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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据文献计量法，以“批评话语分析”为主题检索词，以中国学术网络出版总库 CNKI 中
的 CSSCI 和核心期刊文献为数据来源，分析了该研究领域的基本状况和未来发展方向，得出如
下结论: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 意识形态、身份建
构和话语策略是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热点研究话题; 语料库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在批评话语
分析中的应用为批评话语分析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近年来，生态话语分析、会话分析和国家
形象等新兴研究话题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批评话语分析朝着研究内容多元化、研究方法量化和
认知转向以及研究路径跨学科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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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文学科的研

究范式也在发生转变，科学实证主义逐渐转换为

阐释和批评的研究范式。批评话语分析在这样的

背景下应运而生，成为当今最流行的话语分析模

式。批评话语分析体现了社会问题研究的语言学

转向，通过分析语言结构揭示语言所表达的社会

意义，以及语言如何建立和维系社会组织间的权

力关系。1995 年批评话语分析被引入我国学术

界［1］，至今已有 20 余年的研究历史。本文以中国

知网期刊 CSSCI 期刊和核心期刊文献收录的相关

论文作为数据来源，借助 Bicomb 这一新兴的可

视化软件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

批 评 话 语 分 析 在 中 国 的 研 究 现 状 进 行 梳 理 和

总结。

1 研究方法及思路

1． 1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研究工具是数目共现分析系

统，即 Bicomb2． 0 软件。研究中提取了发文时间、

发文期刊、第一作者、高频关键词、关键词共现矩

阵和词篇矩阵等信息。针对转换并提取的数据中

存在的错误，Bicomb 提供了简单的规范、修改功

能。统计分析前，笔者对提取的关键词做了修改:

首先，合并意义相近的关键词，最大限度地保证关

键词所表达的不同意义。这项操作是关键词数据

清洗的最主要内容，也是非常关键的步骤，比如把

“批评话语分析”和“批评性话语分析”合并为“批

评话语分析”; 把“新闻话语”“新闻语篇”“新闻

标题”“新闻图片”“新闻事实”“新闻报道”“外媒

新闻”“中国新闻”“英语新闻话语”“英文新闻”
“电视民生新闻”“中国梦新闻语篇”等合并为“新

闻语篇”。其次，删除表达有误的关键词，这些词

大多是 Bicomb2． 0 软件在提取关键词过程中给没

有关键词的文章自动添加的，比如:“中国”“奥巴

马”“方法”“视角”“翻译”等。
1． 2 研究思路

首先，运用 CNKI 高级检索功能，以“批评话

语分析”为主题检索词，期刊来源类别勾选 CSSCI

和核心期刊，另外单独检索了《山东外语教学》和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这两本期刊。检索日期

为 2018 年 2 月 22 日，除去期刊总目录、会议综

述、书刊评介等，共检索了 195 篇论文。其次，利

用 Bicomb2． 0 软件抽取发文时间、发文期刊、第一

作者、关键词等信息，并进行统计，为进一步的分

析做前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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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基本信息统计

图 1 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发文时间及数量

某研究领域的论文发表数量在一定意义上说

明了该领域学术研究的理论水平和发展速度［2］。

由图 1 所示，从发文时间来看，国内批评话语分析

研究总体上呈上升的发展态势，大体经历了 3 个

发展 阶 段: 第 一 阶 段 为 研 究 的 起 步 阶 段，即

1999—2005 年，这个阶段发文量很少，年均发文

量 1 篇或 2 篇; 第二阶段为 2006—2010 年，发文

量明显增加，年均发文量 8 篇左右，其中 2008 年

发文量最多 ( 16 篇) ，原因可能是当年《外语学

刊》开办了批评话语分析专栏，刊文量较多; 第三

阶段为 2011—2017 年，是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快速

发展时期，发文量大幅增长，平均年发文量达到

20 篇左右，2016 年达到最高值( 36 篇) 。2016 年

是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发文量最多的一年，主

要原因是当年《山东外语教学》《天津外国语大学

学报》和《外语与外语教学》等期刊开办了多期批

评话语分析专栏［3］，这些专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

从发文期刊来看，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外语

类核心刊物，新闻类的核心刊物也刊发了不少关

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成果，主要原因是新闻语

篇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195 篇

文献资料发表在 56 种不同的刊物上，其中发文量

只有一篇的期刊有 30 种，发文量有两篇的期刊有

8 种，发文量超过 3 篇的期刊有 18 种。刊文量前

10 位的期刊全是外语类核心刊物，依次为《外语

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学刊》《山东外语

教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外语教学》《当代

语言学》《外国语》《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和《中

国外语》。除外语类核心期刊外，新闻类核心期

刊发文也较多，例如《当代传播》《新闻界》《国际

新闻界》《当代报业》和《新闻与传播研究》等刊物

的发文量都在两篇或两篇以上。发文期刊的类别

也说明了批评话语分析的跨学科特征。

研究者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对

某一研究领域的作者的发文规律及其数量关系进

行分析，可以确定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群与重要作

者，从而方便学术交流，促进学术发展［4］。有 16

位作者的发文量为 3 篇及 3 篇以上( 具体见表

1) 。核心作者为天津外国语大学的田海龙和南

京师范大学的辛斌，作为文章的第一作者，这两位

的发文量分别为 11 篇和 10 篇，这两位可以说是

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赵芃、

武建国和纪卫宁等是国内批评话语分析领域有影

响力的学者。在此领域有影响力的研究者大多来

自国内外语界。

表 1 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发文的第一作者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篇

1 田海龙 11

2 辛斌 10

3 赵芃 6

4 武建国 5

5 纪卫宁 5

6 刘立华 3

7 纪玉华 3

8 刘文宇 3

9 张天伟 3

10 黄国文 3

11 孙静怡 3

12 唐丽萍 3

3 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现状

关键词是文章主题和内容的浓缩，通过统计

关键词的频次，可以判断该学术领域的研究热点、

知识结构和发展趋势。词频分析法作为一种透过

现象看本质的科学研究方法，克服了传统文献综

述方法过于依赖定性的总结描述、难以摆脱个人

经验和主观偏好、无法深入揭示文献隐含的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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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内容等弊端，具有客观性、准确性、系统性和实

用性等特点［5］。表 2 是提取的与批评话语分析研

究相关的出现频率 3 次或 3 次以上的高频关键

词表。

表 2 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表

序号 关键词 出现频次

1 批评话语分析 129

序号 关键词 出现频次

13 评价理论 5

2 意识形态 31 14 积极话语分析 5

3 新闻语篇 30 15 马克思主义 5

4 话语分析 25 16 会话分析 4

5 话语 16 17 后现代 4

6 语料库语言学 12 18 权力 4

7 身份建构 11 19 批评语言学 4

8 系统功能语言学 10 20 翻译 3

9 批评话语 9 21 阐释 3

10 认知语言学 6 22 社会实践 3

11 话语策略 6 23 生态话语分析 3

12 隐喻 5 24 和谐理念 2

3． 1 理论基础

批评话语分析与系统功能语言学有着密切的

联系，系统功能语言学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理

论基础和分析方法，是批评话语分析的语言学基

石。批评话语分析经常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及

物性特征、语气、情态、主述位结构、纯理功能、语

域、体裁、评价理论、积极话语分析等分析语篇，旨

在解释语篇的社会特征。

评价理论 ［6］起源于传统系统功能语言学对

人际意义的研究，关注的是说话人如何在语篇中

建立自己的态度立场，旨在探索话语中的态度意

义以及说话者 /作者对不同议题的介入，二者在

揭露话语中隐藏的意识形态上至关重要［7］。王

振华率先对评价理论作了详细介绍［8］，随后评价

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新闻语篇的话语分析实践。陈

令君、赵闯以 Martin ＆ White 的评价理论［10］为分

析框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识别并研

究了与“中国梦”相关的英语新闻语篇中显性和

隐性态度资源传递的话语意义，分析“中国梦”新

闻社论语篇的态度资源及其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作

用［9］。刘世铸从理论研究和语篇分析角度较为

详尽地梳理了评价理论在中国的发展［11］。

积极话语分析是 Martin 针对批评话语分析

存在的不足而提出的概念［12］，是对批评话语分析

的补充和扩展，具有从解构向建构发展的重要意

义，积极话语分析主张采用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

构建和谐社会。唐青叶在积极话语分析理论的基

础上，融入图表、漫画、动画、字幕、解说、音响、对

白、音乐等多模态非语言符号，构建了多模式积极

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对电视民生新闻报道语料

进行分析，进而揭示了语言、非语言符号模式与社

区和谐的关系［13］。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对批评话语分析产生了

深远影响，特别是马克思在经济、政治和历史分析

中践行的辩证的话语观对批评话语分析具有方法

论上的指导意义［14 － 15］。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不

仅体现于早期的批评语言学研究中，而且体现在

以 Fairclough、Wodak 和 Van Dijk 为代表的批评话

语分析研究中。辩证唯物主义为批评话语分析理

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16］。

尽管学者们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的合

理性、分析方法的系统性和有效性、分析结果的真

实性和可靠性提出质疑，但是批评话语分析对语

言研究尤其是话语分析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它

清楚地阐释了语言和社会的辩证关系，加深了人

们对语 言、权 力 和 意 识 形 态 之 间 互 动 关 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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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17］。
3． 2 热点话题

新闻语篇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研究对象。

批评话语分析还关注微博等新媒体话语。意识形

态、权力、身份建构和话语策略等是批评话语分析

的热点研究话题，其中意识形态和权力是批评话

语分析的核心概念，这些传统的研究话题仍是目

前批评话语分析的热点研究话题。

批评话语分析旨在探究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

差异，解释语言中的权势关系和不平等现象。国

内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研究主要从两

方面开展: 一方面，以媒体话语为语料，对不同媒

体对同一事件的新闻报道体现的意识形态进行比

较［18］或对西方媒体涉华报道的意识形态进行分

析［19］; 另一方面，对意识形态的概念起源、历史沿

革、学术流派、变化发展等进行梳理［20 － 21］。

权力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另一研究热点。Fair-
clough 指出，批评话语分析的目的就是使语言、权
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明朗化［22］，进而揭示统

治阶级是如何通过操纵语言来控制大众的意识从

而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语

言与权力的关系，主要研究统治阶级如何通过语

言在社会政治环境中实现权力的滥用，并提出最

终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建议。

身份建构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另一热点研究话

题。“老年人”身份［23］、“香港人”身份［24］和“机

构”身份［25 － 26］是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的焦点。隐

喻是身份建构的话语策略，因为人们使用隐喻思

考、向他人解释、组织话语，隐喻的使用不仅揭示

了交际者的概念化结果，而且揭示了他们的态度

和价值观，隐喻的使用表明了交际者如何通过评

价行为而协商他们的地位。张天伟和郭彬彬对批

评话语分析中的话语策略进行了综述［27］; 林予婷

和苗兴伟研究了战争合法化的话语策略［28］。

除上述传统热点话题外，近年来，国内批评话

语分析还关注了以下新的研究话题: 生态话语分

析［29 － 30］、会话分析和国家形象等。
3． 3 热点方法

纪卫宁详细介绍了批评话语分析领域最具影

响力的研究方法［31］: Ｒoger Fowler 的批评语言学、
Norman Fairclough 的社会文化分析法、Van Dijk

的社会认知分析法以及 Ｒuth Wodak 的语篇 － 历

史法。目前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热点研究方法是

语料库方法和批评隐喻分析方法。近年来，语料

库语言学和话语分析交叉融合，“语料库辅助话

语研究”逐渐兴起，如何将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

从而促进它们之间的对话和融合，已经成为当前

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32］。张淑静论述了语料库

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作用［33］。胡江基于军事新

闻报道语料库，遵循扩展意义单位模型的分析方

法，沿用语料库语言学自下而上的描写方式，从词

汇出发，开展话语的意识形态意义分析，对西方媒

体涉华军事报道中的意识形态意义进行了考察和

剖析［19］。研究发现，意义单位是话语意识形态意

义的重要承载手段和具体实现方式，西方媒体涉

华军事报道对中国的态度主要是消极和否定的，

主要体现了西方社会优越感、人道主义干涉、遏制

中国等意识形态因素，但近年来西方媒体涉华军

事报道对中国的态度也开始出现积极和肯定的声

音。

批评话语分析和认知语言学也出现了融合的

趋势，语料库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在批评话语分

析中的应用成为引人注目的亮点［20］。相关研究

见纪玉华和陈燕 ［34］、张辉和江龙 ［35］、张蕾 ［36］、

唐韧 ［37］、田海龙 ［38］、辛斌 ［39］、沈继荣和辛斌
［40］和张蕊 ［41］等发表的研究文献。批评话语分析

吸收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对意识形态根

源的探究从语言层面深入到认知层面，话语的意

识形态立场往往蕴含于隐喻、转喻、注意、构式以

及对观察者的主体性处理中。Charteris － Black

提出的批评隐喻分析方法( Critical Metaphor Anal-
ysis) ［42］对揭示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

方法论意义。

4 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趋势

4． 1 研究内容的多元化趋势

意识形态存在于语言符号和其他符号系统

中。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对象主要以单一的

语言模态语篇为主，忽略了话语的多模态本质;

分析对象主要以传统媒体的新闻语篇为主，对微

博、微信等新媒体话语的研究刚开始起步，对其他

类型语篇的研究力度有待提升。未来的批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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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应该更多关注图片、声音等非语言模态，揭示

这些非语言模态如何单独或和语言模态合作深层

次反映语篇的意识形态。其次，国内批评话语分

析以共时研究为主，缺乏对话语变迁的历时研究;

再次，对话语的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目前几乎仍

是一片空白。这些将是未来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

方向。
4． 2 研究方法的量化和认知转向

批评话语分析自上而下的研究方式遭到学者

们的诟病，而语料库语言学以真实的语言数据为

研究对象、自下而上对语言进行描写的方式成为

批评话语分析趋于质性的属性的有效补充，使批

评话语分析呈现出质性量化相融合、主观客观相

印证的发展趋势。语料库方法逐渐应用于批评话

语分析中，通过对大量的语言事实进行系统分析

归纳语言使用的规律，揭示话语使用者的系统性

态度和行为，从而实现了批评话语分析的实证

转向。

批评话语分析和概念隐喻理论结合下的批评

隐喻分析将话语分析拓展至概念认知层面。隐喻

表达式作为语篇基础的认知结构与语篇所传达的

意识形态之间的媒介，隐喻对部分语义的主观性

凸显和对其余语义隐匿的功能使对具有意识形态

特性的语言选择研究有据可依。概念隐喻未能足

够重视隐喻的社会文化依附性，忽略了社会文化

变体对隐喻概念形成和阐释的影响，而批评话语

分析往往缺失认知的连接［43］，因此，批评话语分

析和认知语言学尤其是概念隐喻的融合必将发挥

更强的阐释功能。
4． 3 研究路径的跨学科视角

批评话语分析和哲学、社会学、传播学、教育

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

修辞学［44 － 45］和民族志［46］等学科进行交叉研究，

呈现出综合性跨学科特征。随着批评话语分析研

究的不断开展和深入，批评话语分析将从其他学

科中汲取理论和研究方法，跨学科甚至超学科的

趋势将更加明显。

5 结束语

本研究采用可视化分析软件，运用共词分析

方法，归纳总结了我国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现状、

理论基础、热点话题、研究方法和发展趋势等。结

果表明: 批评话语分析主要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

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 意识形态和权力是批评话

语分析的核心概念; 身份建构和话语策略是其热

点研究话题。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生态话语

分析、会话分析和国家形象等热点问题，以质性

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批评话语分析出现了和语

料库语言学相融合的趋势。批评话语分析朝着研

究内容多元化、研究方法量化和认知转向以及研

究路径的跨学科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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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ＲＲENT SITUATION AND TＲEND OF CＲITICAL
DISCOUＲSE ＲESEAＲCH IN CHINA

HU Xiaojing1，2

( 1． School of English Education，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Xi’an 710128，

China; 2． Graduate School，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Xi’an 710128，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bibliometric method，data is selected from CSSCI and other core journals of CNKI，
with the key word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 CDA)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future trend of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he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 Systemic － functional linguistics is the main theo-
retical basi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China; themes like ideology and power are the core concepts of re-
search in China; and topics lik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discourse strategies are research hotspots． New top-
ics such as eco － discourse analysis，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national image are popular among researchers in
recent years，making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f diversified research topics，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
ods and cognitive turn．
Key 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urrent situation; research hotspots;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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