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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言一 xi

总序言一

环球世纪出版社拟出版一套“中华话语”丛书，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

授、该出版社常向群总编邀请我担任丛书的主编之一并为丛书撰写一篇短

序。实话实说，我虽然近年来一直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努力倡导和践行一

种被我称为“多元话语分析”的研究思路，但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我自知

并非话语研究方面的专家。因此，在收到向群的邀请后，我曾婉言回拒

了她的好意。然而之后她一再相邀，我一方面为她的盛情所动，另一方

面也觉得这确是一项富有意义的重要事业，乐于参与，思量再三，遂斗胆

从命。

众所周知，意识到“话语”在理解人们日常生活及社会现实的建构过

程当中所具有的关键作用，并将对话语的研究和分析置于哲学和社会科学

研究的核心地位，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哲学和社会学科研究者所取

得的一项重要成就。所谓“话语”，是一个和“语言”相对应的概念。“语

言”是以特定的语词为原料，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可能被建构出来的所有

句子和文本的总和，如英语、汉语等；而“话语”则仅指人们在言语实践

中已经实际说出或写出的那些句子或文本。对“话语”加以研究或分析也

就是对那些已经实际说或写出的语句或文本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以及按

照什么样的规则被说 / 写出和传播的过程加以研究或分析。这一研究领域

及其分析方法通常被称为“话语分析”。由于对话语及其话语研究的重视，

在西方学术界，“话语分析”已经成为包括语言学、历史学、新闻学、社

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国际关系学和文学艺术研究等各个人文社

会科学领域中最富活力也最具吸引力的研究领域之一，产生了一大批富有

价值的研究文献。由于话语分析研究文献的传播（其中最重要的是福柯以

及受福柯影响的那些话语分析模式如“批判话语分析”文献的传播），“话

语”、“话语权”等概念也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今世界最为流行的一

些关键词。

对“话语”的研究之所以会受到如此的重视，以我的理解，主要与现

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发生的以下两种观念转变紧密相关：

其一，是人们对语言与实在之间关系问题上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语言

观一般认为，语言是我们人类用来对独立于人类语言 / 符号系统之外的那

样一些自在现实的反映或再现而已。语词的意义来源于其所指涉的实在

（实体、属性、关系），语句的真假值则取决于它们与其所指涉的实在本身

状况的相符程度。然而，二十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颠覆了这种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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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实在论基础上的语言观，指出语言并非是作为“自在之物”的外部实

在的一种简单反映或再现，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任

意性，而且反过来还引导和约束着我们对“实在”的感知、思维和言说。

因此，作为我们人类感知、思维和言说对象的“实在”并非是完全独立于

我们的语言 / 符号系统之外的一种纯自在的存在，而是一种由我们在特定

语言 / 符号系统引导和约束下建构起来的一种“实在”。语言既是我们的家

园，也是我们的囚笼。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思维和言说无法超出我们的语

言 / 符号系统给我们所划定的界限。对语言与实在之间关系问题的这种观

念变化，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以往的哲学与科学研究，并逐步将语言置于哲

学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位置。我们可以将这一

转变称为哲学和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

其二，是人们对语言和话语（言语）之间关系问题上的观念转变。按

照传统的语言观，话语只不过是人们应用特定的语言规则去进行言说实践

的结果，是语言在实际生活中的使用和具体表现。因此，要想理解人们的

话语行为及作为其结果的话语，只要去研究在人们的话语实践过程中支配

着话语产生的那些语言规则即可。但二十世纪后期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

却也表明，这种重“语言”、轻“话语”的看法是错误的。人们的话语实

践并不只受语法规则的约束，而且还要受到诸多语法规则以外的其他各种

规则的约束，甚至更多地受到后者的约束。这些在语法规则以外支配着人

们的相关话语生产和传播的规则，我们可以参照福柯的词汇，将其称为

“话语构成规则”（rule of discursive formation）。因此，如果不能很好地了

解特定时空范围内支配着人们话语生产和传播（也即言语行为）的那些构

成规则，即使对此一时空范围内人们所用那种语言系统有再好的了解，对

于我们理解这些人的实际话语行为可能也无济于事。与此相应，之前被赋

予“语言”的那种在建构作为人们感知、思维和言说对象之实在世界中所

具有的关键性作用，现在也被赋予了“话语”。对语言与话语之间关系问

题的这种观念变化，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以往包括哲学和语言学、社会学等

各门社会科学领域中与语言相关的那些研究，并逐步将对话语的研究和分

析置于这些研究的核心位置。我们可以将这一转变称为哲学和科学（尤其

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话语分析转向”。

话语分析在上世纪 80 年代伊始就开始传入中国，迄今已有 30 年左右

的历史。30 年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许多中国学者尝试运用话语分析的

方法来对当代中国社会中各种“话语”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以及“话语”对

社会现实的建构作用进行描述和分析，在语言学、传播学、哲学、社会

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教育学、国际关系、文艺评论等研

究领域出现了数以千计的研究文献，其中包括有不少具有尝试性和创新性

意义的研究成果。尽管和西方同行相比，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学术成就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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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还有相当的差距，但对于我们从话语建构的视

角理解当代中国，这些文献还是具有其他文献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对于其他国家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学者们来说，了解中国，理解中

国，一直是一个重要课题。而近 30 年来中国发生的种种变迁，以及中国

作为一个新兴发展中大国在世界舞台上之作用和地位的日益上升，则使

得对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变得更为迫切。从上述“话语建构论”的立场来

说，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一个关键之处就是要了解和理解“中国话语”，

包括中国古代的话语以及当代的话语。只有对中国人的话语系统（包括在

中国人的话语实践背后支配着中国人话语生产和传播过程的那些规则）有

更深入细致的了解，才有可能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及其运行机制有更适当的

理解。因为，中国的社会现实是由中国人在中国人所属的各种话语系统的

引导和约束下通过自己的行动建构出来的。就此而言，本丛书的意义和价

值当不言而喻。我们衷心地期待也相信本丛书的出版将会在帮助人们更好

地了解和理解中国话语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是为序。

谢立中教授

  北京大学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学学会前副会长

2016 年 9 月 18 日

2019 年 6 月 28 日更新



语料库与媒体话语的理论、方法与实践：中英美主流报刊中的低碳话语研究xiv

总序言二

话语作为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发展中人类活动的各种有意义的符号，

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它能够通过反映在说话或文字中那些特别的

语言现象来加以识别。法国哲学家福柯曾经指出，人类的一切认识都是通

过话语获得 , 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

关系 , 话语决定人在这个世界的位置。自 20 世纪 50 年代问世以来，话语

研究逐步走出纯语言学的研究范式，切入到人文学科，并以话语为纽带把

分离的人文各学科联结起来，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日益成为主流。

话语研究的多样性反映在方法论上，如：语言学及社会语言学方法，

会话分析、符号学分析、结构话语分析、批评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社会

认知分析、以及批判话语分析。其中批判话语分析作为国际公认的方法已

经引起了语言学、语言研究及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们的关注。应用语言学越

来越对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感兴趣，尤其是语言在建构和传递有关

世界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假想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语言在维护或挑战现

行权力关系中的作用。

基于语料库的批判话语分析开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先行倡导者

将语料库技巧运用到批判话语分析中，有效地打破了定量和定性研究的界

限，为话语研究者提供了强大的量化分析的基础，自此，人们一直在探寻

更多两者相得益彰的方法。2006 年，贝克发表了《用语料库做话语分析》

一书，概观了语料库在话语研究中的诸方法，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这

一方法逐渐走向成熟。

近十多年来，许多中国学者关注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其学科背景各

异，如社会学背景的谢立中，文化研究背景的曹青，国际关系背景的孙吉

胜，新闻传播学背景的李彬、殷晓蓉、曾庆香、袁光锋，跨传播学与社会

学的章晓英，语言学背景的学者较多，以下仅列举部分（按姓氏拼音排

序）：陈新仁、丁建新、窦卫霖、冯捷蕴、刘立华、马博森、苗兴伟、邵

斌、吴东英（Doreen Wu）、武建国、许家金、尤泽顺等等。还有一些学

者有着相似的西方学习或研究的经历，他们或在西方学者的指导下完成

了其博士论文，以下仍按姓氏拼音排序列举几位，如顾曰国师从 Geoff rey 
Leech、赖辉师从 Paul Chilton、钱毓芳师从 Tony McEnery 和 Paul Baker、
施 旭 师 从 van Dijk、 王 芳 师 从 Teubert Wolfgang， 吴 宗 杰 师 从 Norman 
Fairclough、辛斌师从 Henry Widdowson、张瑞华师从 Vincent B.Y. Ooi，等

等；或者跟从西方学者从事访问研究，如，陈丽江跟从 Paul Chilton、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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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跟从 Ruth Wodak、毛浩然跟从 Christopher Hart、田海龙与 Paul Chilton 
合作研究，他们深受西方学者的影响，既借鉴和反思了西方的话语研究传

统，又将其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在此基础上，他们关注中国话语，挖掘和

利用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将中国话语研究引向深入，并在学科范式

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色。从总体上看，中国的话语研究正在从“西学东

渐”向“东学西进”迈进。

在这一大背景下，环球中国出版社推出了中华话语系列丛书，充分体

现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魄力。本人很荣幸被邀请与北京

大学著名社会学家谢立中教授一道主编本系列丛书，本系列丛书将涵盖围

绕中华历史、中华文化、中华事务、中华语言、中华人物的话语研究。倡

导多学科、多视角、多方法，融合大中华的智慧，放眼世界，架起中国

与世界的桥梁，开启一扇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窗户。本系列将出版的著作

包括：黄敏《〈纽约时报〉涉藏报道与我国对外传播策略》、赖辉《新时期

小说中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及其变化》、钱毓芳和叶蒙荻《语料库与媒体

话语的理论、方法与实践：中英美主流报刊中的低碳话语研究》、谢立中

《走向多元话语分析：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更新版）。这些著作立

足于宏观或微观话语层面，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方法，对中国或中外话

语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话语的复杂性和话语

研究的多样性，希冀本丛书能推动中华话语研究的深入发展。

是为序。

钱毓芳教授

浙江工商大学中外话语研究院院长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话语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2016 年 11 月

2019 年 6 月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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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媒体包括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是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呈现

者。 媒体话语蕴含着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是一种特殊的话语类型。

媒体的新闻报道具有社会性，是一种社会实践，具有一些复杂的、人为的选

择标准，而远非中立地反映社会现实或经验现实。正因为有这些特征， 媒体

话语越来越多地被人关注，人们将之作为认识世界的一个渠道，用不同的视

角解读 媒体话语所折射的社会现实以及语言、人、社会之间的关系。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 Fowler、Kress、Fairclough、van Dijk 为代

表的语言学家开始将 媒体话语作为特殊的社会文化实践加以研究，用于 媒
体话语分析的批判话语分析框架也纷纷被提出。 语料库与 批判 话语研究相

结合是当今社会科学领域前沿的研究方法。批判话语分析将话语置身于社

会，通过社会科学的不同理论解释话语中蕴含的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

态等。 语料库方法弥补了直觉推断的缺陷，可以为批判话语分析提供大量

的可靠的语言例证，使大规模文本分析成为可能。

在气候问题备受关注的国际大背景下，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岛

路线图”，世界各国都在为解决气候问题而努力，低碳经济的概念也应运

而生。2003 年，英国发布《能源白皮书》，将低碳经济正式写入政府文件，

走低碳之路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是，在这一过

程中，各国间存在着众多的博弈。曾参加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著名学者杨

志曾经指出，低碳经济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标准问题，它首先是一个

政治问题，还有经济学问题、文化问题和外交问题。各国媒体围绕这一问

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同政体下的媒体呈现不同的关于低碳经济的话

语，比如美国《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低碳经济时总是构建美国“引领”世

界转向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之类的话语，以“领导者”身份自

居。英国《金融时报》经常出现发展低碳经济可能出现“失业”等问题的

文章，而《人民日报》则多以正面的报道传递低碳经济带给人们的益处。

三国的 媒体话语具有怎样的特征？ 媒体话语反映怎样的社会现实？形成这

些话语的内在原因何在？

为了回答以上研究问题，本研究收集了中英美三国主流报刊自出现低

碳报道以来 15 年的新闻文本，结合 语料库和批判话语分析的方法，考察

中英美主流报刊围绕低碳经济的 话语建构，旨在解读围绕低碳的话语是如

何通过一系列因素被过滤出来，这些因素包括国家利益、受众定位，以及

各国历史、政治和社会因素。本研究表明， 语料库方法与批判话语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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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媒体包括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是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呈现

者。 媒体话语蕴含着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是一种特殊的话语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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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越来越多地被人关注，人们将之作为认识世界的一个渠道，用不同的视

角解读 媒体话语所折射的社会现实以及语言、人、社会之间的关系。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 Fowler、Kress、Fairclough、van Dijk 为代

表的语言学家开始将 媒体话语作为特殊的社会文化实践加以研究，用于 媒
体话语分析的批判话语分析框架也纷纷被提出。 语料库与 批判 话语研究相

结合是当今社会科学领域前沿的研究方法。批判话语分析将话语置身于社

会，通过社会科学的不同理论解释话语中蕴含的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

态等。 语料库方法弥补了直觉推断的缺陷，可以为批判话语分析提供大量

的可靠的语言例证，使大规模文本分析成为可能。

在气候问题备受关注的国际大背景下，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岛

路线图”，世界各国都在为解决气候问题而努力，低碳经济的概念也应运

而生。2003 年，英国发布《能源白皮书》，将低碳经济正式写入政府文件，

走低碳之路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是，在这一过

程中，各国间存在着众多的博弈。曾参加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著名学者杨

志曾经指出，低碳经济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标准问题，它首先是一个

政治问题，还有经济学问题、文化问题和外交问题。各国媒体围绕这一问

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不同政体下的媒体呈现不同的关于低碳经济的话

语，比如美国《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低碳经济时总是构建美国“引领”世

界转向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之类的话语，以“领导者”身份自

居。英国《金融时报》经常出现发展低碳经济可能出现“失业”等问题的

文章，而《人民日报》则多以正面的报道传递低碳经济带给人们的益处。

三国的 媒体话语具有怎样的特征？ 媒体话语反映怎样的社会现实？形成这

些话语的内在原因何在？

为了回答以上研究问题，本研究收集了中英美三国主流报刊自出现低

碳报道以来 15 年的新闻文本，结合 语料库和批判话语分析的方法，考察

中英美主流报刊围绕低碳经济的 话语建构，旨在解读围绕低碳的话语是如

何通过一系列因素被过滤出来，这些因素包括国家利益、受众定位，以及

各国历史、政治和社会因素。本研究表明， 语料库方法与批判话语分析方

法具有互补性。如 词频统计能快速在大规模文本中获取高频词，这些词也

许对批判话语分析很有意义，是研究很好的起点。 搭配分析可以观察语言

意义的构成， 语料库检索则进一步提供文本更多的语境信息，这些信息使

我们看清意义的呈现方式。 语料库方法和批判话语分析结合使定量定性分

析有机结合起来，两者相得益彰。

近 10 年来， 语料库分析方法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社会科学与语言相关

的研究，它使碎片化的信息聚集在一起，形成大规模的文本，供研究者观

察语言中所反映的特定的话语定式。 语料库分析基于文本，可弥补以往单

凭直觉推断的缺陷，为人们提供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 语料库方法，作为

一种语言学研究方法，其研究优势在于：对大规模文本超强的储存能力；

对语言精确的解释力；超于人类大脑的学习能力。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

发展，结合 语料库自动分析软件的大规模文本分析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界开

创 语料库应用，发现社会生活文明之源的新手段。

本书部分内容是在作者早先出版物的基础上改写的，这些出版物包括：

钱毓芳，2007，《基于语料库的语言研究——高级读本》述介，《外语

教学与研究》（3）。

钱毓芳，2010，语料库与批判话语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3）。

钱毓芳，2010，媒介话语研究的新视野：一种基于语料库的批判话语

分析，《广西大学学报》（3）。

钱毓芳，2016，英国主流媒体关于低碳经济的话语建构研究，《外语与

外语教学》（2）。

钱毓芳，2019，《纽约时报》围绕低碳经济的话语建构，《天津外国语

大学学报》（2）。

本书的撰写得到以下基金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基于语料库的中西政治话语比较研究”（12BYY043）。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英美媒体关于低碳经济的话语建构研

究：基于语料库的话语研究（10YJA740079）。

最后，非常感谢全球中国学术院院长常向群教授，她发起 2016 年在

伦敦国王学院的“语料库与中国社会科学工作坊”，积极推进语料库与社

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并通过环球世纪出版社创设“中华话语”系列丛

书，本书在此背景下得以完稿。李竹月、董颖颖、蔡春红、项丽燕为本书

的编校工作付出了细致和专业的工作，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2019 年夏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气候变化是自然界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备受全世界共同关注的事件。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国际社会开始意识到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灾

难，全球达成共识，应该采取行动，全力应对气候变化。1992 年 5 月，《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联合国纽约总部正式通过，该《公约》明确提

出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终极目标和基本原则。同年 6 月在里约热内卢的

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上开放签署，并在 1994 年 3 月正式生效。

从 1995 年起，国际社会每年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

方会议，1997 年 12 月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以下简

称《议定书》），规定在 2008—2012 年期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等六种温室气体的人为排放量应该

在其 1990 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 5.2%，使《公约》的实施迈出实质性的一

步，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在跨国范围内设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

排或限排额度，它和市场交易机制的结合，成为《议定书》革命性的制度

创新，开启了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的新时代（熊焰，2010：25）。此后

又经过数年的谈判，《议定书》于 2005 年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京都议定

书》是第一个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国际协议，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中国已经从科学和社会发展等多方

面认识到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开始进行着积极的应对，于 2005
年通过了第一部《可再生能源利用法》，对我国的能源革命在政策上起到

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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