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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语篇的批评性话语分析

—以 《纽约时报 》和 《中国 日报 》
对 2 0 1 2 年初标普降级法国的报道为例

沈 琳 刘景霞

(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
�
湖北 宜昌 4 4 3 0 0 2 )

【摘 要」 批评性话语分析是研究语篇形 式的话语
、
权 力及意识形 态之 间关 系的 一 种话语分析形 式

�
其主

要 以韩礼德 的 系统功 能语言学作为理论基拙
。

本文 以 《纽约 时报 》和 《中国 日报 》关 于标普降级 法 国 的报道进行
对 比批评话语分析

�
使读者能够批判地从谋体 中获取信息

。

〔关键词」 批评性话语分析 ;新 闻语篇 ; 法 国降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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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语篇结构以及语篇与语境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具体的

当代
�
媒体 日益渗透进我们的生活

�
促进人们之间的交 方法

。
( H al lid a y

�
1 9 8 5 )这有助于批评性语篇分析从整体上

流以及分享信息
�
加速 了社会文化 间的融合和联系

。

媒体 了解语篇的交际 目的和可能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
。

语篇在传达一定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潜在地影响和操控着人 2
.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原 则

们的意识和态度
。

因此
�
采用批评性话语分析对媒体语篇 N

.

F ai rc lo u g h 曾经把 C D A 的主要原则归纳如下
:

进行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

本文拟对 2 0 1 2 年 1 月 14 日 《纽 1
.

C D A 处理的是社会问题 ;

约时报 》题为 “
D o w n g r a d e o f D e b t R a t in g S U n d e r s e o r e S E 二 2

.

权势关系是推理出来的 ;

r o p e � 5
W

o e s ��
和同一天 《中国 日报 》题为 “

S 乙P D o w n g r a d e S 3
.

语篇构成社会和文化 ;

F r a n e e
�
8 O t h e r E u r o Z o n e N a t io n s

��
两篇语篇进行批评性 4

.

语篇为意识形态工作 ;

分析
�
以期为读者揭开这两篇语篇背后的意识形态

、
权力和 5

.

语篇是历史性的 ;

控制等关系
。

6
.

语篇和社会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 ;

二
、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 7

.

语篇分析是解释性的 ;

1
.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定义和理论基拙 8
.

语篇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
。
(F ai rc lo u g h

�
1 9 8 9 )

批评语言学
�
也 叫批评 性语 篇分析 ( c

r it ie a l d is e o u r s e 三
、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一般方法及实例分析

a n al ys i
s �
简称 C A D )

�
是 2 0 世纪 8 0 年代首先在英国兴起的 批评语言学的 目的是揭示语篇中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

语篇分析方法的学科
。

它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点和它们 意义
�
尤其是那些人们 习以为常的偏见

、
歧视和对事实的歪

生成的社会历史 背景来考察语言结构 背后的意识形态意 曲
�
并解释其存在的社会条件和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

。
(辛

义
�
进而揭示语言

、
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关系

。

批评 斌
�
2 0 0 5 )本文将主要从语篇的分类系统

、
转换系统

、
情态系

语言学认为语篇是说话者在形式结构和意识形态意义两方 统三个方面来谈谈英语中的某些形式在语篇中可能具有的

面进行选择的结果
�
它在分析中特别强调对语篇生成

、
传播 意识形态意义

。

换句话说
�
我们会使用分类

、
转换

、
时态和

和接受的生活语境及社会历史背景的考察
�
并把注意力主 直接引语这四种 分析工具来对 上文 中提到的语篇进行分

要放在发现和分析语篇中那些人们 习以为常却往往被忽视 析
。

的思想观念上
�
以便人们对其进行重新审视 (辛斌

�
2 0 0 5 )

。
1

.

分类

批评性话语分析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来源是韩礼德的 语篇的分类系统是指 语篇对人物和 事件 的命名及 描

系统功能语言学
。

系统功能语言学至少在 三个方面有助于 述
�
主要通过词汇 的选择来实现

。
(辛斌

�
2 0 0 5 )首先 《纽约

批评语言学达到其分析语篇的 目的
。

首先
�
它以语义

�
而不 时报 》语篇的标题 中 “

D o w n g ra d e
”
做名词

�
是 降级

、
降低 的

是以句法为基础
�
考察语篇中各种语篇成分的表意功能 ;其 意思 (有长久之意 )

� “
W oe s’’更是灾难的意思 。 《中国 日报 》

次
�
语言的系统功能理论本质上具有社会符号学的性质 ;最 上的标题中

“
D o w n g ra d e S

”
做动词

�
是使某人 /物 降级

、
降职

后
�
他关于语域

、
语境

、
衔接和连贯的理论

�
为从宏观上考察 或降低重要性

�
贬损意义淡 了很多

。

从题 目中
�
我们隐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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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纽约时报 》的文字基调是轻松的 �
甚至可 以说是幸灾乐 时和过去时的选择上两者存在明显不同

。

总的来说
� 《纽约

祸的 ;而 《中国 日报 》的报道显得客观平和 。

单从
“
降级

”
的 时报 》多次使用 了现在时态 �

而 《中国 日报 》一直使用的是过
名词表达上来看 两份报纸 中关于

“
降级

”
的名词

� 《纽约 时 去时态
。

例如
:

在 《纽约时报 》中的 T o g e t h e r
� t h o s e d e v e l

-

报 》: im p a e t � 」0 9 � t r o u b le
�
d e fa u lt

� p r e s s u r e e t e ; 《中国 日 o p m e n t s o n d e r 、e o r e t h a t … 以及 … r a t in g s a r 。 G e r m a n y … �

报 》: m a s s �
m o v e �

d e b t c r is is e t c
。

我们 可 以看 出 《纽约 时 在 《中国 日报 》中 S 乙p
r e a
f f 乞

r o e d t h e r a t in g s … B u t it 、a 乞d

报 》使用的词汇大多是贬义词 �
描绘了一幅无比惨烈的经济 t h at …现在时态在英语里除 了表示现在时间之外更经常地

危机景象 ;而 《中国 日报 》大多使用 中性词汇 �
肯定了欧洲各 被用于表示普遍性真理

、
始终存在的状态

、
习惯性或连续性

国 (特别是法国 )复苏的可能性
。

的行为等
。

因此在 《纽约时报 》的报道者看来 �
欧洲的经济

2
.

转换 危机还将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
而 《中国 日报 》的报道者则

在分析语篇中句法转换的表义作用 时
�
我们尤其应该 希望欧洲早 日走出阴霆

�
为世界经济的复苏贡献出自己的

注意名物化和被动化的运用
。

名物化指的是说话人原本可 力量
�
美国人的

“
良苦用心

” �
诸如此般

。

以使用动词结构或句子表达同样的意思
�
但却选择 了名词 4

.

直接引语

性成分
。

名物化的例子在这两个语篇 中都很 常见
。

例如
:

直接引语在新闻报道中具有独特的作用
。

由于他们往

《纽 约 时 报 》中 1 ) … fu n d a m en ta l fi
n
an ci al 乞。P ac t b ut 往出自当事人

、
知情人或者权威人士之 口

�
所以对读者来说

S e r V e d a s a r e 阴乞n d e r t h a t E u r o p e ’5 e e o n o m ie 、o e 、 w e r e fa r 有很强的说服力
。

报道者常常利用直接引语来表达 自己的

fr o m o v e r
.

2 ) … it e o u ld s e t o ff th e a e t乞二a t乞o n o
f

e r e d 乞t 立场和观点
�
并把它们 一旬接地强加给读者

。 《纽约时报 》和
de fa 耐娜~ 娜 一

a tyP
e
of fi na nc ial ins ur an

c e
. 《中国 日报 》 《中国 日报 》都充分利用 了直接引语的这种作用 。

通过文本

中 l ) … 乞n 乞t乞a t乞二 e 、 E o r o P e a n P o l乞e 夕。a k e r 、 h a v e t a k e n t o 分析
� 《纽约时报 》的 4 个直接引语 中

�
一个来 自标普 (相较

t a C k le t h e d e b t C r is is … s y s t e m ie 、t r e 、、e 、 in t h e e u r o z o n e
.

2 ) 于欧洲
�
这个评级 1jt 构更青睐美国 )

�
一个来 自英国首席经

” ’
a g r e e 阴 e n t O n d r a ft in g a n e w t r e a t y fo r d e e p e r e e o n o m ie 济学家 S im o n T ilfo r d (众所周 知

�
英 国奉行

“
追随美 国

��
国

认te g ra tio
” in th e

eu ro ZO
n e �
bu

t th
e
ch an ce

、 fo r
·… 《纽约 策 )

�
1 个来 自无名 氏 (报道者未提及消息来源

�
但有一点可

时报 》主要是名物化有关 “
降级

”
的词汇

�
也就是说新闻编辑 以肯定

�
该直接引语否定了希腊的救助措施 )

�
还有 1 个来

者将
“
降级

”
这 一 短 暂的历史状态表述为永久性 的 自然状 自于希腊议员 C hr i

s to S S t ai k o ur
a S (从文中语境可以清晰地

态
�
报道者的态度就不言而喻了 ;而在 《中国 日报 》这篇报道 看 出

�
该议员对于欧共体已经丧失信心 )

。

而 《中国 日报 》仅
中

�
名物化的词汇都是欧洲各国协商解决金融危机

�
提高信 有的 1 个直接 引语

�
是来 自 B N Y M ell

o n c
ur re n

cy 的战 略

用等级的措施
�
虽有模糊主语之嫌疑

�
但读者也可从中窥探 家 M ic h ae l W oo lfol k

�
他认为欧共体的前途还有待观摩

�
这

出编辑对于本次
“
降级

”
的真实态度

。

实际上是看好欧共体的未来
。

从直接引语的引用源和引语

选择被动语态的动机多种 多样
�
其中之 一是为了 隐瞒 内容来看

�
美国对于欧洲的幸灾乐祸和打压之心暴露无遗

。

动作的发出者 (施事 )
。

被动化的例子在这两个语篇中比比 四
、
结语

旨是
�
例如

:

在 《纽约时报 》中 h o al re a d y b e en P 八ce d
� a re 批评性话语分析是分析话语的一种方法

�
是通过语言

P 八。 a 八勿 d 八 * n �、。 h ea d
e d

�a re co 。乞d o re d �a re P a o
e d

�
分析来揭示话语或语篇中的这种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意义

a re P a o
e d

�、o 滋 d be 、e
en

�a re e 二P ec te d to ;在 《中国 日报 》 及其与社会结构和权力控制的关系
。

批评性话语分析必须

中 ~
、 、P a re d �、a 、 re * al e d

。

在这两篇报道 中
�
被 动语态 将语篇及其描述 的事情 与他们 出现 的社会生活场景相联

的施事都很容易被找到
�
这不符合常规

。

笔者认为
�
这正是 系

�
才能真正揭示语言

、
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
并对

撰稿人使用被动语态的意指所在
:

在 《纽约时报 》中 �
报道 这种关系做出正确 的评价

。

语篇形式的选择受权势
、
意识

“
降级

”
情况时

�
施事总是欧洲政府

�
报道解决方案时

�
施事 形态的控制

。

读者应该以批评的眼光分析语篇
�
加强对权

又所指不明了
�
这是撰稿人有意识地引导读者把责任推卸 势

、
意识形态的敏感性及对语篇的反控制意识

。

给政府 ;而 《中国 日报 》则不然 �
提及

“
降级

’�
情况时基本上都 〔参 考 文 献 ]

是主动语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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