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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data from Yihuang Event, the first public event of Microblog in Chi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pos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pragmatic stance based on integration of previous studies on stance.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media microblogs construct their own positions in three dimensions — the conveyance of information, affection and attitude. In

formation conveyance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narration and evaluation ； affection falls into emotion and epistemic ； attitude in

cludes convergence and difference. In this event, the media microblogs expressed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emotional stance to
wards the local officials. Nevertheless, they expressed positive comments and emotion, and took a stance of convergence towards 

the online media. Furthermore, they took the standpoint of sympathy, rejoicing and convergence to the party concerned and grass

roots people. The concept of pragmatic stance highlights the contextualization, negotiation and intersubjectivity of stance construc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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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年来，新媒体改变着人们的沟通方式和新 

闻传播模式，并进而影响着社会公共事件发生、发 

展与解决的进程，尤其是由微博引发并得以大量 

传播的事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些公共 

事件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均已超过平面媒体时代。 

因此，微博也成为政府、媒体传递公共信息以及与 

民众交流的有力工具。微博的社会参与性功能在 

媒体监督与追踪突发事件上表现尤为明显，有文 

献认为“需要积极地走向微博政治舞台……进行 

中观和微观政治话语的表达……推动公民交往理 

性和公民社会的建构”(李名亮20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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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公共话语和政治参与中心的媒体，在 

新媒体时代似乎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媒体 

微博因其媒体机构性特征不可能不参与新闻监督 

与新闻社区规则的维护，另一方面，新媒体的无界 

化、市场化以及公众社会参与的热情推进媒体微 

博的公共性表达。在这种背景下，本研究拟以中 

国微博第一起公共事件“宜黄事件”媒体微博文 

本为语料来源，尝试构建中国文化语境下语用立 

场分析框架，以期考察国内媒体微博的社会参与 

状况及其微观公共出场的语言表达方式，践行 

“从语用学角度认真研究我们自己的语言”的理 

念(何自然2018)。

2语用立场

立场研究近年来成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话 

题，正如Du Bois所言：“运用语言所做的要事之 

一便是建构立场”(Du Bois 2007： 138 )o关于立 

场研究的源起、历史与发展现状，罗桂花(2014) 
做出比较具体的论述，此处不再——罗列。我们 

在此基础上将立场研究取向进一步表述为语义文 

本取向、作者功能取向和主体互动取向。语义文 

本取向研究的代表人物是Biber和Finegan ,他们 

从副词使用考察立场表达，并扩展到语法表达 

(Biber, Finegan 1988,1989),进而将价值判断囊 

括其中(Biber et al. 1999 ) o 及至 Conrad 和 Biber 
(2000)确立立场研究的3个范畴：认识立场、态 

度立场和风格立场(style stance) o作者功能取向 

从作者视角出发考察立场表达的功能，其代表人 

物为Hyland. Hyland( 2005 )将立场与介入作为分 

析学术互动的并列下位概念，提出立场的分析框 

架，即基于闪避语、强势语、态度标记和自我提及 

分析作者态度、意见等的表达。相对于语义取向 

的文本意义而言，此处立场的意义更多地转到说 

话人使用立场标记语的功能。主体互动取向的代 

表人物为立场三角论的提出者Du Bois,他明确指 

出立场是一种交际互动(Du Bois 2007 ： 163 ) o他 

认为任何立场构建均来源于交际主体之间的互 

动，并提出通过评价、定位和结盟的方式实现话语 

主体与客体以及主体之间的互动，该模式克服以 

往忽视话语主体之间在立场表达上的磋商不足。 

为了区分与以往的语义文本取向、作者功能取向 

和主体互动取向研究的不同学科关照，本研究认 

为可以用“语用立场”表示语用学学科下的立场 

研究更为关注不同语境下立场的协商性与主体间 

性等语用行为特征，并从表意、表情和表态3个维 

度进行分析，具体参见图2

图I语用立场锥体

ffi,正圆锥体中O表示话语客体(Object),即 

话语主体立场构建的对象。话语主体(Subject)S] 

与话语主体S”表示话语互动中立场构建者的数 

量可以有2个或者2个以上(如日常会话/机构会 

议等的双方、3方或者多方交际)。本文借用汉语 

语气系统中的表意、表情、表态3个概念分析汉语 

语境下的立场构建。该系统中，表意指“向对方 

传递某种信息”；表情指“对周围的事物或对方的 

说话内容引起的某种情感”；表态指“对自己的说 

话内容的态度”(胡明扬1987：76)。本研究中基 

本沿用该组概念的意义并在语用立场视角下对其 

进一步界定。表意主要涉及命题与评价意义的传 

达，可以从叙事与评价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一般 

在表述某种立场之前，主体会描述立场指向的客 

体，叙述事情始末，当然这里会有叙事视角的转 

换、叙事结构的调整、叙事风格的变化，等等。在 

叙事的基础上，说话人进而对客体进行评价。通 

常在事实简短、明了的情况下，说话人也有可能会 

直接进入评价环节。评价是在常规参照下比较事 

物而做出的好坏连续统上的判断。表情则是主体 

情感的传递，可以从情感与认识两个层面展开，情 

感同样涉及积极和消极连续统，比如愉悦与愤怒 

(龚双萍2014);认识主要包括对信源的认识与对 

命题的认识，前者考察信息的可靠性与可信度，分 

析手段通常为言据性；后者探讨命题的可能性与 

可定度，分析手段通常包括语气与情态等。表态 

可以理解为主体之间的趋同或者延异的关系选 

择，是对话语主体先前话语做出的自我反馈与定 

位，在趋同和延异连续统中得以考察。表态维度 

充分体现出立场表达的互动性与主体间建构的特 

点。而相对于主体互动的立场三角论，我们的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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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更加立体化,表意、表情和表态3个维度在语用 

锥体上的分布充分表达出立场建构的语境化与动 

态性特征，同时体现出扎根本土的价值取向。语 

用立场锥体的设计是对立场构建的立体化呈现。 

当然主体并不一定在表意的同时进行表情和表 

态。也不一定总是在表意之后表情。例如：

①（语境信息：小学生家长讨论是否上课外 

辅导班的问题，为方便陈述，仅列举部分代表性家 

长话语）

A： 1班同学大部分都在上，平均成绩要好 

一点。

B： 1班确实好一点。

C： 1班小孩我看着都心疼，不喜欢搞应试。

D： 1班同学上的人多，一天写到晚，觉得 

娃让人心疼。我不太愿意上辅导班。

上例中，A对上辅导班的事情表达了自己的 

见解，客观叙述了成绩提升的事实，评价“成绩要 

好一点”。B通过使用“确实”表态，进一步趋同 

认可A的看法。C则绕过表意的叙事与评价环 

节，直接表情：心疼小孩，不喜欢搞应试。D的语 

步则分别涉及表意（人多）、表情（觉得心疼）与表 

态（不太愿意）。须要注意的是，话语主体的态度 

并非孤立,3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表情在 

没有传递之前可能会隐秘在表意中，表态在没有 

做出之前亦会蕴含在表意和表情之中。当然这种 

蕴含与会话含意具有相同的可取消性特征。比如 

C的话语表明C的情感立场，似乎意味着C不同 

意课外辅导。但是她完全可以说“不过我同意课 

外辅导”从而取消其蕴含立场表达。

语用立场锥体中OS|和OS”为两条母线，S|和 

S”均可以通过表意和表情构建立场。表意在母线 

外侧，表情在母线内侧。这表明，相对而言，表情 

会在信息传达之中或者之后，较为隐蔽。表意构 

成话语主体表情/表态的最初载体。S|和S”分别 

在顶面的两端，并通过顶面的箭头以及母线与话 

语客体循环相连，这意指话语主体之间的协商过 

程,从而使得立场构建具有主体间性。话语客体 

0处在底点位置，向上呈现喇叭状展开，寓意客体 

的意义以及人们对客体的表意、表情与表态千变 

万化，其边界不断扩大，意义可能被不断消费。0 
没有下标数字，意味着作为话语客体的对象可以 

多于1个，也有可能是一个事件，但包含多个对 

象。话语主体S1ASn和话语客体O通过显性母线 

相连，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这两条形式与客体互动。 

因为该锥体为正圆锥体，从顶面上的任何一点连 

线到底点的母线的长度相等，并且母线的数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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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穷尽，从而寓意话语主体和客体互动的形式以 

及表意和表情的语言形式具有无限可能，在不同 

类型与不同语境下的话语交流中实现为各自不同 

的语用策略与语言形式。

语用立场锥体形似甜筒，在这里同时隐喻着 

中国语境中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与言语实践（梁 

簌溟1987,2011）,即中国文化贵和尚中、追求和 

谐。受“天人合一”的本体论、“辩证统一”的知识 

论以及“中庸无为”的处事原则熏陶，中国话语表 

达与理解的两端多有“言不尽意”之美，交流中尽 

显"平衡和谐”的道德准则（Shi 2014：70 -74）O 
这也体现在立场构建中，特别是人们在工作场合的 

话语交流可能更为有意无意地遵循这些原则，当然 

这并不是说话语冲突不会发生，只是论辩与冲突并 

非言语交际中人们追求的常态，而是话语在不同语 

境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例如本研究语料中作为 

自媒体的微博话语，针对“宜黄事件”较多地采取 

冲突型的立场构建方式。基于以上语用立场的本 

土化表达，下面我们考察“宜黄事件”中媒体微博 

的语用立场构建。

3语料及研究问题

2010年9月10日上午，江西省抚州市宜黄 

县凤冈镇发生一起因拆迁引发的自焚事件，拆迁 

户钟家3人被烧成重伤。事件发生后，3人被送 

到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抢救。9月18日 

凌晨1时左右，伤者叶忠诚因伤势严重经抢救无 

效死亡。在舆论的密集关注下，9月17日，宜黄 

县委书记、县长被立案调査，率队拆迁的常务副县 

长被免职。10月10日，江西省委宣传部发布新 

闻称，宜黄县委书记已被免职，县长也被提请免去 

县长一职，此前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宜黄县委常 

委、副县长已经被免职。宜黄事件给钟家带来巨 

大的伤害，在微博上引发热烈讨论,被称作中国微 

博第一起公共事件。本文语料均搜集自新浪微 

博。在新浪微博主页搜索框内输入“宜黄事件” 

或“宜黄”，并将搜索时间设置成宜黄事件的起始 

时间2010年9月17日至2012年9月17日。本 

研究旨在剖析两个问题:第一，媒体微博在该公共 

事件中表达什么样的立场及其指向对象;第二，媒 

体微博选用哪些语用策略构建立场。

4结果与讨论

4. 1表意

"宜黄事件”在网络上大量转发，事实与情节 

非常清晰。因此媒体微博在表意环节基本跳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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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本身的信息传递，直接进入评价环节。评价 态或者价值体系。因此，评价通常表述为话语主

总是与某种潜在的标准相关，如某种公共意识形 体用概述性语言描述客体的特定品质或价值。

表I “宜黄事件”媒体微博表意示例

话语客体/表意对象 实例举隅 评价

官方

基层政府
相比一个官员，政府威信和群众利益，才是大节所在。（新华社中国网事

2011 -12 - 06）
质疑

官方微博

尽管拆迁“官博”餉粉丝数已从两位数增加到了 570多，但与吸引了上万 

“粉丝”的宜黄拆迁微博直播相比，只能算“惨淡经营”。（新华社中国网 

事 2010-12 - 28）

批评

拆迁政策
以“没有强拆就没有城市化”来理解“公共利益”，显然是无知。（《时代 

周报》2011 -05 - 06）
批评

官员复出 江西宜黄因強拆被免职官员复出引争议（头条新闻2011 -12 - 06） 质疑

宜黄事件 "宜黄事件”应是渎职、侵权二重罪（四川日报网2012 - 01 -29） 批评

网络媒介

江西省委书记回应宜黄事件称教训深刻。京华时报报道，江西省委书记 

表示,在宜黄事件中，互联网展现出的力量非常大。（头条新闻2011 - 

03 - 06）

肯定

如表I所示，媒体评价的对象可以分为若干 

类别：（1）官方；（2）宜黄事件；（3）网络媒介;其中 

官方又分别指向基层政府、官方微博、拆迁政策和 

相关官员复出。总体说来，媒体较多地对当地官 

方表达出质疑的语用立场，尤其指向基层政府和 

官员复出，媒体微博认为问责制度仍然存在问题 

并认为被处理官员复出导致问责制度信用危机。 

也有评价指向网络媒介，对网络媒体表达积极和 

肯定的意向，并称“微博之力不微薄”。

评价表达的语用策略具有显性与隐性之分。 

前者较为直接地对话语客体的性质、状态、发展趋 

势等进行判断。例如：

② 钟家与宜黄政府间的冲突，宣告了基层政 

府解决拆迁问题的失败。（《南方都市报》2011 - 

12 -04）
从“宜黄事件”的参与者来看，有人不幸去 

世、有人受伤,也有官员在免职之后重新担任行政 

职务。例③则比较含蓄表达出话语主体对客体对 

象的该种评价，分别对应于“深埋土下、还在医 

院，也有官复出”等隐性表达。在这条微博里，在 

“官”对“人”的否定中，其诙谐幽默的评价效果呼 

之欲出，却又不失艺术之美。

③ 一年后，“宜黄大案”中有人深埋土下，有 

人还在医院，也有人，不，也有官复出了。（《证券 

市场周刊》2011 -12 -03）
在显性与隐性策略之外，下面这条微博则邀 

请读者参与评价，体现出自媒体时代的大众参与 

功能以及技术推动全民公共参与的可能。

④ 曾在2010年9月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 

件”中被免职的宜黄县委书记和县长复出了。公 

众对其中过程知之甚少。对于此类“冷藏式”问 

责及复出现象，你如何看？ ——来表达观点吧。 

（《民主与法制》2011 -10 -02）

4. 2表情

表情构建立场主要包括情感立场和认识立 

场。比如，“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真是气不过”。 

该话语中第一人称代词“我”即为话语主体的立 

场持有者，后面的“气不过”为情感述语，将话语 

主体标识为生气的状态。“宜黄事件”中媒体微 

博情感立场分布见表2。

如表2所示，表情维度中情感立场的指向对 

象分别为：（1）相关官员复出；（2）宜黄事件；（3） 
基层百姓。语料中体现的情感立场则包括：困惑、 

愤怒、痛恨、警惕、同情等情绪。对老百姓表达同 

情，而对事件的处理以及官员复出则更多地表达 

困惑与不解，体现出消极的情感表达，这或许应该 

引起基层行政部门的重视。本语料中为数不多的 

认识立场表达主要标记信息来源，例如：

⑤ “宜黄县城建部门工作人员到拆迁对象钟 

如奎家中，就房屋拆迁开展有关政策法规解释和 

思想教育工作。期间拆迁对象钟家故伎重演，以 

浇灌汽油等极端方式对工作人员进行威吓，不慎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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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烧伤自己3人。”——10 0，江西宜黄县凤冈镇 ⑥奇文赏析：没有强拆就没有城市化？（《现

发生一起因拆迁引发的拆迁户自焚事件。宜黄政 代快报》2010 -09-27）

府办说。（财经网2010-09-12）

表2 “宜黄事件”媒体微博情感立场示例

话语客体/表情对象 实例举隅 情感

官员复出 有多少强拆官员可以重来？（新华社中国网事2011 -12 - 06） 困惑

宜黄事件

"宜黄问责”不能问得不明不白抚州市委给新华社最新回应仍与拆迁户 

陈述有较大出入（《现代快报》2010 - 09 - 21）
愤怒

"宜黄事件”应是渎职、侵权二重罪……然而事实上渎职侵权本身是一种 

严重腐败现象，不仅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有的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人 

民群众深恶痛绝。（四川E）报网,2012 - 01 -29）

痛恨

"人民时评”来自宜黄的“強拆论”值得警惕：只要有发展,就会有利益问 

题。在不少拆迁事件中，一些地方将依法行政视为发展的羁绊，甚至不 

惜以“多快好省”的思维去“良性违法”。（人民EJ报评论2010 -10-14）

警惕

基层百姓
"门槛”被提高了，要想登上新闻版面，除非出现更加极端的抗争方式，想 

来让人不寒而栗。（《南风窗》2011 -11 -29）
同情

在标记信息来源的例子中，作为媒体微博的 

话语主体已经将自己的情感立场隐含或者嵌套在 

其话语当中。如例⑤中，财经网微博通过标注 

“宜黄政府办说”表明信息来源于宜黄政府办，并 

且引用对受害人的描述“以浇灌汽油等极端方式 

对工作人员进行威吓，不慎误烧伤自己3人”，而 

这段描述乃引起网络公愤的重要原因。可见该媒 

体微博的深意。现代快报微博则更为直接，在引 

用的文章前加上“奇文赏析”的主标题。

4. 3表态

一般说来，在正式场合或者书面语中，最简短 

有力的表态方式为“我同意”或者“我不同意”，当 

然动词“同意”之前还可以有程度修饰副词。该 

表达“我同意”或者“我不同意”中，第一人称代词 

在句中做主语，后跟立场述语（动词“不/同意”）。 

通过说我（不）同意，话语主体定义了自己与另一 

群体的关系，这一群体通常是其正在交谈的对象， 

因此表态具有明确指称对象的语用功能。

表3 “宜黄事件”媒体微博表态示例

话语客体/表态对象 实例举隅

官方

拆迁机构/拆迁政策
民众也不是一槪反对拆迁,关键是要补偿合理到位让人觉得可以拆。（南 

都视觉 2011 -12 - 06）

官员复出

“宜黄官员复出”固然不是所有舆论指责都合理合法，但反过来,要增強 

干部复出的说服力，就必须打消来自公众的各种疑虑，赢得良好的舆论环 

境。就“宜黄事件”来说，"殳案调查”鈴调查结论和销案情况如何？有关 

责任人承担的是政治责任还是法律责任？这些应给公众一个明确说 

法——摘自《人民日报》（四川日报网2011 -12-07）

媒体微博较少对其他微博、机构或者个人进 

行表态。仅发现3种不同类型表态方式：（1）通 

过摘抄其他媒体的观点以示趋同，如人民时评一 

篇文章的结论（正视“干部复出”背后公众焦虑， 

建立科学的复出机制，这是“治病救人”的题中之 

30

义，也是“理性政治”的必然要求。）常被不同微博 

媒体引用，从而表达施引媒体微博的立场，与被引 

用媒体形成趋同。（2）或者用“——”表示话语的 

出处，如表3,说明四川日报网微博同意人民日报 

的该观点，从而表态建立趋同与一致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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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媒体微博在自己的话语中为第三方表态。如 

表3中的南都视觉，主要是为民众表达对主导拆 

迁机构的态度。综上，我们不难看出，媒体微博很 

少直接表达对他人(各级政府、各类媒体、受害 

人、其他网民)的趋同或者延异。

媒体微博针对宜黄事件，少有旗帜鲜明直截 

T当地表态之举，这并不是说表态消失或者减弱。 

而是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尤其是在媒体微博话语 

中，表态的这种协商性与主体间性体现为一种隐 

秘性的特点，即相对于一般非正式场合，此处的立 

场构建更为隐秘。本语料中这种隐秘性表现在通 

过使用以上3种策略达到趋同的表态效果。

5结束语

本研究基于宜黄事件中的媒体微博文本为语 

料，整合前人有关立场的研究，挖掘中国本土概 

念,借助语用立场锥体图，尝试提出语用立场构建 

的分析维度。文章认为可以从表意、表情与表态 

3个维度考察语用立场及其构建策略与语言实现 

方式。该事件中，媒体微博对当地官方表达出消 

极的评价与情感立场；对网络媒介表达岀积极的 

评价、情感与趋同立场；对当事人和基层百姓表达 

出同情、欣慰与趋同的立场。须要指出的是，由于 

本语料为媒体微博公开语料，具有一定的机构化 

特征，立场的微妙协商与主体间性特征表现不是 

很明显，其表态维度的立场建构更为隐秘。日常 

交际中以上3个维度的立场构建会呈现不同的特 

点，在会话结构、话轮转换、序列组织等方面仔细 

剖析会有更多有趣的发现。另外本模式是初步的 

尝试，期待在后续研究中逐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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