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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篇分析的汉英体育

新闻报道对比研究

汪世蓉

【提 要 】
以 系统功能语言学 的评价理论为依据 ，

从态度和介入两个层面对中 美两 国 主

流平面媒体的体育新闻报道进行语篇对 比分析 ， 讨论其不 同的语言 特征和叙事方式对受众

的 情感 、 态度以及价值取向 的不 同 影响 ， 并对产生这种差异的不 同社会文化 内 涵进行剖析 ，

进而 为加强我 国体育新闻 国 际化报道的能 力 、 为 争取跨文化交流视野 中 的体育新 闻话语权

提供借鉴和参考 。

【关键词 】 评价理论 语篇分析 体育新闻 国 际化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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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汉英体育新闻报道语篇

又寸 ｔ匕 ：＾木斤

ｉ ．

《 中国女足世界杯能
“

保 ｓ
”

吗 ？ 》 、 《 中国女排 ，
重返一流

为确保汉英体育新 闻报道对 比研究的信度须迈三道关 》 、 《中 国飞人苏炳添创造历史 》 ； 《光明 日报 》 ２

和效度 ， 我们将语料的 内容限定为与 中 国相关篇 ： 《世兵赛 ， 国人难以割舍 的情结 》 、 《 中国将把田径带人

ｉＶｔ／Ｊｒ古
＇

祖 、苦 曰 －Ｈｈ更宽广的空间 》 ； 《新华每 日 电讯 》 ４ 篇 ： 《喜悦无处不在 ，

的体育报道 ， 具体涉及奥 ？ 、 足球 、 篮球 、 排麵绵绵不绝 嚇青奥会 ） 》 、 《冬奥会 ， 北京的期齡

球 、 田径 、 兵兵球 、 游泳 、 高尔夫等赛事报道 ；《不忘体育的真谙》 、 《北京陈述展示中国 自信 》 。

将语料的报道媒体设定为报章平面媒体 ， 具体②
“

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 ｓ

”

４ 篇 ：
ＢａｄｓＯｉｉｗＭｅ Ｇ

：ｙｍ
－

选取在中美两国 国 内享有较高知名度的主流报
Ｎ ｅｗｒ ｅｃｋ ｉｎｇＯｒｄｅｒｉ ｎＦｏｏｌａｓＣｈｉｎａＷｉ ｎｓ１  ｚｊｕｏＧｏｌｄｓ

？

纸 《人民 日报 （海外版 ） 》 、 《光明 日 报 》 、 《新华Ｔｏｐ
ＴｗｏＷｉｎｎｉｎｇ

Ｎａ ｔｉ ｏｎｓＣａｎ ｔ Ｈｅｌｐ
Ｂ ｅｉｎｇ

Ｒｉｖａ ｌｓ ．
Ｍ

Ｔｈｅ

每 日 电讯 》 和
“
Ｔｈ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Ｔ ｉｍｅｓ（纽约时Ｗａｓ ｈｉｎ

ｇ
ｔｏｎ Ｐｏｓｔ

”

３篇 ： Ｂｅｆｊｈｇ

’

ｓ
ｇｒｅａ邮 ｓＡ卿Ｋｆｌｒｔ／ ｉ

报 ）

，，

，

“
Ｔｈ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华盛顿邮报 ）

”

，


＾  ｔｈｅｂａｒ
ｆｏｒ Ｏｌｙｍｐ ｉｃ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Ｃｅ ｒｅｍｏｎ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
Ｃｈｉ

－

、ｎａ Ｃｒａ ｃｋｓＤｏｗｎｏｎＧｏ ｌｆ ｊ
ｔｈｅ

ｕ

ＳｐｏｒｔｆｏｒＭｉｌ ｌ ｉｏｎａ ｉ ｒｅｓ 

ｆ

＼

ＵＳＡＴｏｄａｙ（
７日美国 ）

； 将报道方式设定为Ｃｈｉ ｎｅｓｅｓｏｃｃｅｒ ｉ ｓｔｅ ｒｒ ｉｂｌｅ
，
ａｎｄ ｎｏｗ Ｘ ｉ

Ｊ ｉｎｐ ｉｎｇ 
ｈａｓ ｏｆｆｉｃ ｉａｌ ｓ

典型报道 、 综合报道和评述报道 ；
报道时间限ｊ ｕｍｐｉ ｎｇ

ｔｏｆｉｘｉ ｔ ．
“

ＵＳＡＴｏｄａｙ

”

３ 篇 ？
？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ｃｅ ｒｏｎ

定为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 ５年 ， 随机在各大报纸官网上选
ｕｐｓｗｉｎｇ

ｗｉ ｔｈｎｅｗ ｔａｌｅｎｔ ａｎｄｂｉｇｉ ｎｖｅ 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ｗ ａｎＬＰ－

一
． ．，．

．
．、一 、一

，
■

ｗ／ｒｓ 、— 、— ， ．ＧＡ
ｐｌａｙｅ ｒ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ｆｒｏｍＣｈｉ ｎａ
’

ｓａｎｔ ｉ
－

ｇｏｌｆ
ｔａｃｔ ｉｃ ｓ ， Ｂ ｅｌｏｖ

－

取相关报道 ， 其中汉语语料 ｌ 〇 篇 ，

？ 英语语料ｅｄｉ ｎＢ咖ｇ ，
Ｓｔ ｅｐｈ０？Ｍａ ｒｂｕｒｙｅｙｅｓ 咖ｔｈｅｒｃｈａｍｐｉｍ

－

１ ０ 篇 。

？ 将上述语料以 ｗｏｒｄ 文档收集 ， 建立小ＭＰ ＿

１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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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篇幅限制 ， 本研究将就上述语料在涉色彩的情感资源在新闻报道 中利 用过多 ， 不利

及态度和介入两个层面 的语言资源的分布特征于呈现新闻报道的客观性 、 真实性和趣味性 ，

进行统计和分析 ， 比较汉英语篇行文和叙事方有渲染 、 说教和强加观点给读者的嫌疑 ， 将影

式的异同 ， 并探讨其蕴含的社会文化等深层次响读者阅读的 自然判断和愉悦感 。 下面就态度

原因 ， 进而找到
“

海外读者乐于接受 的方式 、 资源的细节分布进行具体分析 。

易于理解的语言
”

，
以促进汉语体育新闻报麵表 ２ 汉英体育新闻报道 中情感资源的分布

际化紙




丨

快乐
｜

安全
｜

满意
｜



２ ． 汉英体育新闻报道态度资源对比分析 体育 报道
资源频次 资源频次 资源频次

总计频次

我们 以体育雜本 ：！
？

、 各方参与者等为评赚ａ；
）

价对象 ， 从情感 、 评判 和鉴赏三个层面 ， 对汉＾ ＾ ^
英体育新闻报道中 的态度语言资源进行统计对ｃｕｇ 浮 ）

Ｗ ９９ ５
（４ ３ ． ８ ３汾 ＜

１ ８％ ）
 （ ２８

－ ９ ６％）５ １
１

比分析 。 簡Ｍａｒｉｎ＆Ｒｏｓｅ＿ ） 的分类 ，


（： 二 二

（
１ 〇〇％ ）

情感被细分为快乐否 （心情 ）
、 安全否 （人际交

往状态） 、 满意否 （情感 目标 评判被细分为＝ 二二 ９ ９

社会许可 （真实 、 正 当 ） 和社会尊严 （ 正常 、英语 （词 ）
１旭６

否 ７否 ４否 ２ ５ （
１ 〇〇％ ）

能力 、 坚軔 ）
； 鉴赏被细分为反应 （影响 、 质（

７汾（
４％ ） （ ２５

．

２ ５％）

量 ） 、 组成 （细节 ） 和价值 （社会属性 ） 。

？

表 １ 汉英体育新晒道中态度麵的分布情感资源的 用是作者对体育＃件及其各



ｒ


１方参与者 明显的 、 不加掩饰的心理情感反应 ，

体育 ＭＭ敝 是报道者 主观态度 的直接表达 。 如表 ２ 所示 ，

新闻报道 总顿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 比）

在报道与中 国体育相关的新闻时 ， 汉语语篇的

５ １ １７ ５１５ ９７ １８５ ９情感表达较为
“

浓烈
”

， 快乐 、 安全、 满意的主
汉语 （宇 ）

１ ４ ９９ ５



（
２ ６ ． ９６％ ） （

３ ９． ６３％ ）（
３ ２． １ １ ％ ） （ １０ ０％ ）观体验 占据很高 的比例 ， 而英语语篇则显得较

ｎ ９２ ６
＂５ ８８４ ４２ １ １ ２ ９为

“

冷淡
”

， 总体情感资源利用率较低 ， 其中正


—

Ｉ
（
８Ｌ ＿ 。 ８叫 （ ３ ９． １４叫 （

１ 。。叫 面情感体验虽然 比负面体验多 ， 但不快乐 和不

虽然新随删本Ｍ对客酿实进浦
＆

在英语报道中 ， 形容词和名词常被用来表

：

本

： 达描述心理情感体验 。 比如

＊
“
ｄ－ｄ

”

表达 了
－种有关 中 国足球

“

失望 、 不满甚至愤恼
”

的情绪 。 比较有意思的

ｉｔ 是 ， 英语语篇在表达
“

喜悦 、 满意
”

等情感时 ，

通常会用引述 ， 即第三方的声音来表达 。 比 如

在
一

篇篮球报道中 ， 大量引 用 中 国学生球迷对

的资源多于对客观事实 的 陈述 。 其中 ， 汉语语

篇情感资關額醉 比酿 出 英關篇

１８ ．邮
，
而评判资源和鉴赏资源分布明显低于

英语报道 ， 分别低出 １２ ．４５％和 ７
．
０ ３％ 。 不难发

现 ， 评赚源 ， 特别是鉴赏资源能较为理＿
０

客观地反映事实和态度 ， 但蕴含较多个人主观ｐｐ
． ２０３

－

２ ４５ ．

１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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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汉英体育新闻报道 中评判资源的分布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ｌａｙｅｒｓｐｌａｙｅｄｔｏｏｓｌｏｗ ，

”

ｈｅ

社会社会ｓａｉ
ｄ．

“
Ｔｈｅｙｇｏｔａｓｈｏｃｋｈｏｗｆａｓ ｔｔｈｅ

ｇａｍｅ

新闻报道总字数许可频次尊严频次
（百分比 ） ｉ 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ｙ ｐｌａｙｅｄａｔ ｔｈｅ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ｌｅｖ

－

？

（百分比 ） （百分比 ）

ｅ ｌ
？

肯定 
２２ ４肯定

３８ ６例５ ．Ｓｈｏｏｔ ｉｎｇｈｏｏｐｓＴｈｕ ｒｓｄａｙ ， ｙｏｕｎｇ

（
２ ９ ． ８ ２％ ）（

５ １ ． ３ ９％）７５ １Ｔ
．

Ｔ Ｔ
，

ｉｉｉｉ ｉｒ

汉语 （宇 ） ｉ機

否定
５ ２否定

８ ９（ １＿
ｅｘｐｅｒｔＵＨｅｎｇｚｈａｏａ ｌｓｏｌ

ｏｏｋｅｄｔｏｔｈｅｆｕ
－

（
６． ９２％ ） （ １ １ ． ８ ５％）ｔｕ ｒｅ

，ｂｏｔｈｈｉｓａｎｄＭａｒｂｕｒｙ

’

ｓ ．
“

Ｉｔｈｉｎｋｔｈｅ

ＮＢＡｉｓｍｏｒｅｐ 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

Ｉｗａｎｔｔｏｐ ｌａｙ ｉｎ

肯定 ８ ４肯定 ３ １２
 ＇

（ １４ ． ２ ８％
）（

５ ３
． ０６％ ）５８ ８Ａｍｅｒｉｃａ ｌ ｉｋｅＹａｏＭ ｉｎｇ ，

ｗ
ｈｅｓａ ｉｄ．

“
Ｍａｒ－

英语 （词 ）１ １９２ ６，．， ｉ，，

否定
３ ９否定  １ ５３ （

１〇 〇％ ）ｂｕｒｙ
ｉ ｓ

ｇｏｏｄ ， ｂｕｔｗｅｎｅｅｄｔｅａｍｗｏｒｋ ．



（ ６ ， ６ ３＾ ｝
（ ２ ６ ． ０２％ ）



例６ ．Ｆｏｒ
ｙｅａｒｓ ，

ｔｈｅｍｏｓｔ ｉｍｐｒｅｓｓ ｉｖｅａ
－

ｂ ｉ ｌｉ ｔｙｏ
ｆｔｈｅｍｅｎ

’

ｓ ｔｅａｍｈａｓｂｅｅｎｉ ｔｓｋｎａｃｋ

评判资源主要是根据不同社会的道德标准ｏ ｆｆ ｉｎｄ ｉｎｇ
ｎｅｗｗａｙｓｔｏ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 ．

和制度规范来对事实行为进行评价 ， 其中社会

许可从遵从法律规范等约束方面进行考量 ， 社在报道中 国表现较好的体育赛事时 ， 汉语

会尊严则从能力 、 才干 、 品质等方面来判定 。

报道并不吝啬溢美之词 ， 用程度很强 的级差资
由于各

ｔ
社会社团的价值观念和伦理标准不

二
， 源来进行评判 ， 如

“

最强 、 最快 、 前所未有
”

各种语言的评判标准也不尽相 同 。 表 ３ 显示 ， 等 ； 隐喻等修辞手法也被频繁运用 ， 如例 ２ 中

评判资源在汉英两种语篇 中都占据了较为重要 的
“

战略指挥官 、 中 流砥柱
， ，

等来对女足队员

的位置 。 其中 ， 汉英语篇 中从社会尊严方面的 的技战术能力进行肯定评判 。 在关于女排的报

评判资源比社会许可都多些 ， 但这种差别在英道中 ， 强调
“

统一的 团 队精神
”

这种符合社会

语语篇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 这表 明英语报道更 许可的评判资源 。 除了 常用的陈述句外 ， 有些

为关注体育赛事水平 、 效果 、 队员能力 、 状态报道里面还用 了反问句 、 祈使句等句式来强调

等细节 ； 而汉语报道除 了 注重报道赛事本身 ， 肯定评判 ， 如
“

不知道世界上还能有哪项国际

对与之相关道德规范等相关外部因素也进行 了性综合赛事能像青奥会
一样趣味十足 ？

”

、

“

青年

较多考量 。 汉语语篇中 ， 肯定趋势的评判资源朋友们 ， 请记住给你带来快 乐 和 因你快乐 的

大大多于否定趋势 ； 英语语篇与之相似 ， 但差人
”

。 评判程度强烈 ， 态度清晰 。

别没有那么显著 。而相对汉语语篇 中常 用 的显性评判资源 ，

英语语篇则倾 向于用隐性的评判资源 ， 即
“

标

例 １ ． 除 了
“

跑得最 快 的黄种人
”

， 中 国记
”

（不用评价的手段进行评价 ） ， 来含蓄地表

田径 队还有
“

走得最快的姑娘
”

。达立场和观点 。 例 ５ 中就运 用 了 和美国 ＮＢＡ

例 ２ ． 后 腰位置成 为 中 国 女足 的
“

最 强 （美职篮 ） 进行对 比来不动声色地隐射对 ＣＢＡ

大脑
”

。 逐渐展露核 心 气质 的任桂辛 ， 是 中 （中职篮 ） 和马布里的否定趋势评价 ， 例 ６ 则用

国女足 的 战 略指挥 官和 战 术发起者 ；
而谭反讽的修辞手法来对中 国男足的糟糕表现进行

￥殷不 仅在 防 守 方 面 起到 中 流砥柱 ， 还 能否定趋势评价 。 评价程度较为缓和 ， 态度清晰 ，

为 队友创 造得分机会 。但表达方式更隐晦 。

例 ３ ． 对于 一 支 志 在重 塑老女 排辉煌 、鉴赏资源是对现象和行为过程的评价 ， 包

站稳世界一 流 的 队伍来说 ， 尤其这支 队伍括考量对受众影响 的反应、 侧重于描写评价对

目 前 尚 显 年轻 ， 因 此形成 一种 统 一 的 、 能象的复杂性和细节的组成和侧重于社会意义的

激励人的 团 队精神至关 重要 。价值三个层面 。 如 表 ４ 所示 ，
汉英语篇中反应

例 ４ ．
“
Ｏｎｅｏｆ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ｗａｓ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 ，资源在态度资源 中所占 比例较为接近 ， 差异较

１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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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显著的是组成资源和价值资源 ， 其中英语语从上述例句可 以看出 ， 汉语报道较为关注奥运 、

篇的组成资源分布比汉语多 ２３ ．１ ３％ ， 价值资源国家队表现对国家形象的提升和对观众球迷的

分布比汉语少 ２３ ．６ ３％ 。 这表明英语语篇重视对影响
；
而英语报道更侧重于赛事细节的刻画 。

体育赛事的过程和各方参与者的表现进行描述 ；３ ． 汉英体育新闻报道介人资源对比分析

而汉语语篇较为关注体育事件的社会意义 。就态度 的来源 ， 即谁是评价主体的语言资

表 ４ 汉英体育新闻报道中鉴赏资源的分布源分布 ， 我们分别重点统计了除作者 自身声音


「 反应
｜

组成
｜

价值
｜

、

＾

｜

外 ， 第三方声音和社团共享的声音在汉英语篇

＾资源频次 资源频次 资源频次 中的频次 。

ＯＴ ｉＲｉｌ（頁分比） （百分 比） （百分比 ）



表 Ｓ 汉英体育新闻报道 中介入资源的分布

汉语 （ 字）
Ｍ ９９ ５

１ ８２２ ２８１ ８７５９ ７

（ ３ ０． ４８＾ ）
（
３ ８． １ ９％ ）（

３ １ ． ３２ ％ ）（
１ ００％ ）＾第二 、 三人称社团共享



＾ ＾


＾

—

＾ 体育新酿道 ｍ？
＂

声音敝 声音频次

英语 ③ 服 ６

⑶ 邮 ） 肌邮 ） （
７ ６抑 ⑶收 ）



（百分比 ） （百分比 ）

汉语 （字）１ ８５９ （
１ ００ ％）８ ９（

５
． ５９％ ） ６５ （

３． ４９％ ）

英语 （词 ）１ １ ２９ （
１００ ％） ２９７（

２６ ． ３％ ）３８（
３． ３６％ ）

例 ７ ． 南京青奥会是难得 的 世界文 化之


１ ’ 尤其是 了 解 中 国 文化 的 绝佳机会 。

介人资源的使用是为了协商作者和受众之间
例 ８ ‘ 当 中 国代表 团 一行 落 落大 方地进 的对话空间 ， 调节作者 自身评价对语篇对受众造

入位于奥林 克博 物 馆 的 会场 时 ’ 给人＃ 成的影响所担负的责任 ， 是作者表明 自 己是否愿
深 的 印 象是一个充 满 自 信 的 中 国 形象 。

意与不同立场的多种声音进行协商、 展开对话的
例 ９ ？

、

巾 球迷 ，

、

无论’ 队 的
意愿， 婦 ５ 所示 ， 汉语语篇中第三方声音 出

比

ｆ ｆ
￥

没 隹 ’ 鍾能 对世兵赛投
现的频次明显少于英语语篇 ， 而社团共享声音 出

入 目

＾？
兴趣

：
，

１

现的频次两者基本持平 。 由此可见 ， 汉语语篇中
例 ０ ？

＾
ｈｅ ｒ

＾
ｏｎａ ｌ ｔｅ

＾

ｎ ｗａｓ ｒｅｂｍ ｌｔ

评价资源所展现的对话性和互文性没有英语语
ｌａｓｔｙｅａｒＷ１ ｔｈ ｆｒｅｓｈｂｌｏｏｄ．Ｔｈｅｔａｃｄ ｃｓａｒｅ

篇那么丰富和活跃 。 介入资源即
“

借言
”

， 表示
ｎｏｗｃＷｔｏ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ｔｙ

ｌｅｗｉ
ｔｈ

作者承认存在不随点的可雛 ， 并愿意与之
ｈｉｇｈｅｒ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ｍｏｒｅｂａ ｌａｎｃｅａｎｄｄ ｉｓ ｃｉ

－

  ．
、
一



，

一^
￣

？：

￣￣

ＴＴ
 

；



＾７
一

展开协商和对话 ， 是评论客观性的表现之
一

。

②

ｐｌ ｉｎｅ
，ｈｅｓａ ｉ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ｔｒａｎｓ

ｌ
ａｔｏ ｒｂｅｆｏｒｅ ＃，认 、— 、 ？ ■■＿ ， ，

ｃｕｕ例如 ， 在 １０篇汉语语料中 ， 只有
“

中 国将
ｐｒａｃｔ ｉｃｉｎｇｗ ｉ ｔｈｂｈｅｎｈｕａ ．

Ｔ

．

＾＾ｕｋ ｌ
把田径带人更宽广的空间

”

这
一

篇报道大量引
＾丄 丄 ． ＪＬｉｗａｓ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ｂｙｃａ ｂ ｌｅｓａｔ

，
ｔ

．
，，

■用了国际 田联主席和北京 田径世锦赛组委会副
ｔｈｅｔｏｐｏ ｔｔｈｅｓｔａｄ ｉｕｍａｎｄｒａｎａ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

ｓｌ〇？ｔ
ｉ〇ｎ ｌａｐ

ｉｎｍ ｉｄｉＲｅｈｅ＾ｌ＾Ｔｅ
主席的第三方声音 ， 其他报道均 以作者的

“

自

＾＾Ｔｆｆａｉｒｓ
，ｓｏｔｈｅｓｕｒｐ ｒ

ｉ
ｓｅａｎｄｄ ｅ

－

言
”

，
主 。 而 篇英语语篇 中 ， 则每篇都有

ｌ
ｉｇｈ ｔｗａｓａ ｌｍｏ ｓｔｐｅｒ ｃｕｓ ｓｉｖｅｗｈｅｎＬｉｂｅｇａｎ

“

借 ＿

＇ 其中

“

Ｃｈｍｅ ｓｅｓｏｃｃｅｒｏｎｕｐｓｗｉｎｇ
ｗ

ｉ
ｔｈ

ｈ
ｉ ｓｌａｐｔｏ

ｔｈｅｒｏ ａｒ ｓｔｈａｔ 脈 ｆｒｏｍｂｅ ｌｏｗ ．

肥ｖｔａ ｌｅｎｔ ａｎｄ ｂ ｉｇ
ｉ腦ｔｍｅｎｔ

”

这篇报道中就引

例 ２ １ ．Ｇｏ ｌ ｆｈａｓｆａｃｅｄｈａｒ ｓｈｓｕｐ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
用了俱乐部经理 、 观众 、 现任助理教练 、 前任

ｉ
ｎＣｈ ｉ

ｎａｂｅｆｏ ｒｅ ．

＾

教练 、 职业球员 、 业余球员 等 ６ 种不同来源 的

第三方声音 。

鉴赏资源作为对评价对象 自身属性和价值


的美学范畴分析评价 ， 作者退居幕后 ， 主观色① 梁海英 ： 《英汉政府文件介人资源与人际意义构建对 比研

＾
降低 ， 細■道中 占据《＿置 。 ■ ，

②

英汉语篇都呈现出高频率的鉴赏资源分布 。 但介人资源 》
， 《山东外语教学 》 ２０ １０ 年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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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和祈使句 等带有
“

强调 、 命令 、 请求
”

的强
—

＇

制性句式也不宜在新闻报道中过多使用 。 同时 ，

在运用最为客观的鉴赏资源时 ， 可将鉴赏的重

关于 中 国体育报道 国 际化的议题 ， 已有学
心转移到对体育事件的过程 、 细节的刻 画上 ，

者从不同角度織了各 自鍵议 。 例娜生活
＆

化和平民化为价值取 向 ， 提倡快乐 Ｉｔ康体育理

念 ；

？扩大体育新隨 ｉｔ的平 台 ， 加强細管Ｓ晒 ， 大胆利用介人资源便是体现作＃跨文化交

标准麵际化？等 。 而报道的行文特点和叙事方
’ 胃

式同样在中 国体育新闻报道国 际化进程中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很多的评判都是通过
“

借言
”

这种第三方声音来

根据上文贼體擁语飾賴分析 ，

汉语语篇在国际化进程中 ， 可避免和减少使用胃

体现个体主观心理反应的情感麵 。 情感资源
明态度又避免承担极端责任和风险的效果 。

的功能主要体现为
“

呼唤
， ，

， 是宣传和感染受众
在协调好跨文化适应性的細上 ， 体育新闻

情绪駐要手段 ， 但在新随道 中频繁地值染
’Ｍ

髓 ， 有过度煽情和态度张扬的嫌疑 ， 反而影
ｍ

响读者对事实的感受和判断 。 另外 ， 在使用评

判资源的 时候 ， 可注意不要随意使用
“

最强 、

史无前例
”

等鲜麵縫手段 ， 魏醜酿本文
１
者 ： 巾 南财 经政法大学 外语学院副

达可能会显现作者不太谨慎和不太科学的评价±

态度 ， 进而使读者对评价 的信度和效度产生怀ａ１

疑 。

“

标记
”

是特别聪明 的
一

种隐性评判方式 ，


“

建立语篇人际立场的
一

个重要策略就是巧妙地
出诽 曰朴＊１

睑朴肋？俗Ｕ Ｔｆｆ ｆ估
、

去本部闩咨此① 饶旭华 、 摩慧平 ： 《试论新时期体育新闻报道的价值追求 》 ，

鋪显性和隐性的评价 ， 颜使￥者能冋意＃ 《中国出版酬 年第 ２ 期 。

者对语篇 中的标记的解释
”

。

？这种含蓄的 、 隐蔽 ② 张英 ： 《从国际化传播角度看中西体育新闻报道 的不同 》 ，

的评判资源在汉语语篇中 出 现的频次不高 ， 使 《西安体育学 院学报 》 ２０１ ４ 年第 １１ 期 。

得汉语报道丧失 了对于读者产生很多潜移默化③ 李战子 ： 《话语的人际意义研究 》 ， 上海外语教育 出版社

的 、 润物细无声的态度观念影响机会 。 而反问
２〇〇２＾？ ’ 胃 ２９２ ？ 。

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
ｏｆＣｈ 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ｐｏｒｔｓＮｅｗｓ

Ｒｅｐｏｒ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

Ｗａｎｇ
Ｓｈ ｉｒ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ｓｙｓ ｔｅｍａｔｉｃ 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ａ 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 ｉｃ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ｓａｄｉ ｓｃｏｕｒｓ ｅａｎａｌｙｓ
ｉ
ｓｏｆｓｐｏｒｔｓｎｅｗｓｒｅｐｏ ｒｔｓｆｒｏｍｍａ

ｉ
ｎｓｔｒｅａｍ

ｐｒｉ
ｎｔｍｅｄ

ｉ
ａｉｎＣｈ

ｉ
ｎａ

ａｎｄＵＳＡｉｎ ｔｅ ｒｍｓｏｆａｔ ｔｉ ｔｕｄｅａｎｄ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 ｔ
？ａｎｄ ｄ ｉ ｓｃｕ ｓｓｅｓｔｈｅ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ｆｌ 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ｌａｎ

？

ｇｕａｇ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 ｒｅａｄ ｅｒｓ

＊

ｅｍｏ ｔ
ｉｏｎａｌｒｅａｃｔ 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ｉ ｔｕｄｅｓａｎｄ ｖａｌｕ ｅｓ ． Ｉｔａ ｌｓｏｔｈｒｏｗｓｓｏｍｅ

ｌｉ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ｄ 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ｓｏｃｉ
ａ ｌｃｕ 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ｕ ｒｓｅｓｔｈａｔｂｒ

ｉ
ｎｇａｂｏｕ ｔｔｈ

ｉ
ｓｄ

ｉ
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ｉ

ｎｔｈｅｈｏｐｅｏ ｆ

ｐｒｏｖｉｄ ｉｎｇｓｏｍｅｈｅ ｌｐｆｏｒｐｒｏｍｏｔ ｉｎｇ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ｓｓｐｏｒ ｔｓ ｎｅｗｓｒｅｐｏｒ ｔａｎｄ

ａｍｐ ｌ
ｉ
ｆ
ｙ ｉｎｇ ｉ

ｔｓｖｏｉｃ ｅｉｎｃｒｏｓ ｓ
－

ｃｕ 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ｐｐｒａ ｉｓａｌｔｈｅｏ ｒｙ ；
ｄ ｉ

ｓｃｏｕｒ ｓｅａｎａｌｙｓ
ｉ
ｓ

；ｓｐｏｒ ｔｓｎｅｗ ｓ
；ｉ

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

ｉｚａｔ ｉ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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