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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2 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美丽中国”概念，将生态

文明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

在突出地位。这表明生态文明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解决

生态问题有利于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空气污染是当前我国普

遍面临的重要生态问题之一。本文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评价理

论，从生态语言学视角，以Stibbe的“生活！”为本文的生态

哲学观，描述我国主流外宣媒体中有关空气质量的英文新闻报

道中的态度资源和生态取向的分布特征，阐释其表达的生态价

值观，旨在加强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

二、理论框架

（一）生态语言学

生态语言学是以生态学和语言学交叉融合为基础的新兴学

科，主要研究语言与生态之间的互动关联 （黄国文、赵蕊华

2019）。生态话语分析即为话语的生态取向分析，已经成为生

态语言学的主要研究路径之一 （Alexander & Stibbe 2014）。

生态哲学观是用来描述包括生态在内的一系列哲学原则，具有

个体差异性 （ibid.）。黄国文与赵蕊华 （2019） 提出话语的生

态分析必须结合分析者的生态哲学观。Stibbe（2015）提出生

态哲学观 —— “生活！”分为重视生活、福祉、现在和未来、

关怀、环境极限、社会公正和社会适应性。Stibbe（ibid.） 将

话语分为三种类型的生态取向，即有益性话语、中性话语和破

坏性话语。有益性话语是支持“生活！”生态哲学观的话语；

中性话语是不支持也不违背“生活！”生态哲学观的话语；破

坏性话语是违背“生活！”生态哲学观的话语。本文的生态哲

学是基于Stibbe的“生活！”生态哲学观。

（二）评价理论

评价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中人际功能的延伸，为构建说

话人对周围人和事物的情感感受提供了资源。评价理论分为态

度、介入和级差 （Martin & White 2005）。态度系统是评价理

论的核心，是对过程参与者做出的情感和价值判断，按照语义

性质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情感、判断和鉴赏(ibid.)。情感是说话

者对事物和人的一种感情表达；判断是根据伦理道德和社会规

范对语言使用者的行为做出的评价；鉴赏的评价标准由美学原

则或其它社会价值标准制定，可分为反映、构成和价值三个子

系统。本文参照何伟与马子杰（2020）的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

态度系统分析模式，构建空气质量新闻报道的态度分析框

架（图1）：

图1 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态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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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将态度资源进行情感、判断、鉴赏以及鉴赏种类和鉴

赏取向的分类。然后从生态语言学视角再次审视态度资源，结

合“生活！”生态哲学观，遵循生态哲学观的态度资源为有益

性态度；不遵循也不违背生态哲学观的态度资源为中性态度；

违背生态哲学观的态度资源为破坏性态度，从而更好地阐释话

语的生态意义。

三、研究过程

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国采取了相关抗疫措

施，包括出台一系列生态环境的保护措施。政府和社会对空气

质量的关注度也随之有所变化。所以，本文使用的语料选自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7月 期间《中国日报》（以下简称

“日报”）和《环球时报》（以下简称时报）英文版中相关空气

质量的新闻报道。以“air pollution” “air quality”为标题关

键词进行检索，最终选取63篇，共计24274字符。为方便分析

与统计，笔者利用分析软件UAM Corpus Tool(3.3v)，建立小型

空气质量新闻报道语料库，并对语料库进行手动标注。

四、结果与讨论

本文根据数据结果统计出空气质量新闻报道中态度资源及

其生态取向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图2：空气质量新闻报道中态度资源及其生态取向分布

注：P为百分比，遵循四舍五入原则，保留2位小数。

由图2得，鉴赏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判断，情感占比最

低。这表明新闻报道者主要通过鉴赏资源对空气质量进行报

道。新闻报道者使用鉴赏词汇来传达社会主体对空气质量的评

价，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感情色彩浓重而降低语篇的说服力，

反映出中国环境新闻报道相对客观。

就生态取向占比而言，有益性态度占比最高，其次是中性

态度，破坏性态度占比最低。在各态度类型对应的生态取向分

布中，三种态度类型对应的生态取向资源占比最高的均为有益

性态度。 这表明两种主流外宣媒体的空气质量新闻报道的话

语总体上为环境友好型话语。新闻报道倡导人们与自然和谐共

存，促进人们生态价值观的培养。

评价系统中积极与消极态度的判定是基于词汇语法的单纯

意义，不完全适用于话语生态意义的揭示，积极和消极态度与

生态取向并不完全一致（何伟、马子杰 2020）。在中国空气质

量报道中，鉴赏资源最多，且其积极与消极的鉴赏取向与生态

取向并不完全一致，所以下文将对鉴赏资源从鉴赏类型和鉴赏

取向进行生态取向分析。分布情况如图3所示：

图3：空气质量新闻报道中鉴赏资源及其生态取向分布

在鉴赏资源中，空气质量新闻报道多对环境质量管控和环

境污染风险进行描述和评价。由图3可得，尽管有些态度资源

是消极的态度取向，但从生态语言学视角为有益性态度，此类

态度资源在鉴赏资源中占有一定比例。具体来说，在鉴赏类型

中，反应数量最多，其次是价值，构成最少。在反应资源中，

积极的鉴赏取向却为破坏性态度资源占比为0.5%，消极的鉴

赏取向却为有益性态度资源占比为21.40%。在构成资源中，

消极的鉴赏取向对应的生态取向为有益性态度的资占比为

7.01%。在价值资源中，积极的鉴赏取向对应的生态取向为破

坏性态度的资源占比为0.36%，消极的鉴赏取向对应的生态取

向为有益性态度的资源占比为5.01%。下文将结合例句对此类

态度资源做质性分析（CD 为日报，GT为时报；x-x-x为-年-

月-日）：

（一）反应

1)There is more awareness of an invisible air pollutant

that is bad for their health – ozone. (CD 20-06-03)

2) “we should be clear-minded that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situation remains grim in Shanxi”, Wang said. (CD

20-05-25)

例9）是关于臭氧的评价。话语发出者通过“bad”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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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有害于人类健康，为反应中的消极词汇。这有利于促进人

们对臭氧的科学认识，从而保护人类的身体健康，符合“生

活！”生态哲学观，为有益性态度。例 2） 中，话语者使用

“grim”表明山西的空气质量管控情况依然较为严峻，为反应

中的消极词汇。这有利于读者正确客观地认识空气质量情况，

从而促进人们保护生态环境，创建良好的居住环境，符合本文

的生态哲学观，为有益性态度。

（二）价值

3)China has been shutting down ineffective factories that

produce the pollution. (GT 21-02-11)

4)These projects will be favorable to revive the economy,

which have not much contributed to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CD 20-05-18)

例3）中，“ineffective”为“效率低的”，是价值中消极词

汇。为了净化空气，中国持续关闭生产效率低下、污染严重的

工厂。这有利于空气质量的提升，生态环境的改善，遵循“生

活！”生态哲学观，为有益性的态度。例4）是对在疫情期间企

业项目的描述和评价。话语者用“favorable”表达了项目对经

济恢复的促进作用，为价值中的积极词汇。但是项目对空气质

量的改善贡献并不大，并且结合话语所在的上下语境，项目甚

至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这违背了本文生态哲学观，

为破坏性态度。

（三）构成

5)The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 which is to deal with

heavy pollution is relatively uncomprehensive. (CD 21-02-13)

例 5） 中，“uncomprehensive”为“不全面的”，是对应急

响应体系的评价，为构成中的消极词汇。应对空气重污染情况

的应急响应体系如果完善全面，则有利于空气质量的改善，从

而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话语者用“uncomprehensive”表达了

应急响应体系存在的问题，有利于人们正确看待应急响应体

系，从而及时改善响应体系，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空气质量的管

控。这遵循了“生活！”生态哲学观，为有益性态度。

五、结语

本文分析了《中国日报》和《环球时报》有关空气质量新

闻报道中各态度资源的分布及其生态取向特征。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主流外宣媒体报道的话语为环境友好型话语，表达了保护

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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