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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系统功能语法角度出发，对国内新冠疫情类新闻语篇的情态进行研究。从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日

报》中选取30篇相关报道，采用语料库的方法，从情态类型，情态量值和情态取向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探索其情态特点和人际意义。研究发现，在国内新冠疫情类新闻语篇中可能性情态词和义务情态词占大

多数，且多使用中低量值情态词，以隐性主观和隐性客观的方式展现出来。在具体语境下这些情态词可

以保证新闻准确性与客观性，增强新闻说服力和可信度，达到礼貌原则和新闻工作者的自我保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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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modality in domestic COVID-19 news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ic-Functional Grammar. All together 30 related news reports are collected from China 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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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 the representative journal in China. A corpus-based research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modality features, including type of modality, value of modality and orientation of modality, as 
well as interpersonal meanings in the news discour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 domestic COVID- 
19 news discourse, modal words of probability and obligation account for a large part, and me-
dium and low value modal words are more frequently used, all of which are inclined to present in 
an implicit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way. In specific context, modal expressions are served to en-
sure the precision and objectivity of news reports, strengthen their persuasiveness and credibili-
ty, and realize politeness towards readers and self-protection of news ed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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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以 Halliday 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派认为，语言有三个元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

能。其中人际功能关注的是篇章作者和篇章意图中的读者的互动关系，即说话人用语言表明自己的态度，

并影响听话人的态度和行为。人际功能主要由语气和情态来实现，而情态表达的是说话者对事物的判断

与态度，涵盖的是“是”和“否”之间的意义领域[1]。批评语言学家认为语篇可以表达社会机构的意义，

是价值观念的系统化陈述，定义、描写和限制了什么可能说什么不可能说。话语的主观性决定任何语篇

都必须体现意识形态。语篇是在语言的外壳下起操纵作用的社会化意识形态。通过考察语篇的情态系统

既可以弄清发话者对话语命题真实性所承担的责任的程度和对未来行为作出的承诺或承担的义务，还可

以了解发话人对受话人和情景成分的态度以及发话人与受话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和权力关系等[2]。情态意

义分析是研究语篇人际意义和揭示社会意识形态意义的重要途径之一。不少学者已经从系统功能语法角

度对于不同语篇的情态进行分析研究，如演讲语篇[3]、广告语篇[4]和法律语篇[5] [6]，或将英汉情态系

统进行对比分析[7] [8]，但对于新闻语篇的情态研究较少。本文将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出发，对国内新冠疫

情类新闻报道中的情态意义进行研究，探讨其情态主要实现方式，情态类型，情态取向和情态值等特点，

及其语用功能。2019 年底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

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整个社会造成广泛

而深刻的影响。国内关于新冠疫情的新闻报道在本次抗疫过程中起到了鼓舞士气，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

本研究对于新闻工作者在面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如何传递信息，如何正确引导舆论具有借鉴意义，

同时对于新闻语篇的情态研究为语篇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推动了情态理论的运用与发展。 

2. 情态系统 

2.1. 情态类型 

以 Halliday 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派认为，语言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其中，人际功

能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协商关系，即说话人运用语言来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表达观点与态度，影

响他人态度或行为的功能。人际功能主要由语气和情态实现。情态表达说话人对命题和提议的判断和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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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涵盖“是”和“否”之间的意义领域。情态系统包括情态化(modalization)和意态化(modulation)。情

态化指在以交换信息为语义功能的命题中，说话人对命题可能性和经常性的判断，包括可能性(probability) 
和经常性(usuality)。意态化指在以交换物品或服务为语义功能的提议句中，说话人对提议的态度，包括

义务(obligation)和意愿(willingness) [9]。英语情态类型系统分类[10]如图 1： 
 

 
Figure 1. Types of modality  
图 1. 情态类型图 

 
在语篇中，情态可由多种方式来体现。情态化主要通过情态动词(如 will，should，would，could，can

等)、情态副词(如 probably，usually，possibly，always，certainly，obviously 等)，或者两者的结合来实现。

而意态化主要通过情态动词和谓词的扩展(如 supposed to，obliged to 等)来实现[1]，或者两者的结合来实

现。除此之外，其他词类如动词、名词和介词短语等也可以表示情态。 

2.2. 情态量值 

情态表达的是肯定和否定意义之间的中间区域，所以在肯定和否定之间演讲者可以通过不同的情态

词把他的命题表达得更趋向于肯定或否定。这样不同的情态词具有不同的量值即它们可以表示不同程度

的可能性、经常性、义务和意愿。情态量值大致可分为高、中、低三级。情态量值系统[9]如表 1 所示：  
 
Table 1. Values of modality 
表 1. 情态量值 

情态值 可能性 经常性 义务 意愿 

高 certain always required determined 

中 probable usually supposed keen 

低 possible sometimes allowed willing 
 

除了表中所列的词，还有其他的词语或结构可以分别用来表示情态的高、中、低三级量值。如 must，
have to 常常体现高量值；will，shall，would，should，ought to 常常体现中量值；can，may，could，might
常常体现低量值[1]。动词 know 体现高量值；think 体现中量值；imagine，suppose，seem，appear 等体现

低量值。Thompson 认为情态值表明说话人对命题或提议有效性的承诺：说话人可以对命题的有效性表示

较高或较低的肯定，如 It will/may rain，或者施加较高或较低的压力使其他人完成指令[11]。不同值的情

态词的使用表明说话人对命题或提议的不同程度的承诺。 

2.3. 情态取向 

情态意义的体现由情态的取向系统决定[1]。情态取向表明说话人涉入命题的程度，分为主观取向和

客观取向。主、客观取向又可进一步分为显性主观、显性客观、隐性主观、隐性客观。显性主观强调主

观性，显性客观创造客观性，两者主要由小句表达。在显性主观情态中，体现情态意义的小句通常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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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认知型心理过程，如“I think, I want, I believe”等，以突出说话人自己主观的观点。显性客观一般由

一个关系过程的小句来体现，如“it is likely, it is certain, it is possible”等。说话人可用其来淡化自己的观

点，为本来只是一个看法的东西增添客观性。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隐性主观和隐性客观，前者主要

由情态动词来体现，后者主要由情态副词来实现。如表 2 所示： 
 
Table 2. Orientation of modality 
表 2. 情态取向 

情态取向 显性主观 隐性主观 隐性客观 显性客观 

可能性 I think she knows. She will know. She probably knows. It is likely that she knows. 

经常性  He will sit quiet. He usually sits quiet. It is usual for him to sit quiet. 

义务 I want him to go. He should go. He is supposed to go. It is expected that he goes. 

意愿  Jane will help. Jane is keen to help.  

3. 语料的选取与分析 

本着分析的客观性和有效性，本文遵循具有代表性的原则，从《中国日报》中选取国内新冠疫情类

新闻语篇 30 篇作为研究对象。《中国日报》作为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是国内外高

端人士首选的中国英文媒体，是唯一有效进入国际主流社会、国外媒体转载率最高的中国报纸，也是国

内承办大型国际会议会刊最多的媒体。《中国日报》(China Daily)是中国国际传播具有代表性的媒体，也

是国家形象构建的重要平台。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首先用人工标注的方法，对 30 篇新闻语篇的

情态类型，情态值和情态取向进行标注。在分析过程中，本文参考一些权威论著并结合语境来确定情态

的情态意义，保证了分析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之后通过自建语料库，运用工具 AntConc (3.5.8)检索查找

功能将标注文本中的三个指标进行统计，归纳总结出国内新冠疫情类新闻语篇的情态特点，包括最常见

的情态实现手段，其主要情态类型，情态值及情态取向的特点，以及这些情态词在具体语境中的语篇功

能和人际意义。 
本研究致力于解决以下问题： 
1) 在国内新冠疫情新闻语篇中，常见的情态词、情态实现方式有哪些？ 
2) 它们在情态类型，情态值和情态取向方面有何特点？ 
3) 这些情态词在语篇中具有什么人际功能？ 

4. 分析结果与讨论 

经过检索统计。国内新冠疫情类新闻语篇中含有少量带有情态意义的词，体现了新闻语篇本质的客

观性与准确性的特点。其主要的情态实现方式为情态助动词，还有部分的情态副词，动词，情态形容词

性谓语，情态附加成分和投射小句。最常用的前 10 个情态词呈现在表 3。 
 
Table 3. The most commonly occurred modal words and their frequency 
表 3. 常见情态词及次数 

序号 常见情态词 次数 

1 will 79 

2 can 51 

3 should 35 

4 may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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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5 would 24 

6 still 19 

7 must 14 

8 might 10 

9 likely 10 

10 be expected to 8 
 

从上表可以得出，最常见的情态实现形式为英语中的核心情态动词，其中 will 是国内新冠疫情类新

闻最常用的情态动词，出现频次为 79，既表示可能性，多用于间接引语，是报道者对说话人意义的传达，

又可以表示意愿，愿望或决心，用于直接引语，表达报道者对事件的态度，而 can 和 should 紧跟其次，

分别出现 51 次和 35 次。其他常见的情态表达包含 still 和 likely 等情态副词和 be expected to 等情态形容

词性谓语。 

4.1. 情态类型分析 

Table 4. Distribution of types of modality 
表 4. 情态类型分布 

情态类型 次数 频率 

可能性 194 63% 

经常性 37 12% 

义务 61 19.8% 

意愿 16 5.2% 

 
从上表 4 可以看出，国内新冠疫情类新闻语篇出现的情态词多表示可能性，与概率相关，共出现 194

次，占全部的 63%。情态意义就是“是非”之间的度。客观世界是无限的，而我们的语言是主观的，我

们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认知也是有限的。当我们用语言来再现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理解时，我们有

时会缺乏足够的证据而显得不是那么信心十足，我们就会想方设法在言语表达中给自己留一定余地而又

不影响信息的传递[12]。大量表示概率可能性的情态词的使用，验证了报道者在对事件进行陈述报道的同

时由于对消息不够肯定、不太清楚、不太重要或者为自己留下回旋余地。其次，表示义务的情态词占

19.8%，位居第二。在国内新冠疫情类新闻语篇中，大量表达义务的情态词可强调国家政府和普通民众所

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增强读者的使命感与参与感，引起共鸣，一定程度上促进每个人从身边做起，积

极抗疫。 

4.2. 情态量值分析 

Table 5. Distribution of value of modality 
表 5. 情态量值分布 

情态量值 次数 频率 

高 35 11.4% 

中 160 51.9% 

低 113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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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 5 可以得出，国内新冠疫情类新闻语篇多采用中低量值的情态词，占 88.6%，高量值情态词所

占比例最小，仅占 11.4%，中低量值情态词使用远远超过高量值情态词使用。通过分析新闻语篇，中低

值情态词如 will，would，should，likely 等占绝大多数。新闻报道者希望其报道能得到读者肯定的评价，

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读者的思想，使用中、低量值情态词，在避免给人武断或强加于人的印象的同时，又

以较为婉转、缓和的语气向社会成员传达其思想，从而更容易使人们所接受。而中量值情态词的使用高

于低值情态词，是因为低量值情动词语气较弱，所含不确定性程度较高，而新闻语篇具有一定权威性，

其语言都要求准确、严谨、客观。相对于低量值情态词而言，中量值情态词的使用既能使语言具有非绝

对性，又能委婉地表达报道者的思想观点，而便于报道者灵活地掌握和控制。 

4.3. 情态取向分析 

Table 6. Distribution of orientation of modality 
表 6. 情态取向分布 

情态取向 次数 频率 

显性主观 12 3.9% 

隐性主观 176 57.1% 

隐性客观 97 31.5% 

显性客观 23 7.5% 
 

从上表 6 可以看出，在国内新冠疫情类新闻语篇中，隐性主观和隐性客观占大部分。通过分析新闻

语篇，will，should，likely，possibly 等用于表现隐性主观和隐性客观的情态动词和情态附加词频繁使用。

新闻报道的撰写者，更多关注事件本身的发展，他们尽量避免直接将自己的观点以投射句的形式表达出

来。他们更愿意将自己的主观态度与命题或提议相结合，归入到一个简单句当中。这样在反映事件真实

性的基础上，可以削弱自己的主观性，增强事件报道的客观性。 

4.4. 语篇功能与人际意义 

4.4.1. 保证准确性与客观性 
在疫情期间，新闻记者很难在短时间内掌握所有相关信息，无法描述一些具体信息或预测一些具体

情况，他们会通过使用一些情态词来表达这种不确定性，使新闻的表述更加符合客观事实，避免让读者

觉得新闻内容过于武断或绝对，保证新闻语篇的准确性与客观性。 
1) All 10 close contacts of the patient and more than 7,400 people who might be exposed to the virus in the 

case tested negative for coronavirus. 
例 1 中，通过使用低量值情态动词 might 表示可能与推测，与概率和可能性相关，表达新闻撰稿人

对于密接者可能接触感染新冠病毒这一事件的不确定性，给事件发展留下一定的空间，为自己留下回旋

余地，准确地传达了原信息，保证了新闻语篇的客观性。 

4.4.2. 增强说服力和可信度 
新闻工作者可以通过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方式为报道增添真实感，体现报道的客观公正及语言的

准确严谨，提高可信度，被公众广泛而自然地理解和接受。同时也可以通过高量值不同类型的情态词选

择，表达高程度的承诺，增强对读者说服力。 
2) Ruan added that China shouldered more than its due responsibility, and China’s donation of COVID-19 

vaccines will certainly help countries in need to move a step closer to achieve i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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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中，高量值情态副词 certainly 的使用，表示意愿与推测，体现说话人对所说话语的高度承诺，

体现了中国帮助其他国家一起抗疫的坚定决心与信心，间接引语的使用使新闻更具有权威性，提高了新

闻的可信度，对于读者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4.4.3. 遵循礼貌原则 
Leech 认为，在言语交流中, 话语越间接, 供受话人选择的余地就越大, 话语也就越礼貌[13]。新闻语

篇中，撰稿者的情态词选择往往考虑到礼貌原则，话语所含情态意义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话语的礼

貌程度，往往他们会采用中低量值的情态词，以委婉缓和的方式传达信息，以减少冲突和负面影响。 
3) Zhong believes similar measures would also work in other countries currently battling the pandemic. 
例 3 中，中量值情态动词 would 表示应该与义务，中值义务性情态词大大缓和了语气，以委婉的方

式给读者较小程度的压力，使读者有可能采取行动，也将是否采取行动的决定权留给了他们，体现了礼

貌原则，有利于调节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使信息更容易被读者接受。 

4.4.4. 新闻工作者的自我保护 
新闻撰稿者有时会将自己的主观态度与命题或提议相结合，削弱自己的主观性，同时还会通过一些

间接缓和语来将责任归于第三方，将自己对信息真实性承担的责任降到最低，以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 
4) “I think that the problem is that many of the regions in the US are not proactive. They are only reactive 

when problems appear,” said Ho. 
例 4 中，I think 作为情态隐喻，强调投射句后面的观点，是显性主观的情态表达，撰稿者直接引用

显性主观的信息，大大地削弱了自己的主观态度，突出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将自己所承担的责任降

到最低，避免与读者产生主观判断上的冲突，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 

5. 总结 

本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出发，对国内新冠疫情类新闻语篇的情态系统及人际意义进行研究，从

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日报》中选取 30 篇新闻报道作为研究语料，自建语料库。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得

出，新闻工作者选择不同类型、不同取向和不同量值的情态词为了不同的考量和立场。国内新冠疫情类

新闻语篇的情态实现方式多样，主要以情态助动词和情态副词为主，最常见的情态助动词包括 will，can，
should。同时使用较多的可能性情态词和义务情态词，来表达一定的不确定性以增强新闻语篇的精准性和

客观性，强调国家与个人的责任与义务，增强个人参与感。新闻撰稿者多使用中低量值情态词以委婉缓

和地传递信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读者，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这些情态多以隐性主观和隐性客观的方式

体现，削弱个人主观性，增强新闻事件的客观性。在具体的语篇语境中，各类情态词主要的语篇功能和

人际意义包括保证新闻准确性与客观性，增强新闻说服力和可信度，达到礼貌原则和新闻工作者的自我

保护的目的。本研究由于语料有限和人工标注等因素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于情态系统在新闻文本语

篇分析和理论运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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