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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的技术化与权力的合法化＊

———医药电视节目中权力合法化运作的探究

赵　芃
（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３００１３４）

　　摘　要：话语与权力关系是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与以往的研究多注重权 力 如 何 通 过

话语被创造和抵制不同，本研究注重考察权力如何 被 认 可 和 接 受。观 察 的 语 料 来 自 一 档 电 视 谈 话 节 目，

理论依据是费尔克劳关于“话语技术化”与“霸权”的相关论述。通过观察这档电视节目中话语技 术 者（专

家和主持人）设计和利用的话语技术（如访谈、授课、问 诊 等 活 动 以 及 语 体 杂 糅），发 现 专 家 将 医 学 领 域 的

专家知识悄无声息地植入大众传媒领域，并在新的领域形成常规性话语表达，完成其权力合法 化 的 过 程。

因此，本研究强调，来自专家话语的技术化过程，使得 专 家 权 力 合 法 化 并 赢 得 观 众 的 认 可，进 而 保 证 了 这

档电视节目对所谈减肥药的推销效果。这一观点较 相 关 研 究 更 有 助 于 认 识“话 语 技 术 化”在 实 现 技 术 者

“霸权”过程中的作用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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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问题的提出：权力是如何被认可的？

“权力（ｐｏｗｅｒ）”是批评话语分 析 研 究 中 的 一 个 重 要 课 题，泛 指“不 平 等 的 关 系 及 其 在

社会结构方面产生的后果”（Ｗｏｄａｋ，２００１），或 者 被 定 义 为 一 个 群 体 的 成 员 对 另 一 个 群 体

的行动或思想的控制（ｖａｎ　Ｄｉｊｋ，１９９６）。批评话语分析之所以关注权力问题是因为权力通

过话语来体现、建构及维护（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　＆Ｗｏｄａｋ，１９９７）。具体来讲，批评话语分析致力于

探究 和 阐 释 权 力 的 滥 用 和 管 控 如 何 通 过 话 语 策 略 被 实 施、重 塑 和 抵 制（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ｖａｎ　Ｄｉｊｋ，２００１；Ｗｏｄａｋ　＆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９）。在这方面，费尔克劳提出“话语技术化（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的课题，认为处于公共领域（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的教学、咨询、广告、医疗

等机构策略性地使用话语技术（如授课、访谈、问诊），有 意 识 地 根 据 政 治、经 济 或 机 构 目 的

构建新的权力关系并重 塑 话 语 秩 序（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２０１０：１３７）。例 如，社 会 活 动 者（如 医 生）

可以通过使用一定技术策略（如专业技术术语）实施权力（如对患者的指使），而这种使用语

言实施的权力在得到技术性机构（如电视媒体）的支撑后变得更为有力。

然而，就这个例子而言，患者为什么会自愿接受医生的指使呢？换言之，权力是如何被

认可、进而是如何成功实施的呢？为了回答类似的问题，费尔克劳（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２０１０）借 鉴

葛兰西（Ｇｒａｍｓｃｉ，１９７１）提出的“霸权（ｈｅｇｅｍｏｎｙ）”的概念来考察“话语技术化”的过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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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霸权”，与国家权力对其他社会力量的控制不同，其实质是一个文化和伦理的工程，通过

智力和道德的引领实现对社会个体的重塑。统 治 阶 级 实 施 霸 权 的 过 程 通 过 其 实 施 的 话 语

实践来完成，在费尔克劳（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２０１０：１３７）看来，话语技术化就是这个过程的一 个 方

面，它可以使某些话语方式“自然化”和“合法化”，成为 被 统 治 者 自 愿 接 受 的 话 语 方 式。可

见，权力被认可和接受是因为权力被赋予了“合法”的内涵。认识这个“权力被合法化”的过

程，需要进一步讨论“话语技术化”与“霸权”的联系。

２．“话语技术化”与“霸权”：权力合法化的机制

２．１相关概念

在关于“话语技 术 化”的 论 述 中，费 尔 克 劳 对 于 话 语 的 定 义 主 要 来 自 福 柯（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１９７２）关于“话语即知识”的论述，认为在话语技术化过程中话语技术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ｉｓｔ）起到重要作 用。费 尔 克 劳（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２０１０：１３８）认 为，话 语 技 术 者 是 指 那 些 有 知

识，懂科学，掌握真理或者真相的人。话语技术者往往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来自与所在话语

实践相关的领域。话语技术者在“话语技术化“过程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借助掌握的

知识（话语）不仅参与一个领域的社会实践，而且，将 其 管 控 的 这 个 领 域 的 话 语 带 入 另 一 个

领域，实现话语的跨机构性移位（ｓｈｉｆｔ）。在我们对医药电视节目中权力合法化运作的分析

中可以看到，当专家在医药领域的话语被引入 大 众 传 媒 领 域 时，他 的 专 业 知 识 就 在 这 个 新

的领域构建出具有权威 作 用 的 新 的 专 家 知 识，对 这 个 新 的 领 域 形 成 管 控。正 如 费 尔 克 劳

（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２０１０：１３８）所指出的，某 一 机 构 或 者 行 业 中 有 权 力 和 威 望 的 人 可 以 基 于 话 语

技术者掌握的知识对相关的话语进行管控，而这些话语技术者既可以是本领域或机构的专

家，也可以是来自其他领域的专家。

话语技术者对某个领域实现管控，不仅借助自己掌握的知识，使用专业术语，还要精心

设计许 多 话 语 技 术（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话 语 技 术”在 费 尔 克 劳（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２０１０：

１３８）看来是由话语技 术 者 精 心 设 计 的 一 系 列 话 语 活 动，包 括 访 谈、授 课、问 诊 等。话 语 技

术者通过设计访谈的内容，或者编排一些特殊的叙事 方 式（如 语 体 的 杂 糅），从 而 使 这 些 话

语技术达到效果最大化和情感最大化的结果。这些话语技术还以“仿拟（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的形

式出现，意即在某个领域使用的话语技术被话语技术者有目的或有意识地嫁接到另一个新

的领域，以实现话语实践最大的效度，最终促使 话 语 实 现 标 准 化 并 成 为 新 领 域 里 的 言 说 惯

例。正如费尔克劳（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２０１０：１３８）指 出 的 那 样，话 语 技 术 化 的 最 终 结 果 是 产 生 一

股强劲的推动力促使形成具有不受社会情景制约的（ｃｏｎｔｅｘｔ－ｆｒｅｅ）标准化和日常化的话语

实践，这种话语实践可以存在于某一种机构或 多 个 机 构 之 中，形 成 新 的 权 力 关 系 和 话 语 秩

序。

话语技术化不仅可以实施权力，形成对一个新的领域的控制，而且，这种控制是在新的

领域里不知不觉中实现的。新领域中的社会主体 对 这 些 被“技 术 化”进 来 的 话 语 之 所 以 接

受，是因为这些来自其他领域的语体相互杂糅 并 对 其 话 语 实 践 进 行 了 重 塑，进 而 使 这 些 被

“技术化”了的话语成 为 其 话 语 实 践 的 常 态，变 成 这 个 领 域 中 语 言 运 用 的 常 规 和 惯 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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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语的技术化不仅正在成为具有支配地位 的 某 些 社 会 力 量 引 导、影 响 和 控 制 社 会 变 革

的重要手段，更重要的，话语技术化的这种力量因其具有标准化、日常化和合法化的特征被

广泛应用在实施权力的各种社会活动中。

以上提到的“话语技术化”、“话语技术者”、“话语技术”等概念 中 的“技 术”，与“机 器 设

备”这类的“硬技术”无关。“话语技术者”不是指操作机器设备的人，“话 语 技 术”也 不 是 指

关于技术的话语。对此，克 里 顿（Ｃｒｉｃｈｔｏｎ，２０１０）和 莫 伯 格（Ｍｏｂｅｒｇ，２０１８）等 学 者 都 有 所

强调。因此，在本文中，“话语技术化”也理解为是 社 会 机 构 依 其 利 益 需 求 所 采 用 的 其 他 领

域的话语对话语实践形式进行重塑的话语过程。

２．２相关研究

本研究涉及“话语技术化”和“话语与 权 力 关 系”。尽 管 国 内 外 的 文 献 在 这 两 方 面 的 研

究并非空白，但在深度和广度上也留有一定的空间。

“话语技术化”的研究方面，莱丁和马钦（Ｌｅｄｉｎ　＆Ｍａｃｈｉｎ，２０１８）以及 Ｍｏｂｅｒｇ（２０１８）的

研究具有一 定 的 代 表 性。Ｌｅｄｉｎ和 Ｍａｃｈｉｎ（２０１８）将“话 语 技 术 化”概 念 与 范 柳 文（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提 出 的“新 写 作（Ｎｅｗ　Ｗｒｉｔｉｎｇ）”框 架 相 结 合，对 著 名 瑞 典 家 居 品 牌“宜 家

（ＩＫＥＡ）”近四十年的产品宣 传 册 中 的 厨 房 设 计 进 行 分 析，发 现 受 到 新 自 由 主 义 所 提 倡 的

“灵活性”、“创造力”和“自我管理”等思想的影响，当今的家庭生活 从 私 人 化 场 所 转 变 为 发

挥创造力迎接生活挑战的场所，并形成新的更 易 于 融 入 新 自 由 主 义 秩 序 要 求 的 生 活 方 式。

Ｍｏｂｅｒｇ（２０１８）以现代 社 会 数 字 媒 体 化 为 背 景，考 察 芬 兰 路 德 福 音 教 会 按 照 数 字 媒 体 化

（ｍｅｄｉ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的通信有效性标准对其教义的表达、教会网站的设计标准等话语实践进行

的重新设计，发现其通过这种重新设计实现了话语实践从宗教领域向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

术领域的移位，并最终融入数字媒体化的新标准中。这两个研究的突出特点是注重考察话

语实践的移位过程，并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标 准 化 话 语 实 践 的 产 生 过 程 上 面。但 是，标 准 化

话语实践产生的后果如何？它如何规范新 的 领 域 的 话 语 实 践？对 于 这 些 问 题 以 上 研 究 并

没有深入探讨。话语技术化是费尔克劳提出的研究权力关系的一个视角，它更注重权力关

系在话语实践发生移位的过程中的合法化进程。对此，上面提及的研究均没有涉及。本文

对一则医药电视节目进行话语分析，从话语技术化角度观察蕴含其中的重塑权力关系和话

语秩序的合法化过程，不仅分析话语实践在话 语 技 术 化 中 的 移 位，更 注 重 权 力 关 系 在 话 语

实践发生移位时体现出的“合法化”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将“话语 技 术 化”与“权 力 关 系”的

研究向前深入一步。

在“话语与权力关系”的 研 究 方 面，权 力 关 系 的 话 语 构 建 及 其 体 现 形 式 成 为 研 究 的 热

点。例如，李艺（２０１７）讨论了中英两国的博士生导师在 各 自 文 化 背 景 下，为 提 供 研 究 指 导

而与博士生开展的交流过程，考察了两国导师和学生在学术交流语境中如何通过话语实践

构建权力关系；王晋军和刘 笑 元（２０１７）发 现 家 庭 会 话 中 的 问 句 是 家 庭 成 员 实 施 权 力 的 重

要话语方式；张丽萍和丁天会（２０１７）对古代法庭空间化的 权 力 进 行 多 模 态 话 语 分 析，发 现

法官的话语权力在司法话语中具有有限性与非中心性的特点。除此之外，围绕权力展开的

话语斗争也是一个研究课题。例如，王馥芳（２０１５）以“官本话语”为 例，揭 示 了 话 语 的 权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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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程序机制以及话语权力滥用的实现机制；田海 龙（Ｔｉａｎ，２０１０）通 过 考 察 评 估 专 家 组 生

产评估报告过程中使用的话语策略，发现评估专家组和受评估大学在评估教学质量时都运

用不同话语策略来实施各自权力以达到各自目的。

以上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点在于，所讨论的话语实践在较大程度上局限在一个特定的

社会情境。尽管这些研究对于认识权力关系如何通过话语实践在单一社会机构（如教学机

构、法律机构）实践中得以确立具有积极的意义，但 是，对 于 出 现 的 在 多 个 社 会 机 构 实 践 中

发生移位的权力关系如何产生却没有涉及。当 然，也 有 一 些 研 究 涉 及 这 个 问 题，如 邱 鸿 峰

（２０１１）和汪奥娜（２０１５）的研究从话语技术化的角度对机构形象和 公 共 关 系 进 行 研 究。但

是，这两个研究的重点在话语实践的移位上，对 于 如 何 形 成 具 有 不 受 社 会 情 景 制 约 的 标 准

化的话语实践鲜有涉及，因而也没有涉及“权力 的 合 法 化”问 题。对 此，本 研 究 试 图 做 出 理

论和实践的补充。

３．“话语技术化”中的“霸权”：医药电视中权力的合法化运作

３．１语料及研究问题

本研究语料来自于在天津、江西、甘肃、黑龙江、广东等卫视频道播出的一档名为“科学

大见闻”谈话节目。它以旁白的方式介绍了一位医生饱受肥胖的困扰从而自主研发了快速

减肥药“＊＊汤”并减肥成功，然后通过主持人对医生的采访，具体介绍了该减肥药的功效，

再通过医生与在场观众的互动，向观众们推荐了她研制的减肥药。该节目传递出这样一个

信息，即遵照这位医生的忠告，喝她研制的减肥药，就可以收到当天瘦身的减肥效果。该节

目可以在视频播放平 台“优 酷”被 检 索 到，并 被 下 载 和 转 写 成 文 本 材 料。该 电 视 节 目 时 长

２８分钟，配有字幕，转写后共计６８００多字①。

作为话语研究的学者，可以认识到这 个 节 目 的 广 告 推 销 意 图。但 是，作 为 普 通 的 电 视

观众反应如何？她们会接受这些宣传并购买该产品吗？带着这样的问题，作者将该减肥药

的名称输入“百度”搜索 引 擎，发 现 在“百 度 知 道”、“知 乎”、“快 速 问 医 生（１２０ａｓｋ）”等 知 识

问答型网站中有很多网友都在咨询该药。比如有网友问“看到＊医生的＊＊汤很是心动却

不敢尝试，因为我不晓得＊＊汤 效 果 怎 么 样，而 且 服 用 不 会 反 弹 吗”②。可 见，至 少 有 网 友

看到该电视节目“心动”了。还有一批网友斥责 该 药 为 骗 局，是 大 忽 悠，但 他 也 是 收 看 各 大

卫视播出的广告，购买了该产 品 后 大 呼 上 当 的③。另 外，该 药 品 还 有 自 己 的 官 方 网 站④，甚

至在网页上直接写出“‘科学大见闻’卫视栏目独家指定官方销售网站”字样，并在网页的最

底部滚动显示已经购买成功的顾客名单和 他 们 购 买 的 数 量。所 有 这 些 表 明 该 电 视 节 目 播

出后观众不仅相信了药品的疗效，而且产生了购买行为，从而完成从观众到消费者的转变。

那么，该电视节目是如何通过话语的具体操 作 建 立 起 观 众 对 该 产 品 的 信 任 呢？换 言 之，在

这则电视节目中专家对观众的支配权力是如何被认可的？为了回答这个研究问题，下面具

体观察：１）在这个电视节目中哪些语体被杂糅在一起？２）语体的杂糅如何实现专家知识从

医学领域到传媒领域的移位？

３．２语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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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采用费尔克劳提 出 的“语 体 杂 糅”概 念，通 过 话 语 技 术 化 的 视 角 对 语 料 进 行 分

析。所谓“语 体”是 某 一 特 定 社 会 活 动 领 域 被 该 领 域 成 员 认 可 的 语 言 运 用 方 式（Ｆａｉｒ－

ｃｌｏｕｇｈ，１９９５：１４），也是一种带有话语痕迹的行为方式（ｗａｙ　ｏｆ　ａｃｔｉｎｇ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ａｌｌｙ），因而可

以被认为是社会事件中各种社会行为的话语表现形式。按照费尔克劳的观点，语体并不是

一个个独立的类别，而是通过众多社会行为的集合形成语体网络（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ｇｅｎｒｅｓ），是

不同二级语体的共同链接 杂 糅（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２００３：３４）。“语 体 杂 糅”是 这 种 语 体 网 络 的 一

种，是语体在不同组合形式上形成新语体的 一 种 形 式，是 话 语 实 践 通 常 具 有 的 形 态。就 这

档电视节目而言，它体现的话语活动主要由 四 种 语 体 杂 糅 而 成：访 谈 语 体、医 患 问 诊 语 体、

师生教学语体、广告语体。

１）访谈语体的杂糅

在这档节目中，主持人基本完成了在一 个 电 视 节 目 中 需 要 完 成 的 话 语 任 务，包 括 向 观

众介绍并欢迎医生出场，对医生进行访谈，邀 请 在 场 观 众 与 医 生 互 动 等 等。其 中 主 持 人 与

医生在访谈过程中的问答如下：

（１）“主持人：＊主任，你这脂肪还有内外之分吗？

医生：当然了。”

（２）“主持人：那么减肥的正确做法应该是怎样的呢？

医生：问得好，正确的做法就是，内外脂肪一起减。”

（３）“主持人：那么想问一下＊＊汤是什么样的方子就可以做到内外脂肪一起减？

医生：荷叶、山楂、决明子、茶叶、海藻、甘草等等。”

（４）“主持人：那＊主任，您给我们说说＊＊汤具体适合哪几种人喝呢？

医生：这＊＊汤适合以下人群：第一，管 不 住 嘴 吃 胖 的 人；第 二，产 后 腹 部 无 法 回 缩

的人；第三，脂肪肝啤酒肚型的大肚子；第四，三高胖人。”

第一个问题是要求医生在脂肪的分类上给出明确的解释，第二个问题是主持人请医生

提供有效的减肥方法，第三个问题是请医生详 细 介 绍 减 肥 药 的 具 体 组 成 成 分，第 四 个 问 题

是请医生介绍减肥药的适用人群。这四个问题虽然内容不一样，但是从言语行为上看有着

共同的特点，即这四句问话虽然都是在向医生 表 达 询 问 的 意 愿，但 言 外 之 意 均 表 达 了 主 持

人陈述或描述了她认为是真实的情况：脂肪有内外之分，有正确的减肥方法（运动减肥不正

确），有减肥药可以内外脂肪一起减，减肥药有适用人群。这样主持人从她的话语视角为电

视节目观众建构了这样一些可能的事实：肥胖 的 原 因 可 能 是 因 为 有 内 外 脂 肪 的 作 用，运 动

减肥不如服用减肥药物更有效等等。而医生的 回 答 或 是 对 主 持 人 的 问 题 给 予 肯 定（“当 然

了”），或是如在例句（２）（３）（４）中 给 出 更 为 具 体 的 答 案，这 样 医 生 的 话 语 视 角 与 主 持 人 的

话语视角出现了重合，为电视节目观众从减 肥 原 理、减 肥 药 构 成、减 肥 方 法、减 肥 人 群 等 方

面构建了一套减肥话语。同时，通过共享这套 减 肥 话 语，她 们 一 起 将 其 推 广 给 在 场 的 观 众

和电视节目观众，在访谈语体中揉进推销的内容。

２）问诊语体的杂糅

如果说主持人和专家之间的对话以访谈的 形 式 出 现，那 么，电 视 节 目 中 医 生（专 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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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现场观众）的对话则以问诊的形式出现，其主 要 形 态 是 医 生 与 病 患 的 问 诊 过 程，基 本

遵循了询问病情———自述病情———分析病因———（开处方）开药的过程，例如：

（５）“１医生：您多大了？

２观众：我３２。

３主持人：您孩子多大了？

４观众：我孩子７岁了。

５主持人：哟，这生完孩子已经７年了，这早就过了哺乳期了。

６医生：大家好好看看她的肚子，你看看，撩起来看看啊，其实呢表面脂肪并不是很

厚，最多呢也就１厘米，可 是 她 肚 子 为 什 么 这 么 突 出 呢？……脂 肪 出 现 了

堆积……外脂肪在表面，内脂肪就像是源头，只减外边呢，里面的内脂肪很

快地就会窜出来了，就会补 上 了。你 所 采 取 的 锻 炼 出 汗 减 肥，完 全 就 是 一

种表面的单一的只减外脂肪的典型方法，效果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７观众：是，就是运动半天也不行，那怎么办呢。

８主持人：那像她这种情况，使用＊＊汤可以吗？

９医生：你像她这种情况，我建 议 呢 喝 三 个 周 期……你 这 样 的 体 型，最 多 也 就 也 就

三个周期，这个时 间，你 就 会 发 现，肚 子 呢 从 里 边 变 小 了，这 是 为 什 么 呢？

就是因为我是内外双向的快速瘦身法，我这个方法，外面减的同时，能把藏

在你肚子里的肉球给掏出来。

１０观众：谢谢老师啊！”

在这个例子中，询问病情阶段从话轮（５）１到话轮（５）５，该阶段由医生和主持人共同完

成，通过询问观众的年龄和生育状况（话轮（５）１“您多大了”，话轮（５）３“您孩子多大了”）来

确定该观众是否属于药物适用对象。自述 病 情 阶 段 从 话 轮（５）６到 话 轮（５）７，这 个 阶 段 并

不是由观众（患者）本人完成的，而是该医生通过电 视 媒 体 展 示 给 大 众，并 用 她 的 语 言 描 述

了该观众的肥胖状况，如话轮（５）６“她肚子为什么这么突 出 呢？”。分 析 病 因 阶 段 也 在 这 段

医生代述的自述病情中完成。在这个阶段里 医 生 不 仅 分 析 了 内 外 脂 肪 共 同 作 用 是 形 成 该

患者肥胖的原因，而且还解释了运动减肥无效是 因 为 那 是 一 种“单 一 的 只 减 外 脂 肪 的 典 型

方法”（话轮（５）６）。开处方阶段从话轮（５）８到话轮（５）１０，主持人在话轮（５）８主动提出了

用＊＊汤治疗患者，医生在话轮（５）９不仅默认了主持人的提议，同时也给出了药物的服用

疗程“三个周期”，在问诊活动中揉进了建议和推销。

在这个问诊过程中，广告推销语体出现在问诊语体的开处方阶段。病人（观众）询问医

生运动不能减肥该怎么办时（话轮（５）７），医生的回答被主持人的问话插入（话轮（５）８），显

得非常不协调（ｍａｒｋｅｄ），因为在正常问诊过程中通常只有医生和患者两人进行交流，且开

处方的时候药物的具体名称也应由医生提供，但是在该对话中这一信息却被主持人的话语

取代。这种话轮转换上的不协调性为该减肥药物打起了聚光灯，容易将电视观众的注意力

集中到主持人以及主持人口中的减肥药名称 上，从 而 起 到 一 定 的 宣 传 推 广 作 用，在 一 定 程

度上使得问诊过程产生了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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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告推销语体被揉进问诊过程的同时，师生教学语体也被揉进问诊过程。在该对话

的最后，观众向医生的问诊以及开药表示感谢时并没有使用“大夫”或者“主任”这一类机构

性称呼，而是选择了“谢谢老师”（话轮（５）１０）。“老师”的称谓方式改变了之前 医 生 同 病 人

之间的医患关系以及问诊语体。伴随着电视画面上那位医生对这个称谓的点头认可，在该

节目中的医生和患者的身份以及机构性关系被重新确立为师生身份和教学型关系，而寻医

问药的话语活动被转变成为教与学的知识传授型教学话语活动。

３）教学语体的杂糅

不仅在问诊过程中，在医生与患者（现场 观 众）的 其 他 互 动 中，也 能 观 察 到 师 生 教 学 型

语体的出现。在主持人介绍医生出场后，医生和在场观众有了一次互动，她向观众提问到：

（６）“１医生：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减肥到底‘难’在哪里？有谁

说？

２观众１：我这个真是，我觉得好像是老大难了。我就觉得这个减肥太慢了，不像自

己设想的那么快……

３观众２：……你知道我天天跑步，累的满头大汗，坚持了１个月，才减了１斤，你说

我这有多么痛苦啊。我真的找 不 到 能 让 我 快 速 减 肥 的 办 法，因 为 这 个 事 我 天 天

发愁。

４观众３：我以前用过减肥药，减肥胶囊，但都是当时很有效果，都减了二三十斤吧，

但是后来就说停了一段时间，正 常 吃 饭 了，但 是 它 又 反 弹 了，反 弹 了 四 五 十 斤 这

样。

５医生：减肥难，到底难在哪里呢？普遍认为难在两点：第一是难在减肥速度慢，第

二是难在减肥容易反弹。”

（７）“医生：如果在座的各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可以让所有的胖人变回瘦人，达到快

速瘦身的目的。谁想？”

医生与患者（现场观众）之间的对话一般会从 患 者 的 基 本 情 况 入 手，如 我 们 在 例（５）中

所观察到的现象。但是在这 则 例 子 中，医 生 的 问 题 却 是 询 问 减 肥 的 难 度，如 话 轮（６）１中

“减肥到底‘难’在哪里？”这 不 是 一 个 医 学 问 题，也 不 是 一 个 问 诊 需 要 问 的 问 题，而 是 一 种

类似于经验知识或百科 全 书 知 识 的 问 题，需 要 有 相 关 经 验 或 者 认 知 的 人 来 回 答。在 话 轮

（６）１抛出这个问题之后医 生 紧 接 着 用“有 谁 说？”来 提 示 观 众 回 答 她 的 问 题。“有 谁 说”或

者“谁来说说”这种情景化暗示语（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ｕｅ）往往为我们指向（ｉｎｄｅｘ）课堂教学

场景，尤其是当教师提出一个问题而短时间内没有学 生 主 动 回 应，教 师 就 采 用“有 谁 说”这

种提示语来暗示学生可以开始回答了。于是在话轮（６）２、（６）３、（６）４中我们可以看到陆续

有三名观众站起来用她们的经验知识回答了医生的问题。回答完毕后医生在话轮（６）５中

还对观众们的发言进行了总结：“减肥 难，到 底 难 在 哪 里 呢？普 遍 认 为 难 在 两 点……”。纵

观该阶段医生 与 观 众 的 对 话 互 动，我 们 可 以 观 察 到 该 互 动 构 建 出 了 一 个“教 师 提 出 问

题———学生回答问题———教师总结”的教学语体 过 程。而 在 例（７）中 当 医 生 提 出 一 个 月 内

可以让所有的胖人都变成瘦子时，她使用了另外一种 情 景 暗 示 语“谁 想”，这 时 画 面 中 在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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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纷纷积极踊跃的举手表示想变瘦。医生的话 语“谁 想”以 及 观 众 的 举 手 动 作 一 起 再 一

次将我们指引到了课堂教学的情景中，认识到出现在这里的语体杂糅。

４）广告语体的杂糅

该话语活动中混杂的最后一种语体是广告语体。它部分混杂在主持人和医生，以及医

生和观众的对话中（如例５），但它更为明显的出现在该电视节目的旁白中，如：

（８）“①要想瘦的快，就喝＊＊汤，减肥 快４倍。②有 双 下 巴、粗 胳 膊、大 象 腿、水 桶 腰、

大肚子的，现在就喝＊＊汤，大 胖 子 都 能 变 苗 条。③女 人 喝 了＊＊汤，１０天 喝 出 小 蛮 腰，１
个月瘦出性感身材，回头率翻倍；男人喝了＊＊汤，１８０斤的大胖子，也摆脱浑身赘肉，恢复

男人强壮体态；老人喝了＊＊汤，肚子小了三高降了，全身的肥肉都没了，身体健康才是福。

④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体验＊＊汤吧。”

广告出于尽可能广泛的传播的考虑，它 的 语 言 往 往 具 有 注 重 节 奏 和 韵 律，读 起 来 容 易

上口，商品名称重复率高等特点。在例（８）的句①中，每 一 个 分 句 都 由 五 字 组 成，读 起 来 具

有相同的节律，十分上 口。同 理 的 还 有 句②中 的 三 字 节 律“双 下 巴、粗 胳 膊、大 象 腿、水 桶

腰、大肚子”。句③由三个分句组成排比，从三 个 方 面 说 明 该 减 肥 药 老 少 咸 宜，而 且 排 比 句

的使用显得语言节奏和 谐，同 时 还 营 造 出 减 肥 药 药 效 好，瘦 身 效 果 好，营 造 幸 福 生 活 的 气

势。此外，句①②③④中一共重复提及品牌“＊＊汤”六次，每次都是全名，没有使用代词替

代商品名，这是为了通过 不 断 的 重 复 商 品 名 称 加 深 观 众 对 它 的 记 忆 并 起 到 宣 传 推 广 的 作

用。

４．讨论：霸权的形成与权力关系的默认

以上对语体杂糅的分析，清楚地表明这 个 电 视 节 目 不 是 单 一 的 娱 乐 或 传 递 信 息，而 是

集访谈、问诊、教学以及广告杂糅在一起的 一 个 话 语 活 动。从 事 这 些 不 同 活 动 的 语 言 形 式

（语体）被杂糅到这个电视节目中，形成一些新的、被认为是常规的语体，进而将专家霸权的

形成合法化和日常化，也使观众对这种权力关系的认可自然化。

首先，主持人与医生进行的访谈所形成的语体确立了减肥话语的主导地位。主持人在

电视节目中有开始节目，推动节目，结束节目 等 权 力，是 电 视 节 目 中 的 显 性 权 力 实 施 者；医

生在电视节目中有介绍减肥药原理和构成，推 荐 减 肥 方 法，定 义 适 用 人 群 等 隐 性 权 力。作

为话语技术者，主持人和医生通过她们设定的技术（如访谈语 体），为 观 众 认 同“减 肥”的 概

念提供了引领。

其次，医患问诊语体和师生教学语体确立了医生（专家）／老师与患者／学生的机构性关

系，确立了专家的权威。这两种语体的共性在于“医生”和“老师”都是社会机构中相对掌握

知识比较多的身份，“患者”和“学生”是属于知识较少甚至是无知的一类身份。因此在这样

的机构性关系中，掌握知识多的一方就拥有更多的引导性，成为话语技术者，并能比较容易

的让另一方对其产生依靠和信赖。一般情况下医生看病会首先询问病人的病情和症状，而

病人由于缺乏相关知识因而其回答（如发病症状、病情描述等）被很严格地限定在了一个范

围里。因为医生掌握了比病人多的医学知识，他 们 有 权 力 限 定 病 人 的 说 话 内 容，甚 至 只 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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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那些与判断病症相关的讲述成为病人的回答，而把与病情无关的内容排斥在外。但本案

例除了保留这种传统医患关系中的问诊过程外，还杂糅了教学语体于其中。医生以一种启

发式提问的方式对“病人”进行询问，“病人”则是通过举手 来 回 答 问 题；或 者 由 主 持 人 代 表

“病人”提问用什么药有效，医生作答。这 样 通 过 语 体 杂 糅 形 成 话 语 的 仿 拟（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效

果，将发生在课堂的教学语体引入医院的问诊 室，使 具 有 权 威 的 机 构 性 话 语 隐 藏 在 日 常 问

答的形式之中，从而确立专家的权威。

第三，穿插在这些语体之中的联系人是 主 持 人，其 作 为 话 语 技 术 者 而 获 得 的 双 重 身 份

也进一步确立了专家的权威性和该减肥药 的 有 效 性。在 以 上 对 访 谈 语 体 的 分 析 中 可 以 看

到，主持人的话语视角与医生重合，或者说在主持人与 医 生 的 问 答 过 程 中 医 生“培 训”了 一

个医学领域之外的话语技术者并把她领入医 学 领 域，而 且，她 与 医 生 一 起 共 同 构 建 出 减 肥

话语，并通过她的跨机构性将原本只能在医院通过开处方才能获得的药物移位到了传媒领

域，并进行了推广。在以上对医患问诊语体的分析中还可看到，主持人还站在观众（减肥需

求者）的立场上代表大家寻医问药。这样主持 人 有 了 双 重 身 份，一 方 面 由 于 和 医 生 的 话 语

视角重合，因而也具备了一定的知识权威性；另 一 方 面 她 又 化 身 为 比 较 有 知 识 的 观 众 去 和

医生对话，借用大众的从众心理引导观众一起跟着她相信医生的减肥药的有效性。

最后，相比访谈语体、医患问诊语体和师生教学语体体现出的隐性权力，广告语体的出

现为我们呈现出了产品宣传推销上的显性权力。广告语体通过节奏、韵律以及不断重复的

品牌名称迫使观众加深了对该减肥药的印象。这个电视节目和其他的广告一样，以暴力软

性为内核，以财富追求为根本，以知识构建为基础（王凤翔，２００７），同 时 包 含 了 意 识 形 态 和

社会权力关系的印记，通过建立商品与社会间 的 符 号 关 系 来 塑 造 社 会 意 象，描 述 社 会 主 体

及社会关系（杨先顺 张 颖，２０１３）。但 是，这 个 电 视 节 目 中 通 过 将 广 告 语 体 杂 揉 进 访 谈 语

体、医患问诊语体、师生教学语体之中，使广告 推 销 的 意 图 更 为 自 然，甚 至 成 为 一 种 被 认 可

的话语方式，进而使它被观众接受的程度大为增强。

以上对语体杂糅的分析表明，话语技术 者 通 过 她 们 设 定 的 技 术 手 段，成 功 实 施 了 医 学

知识从医学领域到大众传媒领域的移位，进而 在 新 的 领 域 形 成 常 规 性 的 话 语 表 达，使 其 霸

权的确立被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使她们所具有的话语权威得到承认和认可。从话语技术

化的角度具体来看，该医 药 电 视 节 目 首 先 构 建 出 医 生 这 位 医 学 领 域 的 专 家 作 为 话 语 技 术

者，医生又培训出处于大众媒体领域中的主持 人 成 为 第 二 个 话 语 技 术 者，二 者 一 同 运 用 相

关的医学知识和所谓减肥真相将该减肥药从 医 院 这 个 社 会 机 构 移 位 到 大 众 媒 体 中 进 行 推

广。推广时不仅采用了访谈、授课、问诊等精心设计的话语技术，还通过仿拟将医患问诊和

师生授课进行杂糅，从多角度说明了减肥活动是社会群体的极大情感渴望以及该减肥药出

色的治疗效果。最终通过最直白的广告推销语体将披着电视节目的伪装撕下，直接暴露出

其广告的本质。由于已经有前面几个阶段的 铺 垫 使 得 电 视 受 众 迫 不 及 待 地 想 要 了 解 该 减

肥药的具体购买途径，从而使受众成为该话语活动中受管控的对象。而一旦观众打电话下

订单，产生具体的消费行动，也就标志着话 语 标 准 化 的 形 成。经 过 这 样 一 个 话 语 技 术 化 的

过程，专家与观众之间形成了新的权力关系，只 是 由 于 采 用 了 更 为 隐 蔽 和 日 常 的 话 语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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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得观众更加易于接受这种权力关系，并对该减肥药产生信赖感和购买欲望。

５．结语：话语与权力关系研究的拓展

对于这样一个电视节目，研究的视角可 以 是 多 样 的，可 以 观 察 专 家 知 识 是 如 何 通 过 话

语建构的（赵芃，２０１６），也可以观察广告中“温柔的语言暴力”（赵芃，２０１７）。然 而，这 些 研

究都不能忽略话语在霸权的形成和对权力关系的认可上的作用。话语在这方面的作用，一

方面通过所建构的事实、所 表 达 的 意 义 主 导 话 语 意 义 的 传 播 和 消 费（赵 芃，２０１３），另 一 方

面，正如本文所揭示的那样，话语技术者通过语 体 杂 糅 成 功 实 施 专 家 权 威 从 一 个 领 域 到 另

一个领域的移位，形成新的权力关系。这一结 论 的 得 出，依 赖 于 从 话 语 技 术 化 的 角 度 对 这

一电视节目的分析。如果说费 尔 克 劳（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１９８９）有 关“话 语 中 的 权 力”和“话 语 背

后的权力”的论述可以为权力的生成与实施提供分析工 具，那 么 他 所 提 出 的“话 语 技 术 化”

（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２０１０）或许更有利于分析霸权的生成与权力的认可。希望有 后 续 研 究 丰 富 这

方面的成果。

注释：

①感谢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杨党芳同学帮助转写。鉴于语料 过 长，不 便 全

文附上。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②具体内容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１２０ａｓｋ．ｃｏｍ／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６１４２４８３９．ｈｔｍ（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１月８日）

③具体内容见ｈｔｔｐｓ：／／ｚｈｉｄ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５８５８６８２７１０４３６９２６８５．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１月８

日）

④具体内容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ｈｙｓｌ．ｃｏｍ（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１月８日）

参考文献：

［１］Ｃｒｉｃｈｔｏｎ，Ｊ．２０１０．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　Ｍｕｌｔｉ－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Ｂａｓｉｎｇ－

ｓｔｏｋｅ：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Ｎ．１９８９．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Ｍ］．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

［３］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Ｎ．１９９５．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ｓ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

［４］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Ｎ．２００３．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

［５］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Ｎ．２０１０．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ａｒｓｏｎ．

［６］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Ｎ．＆Ｒ．Ｗｏｄａｋ．１９９７．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Ｉｎ　Ｔ．ｖａｎ　Ｄｉｊｋ．（ｅｄ．）．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

［７］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Ｍ．１９７２．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ｎ－

ｔｈｅｏｎ　Ｂｏｏｋｓ．

［８］Ｇｒａｍｓｃｉ，Ａ．１９７１．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ｉｓｏｎ　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９］Ｌｅｄｉｎ，Ｐ．＆Ｄ．Ｍａｃｈｉｎ．２０１８．Ｆｏ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ＩＫＥＡ　ｋｉｔｃｈｅ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ａ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ｄｏ－

ｍｅｓｔｉｃ　ｓｐａｃｅ［Ｊ］．Ｖｉｓｕ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１）：１－２３．

［１０］Ｍｏｂｅｒｇ，Ｍ．２０１８．Ｍｅｄｉ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话语的技术化与权力的合法化　　

７５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ｌ　Ｌｕｔｈｅｒａｎ　Ｃｈｕｒｃｈ

ｏｆ　Ｆｉｎｌａｎｄ［Ｊ］．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５１５－５３１．

［１１］Ｔｉａｎ，Ｈ．２０１０．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４）：５７４－５９２．

［１２］ｖａｎ　Ｄｉｊｋ，Ｔ．１９９６．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Ａ］．Ｉｎ　Ｃ．Ｃａｌｄａｓ－Ｃｏｕｌｔｈａｒｄ　＆Ｍ．Ｃｏｕｌｔｈａｒｄ（ｅｄｓ．）．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３］ｖａｎ　Ｄｉｊｋ，Ｔ．２００１．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Ｉｎ　Ｄ．Ｔａｎｎｅｎ，Ｄ．Ｓｃｈｉｆｆｒｉｎ　＆Ｈ．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ｅｄ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１４］Ｗｏｄａｋ，Ｒ．２００１．Ｗｈａｔ　ＣＤＡ　ｉｓ　ａｂｏｕｔ：Ａ　ｓｕｍｍｅｒｙ　ｏｆ　ｉ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ｓ［Ａ］．Ｉｎ　Ｒ．Ｗｏｄａｋ　＆Ｍ．Ｍｅｙｅｒ（ｅｄ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ｓ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Ｃ］．

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

［１５］Ｗｏｄａｋ，Ｒ．＆Ｍ．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９．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ｇｅｎｄａ，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Ｉｎ　Ｒ．Ｗｏｄａｋ　＆Ｍ．Ｍｅｙｅｒ（ｅｄ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Ｌｏｎ－

ｄｏｎ：Ｓａｇｅ．

［１６］李艺．２０１７．权力关系与创新能力———中英师生语言交流的比较研究［Ｊ］．语言学研究，（２）：４０－５２．

［１７］邱鸿峰．２０１１．新自由主义意 识 形 态 的 技 术 化———对 ＮＨＫ全 球 化 主 题 纪 录 片 的 话 语 分 析［Ｊ］．新 闻

界，（８）：６６－７２．

［１８］汪奥娜．２０１５．话语技术化背景下生产与解读 的 脱 节———以 中 国 男 足 世 预 赛“不 要 轻 视 任 何 对 手”系

列海报为例［Ｊ］．青年记者，（３６）：５１－５２．

［１９］王凤翔．２００７．广告主对大众媒体的影响与控制分析———基于“广告话语权”视角并以中国医 药、保 健

品广告为例［Ｊ］．新闻与传播研究，（３）：７－１４．

［２０］王馥芳．２０１５．话语的权力操纵和滥用机制分 析———以 话 语 权 力 操 纵 和 滥 用 的 典 型 代 表“官 本 话 语”

为例［Ｊ］．外语研究，（５）：６－１０．

［２１］王晋军 刘笑元．２０１７．中国家庭会话中的问句与权力关系［Ｊ］．语言学研究，（２）：１７－２９．

［２２］杨先顺 张颖．２０１３．广告话语的权力运作———受众意识形态潜操控［Ｊ］．现代传播，（１０）：１８－２２．

［２３］张丽萍 丁天会．２０１７．法庭话语权力的空间配置与法官话语的非 中 心 化———对 内 乡 县 衙 大 堂 法 庭 空

间的多模态话语分析［Ｊ］．语言学研究，（２）：５－１６．

［２４］赵芃．２０１３．话语秩序的动态特征———“价格垄断”的话语建构及其启示［Ｊ］．外语与外语教 学，（４）：２２

－２６．

［２５］赵芃．２０１６．“专家知识”的话语建构及其合 法 化———一 档 电 视 节 目 中 药 品 推 广 的 话 语 策 略 分 析［Ｊ］．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６）：２４－２８．

［２６］赵芃．２０１７．实施温柔语言暴力 的 广 告———语 言 与 权 力 的 叙 事 语 用 分 析［Ｊ］．语 言 学 研 究，（２）：３０－

３９．



１４６　　

ｓｔｕｄｅｎｔ“Ｚｏｕｆａｎ”ｏｎ　ｈｅｒ　ｔｗｏ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ｔｈｒｅｅ　ｍｏｎｔｈ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ｈｅｒ　ｓｕｉｃｉｄｅ．Ａｎａ－
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Ｋｕｐｆｅｒｂｅｒｇｓ（２０１２）ｒｅａｌｉｓ　ａｎｄ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ｗｏｒｌｄｓ，ａｎｄ　ＤＳＭ　ｄｉａｇ－
ｎｏｓｔｉｃ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２０１３）．Ｉｔ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Ｚｏｕｆａｎ”ｈａｄ　ｒｅｐｅａｔ－
ｅｄ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ｈｅｒ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ｔ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ａｎｄ　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ｔ　ｄｅｓｉｒｅｓ　ｆｏｒ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ｈ．Ｃｏｍｍｏ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１）ｔｈ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　ａｎｄ　ｉｒ－
ｒｅａｌｉｓ　ｗｏｒｌｄｓ，２）ｄ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３）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４）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ｕｓｅ　ｏｆ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ｍａ－
ｇｅｓ　ｏｆ　ｄｅａｔｈ．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ｎｅ．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ｔ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ｉｓ　ｍｏｒｅ　ｏｂｓｃ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ｎｅ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ｎｅ．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ｈａ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ｕｉｃｉｄ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ｃｒｉｓｉ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ｏｃｔ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５６．ＹＡＮＧ　Ｚｉ　＆ＬＩ
Ｙａｎｇ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ｍａｄ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ｙｐ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ｍａｄ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ｂｙ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ｎ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　ｏｎｅｓ　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１）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ｍａｄｅ　ｂｙ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ｕｒ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ｐ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ａｒｅ　ｆｌｏｏｒ－ｔａｋ－
ｉｎｇ，ｔｏｐｉｃ－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ｓ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ｂｏｔｈ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ｙ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Ｔｈｅｙ　ｉｍｐｏｓｅ　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ｍｏｓｔ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ｔｙｐｅ　ｏｎ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ｅｓｐ．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　ｉｓ　ｔｈｅ　ｆａｖｏｒｅｄ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ｍ－
ｐａｎｉ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ｈ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ｍａｎａｇ－
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
ｐａｎ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ｄａｓ　ａｎｄ　ｂｏｔｈ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ｏ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　ｔｏ　ａｄｊｕｓ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ｒ　ｔｏ　ａｓｓｉｓｔ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ｉ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ｉｄｅａｓ　ｃｌｅａｒ－
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Ｗｈｅｎ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ｏｃｔｏｒ，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ｉｓ　ｍｏｒ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ｔｒｉａｄ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ｕ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ＴＶ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ｐ．６５．ＺＨＡＯ　Ｐｅｎｇ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ｓ　ｋｅｙ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ｒ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ｂｅｉｎｇ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　ｉ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ｏ　ｔｈｉｓ　ｔｒｅｎｄ，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ｗａｙ　ｐｏｗｅｒ　ｉｓ　ｌｅｇｉｔｉｍ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ａ　ＴＶ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ｓ



１４７　　

（２０１０）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ｄ“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ｄ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ｓ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ｎｑｕｉｒｙ，ａｎｄ　ｇｅｎｒｅ　ｈｙｂｒｉｄｉｔｙ，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ｐｌｏｙｅｄ　ｂｙ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ｅ．ｇ．ｅｘｐｅ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Ｖ　ｇｒｏｇｒａｍ
ｈｏｓｔｅｓｓ），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ｂｒ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ｎｅｗ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ｆｏｒｍｅｄ，ａｎｄ　ｎｅｗ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
ｔｅｄ．Ｉｔ　ｉｓ　ｔｈｅｎ　ａｒｇｕ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ｂｒｉｎｇｓ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ｔ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ａｎｄ　ａｌｓｏ，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ＴＶ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ｈｉｓ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ｅ．ｇ．Ｍｏｂｅｒｇ　２０１８）ｉ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ｐｏｗ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ｈｙｂｒｉｄｉｔｙ；ｌｅｇｉ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ｅ－ａｎｄ　Ｄｕｒｉｎｇ－Ｔａｓｋ　Ｔｉｍ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Ｖｉｄｅｏ－ｐｒｏｍｐｔｅｄ　Ｌ２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７６．ＬＩ　Ｊｉｕ　＆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ｈｕａ
　　Ａｓ　ａ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ｓｋ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ｔｉｍ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ｅｘｅｒｔｓ　ｇｒｅ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ｒｉｔ－
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ｖｉｄｅｏ－ｐｒｏｍｐ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ｅ－ｔａｓｋ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ｄｕｒｉｎｇ－ｔａｓｋ　ｔｉｍｅ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Ｌ２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１００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ｆｏｕ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Ｔ－ｔｅｓ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ｅ－ｔａｓｋ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ｅｒｔｉｎ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ｖａｒｉｅｔｙ，ｗｈｉｌｅ　ｄｕｒｉｎｇ－ｔａｓｋ　ｔｉｍｅ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ｎｌｙ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ｅｒｔｉｎｅｎｃ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ｔｉｍ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Ｌ２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２　ｗｒｉｔｉｎｇ；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ｉｍｅ；ｔｉｍｅ－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
ｃｉｅｓ，ｐ．８６．ＹＵ　Ｑｉｎｇｐｉｎｇ　＆ＴＩＡＮ　Ｘｉａｏｒｕ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ｅ－
ｍｉｃ　ｗｏｒｄｓ－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ｈｏｗ　ｈｕｍａｎ　ｂｒａｉｎ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Ｈｏｗ－
ｅｖｅｒ，ｓｕｃ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ｖｅ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ｈａｓ　ｎｏｔ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２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ｈｏ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ｌｏｗ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ｂｙ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ａ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ａｓｋ．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ｂｏｔｈ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ｌｏｗ　ｇｒｏｕｐｓ　ｕｓｅ　ａ　ｍｕｌｔｉ－ｒｏｕｔｅ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ｏｗ　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ｗｏｒｄ　ｉｓ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ｂｕ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ｉｓｎｔ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ｆｕｌｌｙ．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ｍｅｒｇ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ｉｓ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ｆｕｌｌｙ．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ｏｔ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