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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ise of China, the western countries believe that the enhancement of Chi-
na’s influence is to form a confrontation with Western civilization trying to stigmatize China’s in-
ternational image. In this context, China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initiated the Conference on Dialogue of Asian Civilizations to ex-
plain the inclusiveness, equality and openness of China’s civilization to the world, and to contri-
bute China’s wisdom, China’s plan and China’s strength to common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world. Taking Xi Jinping’s keynote speech at the 2019 Conference on Dialogue of Asian Civili-
zation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uses Fairclaugh’s discourse analysis approach to analyze the 
speech.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 this speech, the national leader use conceptual metaphor, inter-
textuality at the text level, and interdiscursivity at the discourse level to explain China’s civiliza-
tion outlook and new diplomatic concepts, which helps to arouse the audience’s sympathy, pro-
mote the world to understand China’s civilization outlook properly,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a’s civilization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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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影响力的增强是为了与西方文明形成对抗，给中国国际形

象带来污名化。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议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向世界阐释中国文明的包容性、平等性、开放性，为实现全球共同发展繁荣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国力量。本文以习近平在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演讲词为例，运用费尔克劳(Fairclaugh)的语篇

分析方法对该演讲词进行语篇分析。结果显示，国家领导人在对外演讲中通过在文本中恰当地运用概念

隐喻、在文本层面进行互文、话语层面进行互语等策略，来阐释我国的文明观和外交新理念，有助于引

起听众的共情，促进世界理解我国的文明观，进而为我国文明观的建构与传播提供了借鉴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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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普遍恐慌。国际舆论有一些言论和说法，认为中

国影响力的增强是为了与西方文明形成对抗，给中国国际形象带来污名化。理论构建的文化根基差异为

不同国家之间彼此理解和诠释各自的对外政策和行为造成了困难，对于处于弱势话语地位的国家尤其如

此，如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交理念和政策经常理解得不全面、不准确、不到位[1]。 
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向世界阐释中国文明的包容性、平等性、

开放性。2015 年 3 月 28 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正式提出了“亚洲命运共同体”

概念，并倡议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2019 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聚焦“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

体”的主题，旨在传承弘扬亚洲和世界各国文明成果，搭建文明间交流互鉴的平台，促进亚洲协作互信，

凝聚亚洲发展共识。习近平在 2019 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的演讲作为一种语言符号、话语实践及社会实

践，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国际秩序和两种文明观，并表达了建构国际文明新秩序的美好愿景。 

2. Fairclough 的话语实践分析框架 

本文采用 Fairclough 新的批评性语篇分析框架[2]。该框架以社会问题为导向，以社会变革为研究目

的，突出话语实践作为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连接体的作用，重点对话语实践展开分析[3]。 
Fairclough 认为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是一个同时包含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话语事件，

是构成社会实践活动的符号成分。Fairclough 的三维分析框架，以处于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起到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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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作用的话语实践为研究的核心[3]。Fairclough 对话语实践的分析包括研究文本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过

程。具体来讲，对话语实践的分析包括对话语秩序的分析(结构分析)和对话语互动的分析(互动分析)。前

者是社会结构在话语符号层面的反映；后者则是对具体的符号活动的分析，如对话、访谈、文本及电视

节目等[3]。其中，互动分析是批评性语篇分析的核心和关键环节[2]。 

3. 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演讲的话语实践分析 

话语是社会实践、话语实践、以及篇章三者的复合统一体[4]。首先，从篇章层次上看，习近平在亚

洲文明对话大会的演讲是一种特定的体裁，以正式语体为主。其次，从话语实践层面看，国家领导人演

讲作为外交话语是政治领域实践活动的重要形式，它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影响着国家形象和国际关系的

发展。最后，从社会实践层面看，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的演讲是国家外交行为的组成部分，该

演讲词背后是代表中国政府的机构话语、国家话语，体现着国家意志和外交政策，表达着中国立场、态

度和观点。因此，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演讲作为政治语篇是一种话语实践，不仅在社会实践中

产生，而且反作用于社会，为建构未来世界文明新秩序提供中国的实践和经验智慧。 

3.1. 结构分析 

根据 Fairclaugh 的理论，在宏观层面，结构分析即是对话语秩序的分析，通过对话语秩序的分析来

揭示语篇之间的这种等级关系，进而揭示语篇背后的权力关系[3]。 
话语秩序是社会秩序在语篇层面的反映，是社会文化实践在语篇上的历史印记[4]。话语秩序是符号

差异的社会结构——是不同的意义表达方式(即不同的话语，体裁和风格)之间关系的特定社会秩序[2]。 
话语秩序的一个表现是支配性：在特定的话语秩序中，一些表达意义的方式是占主导的或主流的，

其他的则是边缘的、对立的或“可替代的”[2]。在习近平演讲词中，话语秩序体现在以西方世界主导

的“文明冲突”话语和中国及亚洲各国所认同的“文明共存”话语的关系上。“文明冲突”(即西方文

明观)话语的核心是“冲突”，认为文明之间必然会产生冲突。中国所倡导的“文明共存”(即世界文明

观)话语认为文明是多元、平等的，呼吁不同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虽然近年来，随着国力的

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也逐渐掌握了一些话语权，但当今世界仍由西方国家主

导，西方国家的文明观话语仍甚嚣尘上。虽然这两种话语可以同时出现在公开演讲中，出现在互联网

和新闻报道中，但是西方世界占主导的“文明共存”话语相对于中国所主张的“文明共存”话语仍然

处于主导地位。 
话语秩序的第二个特点是语体链。语体链也是体现着结构关系的话语秩序。语体链是通常情况下不

同语体间的顺序关系[3]。关于该演讲词的语体链，主要针对该大会前、中、后期三个阶段展开谈论。 
首先，在发表演讲之前，习近平在大大小小的对外交往活动及会议上提出过“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同时，中国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与有关的国家开展了多层次多领域的文

明对话和文化交流活动，为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外，在会议之前，举办新闻发

布会，各主流媒体对该会议及领导人即将发言进行报道宣传，引起国内外对此次会议的关注。会前的具

体语体链如下： 
2019 年 5 月 9 日，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徐麟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将于 5 月 15 日在北京隆重开幕。 
2019 年 5 月 11 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主题纪录片《亚洲文明之光》。 
2019 年 5 月 13 日至 16 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新闻中心运行。 
2019 年 5 月 15 日晚，亚洲文化嘉年华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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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会议之前的语体链可以看到，一方面，新闻报道为会议及习近平演讲打造舆论优势，引发关注；

另一方面，这些新闻报道、纪录片、发布会、新闻中心、文化嘉年华等的主体都是我国政府，通过不同

语体服务于会议主题和倡议，使各国来宾全方位、多感官地感受中国的外交新理念。 
会议期间，除了开幕式以外，还包括六个平行分论坛、亚洲文化嘉年华、亚洲文明周活动，共四大

板块，涉及相关活动 110 多项。围绕会议主题开展的分论坛、展览、巡演、文化沙龙、美食节等从不同

侧面，以多种体裁和形式与会议主题相呼应，成为各国文明交流互鉴的缩影。同时，会议期间官方媒体

的专题报道，也构成语体链的重要一环。例如，新华网针对“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展了一系列报道，

对进行深度解读。 
会后，大会在广泛凝聚各方共识基础上，与会各国达成广泛共识并发布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2019

北京共识》文件。同时，参加大会的中外机构签署了一系列多边、双边倡议和协议，发布一批重大项目

成果和研究报告，形成了一批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务实举措和合作成果。 
通过观察发现，无论是会议前期习近平在外交活动上的讲话、媒体的相关报道、政府办公室新闻发

布会、还是会议期间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专家发言，抑或是会后发布的会议共识，签署的多边协

议，发布的项目成果和研究报告等，这些不同的语体在时间上前后进行，在主题上相互呼应，形成一个

语体链，共同烘托出此次文明交流大会“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题。 

3.2. 互动分析 

互动分析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一个是互语分析，一个是语言/符号分析。“互语”总的来说指语篇

与语篇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语言/符号分析”包括对文本整体结构的分析、小句子整合、小句以及

词汇等的分析[3]。本文在“语言/符号分析”层面主要针对习近平演讲词中的词汇隐喻含义和整体结构的

进行分析。 

3.2.1. 互语分析 
互语分析是对特定文本所混合的语体、话语、风格的分析，以及不同的语体、话语或风格是如何在

文本中表达(或“工作”)的。这一层次的分析介于对文本的语言分析和对社会事件和社会实践的社会分析

之间[5]。因此，互语分析既纵向地识别出一个文本所采用的不同语体和话语，又横向地分析这些话语和

语体在文本中如何协作的[2]。 
纵向结构方面，不难发现演讲中主要出现了两种不同体裁的文本形式。一种是“叙述性的文学体裁”，

另一种是“呼吁性的倡议体裁”。前者在演讲词中回顾亚洲文明部分尤为明显(原文第 5~8 段)。习近平

在演讲中通过运用叙述性的文学体裁形式，将亚洲文明发展史缓缓道来，更容易引起听众的共情，描绘

了一幅血脉相连的、有着共同追求的亚洲文明图，向世界表达“文明平等”、“文明共存”、“文明互

鉴”的文明观是亚洲各国共同的、历史的选择。至于后者，由于此次演讲目的就是发起中国倡议，因此

呼吁性的“倡议体裁”在文中随处可见。首先，文中多处以“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为段与段之

间的连接，这一称呼语的使用多是倡议书体裁的特征。其次，习近平在演讲中提到亚洲人们的三个共同

期待和中国的四点主张、四项中国行动时，大多运用呼吁性的“倡议体裁”，通过充满力量和号召力的

表达方式，向听众及世界表达亚洲人民期待和中国主张。 
横向结构方面，该演讲叙述性的“文学体裁”与呼吁性的“倡议体裁”之间存在着经常性的转换，

这种转换构成了演讲中“倡议的必要性(原因)阐释”与“发起中国倡议”之间的自然过渡。这样的行文使

中国倡议的发起更加自然、更加有理有据，表明了“中国倡议符合亚洲各国的共同期待”的事实，从而

成功表达了此次大会中方所期待的“亚洲各国避免争端和分歧，重点就亚洲人民共同期待、合作共赢的

方面展开交流和对话”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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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互文分析 
互文性是指文本所具有的对其他文本片段的摄取性，这种摄取性既可以与其他文本片段形成明确的

对立，也可以与其融合，表现形式为吸收、抵触、反讽呼应等[6]。习近平在 2019 年亚洲文明大会上的演

讲中多次出现互文。 
一方面，作为大会主题的“命运共同体”话语多处出现，形成互文。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记者会上的讲话致辞，到在 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的致辞，以及习近

平与希腊总统的会谈，这些讲话中都提到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大

会上演讲的主题相一致。同时，此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文明对话”的主题其实就是“一带一路”高峰

论坛上所倡导的“文化交流”，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和重点方向。 
通过融合和吸收先前讲话提到的“命运共同体”概念和解释，与之相呼应，形成互文，体现了“命

运共同体”话语的体系化，说明了“亚洲命运共同体”概念与中国一贯坚持的外交理念相契合，属于“命

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细分话语；而文明交流互鉴则是命运共同体建设在文化建设方面的体现；同时，

这也体现了“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另一方面，习近平在演讲提出了文化交流互鉴的“四点主张”(即，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

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这四点主张，实际上是

对五年前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系统阐释的三点态度和原则(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

文明是包容的)的继承与发展。今日所说的“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便是坚持“文明是多彩的”；“坚

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体现了中国一贯坚持的“文明是平等的”观点；而“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则体现了中国所提倡的“文明是包容的”主张。习近平通过间接引用先前演讲中所提出的倡议，与之形

成互文，既有利于唤起人们的共情，加深理解，又体现了坚持平等、包容、开放的文明观是中国的一贯

主张。 

3.3. 语言/符号分析 

3.3.1. 文本整体结构分析 
根据文本各部分所要完成的任务，从整体结构上看，该演讲的基本的结构是：发起倡议 + 倡议背景

(原因) + 提出方案 + 重申态度 + 再次倡议。具体来讲，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首先，作为此次大会的发起国和主办方，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开幕式上的发言欢迎各国来宾，表达了

此次会议的主题，即发起倡议(第 1~3 段)；习近平主席回顾亚洲文明史(第 5 段)，列举亚洲文明成果(第 6
段)，展现亚洲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发展壮大的历程(第 7段)，阐明亚洲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重要贡献(第
8 段)，进而首次提出“文明自信”的概念(第 9 段)。 

其次，明确此次会议举办的背景(原因)：一方面(第 2、3 段)应对当前国际形势和人类面临的全球性

挑战的需要；另一方面，开展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是出自亚洲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接着，贡献中国方案：一方面，提出交流互鉴四点主张，另一方面，宣布四方面行动计划。 
随后，表明中国态度，即采纳世界文明观念，坚持文明是平等的、包容的、共存的。该演讲词层层

递进，以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向世界表态：中国自古至今一直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践行者。 
最后，再次发起倡议：号召亚洲各国为亚洲交流互鉴贡献方案，拓宽路径。 

3.3.2. 词汇层面的概念隐喻分析 
概念隐喻理论揭示了作为认知模式的隐喻性语言普遍存在于人类的思维中，且体现在语言使用的方

方面面。拉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 [7]指出，概念隐喻的认知机制足是将始源域(source domain)的
图式结构映射到目标域(target domain)通过始源域的结构来构建和理解目标域。源域即喻体，是一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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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具体的、易于理解的概念。目标域即本体，是一个陌生的、抽象的、较难理解的概念。概念隐

喻就是通过跨域映射，把自己熟悉的认知域映射到陌生的认知域上，以达到自己最初认知的目的。在文

本方面，针对该演讲中的概念隐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演讲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隐喻主要有两大类：建

筑隐喻和有机体隐喻。 
首先，建筑隐喻在阐释国家政策和倡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个建筑包括基础、建设者、设计师、

建筑材料、长期的建筑过程以及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8]。由于人们都熟悉建筑搭建的过程，因此

使用建筑隐喻，通过将抽象、难懂的外交理念具象为建筑、搭建建筑的各个环节或建筑的各个部分，更

有利于帮助听众的理解。 
a) “回顾历史、展望世界，我们应该增强文明自信，在先辈们铸就的光辉成就的基础上，坚持同世

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努力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 
b) “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共同繁荣的亚洲。经济发展是文明存续的有力支撑，繁荣富强是国家进步的

重要基石。” 
c) “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d) “中国愿同各国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为更好传承文明提供必要支撑。” 
e) “希望各国秉持开放精神，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同构

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演讲中，在句 a)和句 d)中，将整个文明的发展与传承看作搭建大厦的过程，将先辈们铸就的光辉成

果成就看作是亚洲文明这个大厦的基础。这意味着，要在先辈们搭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就要继承前人

文明交流互鉴的经验，积极展开交流与合作。在句 b)中，在建筑结构上，文明是上层建筑，经济是下层

支撑；将国家进步过程看作建筑搭建过程，将经济繁荣与国力强盛作为下层基础，从而强调了经济建设

与国力强盛在文明发展史在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在第句 c)和第句 e)中“亚洲、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

个建筑，各国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这个建筑的基础，因此亚洲各国之间的交流就是搭建“亚洲命运共

同体”这个建筑基础的过程。“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构建亚洲共

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座大厦的建筑材料。通过这样具象的建筑隐喻生动地阐释了各国积极开展行动，

进行合作共赢与文明交流互鉴的必要性。 
其次，在习近平演讲中，运用的有机体隐喻具体主要是“文明是花朵”隐喻和“国家是人”隐喻。 
第一，“国家是人”有机体隐喻： 
拟人隐喻符合人的思维习惯，能够帮助受众激活已有的自身体验，用于理解本体的某些抽象特征[9]。

莱卡夫[7]指出政治话语中使用拟人隐喻可以增强说服力和影响力。在本文中，多次将“国家”，“文明”

比作人，具体分析如下： 
a) “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需要世界各

国齐心协力、共同应对。” 
b) “亚洲各国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有着相似的历史境遇、相同的梦想追求。” 
c) “维护和平是每个国家都应该肩负起来的责任。” 
d) “亚洲近几十年快速发展，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就是敞开大门，主动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 
e) “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

促进亚洲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 
在上述例子中，习近平在演讲中通过把“齐心协力，共同应对”、“肩负、“主动融入”等作为人

类才有的动作，以及“梦想追求”、“宽广胸怀”、“态度”这些人类具有的思想追求和品质赋给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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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这些拟人隐喻将“国家”看作一个具有思想追求的人，暗示国家、政府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主

动地开展合作交流，肩负责任，融入国际社会，并且选择采取包容的态度去对待彼此的文明与文化。这

对于中国呼吁世界各国响应中国“命运共同体”的号召，促使各国政府共同面对挑战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文明是花朵”有机体隐喻： 
花朵隐喻并不常用，但花朵的特性是众所周知的：花朵不分品种，都是美的象征；它的生长需要养

分的滋养，并且有着自己的生长周期。因此，花朵的隐喻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a) “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 
b) “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

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c) “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

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

命活力。” 
d) “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亚洲人民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 
e) “……亚洲文明也在自身内部及同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展壮大。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将文明比作“花朵”，每一朵“花朵”都是美丽的，有其独特的美，寓意“文

明无高低优劣之分”；花朵是美的，充满生机的，有着新陈代谢、生长周期的特点，花朵的这些特性分

别寓意：世界各国文明有其独特的价值，文明具有生命力和兴衰的循环，而文明交流可以使其发展壮大、

给与彼此养分、保持其生命活力。这两个概念隐喻映射成功地将中国的文明观传达给世界，引发听众的

共鸣，传达了中国文明观众强调“文明平等、包容、共存”的特点，也印证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合理

性和必要性。 

4. 结论 

本文以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演讲词为例，运用费尔克劳的语篇分析方法对演讲词进行结构

分析和互动分析。结果显示，国家领导人在对外演讲中通过在文本中恰当地运用概念隐喻、在文本层面

进行互文、话语层面进行互语等策略，建构了我国包容、平等、开放的文明观，向世界传达了中国倡议。

而通过在演讲中运用这些策略，能够引起听众的共情，有助于世界各国准确、有效地解读我国的文明观

和外交新理念，进而为我国文明观的建构与传播提供了借鉴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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