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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外交部门新闻发布会的中国形象建构
比较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

刘　 苹　 董格格

摘要:一个国家外交部门的发言代表该国的立场和观点,在国家形象建构中具有重要

地位。 以三维分析模型为理论框架,以系统功能语法为分析手段,基于语料库对中美外交

部门新闻发布会发言人的话语进行实证比较研究,可分析和总结双方发言人的话语特征及

其建构的中国形象。 研究发现:中美双方发言人在词汇层面的分类系统和情态系统、话语

层面的内容选择和互文性策略上表现出较大差异,他们各自针对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

抗疫、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维度的表现,建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者”和“美国最

严峻的竞争对手”的差异性形象。 两者建构的结果差异如此明显,其原因在于双方政治理

念、经济政策、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等方面客观存在的分歧。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形象的自

我建构和他者建构,有必要拓展国家形象塑造的渠道和方式,进一步优化话语策略并改善

话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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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应“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1] 。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自我认知的外在表

达,也是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主体对它认知的结合[2] 。 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

的形象对内影响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全体国民的归属感,对外影响其国际地位与话语权,因此国家

形象的塑造和传播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各国重视。 外交部门作为各国对外交流的重要官

方机构,代表国家处理对外关系,通过新闻发布会表达本国的态度和立场,在维护外交关系和塑造国

家形象上肩负着重要责任。 近年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和世界范围经济危机的爆发,国际

形势持续发生变化,作为东西方大国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形势发展的影

响。 在外交舞台上,美国通过外交话语所呈现的他者视角的中国形象与中国所塑造的自我形象存在

较大差异,对此我国外交部门肩负维护国家形象和利益的重要使命,需要在外交场合做出及时、有效

的应对。 因此,通过比较中美外交部门新闻发布会发言稿的话语特征,分析其建构中国形象的过程

和结果,剖析背后的深层原因,提出相应的措施和建议,对我国外交部门有的放矢地建构和维护良好

的国家形象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形象的研究由来已久,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来自新闻传播学、国际关系学、文
学、跨文化研究或跨学科的汉学和中国学视角,学者大多运用定性的方法宏观地探讨中国形象的自



塑与他塑的内容和结果,主要涵盖新闻报道的内容、情感倾向和文本细读,外交活动的主体、对象和

形式类型,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跨文化交流中西方霸权和中国文化自觉之间的碰撞,等等。
在语言学研究领域,21 世纪以来建构主义的语言观提倡通过对话语的分析呈现国家形象的动态

建构过程,从而推动了中国形象研究的话语转向。 受此影响,当下的研究不仅关注话语建构中国形

象的结果,还开始关注话语表征中国的语言策略[3] 。 有的学者关注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他塑” ,
例如唐丽萍[4] ,赵秀凤、冯德正[5] ,汪徽、辛斌[6] 和汪启凯、曹湘洪[7] ,有的关注中国对国家形象的

“自塑” ,例如文秋芳[8] ,张虹[9] 和马伟林、崔彦杰[10] ,还有的学者比较“自塑”与“他塑”的方式和结

果,例如胡晓斌[11] 。 这些学者大多采用语料库辅助的批评话语分析方法,结合语义韵理论、系统功

能语法、多模态隐转喻和社会文化语言学的“指示原则”等理论,运用及物性、评价系统和批评隐喻分

析等语言分析工具以及词频统计、索引行、语义标注和主题词表等语料库分析手段,对语料进行分析

和统计。 就研究的发展趋势而言,研究方式、研究角度和数据分析方法都发生了较大改变,由理论建

构更多地转向实证分析,由纯宏观的分析和解释转向微观话语描写与宏观解释相结合,由偏向定性

分析转向对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方式和结果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考察,从而拓展和丰富了中国

形象研究的路径和维度,提高了研究的深度和信度,提升了相关成果的现实指导价值。
近年来,中国形象的构建与传播面临着新的环境和挑战,国内外学者对此作出了相应研究,例如

陈梅松、汪徽[12] ,武建国、徐嘉[13] ,胡晓斌[11] ,唐磊[14] ,魏榕[15] 和陈新仁、金颖哲[16] 等。 这些学者运

用语用身份视角、互文性策略、及物性分析框架、三维话语分析、生态话语分析等方法探讨不同话语

构建中国形象的过程,更重视以语料库为基础对微观话语进行多重考察,对建构国家形象的策略探

索更为切实有效。 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其他国家和群体对中国形象的他塑,较少考察中国和国

内民众自塑中国形象的过程和策略,更缺少对他塑和自塑进行比较;研究对象主要是媒体报道、文学

作品、影视作品和纪录片等,很少对更能反映国家政策和主张的外交部门新闻发布会话语进行研究;
考察的语料数量有限,由此得出的结论客观性有待加强;大多数研究聚焦中国的“抗疫”形象,较少关

注疫情背景下中国的整体形象。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本文结合费尔克劳夫三维分析模型与韩礼德系

统功能语法,分析人类社会与病毒共存的 2021 年至 2022 年上半年期间中美外交部门的新闻发布会

话语,比较中国形象的不同话语建构方式和结果,以期助力提升中国外交话语的传播,更好地让语言

研究服务国家发展。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语料

本文使用的语料选自中美两国的官方外交平台:中国外交部官网英文版( https: / / www. fmprc.
gov. cn / eng / )和美国白宫办公厅公共网( https: / / www. whitehouse. gov) 。 2021 年以来,疫情对世界局

势的冲击已经形成,中美战略博弈进入新的阶段,呈现了新的特点,国际上也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不断

影响着中美关系。 本文在双方官网的“ press
 

conference / briefing(新闻发布会 / 简报) ” 栏目分别检索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6 月的新闻发布会文稿中标题或内容包含“ China”的篇目,经人工筛选后从中

国外交部官网选取有效文稿 336 篇(共含 1068629 词)建成 C 库,从白宫办公厅官网选取有效文稿

153 篇(共含 1130022 词)建成 A 库。 虽然双方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和举办频率不同,美国新闻发布会

文稿只有部分篇目涉及中国,因而在篇数上存在差异,但是两库的选择标准相同且字数相近。 双方

的语料都是来源于官方网站,代表国家的外交宣传与发布,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
(二)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几个问题:①中国和美国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话语分别有什么特征?
②造成中美发言人话语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③中美新闻发布会各自构建了怎样的中国形象? ④相

关研究结果对中国形象的建构有什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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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框架

本文是一项基于语料库方法和系统功能语法的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方法有很多种,例
如 Fairclough 的三维分析法[17] ,Wodak 的话语历史分析法[18] ,VanDijk 的社会认知分析法[19] ,Chilton
的话语空间理论[20] 以及 Cap 的趋近化理论[21] 等。 Fairclough 的三维分析法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
它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描写,也被称为“文本实践” ,运用一定语言分析工具分析话语的语言形

式,挖掘其深层意义;第二步是阐释,也被称为“话语实践” ,分析话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方式;第三

步是解释,也被称为“社会实践” ,从话语的社会实践属性出发解释前两个步骤的分析结果。 本研究

既需要从话语层面解读中美外交部门新闻发布会的中国形象建构结果,又需要从更深层次挖掘并解

释其结构动因,三维话语分析法正是本文所需要的研究框架。
近年来,批评话语分析以语言学理论为工具,如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22] ,通过对政治、经济、

新闻等不同类型的语篇分析揭示语篇特征以及语篇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个新视角为批评话

语分析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然而,由于大多数批评话语分析都是基于有限语料的定性分析而未

结合大量语料做定量分析,因此难免会因为语料代表性不足而使结论呈现较强主观性。 以特定目的

和关键词收集的语料库具有代表性强和语料充足的特征,辅以科学、有效的语料统计和分析工具,能
保证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四)研究步骤

本文基于 Fairclough 的三维分析模型,以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为分析工具,分三个步骤对中

美双方发言人的话语进行分析。 首先,在文本实践方面,从分类和情态的角度,运用分析软件

Antconc3. 2. 1 和 Word
 

Sketches 对两库的话语形式进行对比,获得关键词汇的显著性和出现频次并绘

制相应的表格,以探究它们在词汇使用上的差异和特征。 其次,在话语实践方面,从话语内容和文本

互文性阐释语篇产生、传播、影响的过程。 再次,在社会实践方面,解释造成中美新闻发布会构建中

国国家形象差异的政治、经济、文化原因。 最后,基于以上分析,总结中美外交部门新闻发布会各自

建构的中国形象以及更好地建构中国形象的策略与建议。

三、分析与发现

(一)文本实践分析

就文本实践分析而言,Fairclough 认为可以从词汇、语法、连贯性和文本结构等方面展开,其具体

过程涉及分类、暗喻、及物性、主被动语态、情态、文本结构以及衔接手段等内容[23] 。 本文将根据两

国外交部门新闻发布会话语的特征,从分类系统和情态系统两个方面对文本进行分析。
1. 分类系统

在新闻发布会中,词汇的选择是新闻话语分类系统的直观表现,能直接反映发言人的态度和

立场。
(1)词汇选择和词频。 本文运用 Sketch

 

Engine 检索与新冠肺炎病毒、中国和美国有关的搭配词,
经人工筛选后获得中美双方发言人所使用的相关搭配词和词频,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美发言人的相关词汇使用情况

描述对象 词汇 / 频次( C 库) 词汇 / 频次( A 库)

新冠肺炎病毒
fight( 482) ; effective ( 372) ; combat( 144) ; defeat
(65)

control( 222) ; reduce ( 181) ; enforce ( 144) ; restric-
tions(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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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描述对象 词汇 / 频次( C 库) 词汇 / 频次( A 库)

中国

international( 4484 ) ; cooperation ( 3999 ) ; support
( 1806) ; respect ( 942) ; friendly ( 348) ; confident
(53)

malicious(56) ;crimes(222) ;abuse( 69) ;irresponsi-
ble(11) ;coercive(12) ;provocative(16) ;tariff(6)

美国
interfere( 553 ) ; violate ( 225 ) ; oppression ( 33 ) ;
xenophobia(16) ;notorious(17)

corporate(65) ;strongest(32) ;outcompete(4) ;vigor-
ously(7) ;partnership(5)

　 　
在涉及抗疫举措时,中方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是 fight、effective、defeat 和 combat 等。 其中 fight 和

combat 表现了中国抗击疫情的决心,例如 China’ s
 

arduous
 

and
 

nationwide
 

effort
 

to
 

fight
 

the
 

virus、work
 

closely
 

to
 

combat
 

the
 

coronavirus。 fight 和 effective 反映了中国采取果断和有效的措施抗击疫情,体现

了中国政府对人民的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 在涉及中国的外交态度时,中方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汇是 international 和 cooperation,体现了中国提倡国际合作的态度,强调合作共赢( win-win
 

coopera-
tion) ,抗疫合作( anti-epidemic

 

cooperation,only
 

by
 

working
 

together
 

can
 

we
 

defeat
 

it)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合作( cooperate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加强国际基础设施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 pract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
 

such
 

areas
 

as
 

infrastructure
 

and
 

energy) 等。 support、 re-
spect、friendly 等积极词汇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尊重他国、睦邻友好并且为其他国家提供物资或人道主

义支持,如 provide
 

support
 

to
 

India
 

in
 

its
 

Covid-19
 

fight、support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obtaining
 

vaccine。
在谈及美国政府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是 interfere,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例如

stop
 

using
 

Xinjiang-related
 

matters
 

to
 

interfere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相应地,在对抗疫举措的描述上,美方大量使用 control、reduce、restrictions 和 enforce 等中性或消

极意义的词,表现了取消疫情限制、消极应对的态度,例如 reduce
 

the
 

COVID
 

restrictions。 他们甚至罔

顾事实,宣扬病毒起源论,在新闻发布会中宣称 coronavirus
 

escape
 

from
 

the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y。
在描述中国政府时,美方大量使用带有贬义色彩的词汇,例如 malicious、coercive、provocative、irrespon-
sible、abuse 和 unfair 等,其中 malicious 出现 56 次,他们多次把中国对台湾、香港和新疆行使正当主权

的行为称为“恶意的” “胁迫和挑衅” ,例如 the
 

PRC’ s
 

malicious
 

activity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China’ s
 

coercive
 

and
 

provocative
 

behavior
 

with
 

respect
 

to
 

Taiwan。 他们还将中国政府的经济战略描述成“不公平

和胁迫的做法” ( coercive
 

and
 

unfair
 

economic
 

practices) 。 相反,在涉及美国政府相关问题时却都使用

strongest、corporate、vigorously 等积极正面的词汇,表示疫情期间美国的经济实现了最强劲的复苏(如

the
 

strongest
 

recovery
 

in
 

the
 

world) ,并且要确保在长期竞争中超越中国( outcompete
 

China
 

in
 

the
 

long
 

term) 。
(2)词汇搭配。 本研究以语料库系统 Sketch

 

Engine 中的 Word
 

Sketches 为分析工具进行词类搭

配分析,以 China / PRC 为关键词( PRC 即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进行检索,发现在两库中出

现频次最多、显著性最强的三类搭配结构。 表 2 根据系统自动生成的结果列出了这三类结构在两库

中频次和显著性位居前八位的搭配词。
根据 Sketch

 

Engine 语料库系统检索的结果来看,显著性最强的搭配是 Verbs
 

with
 

China / PRC
 

as
 

object(动词加 China / PRC 为宾语) 。 在 C 库的此类显著结构中,使用频率最高的 smear、accuse、attack
等显著搭配动词带有消极语义。 中方发言人运用这些词描述美国在台湾、香港和新疆问题上多次诽

谤中国(如例 1) ,在新冠肺炎相关问题上抹黑中国,甚至试图将处理病毒的责任转移到其他国家。
在例 2 中,中方指出美方应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应终止抹黑中国的行为。 C 库的此类结构还包括其

他显著搭配动词如 commit、contain、visit、say、concern 等。 通过分析语境后发现,中方多次表示与美国

建立无冲突、无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 在 A 库中,此类结构的搭配动词包括 see、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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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know 等。 hold 和 see 在 A 库中出现频次最多而且显著性最强,在例 3 中美方发言人通过使用

“ hold”表示追究中国未能履行在贸易协议第一阶段所作的惠及美国各级民众的承诺。

表 2　 中美新闻发布会中 China / PRC 的搭配词频次和显著值表

搭配

结构

Verbs
 

with
 

China / PRC
 

as
 

object Verbs
 

with
 

China / PRC
 

as
 

subject China’ s / PRC’ s

C 库 A 库 C 库 A 库 C 库 A 库

搭配词

(括号内

为频次 /
显著值)

smear
(94 / 10. 7)

see
(8 / 7. 9)

support
(191 / 10. 0)

provide
(10 / 10. 4)

position
(484 / 12. 2)

practice
(10 / 12. 0)

contain
(91 / 10. 7)

hold
(6 / 11. 1)

oppose
(175 / 9. 9)

pose
(8 / 9. 9)

affairs
(426 / 11. 8)

alignment
(7 / 11. 7)

commit
(83 / 10. 3)

ask
(5 / 9. 3)

stand
(174 / 9. 7)

help
(3 / 8. 9)

comment
(340 / 11. 7)

role
(4 / 10. 7)

accuse
(74 / 10. 4)

know
(4 / 8. 2)

provide
(115 / 9. 1)

decide
(3 / 8. 8)

development
(192 / 9. 8)

behavior
(3 / 10. 4)

visit
(69 / 10. 3)

press
(3 / 11. 1)

make
(113 / 9. 1)

militarize
(2 / 8. 6)

sovereignty
(164 / 10. 5)

interest
(3 / 10. 4)

say
(67 / 10. 0)

confront
(2 / 9. 9)

believe
(109 / 8. 9)

assist
(2 / 8. 5)

policy
(88 / 9. 5)

belt
(2 / 10. 0)

concern
(47 / 9. 5)

stop
(2 / 9. 2)

hope
(97 / 9. 0)

comply
(2 / 8. 5)

territory
(84 / 9. 4)

output
(2 / 10. 0)

attack
(38 / 9. 8)

include
(2 / 8. 0)

take
(81 / 9. 1)

approach
(2 / 8. 5)

interest
(66 / 9. 6)

involvement
(2 / 10. 0)

　 　

例 1
 

We
 

have
 

heard
 

and
 

seen
 

too
 

many
 

lies
 

on
 

Xinjiang-related
 

issues
 

to
 

slander
 

and
 

smear
 

China
(2021-02-23,C 库)

例 2
 

It
 

is
 

not
 

uncommon
 

to
 

see
 

media
 

reports
 

on
 

the
 

US
 

Governments
 

arbitrary
 

access
 

to
 

the
 

personal
 

in-
formation

 

of
 

its
 

own
 

people.
 

It
 

would
 

be
 

better
 

for
 

the
 

US
 

to
 

stop
 

its
 

trick
 

of
 

a
 

thief
 

crying
 

" stop
 

the
 

thief"
 

to
 

smear
 

China.
 

(2021-05-13,C 库)
例 3

 

President
 

Biden
 

is
 

going
 

to
 

hold
 

China
 

to
 

account
 

where
 

China
 

is
 

falling
 

short
 

of
 

its
 

commitments.
(2021-10-04,A 库)

表 2 中的第二类显著搭配结构是 Verbs
 

with
 

China / PRC
 

as
 

subject( China / PRC 做主语加动词) 。
在 C 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 support、oppose、stand、provide、make、believe、hope、take 等动词,它们与后

面所接的宾语一起完整表达观点和立场。 就内容来看,分析语境后可发现“支持”和“提供”体现在

多方面,如疫情期间中国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疫苗合作( supports
 

international
 

vaccine
 

cooperation) 、为
其他国家提供疫苗( provides

 

vaccines
 

to
 

Equatorial
 

Guinea) 、支持俄罗斯维护社会保障( China
 

supports
 

Russian
 

efforts
 

to
 

safeguard
 

social
 

security)以及支持一切有利于缓解乌克兰人道主义危机的倡议和措

施( China
 

supports
 

all
 

initiatives
 

and
 

measures
 

conducive
 

to
 

alleviating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in
 

Ukraine)
等。 而 oppose(反对)则一般用于表明中方对一些问题的反对立场,例如反对暴力和恐怖主义(如

China
 

opposes
 

violence
 

in
 

all
 

forms、China
 

opposes
 

all
 

forms
 

of
 

terrorism
 

and
 

support
 

the
 

Syrian
 

government’
s

 

counter-terrorism
 

efforts) 、反对肆意使用或威胁单方面制裁的行为( China
 

opposes
 

wanton
 

use
 

or
 

th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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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unilateral
 

sanc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等。 就语义韵来看,虽然这些动词大部分是中性词,但
左侧或右侧偏向于与积极语义的词搭配,如 actively、responsibilities、cooperation 等。 这些搭配词的出

现体现了疫情期间中国的责任与担当,如中方与其他国家进行疫苗合作(如 China
 

stands
 

ready
 

for
 

vaccine
 

cooperation
 

with
 

CEE
 

countries) ,积极履行国际责任(如 China
 

has
 

actively
 

fulfilled
 

the
 

interna-
tional

 

responsibilities) 。 此外,中方还积极参与全球的气候治理(如 China
 

takes
 

an
 

active
 

part
 

i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面对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中方支持和平、反对战争( China
 

stands
 

for
 

peace
 

and
 

opposes
 

war) 。
在 A 库中以 China 为主语的搭配动词主要有 provide、decide、pose、militarize、comply 等。 这些词

都偏向中性,但是在 A 库中它们的后面大多用消极语义的词汇。 美方意图用这些语言表述来传递这

样的信息:中美在利益和价值观上存在分歧、中方没有人权和民主、中国的科学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

和外交政策构成威胁(如 pose
 

an
 

threa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foreign
 

policy
 

of
 

US)等。 由此可见,美方

担心中方为俄罗斯提供战略物资或军事支持,并时刻警惕中国的经济行为对本国安全和经济造成挑

战和威胁(如例 4) 。
例 4

 

There
 

are
 

discussions
 

now
 

about
 

how
 

best
 

to
 

move
 

forward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that
 

China
 

poses
 

to
 

our
 

economy
 

and
 

our
 

national
 

security
 

with
 

their
 

non-market
 

economic
 

practices. ( 2022-05-19,
A 库)

表 2 中的第三类显著搭配结构是 China’ s / PRC’ s。 这个结构在两库中的显著搭配词反映了两国

外交部门新闻发布会发言内容的重心及其重点建构的中国形象。 China’ s / PRC’ s 在 C 库的高频搭

配词主要与国家立场( position) 、国家主权和利益( affairs、sovereignty、territory、interest) 、国家政策( pol-
icy)和国家发展( development)有关。 进一步分析这些词的左侧修饰成分后发现,position 前出现频率

最高的修饰词是 sovereignty 和 China-US
 

relations,这表明中方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立场明确( Chinas
 

position
 

on
 

China-US
 

relations
 

is
 

clear)并以友好的态度要求美国客观理性地看待双边关系。 affairs 前

出现频率最高的修饰词是 domestic 或 internal(如例 5) ,中方发言人运用此类表述多次谴责和反对美

国以人权为借口对中国实施非法制裁,干涉中国内政。 policy 前出现频率最高的修饰词是 COVID
 

19,development 前出现频率最高的修饰词是 economic。 这些高频搭配词说明了中国外交部的态度: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坚定抵抗新冠肺炎疫情、致力发展本国经济及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例 5
 

The
 

US,by
 

slapping
 

illegal
 

sanctions
 

on
 

China
 

under
 

the
 

pretext
 

of
 

human
 

rights,in
 

particular,by
 

suppressing
 

Xinjiang
 

companies
 

based
 

on
 

nothing
 

but
 

rumors
 

and
 

lies,is
 

grossly
 

interfering
 

in
 

Chinas
 

domes-
tic

 

affairs
 

and
 

blatantly
 

undermining
 

international
 

order. (2021-05-06,C 库)
China’ s / PRC’ s 在 A 库中的显著搭配是名词 practices 和 alignment。 通过拓展语境发现,practices

多被 unfair 或 coercive 等贬义词修饰,alignment 多用在表达担忧中国与俄罗斯“结盟” ( we
 

do
 

have
 

deep
 

concerns
 

about
 

China’ s
 

alignment
 

with
 

Russia) 。 如例 6,美方对中国在新疆、西藏、香港等地区人

权问题“表示担忧” 。
例 6

 

President
 

Biden
 

raised
 

concerns
 

about
 

the
 

PRCs
 

Practices
 

in
 

Xinjiang,Tibet,and
 

Hongkong,as
 

well
 

as
 

human
 

rights
 

more
 

broadly. (2021-11-16,A 库)
2. 情态系统

(1)情态动词。 Fairclough 认为情态能表达说话人或作者的权力[17] ,因此情态的选择能反映说

话人在发言中的某种权力和身份建构。 本研究主要统计了以 China 作主语时两库中的情态动词使用

频次和频率,统计数据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可以看出,在 C 库中表示倾向性的情态动词 will 的使用频率最高,多用于体现中国坚决

抗疫以及坚定维护主权的决心,如例 7 中 will 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努力使新冠肺炎疫苗接种

成为公益事业,为提高发展中国家疫苗的普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贡献。 在 A 库中 China
 

will 出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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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通过索引后发现相关语境中大多运用消极和中性词汇,如例 8 中的 coercive、forced、intellectual
 

theft 等。

表 3　 情态动词频次和频率表

情态动词 频次 / 频率( C 库) 频次 / 频率( A 库)

Probability( can) 29 / 3. 5% 5 / 20. 8%

Obligation( must / should) 38 / 4. 6% 5 / 20. 8%

Inclination( Will) 755 / 91. 9% 14 / 48. 4%

Total 822 24

　 　
例 7

 

China
 

will
 

unswervingly
 

continue
 

its
 

efforts
 

in
 

making
 

COVID
 

vaccines
 

a
 

public
 

good,and
 

make
 

contributions
 

to
 

improving
 

vaccine
 

accessibility
 

and
 

affordab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2021-05-06, C
库)

例 8
 

China
 

will
 

be
 

a
 

significant
 

focus
 

here
 

for
 

the
 

G7,and
 

the
 

impact
 

that
 

China’ s
 

coercive,economic
 

practices,use
 

of
 

forced
 

labor, intellectual
 

theft—all
 

those
 

are
 

front
 

and
 

center
 

for
 

the
 

nations
 

of
 

the
 

G7.
(2022-06-25,A 库)

中方发言人使用义务性情态动词的频次仅次于倾向性情态动词。 C 库中 must / should 出现 38
次,用以表达中方坚定的立场,如例 9 中 must 加强了说话人的语气,表示任何国家都必须严格遵守一

个中国的原则,表明了中方坚决维护国家统一的态度和决心。 而美方使用 China
 

must 表明了对中国

的强硬态度,如例 10 中,美方表示将采取行动调整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并且要求中国必须履行所作

出的承诺。
例 9

 

China
 

will
 

never
 

allow
 

any
 

country
 

to
 

interfere
 

in
 

the
 

Taiwan
 

question
 

in
 

any
 

form. China
 

must
 

and
 

will
 

be
 

reunified. (2021-05-14,C 库)
例 10

 

We
 

will
 

revisit
 

the
 

phase
 

one
 

agreement
 

and
 

emphasize
 

that
 

China
 

must
 

follow
 

through
 

on
 

the
 

commitments
 

it
 

has
 

made. (2021-10-04,A 库)
表示可能性的情态动词 can 在 C 库中出现 29 次,体现了中方尊重他国、热爱和平的立场,如例

11 中的 can 体现了中方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和选择,帮助阿富汗停止战争,确保顺利过渡,遏制各

种恐怖主义。 在 A 库中,通过扩展语境发现,China
 

can 多次出现在美方担心中方为俄罗斯提供帮助

以及中方的贸易策略和市场份额给美国带来威胁等语境中,如例 12 中,美方认为中国弥补不了俄罗

斯在战争中因制裁所遭受的经济损失。
例 11

 

What
 

China
 

can
 

do
 

now
 

and
 

will
 

do
 

is
 

respect
 

the
 

will
 

and
 

choice
 

of
 

the
 

Afghan
 

people,and
 

help
 

Afghanistan
 

to
 

stop
 

wars,ensure
 

smooth
 

transition,keep
 

at
 

bay
 

all
 

kinds
 

of
 

terrorism
 

and
 

realize
 

peace
 

as
 

soon
 

as
 

possible. (2021-08-16,C 库)
例 12

 

I
 

would
 

just
 

say
 

that
 

we
 

do
 

not
 

believe
 

that
 

China
 

can
 

compensate
 

Russia
 

for
 

the
 

economic
 

losses
 

that
 

would
 

be
 

sustained
 

in
 

the
 

event
 

of
 

an
 

invasion,due
 

to
 

sanctions
 

and
 

export
 

controls
 

and
 

the
 

like. (2022-
02-11,A 库)

(2)情态责任。 发言人公开接受主观评价的责任程度被称为情态责任。 本文通过软件获取中美

双方发言人情态责任的频次,数据如表 4 所示。
由表 4 可以看出,隐性主观在中方发言中出现的频次最多。 隐性主观是一种主观判断,它隐藏

在句子中,模糊句子的说话主体,但仍然能体现说话者较高的情态责任。 如例 13 通过使用 will 体现

说话者的内隐主观性,弱化了中方发言人的主体地位,以相对客观的角度叙述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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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情态责任频次表

情态责任 C 库中的频次 A 库中的频次

显性主观( believe / know / think) 1560 9541

隐性主观( will / must) 6213 5803

隐性客观( perhaps / be
 

able
 

to / probably) 87 514

显性客观( if
 

belief / possible) 384 377

　 　

例 13
 

The
 

WHO
 

has
 

repeatedly
 

urged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to
 

stop
 

excessive
 

procurement
 

and
 

lift
 

export
 

restrictions,which
 

will
 

not
 

help
 

curb
 

virus
 

transmission
 

and
 

mutation. (2021-05-06,C 库)
显性主观在两库中频次相差较大,在 C 库中出现 1560 次,A 库中出现 9541 次,说明中方发言人

的话语偏向委婉含蓄,而美方发言人的话语主观描述多于中方,他们通常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

场,如例 14 中美方用 we
 

think 明确要求中方履行承诺和执行协议。
例 14

 

I
 

mean,we
 

have
 

this
 

agreement,and
 

we
 

think
 

it
 

is
 

really
 

important
 

for
 

us
 

to
 

hold
 

China
 

to
 

those
 

commitments
 

and
 

to
 

enforce
 

the
 

deal
 

that
 

is
 

in
 

place. (2021-10-04,A 库)
此外,在表 4 可以看到显性客观在 C 库和 A 库中出现频次非常少,这是为了避免用显性客观弱

化说话人的观点。 总体上中美双方发言人的主观叙述要多于客观叙述,说明双方发言人具有坚定的

立场。
(二)话语实践分析

上文对中美发言人的话语特征进行了简要描述,不过仅凭描述不可能完成对话语的批评性分

析,描述阶段需要阐释来补充[17] 。 阐释即话语实践分析,内容涉及话语的生产、分配和消费。 话语

内容和文本互文性是 Fairclough 进行话语实践分析的两个重要内容,它们对于分析新闻发布会话语

的生产、传播与接受过程,以及了解它们所反映的话语背景具有重要作用。
1. 话语内容

Fairclough 认为对文本内容的阐释包括三个方面:活动类型、话题和目的[24] 。 就活动类型而言,
中美双方的语料都选自外交部门的官方外交平台,都属于正式、公开的外交活动。 这些语篇面向国

际社会发布,这决定了其高度权威的、庄重的语言风格,它们具有信息表达力求客观准确、信息含量

高和引语使用频率高等特点。
中美双方所涉及的话题具有多样性,主要围绕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发展、俄乌冲突、台湾和新疆

问题等展开。 就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中方提倡共享信息,与国际社会共同抗击疫情,并且强调美

国应尊重中国的防治措施和抗疫政策。 就经济发展问题,在疫情期间中国仍然坚持发展本国经济,
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就俄乌冲突、台湾和新疆问题等,中方一直坚持和平、反对战争,也严正

谴责别国干涉中国内政。 针对这些问题美国试图以人权问题攻击中国的抗疫举措,封控隔离被美方

认为是不尊重人权,在台湾问题和新疆问题上企图干涉中国内政,在俄乌冲突中支持乌克兰而担心

中国与俄罗斯结盟,在经济方面批评、限制甚至是打压中国。
外交话语代表国家的态度和立场,中方使用的 cooperation(合作) 、development(发展)和 friendly

(友好)等高频词汇以及 China
 

support(中国支持)和 China
 

provide(中国提供)等显著搭配体现了维

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所使用的 sovereignty(主权) 、interfere(干预) 、violate(违反)
和 smear

 

China(诋毁中国)等高频词汇和显著搭配体现了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
对其他国家干涉本国内政,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外交语言风格由以往的礼貌含蓄转向了清晰坚定、坦
率直接。 面对美方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否定以及美国的“中国威胁论” ,中方发言人明确表达了“坚持

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反对保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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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反对‘筑墙设垒’ ‘脱钩断链’ ,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 [1] 的主张。 对美方干涉中国内政的做

法,中方发言人用 oppose(反对) 、stop(停止) 、strongly
 

dissatisfy(强烈不满) 、make
 

solemn
 

representa-
tions

 

to(严正交涉)等坚定、鲜明地表达中国反对别国干涉内政的态度和立场。 在 A 库中,美方所使

用的 China
 

provide(中国提供) 、China
 

help(中国帮助)和 China’ s
 

alignment(中国与……的结盟)等显

著搭配说明了美方在外交平台承认中国在疫情期间对其他国家所提供的帮助,同时也体现了他们担

忧中方向其敌对方提供援助并结为同盟,而 malicious(恶意的) 、coercive(强制性的) 、provocative(挑

衅的)等高频词汇则体现了美国在外交平台对中国的不友好和不尊重。
由此可见,C 库的话语与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外交目标相

一致,而 A 库的话语体现了美国以保护本国利益为最直接的目标。[25]

2. 文本互文性

互文性一般指不同文本之间的交互关系,通常也称为“文本间接性” 。 在话语分析中,互文性指

一个语篇中包含他人的话语或其他语篇的片段,它反映了言说主体的价值系统,被看作语篇的基本

特征之一。 常见的互文性策略包括用典、预设、仿拟、引用等,其中的引用又被称为引语,包括直接引

语和间接引语,是中美两国发言人最常用的一种互文性策略。 鉴于引语在语篇中存在一定的隐蔽

性,本文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所选时间跨度为 18 个月的语料中每月随机抽取文稿 2 篇,从 C 库

和 A 库中共计抽取语料样本 72 篇,利用软件 Antconc3. 2. 1 搜索最常见的转述词(如 said、say、says)
以及 saying(谚语)等提示词,最后通过人工筛查和补充得出与“ China / PRC”相关的直接引语和间接

引语频次以及转述来源。 数据如表 5 所示(记者提问中出现的引语不算在内) 。

表 5　 C 库和 A 库中转述形式和转述来源频次表

所属语料库
转述形式

直接引语 间接引语
引用来源

C 库 13 69
Public

 

officials(29)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ountry(10) ;President( 8) ;Ex-
perts(9) ;Chinese

 

saying(5) ;Normal
 

people(4) ;Others(17)

A 库 17 64
President(38) ;Public

 

officials(25) ;Normal
 

people(4) ;Experts(0) ;others
(14)

　 　

由表 5 可知,在抽取的 72 篇语料样本中,C 库中共出现 82 条引语,A 库中 81 条,间接引语在两

库中出现的频率均多于直接引语,这与新闻语篇的显著特征相符。 就转述来源来看,两库的引用来

源有政府官员、国家代表、国家领导人、专家、传统谚语和普通民众等,还有一部分引语来源比较模

糊。 在 C 库抽样语料中出现的引语大多来自官方人员、权威人士或领导人等,引用来源较多元化,而
美方发言人则更倾向于引用领导人话语,且引用来源的种类少于中方发言人。 当话语来源的种类较

少时,其客观性就会削弱,所引话语的政治倾向会混淆受众。 中方发言人还善于引用传统谚语来简

洁、鲜明地表明立场。 如例 15 中,面对美国加剧地缘政治竞争、破坏国际安全秩序的举措,发言人引

用了一句谚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一方面表示了中方坚决反对寻求单边军事优势、破坏他人安全

以及加剧地缘政治竞争等行为的立场和态度,另一方面巧妙地化解了记者的提问陷阱,回应了他对

中方的质疑。
例 15

 

As
 

a
 

Chinese
 

saying
 

goes,“ One
 

reaps
 

what
 

he
 

sows” . (2022-02-10,C 库)
(三)社会实践分析

话语与社会实践紧密相连,话语本身是一种社会实践,由社会结构决定,因此话语的社会实践分

析应该强调话语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中美新闻发布会发言人的话语体现了中美两国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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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差异以及两国对中国形象建构的差异,而话语背后的宏观社会背景是这些差异的深层动因。
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些根本性差异。 这些差异涉及根本战

略利益与政治理念的冲突,因两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长期积累而成,包括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分

歧,不同文明的冲突及其带来的政治理念和国际关系理念的巨大差异等。[26] 两国都崇尚民主,但是

两国民主的内涵存在根本性分歧,中国的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1] ,而美国的民主是“某些人通过竞

取人民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利” [27] ,他们“所信奉和实践的民主是自由主义民主” [28] 。 在价值

观和思维方式上,中国是整体或集体主义取向,美国是个体或个人主义取向。[29] 在中国价值体系中

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强调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理念,在美国价值体系中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受到推崇。 受此影响,中国的社会制度奉行人民至上的宗旨,国家政策方针以人民福祉和国家利益

为最大导向,而美国的社会制度以资本为中心,以少数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为导向。 在对待世界他

国的态度上,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呼吁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而美国政府一贯追求本国

利益最大化,始终以维护其政治经济霸主地位为目标。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美国政府认为中

国对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造成了威胁。 2017 年,特朗普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

把中国称作其“战略竞争对手” [30] ,“美国优先”成为特朗普内政和外交战略的总原则[31] ,中美关系

自此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摩擦与合作并存转变为以摩擦和斗争为主[32] 。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虽然

中美关系与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相比相对平稳,但依然摩擦不断,并无明显的改善迹象[32] 。 拜登在

2021 年 2 月 4 日首次发表外交政策讲话时把中国当作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 ,认为中国对美国

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带来了直接挑战” [33] 。 2022 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把中国称为“最重要的

战略竞争对手” ,声称他们最重要的国防战略是“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多领域威胁” [34] 。 在对华政策

方面,拜登政府强调首先要增强自身的实力,联合盟友共同制衡中国,同时也在等待甚至刺激中国

“犯错误” [35] 。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段时间,中国不遗余力地抗击本国疫情并帮助其他国家抗疫,抗疫工作

取得巨大成功,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赞誉,而美国政府消极抗疫、躺平抗疫,疫情一度失控,美国国内

各类矛盾激化,经济遭受重创,政治氛围紧张。 此外,当时俄乌关系紧张,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爆发,
美国大力支持乌克兰,他们担心中国支持俄罗斯。 在此背景之下,美国政府为缓解国内的紧张关系,
把疫情责任推诿给中国,为转嫁经济损失,提振国内经济,在经济上打压中国,限制和打击中国的出

口贸易和美国境内的中国企业,在政治上大打人权牌,以激起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反感,同时煽动其他

国家对中国的敌意,抓紧巩固其反华国际阵营。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美外交部门新闻发布会运用不同话语内容和话

语手段建构了不同维度的中国形象,两者的建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在抗疫问题上,美方明确认为

病毒起源于中国,攻击中国的防疫政策,指责中国“不负责任” ,塑造了“病毒起源国” 和“抗疫不力

者”的中国形象。 中方用事实依据表明中国同是新冠病毒的受害者,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原则,强调中国抵抗新冠病毒的决心、信心和行动,同时还大力帮助和支援他国抗疫,展现了“团结坚

韧的抗疫者”以及“有担当、有原则、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在经济方面,美方认为中国在疫情期间经

济发展停滞不前并且指责中国的经济政策“扰乱经济市场” ,对他国尤其对美国是不公平的,塑造了

“经济遭受重创者”和“不公平竞争者”的中国形象。 中方用数据表明,虽然中国的经济遭受了疫情

的打击,但是仍然有一定增长,其增长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同时中国还通过多种方式帮助他

国发展经济,坚持“义利兼涵”原则,展现了“本国经济稳步推进者”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

者”的中国形象。 在政治方面,美方干涉中国的台湾、香港和新疆问题,指责中国无视人权,塑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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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视人权者”的中国形象,而中方予以有力反击,展现了“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坚定捍卫者”的中国形

象。 在军事方面,美方表示担忧中国与其敌对方结盟,塑造了“俄国的可能结盟者”的中国形象,而中

方明确表明,中国支持和平、反对战争,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 。 总的来说,从美方新闻发言人的话

语来分析,美国把中国当作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威胁,是其“最严峻的竞争对手” 。 中国始终坚持与

他国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者” 。 以上结论可以列表

如表 6 所示。

表 6　 中美外交部门新闻发布会中国形象建构结果

形象建构维度 中方所建构的中国形象 美方所建构的中国形象

抗疫
团结坚韧的抗疫者

有担当、有原则、负责任的大国

病毒起源国

抗疫不力者

经济
本国经济稳步推进者

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

经济遭受重创者

不公平竞争者

政治 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坚定捍卫者 无视人权者

军事 世界和平的维护者 俄国的可能结盟者

总体形象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者 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

　 　

在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我国外交部在维护国家利益和构建国家形象上面临更多困难和挑

战。 基于前文分析,我们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来更好地建构中国国家形象。 第一,加强文明交流互

鉴,反对文明冲突。 一方面,既要积极了解和充分尊重其他国家又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向海外展示真实的中国,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从而让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进而提高国家文化

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另一方面,坚决反对恶意歪曲和无端指责,面对抹黑国家形象的发言,结
合事实和证据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击,从而“在国际交往中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

国际话语权” [1] 。 第二,多维度、多渠道塑造国家形象。 拓展国际交往渠道,采用多元化的国际交往

方式,例如国际组织、国际友好城市等;更好地利用公共外交资源,例如国际体育赛事、国际文化交

流、国际学术交流、国际商务活动等;在进一步增强官方外交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同时,发挥民间外

交的作用,加强民间交流,鼓励民间团体之间的互动。 第三,实现传播媒体的多样化,利用多种媒体

平台传播中国声音。 多种媒介方式能传播多种声音,更有利于体现多元、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因
此我们应继续使用传统媒体的同时充分利用新兴媒体,既利用国内媒体也充分利用国外媒体,既要

着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官方媒体,也要深入挖掘有内涵的民间媒体。 第四,在外交话语策略的

应用上,分析和了解对方的策略,准确把握话语隐含目的,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对话语陷阱时,根据语

境合理使用闪避策略。 第五,在外交话语方式上,“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 [36] 。
外交人员应更多地使用事实、实例和数据,清晰、简明、准确地表达己方立场和观点,少用复杂、抽象

的政治化表述;合理选用表达显性主观的词和表达隐性主观的词,从而改变中方惯用的含蓄委婉的

表达方式,适当使用直接明了的表达方式,表现出中国的民族自信和坚定立场,从而更好地捍卫本国

权利。
国际形势不断发生着变化,疫情已经不再是国际社会关注的最大问题,我们对中国形象的建构

重心也应做出相应调整。 在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作为一项实证研究,通过比较中

美外交部门新闻发布会发言稿的话语特征,分析其建构中国形象的过程和结果,剖析背后的深层原

因,提出相应的措施和建议,对于改善中国外交话语的传播方式、更好地让语言研究服务国家发展具

有一定价值。

·611· 　 2024 年第 2 期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10-16) .
[2] 　 K. E. Boulding. 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59,3(2) :121.
[3] 　 陈琳琳. 中国形象研究的话语转向. 外语学刊,2018,3:33-37.
[4] 　 唐丽萍. 美国大报之中国形象的语料库语言学方法辅助下的批评话语分析.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5] 　 赵秀凤,冯德正. 多模态隐转喻对中国形象的建构:以《经济学人》涉华政治漫画语篇为例.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

报,2017,2:31-36.
[6] 　 汪徽,辛斌. 美国媒体对中国形象的隐喻建构研究———以“美国退出 TPP” 相关报道为例. 外语教学,2019,3:

32-38.
[7] 　 汪启凯,曹湘洪. 吉尔吉斯斯坦主流网络媒体新闻话语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基于新闻学与语言学视角. 天津

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2:125-137.
[8] 　 文秋芳. 拟人隐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人际和语篇功能———评析习近平第 70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中的演讲. 外语学刊,2017,3:1-6.
[9] 　 张虹. 社会文化语言学“指示原则”与国家形象构建———以习近平联大演讲为例. 外语学刊,2017,3:17-21.
[10] 马伟林,崔彦杰. 基于语料库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及物性视角. 外语电化教学,2020,5:114-121+17.
[11] 胡晓斌. 中美媒体对新冠疫情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对比研究———语料库辅助的三维话语分析. 天津外国语大

学学报,2021,4:74-86+159.
[12] 陈梅松,汪徽. 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中的身份建构———以白皮书《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为例.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

报,2020,1:13-22.
[13] 武建国,徐嘉. 互文性策略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以港珠澳大桥新闻报道为例. 中国外语,2021,6:45-50.
[14] 唐磊. 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中国国际形象构建的理论与策略. 人民论坛,2021,31:22-25.
[15] 魏榕. 中外媒体中国形象的生态话语对比研究. 现代外语,2022,3:318-330.
[16] 陈新仁,金颖哲. 形象建构的内涵、类型与话语实践.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22,3:1-12.
[17] N. Fairclough.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89:126;141.
[18] R. Wodak.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 /
 

Wodak
 

&
 

Meyer. Methods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2001:63-95.

[19] T. A. Van
 

Dijk. Ideology: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London:Sage,1998.
[20] P. Chilton. Analyzing

 

Political
 

Discourse: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Routledge,2004.
[21] P. Cap. Proximization:The

 

pragmatics
 

of
 

symbolic
 

Distance
 

Crossing. Amsterdam:John
 

Bejamins,2013.
[22] M. A. K. Halliday.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Edward
 

Arnold,1985.
[23] Fairclough,N.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2:75.
[24] N. Fairclough.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Third
 

Edition,2015:160.
[25]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Diplomacy: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t
 

Work. [2023-02-11] https: / / 2009—2017. state.
gov / r / pa / ei / rls / dos / 107330. htm#: ~ :text = Protect%20the%20United%20States%20and,make%20these%20goals%
20a%20reality.

[26] 袁鹏. 战略互信与战略稳定———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主要任务. 现代国际关系,2008,1:33-34.
[27] 约瑟夫·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吴良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37.
[28] 乔万尼·萨托利. 民主新论. 冯克利,阎克文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18.
[29] 周怡. 厚与薄:全球化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 学术月刊,2022,10:125.
[30] D. Trump.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12-18. [ 2023-02-12] https: / / trumpwhite-
house. archives. gov / wp-content / uploads / 2017 / 12 / NSS-Final-12-18-2017-0905. pdf.

[31] 王缉思. 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与中美关系. 当代美国评论,2017,1:1.
[32] 胡然,王缉思. 论中美关系与国内治理. 当代美国评论,2022,3:26.
[33]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2021-02-04. [ 2023-02-11] https: / /
www. whitehouse. gov / briefing-room / speeches-remarks / 2021 / 02 / 04 / 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

·711·刘苹　 等:中美外交部门新闻发布会的中国形象建构比较研究



the-world / .
[ 34]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act
 

Sheet: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2022-03-28. [2023-02-19] https: / / media. de-
fense. gov / 2022 / Mar / 28 / 2002964702 / -1 / -1 / 1 / NDS-FACT-SHEET. PDF.

[35] 王缉思. 美国内政外交演变的表现与动因———王缉思教授专访. 当代美国评论,2022,1:1.
[36]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人民

日报,2021-06-02(01)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Imag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Diplomatic
 

Press
 

Conferences:
A

 

Corpus-base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iu
 

Ping,Dong
 

Gege(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Abstract:The
 

statements
 

of
 

a
 

country’ s
 

diplomatic
 

department
 

represent
 

the
 

standpoints
 

and
 

viewpoints
 

of
 

the
 

country,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national
 

image. This
 

paper
 

takes
 

Faircloughs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model
 

a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Hallidays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as
 

analytical
 

tools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tatements
 

of
 

spokespersons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diplomatic
 

press
 

conferences
 

based
 

on
 

corpu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iscourse
 

characteristics
 

of
 

spokespersons
 

from
 

both
 

sides
 

and
 

China’ s
 

national
 

images
 

constructed
 

by
 

them.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utterance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spokespersons
 

show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categoriza-
tion

 

and
 

modality
 

systems
 

at
 

the
 

lexical
 

level,content
 

selection
 

and
 

intertextual
 

strategies
 

at
 

the
 

discourse
 

lev-
el. They

 

construct
 

different
 

images
 

of
 

China
 

in
 

the
 

dimensions
 

of
 

anti-pandemic,economy,politics,military,
and

 

diplomacy,and
 

thus
 

construct
 

respectively
 

the
 

overall
 

image
 

of
 

China
 

as
 

a
 

" co-constructor
 

of
 

a
 

communi-
ty

 

with
 

a
 

shared
 

future
 

of
 

mankind"
 

and
 

" the
 

most
 

serious
 

competitor
 

of
 

the
 

United
 

States" . The
 

reason
 

why
 

the
 

construction
 

results
 

of
 

the
 

two
 

sides
 

differ
 

so
 

obviously
 

lies
 

in
 

the
 

differences
 

of
 

their
 

political
 

ideas,eco-
nomic

 

policies,cultural
 

traditions
 

and
 

values.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Chinas
 

image
 

construction
 

by
 

itself
 

and
 

others,it
 

is
 

necessary
 

to
 

expand
 

the
 

channels
 

and
 

ways
 

of
 

national
 

image
 

building,enhance
 

discourse
 

strategies
 

and
 

improve
 

expression
 

methods.
Key

 

words:critical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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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Chinas
 

national
 

image;cor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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