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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基于Martin等人提出的评价理论，以美国《每日科学》发布的题为“在沿海地区看到更多的物种，

可以提高人们的幸福感：生物多样性的另一个好处(Seeing more species at the coast improves well-
being: Yet another benefit of biodiversity)为语料，探究评价系统的生态意义。研究表明，所选新闻语

料涉及态度、介入、级差三种评价资源，其中介入资源使用频率最高，其次是态度和级差资源。不同评

价资源通过不同的方式协同生态主体的生态观念，发挥了语言对社会活动的干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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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appraisal system, the author adopts appraisal theory and 
takes the news “Seeing more species at the coast improves wellbeing: Yet another benefit of bio-
diversity” published in Science Daily as corpu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selected corpus invo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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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types of appraisal resources: attitude, engagement, and gradation. Engagement is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resource compared with two others. Different appraisal resources convey people 
ecological conceptions through different approaches, which shows language an intervention role 
in soci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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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人类和自然的关系遭到了严重破坏。在此背景

下，人们开始从生态学的视角看待周边的事物，生态语言学应运而生。韩礼德认为，语言学和语言一样，

是一种干预社会的手段，可以为生态保护贡献力量[1]。美国学者豪根首次提出“生态语言学”，拉开了

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序幕[2]。韩礼德关注语言在生态问题中的作用，丰富了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内容，扩大

了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范围[3]。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生态语言学近年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针对生态话语分析的研究仍相对

较少。评价系统是重要的分析语篇的工具。在新闻语篇中，作者常常利用各种评价资源联盟读者。阿伦·斯

提布认为，语篇的评价模式分析对揭示作者的潜在生态观念十分重要[4]。评价功能属于系统功能语言学

的一个分支，我国学者黄国文认为，采用系统功能语言学进行生态话语分析突出了语言在社会活动中的

干预功能，能够在语境中研究语言的使用[5]。因此，从评价系统角度对文本进行生态话语分析具有可行

性。 

2. 理论基础 

评价系统是语言人及功能的发展，关注语篇中可以协商的各种态度，能够有效调节作者、被评价者

以及读者三方之间关系的关系。评价理论由 Martin 提出，后经 White 等人得到了发展。评价系统可以分

为三个态度、介入、级差三个子系统。态度系统是评价系统的核心部分；介入用来表明语篇和作者声音

的来源；级差系统提高或降低说话者或作者评价的程度。态度系统协调读者和被评价的自然客体间的关

系。 
态度系统之下可以分出情感、评判和鉴赏三个子系统[6]。态度系统是有极性的，即态度系统下的每

一支都有积极和消极态度之分。例如：a kind lady、a beautiful scenery 两个词组中的形容词表达了评价主

体对评价客体的积极态度。而在词组：an awful man 中形容词“awful”则是评价主体向读者表明了自己

的消极态度，引发读者对评价客体“man”的消极态度。 
介入系统调节作者和读者间的对话空间，介入系统可以分为单声和多声。作者通过单声的手段对命

题进行直接陈述。单声关闭了对话通道，对话空间与多声相比降至最小[7]。多声表现为，作者以多种方

式把多种观点在语篇中进行陈述以及讨论。多声可以分为对话扩展和对话收缩。对话扩展通过允许其他

立场存在扩大作者和读者间的对话空间。对话收缩通过限制立场关闭对话可选择空间，进而压缩对话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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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差系统表明评价的强度。级差可以分为语势(force)和聚焦(focus)两个系统。语势和聚焦同样也有上

扬和下降两极。通过语势，说话人借此把人际印象以及说话人言语的分量提升或降低。通过聚焦，说话

人把其语义类型的焦点变得模糊或清晰。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文在生态话语分析的视域下，运用评价理论对所选取的新闻语料进行分析和解读，主要回答以下

研究问题： 
1) 所选新闻语料的评价资源分布呈现出什么特点？ 
2) 所选新闻语料是如何通过态度、介入以及级差资源传达生态观念，从而实现语言在社会活动中的

干预功能？ 

3.2. 语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2022 年 5 月 11 日，美国每日科学(Science Daily)网站发布了一篇关于生物多样性对处在沿海地区的

人类幸福感影响的报告。每日科学是美国科普文章专题新闻网站，该网站于 1995 年由科学家丹麦·霍根

创建，所选文章均来自于大学和其他机构所提交的新闻稿，因此该网站的报道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影响

力。 
根据黄国文所说“以人为本”的生态观，人类要在保持生态平衡的条件下取之有度的利用自然资源，

在生态环境上，人类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自己的生活。通过对所选报道的话语分析，发现其运用评价资源

不仅引导大众思考人类应在环境恶化的大背景下主动思考人类和生物多样性的关系，还提供给了读者思

考这一问题的视角，即从生物多样性与关系到人类自身福祉的角度来思考生物多样性的必要性。因此，

选取该语料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生态意义。 
所选语料共有 586 个单词。本文用 UAM Corpus Tool 从态度、介入、级差三个评价系统对语料进行

手动标记。首先，对三种资源在文中占比以及文中被评价的客体进行分析，接着分别对三种资源进行分

析，最后分析文本构建了何种生态话语。 

4. 数据分析与发现 

从态度、介入、级差对选篇评价性词汇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所选语料中评价性词汇共有 67
个，其中介入性词汇使用最多，共有 28 个，占评价词汇总数的 41.8%；其次是态度系统，共有 21 个词

表明态度，占比 31.3%；级差性词汇使用较少，共有 18 个，占比 26.9%。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appraisal resources employed in the data 
表 1. 所选语料三类资源所占比例 

评价系统 频次 占比 

态度 21 31.3% 

介入 28 41.8% 

级差 18 26.9% 

4.1. 态度与生态关系的构建 

态度资源协调读者和被评价的自然客体间的关系。表 2 为对文中态度资源的极性进行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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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istribution of types of attitudinal resources in the data 
表 2. 态度资源的极性 

态度 频次 占比 

积极 16 76.2% 

消极 5 23.8% 

 
说话人在语篇中运用了大量的积极性词汇。其中，“interesting”共出现 4 次，“calming”出现 3 次。

文中评价主体产生积极评价的客体包括“places that contain lo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plant and animal”、

“diverse scenes”、“diversity and naturalness”以及“biodiversity”等，这些客体是对生物多样性的不同

表达方式。说话人以此协调读者和自然生态间的关系，表明自身对生物多样性持支持的看法，并在潜移

默化中影响读者，联盟读者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积极印象，最大程度发挥语言在生态问题上的干预作用。 
消极性态度在文中仅仅出现了 5 次，评价的客体为“seaweeds”。例如：Anecdot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people may associate marine life such as seaweeds with unpleasant slimy textures and smells or perceive 
them to be messy additions to coastlines. As such, having a greater variety of coastal species may not lead to the 
same positive effects on wellbeing as are observed on land。以“messy”以及“slimy”评价海藻可能会给人

带来粘腻、一团糟的感官印象，这一观点看似将人类和被评价的生态客体之间置于一种紧张的关系。然

而，虽然评价理论以词汇语法为框架，在语篇分析的过程中，积极和消极情感的划分并不能完全通过词

汇意义来判断，而是要考虑词语的语境意义[8]。从语境的角度分析，前文运用情态动词“may”介入对

话，扩大了对话的转圜余地。说话人向读者传递了这样的观念，海藻给人类带来的消极观感只是有待商

榷的传言。因此，笔者认为，在生态语言学的视角下，可讨论空间较大的消极性评价为后文反驳这一观

点留有余地，更加突出了上文对生物多样性的积极作用的肯定程度。 
除此之外，语料还运用了隐性评价。隐性评价是评价主体间接的传达自身正面或负面价值的手段。

隐性评价的实现主要通过语境，是语义变化受限小，态度意义不饱和的表达[9]。“The older sea wall and 
the rip rap were seen as more “natural” and therefore viewed more positively than the more “artificial” regular 
sea wall.”在此句话中，虽然没有明确的态度词语作者间接表明了对常规的人工海堤的负面评价。文本向

读者传输了景观自然化的重要性，从侧面呼吁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 

4.2. 介入与生态关系的构建 

介入资源调节作者和对话空间。介入资源可以分为单声和多声。多声可以分为对话扩展和对话收缩。

对话扩展允许其他立场存在扩大作者和读者的对话空间。对话收缩通过限制立场关闭对话可选择空间，

进而压缩对话空间[10]。表 3 为对文中介入资源进行的标记。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engagement resources in the data 
表 3. 介入资源类型 

介入类型 频次 占比 

对话扩展 14 50% 

对话压缩 14 50% 

 
所选语料中对话扩展和压缩资源所占比例相同。文中作者在陈述观点时使用了情态隐喻(be likely to)

以及情态动词(may、may not、might)，其中“may”在文中出现了 3 次。这些情态动词情态值中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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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情态动词既增强了文本的可信度，又不至于让评价显得过于武断。说话者同受众之间并非是一方强

迫另一方接受观点，而是缓和了双方的关系，增加了说话者同文章受众之间对话的对话空间。根据何伟

等人的生态话语分析模式，生态话语分析的实质只是探究人与自然，人与天地的关系问题，还要探究国

家与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介入资源的生态意义在于包容其他声音，使说话

者与受众这两个生态主体之间的生态关系趋于和谐，同时联盟各生态主体以构建平等、合作的生态关系。 
所选语料中对话空间的压缩主要靠声明来实现，对话压缩的手段有利于持同一观点的言语社团内部

团结，排斥了不同立场的生态主体进入对话[11]。文本借助多个权威性评价主体的声音，通过强化和明确

进一步将语篇中提到的观点加深为不容推翻的断言。例如：“Swansea University has revealed…”、“The 
findings provide further evidence that…”、“The survey found that…”。这些评价主体声音的加入使文本

显得更加客观，语言呈现出劝说希望读者相信文中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福祉息息相关这一观点的作用。大

量权威性评价主体如“evidence”、“findings”、“the survey”、“Swansea University”的发声增强了

观点的可信度。说话人试图使读者相信文中起干预以及引导作用的语言是经过科学论证的，进一步联盟

持相同观点的语言社团内部读者接受生物多样性促进人类福祉的观点，以期达到保护生态的目的。 

4.3. 级差与生态关系的构建 

级差资源表明评价的强度。级差可以分为语势和聚焦两个系统。表 4 为对文中级差资源进行的标记。 
 

Table 4. Distribution of graduation resources 
表 4. 级差资源类型 

级差 频次 占比 

语势 14 77.8% 

聚焦 4 22.2% 

 
级差资源也可以起到调节对话空间的作用。其中，低程度的语势和低清晰度的聚焦可以扩展对话空

间，有利于语言团体内不同观念的并存；高程度的语势和高清晰度的聚焦则压缩了对话空间，限制了语

言团体间其他声音的存在。语料中所有出现的语势和聚焦全部为高程度和高清晰度，因此，留给读者的

对话空间较小。 

5. 结语 

本文对每日科学关于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福祉关系的报道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所选新闻语料中，

分布最多的评价资源是介入资源。态度、介入以及级差资源分别通过不同的方式向读者传递着不同的生

态观念，三者相辅相成，合力实现语言对生态的干预作用。态度资源协调读者和被评价者的关系，通过

积极和消极性词汇将自身对观点的态度取向传递给读者。对生态环境的积极评价起到了干预读者同作者

一起对生态和谐产生积极印象的作用。生态话语分析中的介入资源通过调节作者和读者的对话空间对读

者的生态观念产生影响。对话扩展联盟语言社团内外生态主体建立合作的生态关系，而对话收缩则将文

中的生态观点以可信度高的形式呈现出来，从而排斥与之相反的生态观点，进一步加深持相同观点的读

者的观点。级差资源同样表明了生态观点的强度，起着影响读者观点的作用。生态文本中大量评价资源

的运用同时也反映了新闻报道的本质，即报道者看似客观的方式主观传达客观事实，目的是对读者的心

理、行为等方面产生影响[12]。 
在生态破坏日益严重的今天，从评价理论的角度进行生态话语分析有利于揭示语言和生态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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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发挥语言解决现实生活中问题的能力，从而呼吁人们重视生态问题。因此，从评价系统的角度分析

生态话语分析不仅能够促进人与自然关系良性发展。这也启示着人们，只要社会还在发展，生态语言学

的发展就是十分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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