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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叙事策略与国家形象自塑

———以央视«新闻联播»为例

郝　 兴　 刚

鲁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ꎬ山东 烟台 ２６４０３９

　 　 摘　 要:媒介话语在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ꎮ 电视新闻媒介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

略和塑造国家形象过程中的叙事策略值得深入探讨ꎮ 作为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ꎬ互文性在话语分析领域已

得到广泛应用ꎮ 从互文性策略分析框架来看ꎬ央视«新闻联播»“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版块主要采用预设、回
应、提及、转述言语、否定、用典和仿拟七种明显互文性策略和融合型、镶嵌型和链接型三种篇际互文性策略ꎬ
从而成功建构新时代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国家形象ꎮ 讲好中国故事ꎬ传播好中国声音ꎬ需重视互文性策略

的合理运用ꎮ
　 　 关键词:互文性ꎻ央视«新闻联播»ꎻ国家形象ꎻ媒介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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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形象由美国政治学家布丁(Ｂｏｕｌｄｉｎｇ)率
先提出ꎬ涵盖国家地理形象、国家敌意或友好形象

以及国家强大或羸弱形象[１]ꎮ 国内学界认为ꎬ国
家形象是一国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该国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地理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

价[２]ꎬ包括对内形象和对外形象ꎮ 国家形象在某

种程度上是可以被塑造的[２]ꎮ 作为国家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３－４]ꎬ国
家形象建构研究备受学界关注[２ꎬ４－１３]ꎮ

媒介话语在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不容忽视ꎮ 作为一种重要的话语实践ꎬ媒介话语

是一种塑造现实的力量并对公众认知产生实际影

响[１４]ꎬ是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４]ꎮ 学界一般

认为国家形象建构由他塑和自塑共同实现ꎬ并且

通过自塑可以影响甚至改变他塑[１５] ３０ꎮ 然而ꎬ长
期以来ꎬ对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侧重国外主流

媒体对中国形象的他塑[１６－１９]ꎬ较少关注国内主流

媒体的中国形象自塑[４ꎬ２０－２１]ꎮ 另外ꎬ相关研究更

多关注呈现于报纸、网站以及各类社交平台中的

媒介话语ꎬ缺少对电视新闻话语的详细探讨ꎮ 与

其他媒体相比ꎬ电视信息传播具有纪实性强、影响

面广和传达效果好等优势ꎮ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

播»栏目作为我国重要的信息传播平台ꎬ在建构

国家形象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ꎬ其国家形

象建构策略值得学界深入研究ꎮ
本文基于互文性策略分析框架ꎬ旨在探讨央

视«新闻联播»栏目如何通过互文性策略的合理

配置来有效建构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国家形象ꎬ主
要聚焦两个研究问题:(１) «新闻联播»主要使用

了哪些互文性策略? (２)这些互文性策略建构了

怎样的中国国家形象? 本研究可为国家形象自塑

研究提供新思路ꎬ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也有

一定指导意义ꎮ

　 　 一、互文性研究态势及互文性叙事
框架

　 　 互文性起源于 ２０ 世纪的语言学理论ꎬ包括瑞

士语言学家索绪尔(Ｓａｕｓｓｕｒｅ)的结构主义语言学

理论[２２] 和巴赫金(Ｂａｋｈｔｉｎ)的对话理论[２３]ꎬ由克

里斯蒂娃(Ｋｒｉｓｔｅｖａ)首次提出[２４]ꎮ 后来克里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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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Ｋｒｉｓｔｅｖａ)试图将索绪尔(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的语言理

论与巴赫金(Ｂａｋｈｔｉｎ)的话语理论结合起来ꎬ认为

语篇是一个由写作主体(作者)、受话人(或理想

读者)和外部语篇三方参与的水平关系与垂直关

系纵横交错的对话空间ꎬ强调任何语篇都是由转

述言语拼凑而成ꎬ往往是对另一个语篇的吸收和

改造[２５]３７ꎮ 在这个问题上ꎬ费尔克劳(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
也提出语篇总在借鉴和转换当代和历史上的其他

语篇[２６]３９－４０ꎬ并且他还指出“语篇传统和话语秩序

的转变和重组在当代颇为明显ꎬ互文性理应成为

话语分析领域的主要焦点之一” [２６]１０２ꎮ 针对语篇

研究中的互文性ꎬ学界普遍认为互文性是语篇生

成者的语用策略[２７－２８]ꎬ以指涉其他语篇、达成交

际意图而有意识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段ꎮ 互文性作

为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维度[２７]ꎬ长期以来备受学

界重视ꎬ已在语言学、文学以及翻译等领域广泛应

用[３ꎬ２７－３７]ꎮ 近年来ꎬ研究者虽然开始关注作为话

语策略的互文性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功能[３]ꎬ但
主要以主流网络媒体(如人民网)中的新闻报道

作为语料ꎬ尚未关注其他主流传播媒体ꎮ
互文性有多个分类标准[３ꎬ２７]ꎮ 我们基于费尔

克劳(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和武建国、徐嘉的研究[２６ꎬ３]ꎬ把互

文性亦分为明显互文性(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和
篇际互文性(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ｉｔｙ)两种ꎮ 前者指其他语

篇以显性标记(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ｌｙ ｍａｒｋｅｄ)或暗示形式(ｅｘ￣
ｐｌｉｃｉｔｌｙ ｃｕｅｄ)存在于当前语篇中ꎬ包括言语转述、
预设、否定、元话语、反讽、仿拟、用典、回声、提及

等ꎻ后者指当前语篇与不同体裁、修辞模式、风格、
实践或文化等成分的混合与交织ꎬ可进一步区分

为融合型篇际互文性、镶嵌型篇际互文性、转换型

篇际互文性和链接型篇际互文性[３]ꎬ这种互文性

所涉及的不是个体主体ꎬ而是群体主体(例如某

一社会阶层、职业、行业、机构等) [２８]ꎮ 这样ꎬ我们

建构了一个互文性叙事框架(见图 １):在一定社

会文化语境下ꎬ语篇发出者考虑叙事策略时往往

会选择互文性(包括明显互文和篇际互文)ꎬ通过

互文性策略的灵活配置ꎬ增强文本的对话性ꎬ引起

读者共鸣ꎬ更好地实现其交际目的(说服、劝阻、
邀请、赞扬、批判等)和社会效应(如构建形象、传
播文化等)ꎮ 交际目的达成和社会效应实现则与

言语事件发生的社会文化语境息息相关ꎬ从而构

成互文性叙事策略的闭环效应ꎮ 下面我们将从明

显互文性和篇际互文性两方面探讨央视«新闻联

播»如何成功塑造我们的国家形象ꎮ

图 １　 互文性叙事框架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全部语料取自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９ 日期间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ＣＣＴＶ１)每日 １９:００«新闻联播»中“新思想引领

新征程”相关报道ꎮ 报道的内容在塑造和传播我

国国家形象中扮演重要角色ꎮ 我们将主要采用定

性研究方法探讨«新闻联播»中的互文性策略ꎮ
首先ꎬ通过互联网随机下载«新闻联播»中“新思

想引领新征程” 相关报道 (共 １１ 个语篇ꎬ共约

９２００ 字)ꎮ 其次ꎬ将这些符合要求的新闻报道全

文转为纯文本文档(ｔｘｔ)ꎬ并通过 ＵＡＭ Ｃｏｒｐｕｓ Ｔｏｏｌ
６.０ 语料库分析软件导入该文档ꎬ建立«新闻联

播»语料库(以 ＣＣＴＶ Ｎｅｗｓ ２０２３ 命名)ꎮ 再次ꎬ识
别该语料库中所有明显互文性和篇际互文性策

略ꎬ经人工反复甄别、核验后进行标注ꎮ 最后ꎬ基
于统计数据ꎬ对上述有限语料的互文性形式和功

能展开定性分析ꎬ挖掘互文性策略建构的中国国

家形象ꎮ

　 　 三、«新闻联播»中的互文性策略与中
国国家形象建构

　 　 (一)明显互文性

根据我们的统计ꎬ央视«新闻联播»中常见的

明显互文性策略主要有如下七种:预设、回声、提
及、转述言语、否定、用典和仿拟ꎮ

１.预设

学界认为预设(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是语篇发出者

所认可的“已有(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或“已知( ｇｉｖｅｎ)”
命题ꎬ在语篇的表层结构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ꎬ如
连词“ｔｈａｔ”引导的心理过程被投射小句、定冠词

的使用等[２６]１２０ꎬ以及汉语中的名词性成分使用

等ꎮ 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 指出该策略是一种实现语篇生产

者交际目的或社会效应的有效方式ꎬ其原因在于

预设的命题具有强烈的主观意识导向ꎬ且很难辩

驳[２６]１２１ꎮ 在讨论语篇中预设的功能时ꎬ武建国、
徐嘉强调“运用预设策略可以潜移默化地传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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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ꎬ表达大众公认的事实” [３]ꎮ 因此ꎬ预设有

利于读者接受语篇生产者的观点、态度和立场等ꎮ
请看下例:

(１)现在ꎬ雄安新区已进入承接北

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大规模建设同步推

进的重要阶段ꎮ 中国星网企业总部落子

雄安ꎬ一批央企总部建设进度明显加快ꎬ
中央企业在新区设立各类机构 １４０ 多

家ꎬ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装备制造、生

物技术等高端高新产业进一步向新区汇

聚ꎬ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ꎮ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 日«新闻联播»———新思想引

领新征程)
例(１)中画线部分“雄安新区” “中国星网企

业”“央企总部”“中央企业”“高端高新产业”“现
代化产业体系”等均为名词性成分ꎬ与当前语篇

构成明显互文关系ꎮ 设立雄安新区作为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千年大计和国家大事ꎬ具有多重重要

意义ꎮ 它的设立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ꎬ与居民对

美好生活的期待相呼应ꎮ 因此ꎬ通过预设的使用ꎬ
该新闻塑造了我们国家积极构建可持续城市发展

体系ꎬ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ꎬ大胆创新探

索ꎬ勇于探索城市发展新模式的“奋斗者和创新

者”形象ꎮ
２.回声

回声( ｅｃｈｏ)亦称回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ꎮ 辛斌、李
文艳指出ꎬ回声指“当下某一语篇在内容或形式

上是对此前某一语篇或话语的回应ꎬ其中或许也

会有转述言语ꎬ但转述的目的在于对其作出回

应” [２８]ꎮ 如:
(２)２０２２ 年ꎬ按照党中央部署ꎬ纪检

监察机关强化政治监督ꎬ坚决防止和治

理“七个有之”问题ꎬ清除对党阳奉阴违

的“两面人”２０２２ 年 １ 月至 １１ 月ꎬ
“天网 ２０２２”行动共追回外逃人员 ８４０
人ꎬ追回赃款 ６５.５ 亿元新征程上ꎬ
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将长期存在ꎬ“四

种危险”将长期存在ꎮ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７
日«新闻联播»———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例(２)画线部分“七个有之”由我们党于十八

届四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提出ꎬ包括任人唯亲、团团

伙伙、匿名诬告、收买人心、封官许愿、自行其是以

及尾大不掉等 ７ 项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整治规矩

的行为ꎻ“两面人”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

治建设的意见»(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中曾出现三

次ꎬ如“把政治上蜕变的两面人及时辨别出来、清
除出去”ꎬ“坚决把政治上的两面人挡在门外”以

及“决不允许对党中央阳奉阴违做两面人、搞两

面派、搞‘伪忠诚’”ꎻ“天网 ２０２２”是中央反腐败

协调小组在国际追逃追赃和跨境腐败治理工作办

公室召开会议ꎬ学习贯彻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

会精神ꎬ并研究部署 ２０２２ 年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

和跨境腐败治理工作时启动的行动ꎻ“四大考验”
指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与外部

环境考验ꎬ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ꎻ“四
种危险”指的是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
离群众危险和消极腐败危险ꎬ是胡锦涛同志于

２０１１ 年“七一”讲话时向全党发出的警示ꎮ 这些

互文策略使用的主要目的在于“回应”ꎬ均与当前

语篇构成互文关系ꎮ 通过“回声”互文策略的使

用ꎬ该新闻报道既彰显共产党人对反腐败斗争的

鲜明立场与坚定决心ꎬ又成功建构了我们国家始

终坚持人民至上、为增进人民福祉而不断自我革

命、勇于净化社会生态的豪迈气概形象ꎮ
３.提及

提及(ｍｅｎｔｉｏｎ)指的是当前语篇中虽然没有

引用原话ꎬ但是至少涉及“另一个具体语篇、话语

或话语事件ꎬ从而形成两者之间的互文关系” [２８]ꎮ
请看下例:

(３)２０２２ 年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

开通报 ３２ 名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查的

消息ꎬ发布 ３７ 名中管干部受到党纪政务

处分的通报ꎮ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７ 日«新闻

联播»)
例(３)画线部分提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两

份公开通报ꎬ分别涉及一些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

查和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等案例ꎮ 这些话语事件虽

然不涉及详细的具体内容ꎬ但是至少为电视机前

的观众提供了信息来源ꎮ «新闻联播»受众的信

息诉求目的因人而异ꎬ这样对那些意欲获得更多

信息的受众而言ꎬ就可以通过进一步查阅相关资

料来了解详细信息ꎬ达成其诉求ꎮ 因此ꎬ这种提及

互文策略建构了这样一种国家形象:只要存在腐

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ꎬ就一刻不能停地进行

反腐败斗争ꎬ必须永远吹冲锋号ꎬ狠抓党风廉政

建设ꎮ
４.转述言语

转述言语是“在传统形式的新闻语篇中最常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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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一种明显互文性” [２８]ꎬ在央视«新闻联播»中
亦是如此ꎮ 针对新闻报道惯于引用他人话语来达

成修辞目的这一话题ꎬ费什曼(Ｆｉｓｈｍａｎ)曾指出

“新闻事实的这条基本原则可以表述为某件事如

此是因为某个人说它如此” [３８]９２ꎮ 转述言语分类

形式有多种ꎬ其中著名语言学家利奇和肖特

(Ｌｅｅｃｈ ＆ Ｓｈｏｒｔ)根据转述者介入程度依次递增顺

序ꎬ将转述言语区分为五种: “自由直接言语”
(ｆｒｅ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ｓｐｅｅｃｈꎬ ＦＤＳ)、 “直接言语” ( ｄｉｒｅｃｔ
ｓｐｅｅｃｈꎬ ＤＳ )、 “ 自 由 间 接 言 语 ” ( ｆｒｅｅ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ｓｐｅｅｃｈꎬＦＩＳ) “间接言语” (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ｓｐｅｅｃｈꎬＩＳ)和

“言语行为的叙述性报道” (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ｓꎬＮＲＳＡ) [３９] ２５５－２６０ꎮ 根据我们的样本统

计ꎬ间接言语是«新闻联播»中最常见的转述言语

形式(约占 ８２％)ꎬ其次为直接言语(约占 １３％)ꎬ
自由直接言语、自由间接言语和言语行为的叙述

性报道三种转述言语形式则很少出现 (仅占

５％)ꎮ 我们重点关注间接言语的形式和功能ꎬ请
看下例:

(４)２０１８ 年 ４ 月ꎬ在庆祝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 ３０ 周年大会上ꎬ习近平总书

记郑重宣布ꎬ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ꎬ支持海南逐步探

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ꎬ
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

制度体系ꎮ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ꎬ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来到海南考察ꎬ强调要加快建设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ꎬ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

范ꎮ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新闻联播»)
例(４)画线部分“郑重宣布”和“强调”是新

闻语篇常用到的间接言语转述动词ꎮ 其中“郑重

宣布”的被转述内容为“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

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和制度体系”ꎬ
“强调”的被转述内容为“要加快建设中国改

革开放的示范”ꎮ 与直接转述相比ꎬ这种间接转

述的言语内容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所

不同ꎮ 从形式上看ꎬ两个转述动词后面均没有出

现双引号ꎻ从内容来看ꎬ主要通过概括、简述等方

式重现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ꎬ表明转述者(央视

记者)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进行了阐释性的转

述ꎬ这种间接转述有其特殊功能ꎮ 在这个问题上ꎬ
辛斌、李文艳认为“大众传播媒体作为公共领域

和私人领域的媒介ꎬ经常会通过间接转述形式把

官方的观点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传递给读者ꎬ这不

仅有助于公众理解和接受这些观点ꎬ而且会拉近

媒体与公众之间的距离” [２８]ꎮ 也就是说ꎬ这里转

述者通过较大程度地介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有

关讲话ꎬ用较为通俗的形式把讲话内容传达给受

众ꎬ同时又拉近了央视«新闻联播»与受众的互动

距离ꎬ有助于信息的理解和接受ꎬ成功实现了其传

播目的ꎮ 不难看出ꎬ新闻报道者通过间接言语建

立了当前语篇和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发表讲话

有关内容的互文关系ꎮ 因此ꎬ这种间接言语互文

策略反映了我们国家领导人对海南全岛建设自由

贸易试验区的决心和信心ꎬ建构了重视高质量发

展的国家形象ꎮ
此外ꎬ以多模态话语形式呈现的央视«新闻

联播»也会使用直接言语ꎬ主要体现于人物专访ꎮ
直接言语通过让当事人现身说法ꎬ使受众及时了

解专业人士和人民群众的真实想法、观点、立场

等ꎬ从而为党和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赓续奋

斗不断点赞ꎮ 这样ꎬ直接言语的使用既遵循了新

闻客观性原则ꎬ又从另一个侧面呈现了乐观向上、
奋发有为的国人与国家形象ꎮ

５.否定

学界认为否定 (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的使用主要出于

“辩论目的”ꎬ即“否定命题恰恰预设了其他文本

中曾出现的肯定命题ꎬ因而是一种特殊的预设形

式ꎬ以反驳或排斥其他话语” [２６]１２１－１２２ꎮ 如:
(５)２０２２ 年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ꎬ坚

持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ꎬ一体推进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ꎬ持续净化党内政

治生态ꎮ (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７ 日 «新闻联

播»)
例(５)中画线部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与当前一些干部对腐败现象的不良认知构

成明显互文关系ꎬ旨在驳斥这些干部的错误思

想言论和消除他们的侥幸心理ꎮ 习近平总书记

曾多次强调ꎬ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的最大毒瘤ꎬ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ꎮ 鉴

于当前国内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复杂ꎬ遏制增

量、清除存量的任务依然艰巨ꎬ因此国家必须持

续发力、纵深推进ꎬ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

持久战ꎮ 此处建构了我们国家坚决惩治腐败ꎬ
纠正“四风”ꎬ努力净化政治生态的风清气正

形象ꎮ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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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用典

用典(ａｌｌｕｓｉｏｎ)“顾名思义是引用历史上的故

事或书籍中的典故(如古代神话、诗词、民俗、谚
语等)来映射现代生活的内容ꎬ即借用古人的观

点来证明新提出的观点ꎬ从而达到以史为鉴、援古

证今的效果” [３]ꎬ属于间接照应ꎮ 请看下例:
(６)路虽远ꎬ行则将至ꎻ事虽难ꎬ做

则必成ꎮ 新的征程已经开启ꎬ我国将发

射“鹊桥二号”中继星ꎬ为后续月球探测

任务提供中继通信服务ꎬ此后ꎬ将发射嫦

娥六号并与嫦娥八号组成月球科研

站的基本型ꎮ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新闻

联播»)
例(６)画线部分的意思是:路途虽然遥远ꎬ但

是只要一直走下去就终有走到的一天ꎻ事情虽然

难做、难对付ꎬ但是只要我们一直做下去就终会有

成功的那一天ꎮ 该句引自«荀子修身»的“道虽

迩ꎬ不行不至ꎻ事虽小ꎬ不为不成” [４０]５ꎬ与当前新

闻报道构成明显互文关系ꎮ 此处通过这种明显互

文策略的使用ꎬ新闻报道者意欲建构我们国家坚

持太空探索和逐梦、不畏艰险、勇攀科技高峰的

“奋斗者”形象ꎮ
７.仿拟

仿拟(ｐａｒｏｄｙ)作为重要的修辞手法ꎬ指有意

仿照人们熟知的现成语言材料ꎬ根据表达需要临

时创造出新的表达方式以实现交际意图ꎬ这些语

言材料一般来自成语、谚语、名言、警句等[２６]１２３ꎬ
如下例:

(７)七年磨一剑ꎬ砥砺再出发ꎮ 胸

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
共创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正激发着亿万

人民的自信心和凝聚力ꎬ化作中华民族

向着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的磅礴

力量ꎮ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４ 日«新闻联播»)
例(７)画线部分“七年磨一剑”与唐代诗人贾

岛的诗«剑客»有关:“十年磨一剑ꎬ霜刃未曾试ꎮ
今日把示君ꎬ谁有不平事?”ꎬ其中“十年磨一剑”
指的是要成功干成一件事ꎬ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磨

练和精心准备才行ꎮ 此处通过仿拟策略建立了同

当前语篇的明显互文性ꎬ意在突显北京冬奥会从

申请到周密准备乃至成功举办的来之不易ꎬ彰显

了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

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ꎮ 由此报道者通过该策略的

使用建构了我们国家胸怀大局、勇于担当、奋勇前

进的负责任大国形象ꎮ
(二)篇际互文性

篇际互文性共分为四种:融合型篇际互文性、
镶嵌型篇际互文性、转换型篇际互文性和链接型

篇际互文性[３]ꎬ[４１]４３－４５ꎮ
融合型篇际互文性指当前语篇中不同体裁、

话语或风格等规约成分混合得比较复杂而较难辨

认[３０]ꎮ 这种互文策略可使语篇更形象、更生动、
更具说服力ꎮ
　 　 镶嵌型篇际互文性指语篇中不同体裁、话语

或风格等规约成分往往以镶嵌的形式共存ꎬ其中

的某一成分往往界限鲜明地嵌入由另一成分形成

的模板之中[３０]ꎮ 该互文策略有助于建构语篇的

真实性和可读性ꎬ拉近交际双方距离ꎬ并激发受众

兴趣ꎮ
　 　 转换型篇际互文性涉及一个语篇中不同体

裁、话语或风格的轮流交替或转换[３０]ꎮ 这种互文

策略常见于新闻报道中ꎬ如新闻主持人播报体裁

和采访对话体裁之间的转换ꎬ以及几个采访对象

的不同话语风格之间的轮换[４２]ꎮ 这种互文策略

可使语篇形式丰富多彩ꎬ更具感染力和亲和力ꎮ
　 　 链接型篇际互文性通过不同体裁、话语或风

格之间持久稳定而有规律的链接构成[３０]ꎮ 在多

媒体技术发达的今天ꎬ这种互文策略应用范围较

广泛ꎬ比如互联网上随处可见图片与文字话语的

链接ꎬ以及不同领域话语的链接等[４２]ꎮ 链接型篇

际互文性侧重由此及彼ꎬ从而在各语篇的相互关

联中达到对有关概念的最佳认知ꎮ
本研究发现ꎬ央视«新闻联播» “新思想引领

新征程”板块主要采用了融合型、镶嵌型和链接

型三种篇际互文性策略ꎬ未出现转换型篇际互文

性ꎮ 下面我们分别探讨上述三种篇际互文性策略

的使用及其功能ꎮ
１.融合型

(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中华民族是

勇于追梦的民族ꎮ 党中央决策实施探月

工程ꎬ圆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飞天

揽月之梦玉兔二号月球车的名称是

由全球征名而来ꎮ 在中华民族神话传说

中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３ 日ꎬ玉兔二号月

球车着陆月背以来ꎬ这只目前世界上工作

时间最长的“小兔子”累计行驶近 １５００
米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我国探月

工程ꎬ多次会见嫦娥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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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牢记总书记嘱托ꎬ中国探月工程行

稳致远ꎮ 从嫦娥一号实现路虽远ꎬ行
则将至ꎻ事虽难ꎬ做则必成ꎮ 新的征程已

经开启太空探索永无止境ꎬ逐梦之路

永不停歇ꎮ 中国航天正以新的姿态ꎬ一步

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ꎮ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新闻联播»)
例(８)属于典型的融合型篇际互文语篇ꎬ充

分体现了«新闻联播»语篇中不同体裁、话语或风

格等规约成分的交相辉映ꎮ 首先ꎬ该语篇体现为

阐释、叙事、劝诫、鼓励四种修辞功能的完美结合:
先是进行阐释ꎬ通过间接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中华民族特质的论述ꎬ旨在向全国观众进一步阐

释党中央决策实施探月工程的意义ꎻ随后通过叙

事方式分别向全国观众传达了玉兔二号月球车名

称的由来、该月球车着陆月背以来的工作成就以

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探月工程的关注ꎻ此后展开

劝诫ꎬ意在告诫探月工程科技人员应谨记习近平

总书记嘱托和古代圣人先贤的教诲ꎬ戒骄戒躁、再
接再厉、勇攀高峰ꎮ 最后属于鼓励ꎬ旨在激励中国

航天事业新征程上再创佳绩ꎮ 其次ꎬ该新闻语篇

还将科技话语、通俗话语以及与传统儒家经典话

语三种文体融为一体ꎮ 这篇新闻报道的主题为探

月工程ꎬ因而从内容看应属于晦涩难懂的科技话

语ꎬ如“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探测” “地外天体

采样返回” “中继通信”等ꎮ 然而ꎬ该语篇还进一

步与通俗话语相融合ꎬ如讲述与“玉兔”有关的中

华民族神话传说———“在中华民族神话传说中ꎬ
月亮上有一只玉兔”ꎬ以及与儒家经典话语的完

美结合———“路虽远ꎬ行则将至ꎻ事虽难ꎬ做则必

成” [４０]５ꎮ 这样ꎬ报道者通过在科技话语中巧妙穿

插通俗与经典话语ꎬ使语篇拉近了与受众的互动

距离ꎬ容易引起共鸣ꎮ 最后ꎬ语篇还展示了新闻播

报口语风格与正式书面语风格的巧妙融合ꎮ «新
闻联播»作为一种特殊语体(即写说语篇)ꎬ从传

播渠道看ꎬ属于视听类电视新闻ꎻ从传播媒介看ꎬ
则属于较为正式口语体ꎬ因此它既不像书面语体

那么严肃ꎬ也不像口语体那么随意ꎮ 该语篇充分

体现了二者的完美融合ꎮ 为向观众形象生动地说

明玉兔二号月球车着陆月背三年来的工作进展情

况ꎬ该语篇借助了官方统计数据形式(正式语体

范畴)ꎬ如“这只目前世界上工作时间最长的‘小
兔子’累计行驶近 １５００ 米ꎬ发布科学数据超过

９４０ＧＢ”ꎬ这样有利于更直观、更形象地传播信息ꎮ

再如语篇结尾部分使用的排比结构———“太空探

索永无止境ꎬ逐梦之路永不停歇”ꎬ亦带有较明显

的书面语体色彩ꎮ 因此ꎬ口语体与书面语体的有

机融合增强了新闻播报语篇的知识性和趣味性ꎮ
显而易见ꎬ新闻语篇通过这种多维度融合的

篇际互文策略的使用ꎬ充分建构了我们国家重视

科技、不惧艰险、勇毅前行的“开拓者”形象ꎮ
２.镶嵌型

(９) 把握大趋势ꎬ下好“先手棋”ꎮ
新征程上ꎬ强化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

性、系统性布局ꎬ我国正深入实施“高等

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ꎬ提升高

校承 担 国 家 重 大 战 略 任 务 的 能 力ꎮ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６ 日«新闻联播»)
例(９)新闻的标题为“加强基础研究ꎬ助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ꎬ是一篇有关我国实现科技自

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闻报道ꎮ 从内容看ꎬ属
于科技语篇范畴ꎮ 画线部分“先手棋”则与«棋经

十三篇»有关ꎬ为中国棋盘游戏术语ꎮ 在棋局中ꎬ
博弈双方为夺取胜利ꎬ必须在战斗中取得主动ꎬ因
此为争取主动ꎬ夺取胜利ꎬ每下一子ꎬ使对方必应ꎬ
这就叫“先手”ꎬ与“后手”相对ꎬ正如«棋经十三

篇»所言“宁输数子ꎬ勿失一先” [４３]１０ꎮ 加强基础

研究犹如下好“先手棋”ꎬ报道者将通俗易懂的棋

盘常用术语镶嵌于科技报道中ꎬ增强了科技报道

的亲民性、趣味性和可读性ꎬ使观众切实感受到新

时代新征程强化基础研究的前瞻性和战略性ꎬ同
时也进一步拉近了与受众的互动距离ꎮ 因此该互

文策略建构了我们国家注重基础研究、鼓励科技

创新的“实干家”形象ꎮ
３.链接型

(１０)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ꎬ是
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党的

十八大以来ꎬ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主持召开

座谈会ꎬ强调要坚持一系列制度设

计ꎬ构筑沿江省市协同共抓大保护良性格

局ꎮ 在上游赤水河鱼类五年翻了一

番ꎬ被称为长江生态“晴雨表”的江豚频

频现身上海、安徽、江苏、浙江共建长

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长三角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ꎬ协同打造江西聚焦锂电、稀
土、新能源等新兴产业ꎬ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沿江百姓牢记嘱托ꎬ在充满光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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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的新征程上ꎬ正齐心协力绘出更加壮

美的万里长江新图景ꎮ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新闻联播»)
例(１０)属于链接型篇际互文语篇ꎬ该报道的

标题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ꎬ绘就万里长江新图

景”ꎮ 学界认为ꎬ链接型篇际互文性主要体现为

几种不同语用功能在当前语篇中的有规律链接呈

现[３ꎬ４２]ꎮ 为向受众充分阐明我国坚定不移推行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ꎬ报道者首先阐释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这一重大战略ꎬ聚焦我国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以及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ꎻ其次通过叙事

的形式展现了我们国家自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修复和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

殷殷嘱托以及长江流域各省市协同共抓的具体措

施ꎬ如多次召开座谈会、开展实地调研、长江流域

各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和联保共治ꎮ 这一切反映

了我国生态环保理念扎实推进并取得一系列重大

成就ꎻ此后ꎬ报道者通过鼓励的语用功能构建了我

国长江沿岸各省市利用生态优势激发新动能、高
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优势产业集群和科技创新

不断取得新突破的形象ꎬ如 “赤水河鱼类”以
及“上海、安徽、江苏、浙江共建长三角科技创新

共同体”等ꎻ最后ꎬ报道者通过劝诫ꎬ勉励沿

江百姓接续奋斗ꎬ再创佳绩ꎮ 这样ꎬ该新闻将阐

释、叙事、鼓励和劝诫四种语用功能有机链接在一

起ꎬ有助于增强受众对党中央坚持长江经济带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认知ꎬ因此建构了我们国家积

极推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力倡导和实践生态

文明建设的“先行者”形象ꎮ

互文性作为一种重要的话语互动策略和修辞

手段ꎬ广泛应用于各类语体中ꎮ 学界指出“互文

性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可以在新闻报道中发挥重要

作用ꎬ大众媒介也可以借此有目的地建构国家形

象” [３]ꎮ 本文探讨了央视«新闻联播»中互文性话

语表征形式及其功能ꎮ 我们发现«新闻联播»主

要通过使用预设、回声、提及、转述言语、否定、用
典和仿拟七种明显互文性策略以及融合型、镶嵌

型和链接型三种篇际互文性策略ꎬ共同塑造了我

们国家为实现人民的中国梦ꎬ积极向上、开拓进

取、赓续奋斗的光辉形象ꎮ 新时代新征程上ꎬ讲好

中国故事ꎬ传播好中国声音ꎬ自塑可信、可敬、可爱

的中国形象ꎬ就要重视互文性策略的合理使用ꎮ
当然ꎬ互文性策略如何配置以及如何扩大传播效

应仍有待于从“读者反应论”或心理实验等视角

通过对受众展开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进一步验证ꎮ
本文基于有限的样本对互文性策略进行了定性研

究ꎬ欲全面、充分了解«新闻联播»中互文性策略

的形式和功能ꎬ则需要建立历年来«新闻联播»大
规模语料库并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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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ｗｉｄｅｌ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
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ꎬ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ｕｎｆｏｌ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Ｎｅｗ Ｉｄｅａｓ” ｉｎ ＣＣＴＶ Ｎｅｗｓ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ｈａ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ｒａｗｎ ｏｎ ｓｅｖｅｎ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ꎬ ｍｅｎｔｉｏｎꎬ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ｓｐｅｅｃｈꎬ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ꎬ ａｌｌｕｓｉｏｎꎬ ｐａｒｏｄｙ)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ｉｔｙ ｔａｃｔｉｃｓ (ｆｕｓｅｄ ｐａｔ￣
ｔｅｒｎꎬ ｉｎｌａｉ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ꎬ ｌｉｎｋｅ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ｓｏ ａｓ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ꎬ 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ｔ
ｉｓ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ｅｌｌ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ｙ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ｖｏｉ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ꎻ ＣＣＴＶ Ｎｅｗｓ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ꎻ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ꎻ ｍｅｄｉ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责任编辑　 合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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