道中，表达城市未来发展定位，塑造城市身份。兰州举办兰马，是为了把兰州好

的形象和身份呈现给世界，同时促进兰州的开放性和国际化，真正实现“让兰州走向世

界，让世界了解兰州”。 

该策略还充分利用形容词和名词建构城市身份。兰马的“美丽”话语主题通过“逶

迤”“葱郁”“奔腾”和“婆娑”等形容词，生动描述兰州特征，从正面建构了美丽兰州

的城市身份。“历史文化”话语主题部分通过一系列名词如“黄河文明”“丝路文化”“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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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口”等，突出了兰州的历史文化身份。 

除动词词组、引用、形容词和名词的使用外，实现谓语指示策略的语言手段还包括

比较、排比、拟人、明喻、暗喻等。“最美丽”“更美丽”“更加光彩”“全国唯一绕黄河

而跑”等比较性修饰语反复出现在对兰马及兰州的描述中，从正面建构了兰州黄河明珠

的城市身份。 

[1] 点点羊皮筏子洒落在逶迤的黄河之上，平静的水面就像一条玉带在城市蜿
蜒；镜头下的山川是柔情的，黄河母亲温柔的眸子凝视着怀中的孩子；赛道两边沿
途观众的呐喊声、加油声，展露着金城人的真情与热忱；黄河两岸座座漂亮的高楼，
整洁宽阔的街道，绿树环绕的城区，展示着兰州的现代与时尚……（《甘肃日报》，
2014 年 5 月 28 日） 

以上例句用分句排比描述兰州，从“羊皮筏子”“黄河母亲”“金城人”到“高楼”

“街道”和“城区”，层次清楚，节奏和谐，描写细腻，从不同层面介绍了兰州的城市现

状，建构了现代、美丽而有魅力的黄河之都城市身份；最后一分句又用成分排比，从“高

楼”“街道”和“城区”三方面突出兰州现代都市的身份。此句还运用比喻，把“水面”

比作“玉带”、“山川”比作“孩子”。此句也包含一拟人句，将黄河和山川拟人化，使描

述更加活泼、亲切。因此，本句运用谓语指示策略，通过排比、比喻和拟人的语言手段，

形象、生动地勾画出了兰州的城市身份，有极强的说服力和表达效果。 

4.2.2 视角化策略及其语言手段 

在本文分析的所有 128 句/段中，视角化策略共出现 59 次，其中 38 次通过直接或间

接转述他人话语表达话语生产者的立场和观点。视角化策略主要集中在“美丽”“发展变

化”“自然地理背景”和“文化景观”等话语主题。实现视角化策略的主要语言手段包括

转述、感叹句、反问句、副词、动词和形容词。 

[2]“没想到兰州这么漂亮、这么多绿色、这么有文化底蕴，特别是全城市民
倾巢而出为各国运动员加油，让人感受到这个城市的热情和活力！”兰州国际马拉
松比赛直播吸引了北京市昌平区的孟先生，他表示一定要去兰州旅游观光。（《兰州
晨报》，2011 年 7 月 4 日） 

本“美丽”话语主题例句中，转述对象口中的“漂亮”“热情”“活力”等直接赋予

兰州美丽而有魅力的特点；副词“这么”加强了形容词的表达效果；感叹句的使用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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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转述对象对美丽而又富于魅力的兰州城市身份浓厚的惊讶和快乐的感情。转述的使

用间接地表达出媒体对兰州城市身份的认识和立场，并借转述对象之口使其更具真实性

和感染力（辛斌，2006）。 

[3] 朱军告诉记者，这是一场令他难忘的直播，“我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这座城市真的是我曾经生活了 30 年的那座城市吗？这些年变化太大，都让我有些
认不出她了！”朱军说，虽然是在看直播画面，但也让他全面地重新认识了家乡的
山山水水，尤其是近些年兰州城市建设的巨大变化，令他作为一个兰州人颇感自豪。

（《兰州晨报》，2013 年 6 月 16 日） 

本“发展变化”话语主题例句借家乡为兰州的央视名人朱军之口，通过对他话语的

直接转述和间接转述，以及反问句、感叹句和副词等语言手段，塑造出了兰州正在不断

变得美丽、现代、文明，不断追求发展变化的城市身份。 

视角化策略中，话语生产者大量地运用转述的语言手段。在建构城市身份时并不是

直接提出自己的看法，而是借他人之口来说出，更具客观性和说服力。转述对象为名人、

兰州市民、外地市民、国内外参赛者、国内外游客、组委会负责人和网友，以前三类人

为主。转述对象是兰马话语实践的主要参与者，但从本文分析可见，转述对象无历史文

化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 

4.2.3 命名策略及其语言手段 

命名策略主要集中在“自然地理背景”“历史文化”和“美丽”三个话语主题，集

中建构出地处西部高原的黄河之都、丝路名城、历史文化之城和如兰之州的城市身份。 

“黄河之都”“金城”和“金城兰州”多次被直接用来指代兰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

母亲河，是兰州悠久历史、厚重文化的见证，是兰州城市精神、城市形象的象征。作为

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兰州黄河之都的城市身份通过命名策略得以强化。兰州

又名“金城”，源于两千多年前。公元前 121 年，为抵御匈奴的侵扰，霍去病率万骑出

征，大破匈奴后班师回朝途中，令部下在今兰州西固区一带建筑金城，意寓“城之坚固，

如金筑成”；公元前 86 年，汉昭帝在今兰州设置金城县，后又置金城郡；公元 581 年，

改为兰州总管府，此后兰州之名逐渐取代“金城”，但“金城”仍被用来指兰州（邵彦涛，

2014）。兰州又被称为“丝路名城”“丝绸之路重镇”，兰州是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上的重

要城市，历史悠久，独具特色。  

实现命名策略运用的主要语言手段是典故词语和借代。适当运用典故词语可以增大

语言表现力，在有限的词语中展现更为丰富的内涵。“金城”和“丝路名城”等有来历的



46 · 话语研究论丛  第六辑（2018） 

文化词语的运用，既能体现兰州的特定历史背景信息，突出其历史文化之城的城市身份，

也使历史话语和当下话语结合，使该话语对兰州的描述更丰富。 

“高原古城”“河谷城市”“山水之城”等兰州市的自然地理特征都被用来指代该城

市，这些名称特点鲜明，具体生动，突出了兰州的本质特征，建构了兰州如兰之州的城

市身份。兰州市区依山傍水，山静水动，形成了独特而美丽的城市景观，“山水之城”概

括出了兰州作为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的独特魅力。 

5. 讨论 

城市身份建构和传播不仅包含对城市身份的正面宣传、推介和传播，还包含大众传

媒如何去理解这个城市，进而塑造该城市身份。本研究分析表明，兰马话语主要通过四

大话语主题、三种话语策略将兰州建构成了山水秀美的黄河之都、丝路名城、高原古都，

还着力展现了一个美丽、富于魅力和活力的城市身份，塑造出了一个正在不断变得开放

和国际化的城市身份。各策略通过不同语言手段建构城市身份。2009 年出台的兰州市四

版城市总体规划将兰州城市定位初步表达为“区域中心、宜居城市、黄河明珠、如兰之

州”，其中“宜居城市”包括“资源承载度、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生

活方便度、公共安全度”6 大宜居城市指标，“如兰之州”则指兰州既具高山长河的雄浑

大气，又具深谷幽兰的宁静典雅（刘健、张莹，2009）。“黄河明珠”是城市文化定位，

“区域中心”是城市性质定位，旨在“建设区域性现代化中心城市、增强省会中心城市的

辐射带动能力，在新型工业化、现代服务业和城乡一体化方面走在全省前列，实现率先

发展”（艾琳，2009）。通过各话语主题、话语策略和语言手段，兰马话语重塑并建构了

兰州“宜居城市、黄河明珠、如兰之州”和“丝路名城”的城市身份，以及“开放”和

“国际化”的未来发展定位。“区域中心”主要是对兰州城市经济身份的定位，但兰马话

语包含的主题不涉及“区域中心”的相关内容，该身份的话语建构缺失。兰马话语中企

业话语参与者和经济发展话语主题的缺失，使该话语缺少从经济发展视角对城市身份的

建构，使读者无法深刻理解企业对城市身份建构所做和能做的贡献，也不能很好地唤起

对城市经济身份的思考和建构。 

“黄河之都/黄河明珠”和“丝路名城”是兰马话语中兰州城市文化身份的主要定位，

前者通过兰马话语各话语主题和话语策略有较为充分的塑造，但对兰马话语主题和话语

策略的分析表明，该话语的“历史文化”主题主要通过命名策略泛泛提及古代丝绸之路

相关历史文化，未能通过其他话语主题和策略，充分借助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挖掘兰

州优秀历史文化，渗透丝路博大内涵，形成文化共识，夯实城市“丝路名城”的文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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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使该话语中城市身份建构的文化内涵薄弱。这可能也与该话语中专家学者话语参与

者的缺失有关。 

媒体话语中的城市身份建构围绕两点展开：“我是谁”和“我想变成谁”（Humphreys 

& Brown，2002；Triandafyllidou & Wodak，2003），即该城市具有怎样的城市身份、该

城市还希望建构怎样的城市身份。兰马是作为西部城市的兰州在向现代化和国际化城市

的转型过程中迈出的一大步。兰马话语不仅从正面重塑、再建兰州城市身份，还承认兰

州是一个相对欠发达的城市，需要不断追求发展变化，变得更加开放和国际化。兰马话

语回答了“我是谁”和“我想变成谁”这两个问题，基本体现出了兰州城市发展的策略

性定位：“区域中心、宜居城市、黄河明珠、如兰之州”，但对城市文化身份的建构不够

深刻，对经济身份的建构较为薄弱。兰马话语实践活动是对城市身份进行的一次话语重

构和建构活动，其实质是反映、维持、再生产和建构社会现实，并对未来的社会（话语）

实践活动产生影响（Fairclough，1989）。 

媒体话语所建构的城市身份是如何与现实中的城市身份建构互动的呢? 话语实践过

程实际上是一个认知过程，也就是说，话语只有通过影响话语参与者的社会思维（认知）

才能影响社会结构（现实）；社会结构只有通过社会认知才能影响话语结构（Fairclough，

2008；van Dijk，2008）。具体来说，兰州通过兰马建构正面、积极的城市身份，兰马话

语重塑或建构了这样的城市身份。这些信息通过兰马及其话语实践为那些对兰州了解不

多的人所了解，他们逐渐把这些信息当作一种“社会事实”来理解，进而推动或支持兰

州市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加强这些城市身份。对于那些了解并能影响城市身份变化的相关

各方，他们可以从该话语中领会兰州市政府拟强化或建构的城市身份，作为回应，他们

也会采取相应的举措。一旦这种积极的城市身份在市民、企业和政府中变成一般化的看

法，它实际上就变成了各方共享的理念，必将促使他们进一步采取积极的集体行动。这

样，在现实中，该话语所建构城市身份就会得到加强或重塑，而话语和社会现实也实现

了互构。因此，城市身份的话语建构对城市发展至关重要。 

6. 结语 

话语具有城市身份建构功能，城市身份建构也是一种话语实践活动。本文从批评性

话语分析视角出发，运用话语历史分析方法，通过系统分析兰马话语主题、语言手段和

话语策略，揭示了兰马话语所打造的兰州城市身份，探究了话语和城市身份建构的机制

和关系。城市发展研究往往忽视话语对城市发展的作用（施旭，2008）。对兰马话语个案

进行系统、细致的分析和评价，并凸现兰州城市身份建构话语中的优点及其不足，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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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丰富话语理论，而且可以对兰州城市话语提供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无疑

会对今后兰州及类似城市话语实践乃至发展本身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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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Urban Identity— 

A CDA of Lanzhou International Marathon Discourse 

 

Zhang Aiping,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paper applied its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the Lanzhou International Marathon discourse 

to reveal the urban identities it had built an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iscourse on urban 

identity construction. It was found that predication, nomination and perspectivization were the 

major discursive strategies it had employed and each strategy used its distinctive linguistic 

means; the cultural urban identity construction was not solid, which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absence of expert and scholar social actors in it; the economic urban identity construction was 

poor, which may be attributable to the absence of entrepreneur social actors and the economic 

discourse topic. This discourse well reflected the local government’s orientation towards its 

city identity. And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urban identity is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city. 

Key words: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urban identity, Lanzhou International Marathon 

discourse, CD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作者简介： 

张爱萍，女，副教授。研究方向：话语分析、二语习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