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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ꎬ中国水污染状况很严重ꎬ亟需全社会关注ꎮ 文章以 Ｓｒｉｄｈａｒ 有关语码转换的定义及

ｖａｎ Ｄｉｊｋ 的语境模型为理论基础ꎬ搜集«中国日报»和«搜狐新闻»(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关于水污染的新闻

报道ꎬ对其中书面语和口语间的语码转换进行分析ꎮ 共找出新闻报道中语码转换的四种不同表现

形式ꎬ并进一步指出书面语和口语间语码转换起到填补词项空缺、避免表意不清、突显关键信息、表
达委婉语气和拉近彼此距离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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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ꎬ语码转换成为许多学科

的热门话题ꎬ如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ꎮ 在语言

学领域ꎬ语码转换受到了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等分支

的关注ꎮ 学者主要研究不同语言间或同一语言内方

言与标准语间的语码转换ꎬ而很少研究书面语和口

语间的语码转换ꎮ 为了弥补这一研究不足ꎬ本文拟

从社会语言学和批评性语篇分析的视角研究«中国

日报»和«搜狐新闻»(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关于水污染的新

闻报道中书面语与口语间的转换ꎬ并试图阐述语码

转换的作用ꎮ

１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国外对语码转换的研究大体集中在以下 ３ 个方

面:(１)Ｇｕｍｐｅｒｚ 按成因将语码转换分为情景型语码

转换和喻意型语码转换[１]ꎮ 这两种语码转换揭示

了情景变化是语码转换的诱因之一ꎮ ( ２) Ｍｙｅｒｓ￣
Ｓｃｏｔｔｏｎ 运用标记模式将语码转换分为无标记语码

转换和有标记语码转换[２]ꎮ (３)Ｇｉｌｅｓ 运用“言语顺

应理论”对语码转换现象进行解释ꎬ指出语码转换

过程中存在语言靠拢与语言偏离[３]ꎮ 国外学者为

语码转换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ꎬ但对语码转

换的作用并未给出明确答案ꎮ
国内对语码转换的研究起步较晚ꎮ 黄国文借助

Ｇｒｉｃｅ 的方式准则研究汉英语码转换ꎬ并分析其动

机[４]ꎮ 依据标记模式和言语顺应理论ꎬ陈立平对常

州话和普通话间的语码转换进行定性和定量研

究[５]ꎮ 杜辉指出语码转换不仅存在于双语或不同

变体间ꎬ也存在于同一变体内[６]３７ꎮ 这一研究扩展

了国内语码转换的研究范围ꎮ

２　 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本文以 Ｓｒｉｄｈａｒ 对语码转换的定义为基础ꎬ并在

语料分析过程中运用了 ｖａｎ Ｄｉｊｋ 的批评性语篇分析

理论ꎮ
２.１　 理论框架

Ｓｒｉｄｈａｒ 认为ꎬ语码转换可在同一语言内的不同

变体间发生ꎬ即“从一种语言变体(区域方言、正式

或非正式语体等)转换成另一种变体” [７]ꎮ 杜辉指

出ꎬ语码转换不仅局限于交际双方的对话过程中ꎬ书
面语中也存在一定数量的语码转换[６]３９ꎮ 本文中的

语码转换主要是指不同语体间的转换ꎬ即口语与书

面语间的语码转换ꎮ
同时ꎬ笔者借助 ｖａｎ Ｄｉｊｋ 的批评性语篇研究中

的语境模型来阐释语码转换的真实意图ꎮ 语境模型

存储于人们的情景记忆之中ꎬ并具有图示的特点ꎮ
它的存在使得人们对话语作出调整ꎬ以适应特定的

交际环境ꎮ ｖａｎ Ｄｉｊｋ 的语境模型包括以下 ３ 个方

面:“背景、参与者、交际及其他行为 /事件” [８]ꎮ 语



境模型在社会团体、社会表征、社会成员的心理模型

和具体的话语之间建立起联系ꎬ可以用来解释话语

的个人属性及社会属性ꎮ 本文中语码转换的表现形

式暗含着不同的语境模型ꎬ语境模型则反映了交际

者的真实意图ꎮ
２.２　 研究方法

本文的语料取自«中国日报» 和«搜狐新闻»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关于水污染的新闻报道ꎮ 笔者共找

到“水污染”相关报道 ４０９ 篇ꎬ从中随机选出 １００ 篇

进行人工查阅ꎬ找出所有含有语码转换的报道ꎬ将其

按表现形式分为 ４ 类ꎬ并从每一表现形式中抽取 ５
个片段作为分析的对象ꎮ 对于附带视频的新闻报

道ꎬ笔者将根据分析需要对视频中的部分语句进行

转写ꎮ 由于篇幅的限制和部分语码转换的相似性ꎬ
本文分析部分共引用 ９ 个例子ꎮ

本文提出了 ２ 个研究问题:(１) “水污染”新闻

报道中存在哪些语码转换的表现形式? (２)本文中

的语码转换起到什么作用? 笔者将分别从这 ２ 个方

面对水污染新闻报道中的语码转换现象进行分析ꎮ

３　 分析与讨论

笔者收集的新闻报道主要采用书面语ꎬ也存在

一定数量的口语表达ꎮ 两者的交替使用ꎬ实现了新

闻语篇内部的语码转换ꎮ
３.１　 语料中语码转换的表现形式

在所选取的语料中ꎬ笔者共发现 ４ 种口语和书

面语间语码转换的表现形式ꎮ
第 １ 种表现形式为:同一人在采访过程中书面

语和口语间的转换ꎮ 即说话人为达到某种交际目的

而进行的语言靠拢或语言偏离行为ꎮ
例 １　 记者:“还有活的吗?”
张先生:“有活的ꎬ不多了ꎮ”
记者:“咱赔了多少钱?”
张先生:“怎么也得十几万吧ꎮ”
记者:“那您清楚水污染的源头在哪吗?”
张先生:“源头就在上面ꎮ”

此新闻报道的标题为«济南鱼塘 ４ 万条鲤鱼一

夜死亡 疑因工厂偷排污水»ꎮ 从例 １ 可以看出ꎬ在
该记者的采访过程中ꎬ其措辞存在由口语向书面语

的转换ꎮ 在记者的语境模型里ꎬ他与受访者并不熟

悉ꎬ为了拉近他与鱼塘主张先生之间的距离ꎬ记者顺

应了鱼塘主的语境模型ꎬ使用了相对不正式的口语

化表达ꎬ省略了交际双方已知的部分信息ꎮ 而在谈

及污水源头时ꎬ记者回归到自己的语境模型内ꎬ使用

了相对正式的书面语ꎬ如“您”的运用ꎮ 这是因为污

水源头为此次采访中的关键信息ꎬ使用书面语可避

免表意不清ꎮ 通过语码转换ꎬ记者实现了交际意图ꎬ
既与鱼塘主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ꎬ又保证了关键

信息的准确采集ꎮ
第 ２ 种表现形式为:将受访人的口语表达在新

闻报道中转化为书面语ꎮ 这种类型的语码转换是为

了适应新闻报道的表达方式ꎮ
例 ２　 视频语音:我从小在这儿长大ꎬ小时

候总能在水沟里看见鱼虾嬉戏ꎬ水特清ꎬ我现在

做梦还能梦见这些ꎮ 看到治理臭水沟ꎬ我打心

眼里高兴ꎮ
新闻文字稿:我是地道的成都人ꎬ小时候经

常能看到沟渠里鱼虾嬉戏ꎬ水流清澈见底ꎬ这样

的情景我时时梦见ꎮ 看到市政府专项治理黑臭

河渠ꎬ我打心眼里高兴ꎮ
该新闻报道的标题为«成都水污染专项治理 今

年底阻断 １８３ 条河渠黑臭源»ꎮ 在采访过程中ꎬ市
民唐睿使用口语来表达对成都水污染专项治理这一

事件的看法ꎮ 在新闻稿中ꎬ为了适应新闻语境ꎬ将唐

睿的口语表达转换成书面语ꎬ具体包括将“总”改为

“经常”ꎬ“水特清”改为“水流清澈见底”ꎬ“我现在

做梦还能梦见这些” 改为 “这样的情景我时时梦

见”ꎬ“臭水沟”改为“黑臭河渠”ꎮ 为了避免表意不

清ꎬ新闻报道中将“我从小在这儿长大”改为“我是

地道的成都人”ꎮ 编者借助语码转换实现了交际意

图ꎬ既准确传达了受访者的看法ꎬ又顺应了新闻语境

的相关规则ꎮ
第 ３ 种表现形式为:新闻报道中直接引用受访

者的口语体原话ꎮ 新闻报道本应采用书面语ꎬ在其

中穿插口语体引文实现了口语和书面语间的转换ꎮ
这种转换有助于如实反映民众对某一事件的看法ꎬ
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新闻报道的可信度ꎮ

例 ３　 董小荣认为是政府在推卸责任ꎬ“我

们投资了那么多钱ꎬ为了补救水稻我们买了好

多汽油机ꎬ天天打水换水ꎬ想把稻苗救过来ꎬ一

直到死了ꎬ我们才没办法了!”
该新闻报道的标题为«万亩稻田疑遭水污染绝

收　 １１ 农户状告山东省政府»ꎮ 除这段引用外ꎬ前
后文皆采用书面语体ꎮ 通过引用董小荣的口语体原

话ꎬ实现了该新闻语篇内口语和书面语间的转换ꎮ
这一语码转换客观地反映了农民面对水污染问题的

无助ꎬ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新闻报道与读者间的距

离ꎬ增强了新闻报道的可信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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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种表现形式为:在新闻报道中使用口语体

词汇ꎮ 这主要是为了填补相应的书面语词汇空缺ꎬ
并拉近新闻报道和读者间的距离ꎮ

例 ４　 冯军的大女儿突患白血病ꎬ一年后

即病逝ꎬ冯军将病因归结为环境污染ꎬ和家门口

的企业较上了劲ꎮ
该新闻报道的标题为«女儿因水污染患白血病

去世 农民 １０ 年寻真相告环保部»ꎮ “较上了劲”这
一口语体词汇运用到新闻报道中ꎬ既实现了报道内

部从书面语到口语的转换ꎬ又反映出冯军的决心ꎮ
书面语中并未有词语与“较上了劲”相对应ꎬ这一语

码转换简洁地表达出新闻要义并填补了书面语中的

词汇空缺ꎮ 记者有意将这一口语词汇运用到新闻语

境中ꎬ是为了拉近记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ꎬ引发读者

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关注ꎮ
３.２　 语码转换的作用

通过分析相关语料ꎬ笔者发现以上 ４ 种语码转

换的表现形式具有以下 ５ 种作用:
(１)填补词项空缺ꎮ 由于同一语言内的不同变

体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内涵ꎬ其语码也具有一定的独

特性ꎮ 当一种语码不能恰当表达所属语境的特定意

义时ꎬ语码转换就会出现ꎮ 书面语为新闻报道所采

取的主要语体ꎬ但由于词项空缺的存在ꎬ促成了新闻

报道中书面语和口语间的语码转换ꎮ
例 ５　 兰州市说自己很及时ꎬ中石化说不

是自己ꎬ中石油表示“呵呵”ꎬ言下之意ꎬ彼此彼

此ꎬ难兄难弟ꎬ你也好不到哪里去ꎮ
这一新闻报道的标题为«诘问水污染ꎬ透露的

是对敷衍者的愤怒»ꎮ “呵呵”这一口语体词汇的运

用ꎬ生动地表现出中石油对此次事件的态度ꎬ具有嘲

讽的意味ꎮ 近几年的口语交际中ꎬ“呵呵”一词被赋

予了丰富的涵义ꎬ书面语中并无词汇与其对应ꎮ 通

过这一语码转换ꎬ实现了新闻报道在特定语境下的

交际目的ꎬ既填补了书面语中的词项空缺ꎬ又言简意

赅地表达出新闻要义ꎮ
(２)避免表意不清ꎮ 在采访过程中ꎬ受访者依

据自己的交际习惯ꎬ对相应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ꎬ但
其口语表达有时会造成表意不清ꎮ 为了避免这一问

题ꎬ新闻报道要进行从口语到书面语的转换ꎮ 这一

类型的语码转换ꎬ既遵循了新闻报道的经济原则ꎬ又
确保了新闻报道表意的清晰准确ꎮ

例 ６　 视频语音:橡胶鞋厂就在这儿附近ꎬ
厂子各样的废水就往这儿排ꎬ工业塑料垃圾也

到处都是ꎬ整得我们都没法生活了!

新闻文字稿:由于这条河靠近橡胶鞋厂基

地ꎬ橡胶鞋厂的污水直接排入河流ꎬ河面上有大

量的工业塑料垃圾ꎬ对村上居民的生活造成了

很大影响ꎮ
这一新闻报道的标题为«微博爆料河流污染严

重 环保局称系生活垃圾污染»ꎮ 在视频语音中ꎬ“这
儿、我们”等词汇皆表意含糊ꎬ不适合用在新闻语境

中ꎮ 为了适应新闻语境ꎬ新闻报道将原句进行了从

口语到书面语的转换ꎬ将“这儿”改写成“这条河”ꎬ
“到处都是”改写成“河面上”ꎬ“我们”改写成“村上

居民”ꎮ 通过语码转换ꎬ新闻报道顺应了新闻语境ꎬ
既保持了受访者的原意ꎬ又避免了新闻报道中表意

不清的现象ꎮ
(３)突显关键信息ꎮ 新闻报道大多围绕某一主

题展开ꎬ其目的是向公众准确传达或通报某一事件ꎮ
这就要求新闻报道将关键信息放在突出位置ꎬ以便

读者准确掌握新闻要义ꎮ 恰当运用语码转换ꎬ尤其

是书面语向口语的转换ꎬ有利于突显新闻报道中的

关键信息ꎮ
例 ７　 “砸饭碗”已大为不易ꎬ“造饭碗”更

是刻不容缓ꎬ我们必须在“砸饭碗”的同时开始

“造饭碗”ꎮ
此新闻报道的标题为«治理水污染“砸饭碗”更

要“造饭碗”»ꎮ “砸饭碗”和“造饭碗”两个口语体

词汇的运用实现了从书面语到口语的转换ꎮ 记者借

助这两个词来建立能够突显新闻报道关键信息的语

境模型ꎬ生动地传达出新闻报道的目的ꎬ为水污染治

理提供了方向ꎮ 书面语向口语的转换有效地吸引了

读者的注意力ꎬ突显了关键信息ꎮ
(４)表达委婉语气ꎮ 书面形式的交际具有间接

性ꎬ需要交际双方花费更多的时间对信息进行接收

与回复ꎬ而语码转换则进一步加强了书面交际的间

接性ꎬ起到委婉的交际目的ꎮ 新闻报道中ꎬ口语向书

面语的转换有助于表达委婉语气ꎬ并在一定程度上

维护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ꎮ
例 ８　 视频语音:之前就说地表水不安全ꎬ

含药之类的ꎬ现在又说地下水污染也很严重ꎬ这
可让我们怎么办啊!

新闻文字稿:先有地表水含药ꎬ现在又曝出

地下水污染严重ꎬ实在令人忧虑ꎮ
该新闻报道的标题为«雾霾之下水污染更揪心

幸好还能选择饮用水»ꎮ 王先生的话语表达了其对

水污染的看法ꎬ但存在一定的主观性ꎬ不适合直接用

在新闻报道中ꎮ 在构建顺应新闻报道的语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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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ꎬ运用语码转换将“这可让我们怎么办啊!”改写

成“实在让人忧虑”ꎬ弱化了受访者语气ꎬ在一定程

度上表达了委婉语气ꎮ 同时ꎬ这类语码转换有助于

去除新闻报道的主观因素ꎬ维护新闻报道的客观性ꎮ
(５)拉近彼此距离ꎮ 言语交际可看作是社会活

动ꎬ合适语码的选择要受到环境、文化、职业背景等

因素的限制ꎮ 新闻报道中部分语码转换是为了拉近

社会距离ꎬ如在新闻报道中直接引用受访者原话ꎬ拉
近新闻报道与读者间的距离ꎬ增强新闻报道的可信

度ꎮ 在新闻采访过程中ꎬ记者恰当运用书面语和口

语间的转换有助于拉近其与受访者间的距离ꎬ从而

鼓励受访者如实反映情况ꎮ
例 ９　 用当今流行的一句话“你摊上大事

了”来形容浙江省瑞安市河道污染问题一点都

不为过ꎮ
这一新闻报道的标题为«浙江瑞安现“蓝色多

瑙河”»ꎮ “你摊上大事了”为近几年的热门口语表

达之一ꎬ用在新闻报道开篇可有效吸引读者的注意

力ꎮ 在此处使用“你摊上大事了”这一口语化表达ꎬ
反映出瑞安市河道污染问题的严重性ꎮ 同时ꎬ这一

语码转换建立了有助于拉近彼此距离的语境模型ꎬ
实现了记者的交际意图ꎬ拉近了记者与读者间的距

离ꎬ引发读者对这一事件的关注ꎮ

４　 结语

“水污染”新闻报道中ꎬ主要存在口语和书面语

间的语码转换ꎬ且包含 ４ 种语码转换表现形式:同一

人在采访过程中书面语和口语间的转换ꎬ受访人的

口语化表达在新闻报道中转化为书面语ꎬ新闻报道

中直接引用受访者的口语体原话和新闻报道中使用

口语体词汇ꎮ 上述语码转换起到了填补词项空缺、
避免表意不清、突显关键信息、表达委婉语气、拉近

彼此距离的作用ꎮ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ꎮ 首先ꎬ可以使人

们认识到ꎬ恰当使用语码转换有助于交际目的的实

现ꎻ其次ꎬ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新闻语篇中的语码

转换现象ꎻ最后ꎬ对外语教学具有一定的启示ꎬ教师

应合理运用语码转换来增进课堂教学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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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蕴华ꎬ等:“水污染”新闻报道中的口语和书面语语码转换

　 　 ———以«中国日报»和«搜狐新闻»(２０１３—２０１７)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