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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微信中西安城市形象传播的批评架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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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培华学院人文与国际教育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摘 要】 本研究以“西安发布”微信公众号中的政务话语为语料，结合批评话语分析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对
其中的架构进行了功能和认知分析。研究表明，政府部门和有关机构在创作政务话语时，可以充分利用
隐喻、故事、谚语等思维构块，来传递同自身的价值观念相一致的政策、理念，从而发挥舆论导向作用，
建构积极的民众心理，塑造廉洁、高效、亲民 、公平、公正的政府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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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语料分析

本研究选择“西安发布”微信公众号自 2019年 1月
至 2020年 8月的政务信息 300条，具体涉及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民生、生态环境建设等多个方面，将

语料建库后进行半自动化处理，通过自动化的词汇分析

（借助 Ant conc3. 5. 7w 软件建立主题词数据库，参照语
料库为 Torch Corpus） 和人工语义分析相结合，并结合
MIPVU（Steen et al.，2010）隐喻识别法，对关键词的隐
喻架构进行识别。对于非隐喻性表层架构，结合参照语

料库，根据目标语料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构成。

2.1 隐喻性表层架构分析
在“旅程”架构中，目标、推进、加快、追赶超越、

起点、接近、步伐、挑战等词汇体现了“大西安发展是

旅程”的概念隐喻，大西安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

标、相当于旅程中旅行者的目的地，紧扣新时代追赶超

越“三推动一打造一加强”的五项要求相当于旅程中的

前行，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城市能级提升相当于旅程中前

进的步伐。如在 2020全球硬科技创新大会开幕式中，市
委书记王浩指出：

（1）要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步伐，奋力谱写西安
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西安将充分发挥科教资源丰富、

高新技术企业众多等优势，坚定不移走创新发展之路，

以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

在“人类”架构中，体现了拟人化的人体隐喻，把

西安看作人，西安的发展就如同人的成长，城市发展得

好就是人的身体强壮。

（2）陕西西安携手山西永济，首列“永西欧”国际
班列顺利开行，拓展了中欧班列晋南市场，助推县域经

济加快融入国内、国际经济大循环，为中欧班列西安集

结中心再添新动能。

“循环”一词体现了“经济是人”的概念隐喻。人体

内的循环系统供给组织细胞氧和营养物质，运走二氧化

碳和代谢产物，保障人体的正常状态，使得人体得以维

持健康。基于对人体自身的认识和体验，网友容易理解

循环系统运行良好，人体才能健康，同样，道路联通、

贸易畅通，经济才能充满活力。这一隐喻表达旨在突显

随着大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推进，近年来西安

市政府充分发挥微信“沟通”“便民”“施政”的价值，

注重政务微信平台建设，拓展了网络问政的深度与广度，

使获取社情民意的途径更加多样，同时提升了政府影响

力，更是塑造政府“威信”和站稳舆论阵地的重要保障。

“西安发布”是由西安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 2014年推
出的官方微信平台，自运行以来，向网友推送包含文字、

图片等多种形式的政务信息，充分发挥了新型媒体在宣

传政策方针、构建民众心理、提升政府服务水准中的积

极作用。

本研究结合批评话语分析和认知语言学领域的研究

成果，选择“西安发布”微信公众号中的政务信息，尝

试从批评架构分析的角度分析其中出现的隐喻性表层架

构、非隐喻性表层架构和深层架构，并结合批评话语分

析中的话语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从话语-认知-社会的层

面，建构政治话语的分析模式，以期推动更为全面地政

治话语多层面研究。

1  理论框架

认知语言学认为，“架构”作为大脑中根深蒂固的认

知结构，是人类思考问题的基本思维构块，架构可以激

活角色、角色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有关事件场景（Lakoff，
G.2008）。词语表达激活架构和隐喻，如果两个架构之
间通过激活的神经联系建立映射关系，就会产生概念隐

喻。架构有表层架构和深层架构之分，由词语所激活的

架构为表层架构，包括隐喻性和非隐喻性。含有隐喻性

思维的表达，可以被归纳为隐喻性表层架构，由表层架

构所激活的道德体系和世界观为深层架构。当话语的表

层架构能够激活与受众的价值观相一致的深层架构时，

受众会比较容易接受话语（张薇 2016，曹艳琴 2019）。
批评话语分析理论认为，话语不仅反映社会现实，同时

可以建构社会，揭示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本研究以语

料中的认知架构分析为出发点，结合话语分析领域的

话语、社会和意识形态关系的分析思路，探讨政治话

语中体现的话语、认知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期能从

功能和认知相结合的角度形成对政治话语的全面描述和 
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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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要发展，就要加强贸易畅通，而贸易畅通的前提之

一就是道路联通，因此“永西欧”国际班列顺利开通为

永济经济和西安经济的外向型发展打通了通道。

（3）在“教育”架构中，一则政务新闻标题“扶贫 
稳岗 宜居”这份组合“答卷”拍了拍你，运用当下流行
的网络用语的俏皮口吻，突显了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压

力下，西安市立足高质量整体脱贫，坚持战“疫”与战

“贫”同步推进，抓产业、稳就业，不断拓宽贫困群众增

收渠道，并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提升西安农业

农村发展水平，改善农业农村发展环境。

（4）在“战争”架构中，政务微信中有如下关于西
安在污染防治、推动绿色发展方面的大动作：

当好秦岭生态卫士……打好蓝天保卫战……打好碧

水保卫战……打好净土保卫战的表达，激活了网友心中

对于战争的体验，显示出政府将严格执行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条例，建立 “散乱污”企业长效管理机制、扎实开
展全域治水碧水兴城活动，全面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等新举措的决心和担当。

在“种植”架构中，2020年 9月全球创投峰会开幕
式上市委书记王浩指出：

（5）希望各个创投机构深耕西安，聚集更多资源，
深化务实合作，为西安发展建言献策，实现互利共赢。

我们将打造服务优、成本低、效率高的营商环境，真正

把西安打造成为创投的热土、创业的乐土、创富的沃土。

这里的隐喻表达激活了概念隐喻“城市是土壤”，植

物的生长和发育需要肥沃的土壤条件，西安市政府也正

在积极改善和提升营商环境，目的就是为创业者、投资

者提供优质的环境，使得他们在大西安创业创投，收货

财富和幸福。

（6）在“婚姻”架构中，一则政务新闻标题“秦晋
之好”+1，成功地运用网友熟知的中国古代历史事件发
展而来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典故成语，唤起网友心中

对于历史事件的记忆，包括当时的时代背景、秦国和晋

国在当时的诸侯国中的地位和相关关系；并且用突显的

流行的信息符号 +1，使得网友在没有阅读新闻前，便有
了一定的信息预测，便于唤起受众的共鸣。这则信息的

主旨就是讲述新时代秦晋友好合作的新故事：在“一带

一路”政策不断落地生根发芽的战略机遇期，陕西西安

携手山西永济，顺利开行了“永西欧”国际班列，拓展

了中欧班列晋南市场，助推县域经济加快融入国内、国

际经济大循环，为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再添新动能。

该新闻的标题成功地使用这一历史典故和流行数字符号，

从网友熟知的典故入手，激起了网友对于“永西欧”班

列在陕西和山西友好互惠合作的积极心理期待，容易获

得心理认同。

2.2 非隐喻性表层架构分析
政务微信中诸如保护、支持、公平、帮助、提供、

扩大、开发、奋斗、鼓励、创造、合作等词语属于非隐

喻性用法，这些词语激活了大西安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过程中，只争朝夕、奋力拼搏的干劲和勇气。

2.3 深层架构分析
政务微信表层架构使用背后的动因来源于深层架构

和道德价值观的深刻作用力。受到中华民族“天人合一”

的价值观和“和合”文化的影响，政务微信激活了和谐、

包容、合作、奋斗的深层架构，反映了合作、包容、共

情的价值观，容易获得网友的理解和支持。

2.4 话语权力关系分析
话语隐含权力关系。政务微信话语作为政治话语，

背后蕴含着政府的功能和角色，包括其作为政治权力的

代表和执行者，对于自身角色的考量和认知，对于和广

大人民群众关系的定位。从政务微信的架构分析中可以

看出，西安市政府正在不断转变自身的功能，不仅要发

挥其权威性，更重要的是要做好 “店小二”，发挥好其服
务功能。

3  结语

本研究以“西安发布”微信公众号中的政务话语为

语料，结合批评话语分析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对

其中的架构进行了功能和认知分析，研究表明，政府部

门和有关机构在创作政务话语时，可以充分利用隐喻、

故事、谚语等思维构块，来传递同自身的价值观念相一

致的政策、理念，从而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建构积极的

民众心理，塑造廉洁、高效、亲民、公平、公正的政府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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