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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立足转述言语，从跨学科研究的视角出发，在批评话语分析中引入传播学领域的框架理论，提出构建新

闻话语动态分析框架，探究新闻话语形成的动态过程和媒介人员在认知引导下完成话语建构的策略。 通过自建语料库，
运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比分析转述言语中的消息来源对中美主流媒体新闻报道中话语建构的影响，证明转述言语中

的消息来源是新闻话语建构的重要动态指数，是建构新闻话语动态分析框架不可或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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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引言
“新闻话语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部分，

一切意义形象的建构、产制和协商都会受到新闻

话语的影响。”（胡春阳 ２００７：１）日益发展的媒介

手段伴随着大量难以甄别的新闻话语，混淆着广

大受众的认知。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建立完整而

全面的新闻话语分析系统，提高广大受众的批判

性话语分析能力，是话语分析研究人员的历史使

命。 以往研究新闻话语的学者们往往从语用学视

角剖析新闻文本，关注静态的新闻语篇。 而事实

上，媒介人员对消息的采集、内容的编辑以及后期

的报道发布，这一系列的动态过程，对新闻话语的

产出作出重大贡献，有必要对新闻话语的形成进

行动态路径分析。 转述言语是新闻话语动态形成

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提出将转述言语引入

新闻话语动态分析框架，探究新闻话语的形成过

程对新闻话语分析的影响，以及媒介人员完成新

闻报道的话语建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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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新闻话语动态分析框架的建构
考虑到新闻报道的特点以及媒介人员完成新

闻报道的动态过程，本文将批评话语分析和传播

学领域的框架理论相结合，构建新闻话语动态分

析框架。 新闻报道不仅具有真实性、准确性和及

时性等显性特点，还具有说服性这一隐性特点，其
目的在于得到受众认同，进而接受其传达的信息，
认同其包含的价值观和表达的立场。 因此，不能

只关注以结果状态存在的新闻语篇，而要了解媒

介人员建构新闻话语的方式，以进一步揭示其背

后的认知。 针对这一现象，本文构建一个关注新

闻产出过程的新闻话语动态分析框架，以期丰富

现有的新闻话语分析理论。
２． １ 理论脉络

“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话语不仅是社会行为的

表现，同时还参与着整个社会的建构。” （ Ｆａｉｒ⁃
ｃｌｏｕｇｈ １９９２） “但批评话语分析只是将文本当作

终结的产品进行分析，忽略文本产生和解释过

程。”（支永碧 ２００７：２７ － ３２） 批评话语分析虽将

语言学、认知和社会紧密联系，但在研究新闻报道

的动态形成过程上存在局限性，而框架理论则能

有效弥补这一缺陷。
框架理论主要关注新闻媒体的运作、新闻话

语的生产和社会群体新闻形象的建构，即关注新

闻话语产生的动态过程。 框架理论认为，在转述

初始话语时，媒介人员在采集消息的过程中，出于

自我认知，会倾向于筛选有利于自己立场和意识

形态表达的部分，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

客观事实的呈现，而批评话语分析有助于探究媒

介人员的认知对话语建构的影响。 在批评话语分

析中引入框架理论，融合批评话语分析和框架理

论的优势，可以了解新闻话语形成的动态过程和

其认知对话语建构的影响，即从认知角度阐释新

闻话语建构的动态过程。
２． ２ 研究目的

“转述言语是人类语言运用的一种基本形

式，人们每天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转述他人话语。”
（Ｈａｂｅｒｌａｎｄ １９８６：２１９） 转述言语是新闻话语动态

形成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框架理论的要

素之一。 本文使用 ＵＡＭ Ｃｏｒｐｕｓ ｔｏｏｌ 标注软件、
ＡｎｔＣｏｎｃ３． ５． ０ 检索软件和 ＳＰＳＳ 统计软件，分别

统计分析转述言语中的转述形式、转述动词和消

息来源，探讨媒介人员如何使用转述言语完成新

闻话语的建构。
本文关注新闻话语动态分析框架如何帮助我

们从认知角度了解转述言语对新闻话语建构的影

响，而非语料库数据本身。 所以，本文只统计转述

言语中的消息来源， 剔除转述形式、转述动词等

不相关数据， 来探讨转述言语对新闻话语建构的

作用。

３　 话语建构的动态指数———消息来源
“消息来源，即话语发出者，是指当报道者引

用他人观点或评论时， 被转述话语的来源”
（Ｂｒｕｃｅ，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８４：６６），在转述言语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 针对某一新闻事件，由于自我认

知的不同，媒介人员会有意无意地根据自身的立

场、目的和利益处理转述言语中的消息来源，因
而，消息来源是一个变化的动态指数，且会影响到

新闻话语的建构。 媒介人员处理消息来源的方式

主要体现在对初始话语转述的程度以及对其情感

词的处理。 下面从消息来源转述的程度和消息来

源中的词汇两个层面，分析消息来源这一动态指

数对新闻话语建构的影响。
３． １ 消息来源转述的程度

消息来源的转述程度即转述者对初始话语介

入的程度。 在新闻报道过程中，媒介人员对新闻

人物的初始话语介入越少，新闻就越显得真实客

观，也更具有价值。 对初始话语的直接转述和间

接转述是较为常见的转述方式，也是影响话语建

构的重要因素。
直接引语消息来源影响新闻话语的建构主要

体现在 ３ 个方面。 首先，直接引语有明确的消息

来源，完善新闻话语功能性的建构；其次，媒介人

员直接引用新闻人物的话语，重视初始话语，让新

闻人物参与新闻话语的建构，成为话语建构的重

要内容；最后，直接转述新闻人物的言语可以对新

闻话语进行真实性、合法性的建构，增加报道的现

场感进而塑造国家、政府或机构的形象。
间接转述方式对初始话语的介入程度较深，

影响着新闻话语的建构。 间接引语的使用给予媒

介人员处理初始话语的机会，通过在语法和词汇

方面前呼后应亦或字斟句酌，完善新闻话语系统

性的建构。 （辛斌 ２００２：７ － １１）这种出发点下的

新闻话语，在传递客观事实或信息时，隐含着话语

传递者的立场或观点，影响新闻话语的真实性和

客观性。
总之，媒介人员可以根据报道的目的或需要

介入的程度，选取直接引语、间接引语、半直接引

语等方式引述初始话语，隐晦介入个人感知。 因

此，消息来源是可变化的，是新闻话语建构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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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动态元素。
３． ２ 消息来源中的词汇

消息来源中的词汇，特别是具有导向作用的

情感词，往往会成为影响媒介人员是否采用某条

消息来源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新闻话语的建构。
情感词能够反映出同一新闻事件中不同领域人物

的态度和倾向，甚至还能反映出媒介人员的态度

和立场。 如果新闻人物和媒介人员的情感达成共

鸣，那么这一新闻人物的言语就会被转述，成为这

则报道中的一处消息来源，而新闻人物也就直接

参与新闻话语的建构。 但如果某位重要的新闻人

物（必须给予这一人物参与此次新闻话语建构的

权利）未能唤起媒介人员的情感共鸣时，媒介人

员的处理方式是将这位新闻人物初始话语中的情

感词换成含义相同而情感程度不同的词，这会直

接影响新闻话语的建构过程。
综上所述，消息来源的特点以及它在新闻制

作过程中的可调控性，使其成为影响新闻话语建

构的重要动态指数。 在进行新闻话语动态分析

时， 将消息来源作为其考量指标之一， 能深入阐

释话语产生的动态过程和媒介人员的立场表达过

程，所以这种动态分析框架更全面、更完整。

４　 语料库统计分析
为了用科学数据说明转述言语中的消息来源

对新闻话语建构的影响，本研究自建 ２ 个语料库，
选取中美权威性媒体有关“中美贸易”的新闻报

道各 ５０ 篇，其中中国媒体报道选自于《中国日

报》《人民日报》和新华网，汉语总字数为 ９９，３７９
字，每篇平均字数是 １，９８８ 字； 美国媒体报道选

自于《华盛顿邮报》 《洛杉矶时报》 《纽约时报》，
英语总字数为 ６０，０５３ 字，每篇平均字数为 １，２０１
字。 我们首先对消息来源分类，然后进行统计分

析， 最后做文本分析。
４． １ 消息来源

消息来源主要分为 ３ 类，即具体确切的消息

来源、含蓄隐晦的消息来源和模糊不清的消息来

源（辛斌 ２０１８：２０ － ２６）。 本文研究的是具体的消

息来源，考虑到“中美贸易”事件可能涉及到的群

体，将消息来源分为行政机关、专家学者、公司企

业和一般民众 ４ 类。
４． ２ 定量统计分析

４． ２１ 研究语料与研究方法

１００ 篇来自中美主流媒体的中英文新闻报道

被归为中、英文 ２ 个语料库，然后将每个文本制作

成具有可机读性的 ｔｅｘｔ 文本，再根据消息来源的

分类模式，利用 ＵＡＭ Ｃｏｒｐｕｓ ｔｏｏｌ 对每篇文章中的

声音主体进行确认编码标注，然后利用 ＳＰＳＳ 软

件对编码后的声音主体出现的频率作统计分析。
４． ２２ 消息来源的总体性特征

经过对标注后的中美报道中各类消息来源的

出现频率进行统计，中文语料库中出现的各类消

息来源共 ７３５ 个，而英文语料库中出现的消息来

源共 １，０６３ 个。 表１ 列出中英文语料库中各类消

息来源出现的频率数。

表１ 　 中美新闻语篇中消息来源频率统计表

行政机关 专家学者 公司企业 一般民众 总数 总字数

中国
４１３ １７７ ６８ ７７
５６％ ２４％ ９％ １１％

７３５ ９９，３７９

美国
５６１ １５８ ２４７ ９６
５３％ １５％ ２３％ ９％

１，０６３ ６０，０５３

　 　 从表１可见，就“中美贸易”话题收集的中文语

料总字数远多于英文总字数，但中文语料库消息

来源的频率却少于英文语料库。 汉语中的行政机

关来源有 ４１３ 个、一般民众来源有 ７７ 个，频率分

别为 ５６％ 和 １１％ ；英语中的行政机关来源有 ５６１
个、一般民众有 ９６ 个，频率分别为 ５３％ 和 ９％ 。
可见，这两种来源的频率在汉英报纸中并没有太大

差异。 但汉语中的专家学者来源和公司企业来源

分别出现 １７７ 次和 ６８ 次，频率分别为 ２４％ 和 ９％ ，
而英语中的专家学者来源和公司企业来源分别出

现 １５８ 次和２４７ 次，频率分别为１５％和２３％ ，可见，
这两种来源的频率在汉英报纸中存在差异。

表２ 　 中美报纸消息来源总平均值表

语言 Ｎ Ｍｅａｎ

汉语

英语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４． ７０００
２０． ９２００

ｔ ＝ ３． ７３０
ｄｆ ＝ ９７． ０７５

ｐ ＝ ０． ００

　 　 为了对汉英语报纸中各类消息来源的数目进

行比较，首先计算出各自消息来源的百分比，统计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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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２ 。 此外，为得到精确的数据结果，对各

类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汉语中各类消息来源的

频率是每万字出现 ７４ 个，而英语中各类消息的

出现频率是每万字出现 １７７ 个。 然后通过独立样

本 Ｔ 检验，ｔ ＝ ３． ７３０，ｄｆ ＝ ９７． ０７５，显著值 （Ｓｉｇ． ２⁃
ｔａｉｌｅｄ） ＝ ０． ００（ ＜ ０． ０５） ，可见，从总体上，汉语新

闻语篇中出现的消息来源和英语中出现的频率之

间存在显著性差异，表明中国主流媒体记者的新闻

话语的动态建构过程与美国媒体存在显著差异。
４． ２３ 影响新闻话语建构的消息来源

以上对比汉英报纸新闻报道中消息来源的总

体特征，发现汉语报纸新闻语篇中出现的消息来

源和英语中出现的频率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影
响新闻话语的建构。 下文将讨论哪种或哪几种消

息来源影响新闻话语建构。

表３ 　 中美报纸消息来源平均值统计表

语言 Ｎ Ｍｅａｎ Ｓｔ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行政机关
中国

美国

５０
５０

８． ２４００
１１． １０００

６． ０７６２５
６． ４９４１１

ｔ ＝ ２． ２７４
ｄｆ ＝ ９７． ５７０

Ｐ ＝ ０． ２５

专家学者
中国

美国

５０
５０

３． ５６００
３． ０８００

５． ６１０３４
３． １３５３２

ｔ ＝ ５． ２８
ｄｆ ＝ ７６． ８８６

Ｐ ＝ ５． ９９

公司企业
中国

美国

５０
５０

１． ３６００
４． ８４００

２． ２１０９２
６． ８５２２６

ｔ ＝ ３． ４１８
ｄｆ ＝ ５９． ０９３

ｐ ＝ ０． ０１

一般民众
中国

美国

５０
５０

１． ５４００
１． ８６００

２． ６１２４５
２． ７０３０６

ｔ ＝ ６． ０２
ｄｆ ＝ ９７． ８８６

ｐ ＝ ５． ４９

　 　 如上表３ 所示，在 ４ 类消息来源模式中，除专

家学者在汉语报纸中出现的频率高于在英语中出

现的频率外（平均每篇汉语报纸中出现 ４ 次，而
英语报纸中出现 ３ 次），其余的 ３ 种消息来源模

式，即行政机关 （ 汉语 Ｍ ＝ ８． ２４００， 英语 Ｍ ＝
１１． １０００）、公司企业（汉语 Ｍ ＝ １． ３６００，英语 Ｍ ＝
４． ８４００）和一般民众（汉语 Ｍ ＝ １． ５４００，英语 Ｍ ＝
１． ８６００），在英语报纸语篇中出现的频率均高于

汉语报纸。
除此之外，在 ４ 种消息来源中，行政机关 ｔ ＝

２． ２７４，ｄｆ ＝ ９７． ５７０，显著性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 ０． ２５
（ ＞ ０． ０５）；专家学者 ｔ ＝ ５． ２８，ｄｆ ＝ ７６． ８８６，显著性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 ５． ９９ （ ＞ ０． ０５）；一般民众 ｔ ＝
６． ０２，ｄｆ ＝ ９７． ８８６，显著性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 ５． ４９
（ ＞ ０． ０５）。 这 ３ 种消息来源的显著性即 Ｐ 值都

大于 ０． ０５，表明没有显著差异；而公司企业 ｔ ＝
３． １４８，ｄｆ ＝ ５９． ０９３，显著性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 ０． ０１
（ ＜ ０． ０５），表明公司企业这一消息来源在汉英报

纸中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成为本文对比中

美主流媒体新闻话语建构的重要因素。 为了进一

步探究中美主流媒体对消息来源的选择存在差异

的原因，须对文本进行定性分析，揭示这种差异背

后的认知。
４． ３ 定性文本分析

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话语中引语的

呈现并非仅为转述信息以及增强信息的真实性，
更为重要的是，“引语代表话语中交织在一起的

各种声音以及文本生产者挑选、聚焦这些声音的

目的和意图”（洪亚星 董小玉 ２０１５：２４ － ２９）。 研

究发现，中美主流媒体都大量转述行政机关、专家

学者、公司企业和一般民众的话语，这种现象的出

现并非偶然，而是认知引导下的行为倾向，意在凸

显这 ４ 类声音主体的重要性。
本文从自建语料库中，随机挑选 ４ 组中美报

道，从认知的视角，分析对比消息来源中这 ４ 类声

音主体的选择对中美新闻话语建构的影响。
４． ３１ 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发出的官方话语，在国际关系以及

对外政策的形成与执行过程中发挥着最为核心的

作用。 正是出于这样的认知和本能的政治色彩，
媒介人员在众多消息来源中更愿意采用行政机关

这一官方团体，认为行政机关发表的言论会影响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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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事件的发展和趋势。 从这一点看来，主流媒

体是行政机关传播信息的喉舌。
① ａ． 接下来他却话锋一转，警告中国不要干

预美国的中期选举。 特朗普说：“我们发现，中国

一直在试图干预……我们不希望他们来插手或干

预我们的选举。”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称：
“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干涉任何国家的

内政，我们也不接受任何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２８）

　 ｂ．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 ．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ｓａｉｄ ｉｎ ａ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Ｗｅ ｄｅｅｐｌｙ ｒｅｇｒｅｔ
ｔｈｉｓ．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ａｉｄ ｉｔ ｈｏｐｅ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ｈｉｓ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ｎｄａｙ ｄｅａｄ⁃
ｌｉｎｅ， ｕｒ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ａｒ⁃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１８）

就文本而言，中美主流媒体认知的差异会导

致消息来源明确度的不同。 对比例①两则报道片

段可以看出，例①ａ 中媒体的消息来源较为明确；
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在行政机关这一消息来源方

面，直接指明姓名和职位，更具有可信度和权威

性。 而例①ｂ 中，《华盛顿邮报》在转述消息来源、
引述中国官方立场时，用相对较为隐晦的“商务

部”或者“北京”来表示中国立场，而不是确切到

具体的官方代表名称职位。
４． ３２ 专家学者

专家学者是行业中公认有影响的人物，具有

一定的威望，本身与被报道的事件没有利益关系，
发表的言论同时具备权威性和客观性。 出于这样

的认知，媒介人员也倾向于转述专家学者的言语，
此外，中美报道中还不厌其烦地指明专家学者的

具体背景，如姓名、职务、所在单位和所从事的研

究等相关信息，以进一步增强报道的合理性和说

服性，引起官方和民众的关注。
② ａ． 美国锡拉丘兹大学贾森·戴德里克等学

者的研究报告指出，由中国组装的 ｉＰｈｏｎｅ ７……中

国从每部 ｉＰｈｏｎｅ７ 只赚 ８． ４６ 美元。 美国前财长、
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认为，中国公司在某些技

术上的领导地位并不是窃取美国技术的结果，美
国总统采取对华贸易行动的前提就是错误的。 他

表示，中国技术的进步来自……的教育制度。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１５）

　 ｂ． Ｌｕ Ｘｉａｎｇ， 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ａｓ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ｒｅｔａｌｉａｔｅ
ｉｎ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ｏｕｌｄ ｅｍｐｌｏｙ． ． ． ｍｅｒｇｅｒｓ．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
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ａｒｉｆｆｓ； ｉｔ ｉｓ ｈａｒｄ ｔｏ ｇｕｅｓｓ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Ｌｕ ｓａｉｄ． Ｈｅ ａｄｄｅｄ，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Ｔｉｍｅｓ ２０１８ －０７ －１１）

从例②中可以看出，在两个文本中，中美主流

媒体在引用专家学者的观点时，都采用指名道姓

的方式，同时标明被引用者的身份地位，确保专家

学者这一组消息来源的明确性。 中美媒体不约而

同地采用直接引语的转述方式，以体现专家学者

话语权威性。
４． ３３ 公司企业

公司企业最易受到经济调整政策的影响，更
是政策制度的主要践行者。 基于这种考虑，中美

主流媒体均非常关注公司企业的反应并及时转述

他们的言语。
③ ａ． 迈克尔·豪伊是美国一家钣金冲压企

业的负责人。 他说：“该企业． ． ． ． ． ． 都被加征关

税蒙上了阴影。”豪伊介绍，自今年 ３ 月下旬钢铝

关税生效以来，热轧钢市场价格从每吨 ６００ 美元

上涨至每吨 ９００ 美元。 豪伊无奈地说：“我们已

经暂停了扩张，直至行业的不确定性得到解决。”
（《新华日报》２０１８ － ０９ － ２６）

　 ｂ． Ａｐｐｌｅ ｓａｉｄ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 ．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ａ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ｒｉｆｆ ｗａｒ． “Ｏｕｒ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ｓｅ ｔａｒｉｆｆｓ ｉｓ
ｔｈａｔ ． ． ． ｆｏｒ Ｕ． 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ａｉｄ ｉｎ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Ｕ． Ｓ．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Ｗａ⁃
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１５）

中美媒体都是直接转述公司企业的言语，并
且都会连续转述同一声音主体的言语。 通过持续

不断地言引同一家公司企业的声音，尝试彰显报

道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增强报道的渲染力和真实

感。 通读两国报道文本发现，美国媒体更频繁地

转述来自本国公司企业的消息来源，而汉语新闻

文本中却较少传达来自中国公司企业的声音。 媒

介人员对公司企业关注力度之所以不同，是因为

美国媒介人员在自我认知的引导下，既需要客观

报道事实，也要暗藏自己的立场。 事实上，在关税

政策的影响下，美国公司企业受到的影响超过中

国公司企业受到的影响，因而，美国的公司企业会

发出更多的声音，也更会引起舆论的关注，在这种

趋势下，美国媒介人员为了提高自家媒体的曝光

度和知名度，频繁转述公司企业的言语。 而中国

的主流媒体受传统文化和认知的影响，不愿过多

地报道“商业化”的信息，尽量回避沦为商业化的

“机器”。
４． ３４ 一般民众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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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本进行分析后，发现一般民众这一消息来

源受到中美主流媒体的普遍重视，其言语被两国主

流媒体均反复转述，并且有姓有名地交待引语的发

出者，转述的结构一般为：背景信息 ＋ ＸＸＸ ＋ 转述

动词，即“ＸＸＸ 表示”或“ＸＸＸ 说”等结构，以此彰

显报道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本研究中特指普通民

众，包括农民、小型制造商和生产商。 从研究数据

中，发现中美主流媒体在认知的影响下，转述一般

民众言语的数量，虽不存在统计学差异，但仍然显

现出频率上的差异。 总体来说，中国报道转述一

般民众声音的几率更大，意在构建中国政府关注

民生、重视民声的正面形象。
④ ａ． 美国艾奥瓦州柯林斯市的农民戴夫·

斯特拉瑟斯（Ｄａｖｅ Ｓｔｒｕｔｈｅｒｓ）表示，这让我对未来

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

种情况。 他说：“因为对关税的担忧． ． ． ． ． ． 我们

完全没有头绪。”斯特拉瑟斯表示，大家都会受到

关税的影响，而农民却成了特朗普政府博弈的棋

子。 他说：“我不知道（征收关税策略）是对是错，
我只是难以接受，我们好好地做着自己的生意，却
因为政府的选择而受到连累。” （《 中国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０６ 月 ２１ 日）

　 ｂ． Ｂｒｅｎｔ Ｂｉｂｌｅ， ａ ｆａｒｍｅｒ ｗｈ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ｓ
５，０００ ａｃｒ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ｎ ａｎｄ ｓｏｙ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ｓａｉ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ｗａｒ． ．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Ｍｒ． Ｂｉｂｌｅ
ｓａｉ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ｒｅ ｎｏｗ ． ． ． ｔｏ ｍａｋｅ ｅｎｄｓ ｍｅｅ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０７）

综上所述，构建新闻话语动态分析框架，不仅

关注语篇文本本身，而且关注新闻产出的动态过

程，从认知角度可以解释动态过程中消息来源路

径的差异。

５　 结束语
本文从跨学科研究的方向出发，将传播学中

的框架理论引入批评话语分析，提出建立新闻话

语动态分析框架。 由于中美认知的不同，两国主

流媒体在转述言语的过程中，采集的消息来源存

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从而证明转述言语是新

闻话语建构的重要动态指数，是全面构建新闻话

语动态分析框架不可或缺的要素。 该新闻话语动

态分析框架，充分考虑媒介人员的认知差异，以及

由此产生的消息来源选取的不同路径，揭示新闻

话语建构的动态过程。
本研究框架不仅能提高广大受众批评性接受

新闻报道的能力，而且有助于我国主流媒体更好

地理解各国新闻话语的特点，从而琢磨、分析、研
究各国媒体新闻报道中的话语建构的方法和技

巧，提高我国媒体对外宣传的能力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洪亚星　 董小玉． 被仰视的中国：从文本建构到形象塑

造———基于纪录片《超级中国》的批评话语分析［Ｊ］．
新闻界， ２０１５（１３）． ‖Ｈｏｎｇ， Ｙ． ⁃Ｘ．， Ｄｏｎｇ， Ｘ． ⁃Ｙ． Ａｎ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Ｃｈｉｎａ ： Ｆｒｏｍ Ｔｅｘ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ｍａｇ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ｕｐｅｒ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Ｐｒｅｓｓ Ｃｉｒｃｌｅｓ， ２０１５
（１３）．

胡春阳． 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Ｍ］． 上海：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２００７． ‖Ｈｕ， Ｃ． ⁃Ｙ．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２００７．

辛　 斌． 意义的客观论与主观论［Ｊ］．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学报， ２００２（３）． ‖Ｘｉｎ， Ｂ．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ｓ Ｉ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Ｌ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２００２（３）．

辛　 斌． 中美媒体关于南海争端报道的框架分析［Ｊ］． 外

语学刊， ２０１８（３）． ‖Ｘｉｎ， Ｂ．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ｅｗ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Ｊ］．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３）．

支永碧． 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新动态［Ｊ］． 外语与外语教学，
２００７（３）． ‖Ｚｈｉ， Ｙ． ⁃Ｂ．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２００７（３）．

Ｂｒｕｃｅ Ｄ． Ｉ．，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Ｄ． Ａ．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ｐｏｒ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８４．

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 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 Ｍ ］．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Ｈａｂｅｒｌａｎｄ， Ｈ．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Ｓｐｅｅｃｈ ｉｎ Ｄａｎｉｓｈ ［ Ａ］． Ｉｎ：Ｃｏｕｌ⁃
ｍａｓ， Ｆ． （ Ｅｄ． ），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Ｓｐｅｅｃｈ［ Ｃ］． Ｂｅｒ⁃
ｌｉｎ： Ｍｏｕ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１９８６．

定稿日期：２０１９ － ０８ － １０ 【责任编辑　 陈庆斌】

２４

２０１９ 年　 　 　 　 　 　 赵小晶　 张 斌　 转述言语与新闻话语动态分析框架建构　 　 　 　 　 　 　 第 ５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