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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新闻引语的信源结构特征及其语用差异

———基于报纸语料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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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闻引语是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投射言语、 思想或事实的信源结构体现了新

闻信息的价值表征。 基于报纸语料的调查分析， 探讨新闻引语的信源结构特征以及英汉不同语言和不同语

域的信源语用差异， 以期对新闻写作和新闻编译的引语使用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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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引语是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美联社新闻写作指南》 指出， “即便是初出茅庐的记

者也会很快地认识到， 引语是不可或缺的。 它使新闻具有真实感。 引语能在文字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

读者同人物发生直接联系。 没有引语的新闻， 不论篇幅长短， 都像月球的表面一样贫瘠荒芜。” ［１］ 新闻

传播经典教材 《当代媒体新闻写作与报道》 也指出， “引语不仅仅是用引号引起来的一串话， 它可以引

发感情， 表达生动的描写， 提供逸闻趣事、 解释性的或独家的材料。 引语可以是新闻报道或特写的灵

魂， 使枯燥无味的新闻报道变得充满活力， 使好的报道变得更加精彩。 甚至一句普通的话语， 当它置

于一个新闻报道中， 也可能使人激动不已。” ［２］ 本文基于报纸语料的调查分析， 深入探讨英汉新闻引语

的信源结构特征和语用差异以及匿名信源的报道策略差异。

一、 研究语料及选取原则

为了保证研究语料的可比性和研究结果的有效性， 我们在语料选取和取样时考虑各种影响因素，
并遵循以下选取原则：

（１） 语料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一般来说， 报纸可分为严肃大报和通俗小报两类。［３］ 考虑到大报与小

报的风格差异， 我们分别选取 《纽约时报》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和 《人民日报》 的新闻报道作为相应

的严肃大报语料， 分别选取 《每日快报》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和 《都市快报》 的新闻报道作为相应的通

俗小报语料。 同时， 还考虑到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语言差异， 研究语料分别选取美国 《纽约时报》
和英国 《每日快报》 的新闻报道语料， 以保证研究语料各自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２） 语料语域和篇幅的均衡性。 政治、 经济和体育等不同语域的新闻报道， 存在一定的风格和语

体差异。 这些差异对新闻引语的信源引述结构表达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 本研究的语料分别选

自 《纽约时报》 《每日快报》 和 《人民日报》 《都市快报》 中明确分类的政治、 商业和体育等不同语域

的新闻报道， 即随机抽样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至 ８ 月间各报上述每个语域的新闻报道语料各 ３０ 篇， 每篇报道大

约 １０００ 字以内。 整个研究语料样本共计 ３６０ 篇， 总字数达 ２６ 万多字。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０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英汉新闻话语的言语和思想转述方式比较研究———基于报纸语料的调查分析”
（１０ＹＪＡ７４００４６） 及浙江传媒学院博士毕业校级专项课题 “新闻引语的句法结构特征及功能研究”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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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引语信源的结构特征

根据功能语言学的观点， 转述引语是一种逻辑语义投射关系， 通过并列、 从属或嵌入结构投射言

语、 思想或事实。［４］根据信息价值表征和句法表现特征， 新闻引语信源结构可归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 前置型投射结构

在考察语料中， 我们发现前置型投射结构有以下几种具体表现形式：
１． 归属式

（１） Ａ ｐｏｌｉｃｅ ｓｐｏｋｅｓｍａｎ ｓａｉｄ： “ Ｐｏｌｉｃ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ｓａｙ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ｓｉｄ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ｓ ｂｅｅｎ ｏｎｅ ｏ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ｓ ”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Ｊｕｌｙ ２３， ２０１１）
（２）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Ｎａｎｃｙ Ｐｅｌｏｓｉ， ｗｈｏ ｍｅｔ 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ｙ ｗｉｔｈ Ｍｒ Ｏｂａｍａ ｏｎ Ｆｒｉ⁃

ｄａ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ｔｏｌｄ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ｓ ｌａ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ｙ ｔｈａｔ ｈ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ｌｙ ８， ２０１１）

（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Ｇａｌｌｕｐ ｐｏｌｌ， ｆｏｕｒ ｏｕｔ ｏｆ ｆｉｖ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ｄｉｓａｐｐｒｏｖｅ ｏｆ Ｍｒ Ｏｂａｍａ’ ｓ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ｒａ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ｈｉｓ ｔｅｎｕｒ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 ２０１１）
（４） 美国著名作家、 名著 《瓦尔登湖》 和 《论公民的不服从》 作者戴维·梭罗曾说， “真话需要两

个人， 一个愿说， 一个愿听。”
（ 《都市快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５） 胡锦涛在贺电中说， 今年 １ 月， 苏丹南方公投顺利举行， 南方人民选择独立。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６） 根据历史数据， 杭州一般每年夏天有 ２０ 多个高温日。
（ 《都市快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例 （１） 和 （４） 中的 “Ａ ｐｏｌｉｃｅ ｓｐｏｋｅｓｍａｎ” （警察发言人） 和 “戴维·梭罗” 分别是新闻引语的

信源归属， 通过引述动词 “ ｓａｉｄ” （说） 投射其后的直接引语。 而例 （２） 和 （５） 中的信源归属 “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Ｎａｎｃｙ Ｐｅｌｏｓｉ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众议员） ” 和 “胡
锦涛” 则分别投射其后的间接引语， 但例 （ ３） 和 （ ６） 则分别通过言据性 “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Ｇａｌｌｕｐ ｐｏｌｌ （据最近的盖洛普民意调查） ” 和 “根据历史数据” 的信源归属投射其后的间接引语。

２． 非限定式

（７）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ａ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Ｇｒｅｅｋ ｂｏｎｄ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ｏｌｄ ａｔ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ｌｙ １１， ２０１１）
（８）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ｗｅｅｋｓ ｈａｖｅ ｌｅ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ｏｓ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ｒｅ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Ｍｏｎｄａｙ’ 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ｅｄ ｄｏｗｎ ｔｈｏｓ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ｌｙ １１， ２０１１）

（９） Ａｆｔｅｒ Ｂｅｎｎｅｌｌ’ ｓ ｄｅａｔｈ， ｈｉｓ ｆａｔｈｅｒ， Ｇａｒｙ Ｂｅｎｎｅｌｌ， ５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ｓｙｍｐａｔｈｙ ｆｏｒ Ｍｒ Ｆｌａｎａｇａｎ， ａｄｄ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ａｒｅ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ｆｒｏｍ ｂｕｒｇｌａｒｓ ”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Ｊｕｌｙ ２３， ２０１１）
例 （７） 由非限定从句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ｇｕｅｓ （认为） ” 的结构投射其后的间接引语， 而例 （８） 和 （９）

则分别由非限定动词 “ ｔｏ ｂｅｌｉｅｖｅ （相信） ” 和 “ａｄｄｉｎｇ （补充说） ” 投射其后的间接和直接引语。
３ 评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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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Ｉｔ ｉｓ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ｂｕｔ ｔｒｕ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Ｂｒａｄｌｅｙ’ ｓ ｔｅｎｕｒｅ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ａｎ ｏｖｅｒｅａｇｅｒ Ｇｅｒｍ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
Ｊｅｒｍａｉｎｅ Ｊｏｎｅｓ， ｂａｒｒｅｌｅｄ ｉｎｔｏ Ｓｔｅｖｅ Ｃｈｅｒｕｎｄｏｌ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ｒｉｇｈｔ ｂａｃｋ，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ｈｉｍ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ｌｙ ２９， ２０１１）
（１１） 更令人疑惑的是， 瑞昌今年 ６ 月还专程进京到钓鱼台国宾馆开了一场 “鄱阳湖龙虾节” 新闻

发布会， 而事实上， 瑞昌市与鄱阳湖之间隔着好几个县， 距离近 ５０ 公里。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

例 （１０） 和 （１１） 分别通过 “ Ｉｔ ｉｓ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ｂｕｔ ｔｒｕｅ ｔｈａｔ （奇怪却又真实的是） ” 和 “更令人疑惑的

是” 带有转述者主观评价意义的结构投射其后各自的间接引语。
４ 逻辑式

（１２） 如果丁锦辉的伤病严重影响到此后过多的比赛， 邓华德不排除另用他人： “我现在别无选择，
丁锦辉和周鹏不在， 这个位置上我没有别的人员可用， 我很为难。 现在我们的伤病比较多， ４ 号位上我

会试用很多人。”
（ 《都市快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１３） Ｆｏｒ Ｍｓ Ｗａｒｒｅｎ， ｏｎｅ ｓｕｃｈ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ｈａｓ ａ ｐｏｏｒ ｔｒａｃｋ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ｅ⁃
ｌｅｃｔ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ｌｙ ２４， ２０１１）
例 （１２） 中的直接引语内容是篮球教练邓华德的赛事用人意见， 与引语前 “邓华德不排除另用他

人” 的内容构成因果逻辑语义关系， 虽然没有使用引述动词加以投射， 但通过前后的逻辑语义投射可

以判断它们的引语归属关系。 而例 （１３） 则通过名词结构 “事实” 与其投射的命题内容构成间接引语

的逻辑语义关系。
５ 零形式

（１４） Ｔｏｒｙ ＭＰ Ｊａｍｅｓ Ｃｌａｐｐｉｓｏｎ ｓａｉｄ： “ Ｉｔ ｉｓ ａ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ｗｅｌｃｏｍｅｄ ｂｙ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ｆａｃ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ｓｕｄｄｅｎｌｙ ｆｉｎｄ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ｔｒｕ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ｈｏｍｅ

“Ｗｅ ｎｅｅｄ ａ ｖｅｒｙ ｒｏｂｕ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ｂｙ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ｏ ｃａｓｅ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ｉｓ ａｎｄ ｗｅ
ａｐｐｅａｒ ｈｅｒｅ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ｗｈｅｒ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ｏｎｅ

“ Ｉ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ｉｔ ｈａｓ ｌａｉｄ ｄｏｗｎ ａ ｍａｒｋ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ｉｎｔｅｎｔ ｏｎ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ｈｏｍｅ ｄｏ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ｎｉｃｅｔｉｅ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ｒｅａｃｔｉｎｇ ”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Ｊｕｌｙ ２３， ２０１１）
例 （１４） 在引语信源归属 “保守党议员詹姆斯·科拉普逊说” 之后的两段直接引语中均未交代引

语信源， 出现信源承前省略的零形式投射。 《当代媒体新闻写作与报道》 指出， “当消息来源的话特别

感人或充满感情时， 记者通常会引用多段直接引语。” ［２］（１２０） 但在书写时需特别注意连续多段引语的引号

使用变化： 零形式信源之后的多段直接引语只标注每段开头的前引号， 而省掉其段尾的后引号， 这意

味着告诉读者转述引语将继续的信号， 直到最后结束段才加注后引号， 如例 （１４） 各段末尾的引号使

用。 但汉语的新闻引语却没有类似要求的使用规则。
（二） 后置型投射结构

后置型投射结构指的是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置于开头部分， 信源结构成分置于其后， 起信息补充

的背景化作用， 而使引语的命题信息置于句首显著位置， 产生前景化的突显效果， 强化引语内容的重

要性。 在语义投射指向上主要有如下表现形式：
１ 主位述位式

（１５）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ｂｙ ｓｏｍｅ ｔｏ ｃａｓｔ ｄｏｕｂｔ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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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ｓ，” Ｒ Ｂｌａｋｅ Ｃｈｉｓａｍ，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ｓ ｃｈｉｅｆ ｃｏｕｎｓｅｌ， ｗｒｏ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ａｔｅｄ ｍｅｍｏ ｔｏ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Ｚｏｅ
Ｌｏｆｇｒｅ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ｗｈｏ ｕｎｔｉｌ ｌａｓｔ ｙｅａｒ ｗａｓ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ｃｈａｉｒｗｏｍａ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ｌｙ １８， ２０１１）
（１６） “今天是波兰人民重要的一天， 我们将在欧盟倡导一种价值观， 即团结起来使欧盟尽快走出

危机， 寻求更好发展。” 波兰驻华大使塔德乌什·霍米茨基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 日）

新闻引语就其事件信息而言， 通常涉及两个方面的描述， 一是描述已经发生、 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

的事件； 二是描述与已经发生、 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事件相关联的人物。 在新闻报道中， 有时突出某

一事件的有关言论比突出该事件本身更为重要， 有时突出引语信源的人物身份地位格外重要。 因而在

一般情况下， 引语信源的交代通常明确完整， 包括姓名、 机构名称， 以及与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的关

系、 职衔， 必要时还要说明性别、 年龄。
例 （１５） 和 （１６） 的信源结构是信源和引述动词组成的主位述位结构， 置于引语之后， 这一结构

往往突显引语内容的重要性。 相比之下， 信源的人物信息则显得不那么重要。 通常情况下， 信源的人

物首次出现时应详细具体地给读者交代其职衔和姓名， 如例 （ １５） 和 （ １６） 中的 “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ｓ
ｃｈｉｅｆ ｃｏｕｎｓｅｌ （委员会首席律师） ”、 “Ｒ Ｂｌａｋｅ Ｃｈｉｓａｍ （Ｒ 布莱克·契萨姆） ” 和 “波兰驻华大使”、
“塔德乌什·霍米茨基”。

２ 倒装式

（１７）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ａ ｌｏｔ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Ａｒａｂ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ｎｏｔ ｔｏ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ｅ ｈｉｍ，” ｓａｉｄ Ｍｒ Ｋｈｏｄｅｉｒｙ，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ｊｕｄｇ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ｌｙ ２３， ２０１１）
例 （１７） 与例 （１５） 和 （１６） 相比， 略显不同的是， 前者的引述动词与主语信源倒装， 使句法结

构更加平衡， 但当主语信源为代词时， 则不可倒装， 如例 （１８）。
（１８） “ Ｉｆ ｙｏｕ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ｒｉｓｋ ｈａｄ 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ｇｏｎｅ ａｗａｙ， ｔｈｅｎ ｙｏｕ ａｒｅ ｗｒｏｎｇ，” ｓａｉ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Ｓｃｉｐｉｏｎｅ， ｈｅａｄ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ｅ ｉｎ Ｎｅｗ Ｓｏｕｔｈ Ｗａｌｅｓ，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Ｓｙｄｎｅｙ 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ｅｖｅｒ ｂｅｃｏｍｅ
ｃｏｍｐｌａｃｅｎｔ ｗｈｅｎ ｉｔ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 ｓｏ ｉｔ ｉｓ ａ ｒｅａｌ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ｋｅ－ｕｐ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ｕｓ ａｌｌ，” ｈｅ
ｓａｉｄ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Ｊｕｌｙ ２１， ２０１１）
３ 回指式

有时， 有些直接或间接引语是通过回指概述的逻辑关系结构投射的， 如例 （１９） 和 （２０）。
（１９） （记者白龙）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全国法院共审结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 ７９５６０ 件， 生效

判决人数 ８０８８３ 人； ２０１０ 年与 ２００８ 年相比， 职务犯罪案件数量上升 ７ ２％。 这是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

法院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２０） “总想着自己是负案在逃的， 压力特别大。 每到夜里， 不是被噩梦惊醒， 就是因为想念家人

无法入睡。” ８ 年生活， 王某不堪回首。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例 （１９） 中的回指代词 “这” 显然是指前文所投射的间接引语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全国法院共

审结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 ７９５６０ 件， 生效判决人数 ８０８８３ 人； ２０１０ 年与 ２００８ 年相比， 职务犯罪

案件数量上升 ７ ２％。”。 例 （２０） 的直接引语 “总想着自己是负案在逃的， 压力特别大。 每到夜里， 不

是被噩梦惊醒， 就是因为想念家人无法入睡。” 是引述动词 “回首” 所隐含的回指语义投射。
４ 言据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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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Ａ ｓｅｎｉｏｒ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 ｗｈｏ ｗａｓ ｓａｉｄ ｔｏ ｂ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ｗａｓ ｏｎ ｖａｃａｔｉｏｎ ｌａｓｔ ｗｅｅｋ，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ｈｉ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ｌｙ ２３， ２０１１）
例 （２１） 的传闻 （ｈｅａｒｓａｙ） 言据信源表达 “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ｈｉ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据他的秘书透露） ” 置于引

语之后， 担当补充信息的句法作用。 这种后置型传闻言据信源的使用是英语新闻引语中的一个常见句

法特点， 但在汉语新闻引语中却缺乏类似的表达。
（三） 中置型投射结构

为了使引语的句法结构平衡， 特别是同一段落引用相同信源的多句引语时， 往往采用中置型投射

结构， 其具体表现形式如下：
１ 插入式

（２２） Ｓｏ， ｏｎ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 ｃｈｅｅｋｉｌｙ ａｓｋｅｄ， ｉｓ ｈｅ 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ｉｌ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 ２０１１）

例 （２２） 的信源结构 “ ｏｎ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 ｃｈｅｅｋｉｌｙ ａｓｋｅｄ （一位记者厚着脸皮问） ” 在句法上是一个插入

成分， 使句子整体结构平衡， 达到一种结构审美的语用效果。 由于汉语是一种意合突显的语言， 所以

汉语新闻引语缺乏类似英语这种形合突显的投射结构。
２ 衔接式

（２３）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ｓｅ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ｉｓ ａ ｂｉｇ ｄｅａｌ， ｂｕｔ ｏｎｅ ｔｈａｔ 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ｔａｋｅ ｄｏｗｎ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ｒ ｒａｉｓｅ ｔａｘｅｓ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ｓａｉｄ Ｒｕｄｏｌｐｈ Ｇ Ｐｅｎｎｅｒ， ａ ｓｅｎｉｏｒ ｆｅｌｌｏｗ ａｔ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ｉ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ｃｒｅｄｉｂｌｅ ”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Ｊｕｌｙ ８， ２０１１）
（２４） “关心残疾人，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和标志。” 黄书记在会上说， “全市上下要进一步

增强做好残疾人工作的自觉性、 主动性和责任感， 把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作为基本公共服

务体系建设的优先领域， 真心关怀残疾人， 大力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 让残疾人与全市人民一道， 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 共享全面小康社会。”
（ 《都市快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例 （２３） 和 （２４） 中的 “ ｓａｉｄ Ｒｕｄｏｌｐｈ Ｇ Ｐｅｎｎｅｒ， ａ ｓｅｎｉｏｒ ｆｅｌｌｏｗ ａｔ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一位城市研究

所高级研究员鲁道夫·Ｇ·彭纳说） ” 和 “黄书记在会上说” 信源结构分别置于前后两句直接引语之

间， 起着中间衔接过渡的句法作用， 避免在同一段投射多句引语时反复信源归属的结构累赘。 《当代媒

体新闻写作与报道》 指出， “引用同一个说话者的引语只需交代一次引语来源归属， 即使这个引语延续

多段。” ［２］（１１３）

三、 英汉新闻引语的信源结构语用差异

（一） 英汉不同语言信源结构的使用分布差异

他人言语和思想转述的报道意图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引语本身， 而取决于信源结构的元话语

表述。 我们根据前置型、 后置型和中置型的信源结构类型对英文报纸 《纽约时报》 《每日快报》 和中文

报纸 《人民日报》 《都市快报》 进行了定量分析。
从统计数据来看， 英汉报纸新闻报道使用引语信源结构的共同之处都倾向于使用前置型投射结构

（７４ ０１％）， 而相对较少使用后置型投射结构 （１５ ３３％） 和中置型投射结构 （１０ ６６％）。 这一研究结

果表明， 记者在投射他人言语和思想观点时， 通常先向读者交代引语投射的信息来源， 让读者阅读起

来一眼就明白归属于某人或某组织机构和团体的重要思想言论， 以减少读者认知加工的努力。
就英汉不同语言的新闻报道而言， 各报表现出较大的信源结构差异， 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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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汉语新闻引语投射的信源结构相对单一， 以前置型投射结构为主 （９４ ２５％）， 而后置型投射

结构和中置型投射结构仅占极小部分， 分别为 ４ ６７％和 １ ０８％。 但英语新闻引语投射的信源结构则相

对复杂多样， 前置型投射结构占 ６５ ６８％， 后置型投射结构和中置型投射结构的使用频率较小， 而且相

对均衡， 各占 １９ ７２％和 １４ ６０％。 这些差异说明英语新闻报道在投射他人言语和思想观点时句式变化

丰富多彩， 表现风格生动有趣， 而汉语新闻报道在投射他人言语和思想观点时却句式变化整齐划一，
表现风格单调呆板。

（２） 英语新闻引语投射出现一定数量的非限定式信源结构， 而汉语新闻引语投射却缺乏这种曲折

变化形态的信源结构。 此外， 英语新闻引语的信源结构还出现较多倒装式和插入式结构， 而汉语新闻

引语的信源结构则缺乏相应的变化结构， 但出现少数英语新闻报道中没有的回指式结构。 这些结构差

异可能是由于英语以形合为主导而汉语则以意合为主导的语言系统自身的差异所导致的。
（二） 不同语域信源结构的语体风格差异

从英汉报纸的 “政治新闻”、 “商业新闻” 和 “体育新闻” 等不同语域来看， 新闻引语的信源结构

无论在英语新闻报道中 （５９ ７５％） 还是在汉语新闻报道中 （４０ ２５％）， 也不管是在大报中 （５３ ８８％）
还是在小报中 （４６ １２％）， 都有相当比例的使用频率， 而且使用的比例相对均衡。

但是零形式的信源结构使用差异似乎与报道语域的语体特点有关， 正式语体的大报使用较少， 仅

占 １３ ９２％， 而语体不够正式的小报则使用频率较大， 尤其是在 《每日快报》 的体育新闻语域中占

７０％， 政治新闻和商业新闻语域中合计才占 ３０％。 这或许是由于小报连续多段投射同一新闻人物言语

的个性化报道风格比较浓重的缘故。

四、 英汉新闻引语的匿名信源报道策略差异

在所调查的新闻报道语篇中， 我们发现有时可能出于某种不便公开信源的原因， 记者采用一些匿

名信源的报道策略。
（一） 匿名信源的报道策略

１ 模糊信源归属

（２５） 民警主动把王某家属请到派出所， 反复劝解。 “我们感觉王某和家人感情很深， 对曾经的犯

罪行为非常悔恨， 如果能够投案自首、 主动赔偿， 是能够争取从轻处罚的。” 在办案民警的努力下， 王

某家人答应规劝王某自首。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２６）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ｔｈｒｉｖｅｄ ｆｏｒ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ａｓ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
ｉｔｙ， ｓａｉｄ Ｔｈｕｒｓｄａ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ｒｅａｄｙ ｔｏ ｓｕｒｒｅｎｄｅｒ ｔｈａｔ ｒｏｌｅ ｔｏ ｈｅｌｐ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ｂａｍａ ｇｅｔ ａ ｄｅａｌ ｏｎ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ｂｔ ｌｉｍｉ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ｌｙ ２５， ２０１１）
例 （２５） 中引语投射的信源是 “民警”， 这类仅交代职业身份信息而无具体人物姓名的信源， 如

“官员”、 “警察”、 “目击者”、 “专家”、 “分析人士” 等模糊信源归属， 有学者称之为 “完全匿名” ［５］ ；
而另一些虽有机构部门和职业身份信息描述， 但仍无明确信源的人物姓名， 则被称为 “部分匿名” ［６］ 。
例 （２６） 中的引语信源 “民主党国会议员”， 虽已包含工作描述和组织机构等可识别的身份信息， 但所

涉及的职业身份 “议员” 的人物姓名却依旧尚未交代， 则属于部分匿名信源。
２ 无信源归属

除了上述引语信源的部分匿名和完全匿名以外， 还有以下几种无信源归属的匿名报道策略：
１） 名词化结构

（２７）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ｅｖｅｚ ｃａｍｐ ｔｈａｔ ｈｅ ｉｓ ｓｏ ａｎｇｒｙ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ｉｎｔｈｉａｎｓ ｄｅ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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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ｈｉｃｈ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ｈｉｍ ｔｏ ｂｅ ｒｅｕｎｉ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ｉｓ ｗ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ｗｏ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ｓ – ｔｈａｔ ｈ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ｗａｎｔ ｔｏ ｇｏ ｂａｃｋ
ｔｏ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Ｊｕｌｙ ２１， ２０１１）
（２８） 截至昨晚 １１ 点， 孙杨这条微博共有 １５７ 条评论， 羡慕和赞赏的网友占了多数， 其中一条留言

是： “哇！ 孙杨太有爱了， 太有亲和力了”。
（ 《都市快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３ 日）

例 （２７） 和 （２８） 中的引语信源分别通过 “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意见） 和 “留言” 的名词化策略， 隐去

了 “谁” 的意见和 “谁” 的留言的信源归属。 Ｆｏｗｌｅｒ 指出［７］ ， 名词化是一种潜在的神秘化手段， 把小

句的动词行为过程转化为名词性概念， 将行为过程的参与者隐藏了起来。
２） 非人称化结构

（２９） Ｉｔ ｉｓ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ｗｉｌｌ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ｆｉｘｅｄ－ｐｒｉｃｅ ｆｏｒｍａ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３， ２０１１）

（３０） 据报道， ７ 月 ２１ 日， 日本冲绳那霸检察审查会再次认定应起诉去年钓鱼岛事件中的中方船

长， 那霸地方检察机关将据此对中方船长提出公诉。
（ 《都市快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３ 日）

例 （２９） 和 （３０） 是通过非人称化的被动结构形式 “ Ｉｔ ｉｓ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和被动式紧缩结构 “据报

道”， 分别隐去了 “谁相信” 和 “谁报道” 的引语信源。
（二） 英汉新闻引语的匿名信源使用差异

在我们所调查的语料中， 新闻引语信源共计 １３２６ 个， 署名信源占 ７５ ９４％， 匿名信源占 ２４ ０６％，
其中英语和汉语新闻报道匿名信源的绝对比例分别为 １３ ６５％ 和 １０ ４１％。 但是， 就英汉新闻报道各自

信源总量的比较而言， 英语和汉语新闻报道引语匿名信源使用的相对比例却分别为 ２１ ２９％和 ２８ ９９％，
可见汉语比英语新闻报道引语的匿名信源使用比例要多 ７ ７％。

密苏里新闻学院编写的 《新闻写作教程》 指出， “不署名的信源是危险的。 其重要理由是： 其一，
这样的信息缺乏可信性， 令记者和记者所属的报纸受怀疑。 其二， 这样的信源可能会撒谎。 他们可能

为了对他人进行诋毁， 或者放出一个试探性的气球， 看看舆论界对某个问题或某件事反应如何。” ［８］ 比

如， 路透社曾妄评 ２００４ 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 ２００３ 年中国人权白皮书， 全文 １５ 段， 其中 ５ 段分

别引用 “Ｂｕｔ ａｃｔｉｖ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ｓ ｓａｗ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ｓ （然而人权活动家和外交人士认

为） ”、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ａｙｓ （美国说） ”、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ｃｔｉｖ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ｅｅ （在中国的人权

活动家和外交人士赞同） ”、 “ ｓａｉｄ ｏｎ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一位西方外交官说） ”、 “Ｕ 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ｓａｙ （美
国官员说） ” 等匿名信源报道， 仔细一看， 竟无一处交代他们是谁。 这样， 路透社记者的报道实质上

是在玩弄文字游戏， 貌似 “客观”、 “公正”， 其实是记者自己站出来妄评。［９］

我国新闻界学者在关于保护秘密消息源的困境与突破的学术研讨中也指出， “新闻报道中随处可见

‘据悉’、 ‘据调查’、 ‘据了解’ 等词汇， 随意使用匿名消息的现象十分突出。” ［１０］

五、 结 　 　 语

在新闻报道中， 转述新闻人物的重要思想言论， 是体现新闻价值的一个重要表现手段， 在转述时往

往带有明确的信源标记。 “某事如此是因为某人说它如此。” ［１１］ 可见， 新闻引语的信源表述是关乎新闻

价值取向的一个重要方面。 潜在的新闻价值影响新闻事件舆论导向表达方式的选择。 从新闻修辞的角

度来看， 新闻记者总是试图说服受众接受其报道的事实性和客观性， 因而尽可能明确地提供转述引语

的信息来源。 事实上， 追求客观的、 无偏见的报道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就不同程度地在美国和英国日益专

业化的新闻文化中作为制度确立了下来， 比如新闻报道日渐使用引文来标明信源出处。［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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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中最为经常转述的 “某人” 往往是 “某个全能的知情者或观察者”， 也就是所谓的精英信

源。 甚至有时匿名信源也被建构为 “精英”， 拥有权威和官方地位。 然而， 如何交代新闻引语的信源以

及交代谁的信源， 甚至不交代谁的信源， 这在我们对英汉不同语言和不同语域的新闻报道进行定量与

定性调查分析中得到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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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１１６ 页） 言或方言各有主次、 互相补充、 协调发展， 共同为人们的交际服务， 并能发挥继承、
弘扬优秀文化的独特功能。

语言生态是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影响着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我们在看

到杭州地区语言生态比较和谐的同时， 还需要思考如何进一步提高杭州地区居民的普通话标准程度，
保护好杭州地区的方言， 消除城市语言文字污染， 净化网络语言环境， 进一步提高语言生态的和谐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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