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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雾霾天气中美两篇新闻报道态度对比分析 

张燕子

（中国计量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不同媒体发布的看似客观、直白的天气报道也隐含着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立场。基于评价理论态度系统的语篇分析
发现，在美联社和中国日报社关于北京雾霾天气的报道中，媒体对不同语言资源的选择体现了各自的立场。其中，美联社以

较为隐蔽的形式，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受众形成强烈的负面评价，而中国日报通过较为明晰和温和的态度资源，表达了一个在

危机面前积极作为的政府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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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１３年１月中旬起，北京持续的雾霾天气
引起各方关注，外媒的报道也络绎不绝，在各大网

站上吸引了很多国外读者进行评论。在众多回复

中，绝大部分是负面的评价，“爆表”“环境恶化之

奇迹”“请停止呼吸”等声音不绝于耳，甚至连“北

京咳”这一颇具戏谑的叫法，也出现在外国人的旅

游指南中［１］。本该“客观、直白”的媒体报道为何

会引发一边倒的批评声音？事实上，任何语言的使

用都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都是一定态度和立场的

反映。在这一方面，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评价理

论为我们研究语篇的人际意义提供了适当的分析

工具。

在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评价理论被广泛应用

于各类型的语篇分析，包括新闻语篇［２－５］、社论语

篇［６－７］、自传语篇［８］、商业广告语篇［９］、学术书

评［１０］等，但针对异常天气报道语篇的分析则比较

少见。因此，本文将在评价理论的框架下，以美联

社和中国日报社对北京雾霾天气的两篇报道为语

料，运用态度系统的相关评价参数，考察报道者如

何利用语言隐藏意识形态、影响读者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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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选语料语场为空气污染指数首次突破

５００后北京采取的行动，语旨为新闻报道，语式为
网络书面报道。一篇为美联社在雅虎网上题为

Ｂｅｉｊｉｎｇｗａｒｎｓ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ｏｆｆ－ｔｈｅ－ｃｈａｒｔｓｓｍｏｇ的
报道［１１］，另一篇为中国日报在其英文官网上 Ｂｅｉ
ｊｉｎｇｍｏｖｅｓｔｏｃｕｒｂ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ｈａｚｅ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的报
道［１２］。这两篇报道在时间上基本一致，语场、语旨

和语式相同，能真实反映报道者或其代表媒体第一

时间的反映和态度。

　　一　态度系统简介

态度系统是评价理论的一个子系统。作为研

究语篇人际意义的工具，评价理论是语言使用者表

达特定评价立场、与实际或潜在应答者协商这些立

场的语言资源，它包括三大子系统：介入（ＥＮ
ＧＡＧＥＭＥＮＴ）、态度（ＡＴＴＩＴＵＤＥ）和级差（ＧＲＡＤＵ
ＡＴＩＯＮ），关系到“文本中磋商的态度、投入的情感
力度、价值溯源方法以及说服读者的方法”［１３］。其

中，态度系统是核心，指的是人们参照情感反应或

文化制约下的价值体系对参与者和过程进行主体

间性评价的意义资源，其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情感

（ＡＦＦＥＣＴ）、评判（ＪＵＤＧＭＥＮＴ）和鉴赏（ＡＰＰＲＥＣＩ
ＡＴＩＯＮ）。情感系统用来表达语言使用者对事件或
现象的情感反应，并从情感的角度对其进行评价；

评判系统指的是根据一系列制度化的规范对人们

的行为做出肯定或否定意义的评价；鉴赏系统从美

学范畴对产品和过程进行评价［６］４０。三种态度资源

可以互相转换，如：

Ｉｌｏｖｅｈ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情感）
Ｓ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ｓｗｅｌｌ．（评判）
Ｈ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ｓｖｅｒｙ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鉴赏）
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选择即意义”的理念，上

述三种说法虽表达了相似的意思，但其态度选择是

不同的：第一句的出发点是“我”，表达了个人的情

感反应，第二、三句的焦点在于被评价者，尤其是第

三句，因鉴赏的对象是物而不是人，主观色彩进一

步降低。在言语交际中，语言使用者可以通过使用

这些具有主体间性的语言资源，直接或间接表达个

人立场。在新闻报道中，不同的媒体由于作者立场

取向不同，对态度资源的使用也会有所差异。下面

我们将运用这种态度评价体系来比较分析美联社

和中国日报社语篇中不同语言资源所表达的功能

意义潜势。限于篇幅，本文仅从态度系统入手，探

讨异常天气报道语篇中体现的人际意义，对于其他

系统的应用讨论将另著文阐述。

　　二　天气报道的态度对比分析

通过对两篇新闻报道的分析，我们发现情感、

评判和鉴赏资源的分布比例如下表：

表１　天气报道语篇情感、评判和鉴赏资源的分布比例

小句总数 情感 评判 鉴赏 总计／比率

美联社 ４５ ６ １５ １３ ３４／７５．５５％

中国日报 ４５ ３ １８ ９ ３０／６６．６７％

由表可见，无论是美联社还是中国日报的英文

语篇，态度资源出现的频率都相当高，超过６５％的小
句都反映了作者的态度倾向，美联社的语篇更是高

达７５％ 以上。这与所选语料的语旨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所选语料为异常天气，它既可以被解释为自然

灾害，又有其背后的人为因素。研究显示，外媒更加

关注的是天气灾害背后的人为因素，而本国媒体的

关注点则是自然灾害面前人们的主观能动性。

在态度系统的三个子系统中，评判和鉴赏是表

达天气报道态度意义的主要资源，而情感系统占的

比例较小。这说明写作者尽量将语言的主观化、个

人程度化降低。因为如果新闻语篇有过多的作者

个人情感，往往显得较为煽情，反而降低其说服力。

我们还注意到，美联社报道在情感和鉴赏资源

的使用上比中国日报多，而评判资源的使用则相对

较少。这说明写作者不愿直接评判，而以较为隐蔽

的形式来表达态度，如将评判意义尽可能地用情感

或鉴赏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样可以避免读者的反

感，引发感情共鸣，从而更好地达到目的。下面我

们将具体分析三个子系统在实现方式上的特点。

（一）情感系统

情感系统通常由修饰词或心理过程来体现，如

Ｓｈｅ’ｓｈａｐｐｙ；Ｈｅｈａｔｅｓｌｅａｖｉｎｇ等，属于心理范畴。
由表１得知，美联社使用了比中国日报更多的情感
表达资源，但这并未使得报道显得煽情或降低其说

服力。深入解读发现这些情感的表达并不是报道

者自己的个人感情，而是通过投射手段，以直接引

语或间接引语的方式传达出被采访者的焦虑、担忧

的心情，如：

例１“Ｉ’ｍ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ｕｐｓｅｔ，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ｓｒｅａｌｌｙ
ｎｏｔｈｉｎｇｍｕｃｈＩｃａｎｄｏ，”ｓａｉｄ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ｏｕｔ
ｆｏｒａ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ｔｒｏｌｌ．（美联社）

通过交待消息来源，媒体一方面可以增强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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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信性，另一方面则借消息源之口说出记者自己

想说的话。这些态度资源在貌似客观和人性化的

基础上，使得负面的情感更容易为受众所接受，达

到同化读者、引起共鸣的目的。

（二）评判系统

评判系统属伦理范畴，指根据一系列制度化的

规范对人的行为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６］４０。评判

标准分为社会约束和社会尊严。社会约束的评判

标准具有法律或道德含义，如是否真实可靠（ｖｅｒａｃ
ｉｔｙ），行为是否正当（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正面的社会约束是
表扬性的，负面的则是谴责性的。社会尊严主要与

行为是否合乎常规（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是否有才干（ｃａｐａｃ
ｉｔｙ）和是否坚定可靠（ｔｅｎａｃｉｔｙ）有关。正面含义令
人羡慕，负面则应受到批评［５］３１。

评判意义的实现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显性的评

判通过修饰语、属性、表示方式的环境成分、名物化

和态度性词汇实现，而隐形的批判主要是标记（ｔｏ
ｋｅｎ），如我们可以用显性的词汇直接评判某人“ｉｎ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也可以通过“Ｈｅｊｕｓｔｃｏｕｌｄｎ’ｔｄｏｈｉｓ
ｗｏｒｋｗｅｌｌ．”这样的标记做出隐形的评判。本文语
料中评判的类型如下表：

表２　天气报道语篇评判资源类型对比

社会约束 社会尊严

正面 负面 正面 负面
总计

美联社 １ ３ ０ １１ １５

中国日报 ８ １ ７ ２ １８

由表２可知，美联社的报道充斥着负面的评
判。在１５个具有评判意义的小句中，９３％以上是
负面的。其中，在社会尊严的评判中，媒体不正面

批判，而是通过各种标记性手段的应用，丑化中国

政府形象，抹杀中国政府救灾努力，如：

例 ２：Ｂｅｉｊｉｎｇｗａｒｎｓ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ｏｆｆ－ｔｈｅ－
ｃｈａｒｔｓｓｍｏｇ．（美联社）

例３：……ｉｎａｎｕｎｕｓｕ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ａｄｖｉｓｅｄａｌ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ｔｏ“ｔａｋｅｍｅａｓ
ｕｒｅｓ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ｔｈｅｉｒｈｅａｌｔｈ．”（美联社）

例２中，北京为作为言语过程（而非行为过程）
的参与者，仅在污染指数爆表之后发出警告，被构

建成为一个言而不为、行动迟缓的负面国家形象。

无独有偶，例３中 “ａｄｖｉｓｅｄ”隐含的态度与 “ｗａｒｎｓ”
如出一辙，表达的都是“言而不为”的消极形象，在

美联社的报道中，政府的作为就是“建议”居民自己

“采取措施保护健康”。通过投射句的使用，报道者

的声音被隐藏，使得信息看上去更加客观，受众会

不自觉地被带到作者的思路上去，这种轻视和嘲讽

的态度在不被察觉中就会传导给读者，而不被察觉

的引导正是最有力的引导。

与美联社的报道相反，中国日报的报道则正面

报道居多，在１８个评判意义的小句中，积极意义的
有１５个，大部分通过态度性动词或名词资源实现，
如通过权威机构名称说明信息来源可靠。尤其值

得注意的是，中国日报同样采取了标记的方式来表

达其态度，只不过对象是负面信息的报道，如：

例４：Ｈｅ（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ｗｏｒｅａｍａｓｋ
ｔｏ“ａｖｏｉｄ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ｌｕ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中国日报）

通过大学生的口吻，媒体表达了大家戴口罩这

一不合常规的行为不仅仅是因为空气污染，还有可

能是怕感冒，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读者对雾霾天

气带来不便的抱怨。

此外，在对比分析中，令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两种

媒体对类似信息报道的不同词汇选择，它们都体现

了各方的立场和态度，如在表达“学校停止课外活

动”时，美联社使用了具有负面指称意义的“ｃａｎｃｅｌ”，
而中国日报则用较为中性的“ｈａｌｔ”。在表达“应公众
要求公布ＰＭ２．５指数”时，美联社使用了具有明显的
政治导向的词组“ａｐｕｂｌｉｃｏｕｔｃｒｙ”，中国日报的措辞
“ａｔｔｈｅｒｅｑｕｅｓｔ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则比较温和。

（三）鉴赏系统

鉴赏系统属美学范畴，是指对物的评价［５］３２，可

以细分为三个子系统，即衡量对受众的感情影响力

的反应（ｒｅａｃｔｉｏｎ），衡量是否符合结构构成常规、是
否容易掌握的构成（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以及衡量是否重
要、有意义的社会价值（ｓｏｃｉａｌｖａｌｕｅ）［６］４４。在鉴赏
系统中，评价者完全背景化，其主观化、个人化程度

是态度系统中的最低值。

表３　天气报道语篇鉴赏资源类型对比

反应 构成 社会价值 总计

美联社 ０ ２ １１ １３

中国日报 １ ５ ３ ９

由表可知，在美联社的新闻语篇中，社会价值

所占鉴赏系统比重较大。绝大部分的鉴赏意义与

异常天气现象的社会意义有关，出现构成的地方都

是关于雾霾或ＰＭ２．５的论述。而中国日报的报道
则更关注对雾霾或ＰＭ２．５本身的描述。

在实现鉴赏意义的语言资源上，美联社与中国

日报社的报道均以修饰语为主，不同的是，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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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大量使用否定含义的词语，如“破纪录、爆表、

有毒、雾都、远远低于安全水平、官方喉舌”等词的

使用带有强烈的负面社会意义。与之相比，中国日

报在鉴赏资源的实现手段上则温和得多，而且多为

对现象的解释，如这是一种“罕见的（ｒａｒｅ）”天气，
指数达到“最高纪录（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是因为标准
“更加严格（ｓｔｒｉｃｔｅｒ）”。它更关注的则是构成，具体
体现为：

例５：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ａｓａ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
ｒｏｕｎｄ２０ｍｉｌｌ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ｍｅ５．２ｍｉｌｌｉｏｎｖｅｈｉｃｌｅｓ．（中
国日报）

例６：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ｐａｒｔｓｏｆｗｈｉｃｈｃａｍｅｆｒｏｍｖｅｈｉ
ｃｌｅｗａｓｔｅａｎｄｃｏａｌｂｕｒｎ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ｌｌｙｗ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ｄｕ
ａｌｌｙ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ｗｉｎｄｌｅｓｓｄａｙｓ．（中国日报）

例５是以标记性手段提醒受众北京人多、车
多，问题原因复杂；例６是使用模糊性语言 ｐａｒｔｓｏｆ
ｗｈｉｃｈ和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指出污染部分是由于冬天天冷烧
煤以及无风造成，体现了与公众协商原因的语气。

在表达相似意义时的不同词汇选择在鉴赏系

统中同样有所体现。首先我们关注一下两个语篇

的标题：

例 ７：Ｂｅｉｊｉｎｇｗａｒｎｓ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ｏｆｆ－ｔｈｅ－
ｃｈａｒｔｓｓｍｏｇ（美联社）

例８：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ｏｖｅｓｔｏｃｕｒｂ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ｈａｚｅｐｏｌｌｕ
ｔｉｏｎ（中国日报）

标题一般被认为是奠定整个文章基调的题眼，

两个不同的修饰词的使用体现了两家媒体最基本

的态度：美联社着眼于雾霾天气的社会价值，因为

污染“破纪录”就意味着危险，不适于人类生存；中

国日报强调的是对受众感情影响力的反应，时间上

“持续很久”给人感觉是仅是冗长、沉闷而已。此外

正如上文分析的，美联社标题使用的是言语过程，

暗示政府行动迟缓、言而不为，而中国日报则用了

积极的行为过程，表达出一个积极采取措施解决问

题、有控制能力的国家形象。此外，在“雾霾天气将

继续”的意义表达上，美联社继续一贯的特点，用的

是具有负面意义的“ｌｉｎｇｅｒ”，而中国日报则使用较
为中性的“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传媒是构建国家形象的有效外交手段［１４］，通

过对两篇天气报道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不同媒体

对不同态度实现资源的选择体现了各方的立场和

态度。美联社用颇具负面导向的态度语言资源，以

较为隐蔽的形式，使报道者的声音被隐藏，在潜移

默化中将一个污染“破纪录”、政府无为的国家形象

传达给受众；而中国日报在描述恶劣天气时的措辞

则比较温和，且表达出一个积极采取措施解决问

题、有控制能力的政府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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