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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评论语篇中的元话语分析 ①

———基于心理空间理论

彭　清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元话语是近几年一直很受关注的语言学研究话题，它将作者的意图导入语篇之中，帮助并引导读者组织、理
解、评价和反馈语篇的命题内容。运用心理空间理论来分析经济评论语篇中的元话语，说明经济评论者通过元话语实现

现实空间和心理空间的连接，体现出评论者对现实经济状况的看法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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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元话语被认为是表达基本信息以外的话
语，是用于组织话语、表达作者观点的一种方法，并在维

持读者、作者和语篇信息三者之间关系方面起到重要作

用。经济评论作为新闻事实和评论相结合的一种独特文

体，元话语在这一文体中将现实空间和评论者的认知心

理空间连接起来，体现了经济评论者对社会经济状况的

态度与观点。本文主要运用 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的心理空间理论
来分析经济评论语篇中的元话语，说明经济评论者通过

元话语实现现实空间和心理空间的连接，从而体现出评

论者对社会经济状况的认知。

１　关于元话语
１９５９年，Ｈａｒｒｉｓ提出“元话语”这一术语以来，有很

多语言学家纷纷对这一术语进行了定义。Ｗｉｌｌｉａｍｓ认为
元话语是“有关话语的话语，与主体无关”［１］。ＶａｎｄｅＫｏ
ｐｐｌｅ，Ｃｒｉｓｍｏｒｅ等认为“元话语都不能够为命题的意义增
加内容，但是可以帮助读者组织、解释并评价作者给出的

信息”［２］。Ｎａｓｈ认为“从元话语的使用上我们已经可以
发现其概念上的模糊。尽管元话语的客观实体还有待探

讨，但它似乎近似于修辞或文体［３］”。Ｈｙｌａｎｄ和Ｔｓｅ提出
“元话语是用于体现语篇中互动意义的反身表达。它能

够体现作者自己的观点，将语篇与特殊共同体的成员联

系起来”［４］。

针对这些不同的定义，语言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

了不同的分类。ＶａｎｄｅＫｏｐｐｌｅ将元话语分为篇章元话语
和人际元话语［５］。Ｈｙｌａｎｄ和 Ｔｓｅ认为元话语可以分为引
导式元话语和互动式元话语。其中引导式元话语包含逻

辑连接语、框架标记语、
!

指标记语、言据语和语码注释

语，互动式元话语包含模糊限制语、增强语、态度标记语、

关系标记语和人称标记语［６］。Ｉｆａｎｔｉｄｏｕ从词汇角度对元
话语进行研究，将词汇元话语分为话语连接词、推测副

词、情态词、言语行为动词、心理动词、人称代词、篇章推

进词［７］。

根据元话语的定义和分类可以看出，元话语有明显

的指示意义，并且能够说明语篇中各成分在文中的关系，

从而使读者更了解语篇。同时，语篇涉及到作者的主观

性，它是一个不断建立新空间的过程，也是一个描写过

程，它能够通过元话语表现评论者的主观认知态度。

２　心理空间理论
心理空间是心理空间理论的基本范畴。它不是语言

形式结构本身或语义结构本身的一部分，而是语言结构

中相关信息的“临时性容器”，或者说是语言使用者分派

和处理指称关系的概念框架理论。

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的心理空间理论是进行意义的构建，是将
一个空间的认知映射到另一空间。心理空间是人们在进

行思考、交谈时为了达到局部理解与行动之目的而构建

的小概念包［８］。心理空间的构建是发生在认知背景下

的，具有普遍认知力，适合于任何语言和文化，并且能够

解释众多语言和思维的关系［９］。在建立心理空间时一般

都会把自身体验的一切与话语相关的因素联系起来，人

们也会有选择地将这些要素抛弃或投射到一个空间中，

直到理解了话语为止。

在语篇构建过程中，一个个心理空间在语篇内部通

过框架和认知模型建立起来，在外部则是通过连接语把

一系列心理空间连接起来。在 Ｆａｕｃｏｎｎｉｅｒ看来触发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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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空间的语言是空间构造语，空间构造词可以实现现

实空间Ｒ和心理空间 Ｍ、触发语和目标语或对应语之间
的映射。每一个空间构造词都会构建一个心理空间、语

义项和语义项之间的关系［１０］。如图：

在图中Ｒ中的ａ，ｂ分别对应Ｍ中的 ａ’，ｂ’，两者
之间的连接关系是触发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关系。空间中

的ａ，ｂ语词称为语义项，他们是说话人在指称结构中确
立的语义要素。空间构造词包括介词短语、副词、连接词

和主谓词组等。

元话语可以被看作是空间构造词来构建语篇，Ｉｆａｎｔｉ
ｄｏｕ关于元话语语义或语用性质的论述，反应出元话语在
语篇构建中作者 －语篇 －读者之间的心理映射过程，作
者能够运用元话语使孤立的词、短语和句子连接起来，读

者也能够发现作者的意图。空间关系的建立是作者的主

观观点和语篇信息内容的客观性相结合的结果，元话语

就是作者主观态度的体现。因此，元话语不仅影响了命

题内容和字面意思，还影响了人际关系和态度。读者的

判断、地位和态度都是建立在他们自己的认知基础上，所

以，元话语表现了作者的认知。

３　经济评论语篇中元话语分析
经济评论作为新闻评论的一种，是一种特殊的多媒

体评论文体，它的写作有着自身的元话语特点。本文选

取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至１０月３１日《中国日报》上的１５
篇经济新闻评论作为研究语料。对所获得语料采用 Ｈｙ
ｌａｎｄ和Ｔｓｅ对元话语的分类方式进行数据统计，得到以下
结果，如下表１：

表１　经济评论语篇中元话语的分布

类 别
分布

数目

分布

频率
类别

分布

数目

分布

频率

逻辑连接语 ７３ １９．１％ 模糊限制语 ７８ ２０．４％

框架标记语 １５ ３．９％ 增强语 ３５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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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记语 ２ ０．６％ 态度标记语 ５９ １５．４％

言据语 ６１ １６．０％ 关系标记语 ３ ０．８％

语码注释语 ３６ ９．４％ 人称标记语 ２０ ５．２％

统计分析得出在经济评论语篇当中逻辑连接语、模糊

限制语、言据语以及态度标记语所占比率最大（总数超过

７０％），其它类型的元话语所占比率相对较少。虽然在经
济评论语篇中逻辑连接语、模糊限制语、态度标记语以及

言据语所占比率不同，但都表现了评论者对当下经济的认

知。因此，下文主要分析所占比率最大的四类元话语。

３．１　逻辑连接语
在经济评论语篇中，评论者通过元话语将各种现实

空间和认知心理空间等片段按照逻辑顺序连接起来，表

明了评论者自己的态度与看法。而逻辑连接语在这一方

面则起到重要作用，它在经济评论语篇中一方面体现了

语篇表面上的连贯，另一方面又体现了评论者的意图与

认知。逻辑连接语将社会经济状况与语篇联系起来，实

现了社会、作者和读者三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如：

（１）Ｏ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ｗａｓｌａｒｇｅｒ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ｂｕｔｐｒｏｆｉｔｓｖａｒｉｅｄｗｉｄｅｌｙ
ａｃｒｏｓｓａｎｄｗｉｔｈｉ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例（１）说明通常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比发达国
家大，但是其利润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差异也是很

大的。元话语 ｂｕｔ是空间构造词，建立新的焦点空间，成
为考察事件发展的另一个视点。它将科技对转基因造成

的影响和对其现实空间的认知这一关系与利润在国家内

部的差异和评论者对这一现实空间的认知空间连接起

来，构成逻辑关系。它们体现了读者在处理信息时采用

的顺序和方向，同时让阅读者了解评论者的思维过程。

句中的ｂｕｔ构成转折与递进，让读者想到下文的内容是与
上文完全不同的，是引导读者联想思维的延续，观察事件

发展的视点。同时也是作者引导读者获取语篇所期待的

认知语境效果、促进话语理解的语言标记。因此元话语

在构建语篇和表达意义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３．２　模糊限制语
模糊限制语在一些特定的语言领域中具有独特的作

用，在经济评论中也不例外。当经济学家评述国内外经

济局势和相关政策时，经常会使用模糊限制语来表达他

的观点，所以有时候人们总认为他们的评论和答案是模

糊不清，不确定的，以至于不可信。但是，事实上是人们

为了达到语言的客观性和精确性，要求语言具有一定的

灵活性，而模糊限制语则是灵活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经济评论文体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是非常普遍的，它

可以对评论者语言选择过程中的认知和心理状态进行反

应，构建评论者的语用策略，并为读者能够正确理解话语

含义提供重要依据。模糊限制语能够对话语的原意进行

限制修订，使其偏离原来所指从而更接近所要表达的语

义思想，给交际双方留下更大认知空间［１１］。在经济评论

语篇中，为了使评论语言更加客观和确切的表达现象和

思想内容，使评论者在表明见解时留有余地，对数字和观

点的模糊使用是非常普遍的。经济评论者就是利用这一

点，在评论时使用模糊限制语（如 ｐｅｒｈａｐｓ，ｌｉｋｅｌｙ，ｐｏｓｓｉ
ｂｌｅ，ｍａｙ，ｓｅｅｍ，ｗｏｕｌｄ等）来抒发个人观点，表明评论人
能够遵守礼貌，在清楚的表达话语意义的同时也能够避

免将自己的主观意见强加于他人。如：

（２）Ｃｈｉｎａｓｅｅｍｓ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ｆｏｌｌｏｗｍｏｒｅｍｏｄｅｒｎＶＡＴｓｙｓ
ｔｅｍ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ｗｈｉｃｈ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ｓｅｅｋｔｏｔａｘ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ａｎｄ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ｕｎｄｅｒＶＡＴ．

例（２）中因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在世界各地都似
乎更遵循着现代增值税系统，也越来越多地在寻求增值

税税收金融和保险服务。这一例子中评论者并没有武断

的表明他个人的观点，中国一定是在遵循着这个现在增

值税系统，而是运用模糊限制语 ｓｅｅｍｓｌｉｋｅｌｙｔｏ来表明它
的确定性。评论者并没有把话说得太死，把自己的想法

强加于人，而是运用模糊限制语使话语留有余地，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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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自我的作用。

３．３　言据语
经济评论语篇，作为一种评论性语篇，是要受到对事

实进行客观报道原则的限制。通常评论者本人的直接评

论会相对较少，而是借用新闻人物或者相关权威人士的

言语作为间接评论，这样既能达到间接评论的目的，又能

给读者留下客观公正的印象［１２］。言据语（如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
Ｘｓｔａｔｅｓ，Ｘｓａｙｓ等）可作为间接评论的重要依据，为语篇
提供证据，展现了语篇的可信赖度和权威形象，同时又间

接的表明评论者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如：

（３）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ｓａｙｓ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ｉｎ
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ｃｕｒｂｌｏａｎｓｆｏｒｈｏｍｅｂｕｙｅｒｓ．

在这个句子中，在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ｓａｙｓ作为空间构造
者构建了一个心理空间Ｍ。在这个心理空间中当局不会
故意控制购房贷款，而在现实空间 Ｒ中事实是怎样的还
有待考证。但是加上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ｓａｙｓ之后就完全发
生了变化，ｓａｙｓ后面表示前面央行的观点或话语，说明不
会故意控制购房贷款是值得相信的，作为银行界最具权

威代表的央行公布的消息是非常具有可信度的，是经得

起考证的。这一例子如果没有加上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ｓａｙｓ，
只是单独的叙说当局不会故意控制购房贷款，那么它说

服性就没有那么大，会被误以为是自己随意说出的观点。

而加上“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ａｎｋｓａｙｓ央行说”之后，新闻的说服
力就明显上升，它树立了经济评论语篇评论者客观、诚实

的个人形象，使评论者更能获取读者的信任。

３．４　态度标记语
虽然间接引用权威人士的观点是表达作者看法的一

种方式，但是作为评论语篇，也必然会有直接表现评论者

个人态度的态度标记语，如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Ｉａｇｒｅｅ，ｓｕｒｐｒｉｓ
ｉｎｇｌｙ，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等。在经济评论语篇中，态度标记语表达
了评论者对命题内容的态度，展现了评论者对经济时局

的看法，能够让读者更好地领会评论者的命题信息和态

度［１３］。如：

（４）Ｎｏｔ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ｌ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ｗａｎｔｔｏｕｎ
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ｔｈｉｓｃｈａｎｇｅ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ｏｎｔｈｅｉｒｔａｘｂｕｒｄｅｎ，
ｇｉｖｅｎｔｈａｔａｎｙＶＡＴｏｎｉｎｐｕｔｓｉｎｔｏ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ｔｓ
ｏｎｇｏ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ａｌｅｏｒｌｅａｓｉｎｇｉｓ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ｔｏｂｅｃｒｅｄ
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ＶＡＴｔａｘｐａｙｅｒｓ．

例（４）中现实空间 Ｒ是业内人士想要知道这种变化
在税收负担方面带来的影响这一想法，心理空间 Ｍ是评
论者的不惊讶态度，ｎｏｔ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ｌｙ建立了一个表示态度
的心理空间，将现实空间和心理空间连接起来。Ｎｏｔｓｕｒ
ｐｒｉｓｉｎｇｌｙ作为态度标记语，它传递了评论者对业内人士的
想法持不惊讶态度，是评论者直接态度的表达，体现了评

论者经过一系列的详细分析之后对增值税的变化有更客

观认知，同时表明了评论者对命题的支持与赞同，从而达

到进一步说服的目的。不管是间接评论中的言据语元话

语还是直接评论中的态度标记语都是对客观经济状况的

认知后进行评论的结果，他们都起到了说服读者相信自

己所述的事实，使读者产生共鸣，同时让读者对社会的经

济状况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４　结　语
经济评论是一种特殊的新闻和评论的结合体，它既

要体现经济语篇的客观性，又要具有评论性语篇的主观

性特点。因此，评论者通常要运用具有主观意识特色的

元话语来表明语篇的客观真实性。文中通过心理空间理

论中的现实空间和心理空间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来分析

元话语在经济评论语篇中的作用，体现出元话语不仅能

构建语篇，将评论者的观点和社会的现实状况相结合，还

能够表达评论者自己对社会的认知和意图，使经济评论

语篇评论者借助元话语来陈述更客观、正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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