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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选取美国白宫发言人 Ｓｅａｎ Ｓｐｉｃｅｒ 的涉朝语篇自建语料库，从 Ｃａｐ 的趋同论视角探讨政治语篇的合法化

建构。 该理论的时间趋同将重大历史事件和未来预设向当下事件趋同，空间趋同用于解读外部实体对内部实体的侵蚀，
价值趋同则罗列外部实体和内部实体意识形态的冲突。 语料研究发现，时间趋同旨在将朝鲜与他国的类似历史事件相

联系，以建构合法化；空间趋同则强调以美国为代表的内部实体和以朝鲜等国为代表的外部实体价值观迥异；空间趋同

能够缩短相对距离，将不同空间位置的实体进行趋同，为论证自身话语和行为的合法化作铺垫；价值趋同表明意识形态

的冲突有具象化的可能性。 此外，基于合法化需要，趋同策略也会随着内外部实体关系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 趋同论有

利于政治语篇合法化的建构和解读，为批评话语分析和政治语言学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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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语料库驱动的美国白宫发言人政治话语程式语研究” （１７ＹＹＢ０１３）、江苏省研究生

教改课题“基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研究生外语教学改革研究”（ＪＧＬＸ１８ － １０６）和南京工业大学社科创新团队项目“国

外中国热点问题研究基地”（ＳＫＪＤ０１０）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电子邮箱：４６０６３３１３＠ ｑｑ． ｃｏｍ（胡元江）



　 　 １　 引言
当前，随着语言学研究的社会价值越来越受

重视，政治语篇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 正如亚

里士多德所说“人类的大部分交际活动都是政治

化的”，即这些交际活动都意味着将个体社会认

知变为共享社会认知并将其合法化（ ｌｅｇｉｔｉｍｉｚａ⁃
ｔｉｏｎ）的过程（ Ｃａｐ ２０１３：２）。 语言是人与政治世

界互动关系的中介，作为政治信息的符号载体深

刻反映政治生活，影响并制约政治活动（彭文钊

２０１７：２７）。 作为新兴学科，政治语言学是建立在

语言学和政治学交叉点上的一门语言学分支学

科，探讨语言与政治的共变关系，主要研究作为言

语活动的政治话语，研究通过语言运用获得政治

权利与意识形态操控的规律与策略（孙玉华等

２０１６：２）。 可见政治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研

究范式一致，都是探讨话语、权力与意识形态等之

间的相互关系。 但我国的政治语言学研究刚刚起

步，因此借鉴和吸收国外最新理论进行政治语篇

研究对国内政治语言学学科发展极为重要。 认知

作为话语分析中经常被忽视的环节，近年来得到

批评话语研究者的日益关注（辛斌 刘辰 ２０１７：
１４）。 趋同论（ｐｒｏ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①是较新的语言学理

论，现已发展成为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和批评话语

分析的重要概念（Ｃａｐ ２０１３：４ － ５）。 该理论以认

知为取向，致力于研究话语的解读过程，为批评话

语分析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同上 ２００８：１７，
２０１０：３９２）。

２　 理论框架
合法化是发话者权威被遵从的语言实现

（Ｃｈｉｌｔｏｎ ２００４：４６）。 该权威的拥有及合法化的实

现意味着发话者在实施言语行为时具有特定的社

会或政治地位，且常伴随着观众或对手对该权威

的缺失（Ｃａｐ ２００８：２２）。 合法化是一种泛化的观

念或假设，即基于社会建构的规范体系、价值系

统、信仰信念和集体共识赋予实体行为合理性、正

当性和恰当性 （ Ｓｕｃｈｍａｎ １９９５：５７４ ）。 ｖａｎ Ｄｉｊｋ
（１９９８：２５５）认为建构合法化即为建构一套解读

并论证社会活动的话语，为过去或当前行为提供

正当的理由或合适的动机。 作为一种话语实践，
合法化通过话语策略以达到合法性目的（Ｍａｒｔｉｎ⁃
Ｒｏｊｏ， ｖａｎ Ｄｉｊｋ １９９７：５５０）。 因此，达到合法化的

关键要素是话语策略。 趋同论即为一种以高度合

法化为导向的认知语用策略，用以描述事件以及

参与者，从而直接影响受话者（ Ｃａｐ ２００８：２９）。
Ｃｈｉｌｔｏｎ（２００４：１５３）最先提出趋同（ ｐｒｏｘｉｍｉｚｅ ／ ｐｒｏ⁃
ｘｉｍｉｚｉｎｇ）概念，并从时间、空间和情态 ３ 个方面分

析政治语篇。 名词形式的术语由 Ｃａｐ （２００５：７，
２００６：５）提出，目的在于唤起内部实体（ＩＤＣ）对外

部实体（ ＯＤＣ）威胁迫近的恐惧感。 外部威胁常

常具有时空或意识形态属性，因此 Ｃａｐ 提出“时

间—空间—价值分析模式”，包括时间趋同（ ｔｅｍ⁃
ｐｏｒａｌ ｐｒｏ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空间趋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ｒｏｘｉｍｉｚａ⁃
ｔｉｏｎ）和价值趋同（ ａｘ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Ｃａｐ
２０１３：７４ － ９７）。 发话者利用趋同策略使自身的行

动和政策合法化，进而压制外部实体或敌对实体

行动和政策的影响力（同上 ２０１４：１７）。
趋同策略通过词汇语法资源实现。 词汇语法

资源的选择有助于发话者确立话语空间指示中心

内部实体和外部实体，并借助指示中心外部实体

跨越话语空间的距离，侵袭指示中心内部实体，进
行符号解读，并达到社会政治合法化，因而对趋同

策略的实现至关重要（同上 ２０１３：９）。 趋同论的

３ 个趋同策略分别通过各自的词汇语法资源运

用，达到政治话语的合法化。
２． １ 时间趋同

时间趋同是将重大历史事件和未来预设向当

下事件趋同，联系当前遭遇或威胁以及过去的灾

难事件，使受话者理解立即回应并采取预防措施

的必要性（同上：８５）。 时间趋同常采用表１所示的

５ 种词汇语法资源。

表１ 　 时间趋同词汇语法资源（同上：１１６）

词汇语法资源 关键词项

解释 ＯＤＣ 影响的非限定摹状词 ａ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ｔｔａｃｋ
体现时态对比的话语形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ｉｎｋ． ． ． ｂｕｔ． ． ． ｈ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 ．
预设 ＯＤＣ 影响的名物化 ＮＰｓ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ｄａｎｇｅｒ
体现 ＯＤＣ 持续影响的情态 ＶＰｓ ． ．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 ｃａｎ ／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ｗ ｉ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ｓｓ ｐａｉｎ． ． ．
包含平行对比语义的话语形式 Ｓｏｍ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ｔｈｉｎｋ． ． ． ， ｂｕｔ ｔｈｅ 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ｅｌｉｅｖ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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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２ 空间趋同

空间趋同用于解读外部实体对内部实体的侵

蚀，使处于不同空间位置的实体进行趋同（同上：

７４）。 空间趋同常采用以名词短语（ ＮＰｓ）和动词

短语（ＶＰｓ）为主的 ６ 种词汇语法资源（见表２ ）。

表２ 　 空间趋同词汇语法资源（同上：１０９）

词汇语法资源 关键词项

内部实体 ＮＰｓ ｏｕｒ ｎ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ｅ ｗｏｒｌｄ
外部实体 ＮＰｓ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ＯＤＣ 向 ＩＤＣ 移动和指向的 ＶＰｓ ｂｅ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ｎ ＩＤＣ
ＯＤＣ 对 ＩＤＣ 影响的 ＶＰｓ ｄｅｓｔｒｏｙ ａｎ ＩＤＣ
ＯＤＣ 对 ＩＤＣ 预期影响的抽象 ＮＰｓ ｔｈｒｅａｔ； ｄａｎｇｅｒ
ＯＤＣ 对 ＩＤＣ 现实影响的抽象 ＮＰｓ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２． ３ 价值趋同
价值趋同是意识形态向现实冲突趋同，罗列

话语空间外部实体和内部实体的价值观和意识形

态的冲突，表明意识形态的冲突有转为现实冲突

的可能性（同上：９４）。 价值趋同常采用以名词短

语为主的 ３ 种词汇语法资源（见表３ ）。

表３ 　 价值趋同词汇语法资源（同上：１２２）

词汇语法资源 关键词项

体现 ＩＤＣ 积极价值观的 ＮＰ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ｊｕｓｔｉｃｅ
体现 ＯＤＣ 消极价值观的 ＮＰｓ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ｍ；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ＤＣ 消极价值观在 ＩＤＣ 空间具化的话语形式
Ｔｈｉｓ ｅｖｉｌ ｍｉｇｈｔ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ｕｓ ｙｅｔ 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ｉｎ ｐｌａｉｎ ｓｉｇｈｔ， ａｓ ｐｌａｉｎ ａｓ
ｔｈｅ ｈｏｒｒｏｒ ｓ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ｉｎｇ ｔｏｗｅｒｓ． （ＮＰ ＋ ＶＰ ＋ ＶＰ ＋ ＮＰ）

　 　 ３　 趋同论视角下语篇合法化的研究情况
Ｃａｐ 运用 ＳＴＡ 模型进行研究，发现使干预国

际事务的政治和军事行为合法化是界定美国二战

后国际政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同上 ２００８：１７）。
Ｃａｐ 将趋同论作为研究伊拉克战争案例的理论前

提，发现美国在武装入侵伊拉克前，运用趋同策略

反复强调其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增强公众反恐

意识，使其发动战争合法化 （同上 ２０１０：３９２）。
Ｃｈｉｌｔｏｎ（２００４）研究克林顿关于科索沃的演讲，将
科索沃进行空间趋同，从情态维度论证科索沃难

民会对美国利益造成威胁，激起公众恐惧，从而论

证北约使用武力干预科索沃战争的正当性。
Ｄｕｎｍｉｒｅ 以外交政策文件“２００２ 年美国国家安全

战略”为例，运用趋同策略降低对迫近的威胁采

取军事行动的门槛，笔者通过联系未来和现状使

自身措施合法化，并进一步分析建立“世界新秩

序”的可能性（Ｄｕｎｍｉｒｅ ２０１１：５６）。 这充分体现趋

同论在政治语篇中的解释力。 此外，Ｃａｐ 利用趋

同论分析医疗健康、生态环境和现代科技等领域

的公共空间话语，如：在癌症预防话语中，外部实

体（癌症）对内部实体（病人）造成很大威胁且不

断逼近，与反恐话语有相似之处（Ｃａｐ ２０１３：１９０ －
２００， ２０１４：１６）。 环境话语和反恐话语类似，都是

运用趋同策略联系过去事件和未来设想，增加对

未来设想的可信度，并且将未来设想解读为必定

会对个人造成不利影响的事件，增加公众的恐慌。
这些话语都充分显示趋同论在话语分析中的重大

作用。 但是，以往趋同论的研究未能全面反映相

同发话者在不同时期由于政策变化而导致的趋同

策略调整。
作为白宫核心班底成员，白宫发言人的政治

话语对于了解美国的内政外交等各方面政治话语

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基于 Ｓｅａｎ Ｓｐｉｃｅｒ 涉朝政治

话语，自建语料库，研究趋同论在美国白宫发言人

涉朝政治话语中的应用。

４　 研究设计
４． １ 研究问题

本研究基于趋同论的视角分析 Ｓｐｉｃｅｒ 涉朝文

本，具体探讨以下 ３ 个问题：（１）白宫发言人如何

通过时间趋同建构涉朝政治话语的合法化；（２）
白宫发言人如何通过空间趋同建构涉朝政治话语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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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化；（３）白宫发言人如何通过价值趋同建

构涉朝政治话语的合法化。
４． ２ 研究语料

本文选取白宫发言人 Ｓｐｉｃｅｒ 从 ２０１７ 年 １ 至 ７
月的涉朝文本。 ２０１７ 年伊始，美国和朝鲜就半岛

核试验引发激烈争议，白宫发言人 Ｓｐｉｃｅｒ 多次就

此问题回应。 在白宫官网下载 Ｓｐｉｃｅｒ 的语篇，用
Ｔｅｘｔｆｏｒｅｖｅｒ 软件编辑正则表达式清理乱码等无效

信息，然后进行文本分析，最终确定语料库包含

３５ 个涉朝语篇。

５　 分析与讨论
５． １ 时间趋同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３ 日，Ｓｐｉｃｅｒ 就朝鲜拥核问题进

行回应， 运用时间趋同策略将朝鲜核试验同

“Ｉｒａｎｓ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ｂａｌｌｉｓｔｉｃ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ｔｅｓｔ”联系起来。
① Ｔｈｅｓｅ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Ｉｒａｎｓ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ｂａｌｌｉｓｔｉｃ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ｔｓ ｂａｌ⁃
ｌｉｓｔｉｃ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ｔｅｓｔ ｏ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９， ２０１７，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Ｗｅｖｅ ｔａｋｅｎ ｔｈｅｓ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 ｃａｒｅｆｕ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 ． ． ． ］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Ｍａｔｔｉｓｓ ｖｉｓｉ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Ｐ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 Ｔｒｕｍｐ ｐｌａ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Ｕ．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ｏｒｅａ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②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ｂａｌｌｉｓｔｉｃ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ｔｈｒｅａｔ．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３ 日）

例①中运用两种词汇语法资源以实现时间趋

同。 使用非限定摹状词名词短语，构建伊朗、朝鲜

等外部实体施加的影响，如 ｂａｌｌｉｓｔｉｃ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ｔｅｓｔ ｏ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９， ２０１７。 该例的时间轴是 “过去—现

在”和“将来—现在”的趋同，先描述过去的事态，
即“伊朗拥有核设施和进行恐怖主义”；再描述预

测的事态，即“朝鲜核威胁将会异常严峻”，以此

进行时间趋同，暗示美国处境艰难，有助于论证其

自身措施的合法化。 这种“启发式”暗示对构建

美国自身的合法化至关重要（同上 ２００８：２９）。
时间趋同主要是以当前或将来的威胁为中

心，引导公众回顾过去发生的事件，从而达到当前

或将来政策及措施的合法化（同上 ２０１３：９０）。 为

达到最佳时间趋同效果，发话者须运用受话者可

接受范围内的词汇语法资源 （ Ｊｏｗｅｔｔ， ＯＤｏｎｎｅｌｌ
２０１４：３００）。 Ｓｐｉｃｅｒ 提及 Ｗｅｖｅ ｔａｋｅｎ ｔｈｅｓ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 ｃａｒｅｆｕ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该例中，Ｓｐｉｃｅｒ
提及美国的回应及行为审慎且恰当，受话者即美

国公众对此深信不疑，为自身所采取措施的合法

化奠定基础。 话语的力量取决于发话者的信用度

以及实施该信用的能力（ Ｃａｐ ２００８：２３）。 Ｓｐｉｃｅｒ
的回应使公众接受“伊朗具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和开展恐怖主义”这一事实，通过时间趋同，引导

公众对“朝鲜核试验”进行推理。
５． ２ 空间趋同

话语空间外部实体和内部实体的区别主要体

现在意识形态的差异。 内部实体指发话者及其盟

友，他们认为自身的价值观是积极的，占据主流。
相比之下，外部实体的价值观是消极的，会对内部

实体产生不利影响。
② Ｔｈｅ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ｓ ｌｏ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ｏｖｏｃ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ｔａｎｄｓ ｗｉｔｈ ｏｕｒ ａｌ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ｖｅｒｙ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ｕｍｐ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ａ⁃
ｋｉｎｇ ｓｔｅｐ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ｏｕ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ｄｅｆｅ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ｓ ｂａｌｌｉｓｔｉｃ ｍｉｓｓｉｌ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ＴＨＡＡＤ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ｔｏ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 ． ． ． ］ Ｙｅａｈ， Ｉ ｔｈｉｎｋ ｗｅｒｅ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Ｉ ｍｅａ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ｓ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ｄａｎｇｅｒ ｔｏ ｏｕｒ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ｄｏｗｎ ｓｏｕｔｈ．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６ 日）

例②中运用 ４ 种词汇语法资源以实现空间趋

同。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ｏｕｒ ａｌｌｉｅｓ 和 ｏｕｒ ｆｒｉｅｎｄｓ 等

名词短语将美国及其盟友解读为内部实体，有积

极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利益，强调立场的一致性。
而朝鲜被解读为外部实体会对内部实体造成威

胁。 用标记朝鲜向内部实体移动的位移和方向动

词短语，如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ｄａｎｇｅｒ ｔｏ 等，表明“朝鲜的核

武器威胁正在向内部实体入侵”。 用描述朝鲜对

内部实体施加预期影响的抽象名词短语，如 ｄａｎ⁃
ｇｅｒ，ｐｒｏｖｏｃ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等，表明内部实体面临潜

在威胁。 实现空间趋同时，与内部实体相关的词

汇语法资源通常有两个特征：其一，论证应对威胁

须采取激进措施的正当性；其二，通过描绘美国的

决心，与外部实体形成鲜明的对比，来提升“美国

总统的领袖风范”。
空间趋同实现语篇功能时采用的词汇语法资

源会不可避免地与时间趋同重合 （同上 ２０１３：
８７）。 例②运用带有时间特征的空间趋同策略，
强调“朝鲜长久以来都是潜在的威胁”，亟需强有

力的回应。 发话者通常运用强加的推断或隐喻来

实现趋同（同上 ２００８：３０）。 例②中，发话者通过

两种方式来缩短外部实体和内部实体的相对距离：
（１）将朝鲜构建为对韩国造成现实影响的外部实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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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２）将韩国和美国列为内部实体，继而使朝鲜和

韩国的冲突转为朝鲜对美国，这种表达愈发增添气

氛效果，且这种强加的推断成功地实现空间趋同，
为美国军事行为的“合法化”奠定基础。

５． ３ 价值趋同

美国和朝鲜、伊朗等国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

的政策不同，双方意识形态存在差异，并且意识形

态的差异逐渐演变为现实的冲突。
③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ｈｏｒｒｉｂｌ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ｏｍｂ ａｔｔａｃｋ ｏｎ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ｃｉｖｉ⁃
ｌｉａｎｓ． ［ ． ． ． ］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ｗａｔｃｈ ｂａｂ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ｂｅｉｎｇ ｇａｓｓ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ｆｆ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ｂａｒｒｅｌ ｂｏｍｂｓ， ｙｏｕ ａｒｅ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ｍｏｖｅｄ ｔｏ ａｃｔｉｏｎ． Ｉ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ｉｓ Ｐ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ｉｔ ｖｅｒｙ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ｉｆ ｔｈｏｓ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 ｂｅ ｃｏｎｓｉ⁃
ｄ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 ． ． ］ Ｒｕｓｓｉａ，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ｓ ｗｉｔｈ Ｓｙｒｉａ，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ａｎｄ Ｉ⁃
ｒａｎ． Ｉ ｔｈｉｎｋ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ｅｔｓ， ｉｔｓ ｐｒｅｔｔｙ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０ 日）

例③运用两种词汇语法资源以实现价值趋

同。 用 ｓｕｐｐｏｒｔ 和 ｒｉｇｈｔ ｓｉｄｅ 等名词短语，表明美国

持有积极的、正确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这些话

语是价值趋同策略的缩影，首先明确外部实体持

有消极的价值观且具备一定威胁力，其次将这些

措施和极有可能影响受话者安全的事件进行推导

联系（同上 ２０１３：９５）。 该例中先将朝鲜和叙利亚

归为持有共同价值观的外部实体，表明自身的行

为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论证自身行为的合法化。
巩固受话者认同的理想信念是价值趋同的基础，
随后发话者在此基础上向受话者强加与其预设相

偏离的信息（同上 ２００８：２３）。 白宫发言人因而让

受话者认同美国采取措施合理合法。
人类具备将认知体验以二元对立的方式进行

结构化的能力，即善恶、对错等，同时还具备依据

发话者意图将此二元对立的结构进行语言表征和

强化的能力，其主旨是获取受话者的认同（同上

２０１３：４９）。 军事行动的合法化都立足于二元对

立的“我方和他方”，后者通常象征可能危及“我

方”价值体系或威胁“我方”公民生命的敌对意识

形态（同上 ２００８：２９）。 当战争的基础不是迫近和

现实的威胁而是意识形态的差异时，价值趋同会

取代空间趋同，而作为一种独立的策略使“我方”
的介入合法化（同上 ２０１３：９５）。 这涉及到趋同策

略的调整。 由于地缘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常须重

新定义社会政治目标，而趋同论强大的解释力恰

好适用于政治合法化语篇（同上：４７）。
随着美国对朝政策的调整，趋同策略也随之

变化，须重新定义政策前提。 如下例：
④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ｉｓ ａｃｔｉｎｇ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ａｌ⁃

ｌｉａｎｃｅｓ， ｔｏ ｆｏｒｍ ｎｅｗ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ｔｏ ｒｅｂｕｉｌ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 ． ． ．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 ｗａｓ ｖｅｒｙ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ｏ ｄｒｉｖｅ ｏｕｔ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ｍｉｄｓｔ， ａｎｄ ｔｏ ｉｓｏ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ｒｅｇｉｍｅ
ｔｈａ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ｓｏ ｍｕｃｈ ｏｆ ｔｈｉｓ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例④中运用两种词汇语法资源以实现价值趋

同。 用代表美国积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名词短

语，如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ｎｅｗ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等，表明美国意图

发展新的同盟关系，重建世界领袖地位。 用名词

短语，如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ｓ 等，表明许多国家都

存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 而 Ｓｐｉｃｅｒ
在 ６ 月 ２０ 日答记者问时声称美国向朝鲜施加适

当的经济、政治压力，而未施加军事压力。 此时美

国力促朝鲜自主改变行为及政权，如 ｐｕｔ ｔｈｅ ａｐ⁃
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ｉｓ 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ｉｍｅ． 而在之前没有任何人员伤

亡的情况下，Ｓｐｉｃｅｒ 在 ４ 月 １１ 日直说“朝鲜已经

威胁到美国，为了国家的稳定必须发动战争维护

国民安全”。 所以，不难看出，政治形势变化，趋
同策略也会发生调整，所使用的话语模式也会相

应发生变化。
根据上述讨论可知，趋同策略的选择具有灵

活性，并可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调整，从而进一步

论证话语和行为的合法化。

６　 结束语
本研究发现趋同策略的应用有利于加强自身

政策的合法化，反之合法化的研究也对论证趋同

论的解释力大有裨益。 并且，在有时间跨度的政

治活动中，随着形势变换，政策会发生转变，趋同

策略也能做出相应调整，重新定义政策或行动合

法化的前提。 同时，在一种趋同策略的功能被削

弱时，另外一种趋同策略则会加强自身的功能，达
到合法化。 这极好地论证趋同论在语篇分析中的

解释力，并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新的视角。 本研

究只选取 ７ 个月的文本进行分析，以后的研究可

以通过大型可比语料库进行规模更大的趋同策略

历时对比研究，以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政治话语分

析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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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依据 Ｃａｐ（２０１３）对 ｐｒｏ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 个策略的论述，理想

状态的话语解读是受话者无限趋近并最终认同发话者

的意图以达到合法化的最优效果，故译为“趋同论”。
②经语料库统计，美国白宫发言人语料中“朝鲜”的英文

用 ＮＫ，而不用 ＤＰＲＫ． ＮＫ 为新华社禁用词汇，因此本

文中统一用 ＤＰ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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