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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分析视角下中国国家生态形象自塑研究

———以习近平主席外交话语为例

许　峰，高　意

摘　要：作为国际媒体议程中的显要事件，环境治理日益演变为国家形象建构与话语权博弈的重要场域。

本研究结合语料库和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生态话语分析 方 法，从 经 验 意 义 系 统、人 际 意 义 系 统、语 篇

意义系统三个方面分析习近平主席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在重要国际舞台讲话中有关生态文明的英文话语，探讨官方

环境话语的传播策略、输出内容与生态价值、国家形象之间 的 关 系。研 究 发 现，中 国 生 态 话 语 表 达 以 有 益 性

话语为主，反映出中国在生态治理理念、角色、成 果 三 方 面 的 作 为 和 期 许，塑 造 了 有 责 任、有 担 当、有 行 动

的正面生态形象，并且通过强调经验识解、角色定位和情感诉诸等手段向 国 际 社 会 传 递 出 积 极 的 生 态 保 护 意

义；该话语有助于提升中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和认同度，彰显中国在全 球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中 的 大 国 形 象 和 大

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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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对外话语作为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处理与国家战略利益相关的涉外事务时产生的

表达和发声体系［１］［２］［３］，其 本 质 是 “向 全 人 类 文 明 体 系 贡 献 中 国 知 识、中 国 思 想、中 国 智 慧，与

‘各国话语体系’合作，‘共同说明’整个世界”［４］。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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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面向世界构

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相匹配的

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任务。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环境危机被视为 “世界风险榜单”中的高风险事件［６］，全球环境治理已

成为国际媒体议程中的显要事件，并日益成为国家形象建构与话语权博弈的重要场域［７］。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逐渐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这是中国话语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深刻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生

态文明的国际话语权是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影响力和控制力的重要标志［８］，提炼并阐述中国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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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领域的主张、作为、成就，有助于打破西方对于 “解释绿色”的规范机制和监控机制。

中国形象包括国内民众对中国相对稳定的认知和评价，也包括国际社会民众、媒体、政府或其

他国家对中国的总体认知和看法；翻译可以直接参与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９］。中国形

象塑造可以分为 “自塑”和 “他塑”两种方法，“自塑”是指以中国宣传为主体，由国内政府、机

构和民众传达的形象，“他塑”是指以国外解读为主体，由国外政府、机构和民众塑造的形象。过

去几十年来，由于中国国际话语权较弱，中国生态形象的研究多也集中在 “他塑”上。郭小平通过

研究 《纽约时报》近十年来关于中国的涉华气候变化风险报道，发现外媒对中国的环境形象构建呈

负面［１０］；魏榕通过对比中美主流媒体关于生态化中国形象的构建，发现外媒构建的中性与破坏性

中国生态形象比例较高［１１］。国家形象的构建如果只借助于 “他塑”手段，可能会导致残缺和曲解。

话语和翻译作为形象传播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形象 “自塑”的重要方式。本研究基于语料库研究

方法，以习近平主席在重大外交场合就生态议题产生的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挖掘文本对国家形象

的构建，将生态话语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能力提升至学理层面，以期填补官方外交话语在生态语言学

研究中的缺位，促进环境议题的公共讨论以及生态权利和责任的落实。

二、理论框架

生态语言学兴起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其研究分为两大模式：一是以生态学为基础的，关注语言

和语言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 “豪根模式”；二是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关注语言对生态环境

影响的 “韩礼德模式”［１２］。１９９０年，Ｈａｌｌｉｄａy在第九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指出，语言系统本身

存在生态破坏性，语言的语法特征会对人们潜意识的生 态观 念产 生 影响［１３］。此后，在生态语言学

领域，通过话语分析来揭示语言生态性的研究模式逐渐兴起，但学界最初在此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环境话语，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研究范围逐渐从环境话语扩展到新闻话语、广告话语、政治话

语等方面。

生态话语分析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yｓｉｓ）一词最先出现在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等的文章中，他们

认为生态话语分析包括对生态话语的分析和对话语的生态分析［１４］，并且把生态话语分为有益性话

语 （与生态哲学观兼容的话语）、破坏性话语 （违背生态哲学观的话语）和中性话语 （既与生态哲

学观兼容，又与其违背的话语）三类［１５］。国内关于生态话语分析的系统阐释初次见于辛志英等［１６］，

他们厘清了生态话语分析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异同，反对将前者简单理解为后者的下属领域。

生态话语分析旨在通过研究语言资源中隐含的生态意识，揭示语言中反映的生态不平等现象，

唤醒、引导和变革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识。戴桂玉等［１７］采用生态批评性话语分析，从及物性过程

和态度资源两方面分析生态酒店英文简介来阐释语言、环境和社会之间的联系；赵蕊华［１８］从系统

功能语言学的视角出发，通过生态话语分析发现生态文本倾向于将非人类动物的身份构建为被动

的、无感知的参与者。何伟等［１２］、黄国文等［１９］、雷蕾等［２０］都针对生态话语分析的方法或生态哲学

观进行过系统阐述。

现有的生态话语分析借鉴的仍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分析框架，主要集中在对于语篇的宏观分析

和判定上，从生态视角出发的细节分析较少。对于话语的生态分析必然离不开生态哲学的支撑，本

研究结合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在 “人与自然一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念框架下，借鉴何

伟等总结的生态话语分析模式［１２］，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和补充，最终形成本文的研究框架 （如

图１所示）。由此探讨以下两个问题：在微观层面，官方环境话语如何通 过 经 验 功 能、人 际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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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篇功能来塑造国家生态形象？在宏观层面，官方环境话语通过语言资源的使用向世界传达了怎样

的生态形象？

生态话语分析框架

经验意义系统

人际意义系统

语篇意义系统

物质过程
心理过程
关系过程
行为过程
言语过程
存在过程

情感
判断
鉴赏

及物性系统

语态
语气情态系统

评价系统

主位 述位结构-
信息系统

中国生态治理理念
中国生态治理角色
中国生态治理成果

中国生态形象

图１　生态话语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语料及工具的选取

本研究以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２２年１０月期间习近平主席在重要国内外场合关于生态文明论述的

英译文本为语料，译文均来源于外交部、新华网、人民网等官方机构，语料清洗后建立英语单语生

态文明语料库 （Ｅｃｏ－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ｐｕｓ，以下简称ＥＣＣ），形符数共计２７　６１４。本研究将语料库研

究方法与生态话语分析方法结合，采用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标注软件 ＵＡＭ　Ｃｏｒｐｕｓ　Ｔｏｏｌ　３．３对

上述语料进行经验意义系统、人际意义系统、语篇意义系统三个方面的标注与数据分析，目的在于

挖掘国家领导人通过外交话语向世界传达的中国国家生态形象。
（二）生态话语分析

生态话语分析模式从生态视角出发，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经验意义系统、人际意义系统以及语

篇意义系统进行细化和扩展。在生态层面，经验功能是语言对人们现实世界各种经历的表达，反映

的是国家层面的生态行为和环境规划；人际功能体现的是讲话者的态度、动机以及对事物的推断和

评价，反映的是国家视角的价值判断和意义生产；语篇功能指的是语篇成分的组织，尤其是主位系

统，反映的是国家角色在生态领域的定位。语言的三大元功能相互作用、共同创造意义，讲话者总

是在连贯的话语 （语篇功能）和别人交际 （人际功能）的同时，反映出周围的客观世界和自己的内

心世界 （概念功能）［２１］。

１．经验意义系统。经验意义系统主要由语态和及物性系统体现。在语态方面，ＥＣＣ中的语料

以现在时和现在完成时为主，出现频次５１３，占整个篇幅的３７．１％；其次是将来时，出现频次２４４，

占１７％；情态动词 “ｓｈｏｕｌｄ”的使用频率也比较高，出现频次１８８。现在时和情态动词的高频使用

反映出中国正在走一条生态环境保护 的 道 路，针 对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的 行 为 正 在 进 行 或 仍 将 继 续。此

外，语料库中的小句大多以主动语态的形式出现，这说明主体具有较大的主动性和权势力量。

及物性系统反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所发生的事、涉及的人和物以及与之相关的时间、地点等

环境因素［１２］。及物性系统把人类的经验分成六种过程：物质过程，表示对行为或客观事物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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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过程，反映事物间的关系；心理过程，表示感觉、反应、认知等；行为过程，表示生理活动的过

程；言语过程，通过讲话交流信息的过程；存在过程，表示某物存在的过程。及物性过程蕴含文化、

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意义，可以反映讲话者或处于主位的参与者对于行为或事件的态度与价值取向。

如表１所示，物质过程占及物性系统中的６４％，其次是关系系统，占２１．３％。在生态话语分

析中，对过程系统进行生态延展后发现，物质系统反映的不仅仅是施事过程，更重要的是反映人类

在尊重、保护生态方面的作为；关系系统反映借用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话语，反映出讲话者对于

生态、自然的认知和看法。

表１　及物性类型及频率统计

及物性类型 出现频次 占比 示例

物质过程 ７６０　 ６４．０％ ｂｕｉｌ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ｐｒｏｔｅｃｔ

关系过程 ２５３　 ２１．３％ ｒｅｌａｔ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ｂｅ

心理过程 ９６　 ８．１％ ｃａｒｅ　ｆｏ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ｎｏｔｉｃｅ

言语过程 ３５　 ２．９％ ｓａy／ｓｔａｔｅ／ｐｏｉｎｔ　ｏｕｔ

存在过程 ２９　 ２．４％ ｅｘｉｓｔ／ｔｈｅｒｅ　ｂｅ

行为过程 １２　 １．０％ ｌｉｓｔｅｎ／ｓｅｅ

总计 １　１８５　 ９９．７％

（１）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ｏｌｉｄ　ａｎｄ　ｓｔｅａｄy　ｓｔｅｐｓ，Ｃｈｉｎａ　ｗｉｌｌ　ｐｕｒｓｕｅ　ａｎ　ｏｒｄｅｒｌy　ｐｈａｓｅ－ｄｏｗ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
ｅｒｇy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y．（中国将破立并举、稳扎稳打，在

推进新能源可靠替代过程中逐步有序减少传统能源。）①

（２）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ｗｅ　ｗｉｌｌ　ｓｔｅａｄｆａｓｔｌy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移推动绿色发展，谋求更佳质

量效益。）②

（３）Ｔｏ　ｕｓ，ｌｕｃｉｄ　ｗａ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ｕｓｈ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ｒｅ　ｉｎ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ａｓｓｅｔｓ．（坚 持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③

（４）Ｇｒ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y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绿色经济是人类发展的潮流。）④

物质过程反映的是能量的高低的传递，关注的是发出者的动作以及由此延伸出 的 目 标。在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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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来源于２０２２年 世 界 经 济 论 坛，英 文 参 见 新 华 网：Ｆｏｒｇｅ　Ａｈｅａ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　Ｊｏｉｎｔｌy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ｏｓｔ－ＣＯＶＩＤ　Ｗｏｒｌｄ，ｈｔｔｐｓ：／／ｅｎｇｌｉｓｈ．ｎｅｗｓ．ｃｎ／２０２２０１１７／ｄ３ｃ１６９ｂ４５ｂ３０４ｆ６ｆ９１７６９６９ａ４５４８０７８４／ｃ．ｈｔｍｌ，２０２２年１１
月１７日；中文参见习近平：《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人民日报》第１版，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８日。

来源于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英文参见外交部官网：Ａ　Ｎｅｗ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Ｎｅｗ
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ｅｎｇ／ｗｊｄｔ ＿６６５３８５／ｚyｊｈ ＿６６５３９１／２０１６０９／ｔ２０１６０９０９ ＿

６７８５７３．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３日；中文参见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人民日报》第３版，２０１６年９
月４日。

来源于亚太经合组织 工 商 领 导 人 峰 会，英 文 参 见 外 交 部 官 网：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Ｃｏｎｃｅｒｔｅｄ
Ｅｆｆｏｒｔ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ｎ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y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ｅｎｇ／ｗｊｄｔ＿６６５３８５／ｚyｊｈ＿

６６５３９１／２０２１１１／ｔ２０２１１１１１＿１０４４７０６９．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１日；中文参见习近平：《坚持可持续发展 共建亚太命运共同

体》，《人民日报》第２版，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２日。

来源于第三届巴黎 和 平 论 坛，英 文 参 见 外 交 部 官 网：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ＣＯＶＩＤ－１９，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y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Ｐｅａｃ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ｅｎｇ／ｗｊｄｔ＿６６５３８５／ｚyｊｈ＿６６５３９１／２０２０１１／ｔ２０２０１１１２＿６７８９２８．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３日；中文参见习近平：《共抗疫情 共促复苏 共谋和平》，《人民日报》第３版，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３日。



（１）（２）中，“ｐｕｒｓｕｅ”“ｐｒｏｍｏｔｅ”等物质过程的发出者均为人类，其目标分别为减少不可再生能

源的使用以及追求绿色发展，体现的是主体针对环境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等。例 （１）采用 “Ｃｈｉｎａ
＋ｐｕｒｓｕｅ”的搭配，而非选用词义色彩偏中性的 “ｓｅｅｋ／ｃｈａｓｅ”等近义词引导物质过程，这是因为

“ｐｕｒｓｕｅ”隐含的积极意义更强，并且本身含有持久行动的外延 意 义，暗含了动作发出者 “Ｃｈｉｎａ”

针对能源保护的目标而采取持久措施的决心和毅力，展现出较强的生态积极意义。例 （２）的原文

含有 “推动”和 “谋求”两个物质过程引导词，但译文仅保留 “Ｗｅ＋ｐｒｏｍｏｔｅ”，弱化了动作发出

者对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经济效益）”的追求，将生态行为和绿色发展置于及物重心，同样

体现出较高的生态价值取向。

及物性过程表达的原始意义为表层意义，其隐含的生态场所观取向称之为深层意义［２２］，生态

场所观反映的个体或群体对于所处场所产生的情感联结、认知体验和意动行为［１２］。例 （３）中 “ｌｕ－
ｃｉｄ　ｗａ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ｕｓｈ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绿水青山）”既是动作参与者，也属于生态场所，通过关系过程将

生态场所与物质支撑联结起来，反映出的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与高度重视，传递出了积极

的生态形象。例 （４）通过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界定 “ｇｒ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y”和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之间的关系，揭示的是生态概念与社会概念的联系，反映的是讲话者对于自然的认知和发展道路的

选择，强调出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从而使小句呈现出较高的生态价值。

２．人际意义系统。人际意义系统包括语气情态系统和评价系统两部分，语气和情态是体现人

际功能的两个重要手段。Ｍａｒｔｉｎ等认为除语气和情态之外，词汇层面的评价资源也是体现人际功

能的重要手段［２３］。Ｔｈｏｍｐｓｏｎ指出，情态值的选取体现说话人对命题或提议不同程度的承诺：说话

人可以对命题的有效性表示较高或较低的肯定，或施加较高或较低的压力使他人完成指令［２４］。在

语句类型中，陈述语气包含最高的情态值。在ＥＣＣ中一共有１　２０６个小句，其中１　２０３个陈述句，

３个反问句，该语料库较高的情态值说明了讲话人对于环保主题高程度的承诺。

评价系统分为介入、级差和态度三个子系统，是读者视角根据语篇文本语言揭示出的［２５］。态

度子系统处于评价系统的中心地位，反映讲话者的动机观念以及对各种现象或经历的价值判定。态

度系统又分为情感、判断和鉴赏。情感是对行为、文本／过程及现象的反应；判断系统是以道德伦

理标准评价语言使用者的行为；鉴赏系统是对文本／过程及现象的评价。情感、判断和鉴赏都有肯

定和否定两种情感含义，在生态语篇中可以概括为生态积极评价和生态消极评价。生态话语分析具

有价值倾向和评价属性，是以生态问题的解决为终极目标而进 行 评 价 的 过程［２６］，解读评价系统中

反映出的生态价值倾向有助于挖掘其蕴含的生态意义。

生态文明语料库中共有５６０处态度资源，可以分为对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对工业成果、对

生态政策四个角度的积极或消极情感、判断和鉴赏。如表２所示，含有生态积极意义的鉴赏资源比

例最高，出现频次为３７２，占６６．４３％，其次是情感资源和判断资源。

表２　态度资源类型及出现频率

对人类行为 对自然环境 对工业成果 对生态政策 其他 总计

积极 消极 积极 消极 积极 消极 积极 消极 积极 消极 积极 消极

情感 ９９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０　 ２

判断 ７　 ２　 ７　 ０　 ０　 １　 ３１　 ０　 ３　 ０　 ４８　 ３

鉴赏 ７５　 ７　 １１８　 ９　 １１　 ９　 １３２　 ０　 ３６　 １０　 ３７２　 ３５

总计 １８１　 １１　 １２６　 ９　 １１　 １０　 １６３　 ０　 ３９　 １０　 ５２０　 ４０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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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Ｏｕｒ　ｖａｓｔ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ｅ　ｐｌａｉｎｓ，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ｓ，ｌａｒｇｅ　ｓｔｅｐｐｅｓ，ｉｍｍｅｎｓｅ　ｄｅｓｅｒｔｓ，

ｍｉｇｈｔy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ｓ，ａｎｄ　ｌｏｆｔy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ｈａｖｅ　ｎｏｕｒ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ｒｆｕｌ　ｃｉｖｉ－
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Ａｓｉａ．（广袤富饶的平原，碧波荡漾的水乡，辽阔壮美的草原，浩瀚无垠的沙漠，奔

腾不息的江海，巍峨挺拔的山脉，承载和滋润了多彩的亚洲文明。）①

（６）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ｅｌy　ａｎｄ　ｐｒｕｄｅｎｔｌy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ｅａｋ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ａｒ－
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y．（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②

（７）Ｗｅ　ｗｉｌｌ　ｅｎｆｏｒｃｅ　ｓｔｒｉｃ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ｓｅｅ　ｔｏ　ｉｔ　ｔｈａｔ　ｐｏｌｌｕ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ｈｅｌ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ｅ．（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强化排污者责任。）③

（８）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ｖａｓ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ｈａ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ｒｉｓｅｓ
ａ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y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工业文明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但也

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破坏的生态危机。）④

鉴赏资源可以反映出讲话者／参与者对于所述主题的态度和看法，ＥＣＣ语料库中３１．２０％的鉴

赏资源是针对自然环境的鉴赏，如例 （５），此处用 “ｖａｓｔ”“ｆｅｒｔｉｌｅ”“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ｌａｒｇｅ”“ｍｉｇｈｔy”
“ｌｏｆｔy”等色彩美好的词汇对自然事物进行积极 评 价，用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ｃｏｌｏｒｆｕｌ”等词对人类文明进

行鉴赏，一方面是强调自然对于文明孕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侧面强调了自然资源对于

人类发展的巨大价值，唤起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这样从开始就将自身置于环保支持者的阵营，可

以在受众内心树立良好正面的生态形象。

情感资源的使用主要和主体行为相联系，反映主体要做某件事的决心或态度。来源于二十大讲

话的例 （６）连续用两个情感资源 “ａｃｔｉｖｅｌy”和 “ｐｒｕｄｅｎｔｌy”，前者反映出中国参与环境治理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后者则表明了中国对待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谨慎态度，这说明中国的环保行为是在

深思熟虑后的慎重决定，而非罔顾国情的空喊口号。此外，ＥＣＣ语料库中还有许多小句选择通过

“ｕｎｓｗｅｒｖｉｎｇｌy”“ｕｎｗａｖｅｒｉｎｇｌy”“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等词传达中国践行环保政策的坚定态度，从侧面也

反映出中国对于人与自然关系、人类环保义务的认识和看法。

判断资源主要是从伦理范畴出发，对保护或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作出法律上或道德上的评价。

判断资源的使用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和感染力，反映了语言对于行为的限制作用和导向作用，如来源

于十九大讲话的例 （７），主 客 场 转 换 到 国 内，在 许 多 外 国 媒 体 聚 焦 的 情 况 下 将 破 坏 生 态 环 境 的

“ｐｏｌｌｕｔｅｒ（排污者）”判定为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ｌｅ（有罪的）”，这 种 性 质 的 公 开 界 定 反 映 了 中 国 社 会 对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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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来源于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英文参见外交部官网：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Ｃｉｖｉ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ｎ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y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ｅｎｇ／ｗｊｄｔ＿６６５３８５／ｚyｊｈ＿６６５３９１／

２０１９０５／ｔ２０１９０５１６＿６７８７３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中文参见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

民日报》第２版，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

来源于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二 十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英 文 参 见 新 华 网：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y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ｈｔｔｐｓ：／／ｅｎｇｌｉｓｈ．ｎｅｗｓ．ｃｎ／２０２２１０２５／８ｅｂ６ｆ５２３９ｆ９８４ｆ０１ａ２ｂｃ４５ｂ５ｂ５ｄｂ０ｃ５１／ｃ．ｈｔｍｌ，２０２２年１０
月２５日；中文参见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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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第２版，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１７日。

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英文参见新华网：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ｔ　１９ｔｈ　ＣＰ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ｐｅｃｉａｌ／２０１７－１１／０３／ｃ＿１３６７２５９４２．ｈｔｍ，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日；中 文 参 见 习 近 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第１版，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８日。

来源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英文参见人民网：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ＣＯＶＩＤ－１９，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y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Ｐｅａｃｅ，ｈｔｔｐ：／／ｅｎ．ｐｅｏｐｌｅ．ｃｎ／ｎ３／２０２０／１１１３／ｃ９００００－９７７９８３１．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３日；中 文 参 见 习 近 平：
《共抗疫情 共促复苏 共谋和平》，《人民日报》第３版，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３日。



坏环境、违反规则的个体进行的集体凝视，也体现出中国对内严格 “环保执法者”的形象。

但是研究发现，生态文明语料库中也存在极少量隐含的生态破坏型态度资源，比如例 （８）中

的 “ｖａｓｔ”代表的鉴赏资源，尽管词义本身并无负面态度，从表面上看是在赞叹工业化发展带来的

强盛物质，但是工业化是以自然资源的推动以及城市化的扩张为代价的，过分夸赞物质可能会在一

定程度上反向强化 “牺牲自然资源可以换取物质”的观念。

３．语篇意义系统。语篇元功能是由小句的主位系统和信息系统共同作用实现的［２７］。主位意义

由 “主位＋述位”两个部分组成，主位暗示着小句展开的走向，通常表示通识性的、不言自明的已

知信息，述位是对主位的陈述和发展，通常表示未知信息，话语意义正是在这种已知信息到未知信

息的交替中得以逐步呈现。参与者角色、标记性参与者角色、环境角色均可充当小句主位，但只有

充当主语的参与者角色才是小句主要关涉的对象，即小句的主题［２８］。在生态语篇中，主位的选取

和主述位的推进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作者的思路和语篇的信息走向，判断作者的生态目的，体现不同

的生态取向。

在生态文明语料库中，处于主位的参与者通常可以分为有机生命体和无机生命体两种类别，有

机生命体以团体形式为主，无机生命体主要由社会因素或自然因素承担。

如表３所示，生态文明语料库中有机生命体出现的频率较高，占所有参与者的５９．０％，无机

生命体中自然因素占４．５％，社会因素占３３．２％。有机生命体通常指的是人类整体，处于施事地位

传达的含义则是指人类应该为保护地球生态环境负责，这其实暗含了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全人类种下

的恶果。社会因素指的是由人类生产或创造的与人类社会相关的物质，比如知识、法律、政策等，

社会因素反映的是中国采取了一系列 的 社 会 手 段 来 修 复、完 善 地 球 环 境。在 生 态 语 篇 的 主 位 选 取

中，给予非人类生态因子更多的关注有助于提升它们在话语中的存在度。

表３　主位参与者类型及频率统计

类型 数量 占比 举例

有机生命体 团体 ５５５　 ５９．０％ Ｃｈｉｎａ／Ｗｅ／ｈｕｍａｎｉｔy

个体 ３１　 ３．３％ Ｉ／Ｈｅ／Ｓｈｅ

无机生命体 自然因素 ４３　 ４．５％ Ｎａｔｕｒｅ／ｅｃｏ－ｓyｓｔｅｍ／ｐｌａｎｔｓ

社会因素 ３１２　 ３３．２％ ｉｎｄｕｓｔｒy／ｅｃｏｎｏｍy／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总计 ９４１　 １００％

（９）Ｈｕｍａｎｉｔy　ｃｏｅｘｉｓ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ｕｒｅ，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ａｎy　ｈａｒｍ　ｔｏ　ｎａｔｕｒｅ　ｗｉｌｌ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y　ｃｏｍｅ
ｂａｃｋ　ｔｏ　ｈａｕｎｔ　ｈｕｍａｎｉｔy．（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①

（１０）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ｏ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ｈａｒｍｏｎy．（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②

（１１）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y，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ｈａｓ　ｂｏｔｈ　ｓｕｎｎy　ａｎｄ　ｒａｉｎy　ｄａyｓ　ｉｎ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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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来源于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英文参见求是网：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y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ｈｔｔｐ：／／

ｅｎ．ｑｓｔｈｅｏｒy．ｃｎ／２０２１－１２／０３／ｃ＿６８６６９３．ｈｔｍ，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日；中文参见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 民

日报》第２版，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日。

来源于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领导人气候峰会，英文参见外交部官网：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y　ｏｆ　Ａｌｌ　Ｌｉｆｅ　ｏｎ　Ｅａｒｔｈ，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ｅｎｇ／ｗｊｄｔ＿６６５３８５／ｚyｊｈ＿６６５３９１／２０２１１０／ｔ２０２１１０１５＿

９５５０７７１．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５日；中文参见习近平：《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人民日报》第２版，２０２１年１０月

１３日。



（人类社会发展和大自然一样，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有风雪交加的时刻。）①

（１２）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ｐｕｒｓｕ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坚持包容可持续发展。）②

小句将生态因素置于重要信息位置的配列结构能够体现语篇较强的生态性，而将非生态因素置

于重要信息位置体现出的 生 态 性 则 较 弱［２８］，比 如 例 （９）与 例 （１０）同 样 都 是 强 调 “人 与 自 然 共

生”，但是例 （９）将 “Ｈｕｍａｎｉｔy （人类）”置于主位，强调的是人类的施事地位，削弱了自然的主

体性，而例 （１０）将 “Ｍａｎ （人类）”与 “Ｎａｔｕｒｅ（自然）”均放在主位，反映了讲话人视两者的地

位相对平等，因此例 （１０）体现出的生态性更强。再比如例 （１１）中，尽管小句的重点是在强调人

类社会的发展 历 程 曲 折，但 仍 将 自 然 因 素 放 在 句 首，而 不 是 放 在 句 末，同 样 体 现 出 了 较 强 的 生

态性。

“主位＋述位”和 “已知信息＋新信息”结构反映的其实是话语使用者的叙事方法，中国政治

话语更强调国家主体视角和集体利益，这种特殊叙事的方法主要体现在主位的分布上，中文转换成

英文的过程中增 添 主 语 “Ｗｅ” “Ｃｈｉｎａ”等 承 担 单 项 主 位，同 时 叙 事 焦 点 主 要 落 到 述 位 上，如 例

（１２）中文原文为 “坚持包容可持续发展”，但在译文中增添了主语 “Ｗｅ”承担主位，更加突出以

人为主体，追求可持续发展之路的生态理念。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 “人类中心主义”的导向，人类语言对于生态本身的施事地位关注 仍 然 不

多，自然因素处于主位的情况较少，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自然的能动性，非生命体仍旧被看

作是非能动的受事者，在这种情况下，非生命体潜移默化中变成了被动的事件参与者，这种自然因

素的主位缺失不利于传递语言中的生态意识。

四、研究发现

（一）中国生态形象分析

话语是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媒介［２９］，生态话语分析视角下的经验意义系统、人际意义系统与

语篇意义系统赋予国家形象有益性的话语表征，这种生态形象的塑造通过三方面体现：（１）在经验

功能层面，通过物质过程和关系过程叙述国家层面生态治理领域的主张、行动以及成就，通过话语

表征对中国的现实经历进行意义书写；（２）在人际功能层面，通过态度资源对自然和环保行动进行

赞赏、对破坏生态行为进行批评，打造生态领域的国家价值观；（３）在语篇功能层面，通过塑造处

于话题主位的参与者角色，强调国家主体的 “在场”，构建生态治理领域的国家身份。

语义结构有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官方环境话语对于国家生态形象的构建除了从系统功能语言

学微观层面的三大系统角度来分析之外，还可以辅之以语料库的词频分析来揭示生态话语的基本特

征。生态文明语料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前五个词汇分别为 （词频分布见图２）：Ｄｅｖｅｌｏｐ （４９８次）、

Ｇｒｅｅｎ （２６３次）、Ｐｒｏｔｅｃｔ（２３９次）、Ｃｈｉｎａ（２３８次）、Ｅｃｏｌｏｇy （２１０次），其中 “Ｄｅｖｅｌｏｐ”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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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②

来源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 次 会 议，英 文 参 见 外 交 部 官 网：Ｒｉｄｅ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y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ｍｂｒａｃｅ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Ｆｕｔｕｒ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ｅｎｇ／ｗｊｄｔ＿６６５３８５／ｚyｊｈ

＿６６５３９１／２０２２０９／ｔ２０２２０９１６＿１０７６７１１０．ｈｔｍｌ，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６日；中文参见习近平：《把握时代潮流 加强团结合作 共创

美好未来》，《人民日报》第２版，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７日。

来源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英文参见中国日报：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ＣＯＶＩＤ－１９ａｎｄ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ｃｏｖｅｒy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y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y．ｃｏｍ．ｃｎ／ａ／２０２１０７／１７／ＷＳ６０ｆ２４５０１ａ３１０ｅｆａ１ｂｄ６６２８ｂｂ．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７日；中文参见习近平：《团结合作抗疫 引领经济复苏》，《人民日报》第２版，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７日。



图２　生态文明语料库词频云分布

频率接近 “Ｇｒｅｅｎ”与 “Ｐｒｏｔｅｃｔ”的总和，“Ｃｈｉｎａ”作为主位处于领先位 置，其次才是 “Ｅｃｏｌｏｇy”
“Ｎａｔｕｒｅ”等自然主体，这种情况反映了中国坚持发展的考量、作为主体的主动性以及带有 “绿色”

和 “保护”印记的中国道路。

梳理以上内容，可以从中国生态治理理念、中国生态治理角色以及中国生态治理成果三个方面

提炼出中国对外传递的国家生态形象。

１．在生态治理理念上，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华文化自古以

来就认为世界是一个和谐整体，天人合一 的 宇 宙 观 蕴 含 中 华 文 明 的 生 存 理 念。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强

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鲜明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独具

特色的生态观，超越了西方传统现代化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丰富并拓展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对内增进人民福祉，为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绿色根基、实现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提供了解决方案；对外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智

慧和中国力量。

２．在生态治理角色上，积极践行环保重任，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做全球生态卫士。回顾

世界现代化历程，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许多国家在创造出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都造

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主动承担同国情、

发展阶段和能力相适应的环境治理义 务，积 极 参 与 全 球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合 作，推 进 全 球 生 态 环 境 治

理，完善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落实气候变化领域南南合作，主动承诺实现 “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等，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

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

３．在生态治理成果上，坚持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 路，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新时代以

来，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用实践证明

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中国生

态文明建设成就和发展蓝图为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完善全球环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作

出的贡献，赢得全球高度赞誉，从科学处理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关系的维度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现

代化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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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形象自塑手段

１．经验识解：构建语言过程的意义表达。语言的概念元功 能 将 人 类 现实 世界 或内心 世界 的经

验识解为语义系统，及物性系统通过选择和配置语言资源将参与者的实践经验转化为意义表达，大

量使用物质过程和关系过程来强调参与者的过去、当前以及未来的行动，同时强化受众头脑中对于

自然的认识。物质过程的动作者承担施事功能，目标则反映了动作者的期许和希望。国家领导人的

讲话作为对外宣传的重要途径，本身含有宣传、教育以及引导的意义，且多采用含有积极生态意义

和物质过程来识解中国在生态保护方面的作为，比如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ｐｅｅｄ　ｕｐ”“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ｉｍ－

ｐｒｏｖｅ”等，反映的是中国的担当与责任。此外，关系过程多采用的是 “环境式”，即两个实体在时

间、地点、状态等环境意义上相互联系，比如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ａ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ｉ－
ｓｉｏｎ”［３０］，这里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和 “ａ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通过 “ｄｅｍａｎｄ”这个表示关

系过程的动词连接，把可持续发展和全球视野联系起来，内含保护生态需要全世界共同承担责任的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这种通过话语对于主体现实经历的理解与表达是形象自塑的重要一环。

２．角色定位：强调主体实践的生态作为。政治话语传递的是国家声音和国家表达，反映的是

群体的承诺与作为。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始终将自身置于生态保护者的阵营中，以致力于解决全球

各类生态问题、谋 求 绿 色 发 展 的 “先 行 者”角 色 出 现。在 ＥＣＣ语 料 库 中，以 “Ｗｅ／Ｃｈｉｎａ　ｗｉｌｌ／

ｓｈｏｕｌｄ／ｍｕｓｔ　ｄｏ”为主谓结构出现的频率占所有小句的３５．８％；以团体和中国政府为主体的小句数

量总体占４８．７％，约占所有数量的一半。在源文本中，很多小句的都是无明显主语的，但是在英

文中，为了避免主体的缺位，主语通常会以集体的名义出现 （Ｗｅ／Ｈｕｍａｎ等），主语的填补一方面

是为了符合译入语的习惯，另一方面也更加凸显了主体的能动性。主语 “Ｗｅ”可分为包含型和排

除型两类，包含型意 味 着 讲 话 者 将 听 众 与 自 己 置 于 同 一 群 体，排 除 型 则 相 反［３１］。在 语 法 系 统 中，

人通常被看作能动的，是施事者，无论是以 “Ｗｅ”还是以 “Ｃｈｉｎａ”为主体，反映的都是中国对于

全球环境治理与环境保护方面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激励人类整体在共同应对生态威胁，共

谋人与自然和谐方面积极作为。

３．情感诉诸：实现人与自然的认知互动。情感诉诸的实现 主 要 靠 评 价资 源的 运用和 人际 功能

的体现，通过评价话语讲话者可以隐含、暗示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表达对某种观念、行为的认可或

不认可，将讲话者对于自然的认知传递给受众，比如在评价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时强调 “Ａｎy　ｖｉｏ－
ｌ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ｕｎｉｓｈｅｄ”［３２］，这种评价话语把危害自然的行为和

人类世界的惩罚挂钩，树立了中国反对任何破坏自然行为的生态形象。在人际功能方面，讲话者通

过鉴赏资源的应用，强调自然风光的美丽、自然资源的宝贵，反映的不仅是人对自然的认知，更体

现了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比如讲话者反复强调的 “Ｃｌｅａｒ　ｗａ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ｒｅ　ｉｎｖａｌｕａ－
ｂｌｅ　ａｓｓｅｔｓ”［３３］，将自然场所空间化，并且和物质概念关联起来，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密不可分。这

种人类情感对自然事物的投射反映了国家视角对生态环境的态度和认知，对于塑造珍爱自然的正面

形象有着重要意义。

五、结　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积极面向世界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

叙事体系，开创了具有个人特色的公共外交和国家形象传播的新方式，打造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

生态文明国际话语体系。习近平主席外交话语中形象生动的中国发展事实，阐明了中国精神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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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传达出中国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本文以

生态话语分析和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为基础，从中国生态治理理念、中国生态治理角色、中国生态

治理成果三个角度总结出了通过官方环境话语塑造出的国家形象，探讨了如何通过经验识解、角色

定位以及情感诉诸等手段呈现出正面的生态形象和生态意义。官方环境话语的英译积极利用国际舞

台，着重采取承载积极生态意义的及物性过程、语态、态度资源、主位等手段，促进环境议题在世

界范围内的传播、接受与反馈，从而在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走绿色发展之路”“共谋全球

生态治理”等方面将中国塑造为环境保护的推动者、绿水青山的守望者、绿色发展的促进者，展现

出可爱、可亲、可敬的国家生态形象。

参考文献

［１］李宇明．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若干思考［Ｊ］．南开语言学刊，２０１１（１）．
［２］魏晖．国家语言能力有关问题探讨［Ｊ］．语言文字应用，２０１５（４）．
［３］赵世举．全球竞争中的国家语言能力［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３）．
［４］胡范铸．目标驱动下的“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三问［Ｊ］．外国语，２０１８（４）．
［５］本书编写组．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
［６］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２　１７ｔｈ　Ｅdｉｔｉｏｎ［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ｅｆｏｒｕｍ．ｏｒｇ／

ｒｅｐｏｒｔｓ／ｇｌｏｂａｌ－ｒｉｓｋｓ－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２／，２０２２－０１－１１．
［７］杜永欣．我国主流媒体对外传播中的生态文明话语建构研究［Ｊ］．国际传播，２０２２（４）．
［８］丁卫华．中国生态文明的国际话语权建构［Ｊ］．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９（５）．
［９］胡开宝，李鑫．基于语料库的翻译与中国形象研究：内涵与意义［Ｊ］．外语研究，２０１７（４）．
［１０］郭小平．西方媒体对中国 的 环 境 形 象 建 构———以《纽 约 时 报》“气 候 变 化”风 险 报 道（２０００—２００９）为 例［Ｊ］．

新闻与传播研究，２０１０（４）．
［１１］魏榕．中外媒体中国形象的生态话语对比研究［Ｊ］．现代外语，２０２２（３）．
［１２］何伟，张瑞杰．生态话语分析模式构建［Ｊ］．中国外语，２０１７（５）．
［１３］Ｈａｌｌｉｄａy，Ｍ．Ａ．Ｋ．Ｎｅｗ　ｗａy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d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９０（６）．
［１４］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Ｒ．，Ａ．Ｓｔｉｂｂ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ａｌyｓｉ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y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Ｊ］．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４，４１．
［１５］Ｓｔｉｂｂｅ，Ａ．，Ｒ．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Ａｎ　ｅｃ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ｕd－
ｉｅｓ，２０１４（１）．

［１６］辛志英，黄国文．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生态话语分析［Ｊ］．外语教学，２０１３（３）．
［１７］戴桂玉，仇娟．语言、环境、社会———生态酒店英文简介之生态批评性话语分析［Ｊ］．外语与外语教学，２０１２（１）．
［１８］赵蕊华．系统功能视角下生态话语分 析 的 多 层 面 模 式———以 生 态 报 告 中 银 无 须 鳕 身 份 构 建 为 例［Ｊ］．中 国

外语，２０１６（５）．
［１９］黄国文，赵蕊华．生态话语分析的缘起、目标、原则与方法［Ｊ］．现代外语，２０１７（５）．
［２０］雷蕾，苗兴伟．生态话语分析中的生态哲学观研究［Ｊ］．外语学刊，２０２０（３）．
［２１］朱永生，严世清．系统功能语言学多维思考［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２］何伟，魏榕．国际生态话语的内涵及研究路向［Ｊ］．外语研究，２０１７（５）．
［２３］Ｍａｒｔｉｎ，Ｊ．，Ｐ．Ｒ．Ｗｈｉｔｅ．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５．
［２４］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Ｇ．Ｉｎｔｒｏdｕｃ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Ｍ］．Ｌｏｎｄｏｎ：Ａｒｎｏｌｄ，１９９６．
［２５］王振华．评价系统及其运作———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新发展［Ｊ］．外国语，２００１（６）．

—５５１—

许　峰，等：话语分析视角下中国国家生态形象自塑研究———以习近平主席外交话语为例



［２６］李淑晶，刘承宇．基于评价系统的生态话语分析———以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演讲为例［Ｊ］．外语与

外语教学，２０２０（５）．
［２７］胡壮麟．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８］何伟，马宸．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主位系统［Ｊ］．中国外语，２０２０（４）．
［２９］陈琳琳．中国形象研究的话语转向［Ｊ］．外语学刊，２０１８（３）．
［３０］习近平．习近平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讲话选编［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
［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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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外语学刊，２０１７（３）．
［３２］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英文版）［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４．
［３３］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英文版）［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

Ａ　Ｓｔｕｄｙ　o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ｓｈａｐｉｎｇ　o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ａｔｉoｎａｌ　Ｅｃoｌoｇ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ｆｒo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oｆ　Ｄｉｓｃo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y　ｏｆ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ＸＵ　Ｆｅｎｇ，ＧＡＯ　Ｙ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ｅｖ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

ｇｅｎｄａ，ａｎｄ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y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ｏｗｅｒ　ｇａｍｅ．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y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ｕ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yｓ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ｓyｓｔｅｍ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ｔｏ　ａｎａｌyｚｅ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２０１３—２０２２）ａｔ　ｓｏｍ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ｓyｓｔｅｍ，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ｓyｓｔｅｍ，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ｓyｓｔｅｍ．Ｉｔ

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y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ｕｔｐｕ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ｉｎｌy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ｉｔｓ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

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ｒｏｌｅｓ，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ｔｈｕｓ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ｉｔ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ｄｕｔｉｅｓ，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ｂy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ｒ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ｅｎｄｓ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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