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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view of social constructionism, the construction of pragmatic identity is dynamic. As the 
attribute of identity, image also owns the dynamic feature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By com-
paring the frequencies of the first-person singular pronouns, the first-person plural pronouns and 
the second person pronouns used in Obama’s speeches made in the fields of politics and education,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of image construction and pragmatic empathy effect created 
by person deixis, which can offer new ideas to speechm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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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语用身份论认为身份建构具有动态性。形象是身份的一种特征或属性，其建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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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同样具有动态性特征。本研究通过统计奥巴马所做的政治类演讲和教育类演讲中第一人称单数、第一

人称复数以及第二人称代词出现的频数，分析了奥巴马在演讲中通过人称指示语建构的形象以及制造的

语用移情效果，探究了形象建构和语用移情效果在不同类型演讲中的差异，为演讲者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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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演讲是一种特殊的交际形式，也是一门语言艺术。在演讲过程中，演讲者会通过各种语言和非语言

手段，调动听众的情绪，传达自己的思想。发表演讲对公众人物而言有重要意义，演讲才能的重要性对

总统来说更是不言而喻，在竞选和任职期间，他们要频繁地通过各类演说推行政治主张、宣传治国理念，

并以此来树立自己的形象。 
奥巴马出色的、富有感染力的演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演讲中所使用的风格及语言受到

了演讲爱好者与语言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例如强利兵探究了奥巴马演讲中的修辞特点[1]；邹清妹分析了

奥巴马政治演讲语篇的人际功能[2]；董革非，王倩倩研究了奥巴马教育演讲语篇中的隐喻模式[3]。而本

文则将以语用身份和语用移情的相关理论为支撑，对同一演讲者所做的不同类型的演讲进行剖析和对比。 

2. 身份和形象建构及语用移情概念 

2.1. 身份和形象建构 

身份是近年来语用学研究的热点。目前国内外关于语用身份的研究多受到社会建构主义的影响，即

认为身份不是单一的、静止的概念，而是在群体互动中产生的[4] [5] [6] [7]。陈新仁将语用身份定义为“语

境化的、语言使用者有意或无意选择的自我或对方身份，以及说话人或作者在其话语中提及的社会个体

或群体的他者身份”[7]。在交际过程中，语用身份具有话语建构性和动态选择性，交际发生的时间及空

间、发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亲疏关系和相对权势等一系列处在变化之中的语境因素将影响交际者的话语

选择[8]。 
形象是与身份相关联的概念，可被看作是特定身份持有者具备的情感、态度等方面的特征表现。在

交际过程中，身份和形象均可通过语言手段来动态建构，其中人称指示语是一种常见的语法选择[8] [9]。 

2.2. 语用移情 

“移情”最初来自于美学。何自然将其与“语用”结合，并区分了语用–语言方面和社会–语用方

面的移情[10]。何自然认为：语用–语言方面的移情是通过语言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说话人站在听话

人的立场上，刻意地从听话人的角度进行语言的编码，听话人也从说话人的角度去解码，双方由此达成

一种默契的合作关系；而社会–语用方面的移情则主要是在发话时通过充分考虑并尊重听话人的文化、

思想感情等来实现的[10]。为了达到一定的语用移情效果，说话人会主动地理解听话人的想法并从对方的

角度思考问题，以缩小心理距离，达到情感趋同，最终实现交际目的。交际中可以实现语用移情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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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有很多，其中人称指示语是常用的一种[11]。 

3. 演讲中身份和形象建构及语用移情分析 

依据语用身份和语用移情等相关理论，国内学者对奥巴马演讲中身份及形象建构和语用移情效果做

过细致的探究。 
陈新仁以奥巴马的一篇校园演讲为语料，分析了奥巴马对默认身份和对变异身份的动态选择。他指

出在这一次的校园演讲中，奥巴马在使用总统身份的同时还采纳了朋友身份、学生身份、长者身份等变

异身份，这一过程体现了身份建构的动态性特征[8]。张媛媛以奥巴马在 2014 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为研究文

本，从文化语用、词汇语用和句法语用层面分析了奥巴马所建构的关注民生、积极改革、不断进取的总

统形象[12]。 
何晓彤以奥巴马每周电台演讲为例，分析了演讲中人称代词所制造的语用移情效果，指出演讲中所

使用的第一人称复数代词使演讲词听起来更加委婉，同时也拉近了演讲者与听众的距离；而第二人称代

词则可以营造轻松的气氛，消除听众的紧张感[13]。 
张媛媛对奥巴马演讲中形象建构以及何晓彤对奥巴马演讲中语用移情效果的分析为我们带来诸多启

示，但上述研究均将焦点放在了一篇或一类演讲上，演讲者在不同类型的演讲中所建构的形象和制造的

语用移情效果有何异同？这还有赖于更多研究的补充。本研究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探索：以

奥巴马所做的三篇政治类演讲和三篇教育类演讲为语料，探析演讲者在不同语境下所建构的形象的特点。

另外，本文对语用移情效果的分析结果也可以给演讲爱好者带来新的启示，以帮助他们在演讲中取得更

好的交际效果。 

4. 研究内容和方法 

4.1. 语料来源 

奥巴马在就任于美国总统期间，曾多次发表针对广大美国民众的政治类演讲和针对学生的教育类演

讲。本研究的语料由奥巴马在 2009 年至 2013 年间所发表的三篇政治类演讲和三篇教育类演讲组成，其

中政治类演讲分别为：2009 年的就职演讲、2012 年的胜选演讲、2013 年的国情咨文演讲；教育类演讲

分别为：2009 年奥巴马在美国开学日所做的演讲、2012 年奥巴马在巴纳德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2013
年奥巴马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政治类演讲词总字数为 11390 字，教育类演讲词总字数

为 9612 字。 

4.2. 分析方法 

语用身份建构和语用移情的相关理论均指出人称指示语是交际者建构形象和制造语用移情效果的重

要手段。本研究以此为出发点，对比了不同类型的演讲之间人称指示语使用数量的差异，并以此为依据

来分析演讲者在不同语境下所建构的形象的特点。初步分析的结果显示奥巴马在六篇演讲词中使用较多

的人称指示语为：I、me、my、we、us、our、you 和 your。在综合学者们对奥巴马演讲词中人称指示语

的统计方法后，本文采用杨振宇和刘风光的统计方法[14]，通过计算机辅助和人工挑选的方式，将六篇演

讲词中所使用的第一人称指示语(单数)：I、me、my；第一人称指示语(复数)：we、us、our；第二人称指

示语(单数/复数)：you、your 标记出来。各人称指示语出现的总次数及每千字频数将在下文呈现。 

5. 研究结果和分析 

5.1. 奥巴马在政治类演讲中使用人称指示语的情况 

如表 1 所示，在政治类演讲中，第一人称复数在三种人称指示语中出现的频率最高，每千字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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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数为 51.2；其次为第一人称单数，每千字出现的频数为 9.8；最后为第二人称单/复数，每千字出现的

频数为 8.7。 
 

Table 1. The frequency of person deixis in political speeches 
表 1. 政治类演讲中人称指示语频数 

 总次数 频数(每千字) 

第一人称(单数) 112 9.8 

第一人称(复数) 583 51.2 

第二人称(单/复数) 99 8.7 

 
在此类演讲中，奥巴马主要使用的是其总统身份。他在演讲中所使用的第一人称复数缩小了总统与

民众之间的权势差异、缩短了心理距离、制造了语用移情的效果，实现了总统与民众团结一致、共同进

步的情感共鸣[15]。例如， 
Tonight, in this election, you, the American people, reminded us that while our road has been hard, while 

our journey has been long, we have picked ourselves up, we have fought our way back, and we know in our 
hearts that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节选自 2012 年奥巴马胜选演讲) 

在这一段演讲词中，奥巴马使用了一个第二人称复数“you”，八个第一人称复数“we”、“us”和

“our”。第二人称复数“you”意在强调美国公民在国家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仅一个人称代词便增

强了美国民众的主人翁意识。八个第一人称复数则帮助奥巴马进行情感的移位，拉近了自己与听众的距

离，建构了一个亲近民众，积极向上的总统形象；传达了国家元首与民众同甘共苦的讯号；激发了美国

民众决心和政府一起面对困难、共同进步、迎接美好未来的斗志。 

5.2. 奥巴马在教育类演讲中使用人称指示语的情况 

Table 2. The frequency of person deixis in educational speeches 
表 2. 教育类演讲中人称指示语频数 

 总次数 频数(每千字) 

第一人称(单数) 223 23.2 

第一人称(复数) 192 20.0 

第二人称(单/复数) 411 42.8 

 
奥巴马在教育类演讲中主要使用的仍是其总统身份。如表 2 所示，在这类演讲词中，第二人称单/复

数在三种人称指示语中出现的频率最高，每千字的频数为 42.8；其次为第一人称单数，每千字的频数为

23.2；最后为第一人称复数，每千字的频数为 20.0。 
与第一人称复数的语用功能不同，第二人称不会制造强烈的语用移情效果。一方面，这有利于演讲

者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自己的权威性；另一方面，第二人称代词可以使听众拥有更多的被关注感和存在感。

在这样的交流环境中，演讲者的建议更易被认同和接受。例如， 
So whenever you feel that creeping cynicism; whenever you hear those voices saying you can’t do it, (and) 

you can’t make a difference; whenever somebody tells you to set your sights lower—the trajectory of this great 
nation should give you hope. What generations have done before you should give you hope. (节选自 2013 年奥

巴马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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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段演讲词中，奥巴马使用了九个第二人称“you”和“your”，其中未使用第一人称复数“we”。 
教育类演讲的目的在于分享经验，呼吁并教育同学们在学习中不断完善自我，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

音，肩负起国家的责任。但年轻人多秉持自由开放的观念，他们拥有独立的思想并渴望表达自我，若在

针对他们的演讲中使用过分强硬的口气，结果会适得其反。因此，为了使演讲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教育和

引导作用，奥巴马需要建构一个既具有一定权威性和说服力，又能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鼓励同学们积极

进取的总统形象。在这样的要求下，演讲者会相对慎重地使用第一人称复数，而非指令类第二人称指示

语的使用就显得恰当而必要。 

5.3. 政治类和教育类演讲中人称指示语的使用情况对比 
 

 
Figure 1. The distribution of person deixis in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speeches 
图 1. 人称指示语在政治类和教育类演讲中的分布 

 
图 1 反映了人称指示语在政治类和教育类演讲中的分布情况。在政治类演讲中，第一人称复数占被

统计的人称代词总数的 73%，第一人称单数占 14%，第二人称单/复数占 13%；在教育类演讲中，第二人

称单/复数占被统计的人称代词总数的 50%，第一人称单数占 27%，第一人称复数占 23%。 
第一人称单数、第一人称复数和第二人称代词的比例差异反映了形象建构的多样性。总统身份是奥

巴马当时的社会身份，也是他在演讲中主要使用的身份。但在进行政治类演讲时，他会使用大量的第一

人称复数，在总统身份的基础上来建构亲民自信的形象，以增强认同感、亲切感；而在进行教育类演讲

时，他则使用较多的第二人称代词，在营造轻松的交流氛围的同时建构一个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总统形象，

以达到教育的目的。另外，两类演讲中人称指示语频数的差异也反映了语用移情效果的语境依赖性和动

态性。演讲具有鼓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演讲者需要不断地制造语用移情效果。在不同的语境中，演讲

者必须适当地调整语言，有差异地控制语用移情效果的产生，最终实现演讲的目的。 

6. 结语 

通过分析奥巴马在政治类演讲和教育类演讲中所建构的不同形象，本文探析了不同语境中形象建构

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丰富了语用身份论视角下的相关研究。同时，本研究的结果也反映了语用移情效果

的语境依赖性和动态性，进一步说明了语境在建构形象及制造语用移情效果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从本文的探究结果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演讲中建构形象是必要的，但是否需要制造语用移情效果

则要根据交际需要以及所使用的身份和形象的特点而定。演讲者只有在明确了演讲的目的、选择了合适

的视角、使用了恰当的语言、建构了适合的形象后，才能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而使演讲效果达

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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