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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投射在系统功能语法中用来说明小句与小句之间的关系，即小句间的一种逻辑语义关系。投射在语篇中的
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与一定的语体相联系的。在新闻语篇中，投射现象的出现频率比较高。以５０篇英语新闻语篇为语
料来探讨新闻语篇的投射体现机制，并具体分析投射类型、投射主体与投射动词在新闻语篇中呈现出来的特征，旨在正

确理解与把握新闻语篇，对外语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投射；新闻语篇；体现机制；特征

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４）１０－０１７１－０３

１　投射理论
系统功能语法学者用投射来说明小句与小句之间的

关系。在系统功能语法中，一个句子被称为一个小句复

合体。小句复合体内部中各小句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

大类［１］：第一类是相互依赖关系，第二类是逻辑语义关

系。其中第二类逻辑语义关系则是通过扩展（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和投射（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这两种形式表现出来。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１］认
为，在投射的表现形式中，小句的功能不是对（非语言）经

验的直接表述，而是对（语言的）表述再进行表述。因此，

投射是处于过程之间的，其中一个过程是思维或言语过

程，另外则是被思维或言语过程再进行思维化（ｍｅｔａｌ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和言语化（ｖｅｒ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了的过程。一般来说，投射
有不同语篇功能，如表明新闻语篇的来源，引用学术文本

的观点，建构叙事文本的对话以及会话中的提问等。

较之《功能语法导论》第二版，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１］在其第三版
书中对投射的类型作了细致的区分。总的来划分，投射

具有三种类型：报道、思想和事实。这三种类型在投射的

一般文本使用中起的作用是表明新闻语篇文本来源、表

达科技语篇的思想、建构叙述话语以及会话问题框架等。

这三种投射类型内部具有三种不同的分析系统：投射层

面（ｌｅｖｅｌ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投射方式（ｍｏｄｅ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言
语功能（ｔｈｅｓｐｅｅｃｈｆｕｎｃｔｉｏｎ）。下面分别从这三种系统对
投射进行分析。

首先，按照投射层面来分析，投射可以是思想（ｉｄｅａｓ）
和话语（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ｓ）。前一种思想投射是指一个小句被表
征为另一小句的可感知的心理（ｍｅｎｔａｌ）层面的语义内容，
例如在小句复合体（１）“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ｗｅ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ｚｏｎｅｏｖｅｒ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中，小句“ｔｈａｔ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ｐｒｏ

ｔｅｃｔｏｚｏｎｅｏｖｅｒ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是小句“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ｂｅｌｉｅｖｅ”
的心理层面的语义内容。后一种话语投射则指一个小句

被表征为另一小句的可告知的言语（ｖｅｒｂａｌ）层面的语义
内容，例如在小句复合体（２）“Ｎａｋｉｓｈａ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７，ｓａｉｄ，
ｓｈｅｓａｗｏｎｅｙｏｕｎｇｍａｎｏｐｅｎｆｉｒｅａｆｔｅｒａｆｅｕ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ｙｏｕｔｈｓ
ｂｅｃａｍｅｖｉｏｌｅｎｔ．”中，小句“ｓｈｅｓａｗｏｎｅｙｏｕｎｇｍａｎｏｐｅｎｆｉｒｅ
ａｆｔｅｒａｆｅｕ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ｙｏｕｔｈｓｂｅｃａｍｅｖｉｏｌｅｎｔ”是小句 “Ｎａｋ
ｉｓｈａ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７，ｓａｉｄ”的言语层面的语义内容。其次，按
照投射方式来分析，投射在结构上有两大类呈现方式：一

类是包含并列式（ｐａｒａｔａｘｉｓ）和主从式（ｈｙｐｏｔａｘｉｓ）的小句
非独立关系的投射方式。此类中的并列式投射表示引

用，如在小句复合体（３）“Ｊｏｈｎｓｏｎｓａｙｓ‘Ｍｙｂｏｓｓｔｒｅａｔｓｍｅ
ｐｏｏｒｌｙ．’”中，小句“‘Ｍｙｂｏｓｓｔｒｅａｔｓｍｅｐｏｏｒｌｙ’”被小句
“Ｊｏｈｎｓｏｎｓａｙｓ”并列地投射；而主从式投射表示报道，如在
小句复合体（４）“Ｊｏｈｎｓｏｎｓａｙｓｔｈａｔｈｉｓｂｏｓｓｔｒｅａｔｓｈｉｍｐｏｏｒ
ｌｙ”中，小句“ｔｈａｔｈｉｓｂｏｓｓｔｒｅａｔｓｈｉｍｐｏｏｒｌｙ”被小句“Ｊｏｈｎｓｏｎ
ｓａｙｓ”投射，这种小句不能独立于投射小句而存在。由此
可见，并列式投射与主从式投射分别相对于传统所说的

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第二类则是嵌入式（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的
小句延续性关系的投射方式，如在小句复合体（５）“ｔｈｅ
ｗｉｔｎｅｓｓ’ｓｃｌａｉｍｔｈａｔｓｈｅｓａｗｏｎｅｙｏｕｎｇｍａｎｏｐｅｎｆｉｒｅｓｅｅｍｓ
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ｅ”中，小句“ｔｈａｔｓｈｅｓａｗｏｎｅｙｏｕｎｇｍａｎｏｐｅｎｆｉｒｅ”嵌
入在小句“ｔｈｅｗｉｔｎｅｓｓ’ｓｃｌａｉｍｓｅｅｍｓ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ｅ”中被投射出
来。从投射层面与投射方式这两种系统来看，Ｈａｌｌｉｄａｙ是
从以下两方面来分析投射小句复合体：一是其语义功能，

即逻辑语义关系，二则是其结构功能，即互相依赖关系。

如果把前两种分类方法，即把投射层面（ｌｅｖｅｌｏｆｐｒｏｊｅｃ
ｔｉｏｎ）和投射方式（ｍｏｄｅ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结合起来研究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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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投射就应该有六种类型，即并列式思想投射、并列

式话语投射、主从式思想投射、主从式话语投射、嵌入式

思想投射、嵌入式话语投射。最后，按照言语功能来分

析，投射系统还可以包括命题投射（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ｓ）和提议投射（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这是对投射理
论的又一贡献。作为一种小句复合体，投射自然也能够

体现出语言的三种纯理功能，即概念功能（ｉｄ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人际功能（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和语篇功能（ｔｅｘｔｕ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处的命题投射和提议投射
可以分别反映了语言的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同时，这

里所分的命题投射和提议投射也可以融入到投射层面中

去，即可以包括思想命题投射、话语命题投射、思想提议

投射、话语提议投射。

２　新闻语篇中的投射体现机制
我们先从下文的分析来讨论新闻语篇中的投射体现

机制：

（４）ＦＥＡＲＳｔｈａｔ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ｗｉｌｌｓｏａｒｔｈｉｓｙｅａｒｗｅｒｅ
ｓｐａｒｋｅｄ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ｂｙｆｉｇｕｒｅ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ａｔ（ａ）ａｔｌｅａｓｔｏｎｅｉｎ
ｆｉｖｅ１６ｔｏ２４－ｙｅａｒ－ｏｌｄｓｄｏｎ’ｔｈａｖｅａｊｏｂ．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
３２，０００ｉ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ｍｏｎｔｈｓｔｏ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ｔｏｏｋ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ｔｏ
９５１，０００

!

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ｓｉｎｃｅｒｅｃｏｒｄｓｂｅｇａｎｉｎ１９９２，ｓａｉｄ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ｆｏ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ｂ）．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ｓｗｅｒｅｐａｒｔｏｆａ
ｗｏｒｒｙｉｎｇｓｅｔ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ａｔ（ｃ）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ｒｏｓｅｔｏ
２．５ｍｉｌｌ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ｍｏｎｔｈｓｆｒｏｍ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ｔｏ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
!

７．９ｐｅｒｃ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

ｉｓ４９，０００
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ａｎｄｕｐ３８，０００ｏｎｔｈｅ
ｓａｍｅｐｅｒｉｏｄｌａｓｔｙｅａｒ．Ｉｎａｎｇｒｙｃｌａｓｈ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Ｄａ
ｖｉｄＣａｍｅｒｏｎ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ｄ）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ｗｅｒｅ“ｄｉｓａｐ
ｐｏｉｎｔｉｎｇ”．Ｂｕｔ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ｗａｓｂｒｏａｄｌｙｕｎｃｈａｎｇｅｄｓｉｎｃｅｌａｓｔ
ｍｏｎｔｈ，ｗｉｔｈｎｏｓｕｄｄｅｎｓｐｉｋｅｓ，ｓａｉｄｔｈｅＰｒｉｍ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ｗｏｒｋｆｅｌｌ６９，０００ｔｏ２９
ｍｉｌｌｉｏｎ，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１８４，０００ｕｐｆｒｏｍｔｈｅｙｅａｒ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ｉｅ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１４，０００ｔｏ１５７，０００．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ｃｌａｓｓ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ｆ）

!

ｗｈ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ｃａｒｅｒｓ，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ｈａｖｅｇｉｖｅｎｕｐｌｏｏｋｉｎｇｆｏｒｗｏｒｋ，
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ｒｅｔｉｒｅｄａｎ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ｒｏｓｅ８９，０００ｔｏ９．３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ｈｉｓｉｓｎｅａｒｌｙ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

ａｔ２３．４ｐｅｒｃｅｎｔ．
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ｔｗａｓｃｌｏｓｅｒｔｏａｆｉｆｔｈ，ａｔ１７．８ｐｅｒｃｅｎｔ．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ｔａｋｉｎｇｅａｒｌｙ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ｒｏｓｅ３９，０００ｔｏ
１．５６ｍｉｌｌｉｏｎ，ｍａｎｙｆｅａｒｅｄｔｏ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ｆｏｒｃｅｄｏｕｔｂｙｅｍ
ｐｌｏｙｅｒｓｔｒｙｉｎｇｔｏｂｅａｔｎｅｗｒｕｌｅ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ｗｏｒｋｅｒｓｕｎｔｉｌｔｈｅ
ａｇｅｏｆ６５．

从上例中可以看出，在新闻语篇中，投射的使用者

（如新闻记者等）总是更多地注重信息的客观性。那么，

人们研究投射现象，更多的是去关注投射本身的可争论

性（尤其是嵌入式投射，让人们不明白那些话语或想法到

底来自于谁）。一般说来，投射引导句是不能使用（或尽

量不用）那些带感情色彩的投射动词，重点则是要考察其

信息来源（也称投射源），尤其是常常关注投射源是否是

一些权威人物或机构，如例４中的 ｂ，ｄ，ｅ。有时即使在
话语来源不明的情况下，投射的使用者也倾向于用一些

看似客观的方式或手段来表达，如“据悉”、“据调查发

现”、“从相关人士或机构得知”、“据相关数据或图表看

出”、“据专家研究得知”等此类的新闻用语（常被成为中

性话语标记语），如例４中的ａ，ｃ，ｆ。
投射动词一般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积极的投射动

词所投射出来的文本信息则可以被认为可靠真实的，消

极的则相反。因此，一个真实的新闻语篇中，积极的投射

动词就会大量出现或被使用。同时，在投射小句中还可

以看出吸引受众（读者或听者）的消息来源或其投射体。

受众会进一步思考，这些消息来源或其投射体是权威的、

个人的，还是政府机关的或其他？这些消息来源或其投

射体就可以表明投射小句究竟在代表谁说话，或代表谁

表达相关的思想。当然，个人的话语也可以代表个性化

的情感和想法。

但是，很明显，投射内容也不完全是客观的，投射的

使用者对受众也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投射的使用者常

常会使用一些被采访人的言语来含沙射影地显露出他们

自己的观点倾向。甚至有的时候，投射的使用者会把当

事人的言语融会贯通到他们自己的叙述中去，这样便可

以引导受众无意识地朝某个方向去理解和接受；而另外

有些时候，投射的使用者又会通过不同的提问方式和所

提的问题去引导受众的理解与思考。

张德禄［２］曾说过，从人际意义角度来看，新闻语篇主

要强调其客观性，它一般主要具有以下两种功能：一是向

受众提供信息，二是旨在影响受众的观点、情感和意识形

态。但是，新闻媒介通常不使用直截了当的表述来影响

人们的观点、情感和意识形态，而选择有利的，有意向性、

倾向性的原始材料来实现其目的的。因此，新闻所提供

出来的事实让受众看起来或听起来越客观越好，同时又

通过采用各种形式或手段，隐蔽他们自身的主观意志和

情感，以便提高这些报道材料的可信度。

３　新闻语篇中的投射现象分析
３．１　新闻语篇中的投射类型分析

在系统功能语法看来，语篇是建构现实的方式，扩展

与投射则是建构语篇的两种不同手段。投射作为语篇内

的一种建构手段而存在的，它能建构语篇内的对话，更确

切地说是作为建构语篇内的对话语境而存在的。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关于投射的研究是以语义为基础、以语篇分析为目标的，

投射对语篇具有确定作用［３］。因此，投射常见于新闻语

篇、文学作品、评论文、学术论文、广告等语体中，其中新

闻语篇语篇中出现率最高。

有学者通过统计得出，评论语篇中的投射方式出现

的比率分别为［４］：并列式占３％，主从式占７％，嵌入式占
７％，总计１７％；广告三类语篇中的投射方式出现的比率
分别为：并列式占２％，主从式占２％，嵌入式占０％，总计
４％；新闻语篇中的投射方式出现的比率分别为：并列式
占３３％，主从式占２７％，嵌入式占２％，总计６２％。我们
可以清楚地看出，就三类语篇而言，投射在新闻语篇中出

现率最高（６２％）。就投射方式而言，在新闻语篇中，并列
式投射出现率最高（３３％），主从式投射次之（２７％），嵌入
式结构最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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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新闻语篇中的投射主体分析
新闻语篇主要是传递信息的，因此新闻语篇中的投

射更倾向于表达信息。新闻语篇中的投射主体所传递出

来的信息具有以下特点：从内容方面来看，不同语境或语

类的投射主体呈现方式不同，其内容各有不同以达到不

同的目的［５］。在新闻语篇中，投射主体大多数注重人物

的社会职位与地位，如领导人、官方发言人、专家等权威

人士，这样可以增加社会可信度。学术文本中的投射主

体往往被隐藏，或在后面的括号内表现出来，或用引用标

注的办法等。叙事文本中的投射主体会被凸显，这样作

为表达人物性格的手段等。因此，在新闻语篇中，新闻语

篇者常以社会地位高的人为投射文体来证明自己的观

点，并求得交际社团的认可，这样来增加其新闻的可信度

及权威性，使其所报道的新闻具有说服力。但有的新闻

信息的投射文体不大明确，如：英语新闻中的“Ｉｔ”、“Ａｓ”，
汉语新闻中常见的“据说”“据报道”等。从功能来分析，

新闻语篇中的投射主体通常用来表明信息（被投射句）的

来源。新闻语篇都常常较具体地注明投射文体来证明信

息来源的可靠性。有的新闻中也会出现含糊其词地不具

体表明住处来源，如前面所提到的“Ｉｔ”“Ａｓ”“据说”“据报
道”，但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

从被投射句的声音来源来看，新闻语篇中的投射文

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①

①：（１）投射文体通常不是“自我”即
报道者。因为新闻语篇者通常以旁观人的角度来报道新

闻以强调新闻的客观性。（２）具体点明的人。这种表达
形式在新闻语篇中是多见的。（３）未做具体交代的人。
在消息来源可以确定的情况下，读者或听者可以从新闻

语篇的上下文得知未做具体交代并不是说信息源不能得

到落实。有时，读者或听者能推断出大体的话语群体。

３．３　新闻语篇中的投射动词分析
３．３．１　投射动词的类型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区分了命题投射与提议投射。一般来说，这
两类投射的主要区别体现在动词的选择上。命题投射是

指陈述和问题，提议投射是建议某人去做某事。新闻语

篇中，大多数为命题投射，提议投射是不多见的。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曾列出了用于投射的一些动词，李莉［６］也对此类动词作

过相关的研究，本研究在研究语料５０篇新闻语篇中收集
了常用于新闻语篇的投射动词如下

②

②：

Ａ．ｓａｙ，ｓｔａｔｅ，ｓｈｏｗ，ｔｅｌｌ，ａｇｒｅｅ
Ｂ．ｒｅｐｌｙ，ｉｎｓｉｓ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ｗｉｓｈ，ｈｏｐｅ，ａｄｍｉｔ
Ｃ．ｒｅｑｕｅｓｔ，ｓｕｇｇｅｓｔ，ｏｆｆｅｒ，ｄｅｃｉｄｅ
Ｄ．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ｕｒｇｅ，ｐｌｅａｄ，ｄｏｕｂｔ
Ｅ．ｄｅｍａｎｄ，ｃｌａｉｍ，ｄｅｎｙ，ｃｏｎｃｌｕｄｅ

从Ａ类至Ｅ类，投射动词的使用频率依次递减，其中
ｓａｙ与ｓｔａｔｅ的使用频率相当高。特别是在广播、电视的新
闻语篇中，ｓａｙ的使用频率高达８０％之多。
３．３．２　投射动词的时态与体态

新闻语篇常常关注国内外新近发生的各个方面的重

大事件，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军事、体育等诸方面

的内容。因此新闻语篇中投射动词的时态与体态呈现出

一定的特点，本研究从分析 ５０篇新闻语篇得出以下结
果。新闻语篇中投射动词的时态占投射句的比率分布

为：过去时约为４０％，现在时约为６０％，将来时为０％；新
闻语篇中投射动词的时态占投射句的比率分布为：一般

约为７０％，进行为０％，完成约为３０％。新闻语篇中投射
动词的时与态结合基本上都是一般现在时或一般过

去时。

４　结　语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新闻语篇中小句之间

的投射现象较为常见。在新闻语篇中投射现象也呈现出

一定的特征：（１）就投射类型而言，在新闻语篇中，并列投
射出现率最高，主从投射次之，嵌入结构最低；（２）投射主
体在其内容、功能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３）投射动
词的类型、出现频率及其时态与体态都具有不同点，新闻

语篇中投射动词的时态基本上都是一般现在时或一般过

去时。这些研究都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新闻语篇，在

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指导新闻语篇者怎样去把握新闻语篇

的投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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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①　彭建武在其研究论文“语言转述现象的认知语用分析”（载《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１（５）：３５９－４００）一文中把语言转述过程中
可能的声音来源分为五大类，本研究根据新闻语篇的特点总结出三类。

②　本研究对５０篇英语新闻语篇进行分析得出的初步统计结果。由于语料不够大，得出的数据还不够精确，有待今后的进一步
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