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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    贾静文

《〈纽约时报〉对华舆论研究——话语分析

视角》是一部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分析传播学领

域实际问题的学术专著，以独到的视角分析了学

业两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作者以话语分析理论为

切入口，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国外媒体对华报道的

经典议题进行新的解读，这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传

播和对外交流活动具有新的启示意义。

一、内容简述

该书研究脉络清晰，内容详细，从书本目录

即可窥得一二。第一章作者介绍了该研究的研究

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第二章

至第四章为理论介绍部分，即作者所运用的话语

分析理论的分支流派和主要内容。第五章是与国

家形象、媒介话语和社论研究相关的文献综述。

从第六章到十一章是作者以话语分析理论为基础

对《纽约时报》社论进行实例解读。而从十二章

到十四章，则是作者以不同的方式试图探寻外媒

对华报道的隐形原因所在。第十五章和十六章分

别为作者研究的落脚点和结论。

二、优势和创新

1、取材典型

作者选取了《纽约时报》作为研究对象，这

一研究对象的典型性使得作者的研究具有很强的

代表性意义。首先，《纽约时报》作为西方主流

媒体的代表，它的新闻和言论代表了整个西方国

家的主流舆论导向和价值。因此，《纽约时报》

对中国事件的新闻报道和有关中国的言论也在很

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受众对中国的看法和印象。

作者选取研究对象具有很典型的代表意义，这从

根本上确保了作者研究的价值意义所在。其次，

社论是报纸的核心和灵魂。一张报纸的社论是报

纸宗旨和报纸的政治价值倾向的体现。“评论版

是表达报纸个性特征及其思想的喉舌，报纸的特

点、良知借此得揭示，其智能也得以测试”。《纽

约时报》社论版是《纽约时报》的意见阵地，在

这里西方媒体对华舆论得到了充分而有代表性的

展示。

作者在对《纽约时报》社论研究分析时，选

取了报道典型事件的社论。《纽约时报》社论有

关中国的言论数量庞大，在这众多的报道中作者

选取了有关西藏“3.14”和新疆“7.5”两个最具

代表性的典型事例详细分析。这些极具代表意义

的研究对象使得作者的研究更具有实践价值，有

助于我们解决国际传播中国家形象宣传的实际问

题。

2、研究视角独辟蹊径

作者选择了《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作为研究

具体对象，可谓是西方媒体主流言论机构的代表

性言论。通过对《纽约时报》社论的研究，我们

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在国际中的形象，

这对于我国积极走出去的战略尤其有重要意义，

探究西方媒体如何构建中国形象有助于我们更有

针对性地在国际上宣传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营造有利于中国积极入世的国家舆论环境。

有关外媒对华舆论的研究并不是新课题，但

是，学者以往的研究大多将目光集中在政治领域

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在话语分析角度所进行的

课题研究却相对比较少见。如戴元光和邵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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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涉华政治类报道研究》重点在归

纳《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政治问题的倾向性、具

体新闻偏见和所持态度；钱进的《涉华新闻报道

的舆论研究——以〈纽约时报〉为例》主要研究《纽

约时报》的对华舆论、其舆论的变化和变化背后

的影响因素；郑华和黄曦的《政府国际公关的话

语策略研究——基于〈纽约时报〉对新疆“7.5”

事件报道的分析》则直接将研究落脚点放在对政

府建构良好传播效果的话语体系提供思路上。

作者运用话语分析理论研究《纽约时报》社

论对华舆论，这既是一个有关《纽约时报》研究

的一种创新，又是对话语分析理论和传播学结合

研究的一种补充。

3、客观而独特的分析方法

作者运用话语分析理论分析《纽约时报》社

论对华舆论个案，分析方法科学而客观，并且每

一个实例剖析都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力求

全面客观展现《纽约时报》社论的观点以及这种

观点形成的背后动因。作者就不同的实例采用不

同的理论模式多角度剖析。如在第六章——《纽

约时报》对华社论对话性策略研究：以经济能源

话题为例——的分析中，作者用传播中的受众观

照策略分析对华经济社论，从意义的来源、话语

的对话性、受众观照策略的分析框架、话语意义

层面和语言层面五个角度对材料进行深度解析。

同时，一些分析角度中又有若干个细节理论分析，

如在语言层面的分析中，又细分为“态度词的使

用：建构‘他者’与‘我们’”、“代词的使用：‘我

们感到担心’”和“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经

过这些剥茧抽丝般的描述和阐释从而得出结论：

《纽约时报》社论在经济能源方面积极主张中美

合作，并倡导美国在合作中的主导作用。

4、原因归结：新闻的本质之反常态

在分析西方媒体对华报道的深层原因时，学

界大多从政治利益、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因素等

多方面剖析外媒报道动机。作者在书中转录了

《参考消息》登载的英国《卫报》网站上的一篇

文章，文章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中肯的分析，并

提出了一个很多国内学者容易忽略的问题：西方

媒体商业新闻产业的经济学和职业动力。文章认

为西方媒体报道西藏和新疆的暴乱事件不是因为

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在于这些新闻报道和

有关这些报道的观点能够引起人们广泛的阅读兴

趣，刺激消费者的眼球，从而能给报社带来巨大

的经济利益。“现代新闻学的核心追求是‘反常

性’。我们的新闻大都与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截

然不同。”也就是说，越负面的消息越有人看，

越是爆炸性的新闻越有市场。在选材报道上，西

方媒体无论是报道中国新闻还是本国新闻都是服

从于新闻行业的这一市场原则。

三、局限和不足

这本书是将语言学和传播学结合研究的一部

佳作。作者语言学理论功底深厚，参考文献多为

作者翻译的一手资料。并且作者对新闻传播学领

域洞察力极强而又善于发现问题，尤其是作者对

新闻话语的敏感，在书中可窥一斑。但是这部学

术著作中也难免有些许的瑕疵和局限，令人稍感

遗憾。

1、结论保守而宽泛

宏观把握全书，作者始终立足于话语分析理

论在新闻传播领域的运用上。无论是对《纽约时

报》社论对华舆论典型案例的分析，还是对《纽

约时报》记者和沙学文的深度访谈，作者都用意

在剖析西方媒体建构中国形象的话语策略运用和

这种策略背后的隐形契机。但是，在进行过深入

而详尽的理论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却稍显保守。

作者认为，对待西方“不友善”的描述和报道，

中国应该“自信和沟通”，打造中国负责任的大

国形象。这一结论本身并无可诟病之处，但是，

就本书的理论立足点来看，作者没有从学理层面

就这一问题提出可能的对策。这与作者在书中多

次强调的该研究以话语分析在传播学领域的运用

为落脚点这一初衷相悖。而“自信和沟通”这一

宽泛保守的论调也无法解答中国该如何在话语策

略方面采取措施应对西方媒体对华形象构建的问

题，全书框架也因这一结论而略显首重尾轻。

2、明显的校对错误

在本书前言介绍中，第一段最后一句话中有

“该书共分为十五章”，但是，本书目录所表示

为十六章，书本实际内容也是十六章，前后具体

数字不统一。虽然这不是书中资料数据，对于一

部学术专著来说，这种错误也是应当极力避免的。

总的来说，此书创新意义有二：一是作者将

语言学话语分析理论的方法用在新闻传播学的实

例分析上，并且将自己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汇集成书；二是在反思外媒对华报道的原因时，

将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以冷静客观的学术思维解

读还原外媒对华报道的社会环境。这种跨学科的

研究模式为我们如何解读和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

新的途径和启发。

（作者单位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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