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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批评话语分析将语言学视角与社会视角结合起来，研究语言，语篇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相

互关系，主要讨论语篇中的意识形态或权利关系，从而揭示意识形态与语篇的关系。主要从批评

话语分析的分类系统，及物性系统，转换系统和情态系统角度来分析 2012 年 9 月 10 日中国政府

就“日本购钓鱼岛”事件发表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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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话语分析是由 Fowler 等人在上世纪 70 年

代在《语言与控制》一书中提出的。批评话语分析

是基于功能语言学的一种语篇分析模式。它主要讨

论语篇中的意识形态或权利关系，从而揭示意识形

态与语篇的关系。批评话语分析主要研究大众语篇，

例如电视、广告、报刊、政治宣传、官方文件，法

律法规等。通过各种语篇分析来揭示语言和意识形

态之间的关系，以及权力阶层如何通过语言来影响

人们的意识形态从而维护自身利益和现存的社会结

构。新闻语篇作为大众语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闻报道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影响着人们的意

识形态，对读者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批评话语分析理论 

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被认为是批评话语分析

的理论基础与主要的分析工具。辛斌（2002）提出，

系统功能语法能够帮助批评话语分析实现它的目

标。批评话语分析主要借助系统功能语法的分类系

统（classification），及物性系统（transitivity），

转换系统（transformation）和情态系统（modality）

等角度来分析语篇。其中分类是指词语的选择，根

据韩礼德的理论，分类系统（classification）被

认为是概念功能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是文化的表

现形式。换句话说，作家们选择不同的词语来表达

他们对世界的不同感受。词语的选择往往是有目的

地进行而不是随意的，它反映并表达了不同社会群

体的各种利益关系。及物性系统（transitivity）

作为概念功能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是韩礼德系统

功能语法的基础和批评话语分析最主要的工具。然

而韩礼德的及物性系统不同于传统概念，传统认为

及物性主要是根据动词的及物性决定的，而动词的

及物性主要取决于其后面是否跟有宾语。韩礼德认

为及物性是表达的基础，它主要指意思如何通过句

子表达出来，语言使用者如何表达他们的概念，事

实 以 及 他 们 对 周 围 世 界 的 感 受 。 转 换 系 统

（transformation）指句型的变化，例如词语的选

择，这正是批评话语分析学者们感兴趣的。其中名

物化和被动化是转换的两种主要形式。名词化主要

是把动词和形容词名词化，被动化是将主动语态变

被动。情态系统（modality）被认为是说话者或作

者的态度的表达。韩礼德认为情态是处于“是”或

“不是”中间的一种意义的表达，是“肯定”和“否

定”的一个中间区域。情态系统可以通过例如必须，

可能，应该等情态动词，或通过如某些，明显的，

可能的等形容词，或通过如可能地，绝对地，确定

地等副词，或人称代词，或某些动词如希望，认为，

想要，期待等来实现。  

二、批评话语分析对中国政府就“日本购钓鱼
岛”事件发表的声明的分析 

在本章节，文章将主要从批评话语分析的分类

系统，及物性系统，转换系统和情态系统角度来分

析 2012 年 9 月 10 日中国政府就“日本购钓鱼岛”

事件发表的声明。 

（一）分类系统 

分 类 是 指 用 语 言 赋 予 外 部 世 界 以 秩 序

（Fowler ，1979）。语篇中的分类是指对人们如何

对语篇中的人物和事件命名，主要是通过词汇来实

现。而在词汇的选择上，并不往往是一种客观的描

述。基于人们对事物的不同看法，对同一事物会有

不同的分类，也就出现了多种词汇来描述同一事物。

在新闻语篇中，分类是大众传媒惯用的手段。在 2012

年 9 月 10 日中国政府就“日本购钓鱼岛”事件发表

的声明（以下简称声明）中，中国政府及温家宝多

次强调钓鱼岛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的附属岛

屿”“中国固有领土”，而绝非“无主地”“归还区域”，

来表明了中方对日方“购岛”的态度，以及中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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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对主权和领土的维护。 

（二）及物性系统 

韩礼德认为及物性是人们用语言描述现实的基

本途径，它把人们的活动描述成各种过程，主要有

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行为过程，言语

过程和存在过程。同一事件可能会通过不同的语言

过程表达出来，而过程的选择恰恰体现了人们的政

治立场，文化背景或意识形态。声明中用“侵犯”“伤

害”“践踏”“窃取”“侵占”等行为过程词来描述日

本政府的“购岛”行为，用“自古以来就是”“回归

中国”存在过程和关系过程类词表达了钓鱼岛历来

是中国领土的事实，用“坚决反对”“强烈抗议”“严

正声明”“强烈敦促”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类词表达

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 

（三）转换系统 

转换指句法上的变化，名物化和被动化是批评

话语分析中值得分析的两种转换形式。名物化是指

将动词或者形容词在句法上转化成名词使用。一般

来说，名物化有两种可能：神秘化和具体化。神秘

化是指在名物化的过程中可以去掉一些组成部分，

如参与者，时间或时态。例如“对黑人的歧视”将

被转换句型“有些人歧视黑人”中的“有些人”去

掉了。具体化是指将一个偶然的行为变成了一个特

点。例如“离家出走的年轻人”“离家出走”不再是

一次偶然行为，而变成了一些年轻人的特点。被动

化是将主动语态变为被动语态。在语言学中，主动

语态同被动语态的地位是相同的，两者只是在句法

结构上不同。同名物化相同，被动化也会去掉主动

语态中的一些因素，从而给人一种神秘的效果。一

般来说，被动化的选择或是写作题材的需要，例如

科学报道，或是句型变化的需要，为了实现语篇中

不只是一种语态，或是因为主语的缺失或未知。在

新闻语篇中，被动语态的选择往往是特意的或是有

目的的，为了个人，政治或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声

明中两次使用被动句“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人最早

发现、命名和利用的”“早在明朝，钓鱼岛等岛屿就

已经纳入中国海防管辖范围，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

屿”用来阐述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事实。 

（四）情态系统 

情态表达人际功能。研究语篇的情态系统主要

有两个目的：弄清说话者对话语命题真实性所承担

的责任的程度和对未来行为做出的承诺或承担的责

任；了解说话者对听话者和情景成分的态度，说话

者与听话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和权力关系等（辛斌，

2005）。情态系统除了情态动词情态形容词和情态副

词之外，人称代词，实义动词，时态，直接和间接

引语都可表达情态意义。依据 Fowler 的工具体系，

情态意义可分为以下几种：真实性，责任，可取性

等（Fowler， 1991）。 

情态副词往往用在动词前面来表达动作执行的

程度或者方式。声明中， “自古以来”“历来”“从

来就不是”“始终”体现了中国政府对领土主权的维

护，以及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真实性。 

新闻语篇中经常会用第一人称代词来表示说话

者或听众在利益或感情态度方面的一致，在矛盾冲

突中作为一种呼吁。声明中同样也用到了第一人称

“我们不禁要问，日本到底要向何处去？日本未来

走向能让人放心吗？”来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日方行

为的指责，同时也在呼吁同胞对其行为进行谴责。 

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一般出自当事人，知情者

或权威人士之口，对听众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同时

也能增强语篇的权威性。声明中引用了日本政府关

于钓鱼岛的“国有化”“归还区域”“无主地”，以及

中日邦交历史上前领导人就“钓鱼岛问题放一放，

留待以后解决”来体现日方行为的不可取。 

时态除了表示时间之外，有时还表示一种可能

性。声明中，“中日关系今后还如何能顺利发展？”

表达了中日关系以后可能出现的紧张状态。 

三、结论 

批评话语分析自上世纪诞生以来越来越受到广

大学者的关注，而新闻语篇作为了解世界的主要途

径，对人们看待事物的态度有着重要影响。文章通

过对中国政府就“日本购钓鱼岛”事件发表的声明

的分析，展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揭示了批

评话语分析强大的阐释力，反映了新闻语篇背后的

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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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构研究生辅导员之间的双向交流机制 

研究生辅导员在二级院系的学生工作队伍中属

于少数派，一般一个院系只有一至两名，由于他们

的工作与本科生辅导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日常

工作中他们需要与其他研究生辅导员进行交流，这

就需要建立研究生辅导员之间的交流机制，如定期

的研究生辅导员会议、QQ 或飞信交流群等，增强研

究生辅导员归属感的同时，让他们能够共同探讨、

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五）加大培训力度 

首先要将研究生辅导员纳入全校辅导员培训体

系中，分批参加各类校内外相关培训，同时要针对

研究生辅导员的特殊性增加或单独开展针对性的培

训；其次，鼓励和支持辅导员攻读思想政治教育和

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其他相关学位、开展业务进修；

第三，根据研究生辅导员不同的兴趣，鼓励和支持

他们相对分工地参与心理咨询师、就业指导师以及

职业规划师等职业资格的学习与考试，提升工作的

层次和水平。 

（六）重视信息素养的提升 

首先要强化研究生辅导员的信息意识。信息意

识比信息知识和信息技能更重要，是信息素养的思

想基础和动力源泉，通过培训和列为考核内容等方

式强化辅导员的信息意识、提升他们的信息感受力、

判断能力和洞察力。其次加大信息知识、信息技能

的培训。要普及基本的信息知识、传授基本的信息

技术使用能力，重点是要培养研究生辅导员的信息

分析筛选、评价运用能力及危机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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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llege counselor team, postgraduate student counselors team is in urgent need 
of team construction. Major problems related with currengt postgraduate counselors team are analyaed in this paper 
an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based on an overall consideration of the team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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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news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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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combines linguistics and society, it studies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discourse and social structure, and it focuses on ideology in the discourse as to reveal the 
relations between ideology and discourse. This paper is going to analyze the announcement to “Japan purchasing 
the Diaoyu Islands” mad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September 10th, 2012, based on classification, transitivity, 
transformation and modality of C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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