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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了哈桑的语类结构潜势理论， 对 ３０ 篇英语广播新闻语料进行分析。 在划分结构成分时

借鉴了梵·迪克的新闻图示结构， 确立了适合广播新闻的结构成分划分方法， 总结出该语类的必要成分与

可选性成分， 并推导出一个可以描述其语类结构潜势的程式， 为听众和新闻记者提供相对稳定的可借鉴的

语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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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广播新闻是英语新闻的一个分支， 遵循新闻的典型特点， 但由于传播媒介方式的不同， 为听而

写的英语广播新闻并不是简单地将报刊新闻语音化。 本文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哈桑 （Ｈａｓａｎ） 的语类

结构潜势理论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 通过对收集的 ３０ 条英语广播新闻文本进行研究， 分析其深

层结构及典型的构建方式， 初步探讨了英语广播新闻的语类结构潜势程式。

一、 语类结构潜势

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哈桑在 １９８５ 年提出了语类结构潜势理论。 语类结构潜势是一种抽象的范畴， 它

描述的是一种语篇类型中所有可能的语篇结构。 它不是指一个语篇的具体结构， 而是概括了一类语篇，

即同一语域语篇的共同结构类型， 是从形式和内容千变万化的各个语篇现实结构中归纳出来的规律性

模式， 它创造了能对全部语篇类型进行描述的元语言。 任何语类都有其结构潜势， 具有高度的约定俗

成性和鲜明的内部结构特征， 在建构语篇时， 语言使用者必须遵循不同语类所具有的这一语言运用

程式。

具体来说， 语类结构潜势理论是一个线形模式， 描述了特定语类的语篇结构中所存在的变量和定

量。 对语类结构潜势的探究必须回答如下问题： （１） 哪些成分必须出现； （２） 哪些成分可以出现； （３）

它们必须出现在何处； （４） 它们可以出现在何处； （５） 它们出现的频率如何。［１］ 换言之， 语类结构潜势

要标示出结构中的必要成分与可选性成分及其出现的顺序位置与重复情况等。 其中， 必要成分及其顺

序是决定语类的关键因素， 语类是由语篇的必要成分来定义的， 一个语篇只有在具备了结构潜势中所

有的必要成分时， 才会被认为是该结构潜势所代表的语类中的成员。 可选性成分则代表语类中的变化

部分， 决定了属于同一个语类的语篇变异现象。 语类结构潜势是每个语类中所有语篇产生的源泉， 属

于同一语类的语篇结构都应是从这个语类结构潜势中进行选择的结果。［２］

二、 英语广播新闻语篇的语类结构潜势分析

对英语广播新闻语篇进行语类潜势分析， 可以使我们从宏观上掌握这一语类的建构方式， 把握其

特点，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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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方法

我们采用哈桑提出的语类结构潜势理论， 对具体语料进行分析、 描述和归纳， 从而得出英语广播新

闻的语类结构潜势程式。 语料来自美国之音广播 （ＶＯＡ） 标准语速英语新闻节目。 本研究记录了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６ 日至 １ 月 １２ 日为期一周的全部英语广播新闻 （ＶＯＡ Ｎｅｗｓ）， 转录成文字， 从中随机抽取 ３０ 条

文本作为研究对象。

哈桑认为， 在分析语篇结构时， 不应以任何形式上的单位为依据， 而应从意义着眼进行分析。 因而

语类结构潜势所包含的必要成分与可选择成分并不等同于某个具体的语法单位， 如小句或小句复合体，
也不等同于话轮或邻近配对等语篇单位。 在成分确定时我们着眼意义， 同时借鉴了梵·迪克提出的假

设性新闻图示结构中的图示范畴。 见图 １［３］ 。

图 １　 假设性新闻图示结构

由于梵·迪克所提出的新闻结构图示是基于对英语报刊新闻的研究， 并不完全适合用于对英语广

播新闻的内容意义进行划分， 于是我们在参考梵·迪克的图示范畴的基础上对 ３０ 条语料文本逐一比对

考察， 多次描写， 最终将结构成分确定为更适合用于对英语广播新闻进行分析的 ７ 个， 分别是： 导语

（Ｌｅａｄ）、 导语补充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ａｄ）、 后果 （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背景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口头反应

（Ｖｅｒｂ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结论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次要点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Ｐｏｉｎｔ） 。 这 ７ 种结构成分都有各自不同的交

际功能和目的， 描述如下：
（１） 导语 （Ｌ）： 与梵·迪克的新闻图示结构相比， 英语广播新闻结构中没有 “标题” 这个成分，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而就 “导语” 成分而言， 与图示结构中的 “导语” 也不尽相同。 传统报刊新闻的

导语一般力求信息丰富， 突出全篇的精华， 尽可能用经济的笔墨去概括由 ５ 个 Ｗ 和一个 Ｈ 构成的 “新
闻六要素” 中的几个或甚至全部要素。 由于传播媒介所限， 广播新闻的导语没有这样的诉求。 可以试

想， 要播音员念完一个塞满了 ＷＨＯ、 Ｗ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ＷＨＥＲＥ、 ＷＨＹ 和 ＨＯＷ 等信息的导语该是多么

上气不接下气。 而对于听众而言， 收听广播时并非全神贯注， 往往是听到某条特别感兴趣的消息时才

会集中注意力往下听。 如果在播送新闻时， 一开始就在导语中把新闻六要素全部介绍出来， 听众毫无

思想准备， 听起来自然会感到非常费劲。 所以， 英语广播新闻的导语的功能是给出听众最关心的主要

事实， 概括要点， 含而不露。
（２） 导语补充 （ＣＬ）： 类似于新闻图示结构中的主要事件， 不同点在于， 导语补充不就新闻主体

展开叙述。 广播新闻由于节目时长限制， 内容必须精炼。 往往同一个事件的报道， 报刊报道能有几千

字的版面， 而广播新闻就只有四五十秒。 所以在导语给出重点信息后， 导语补充不再对已有信息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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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 而是将先前导语中含而未露和 ／ 或没提到的新闻要素加以补充和扩展。 可以理解为， 导语加上导

语补充的内容等于提炼后的主要事件。
（３） 后果 （Ｃ）： 新闻事件所造成的真正的或可能带来的后果。
（４） 背景 （Ｂ）： 社会环境， 包括有关新闻事实发生情景的一切信息， 一般指社会、 政治现状， 或

者与该具体事件同时发生的其他现时事件［４］ 。 以及此新闻事件发生之前， 并与之有因果、 条件关系的

事件和社会、 政治环境。 背景信息便于读者对所发生的新闻故事有更完整和正确的理解。
（５） 口头反应 （ＶＲ）： 新闻事件发生后新闻人物或有关人物、 组织对新闻事件所发表的谈话、 看

法和意见。 口头反应让记者有机会阐述客观的、 但却不一定是他们自己的观点。
（６） 结论 （Ｃｏｎｃｌ）： 记者本身对新闻事件的评论、 观点和评价。 可以分为评价和预测。 评价是对

所报道的新闻事件的价值或意义作出评价； 预测则阐述该事件和事态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或其他方面

的后果， 甚至预测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４］ 。
（７） 次要点 （ＳＰ）： 新闻主体事件之外的一个不那么重要的主题， 不在导语或导语扩展中出现。 因

其语义上与主体并非完全独立， 且重要性上不足以单独写一篇报道， 因而， 只在报道主体事件的新闻

报道中一笔带过。
可以看到， 用以对英语广播新闻进行语类结构潜势分析的这 ７ 种结构成分与梵·迪克图示结构中

的图示范畴相对比， 并不只是数量上的差别。 这种结构成分类别的不同和成分内涵上的差异恰恰也反

映出了英语广播新闻语类不同于报刊新闻的独有特点。
（二） 结果和讨论

适用于英语广播新闻语类的结构成分划分方法， 我们用最终确定的这 ７ 个结构成分对 ３０ 个语类文

本逐一进行了描述， 得出每个具体语篇的结构。 具体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３０ 个英语广播新闻文本的结构描述

编　 号 语料样本结构描述

１ Ｌ＾ ［ＣＬ＋Ｂ］ ＾ＶＲ＾Ｂ＾Ｂ

２ Ｌ＾ ［ＣＬ＋Ｂ］ ＾ＶＲ＾ＳＰ＾ＶＲ＾ＶＲ

３ Ｌ＾ＣＬ＾Ｂ＾Ｃｏｎｃｌ

４ Ｌ＾ ［ＣＬ＋Ｂ］ ＾Ｂ＾Ｂ＾ＶＲ

５ ［Ｌ＋Ｂ］ ＾ＣＬ＾Ｂ＾Ｂ

６ Ｌ＾ＣＬ＾ＣＬ

７ Ｌ＾ＣＬ＾Ｃｏｎｃｌ

８ Ｌ＾ＣＬ＾Ｃｏｎｃｌ

９ Ｌ＾ＣＬ＾ＶＲ

１０ Ｌ＾ＣＬ

１１ Ｌ＾ ［ＣＬ＋Ｂ］ ＾ＶＲ＾Ｂ

１２ Ｌ＾ＣＬ＾Ｂ

１３ Ｌ＾ ［ＣＬ＋Ｂ］ ＾Ｂ

１４ Ｌ＾ ［ＣＬ＋Ｂ］ ＾ ［ＣＬ＋Ｂ］ ＾ ［ＣＬ＋Ｂ］ ＾Ｂ

１５ Ｌ＾ＣＬ

编　 号 语料样本结构描述

１６ Ｌ＾ＣＬ＾ＣＬ＾ＣＬ＾ ［ＣＬ＋Ｂ］ ＾ＶＲ＾ＶＲ

１７ ［Ｌ＋Ｂ］ ＾ ［ＣＬ＋Ｂ］ ＾Ｃ

１８ Ｌ＾ ［ＣＬ＋Ｂ］

１９ Ｌ＾ ［ＣＬ＋Ｂ］

２０ ［Ｌ＋Ｂ］ ＾ＣＬ

２１ Ｌ＾ ［ＣＬ＋Ｂ］ ＾Ｂ

２２ Ｌ＾ＣＬ

２３ Ｌ＾ＣＬ

２４ Ｌ＾ ［ＣＬ＋Ｂ］ ＾Ｃ＾Ｂ＾Ｂ

２５ Ｌ＾ＣＬ

２６ Ｌ＾ ［ＣＬ＋Ｂ］ ＾Ｃ

２７ Ｌ＾ＣＬ

２８ Ｌ＾ＣＬ

２９ Ｌ＾ＣＬ＾Ｂ

３０ Ｌ＾ ［ＣＬ＋Ｂ］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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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１ 中我们可以看出， 所有语料样本中都出现了导语 （Ｌ） 和导语补充 （ＣＬ） 这两个结构成分，
可见它们是广播新闻语类结构中的必要成分。 后果 （ Ｃ）、 背 景 （ Ｂ）、 口 头 反 应 （ ＶＲ）、 结 论

（Ｃｏｎｃｌ）、 次要点 （ＳＰ） 并没有出现在所有语料样本中， 它们属于可选性成分。
我们通过归纳， 总结出了一个可以描述所有英语广播新闻语篇， 反映其中各结构成分顺序位置和

重复情况的结构潜势程式：

　 　 结构潜势程式中， 套上圆括号 “ （） ” 来表示的成分都是可选性成分， 其他的均为必要成分。 符号

“ ＾” 表示 “紧跟”， 即该符号两端的成分的次序是一定的， 不可更改， 即 “ ＾” 左端的成分出现在先。
“·” 表示其两端的成分的位置可以互相调换， 并不一定按照图中的顺序出现。 星号 “∗” 表示该成分

无固定位置， 可是这种无固定位置以及符号 “·” 所标记的位置互换都必须发生在一定的范围内， 这

个范围是由方括号 “ ［］ ” 来表示的。 尖括号 “ ＜＞ ” 表示其内的成分可散布于方括号 “ ［］ ” 内的其

他成分中， 即出现成分糅合情况。 弯箭头 “ ” 标记的成分是可以重复发生的， 这种重复发生同样

局限于方括号标记的范围内。
这个程式表明， 所有英语广播新闻语篇中都必然存在导语 （Ｌ） 和导语补充 （ＣＬ）， 导语位于语篇

的最开端， 给出一条新闻的主要内容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 提醒并吸引听众收听。 导语中可能会夹杂

简短的背景信息， 尤其当该条新闻是某一新闻事件的后续报道时， 这能使听众迅速进入该条新闻的情

境。 导语后紧跟着的是导语补充。 导语补充对导语中未来得及给出的新闻要点加以展开。 这种展开可

以是直接罗列各新闻要素， 不加任何背景信息， 也可能是以某个新闻要素加背景信息的方式次第给出

各新闻要素， 即程式中该部分上方弯箭头所表示的重复发生。 可以说， 至此为止， 导语和导语补充这

两部分已可构成一篇内容精炼， 结构完整的英语广播新闻了。 剩余的后果 （Ｃ）、 背景 （Ｂ）、 口头反应

（ＶＲ）、 结论 （Ｃｏｎｃｌ）、 次要点 （ＳＰ） 等成分严格来说是可有可无的， 事实上在我们分析的 ３０ 个语料

样本中， 没有一篇是完整涵盖这 ５ 项的， 这符合广播新闻节目时长有限， 力求精炼的特点。 可选性成分

出现在语篇中时， 除反映记者本身对新闻事件的评论、 观点和评价的结论 （Ｃｏｎｃｌ） 总是位于整条新闻

的结尾外， 其余 ４ 项均出现在导语补充后， 但它们相互间的位置并不固定。 其中， 背景和口头反应均可

在导语补充后的范围内多次发生。 背景的多次发生往往是从不同方面给出相关背景信息， 而口头反应

的多次发生往往是为了表明新闻事件各方的态度立场， 尤其是对立双方各自的意见， 以显示新闻报道

的中立客观。
下面我们举一例来说明上述程式在实际语篇中的体现形式：
（１） Ｓｕｄ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ｈａｖｅ ａｇｒｅｅｄ ｔｏ ｓｔａｒ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ａｓ

Ｍａｒｔｈｅ Ｖａｎ Ｄｅｒ Ｗｏｌｆ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ｆｏｒ ＶＯＡ ，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ａｌ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ａ ｔｗｏ－ｄａｙ ｓｕｍｍｉｔ ｉｎ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２）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ｍａｒ ａｌ－Ｂａｓｈｉｒ ｏｆ Ｓｕｄａ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Ｓａｌｖａ Ｋｉｉｒ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ｅｎｄｅｄ ａ ｔｗｏ－ｄａｙ ｓｕｍｍｉｔ ｉｎ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 ｏｎ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ｅｒ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ｈａｂｏ Ｍｂｅｋｉ， ｓａｙｓ ｔｈｅ ｔｗｏ
ｈｅａｄ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Ａｂｙ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ｅｍａｒ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３） “Ｓｏ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ｓａｉｄ ｉｓ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ｙ ｐｒ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

（４）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Ｈａｉｌｅｍａｒｉａｍ Ｄｅｓａｌｅｇｎ ｉｎｖ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ｗｏ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ａｎ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ｓｕｍｍｉｔ ａｓ
Ｓｕｄａｎｅｓｅ ｔｒｏｏｐ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ｉ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ｓ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ａｃｃｕｓｅｄ ｉｔｓ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 ａｔｔａ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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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期 张　 颖： 美国英语广播新闻的语类结构潜势分析

ｗｉｔｈｉｎ ｉｔｓ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Ｍａｒｔｈｅ Ｖａｎ Ｄｅｒ Ｗｏｌｆ ｆｏｒ ＶＯＡ Ｎｅｗｓ，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
这则新闻选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的英语广播新闻节目 ＶＯＡ Ｎｅｗｓ。 文本中的段落编号为本文作者所

加。 这则新闻由播音员说完导语内容后接记者报道录音构成， 是很常见的广播新闻模式。 以这篇为例，
从内容上看， 如果去掉 （１） 和 （４） 中关于新闻单位、 记者姓名和发稿地点的说明， 改由播音员念全

稿的话， 除生动性和权威感稍减弱外， 在信息传递上并无太大差别。 因而在本研究中并没有将这类新

闻样本与通篇由播音员念诵的新闻稿区分对待。
不言自明， 段落 （１） 是导语， 给出了 ＷＨＯ （Ｓｕｄ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ＨＯＷ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ａｌ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ａ ｓｕｍｍｉｔ）， ＷＨＡＴ （ａｇｒｅｅｄ ｔｏ ｓｔａｒ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ＷＨＥＲＥ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 已

包含了事件中最重要的信息， 但比较笼统。 这种先给要点， 再稍后展开细节的布局方便听众消化。 （２）
属于导语补充， 将导语中来不及讲的细节展开到位， 如 ＷＨＯ 的信息具体到与会双方是什么级别， 姓名

是什么； 首脑会议的具体日期 （ Ｓａｔｕｒｄａｙ）； 会谈的具体内容。 消息来源及其身份介绍可算作是背景信

息的一部分。 （３） 直接引用 Ｔｈａｂｏ Ｍｂｅｋｉ 的讲话片段， 声明与会双方的态度， 属于口头反应。 最后段落

（４） 介绍了此次首脑会议的由来， 属于典型的背景信息， 让听众了解事件始末。
该篇广播新闻的具体结构可以写为 Ｌ＾ ［ＣＬ＜Ｂ＞］ ＾ＶＲ＾Ｂ， 符合我们之前得出的英语广播新闻语类结

构潜势， 是这一抽象模式下的一个具体变体。

三、 结　 语

通过语类结构潜势理论来对英语广播新闻进行研究， 能使我们从全新的层面认识英语广播新闻的

构建方式， 了解它不同于报刊新闻的独有特点。 在对语料分析的过程中， 我们借鉴了梵·迪克的新闻

图示结构， 通过对语料的比对考察， 最终确立了适合广播新闻的结构成分划分方法， 并归纳推导出一

个可以描述所有英语广播新闻的语类结构潜势的程式。 结构潜势的作用在于它描述了某一类语篇已实

现的共同结构类型， 并可用以创造产生新的同类语篇。 在实际应用中， 分析得出的英语广播新闻语类

结构潜势可以为听众和新闻记者提供相对稳定的， 可以借鉴的语篇模式， 提高理解及写作水平； 对于

以英语广播新闻为输入语料的英语学习者来说， 掌握英语广播新闻结构潜势有助于提高他们从不同层

面对这类语篇的理解、 赏析能力。 本研究语料的内容类型及数量所限， 还无法得出语类结构潜势中可

选性成分的出现条件及规律， 这方面的研究将使得语类结构潜势在写作中的指导作用更具现实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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