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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批评语言学及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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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本文以
%EEFB"$%!

年间#国内
E

种外语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批评语言学及批评话语分析论文为材料#采

用统计与文本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发现相关论文的增长趋势&分布特征和研究重心的变化#分析了论文的方法

特征和内容#对本领域近
"$

年来的研究状况做了系统的回顾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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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ECE

年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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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书中首次创

立)批评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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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SAL

#由
O,3*6-()

4

0

'

"

(于
%EDE

年在其著作0

,̂+

4

),

4

1

,+IX(_1*

1中首次提出$后者继承了批评语言学的

*批评+理念$采用*话语+的提法$并发展了具体的分

析模式&批评语言学及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在英国和

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发展蓬勃&如上所述$由于批

评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基于共同的哲学基

础222批评哲学$并在时间上存在继承关系$因此笔

者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考察&批评语言学在
"$

世纪

E$

年代初传入我国$学界一般以陈中竺'

!

(在0外语

教学与研究1

%EEF

年第
%

期上发表的论文0批评语

言学述评1作为这一研究的发端$其后$开始先后出

现关于批评语言学及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论文'

&7D

(

&

本文对国内
%EEFB"$%!

年间批评语言学及批评话

语分析学术研究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

察$从研究趋势%研究内容与方法等维度梳理了近

"$

年间论文发表情况$总结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特

征$以期为本领域未来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论文发表的总体情况

本文选取了国内
E

种外语类核心期刊$采用关

键词法检索中国知网在
%EEFB"$%!

年间发表的有

关于*批评语言学及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论文$得

到论文约
%$$

篇$其分布情况见表
%

&

表
!

!

过去近
'(

年间
*

种外语核心期刊发表批评语言学及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论文数量统计 篇

年份
%EEF E# EC ED EE "$$$ $% $" $! $& $F $# $C $D $E %$ %% %" %!

合计

L % % % !

R % % % % % ! % % %$

S % % % % % % #

A % " " % % % % % %$

K % % " % % #

O " % % % % % " % %$

` % % ! & ! ! ! F "!

a % % % % # ! ! % %C

\ % % % " ! % ! % " %F

总计
% % $ ! $ % $ F % C ! F D %E %" F %" D D %$$

注!

L?

当代语言学$

R?

外语教学与研究$

S?

现代外语$

A?

外国语$

K?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O?

外语教学$

?̀

外语与外语教学$

a?

外语学刊$

\?

外语研究



二%国内研究的趋势特征

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国内批评语言学及批评话

语分析研究总体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表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

"一#论文数量呈阶段性和曲折性增长的特征

前
%%

年"

%EEFB"$$F

#

E

种核心期刊刊登了
""

篇

相关文章$占总数的
""Q

&而后近
%$

年"

"$$#B

"$%!

#间$这些期刊共刊登了
CD

篇相关文章$占了

CDQ

$其中
"$$C

年开始显著增加$到了
"$$D

年达到

了高峰$有
%E

篇$其后有所回落$

"$$E

年减少至
%"

篇$

"$%$

年继续减少至
F

篇$而
"$%%

年又达到了一个

小高峰$有
%"

篇$此后保持在
D

篇的水平"见图
%

#&

图
%

!

%EEFB"$%!

年间
E

大外语核心期刊

相关文章发表情况变化

这种变化$可以归结为语言的批评视角与传统

结构主义视角之间的博弈&

"$

世纪
E$

年代早期$

批评语言学及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刚刚传入我国$结

构主义语言观仍然占据着国内外语研究的主流$因

此$相关论文的数量较少&而随着国外批评性语言

研究的深入$以及国外这一研究导向对国内的进一

步影响$国内开始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到了这个领域

进行研究$产生了较多的研究成果&

"二#论文呈期刊汇聚性和作者汇聚性特征

论文数量呈现期刊汇聚性&在
E

种期刊中$刊

登相关论文最多的刊物是0外语与外语教学1"

"!

篇#%0外语学刊1"

%C

篇#和0外语研究1"

%F

篇#"参见

图
"

#&其中0外语与外语教学1在
"$%!

年开设了话

语研究专栏$

"$%!

年第
&

期的专栏由田海龙教授主

持$共刊登了
F

篇相关论文$该刊在
"$$CB"$%!

年

间$除
"$%$

年外$每年都有
!BF

篇相关论文发表&

此外$0外语学刊1从
"$$C

年开始设立*话语分析+栏

目$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是该栏目中

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定期邀请专家做主持&

图
"

!

%EEFB"$%!

年间外语核心期刊

发表相关文献总数对比

论文分布还呈作者汇聚性&在所检索到的
%$$

篇相关文章中$存在多篇论文由同一作者发表的现

象$论文数量较多的作者分别是辛斌"

%%

篇#%田海

龙"

#

篇#%戴炜华"

!

篇#和丁建新"

!

篇#等&从
"$

世纪
E$

年代开始$二十年来辛斌教授一直致力于批

评语言学及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发表论文多篇)田

海龙教授的成果也很多&他们作为教授%博导$主持

多项国家级相关研究项目$带领各自的学术团队$极

大地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发展&

同时$比较有影响力的论文也均来自上述学者&

以*批评语言学+和*批评性话语分析+为关键词$检

索论文的被引频次$截至论文完稿时$频次位居前三

位的论文各分别有三篇$参见表
"

&这些论文的作

者$除陈中竺以外$辛斌%戴炜华和丁建新均为批评

语言学及批评话语分析领域的资深专家$论著颇丰$

其中辛斌教授有
"

篇论文的被引频次都很高&

表
'

!

批评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论文被引频次统计

检索词 顺序 论文名称 作者 刊名和刊期 被引频次

批评

语言学

%

批评语言学述评 陈中竺 外语教学与研究
%EEF

,

$% !CD

"

语言%权利与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 辛斌 现代外语
%EE#

,

$% !C$

!

批评性语篇分析方法论 辛斌 外国语
"$$"

,

$# !#D

批评

话语分析

%

批评性语篇分析方法论 辛斌 外国语
"$$"

,

$# !#D

"

批评语篇分析!理论述评和实例分析 戴炜华等 外国语
"$$"

,

$# "CF

!

批评话语分析述评 丁建新等 当代语言学
"$$%

,

$& %FC

三%国内研究的类型特征

根据论文研究的内容与方法$所检索到的
%$$

篇论文可以分为三个大的类型!

"一#评介型

作为一种起源于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对其原著

的评介构成了该领域在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中一个

较为重要的部分&在近
"$

年间$特别是从
"$$!

年

%%F

第
#

期 焦俊峰!国内批评语言学及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现状调查



开始$以0当代语言学1%0外语教学与研究1为主$包

括0现代外语1%0外国语1和0外语研究1在内的
F

家

核心期刊$共刊登了
%"

本相关著作的书评和
%

本期

刊的评论&这些著作有关于对话语认识的$如0话语

与权力1

'

E7%$

(

)关于话语分析的$如0分析话语1

'

%%

(

)关

于特定话语类型分析的$如0公共话语分析222公共

决策中的话语分析1

'

%"

(

)关于对话语分析相关问题

探讨的$如0后现代社会中的话语!批评话语分析再

思考1

'

%!

(

$还有关于学科前沿和学科新进展的$如

0批评应用语言学!批评性概论1

'

%&

(

%0话语研究新进

展1

'

%F

(等&此外$施卫华'

%#

(对0批评话语研究1这本

期刊的创刊做了述评"见表
!

#&

表
$

!

批评语言学及批评话语分析专著(期刊评介情况统计

发表刊物 被评介的专著或期刊 评介者

当代

语言学

%

#0话语分析面面观1

?̂L-Y,7')1H

$

"$%%

,

$!

"

#0话语与身份1 张曼$

"$$E

,

$"

外语教学

与研究

%

#0后现代社会中的话语!批评话语分析再思考1 田海龙$

"$$!

,

$&

"

#0语篇%语境%前语篇!话语分析中的关键问题1 毛浩然$徐赳赳$

"$$D

,

$F

!

#0话语研究新进展1 庞继贤$李小坤$

"$$E

,

$%

现代外语

%

#0分析话语1 武建国$

"$$&

,

$!

"

#0批评应用语言学!批评性概论1 李丽生$

"$$F

,

$%

!

#0系统功能语言学与批评性话语分析!社会变化研究1 刘立华$

"$$#

,

$!

&

#0公共话语分析222公共决策中的话语分析1 熊丙娟$

"$%$

,

$&

F

#0话语与权力1 吴鹏$

"$$E

,

$!

外国语
%

#0话语与权力1 毛浩然$徐赳赳$

"$$E

,

$F

外语研究
%

#0批评话语研究1 施卫华$

"$$F

,

$%

!!

这些评介往往采用著作"或期刊#内容与评论相结

合的形式$介绍该领域一些理论的起源%性质%原则%方

法和进展$可以说给广大的研究者打开了一扇窗&

"二#综述型

在西方$批评语言学及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发展

多年$众多学者进行理论探讨$著书立说$产生了多

种理论和方法&研究之初$国内相关领域的论文有

很大一部分是综述型的$这些论文又大致可分为宏

观综述和微观综述两类&

宏观综述类论文介绍综合性的理论内容&如

0批评语言学述评1

'

!

(

%0语言%权利与意识形态!批评

语言学1

'

&

(

%0批评性话语分析述评1

'

%C

(

%0批评话语

分析概览1

'

%D

(

%0批评话语分析!批评与反思1

'

%E

(

%0话

语分析222批评学派的多维视角评析1

'

"$

(

&此类文

章通过综述理论特征$对批评语言学或批评话语分

析进行全面地考察$虽然有个别论文采用综述与语

料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如0批评语篇分析的理论和方

法1

'

"%

(

$但是$以综述为主试图给读者呈现完整的理

论面貌是本领域初期阶段此类论文的主要特点&

微观综述类论文往往介绍具体的%局部的问题&

这种微观问题$可以是论述理论渊源$如0略论批评

语言学的哲学社会背景1

'

""

(

%0福柯的权力论与批评

性语篇分析1

'

"!

(等)也可以是探讨分析或研究方法$

如0批评性语篇分析方法论1

'

"&

(

%0菲尔克劳话语三

维模式解读与思考1

'

"F

(

%0批评话语分析模式探

析1

'

"#

(

%0语料库与批评话语分析1

'

"C

(

%0趋于质的研

究的批评话语分析1

'

"D

(等)也可以论述该领域的一

个问题$如0话语分析的基础!话语共同体1

'

"E

(

%0课

堂话语研究方法述评1

'

!$

(等&

"三#语料分析型

随着国内研究的深入和日渐成熟$语料分析型

的论文增多&

一直以来新闻话语备受关注$从分析内容来看$

有新闻语篇句式模型分析'

!%

(

$有倾向性分析'

!"

(

$有

对新闻词汇%及物性和情态的分析'

!!

(

$以及不同语

种的新闻研究$如对汉语电视民生新闻的多模式分

析'

!&

(以及俄语政治新闻研究'

!F

(

&从分析的方法来

看$上述研究大部分采用数据统计的方法$在收集一

定量语料的基础上$结合系统功能主义语言分析的

方法$对相关语言的功能特征$如转述方式%指称与

数量描写等$进行量的统计$质的归纳和总结&

政治话语包括政治演讲%政府政策法规和外交

层面的政治话语等'

!#

(

&吴丹苹等'

!C

(研究了布什总

统电台演讲中隐喻的说服功能)曾亚萍'

!D

(分析了奥

巴马总统选举获胜演讲的情态%人称代词和语篇功

能)窦卫霖等'

!E

(对比分析了中美国家领导人演讲中

的互文现象)朱晓敏'

&$

(研究了0政府工作报告1英译

本中的人称代词)钱毓芳等'

&%

(分析了政府工作报告

的主题词)李战子等'

&"

(综合运用多种分析方法研究

了奥巴马访华的
#

篇外交评论&此类政治话语分

"%F

!!!!!!!!

浙
!

江
!

理
!

工
!

大
!

学
!

学
!

报"社会科学版#

"$%&

年
!

第
!"

卷



析$也采用功能语言学的分析范式$语料的样本相对

新闻样本来讲比较小$用以揭示权力与意识形态在

话语中的体现以及对话语的操控&

新的话语类型成为研究内容$

"$$C

年以后发表

的论文体现了这一特征&如果说新闻%政治话语是

批评语言学及批评话语分析领域主流的话$那么以

社会关切为本的后现代主义话语分析范式222边缘

话语也开始得到关注'

&!

(

&傅蓓'

&&

(研究了中国妇女

社会性别话语$温仁百'

&F

(研究了大学生手机短信对

新话语规范的建构功能&其他主题的话语也成为批

评话语分析的分析对象"如文学作品#$如章汝霖

等'

&#

(分析了诺贝尔获奖作品托尼-莫里森小说0宠

儿1的语言与权力现象$丁建新等'

&C

(分析了童话叙事

中隐性对话)李桔元'

&D

(和赵秡'

&E

(研究了经济法律话

语&对非主流话语的批评分析$语料样本也不大$方

法比较灵活&其中有对语言特征数量的统计$也有对

语言特征如词汇%语法和修辞的分析)或者采用问卷

调查$将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或透视话语所反映

的社会现实$或阐述话语秩序%话语规范&整体而言$

此类研究呈现语料多样性和分析方法多样化的特征&

四%对国内研究现状的反思

基于对研究现状的调查发现$以批评语言学为

题目的文章多出现在
E$

年代'

!7F

(

$随后$批评逐渐转

向$从语言学走向了话语学'

F$

(

$

"$$$

年以后$绝大多

数论文以批评话语分析为研究对象&可见$批评话

语分析这一研究范式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

注&反思研究现状$笔者也发现了两个问题!

"一#从研究方法看$以语料分析为主的研究所

占比例较低

在过去近
"$

年中$相关研究以对著作的引介和

理论的综述为主$如对于*批评和反批评+问题的论

述$对于与认知理论%语料库语言学等理论结合的跨

学科问题的探讨$而以不同话语为语料进行的分析

研究比例偏低&

"二#从研究内容看$研究深度存在不足

进入新世纪$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在语料的话语

类型"新闻话语%政治话语和课堂%手机%电视%立法

等#%话语模式"书面的静态话语$包括图片%声音%手

势等的动态多模式话语#和话语语种"英语话语%汉

语话语%俄语或英汉对比话语#方面有了较大发展&

这是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但

是$这些分析多停留在对某一语言项目进行数量统

计和归纳层面$而且$同一类型或模式的话语研究论

文篇幅较少$因此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批评话语分析的本质是以批评为理念$通过对

话语形式的分析$透视话语中所包涵的意识形态%权

力关系$并揭示话语对社会实践的干预过程&展望

未来$国内相关研究会呈现更成熟的发展态势!理论

研究与语料分析相结合$在理论述介的基础上$加强

理论%分析方法和话语类型研究的探索和创新&批

评话语分析作为一种问题驱动的研究$应该更多地

进行以话语语料为中心的话语分析和阐释&虽然有

学者曾质疑批评话语分析在中国的发展空间$但是$

毋庸置疑$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也无疑为

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丰富的语料'

F%

(

&这将是批评

话语分析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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