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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基于话语建构理论，以《人民日报》中的内蒙古地区形象再现为例，探讨媒介话语在少数民族地区身份

建构中的作用，并对这种形象建构的有效性进行反思。研究发现:媒介话语通过词汇层次指称语表达、小句层次修饰成

分选择和语篇层次文本组织等方式过度突显建构内蒙古的“草原”形象，塑造出一种内蒙古即是大草原，鲜有他物的模

式化印象。本文继而诠释媒介话语中该地区形象建构策略的有效性，并对其不足提出修正和完善建议，以期更加有效地

呈现该地区多元的积极形象，更好地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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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spection on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Ethnic-minority Area Identities:
Analyzing the Image Ｒepresentation of Inner Mongolia in People’s Daily

Wu Nan Zhang Jing-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

Guided by the constructive theory，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introspection of ethnic-minority area identities．
An analysis of the image representations of Inner Mongolia in People’s Daily shows that the“prairie”image，among diverse ima-
ges of this region，has been given the greatest prominence in media discourses，via such discursive strategies as the choice of re-
ferences indicating the whole area and modifiers of“Inner Mongolia”at the clausal level，and the foregrounding /backgrounding
of certain information at the discursive level． Based on these findings，the paper seeks to introspect the salient representation of
the“prairie”image and to modify the present discursive strategies in an effort to construct a well-rounded positive view of Inner
Mongolia and to better serve the needs of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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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话语与社会之间存在辩证关系:话语在社会

中产生，反映社会现实，同时社会现实又被话语所

建构(Fairclough 2003:8)，这种辩证关系同样体

现在话语和族群的关系问题上:一方面，族群主义

话语产生于社会，反映族群歧视、族群不平等等社

会问题，另一方面，族群差异、族群形象和族群身

份又被话语所建构。对二者辩证关系的研究始终

是话语分析和批评话语分析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

(van Dijk 1987;Wodak，Ｒeisigl 2015)。国外批评

话语分析研究将话语对族群身份建构以及形象再

现视为重要内容，研究视角主要包括:(1) 社会—
认知心理法( van Dijk 2014)，侧重从心理认知层

面阐释族群形象和族群主义话语;(2) 话语—历

史语境法(Ｒeisigl，Wodak 2014)，注重结合话语

文本历史背景和历史语境讨论话语和族群关系;

(3 ) 语 用—跨 文 化 交 际 法 ( Thomas，Willinsky
1997;Faas 2008;Kirkham 2016)，探求不同族群冲

突、融合以及不同族群身份话语建构问题。国内

学者对话语和种族关系的研究多以话语分析为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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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探讨民族问题，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4 个方面:

(1) 话 语 和 民 族 文 学 ( 曹 顺 庆 2005，李 晓 峰

2007，施旭 陈珏 2013)，从民族多元文化互补互

融角度，反对话语霸权，倡导民族文学生态正常化

以及和谐建构民族文学话语体系;(2) 话语和民

族意识(严庆 王伟 2011，毛颖辉 2012)，从社会认

知角度，探讨话语的民族性，即民族意识与话语实

践之间的辩证关系;(3) 话语和民族认同( 王琼

2005)，重点分析带有族群主义色彩的不平等话

语，阐释其对民族认同的重构作用;(4) 话语和民

族志研究，将民族志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结合，探

索话语分析理论跨学科研究的新范式。但是，国

内学界鲜有研究聚焦话语在少数民族地区身份和

形象建构中的作用。马强(2009) 虽以网络媒体

图片中的内蒙古地域形象为主题进行过类似研

究，其主要侧重对 Foucault 异质空间理论(hetero-
topias)的介绍，对该理论如何操纵话语建构该地

区形象所做的诠释不多。
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话语建构理论，探讨话语

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形象的建构作用，以《人民

日报》中内蒙古相关报道为例，对媒介话语如何

再现内蒙古区域形象进行个案分析，并对这种建

构的有效性进行反思，据其不足提出修正和完善

建议，以期找到更为合理的少数民族地区媒介话

语宣传策略，更加有效地建构呈现这类地区的多

元积极形象，更好地配合并服务于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的推进。

2 媒介话语的社会功能

根据 批 评 话 语 分 析 理 论 ( Fairclough 2003:

26)，话语对社会事实并非是镜面式的被动折射，

而是积极能动地参与社会事实建构，作为一种社

会实践形式具有社会功能。话语的社会功能分为

参与、再现和构建 3 种，具体体现在话语以语体

(genres)形式表示人们做事方式，参与社会实践;

以具体话语(discourses) 形式表达人们对事物不

同看法，再现社会事实;以文体( styles) 形式表现

社会活动者个人风格，构建社会事实以及社会活

动者个人风格特征等。
媒介话语作为一种话语类型，除具有上述社

会功能外，还有传播与更新速度快，成本低，检索

更便捷等特点(匡文波 2012:10 － 12)，在建构社

会事实时比其他话语类型时效性更高，影响面更

广，因此批评话语分析框架下以媒介话语为语料

或观察对象的话语分析蓬勃发展，这类研究涉及

的媒介话语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所有媒介类型( 刘

立华 2013: 28)。本文从词汇层面指称语表达、
小句层面核心词修饰成分选择以及语篇层面话题

内容组织 3 个方面来讨论媒介话语对少数民族区

域的形象建构。

3 内蒙古形象的话语建构
3． 1 词汇层面指称语表达

就词汇层面而言，同一词汇经常涵盖多重意

义，而同一意义又经常用不同的指称语来表达。
指称语的选择会受到语境、文本作者的立场态度

以及语篇宏观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影响;同时，对

不同指称语的选择，又能建构出不同社会现实，影

响并形塑受众对事物的认知(旷战 刘承宇 2017:

34)。
由于内蒙古地理环境等客观因素，“草原”经

常作为重要指称语出现在报道该地区的话语中。
笔者以《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中 2016 年标题

(副标题)含有“内蒙古”的 106 篇报道为研究语

料，在所得语篇中以“草原”为关键字搜索，检索

到 83 条语料，对其在词汇层面的语义功能分析得

到表1。

表1 “草原”不同语义功能分析

语义功能 实例 分析

客观指涉语

(69 例)

与此同时，内蒙古还将对森林、草原、
湿地、荒漠、水流、耕地等自然生态空

间和矿产等自然资源资产进行确权登

记，完善生态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使保

护者通 过 生 态 产 品 交 易 获 得 收 益。
(12 月 30 日 15 版———“内蒙古将对自

然资源确权登记”)

指代内蒙古地区自

然地 理 环 境，不 具

任何 外 延 意 义，仅

指代该地区存在的

一种生态系统或植

被类型。

替代语

(12 例)

长期目标(2031—2050 年) 为，形成具

有内蒙古特色的草原足球文化，建成

足球大区，并向足球强区迈进。(12 月

6 日 23 版———“内蒙古公布足球中长

期发展规划”)

指代 内 蒙 古 地 区，

和“内蒙古”一词语

义完 全 等 同，功 能

上作为后者同义词

直接应用于小句。

同位语

(2 例)

1983 年的毕业季，来自内蒙古草原的

孙凤鸣主动作出了到西藏工作的人生

抉择。(12 月 1 日 11 版———“内蒙古

自治区高院原副院长孙凤鸣坚守边疆

33 年，24 年在西藏:他，永远与高原为

伴”)

回指 内 蒙 古 地 区，

表示对前者的进一

步 解 释 和 补 充 说

明，具 有 和“内 蒙

古”一 词 完 全 相 同

的所指。

对特定语言形式的选择会影响语篇意义呈

现，分析文本词汇的选择能够有效揭示文本作者

的态度立场和意识形态 ( 朱桂生 黄建滨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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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上述 106 篇语料文本在指称语选择上，除用

“草原”作为指涉语客观指代该地区自然地理环

境外，还选择“草原”作为同义词替代“内蒙古”或

充当后者同位语，这种选择预设出语义内涵:内蒙

古与草原两种指称语完全等同，提到草原就是在

指代内蒙古，提到内蒙古就应该想到草原，这种方

式形塑和巩固出内蒙古就是草原的模式形象。
3． 2 小句层面核心词修饰成分选择

小句层面对核心词修饰成分的选择同样具有

建构意 义。笔 者 在 北 京 大 学 中 国 语 言 学 中 心

(CCL)提供的《人民日报》语料库中，以“的内蒙

古”为关键字进行搜索，共检索到 225 条相关语

料，删除与建构该地区形象无关语料，得到含前置

修饰成分有效语料 68 条，对这些修饰成分制作词

汇云图得到图1。

从词汇云图看，大多前置修饰成分主要集中

建构内蒙古辽阔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形象。对这

些前置修饰成分意义进一步分类得到表2。

图1 “内蒙古”前置修饰成分词汇云图

表2 核心词前置修饰成分意义

建构形象 意义分类 百分比 实例

模式化草原

形象(23% )
广袤辽阔(16 个) 24%

辽阔、一望无际、遥远、广袤绵延、广袤、浩瀚辽阔、浩瀚、风吹

草低见牛羊、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天高地广人稀、幅员辽

阔、辽阔、天然草地、“马背上的民族”之称。

消极形象(58% )

位置偏远(14 个) 20%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祖国北疆

大漠戈壁、祖国北疆、地处边疆、北部边疆、地处北疆身居

内陆、位于祖国北部边陲、地处祖国塞外、横跨祖国“三北”
之北。

环境恶劣(13 个) 19%

草原沙化退化最严重、土地贫瘠十年九旱、常年干旱少雨、
水源奇缺、严寒高原、气候寒冷、高寒地区、饱受沙尘暴之

害、位于半干旱偏旱区、长期缺水、地处沙漠地区、水土流

失严重、长期缺水。

贫穷落后(12 个) 18%
沉静、以农牧业为主、收入最低、边远地区、畜牧业著称、贫
穷落后、沉睡、并不富饶、条件艰苦、地处贫困偏远山区、原
始状态下、以农业著称。

积极形象(19% )
资源丰富，正在发

展(13 个)
19%

有名、美丽富饶、地上地下资源十分丰富、崭新、风力发电

发展较快、辽阔丰饶、行动较早、展现牧区民族体育新姿、
农业生产进入全国“百强”、令人神往、取得显著成绩、重要

生态屏障、兴旺发达。

从图1 和表2 可看出话语突显建构出以下内

蒙古区域形象:(1) 广袤辽阔的塞外草原;(2) 遥

远神秘的西北边疆;(3) 自然地理环境恶劣的中

西部区域;(4) 贫穷落后的欠发达地区;(5) 资源

丰富、正在发展的现代化省区。整体上，多数修饰

成分潜移默化地塑造该地区辽阔的草原刻板形

象，话语中提及该地区地理位置偏远，客观环境恶

劣，语义上蕴含着其距离现代文明的遥远和信息

闭塞，贫困欠发达又塑造出其负面经济形象，虽然

存在部分建构积极形象的前置修饰成分，但相对

负面形象建构成分权重较小。
3． 3 语篇层面“图形”和“背景”话题内容的

选择

图形—背景理论(Figure-Ground Theory)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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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由丹麦心理学家 Ｒubin 于 1915 年提出

(Ungerer，Schmid 1996: 157)，后由认知语言学家

Talmy(1978)将该理论引入语言学句式研究。根

据该理论，图形指某一客观对象在被人感知时得

到突显的部分，即注意焦点部分;背景与之相对，

指某一客观对象在被人感知时对图形起衬托作用

的部分。语篇层面文本作者选择哪种方式组织语

篇话题内容也是建构该地区身份和形象的重要手

段。笔者对上述 106 篇内蒙古报道话题内容进行

分析，发现两种语篇组织方式:(1)经济形象的“背

景”化处理。(2)“草原”形象的“图形”化呈现。
首先，地区形象建构要保证真实客观，理应从

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角度进行呈

现，但文本作者利用语篇再现事实时会有选择地

将某些社会事实刻意排除在文本话语体系之外，

从 而 规 避 对 社 会 事 实 某 一 角 度 的 呈 现 和 阐 释

(Fairclough 2003:136)。我们对上述语料话题内

容进行分类并对其权重分析得到图2。

图2 话题分类与权重

不难看出，《人民日报》对内蒙古经济发展相

关报道着墨较少，相比政治形象、社会形象和文化

形象，经济形象被建构成为次要的“背景”信息。
这种做法意图明显，即利用该文本组织方式对内

蒙古相对我国其他大部分地区经济欠发达、发展

相对滞后这一社会现实尽可能巧妙地避而不谈。
当然，缺失对经济发展更为详尽的前景化呈现，这

种方式建构出的内蒙古印象是不完整的区域形象

重构，话语很难反映该地区客观真实形象。
其次，笔者对文化类报道内容进一步分类发

现(详见表3)，《人民日报》除了组织语篇宣传政

策和关注社会民生之外，还前景化呈现出大量草

原生态文明建设和草原文化宣传信息，使其成为

“图形”，即受众认知焦点，集中建构该地区草原

文化及生态文明形象，对其他方面文化文明建设

内容涉及较少。宣传草原文化无可厚非，但过度

宣传治理草原生态，建设草原生态文明建构出该

地区现有生态环境恶劣、亟待积极治理的负面

形象。

表3 文化类语篇分类

文化类(共 25 篇) 文章主标题

草原生态文明建设

和保护(16 篇)

1．“冷极”藏生机(美丽中国·冬日有约)

2． 北京与内蒙古启动跨区碳交易

3． 让绿多一点，让沙少一些

4． 引得黄河水 润泽河套田(美丽中国·春天来了)

5． 随意驾车辗轧草原，违法!

6． 内蒙古:美丽草原托起绿色农业( 全面振兴再出

发)

7． 坚守生态红线 谋划绿色发展(全面振兴再出发)

8． 治沙，不是要消灭沙漠

9． 考察内蒙古“绿色发展”
10． 全面清理建设项目( 绿色焦点·约谈之后看整

改)

11． 荒滩增绿 村民增收

12． 未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生态保护局被判违法

13． 中央环保督察组来了

14． 从“沙进人退”到“人沙和谐”
15． 逆转! 荒漠化沙化“双缩减”
16． 内蒙古将对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草原文化宣传

(6 篇)

1． 骆驼文化节举办

2． 内蒙古农牧民吃上“旅游饭”
3． 内蒙古举办世界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

4．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五角枫旅游文化节举行

5． 像种庄稼一样种文化

6． 内蒙古冰雪那达慕将开幕

其他文化活动报道

(3 篇)

1． 长城保护经费纳入政府预算

2． 宴席数新风 村民不折腾(加强乡村文明建设)

3．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名家与经典》晚会将

在内蒙古上演

4 少数民族地区身份建构反思
批评话语分析理论认为，话语作为一种社会

实践从事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结构展现、加强、再
生社会 中 的 权 利 和 支 配 关 系，并 使 其 合 理 化

(Fairclough 2003:9)。媒介话语对现实世界也并

非被动地反射，它只是构建一种版本的现实，文本

作者会尽可能操纵话语，向受众宣传某种意识形

态理念来影响受众。《人民日报》中有关内蒙古

的报道话语无论在词汇层面指称语表达，小句层

面修饰成分选择还是语篇层面信息组织方式都过

分突显和过度建构内蒙古“草原”形象，使受众对

内蒙古形成以“草原”为核心图景的地域印象。
这种建构有效合理地反映出该地区一定的社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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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但过分单一，并不能代表内蒙古形象的全部。
因此，须对该建构方式进行反思，在肯定其有效合

理性的同时尝试对其进行修改和完善，使之能够更

加正面积极地呈现和建构该地区的多维良好形象。
4． 1 媒介话语建构内蒙古地区“草原”形象的

有效性阐释

媒介话语文本作者在组织语篇时，积极建构

该地区的“草原”形象，首先是基于对内蒙古自然

地理环境特征真实再现的考虑。其次，游牧文化

历史传承的深远影响。地理环境决定一个民族文

化的产生和发展，内蒙古这种特殊的地理和生态

环境，使北方游牧民族的先民们选择居无定所，逐

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以游牧文

化为核心的、风格独特的地域文化(李联盟 2013:

2)。这样的地域文化都是深深扎根于草原文明，

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内蒙古地区的

地域特色，具有历史延续性，因此文本作者在组织

文本时，会不可避免的受到这种传承已久、积淀深

厚的文化因素影响，并试图利用文本对“草原”形

象的建构在受众心中唤起文化共鸣。
再次，树立“草原”品牌形象定位的需要。内

蒙古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同样重视在“一带一

路”倡议引领下建立和发展本地特色旅游业。从

这一角度来说，内蒙古地区需要一个旅游形象定

位。旅游形象定位是对区域旅游资源及产品特色

的高度概括，要既能体现地方性特色，又能给旅游

者以遐想，使旅游地在游客心中形成生动如画的

感知形象，诱发其出游欲望。媒介话语对内蒙古

地区“草原”形象的建构，有助于打造该地区以

“草原”文化为主要特色和亮点的旅游形象定位，

符合该地区旅游业宣传和发展需要，也符合旅游

者心理需求，有助于增强内蒙古地区在国内外旅

游市场上的吸引力，从根本上与“一带一路”倡议

倡导的推进内蒙古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精

神实质相契合。
最后，民族身份认同的需要。族群认同是社

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识和感情依附( 王希

恩 1997:140)，是一定的个人或群体处于各民族

相互关系中的自我定位(付春 2014:6)。维系族

群核心成员显著、持久的集体认同，共享基于文化

特质的生活方式及其意义解读，成为族群界定自

身的重要尺度(陈静静 2010:13)。媒介话语通过

建构内蒙古地区“草原”形象，传递出其族群内部

共同持有的价值观，帮助该地区少数民族保持并

巩固族群内部成员之间身份认同，有助于增强民

族内部凝聚力，使其在与中华民族主流文化融合

的同时又不丧失本族群草原文化根基和特有的族

群身份。
4． 2 对当前媒介话语宣传策略的完善

媒介话语需要建构内蒙古独特的地域文化身

份和区域形象，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维持中华

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但也须指出，单一

草原身份绝非能代表内蒙古地区的全部形象。媒

介话语既要建构并宣传特色草原形象，也要合理

建构该地区多维形象，对其进行多重视角阐释，在

受众中构建该地区整体的积极形象认知。
首先，正面建构草原形象。话语建构区域形

象最终目是为了塑造该地区良好形象，让受众对

该地区产生积极认知和评价。内蒙古因其自然历

史发展等原因，“草原”形象已深入人心，媒介话

语在建构该地区形象时，要利用这种认知建构积

极草原形象，避免模式化和消极的“草原”形象呈

现。在文本指称语和修饰成分选择上，须区分

“内蒙古”和“草原”两个指称语所指，避免将两个

概念能指混淆，误导受众。另外，在“内蒙古”修

饰语选择上，避免使用如“遥远的”“落后的”等模

式化或消极修饰成分，选择使用“不断发展的”
“正在进步的”等蕴含内蒙古正随时代进步不断

发展语义的积极修饰成分。在组织语篇时要宣传

特色草原文化，也要合理宣传生态文明建设，积极

传递草原生态健康稳步发展理念。
然后，巧妙建构经济形象。除正面建构草原

形象，还要组织语篇对内蒙古多元形象如政府形

象、经济形象和社会形象等合理均衡前景化呈现，

建构该地区多维良好形象。积极呈现其经济状况

正随着自身努力不断进步和发展信息，巧妙组织

语篇内容和选择话题，扬长避短，选择合理数据从

历时角度进行自身纵向对比，努力建构这样一种

认知:该地区经济虽然落后于发达省区，但正在通

过积极努力不断发展且进步日新月异。
其次，配合建构国家形象。利用媒介话语建

构民族认同的同时，要注意把握好国家认同和民

族认同之间的关系。文本作者应该认识到，认同

体系中国家认同始终高于民族认同并处于首要地

位，因此，在宣传内蒙古地区草原特色形象和建构

该地区少数民族身份认同时，要注意从宏观意识

形态方面把握语篇主旨思想，强调整个中华民族

文化的大团结，正确再现这样的理念，即内蒙古草

原文化属于中华文化，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带有不

可泯灭的中华文明印记，其特色区域形象同样是

国家整体形象的一部分。还要配合“一带一路”
倡议思想，努力建构该地区中蒙俄经济走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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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点、能源资源倡议合作重要枢纽和人文交流重

要平台形象，作为该倡议倡导下国家新形象建构

的重要组成部分。

5 结束语
本文基于话语建构理论，以《人民日报》中宣

传和报道内蒙古的话语为例，探讨媒介话语对内

蒙古地区身份和区域形象建构所起的作用并对这

种形象建构的有效性进行反思。分析发现，媒介

话语通过词汇层面指称语表达、小句层面核心词

修饰成分选择和语篇层面信息组织等多种手段过

度突显内蒙古“草原”形象和草原文化，使外界形

成对内蒙古即是大草原，鲜有他物的模式化、刻板

化印象。内蒙古地区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

具有重要地位，为了将该地区更多元的正面形象

再现给外界，避免以偏概全和过分单一的模式化

呈现，文本作者须调整话语建构方式和手段，采取

多种方式从多重视角对该地区进行宣传报道，为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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