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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动员 与理性化改造 ：

“

工作
”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媒介话语变迁

韦 龙颔 常 江

【摘要】 本文从批判话语分析的理论视 角 出 发 ， 综合借鉴梵 ？ 迪克 的 社会
——

认知模

式和 费 尔 克拉夫 的话语分析模式 ， 对 《
人 民 日 报 》 １ ９ ８０ 年至 １ ９ ８ ９ 年有 关

“
工作

，’

的报道进行

基于语料库的 历 时性分析 ， 探 究二十世 纪八 十年代 《人民 日 报 》 相 关话语背 后 的 工 作意 识形

态 ， 分析工 作话语 同 社会现 实之 间 的 互 动 关 系 。 研究 发现 ， 十年 间 《人 民 日 报 》 对
“

工 作
”

的话语再现在意识形 态上呈现 出
“

理 性化
”

与
“

国 家动 员
”

相互 交织 的 特 点 。
二者 的 动 态 变

迁 同 中 国 社会的 总体语境之间 存在着 密切联 系 。

【关 键 词】 批判话语分析 ？

，

工作
；
意识形 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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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言 ：

现代生活 中 的
“

工作
”

在现代社会 ，

“

工作
”

作为一种社会实践 ， 早

已 随着 工业 社 会 的 发展
“

自 然化
”

为 人 类生 活

（或生存 ） 的
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 工作在很大程度

上已 成为个人生 活 意义 、 价值实现 以及个体尊严

的基础 ， 甚至是
一个 民族或 国 家得 以延续 和发达

的重要保 障 。 当 然 ， 除 了 工作 以 外 ， 社 会关 系 、

政治和信仰等多个 因素都会对 上述 几个方面产生

影响 ［
１

］

， 但
一

些 迹象表 明 ， 工作在 当 前确 实处 于

个人生活 的 中心地位 。

以个人工作时 间 为例 。 随着世界工人运动 的

发展 ， 各资本 主义 国家陆续确立 了 八小 时 的工作

制度 ； 我 国也在建 国 后将这一 制 度付诸实践 。 然

而 ， 相关统计数据表 明 ：
２０ １ ７ 年 ， 我 国超 时工 作

率为 ４ ２ ． ２％
；
在高 达四 成的 超时工作 中 ， 相关工

作者 以从事生产 制 造业为主 ， 大都是低 收人 和低

学历的 人群 ［
２

］

。 可见 ， 我 国 超时工 作的 现象相 当

—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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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 ， 工作在个人 时间 分配 中 占据 了 相当 大 的部

分 。 著名 经济学家凯 恩斯曾 于二 十世纪三十年代

预言一个世纪后 的人 们每周 只需工作 １ ５ 小时 ［
３
］

。

现如今 ， 凯恩斯预言 的 １ ００ 年 即 将过 去 ， 而当 前

的情况依然
“

严峻
”

： 人们花在工作上 的时 间并没

有明显下降 ， 很多 国 家的工 人都面临工 作时 间 过

长的问题 ， 并且个人 的 很多方面仍然是 以 工作为

基础的 ［
４
］

。

值得
一提 的是 ， 大部分工作者 对工作 的态 度

也不容乐观 。 盖洛普曾于 ２０ １ ３ 年对 １ ４２ 个 国家的

２ ３ 万名工作者展开调查 ， 结果表 明 ： 在工作中 仅

有 １ ３ ％的工作者充满热情 ， 而将 近四分之一的 工

作者对工作存在抗拒心理 ， 其余的 工作者则持 并

不投人的工作态度 ［
５
］

。 也即是说 ， 在某 种程度上 ，

当今社会大部分工作行为是 出 于
“

被迫
”

， 而非 自

愿 、 热爱或是
“

上帝的荣耀
”

。 因 此 ， 基于工作在

当前个人生活 中 的 中 心地位 以 及它在一定程度 上

逐渐成为一张
“

铁笼
”

的现 实 ， 社会科学有必 要

运用理性思考对其进行研究和 阐 释 ， 以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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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 自 身 ， 甚至找到改变社会现象的路径 。

另
一？方面 ， 话语理论 （ ｔｈｅｏｒ ｉ ｅｓｏ ｆｄ ｉ ｓ ｃｏ ｕｒｓ ｅ ）

指 出 ， 话语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相互建构 的 关系 。

就其建构性而言 ， 话语一方 面能够维系 社会再现

再生产 ， 另
一

方面也能够在某 些机制 的作 用下 完

成对社会现实的 改造
Ｍ

。 媒体作 为社会话语生 产

的 主要机构之
一

， 对于社会群体 或个人关于其生

活的想象性构建 ， 发挥 了 至关 重要 的作用 。 抛 开

话语理论不谈 ， 李普曼 就 曾 在 其著作 《舆论 》 中

谈及媒体创造的
“

拟态环境
”

对现实社会 的影 响

——拟态环境通过影 响社会实践 主体 ， 从而经 过

其社会实践完成社 会现 实的 拟态 化
ｍ

。 而 话语理

论则直接指 出话语 和社会 现实之间 相互建构 的关

系 ， 并且更 为关注话语背后 的 意识形态 因 素
——

它是一个社会群体所共享 的价值体 系和信念共识 ，

深刻影响群体 中 的个体 如何想象并规划他的 生活

图景 。 因 此 ， 媒体话语如何再生 产关于
“

工 作
”

的社会现实 ？ 回答此 问题有 助于理解工作本身以

及
“

我们
”

关 于工 作 的 想 象性 构 建 ， 进而 矫 正
“

我们
”

同社会之间 的互动关系 。

作为
一种 社会实践 的形式 ， 话语 同社会现实

之 间存在着双 向 的对话关 系 。 话语被社会现实所

塑造 ， 同时通过某些机制影 响社会现 实本身 。 而

在 同社会现实进行互动 的过 程中 ， 话语实 现 了 其

社会再现再 生产 的功能 ［
８

］

。 当今社会 ， 媒体作 为

话语实践的 主要机构之
一

， 其重要性 和影 响 力 不

言而喻 。 媒体如何描述
“

工作
”

？ 媒体话语 的背后

隐含着怎样的
“

工作意识形态
”

？ 这些问题 的解答

有助于深人理解工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

对于当代 中 国来说 ，
二 十世纪八十 年代是

一

个重要 的转折 。 自 １ ９ ７ ８ 年 １ ２ 月 中 国共产 党十
一

届三中全会开始 ， 中 国 的 社会主义事业进 入了 改

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 的新 时期 。 可 以 说 ， 八 十年

代的改革奠定 了今 日 中 国的基本样貌 。 《人 民 日

报 》 是中 国共产党 中 央委 员 会 的 机关报 ， 是 我 国

主流媒体 的代表 ， 其报 道在影响 中 国社会 群体意

见的形成方面具有 巨 大作用 。 可以 说 ， 《人 民 曰

报 》 对
“

工作
”

的相关报道代表着我 国社会 对于
“

工作
”

的
“

官方意见
”

。

因此 ， 本文将基于批判话语分析 的理论视角 ，

研究 《人 民 日 报 》 １ ９ ８０ 至 １９ ８ ９ 十 年间 关 于
“

工

作
”

的报道 ， 探索
“

工作意识形 态
”

在二 十世 纪

八十年代 中 国
“

官方意见
”

中 的表 征与流变 ， 揭

示相关话语 同社会 现实之间 的 互动关系 ， 试 图 解

答以下问题 ： （ １ ） 《人 民 日 报 》 八十年代的相关话

语如何再现
“

工作
”

， 其背后隐含着怎样 的
“

工作

意识形态
”

？ （ ２ ） 相关话语 同社会 现实之间 的互动

关系是如何在历史语境中展开 的 ？

二 、 研究设计 ：
批判话语分析

本研究将基于语料库 ， 综合借鉴 梵 ？ 迪克 和

费尔克拉夫 的理论视 角 。

一方面关注话语背后 的

工作意识形态如 何成为社会群 体成员共享 的信 念

体系 ， 亦或什 么 样 的 认 知形式影 响 了 与
“

工 作
’’

相关的话语实践 ； 另 一方面则从 费尔克拉夫话 语

分析的 总体框架 出发 ， 探究话语 和社会现实之 间

的对话关系 。

首先 ， 本文进行批判 话语分析 的 部分理论 基

础来源于梵 ？ 迪 克话语理论 的
“

社会
一

认知
”

模

式 。 梵
？ 迪克将新 闻 视为一种 社会公共话语 的 形

式 ， 进而从批判华语分析 ＣＤＡ 的 理论路径出 发对

报纸新闻展开了 广泛 的研究 。 他认为 ， 对新 闻 的

话语研究需要从社会认知 （相对于个体认知而言 ）

的角 度 出 发 ， 关 注
“

新 闻 制 作 （ ｎｅｗｓｐｒｏｄｕｃ
？

ｔ ｉｏ ｎ ）

”

、
“

新闻结 构（ ｎｅｗ ｓｓ ｔｒｕ ｃｔ ｕｒ ｅ ）

”

和
“

新闻

理解 （ ｎｅｗｓ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

”

三个方面 ， 需 要关

注文本 、 社会语境 和认知之 间 的 关 系 。 在此基础

上 ， 他提出 批判话语研究 的
“

社会 一认知
”

模式 。

在
“

社会认知
”

的作用 下 ， 话语 同社 会结构 之间

发生 了广泛而密切 的联 系 ［
９ ］

。 图 １ 展示 了
“

社会

认知
”

、

“

文本结构
”

和
“

社会结构
”

之间 的 关系 。

其中 ， 作为话语具体 表现形式 的 文本结构 同社会

结构之间通过社会认知这
一“

桥梁
”

发生联系 。

社会认知 （认知结构 ）

Ｓｏ ｃ ｉｏｃｏｇｎ ｉ ｔ ｉ ｏｎ （Ｃ ｏ
ｇｎ

ｉｔ ｉ ｖ ｅ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 ｅ
）

文本结构社会结构

（Ｔｅ ｘ ｔｕａｌｓ 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 Ｓｏｃ ｉａｌｓ ｔ ｒｕｃ ｔｕｒｅ ）

图 ｉ 梵 ？ 迪克 的话语分析模型

梵 ？ 迪 克的
“

社会认知
”

强调认知的 社会性 ，

关注社会群体成员 所共享的 （根本性 的 ） 信 念体

系 ， 即意识形态 （ ｉ ｄｅｏｌｏｇｙ ）
——

“

由
一个社会群

—

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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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成员 所 共享 的
一

般性 的思 想体 系 ， 是将影 响 到

他们对社会事 件 和局势 的 诠 释并控 制其话语 以 及

作为群 体成员 的 其 他社会实 践 的 思 想
”

 ［
１ °］

。 在 这

里 ， 意识形态可 被视 为 一个 基本 框架 ， 用 以结 构

社会群 体成员 所共享 的社 会认 知 ， 进而 在文 本和

社会之间 发生 作 用 ； 话语 因 具备 明 确 的 可 言 说

（可 书写 ） 性和说服力 ， 从而在意识形态 再生产 的

诸多形式 中 占据重要地位
［ １ １ ］

。 需要特 别指出 的 是 ，

在梵 ？ 迪克看来 ， 意识形态 不全 是一种 用 于宰制

的工具 ， 它
“

不 但会被 用 于 主宰 或 压制 他人 ， 而

且还被用于抵制或抗争这种主宰
”

［ １
２

＼ 特 别地 ， 在

有关
“

新闻结 构
”

的 研究 中 ， 梵 ？ 迪 克提 出
“

宏

观命题 （ ｍａｃ ｒｏｐｒ ｏｐ ｏ ｓｉ ｔ ｉ ｏｎ ）

”

这 一 概 念 ： 宏 观命

题是新闻 文本在宏 观层面上 的 主 题呈现 ． 其通过

文本结构 的 宏 观规则 从 文 本的
“

命 题群
”

中推导

得出 ［
１ ３

］

。 在新 闻 话语 中 ， 作 为 总 领命题 群 的 意义

框架 ， 宏观命题对 于在 总体 上理 解 文本 的 意义 和

结构层次具有 重 要作用 。 本 文将基 于梵 ？ 迪克 的

社会 一认知模式 和意识形态 理论 ， 归 纳 提炼文 本

的宏 观命题 ， 作为 阐 释话语 同社会现实 之 间互 动

关系 的基础 。

其次 ， 本文 的 另
一个理论基 础来 自 于费 尔克

拉夫的话语分 析模式 。 在费 尔 克拉 夫 的 理论 体系

中 ， 由 文本 、 话语实 践 和社会实 践三个层面 构成

的 总体框 架 是其 话 语分析 的 基 础 。 如 图 ２ 所 示 ，

作为社会实践 的
一 种形 式 ， 话语实践 的 发生 受到

社会总体语境 的 制 约 ， 而文本则诞 生于 话语实践

的过程中 ， 在社会 中 流通并 产生影 响 。 具体而言 ，

“

文本
”

层 面关注具 体话语 的语言 组织 和结 构特

征 ；

“

话语实践
”

层面强调在分析文本所具有 的相

关特征之外 ， 还 要注意话语在社会 中 的 流通过程 ，

要求将文本 同 语境 联 系 起 来 ， 关注 文 本 的 生产 、

分配和消 费 ；

“

社会实践
”

层 面则 关注意识形 态效

应和 霸权过程 。 在 费 尔克拉夫看 来 ， 话语 秩序 的

建构与再建 构是霸权斗争 的重要 组成部 分 ； 从互

文性 的角 度 出 发 ， 霸权 的 变迁可 以 通过话 语变 迁

来体 现
［

１ ４ ］

。

综上所述 ， 在 梵 ？ 迪 克社会
一 认知 模式和费

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模 式 的 基础 上 ， 本文 将综合 二

者的 理论路径 ， 形 成
一套 适合 本研究 的 理论框架

（ 如 图 ３ ） ， 展开 批判话语分析 ， 研究 《人 民 日 报 》

１ ９８０ 年至 １ ９ ８９ 年的工作报道 。

总体而言 ， 本研究将文本 分析 置于 社会语境

中 ，

一方面探讨文本在 社会 再现再生产 中 的话语

—

４４—

文 本

话语实践 （ 生产 ， 分配 ， 消费 ）

社会实践

图 ２ 费尔克拉 夫话语 分析 的三个层 面

 文本＼
？ 语料库历时性分析 ： 宏观命题

＼

分析框架—
＾话语实践互动关系

ｊ
？

历史分期 阐释

一 社会实践／

图 ３ 本文 所采 用 的分析 模型

呈现 ， 另 一方面试图 在 历 史 中展现 文本 、 话语实

践 和社会 实践之间 的 互动 关系 ， 尝试 达 到
“

文本

视 角
”

和
“

语 境 视 角
”

的 有 机 结 合 。 在
“

文本
”

方 面 ， 研究将通过 语料 库 历时性 分析 ， 描述 文本

的 数量及类型分布 ， 从而 掌握八十年 代工 作报道

的 基本信息 。 其次 ， 本文 将基 于理 论提炼文本 的

宏 观命题 ， 从共时和历时两 方面展现 《人 民 日 报 》

工作报道宏 观命题 的 相关特 征 ， 在此 基础 上描述
“

工作
”

在八十年代 中 国主流媒 体 中的话语再现及

其背后所呈现 出 的 意识形 态特点 。 在
“

话语实践
”

方面 ， 本文侧重于 考 察文 本 的生产 过程 。 研究将

以
“

宏观命题 的选 择和组织
”

作 为切人 点 ， 选取

典型案例进 行分析 ， 展现 《 人 民 日 报 》 八 十年 代

工作报道的 话语实 践 同社会总 体语境 之 间 的 互 动

关系 。

话语分析常常 因 为 只关注少数 文本而 被认 为

对文本的分析具有 选择性或研究 不具 备代 表性 等

等 ， 而语料库方法 的运用则 因其对文本较为全 面 、

系统 的囊括而有效 回应 了 上述 问题 ［
１
５
］

。 因 此 ， 本

研究将 基 于 自 建 的 语料 库 ， 以 《 人 民 日 报 》 于

１ ９ ８ ０

—

１ ９８９ 十年 间 的 报 道为样 本来 源 。 《人 民 日

报 》 图文数据库保存着 《人 民 日 报 》 自 １ ９ ４６ 年至

今发表过 的所 有图 文 内容 。 以
“

工作
”

为 关 键词

在数据库 中进行标题搜索 ， 搜索 时 间段 起于 １ ９ ８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止于 １ ９８ ９ 年 １ ２ 月 ３ １ 日 ， 共得到文

本 ５ ５ １ ９ 篇 。 经 研究者逐一 阅 读 、 筛选 ， 去 除无关

文本后 ， 得到文本 ３ ９ １ ３ 篇 。 为了 保持样本 和总体



国 家 动 员 与 理性化改 造 ：

“

工作
”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的 媒介话语变 迁

１ ６ ６

１ ９８ ０ １ ９８ １１ ９ ８ ２ １ ９８３ １９ ８４１ ９ ８ ５１ ９８６ １ ９８ ７ １ ９８ ８ １ ９８９

图 ４ １ ９８０
—

１ ９ ８９ 年 《人 民 日 报 》 工作报道的数 量条形 图

在工作报道 的类型 方面 ， 本 文借 鉴唐斌对 《 人 民

日 报 》 所刊文章的类型 划分 ， 将 １３０ ５ 篇样本 分为

以下八种类型 ：

“

新 闻 （ ｎ ｅｗ ｓ ）

”

、

“

评论 （ ｒｅｖ ｉ ｅｗ ／

ｏｐ
ｉ ｎ ｉｏ ｎ ）

”

、

“

特写 （ ｆｅａ ｔ ｕｒ ｅ ）

”

、

“

读 者来 信 （ ｒｅａｄ
？

ｅｒ
’ｓｌ ｅｔ ｔ ｅｒ ）

”

、
“

图片报道 （ ｐ ｉ ｃｔ ｕ ｒｅｒ ｅｐｏｒ ｔ ）

”

、
“

发

言摘要 （ ｓ ｐ ｅｅ ｃ ｈ ）

”

、

“

访谈 （ ｉ ｎｔ ｅ ｒｖ
ｉ
ｅｗ ）

”

和
“

其他

（ ｏ ｔ ｈ ｅｒ ｓ ）

”？
。 表 １ 呈现的 是 １ ３０５ 篇工作报道的类

型分布 。

基于时 间 分 布 的
一 致性 ， 本研 究采 用 系 统 抽 样

（ Ｓｙｓ ｔｅｍａ ｔ ｉｃＳａｍｐ ｌ
ｉｎｇ ） 的 方法 ， 以

“

２
”

为抽 样

间距对筛选后 的文本进行抽样 ， 最终得到 １ ３０５ 篇

文本 ， 作 为 本研究 的 样本 ， 建立语料库 ， 在此基

础上展开批判话语分析 。

三
、 研究发现 ：

从话语实践到 社会实践

（

一

） 工作报道 的数量和类型

本研究统计 了１ ９ ８０ 至 １ ９ ８９ 十 年间 １ ３０５ 篇工

作报道的 数量变化及类 型 （

ｇｅｎｒｅ ） 分布 ， 以 期在

宏观上对 十年的 样本建 立直观 的 印象 。 如 图 ４ 所

示 ， 十年 间 ， 工作报 道 的 数量 大体 上呈 现 出 先增

后减 的趋势 ， 未 出 现较 大 波动 。 报 道数 最 多 的 年

份为 １ ９８ ５ 年 ， 数量为 １ ６ ６ 篇 ； 报道数最少 的年份

为 １ ９ ８９ 年 ， 数量为 ９７ 篇 。

表 １１ ９８ ０
－

１ ９８９ 年 《人 民 日 报 》 工作报道的 类型分布

类 型 新 闻 评论 特写 读者来信 图 片报道 发 言摘要 访谈 其他 合计

数量 ８ ８ ７ １０ １ １ ２ ２ ６ １ ３ ８ ６ １ １ ７ １ ３０ ５

占 比 ６ ７ ． ９ ７％ ７ ． ７３ ％ ９ ．３ ５％ ４ ．
６ ７％ ０

． ２ ３％ ０
．
６ １％ ０

．
４ ６％ ８ ． ９ ７％ ９９

．９ ９％

由 表 １ 可 以 看 出 ， 数 量最 多 的 类 型 为
“

新

闻
”

， 共计 ８ ８７ 篇 ， 占 比 为 ６ ７ ． ９７％ ， 大大 超过 了

其余类型 。 可见 ，

“

新闻
”

是 １ ９ ８ ０
—

１ ９ ８９ 十 年间

《人民 日报 》 对工作进行话语再现的 主要方式 。 它

在社会语境 的 深刻影响 下诞生 ， 又通过新 闻话 语

的方式重构社会现实 。 新 闻话语 的 背后潜 藏着新

闻制 作者 的社会和 政治态度 ， 传递 其所属社 会群

体所共享 的 价值体系 和信念共识 。 对这些新 闻 进

行分析 ， 有助于深 人了 解 《 人 民 日 报 》 八十年 代

工作报道 的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 因素 。

其次 ，

“

特写
”

和
“

评论
”

是数量排名 第二和

第三的 两 种类 型 ， 篇数 分别 为 １ ２ ２ 篇 和 １ ０１ 篇 ，

占 比分别为 ９ ．３ ５ ％ 和 ７ ． ７ ３％ 。 虽然二者 的 数量远

远少于
“

新闻
”

， 且 占 比均未超过 １ 〇％ ， 但它们也

在一定程度上丰富 了 工作报道的 话语呈现 。 其中 ，

《人 民 日 报 》 八十年代工作报道的
“

特写
”

大多 选

取了典型 的 工作者或组织机 构 ， 描写他们 的 相关

优劣事迹 （ 以正 面事迹 为主 ） ， 体现出在特定的 时

代背景下
“

官方意见
”

对具备某些特质 的工作 者

或组织机构 的 褒扬或贬斥 态度 ； 而这种 褒扬 或贬

斥 ， 在社会认 知 的方 面为 社会 群体成员 树立 了 实

践的评价标准 ， 进而影响他们的行 为 。

“

评论
”

则

是 《 人民 日 报 》 观点 和 态度 的 直接 表达 ， 它在 引

导公众意见方面扮演 了 十 分重 要 的 角 色 ， 在社会

群体信念共识的形成和加强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

“

读者来信
”

数量共计 ６ １ 篇 ， 占 比 为 ４ ．６ ７％ 。

该类型是 《人 民 日 报 》 与读 者之间 发 生互动 的体

现 ， 其较少 的 数 量 和 占 比 在
一

定程 度上 反 映 出

《人 民 日 报 》 在八十年代对工作的话语再现主要是

通过其记者 和 编辑来完 成 ， 而非 媒体 和公 众之间

的观念交换 。 事 实上 ， 尽管 《 人 民 日 报 》 赋予 了

读者
“

来信的权力
”

， 但毫无疑 问 的 是 ， 并非所有

的读者来 信都会呈现在报纸 版面 当 中 。

“

读者来

信
”

这一类 型 同 样包 含 着报 纸编 辑们 的 意志 ， 对

读者来信 的 刊登 蕴 含 着编 辑 们 的 某 种认 知 框 架 ，

进而使得
“

来 信
”

体现 媒体 的 立场 ， 而不 再仅仅

关乎读者的意 志本身 。

此外 ，

“

图 片报道
”

、

“

发言摘要
”

和
“

访谈
”

是报道数量最少的三种类型 ， 共计 １ ７ 篇 ， 总 占 比

仅为 １ ． ３ ％ 。 它们 同样为再现
“

工作
”

提供了不 同

的视角 （尽管相 当有限 ）
。
本文将以 上所有 的类型

都纳人进一步考察的 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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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宏观命题

宏观命题是 新 闻文本 在语义宏 观层 面上 的 主

题呈现 ， 对于总体把握文本 的 意义 和结 构层次具

有重要作用 。
作 为文本意 义赋予 的 总体框 架 ， 宏

观命题 的组织并非 是
一种 完全无 意识 的 行为 ， 相

反 ， 它透露出 新 闻制 作者在进行新 闻 生产 时对材

料所持有的认 知形 式 。 因 此 ， 从 工作报 道 的宏 观

命题这
一角 度 出发 ， 可 以 洞 察 《人 民 日 报 》 在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对
“

工作
”
的挑 选 、 组 织 和意义

赋予 ， 进而看到它 通过怎 样 的新 闻 话语影 响 社会

群体关于
“

工作
”

的信念构成 。

所谓
“

微观 场域
”

， 指 的 是 文本 的 宏 观历史

变迁在话语实践层 面中 的具体呈 现 ， 包括文本的

生产 、 分配 和消 费过程 ［
１ ７

］

。 就文本 的生产过程而

言 ， 梵 ？ 迪 克指 出
“

新 闻 文本 制 作 的 目 标 和 规

划
”

是影 响新闻工 作者进行新 闻 生产的 认知 因 素

之一 ；

“

新 闻 图 式
”

和
“

宏 观结 构
’ ’

是该认 知 因

素的 两个重要组 成部分 ， 而宏观命题 即存 在于新

闻 文本的 宏观结构 中 ， 作 为总领命题群 的 意义构

成框架
［

１ ８
］

。 由 此可见 ， 对命题 的选择和组织正是

话语实践的具体形式之
一

， 存在 于文本 的 生产过

程中 。

下文将围绕 １ ９ ８ ０

—

１ ９ ８９ 年 《人民 日 报 》 工作

报道 的宏 观命题 及其 在微观 场域 中 的 具 体 呈 现

（话语实践层面 ） 分别展开论述 。
具体而言 ， 本文

将首 先提炼 １３０ ５ 篇工作报道的宏 观命题 ， 展现其

命题特点和分布特征 ， 以进一步揭示 《人 民 日 报 》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对工作的 话语再现于 总体上

呈现 出 的意识形态 特点 。 其次 ， 本文将进
一 步研

究工作报道 的话语实 践 ， 具体侧 重于
“

新 闻 文本

制作 的 目标 和规划
”

方 面 ， 以
“

宏观命题 的选 择

和组织
”

为切入点 ， 就宏观命题 和微观场域 之间

的互动 ， 提供相关 阐释 。

在精读文 本 的 过程 中 ， 本 文 提炼 出 １ ９８０
—

１ ９ ８９ 年 《人 民 日 报 》 的 １ ３０ ５ 篇工作报道所采用 的

九种宏观命题 ， 以 揭示新 闻 文本 在宏观 层面上 的

主题呈现 。 在实 际 的 文本 中 ， 难免 存在 多个命题

同 时出现的情况 ， 本文根据 它们在语义 结构 中 的

位置 和层级作 出取舍 ， 尽 量做到 在 每篇 文本 中 只

提炼 出
一种宏观命题 。

表 ２ 呈 现 的 是 宏 观命题 在 总 体上 的分 布情

况 （ 按 占 比 从高 到低排 列 ） 。 下文 将辅 以具体 的

文本实例 ， 解释每种 宏 观命题 的认 知 视 角 和 意

义框架 。

—

４６—

表 ２１９８ ０

—

１ ９８９ 年 《人 民 日报 》工作报道 的

宏观命题总体分布

宏 观命题 数量 占 比

１
． 工作理性化 ２ ７３ ２０ ．９ ２％

２ ． 工作部署或倡议 ２ ５３ １ ９ ． ３９ ％

３ ． 工 作务实 １ ８６ １ ４
．
２ ５％

４
． 工作为 国 家服务 １ ７３ １ ３

．
２ ６％

５ ． 引 领思想促进工作 １ ４３ １ ０ ．９ ６％

６
． 工作 内容介绍或 回顾 １ ３７ １ ０

．
５ ０％

７ ． 艰 苦奋斗敬业奉献 ９４ ７
．
２０ ％

８ ． 工作为人 民服 务 ５ ２ ３
．
９８ ％

９ ． 关心工作者 ４９ ３
．
７ ５ ％

合计 １ ３６ ０ １ ０４
．
２ １ ％

１
． 工作理性化 ： 倡导理性地工作 。 对工作进

行理性化改造 ， 包括
“

追求效率
”

、

“

专业 分工 ，

专人专用
”

、

“

制度 化
”

和
“

法制化
”

等等 。 对 理

性化的倡导 既存在于宏观的 工作制 度层面 ， 也 渗

透在对个体工作者 的 行为要求 中 。 例如 ：

“

现在 ，

广大 工人 、 农 民 、 知识分子越 来越讲求效率 了 ，

各级领导机关 中要求 提高效率 的 同 志也越来越 多

了
” Ｄ９

］

；
“

聪明 的领导者最显著的特点 ， 就是 能珍

惜时间和妥 善果断地解决问 题 。 时间 是
一种 特殊

的 资源 ， 犹豫不决是要误事的
”

［
２°

］

；
“

凡是用非 所

学 ， 安排不 当 ， 分配下去没有任务 的 ， 我们 都有

权调整 ， 重新安排他们 的工作 ， 充分 发挥他们 的

作用
”

［
２

１
］

；
“

作为政务工作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

‘

折

子工程
’

就是市政 府把全年 的各 项主要工作 分门

别类制成图 表 ， 并标示出 工作 内容 ……下达 给各

个工作部门
”

［
２ ２

］

。 在 《人民 日 报 》 八十年代 的工作

报道所采用 的所有宏观命题中 ，

“

工作理性化
”

是

数量最多 、 占 比最 高 的
一类 ， 共计 ２ ７３ 篇 ， 占 比

为 ２０ ．９ ２％ 。 由 此可见 ， 中 国八十年代的
“

官方意

见
”

对工作 的话语再 现 ， 在 主题呈现方面为 工作

赋予 了相 当 程度的理性化色彩 。

２
． 工作部署或倡议 ： 某单位 或个人对某 种具

体工作的部署或倡议 。 例如 ：

“

建议抓好国产故事

片的译制 工作
”

［
２ ３

］

；
“

开展 经济法 制工作 ， 是机械

工业 的当务之急
”

［
２ ４

］

。 在以
“

工作部署或倡议
”

为

宏观命题的新闻报道 中 ， 《人 民 日 报 》 大 多作为信

息发布的渠道 ， 为党和 国家 政府机 构 （如
“

国务

院
”

、

“

公 安部
”

等 ） 传达某种 具体工作 的宏观部



国 家 动 员 与 理性化 改造 ：

“

工 作
”

在 ２ 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的 媒介话语 变 迁

署情况 ， 呈现出 从上 到下 、 从 中心 到 四周 的传播

和动员 特点 。
该宏 观命题数量 共计 ２ ５ ３ 篇 ， 占 比

为 １ ９ ． ３ ９ ％ ， 仅次于 占 比最高的
“

工作理性化
”

。

３ ． 工作务实 ：

一方面要求工作要从实际 出 发 ，

实事求是 ； 另
一方面 强调工作 要注重 实效 ， 出 成

果 。 例如 ：

“

反对那些空洞无物
…… 不解决实际问

题……的所谓思想政治工作
”

［
２ ５

］

；
“

在不少 部门 的

领导工作中 …… 只 图 形式 、 不讲实效 的风气颇 为

盛行
”

［
２
６ ］

。 该 宏 观命题 数 量 共 计 １ ８６ 篇 ， 占 比

为１ ４ ．２ ５ ％ 。

４ ． 工作为国 家服务 ： 工作 者为国 家大 计 （如
“

四个现代化
”

、

“

改革开放
”

等 ） 工作 ， 为实现国

家层面 的 目 标或计 划而努力 。 相关 的文本 主要 分

为两大类 ： 其 中
一类传达 了 国 家层面对工作者 的

号召 （如领 导人 的讲话或 相关人士 、 组织 和机 构

的 倡议等等 ） ， 例如
“

我 们 的
一切 工作 （ 经济 的 、

政治的 、 意识形态 的 ） 都 应当 服从和服务 于这个

大局 ， 为搞好这个大局作出贡献
”

［
２ ７

］

； 另
一

类则站

在工作者的 角 度 ， 叙述他 们志愿投身 国 家 建设 的

相关事迹 ， 例如
“

在开发 和建设大西北的 伟大事

业需要
一

代新人的 时候 ， 我不能无动于衷
”

［
２８

］

。 这

两类文本在 总体 上构成 了
“

号召
”

与
“

积极 响应

号 召
”

这一组对话关 系 ， 在话语层面为 国家 和工

作者之间建立起强有力 的联 系 ： 这组关系 把那些

在话语层面 中
“

被迫
”

保 持沉默 的
“

他者
” 排 除

在外 （例如关心个人利益者 、 非 志愿者等等 ） ， 向

社会群体成员灌输
“

我们
”

的观念 （

“

我们
”

是怎

样 的工作者 ） ， 从而在国家 与工作者之 间建立起天

然 的联 系 。 该 宏 观命题 数 量 共计 １ ７ ３ 篇 ， 占 比

为１ ３ ．２ ６ ％ 。

５ ． 引领思想促进工作 ： 强调对工作者 的思想

引领 ； 通过思想领域 中 的 某些行动 ， 促 进工作 实

践 的开展 。 例如 ：

“

石圪节煤矿做
一人一事的 政治

思想工作… … 去年 以来他再 没有旷过工 ， 还被 大

家选为先进生产者
”

［
２ ９

］

；
“

该厂坚持对职工加强思

想教育…… 在今 年夏天
一些地方 出 现动 乱 的情 况

下 ， 这个厂生产 、 工作秩序井然
”

［
３°

］

。 该宏观命题

数量共计 １ ４３ 篇 ， 占 比为 １０ ．９ ６ ％ 。

６
． 工作 内 容介绍 或 回 顾 ： 某单位 、 机构或个

人对某种具体工作 的 内 容介绍或总结回 顾 。 例如 ：

“

我 国公证制度的重建工作 已 初步完成 。 目 前 ， 我

国公证事业 无论 是 在规模上 还是业 务 内容 方面 ，

都已 超过 ５ ０ 年代 的水平
”

［
３ １

］

。 该宏观命题数量共

计 １ ３ ７ 篇 ， 占 比为 １ ０
．
５０ ％ 。

７ ． 艰苦奋斗 敬业奉献 ： 工作者在工作 中 表现

出 艰 苦奋 斗 、 敬业 奉 献 ， 甚 至舍 身忘 我 的 精 神 。

例如 ：

“

他 以 顽强 的 意志 ， 战胜困难 ， 忘我工作 ，

已连 续 四 年 被评 为 青 海 石 油 管 理 局 的 劳 动 模

范
”

［
３ ２

］

；
“

为 了生产 ， 牛树理不分 白 天黑夜地 干 ，

节假 日几乎全在厂里度过 。 只要车 间里有人上班 ，

他总要去看看
”

［
３ ３

］

。 部分文本呈现出
“

艰苦奋斗 敬

业奉献
”

与
“

工作为 国家服务
”

相互交织的 状态 。

该宏观命题数量共计 ９ ４ 篇 ， 占 比为 ７ ．２０％ 。

８
． 工作 为人 民服 务 ： 在 工作 中 为人 民 服 务 、

替群众着想 。 例如 ：

“

绝不能再只 图 自 己 省事 ， 而

要处处关 心 儿童 和 想 到 广大 人 民 群 众 ， 做 好 工

作
”

［
３ ４

］

。 该命题下的部分文本也同样重叠于
“

工作

为 国家服务
”

这一宏 观命题之下 。 该宏观命题数

量 共计 ５ ２ 篇 ， 占 比 为 ３ ．９ ８％ 。

９ ？ 关心工作者 ： 改善工作 者的 工作条件 ， 关

心工作者的 生活 。 例如 ：

“

（生产队 ） 拿 出 １ ２ ００ 元

资金 ， 买 了２ ０ 套工作 服 ， 给全队整半劳力每人发

了
一

套
”

［
３ ５

］

；
“

黑龙江省从 实际出 发 ， 采取措施改

进边远地 区科技人 员 的 工作和生活条 件 ， 鼓励 科

技人员专心致志 ， 做好工作
”

［ ３ ６ ］

。 该宏观命题数量

共计 ４ ９ 篇 ， 占 比为 ３ ．７５ ％ 。

以上是 １ ３ ０５ 篇工作报道所采用的 九种宏观命

题 以及 它们在总体 上的 分布情况 。 那 么就工作 而

言 ， 《人民 日 报 》 在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对上述意义

框架的使用 ， 隐含着怎样的意识形态呢 ？

根据梵 ？ 迪克 的意识形 态理论 ， 话语体 系 中

作 用 于 群 体 活 动 的 知 识 （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 ｅ ） 、 规 范

（ ｎｏｒｍ ｓ） 、 价值 （ ｖａ ｌ ｕｅ ｓ ） 及相应 的评 价 （ ｅｖ ａｌｕ ａ
？

ｔ ｉ ｏｎ ｓ ） ，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个社会群体的 认知

形式 ， 即意识形态
——从社会认知 的 属性上来说 ，

它是社会群体成员 共享 的
一

般性 的信 念体系 ， 其

影 响群体成员 对社会事物 的 认识并控 制他们 的社

会实践 。 在 意识形态 的 作用 下 ， 这些规 范 、 价值

和评价通过话语实践强化 了社 会群体 中关 于
“

我

们
” 的观念 ：

“

我们是谁
”

、

“

我们做什么
”

、

“

我们

想要获得什么
”

、

“

对 于我 们 而言什 么 是好 ／坏
”

、

“

谁与我们 同盟 ／对抗
”

、

“

我们拥有或缺乏权 力 的

基础是什 么
”
——

梵
？ 迪 克将其称为 意识形态结

构范畴的
“

通用图式
”

（见表 ３ ） 。

根据上述思路 ， 结 合前文对宏观 命题使用 特

点和分布情况 的 分析 ， 本 文得 出 《 人 民 日 报 》 在

二 十世纪八十 年代对工作的话语再现包
＇

含 的 意识

形态结构范畴 （见表 ４ ） 。

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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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意识形态结构的示意范畴
［
３ ７

］

身 份 ：我们是谁 ？ 谁属 于我们 ？ 我们从哪里来 ？

活 动 ：我们通 常做 什么 ？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

目 标 ：我们想要获 得什么 ？

规范和价值 ：对 于我们而言 ，什 么是好 ／坏 ， 什 么是 被允许

或禁止的 ？

群体关系 ：谁 是我 们的 同盟者和反对者 ？

资源 ：我们拥 有或缺乏权力 的 基础 是什么 ？

表 ４１ ９ ８０

—

１ ９８ ９ 年 《人民 日 报 》工作报道的

意识形态结构范畴

身份 ： 建设社会主义的 工作者

活动 ： 以 经济建设为 中心 ， 为 国 家大计工作

目 标 ： 实现
“

四 个现 代化
”

， 促进
“

改革开 放
”

规范和价值 ：理性原则 、 务实观念 、思想 纯洁 、 敬业 奉献

群体关系 ： 社会主义祖 国建设者

资源 ：经济 基 础薄弱 ， 政治 道路有 曲折但前途光 明 ， 思 想

资源强大

综合前文的分析 ， 结合 表 ４ 所 列 出 的意识形

态结构 范畴 ， 本 文认为 １ ９ ８０ 
—

１ ９ ８９ 年 《 人 民 日

报 》 对工 作的话语再现在意识形态上呈 现 出
“

理

性化
”

与
“

国家动员
”

相互交织的特点 。

一

方面 ， １９ ８０ 至 １ ９ ８ ９ 十年间 《人 民 日 报 》 对
“

工作
’’

的话语再现 以倡导对工作 的理性化改造为

主 ， 包括工 作体 制 的 制度 化 、 规 范化和法 制 化 ，

工作者的 知识化和 专业化 ， 以 及工作实践 本身的

效率化 和计算化 。
具体而 言 ， 在 此命题框 架 下 ，

《人民 日 报 》 挑选 了
一

系列 典 型人 物 和机构 ， 从
“

正面
”

叙 述 它们在 工作方 面 的 理 性化 成 果 ， 例

如
：

“

湖北省随州市党政机关干部 …… 提高 了工作

效率 ， 促进了工业生产 的发展
”

［
３ ８

］

。 其 次 ， 制度呈

现是 《人 民 日 报 》 八十 年代工作报 道新 闻 话语 的

重要组成部分 ， 国家 体制 改革或 民 间 制度创造 中

的相关理性化实践被纳人工作报道 的话语体系 当

中 ， 例如 ：

“
…… 制 订了 《机关 岗位责任制 》 ， 使

干部和 职工的 工作有 了进取 目 标和 考核标准
”

［
３ ９

］

；

“

推行满负荷工作法 ， 就能使企业 的每个职工… …

每一分钟 、 每种原料都充分发挥作用
”

［
４ ＂

］

。 从某种

程度上说 ， 强调
“

从实 际 出 发 ， 实事求是
”

、

“

注

重实际效益 ， 出 成果
”

的
“

工作务 实
”

（宏 观命

题 ） ， 也存在理性化的痕迹 。 随着 《人 民 日 报 》 相

关话语实践的 展开 ， 这些有关理性化 的
“

进 步
”

、

“

成果
”

和
“

制度 呈现
”

逐渐转 化为 一 系 列知识 、

规范 、 价值 和 评 价 ， 构 成 中 国 社 会关于
“

工作
”

的信念共识 ， 进而影 响其 中 每一个成员 的 工作观

—

４ ８—

点和工作实践 ， 最终 在社会 实践 的层 面上参 与完

成对工作的理性化改造 。

另
一方面 ，

“

国 家动员
”

同 样是这一时期 《人

民 日报 》 工作意识形 态的 主要 特点 。

“

国 家动员
”

指的是 以国 家本身为 目 的 广泛动 员群 众 ， 参与 到

以国家为终极价值 的
一

系 列社会实践 中
［
４ １ ］

。 在二

十世纪八 十年代 《人 民 日 报 》 工 作报道 的 话语再

现 中 ， 首先就工作者 而言 ， 其 存在 于社会主义祖

国 的建设队伍中 ， 其工作 目 的是为 了实现
“

四化
”

和
“

改革开放
”

等 国 家层面的 目 标和计划 ；

“

国 家

号召
”

与
“

工作者积极响应号 召
”

这组对话关系 ，

回避了
“

沉默的他者
”

， 于话语层 面框定 了工作者

与 国家之 间 的 关系 ， 即 工 作者要
“

积极
”

、

“

自

愿
”

、

“

主动
”

为建设祖 国服务 。 其次 ， 当 国家本

身成为 目 的 ， 其实现 则需要广 泛动 员 群众 ， 激发

个体的集体主义意识和 自 我奉献精神 ， 于是在相

关新闻 文本 中 ， 可 以 发 现
“

艰苦 奋斗 敬业 奉献
”

与
“

工作 为 国 家 服 务
”

相 互 交叠 的 现 象 ， 例 如
“

他们舍弃奖金高 、
工资有保障的 工作环境 ， 自 愿

到后进厂工作 ， 主要是想趁 自 己 年轻 、 精 力 旺盛

的 时 候 ， 多 给 国 家 做 些 事 情 ， 为 国 家 挑 重 担

子
” ［ ４ ２

］

； 而
“

引 领思想促进工作
”

这
一宏观命题 的

存在则体现 出
“

思 想 引 领
”

作 为纽带 、 润 滑剂和

催化剂在个体 和集体之间 发挥 的联结作用 。 在这

样的话语再现 中 ， 广 大参与社会 主义 建设 的 工作

者将国 家的 宏观规划作 为 自 我实现 的舞 台 ， 而工

作者个人的苦难 、 纠 结和 挣扎都 隐没 在历 史建设

的 帷幕后 ， 成为
一种

“

缺失
”

的存在 。

综上所述 ， 《人民 日 报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

关工作的话语再现在意识形态上呈现 出
“

理性化
”

与
“

国家动 员
”

交织共存的 特点 。 换句话说 ， 《人

民 日 报 》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通过大量 的话语实践 ，

以
“

理性化
”

和
“

国 家动员
”

的 观念为主 ， 参与

塑造转型期 的 中 国社会关于
“

工作
”

的信念共识 ；

期 间 ， 在 《人民 日 报 》 的 话语再现 中 ，

“

工作制

度
”

和
“

工作实践
”

于 国家动 员 的
“

主旋律
”

中

逐步推进其理性化改造 ， 而
“

工作 者
”

也逐 步在

理性原则 的要 求下 改造 自 身 ， 并参 与 到 以 国家为

目 的 的宏大实践 当 中 。

（三 ） 微观场域

文本在宏观历史变迁 中呈 现的 微观场域正是

话语实践层面 ， 包 括文本 的 生产 、 分配 和 消 费 过

程 。 本节将 由 共时性 的考 察转 人历 时 性的 分 析 ，

关注作为话语实践层 面的微观 场域是如何 在具体



国 家 动 员 与 理性 化改造 ：

“

工 作
”

在 ２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 的媒介话语 变 迁

语境 中展开 的 。

具体而言 ， 在 文本 的生 产过 程 中 ， 对 目 标 和

规划 的认知 在很 大程度上影 响 了 新闻 制 作者 的文

本生产 ， 它反映 出文本制 作者对总体语境 的认识 。

前文 已经说 明 ， 宏观命题是反 映该认 知 因 素 （新

２００ｒ－

１ ８０－

闻文本制 作 的 目 标 和规划 ） 的 重要方面之一 。 因

此 ， 在具体语境 中 ， 新 闻 工作 者选 取 了 哪些命题

对原材料进行 意义建构从 而完 成文本 生产 ？ 下文

主要 围绕这
一方面 ， 选取

“

工作支边
”

这
一

典例 ，

就文本和话语实践之 间的互动 ， 进行相关讨论 。

■ 工作内容介绍或回顾■ 工作理性化

工作为国家服务■ 工作为人民服务

ａ 关心工作者曰 引领思想促进工作

《人 民 日 报 》 工作报道 的宏 观命题数量 堆积柱 形图

■ 工作部署或倡议

國 工作务实

Ｖ 艰苦奋斗敬业奉献

图５１ ９ ８０
—

１ ９８ ９年

图 ５ 呈现的是 １ ９８ ０

—

１ ９８ ９ 年 《 人民 日 报 》 工

作报道宏观命题数量 的 历时 变化 。 通过堆 积柱形

图 ， 可 以看 到每种宏 观命题 的 数 量及其 与 总 体之

间 的 比例关系 的变迁 。

首先 ， 本文关注 到
“

工 作为 国 家服 务
”

这一

宏观命题 的数量在 １ ９８ ３ 年显 著增 多 。 在细读文本

的 过程中 发现 ， 这 一命题 数量 的 增 多 ， 与
“

工作

支边
”

话语 的 大量 出 现有 关 。 具体 而言 ， 与
“

工

作支边
”

相 关的 新 闻报道介 绍 了许 多工作 者 和 毕

业生响 应 国 家号 召投 身边 远地 区 （ 相对 于经济发

达地区而言 ） 建设 、 扎根边 疆 的 事迹 。 其 中 工作

者的 去 向 ， 以新 疆 、 西 藏 和 农村 边 远 山 区 为 主 。

例如 ：

“

辽宁 锦西杨家杖子矿务局一批专业技术干

部 自 愿去青 海矿 山 工作 … … 有人劝 他不要 到 青海

自讨苦吃 ， 他说 ：

‘

我能 为发展我 国有色金属 工业

去吃苦 ， 感 到无尚 光荣 。

’
”

［
４ ３

］

；
“

‘

我们愿把青春和

知识贡献给西藏的 四化建设 。

’

这是 兰州 大学三名

要求到西藏去工作 的应届 毕业生 向 校党委 表示的

决心
”

［
４ ４

］

；
“

长 春市锡伯族女教师胡 爱萍 ， 昨 天 乘

车离开长春 ， 志愿到 新疆察布查 尔锡 伯 自 治县从

事 民族教育工作
”

［
４ ５

］

。 类似的 新 闻话语还可 以在临

近几年的样 本 中找到 。

《人民 日 报 》 于此 期 间 在
“

工作 为 国 家服务
”

这一宏观 命题 的 框 架下大 量 生 产 以
“

工 作 支边
”

为 主要 内容的 新 闻 文本 ， 其原 因 何在 ？ 分析话语

实践 ， 离不开对话语 实践 主体的 考察 。 《人 民 日

报 》 是 中 国 共产 党 中 央委 员 会 的机关报 ， 是 我国

主流媒体的 代表 ， 其新 闻 生产必 然要 服务于 党的

意志 ， 反映党的 路线 、 方针 和政策 。 自 建 国 以来 ，

为 了平衡地 区间 发展 的 不平 衡 ， 中 国 共产党 长期

提倡 青年工 作者支援 边疆建 设 。 改革 开放后 ， 边

远地区纷纷出 台针对知 识分子或技术专业人员 的优

惠政策 ， 鼓 励他们 投 身到 相关 的 建设领域 中 。 此

外 ， 在改革初期 ， 农村工作是改革 的 重点领域 ， 国

家鼓励领导干部 （特别是专业人才 ） 参与 到农村建

设 中 ， 比如在 １ ９８２ 年发布的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

要 》 中就提到要在
一定的政策鼓励 条件下 ， 将毕业

生分配到农业生产的前线去 。 在这样 的社会 和政

策背景下 ， 《人 民 日 报 》 刊发 了不少有关
“

工作支

边
”

的报道 ， 以
“

志愿
”

、

“

支援边疆
”

、

“

建设社会

主义
”

、

“

光荣
”

等表述 ， 在
“

工作为 国家服务
”

的

框架下 ， 完成 了对
“

支边
”

的话语再现 。

综 上所 述 ， 文本 是话语 实践 的 产 物 ， 在文 本

的生产过程 中 ， 对宏 观命 题 的选择 和组织 体现 着

文本生产 者对总体语 境的 认识 ， 并受 到媒 体机 构

意识形态立场和政治经济结构等因 素的 影响 。 《 人

民 日报 》 作 为 中 国共 产党 的 机关报 ， 它 的 话语 实

践 围绕党 的 意志展 开 ， 浸 润在更加 复杂 的 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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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语境中 ； 而作 为新闻 生产 的结 果 ， 每 一篇新 闻

话语 的文本 ， 又无 不体现着 《人 民 日 报 》 对八 十

年代 中 国 总体语境的认识 。

四 、 结论与反 ：思

文本 、 话语实践 同 社会实践之间 存在着 紧 密

的互动关系 。 文本诞生 于话语实践 ， 而话语 实践

又受到社会实践 的 深刻影 响 。 若从认 知 的 角 度梳

理三者之间 的关 系 ， 即 是社会认知 构 成 了 文本和

社会之间相互联 系 的纽 带 。 植根 于社会 结构 中 的

观念体系深刻影 响 着话语 实践的 发生 ， 从而作用

于文本 ； 而文本又通过 参与建构社会 群体信念共

识的方式 ， 反作用于社会现实 。

本文从批判话语分析 的理论视角 出 发 ， 通过

语料库历时性分析 ， 探究 《人 民 日 报 》 在 １ ９ ８０

—

１ ９８ ９ 年间对
“

工作
”

进行的 话语 再现 。 从总体上

看 ， １９ ８０

—

１ ９ ８ ９ 年 《人 民 日 报 》 的工作报道存在

多种类型 ， 但以新 闻 为主 。 报道 的 意义表达被结

构在九种宏观命题 当 中 ： 工作 部署或倡议 、 工作

内容介绍或 回顾 、 工作 理性 化 、 工作务实 、 工作

为 国家服务 、 工作 为人 民服 务 、 艰 苦奋斗敬业奉

献 、 关心工作者 、
引 领思想促进工作 。

若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当 作
一个截面进行共

时性分析 ， 从 工作 报道 所采 用 的 宏观命题人手 ，

本文发现 《人 民 日 报 》 八 十年代对工作 的话语再

现在意识形态上呈现 出
“

理 性化
”

与
“

国 家动员
”

相互交 织 的 特点 。 在 国 家动 员 的
“

主旋 律
”

中 ，

“

工作制度
”

和
“

工作实践
”

逐步推进其理性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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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 而
“

工作者
”

也 逐步在 理性 原则 的要 求 下改

造 自 身 ， 并参与 到 以 国家为 目 的的 宏大实践 当 中 。

在
“

理性化
”

和
“

国 家动员
”

两大主要观 念 的影

响下 ， 《人 民 日报 》 关于工作的话语再现构成 了转

型时期 中 国社会群 体成 员 工作实践 的规范 、 价值

及相应的评价 ， 影响 了他们对工作的认知 与行 动 ，

从而在社会实践的层面上完成对工作的相关改造 。

若持历时性 的 视角 进入 《 人 民 日 报 》 二 十世

纪八十年代对工作 的 话语再现 ， 本文发 现 ， 在转

型时期的历 史语境 中 ， 作 为工作 意识 形态 的 两大

特征 ，

“

理性化
”

和
“

国家动 员
”

在话语变迁 中 呈

现出 一定的张力 。

一方面 ， 《人民 日 报 》 在对工作

的象征性构 建 中持 续推进对工作 的 理 性化 改造 。

在此过程中 ， 国家理性化实践 的 一系 列行动不 断

丰富 了 《人 民 日 报 》 对工作 的 理性化再现 ， 从 而

从
“

主流
”

的角度 ， 通过话语 实践 的作用 完成 中

国社会理性工作观念的 再生产 。 另
一方 面 ， 与转

型之前 的思想政治遗产存在密切关系 的
“

国 家动

员
” 意识形态 ， 随着 中 国社会 的 变革 （ 尤其是理

性 国家 建设 的 深人 ） 而在 《 人 民 日 报 》 的工作话

语 中逐渐式微 ， 而后 又在 特殊事件的 影响下得 到

强化 。

《人民 日 报 》 的话语实践浸润在复杂的 社会经

济 、 政治和文化语境 中 ， 且与 它 自 身 的 意识形 态

立场和政治经 济结构存 在密切联系 。 每一 篇 《人

民 日报 》 新 闻话语的文本 ， 都在某种程度上传达

出其生产者 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中 国 总体语境 的

认识和把握 。

（责任编辑 ： 王 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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