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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历史语篇分析法的突发公共交通安全事件的

官方话语建构 
曹艳琴 

（西安培华学院人文与国际教育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5） 

【摘  要】批评话语分析领军学者Wodak基于对话语和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关系的考量，创立了历史语篇分

析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简称DHA）的话语研究范式，关注话语在特定历史轨迹中呈现的历时

变化，为批评话语研究开辟了崭新的途径。本研究尝试利用该范式，结合社会实践网络中话语在纵向和横

向维度的再语境化，分析突发公共交通安全事件的政务媒体话语，试图对官方话语应对突发事件的舆情引

导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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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交通安全事件因其突发性、复杂性、破坏性

给社会安全和稳定带来重创，冲击正常的社会秩序，必须

努力寻求其产生的根源、涉及的群体和个体、产生的影响

以及应对机制和措施，还要从舆情应对的官方话语建构方

面下功夫，发挥媒体澄清事实、安抚民心、舒缓情绪、引

导舆情走向的责任担当。国内外学者对于突发公共交通安

全事件的研究多从管理学、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角

度展开，涉及突发公共交通安全事件的应急管理、风险防

控、伦理反思、社会治理和话语策略（腾越、李颖、袁梦，

2020；李裕民，2020；袁智忠、鲁宁，2020）。2018 年的

“高铁门”事件引起了国家级媒体、地方政务媒体、事件

相关交通和教育机构的关注，蒋弘和毛浩然（2019）归纳

了“高铁门”事件中官方在主体、内容、特点把握上应对

公众舆情采取的话语策略。本研究将基于 Wodak 教授创

立的历史语篇分析法，对“高铁门”事件官方舆情报道的

话语策略进行分析，试图揭示话语与历史、文化、社会语

境的互动关系，从而为官方话语应对突发事件的舆情引导

提供借鉴。 

1  理论基础 

1.1  话语历史语篇分析法 
在批评话语研究的实践基础上，Wodak 教授基于对话

语的社会文化语境和话语在历时语境中的发展变化，创立

了历史语篇分析的话语研究范式，通过对相关话语策略的

分析，探讨话语社会实践中所揭示的话语、社会、历史、

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 
1.2  社会实践网络 
Fairclough（1999）认为，社会实践是发生在社会“实

践的网络之中”，或者说一个社会实践与另一个（或其他）

社会实践之间也存在的相互作用关系（田海龙，2017）。

社会实践在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中，既存在纵向维度的

上位和下位实践的传播互动，又有各个领域的社会实践在

横向维度上的相互影响，形成纵横交错的复杂话语体。 

2  突发公共交通安全事件的话语策略 

2.1  互文性分析 
互文性指的是一个特定语篇与时间轴上存在于过去

或者现在的其他语篇之间的联系（Wodak，2001）。互文

性可以体现为不同语篇间明确的主题或者参与者的关联、

涉及的同一事件甚至是主要观点的转移。 
批评话语分析学者 Fairclough（1992）认为话语不仅

是语言表征符号，而且本身就是参与社会互动的社会实

践。话语不仅反映社会实践中的角色身份、相互关系和价

值取向，而且通过话语的力量对社会实践进行建构，维护、

改变既定的社会关系。田海龙（2017）认为，在社会生活

中，一个领域里的不同社会实践、以及不同领域里的各种

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关系，彼此相互影响，构成

了社会生活中的实践网络。 
“高铁门”事件的官方报道中，在纵向话语传播维度

上，上位社会实践对下位社会实践在原则的制定、政策的

落实和步骤的实施等发面发挥约束作用（田海龙，201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教育

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将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纳入法制教育的

内容。”交通安全法作为国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的法律文

件，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具有权

威性，体现了国家权力机构的话语制约和规范性，对于各

级地方政府、交通管理部门和与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

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有助于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

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

法权益。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规定，“铁路沿

线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协助铁路运输企业保证铁路运

输安全畅通，车站、列车秩序良好，铁路设施完好和铁路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10 
ISSN:2705-0408(P); 2705-0416(O) 

 -169-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建设顺利进行。”显然，作为上位社会实践的国家相关法

律对于地方政府的职责进行了明确说明，对于地方政府依

照法律规定，依法做好协助管理工作具有清晰的要求。这

里作为上位社会实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话语体现了其制定者—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的机构性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负责制定法律、并

依靠国家机器和权威力量确保法律顺利实施的任务导向。

同时，《铁路安全管理条例》也作为相关的话语实践形式，

对铁路沿线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的职责进行了说明。因此，在社会实践的纵向传

播维度上，各级地方政府作为负责组织和监督法律实施的

行政机构，肩负依照法律要求确保坚决履行责任，保证各

项铁路运输、设施和建设工作顺利开展的责任。而地方的

各个行政部门包括地方教育局等机构，有责任加强对所属

部门人员的教育学习引导工作，使得社会成员个体通过学

习法律规定并经过从理解、接受到主动认同的认知加工，

将法律知识建构为个体的认知，内化为个体长期记忆中的

语境模型，这样经过社会成员个体的认可，话语成功实现

了纵向再语境化，达到促使社会成员自觉遵守法律，并警

醒他们对违反法律法规的不良后果和处罚规定的认知。可

见，在纵向维度上，不同级别、不同层次的话语之间构成

了等级分明、责权明晰的规范性、机构性话语实践，对于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落地实施具有指导性和规范性。下位

机构和个体对于上位机构话语的传播和消费，反过来又强

化了上位话语的力量。 
“安徽铁路公安在线”在对该事件的调查报道中，明

确了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 77 条规定，罗某的行

为涉嫌“非法拦截列车、阻断铁路运输”，扰乱了铁路车

站、列车正常秩序，表明在话语实践的纵向传播过程中，

处于上位的“铁路法律法规”社会实践再情景化到下位的

“罗某违法事件”中，实现意义的再加工和再建构，在新

的语境中赋予话语以新的意义，既是对违法者的依法处

罚，也是对广大旅客的警示，彰显了国家法律不容粉碎践

踏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在横向话语传播维度上，社会实践网络中不同领域社

会实践的互动导致了话语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产生了

话语杂糅体。本案例报道中，法律领域“法律条款规定”

的社会实践和教育领域对于“教师的师德师风”的社会实

践融入新闻媒体“突发公共交通安全事件”的社会实践中，

事件发生后，鉴于罗某的教师身份和社会对教师这一职业

的职业素养和道德素质的期待值，“庐阳发布”和“庐阳

教育体育”都及时发声，通报了对事件的调查和对包括当

事人在内的相关学校的处理意见以及在当地教育系统开

展学法守法及师德师风警示教育的决定，这些在教育系统

发生的法律社会实践被植入政府的新媒体平台报道中，实

现了教育、法律和新闻话语的杂糅，显示出政务新媒体不

仅要澄清事实、消除负面情绪而且承担着价值引领的舆情

导向作用。 
可见，在社会实践网络运行中，话语的交互性既源于

同一领域上位实践向下位实践的纵向传播，又源于不同领

域社会实践的相互影响，而话语实践又会反作用于社会实

践，起到建构社会实践的效果。本事件话语中，各级各类

政务媒体齐发声，建构起话语社会实践网络，基于各自的

机构属性和责任担当，呼吁旅客提高法律意识，遵守法律

法规，维护铁路交通安全。 
2.2  命名策略 
命名策略是指对话语的社会参与者、物体、现象、事

件、过程、行动等进行类别归属，通过指示词、姓氏，隐

喻、转喻、提喻等修辞手段以及表征过程和动作的名词和

动词等语言形式得以实现（Wodak，2001；Reisigl & 
Wodak，2014；朱蕾、史雁滔，2020）。 

“庐阳发布”和“庐阳教育体育”在事件报道中，通

过突显职业身份“永红路小学教师”和具体的姓名“罗海

丽”实现了对事件当事人的指称表征，隐含了政务新媒体

对其虽身为教师却阻扰列车关门的违法行为的谴责，警示

广大教师提高师德修养、树立遵法守法意识，主动规范自

身行为、为人师表，传递了超过话语字面意义的语用交际

意图。“人民日报”作为国家权威媒体，也在报道中点名

了当事人的身份“一名教师”，并强调遵守规则的重要性。 
2.3  述谓策略 
述谓策略指给社会行为者、物体、现象、事件及过程

赋予特征和属性的语言方式，语言实现形式包括：积极的

或消极的评价性语言；明确的谓词或谓词性的名词、形容

词；词语搭配；隐喻、转喻、夸张、委婉语等修辞；典故、

预设、惯用语等（Reisigl & Wodak，2014；杨敏、符小丽，

2018）。 
“新浪视频”以“女子挡门强行阻拦高铁发车”为题，

其中“强行阻拦”一词对该女子行为的属性进行了界定，

表达了媒体对于该行为的负面评价倾向。“庐阳发布”和

“庐阳教育体育”则使用“阻扰”、“强行阻挡”赋予该教

师的行为以不符合旅客行为规范的负面价值取向。“新浪

视频”以“被践踏的粉碎”对该事件进行了定性，呼吁全

社会反思为何会出现此种故意违法的事件？“人民日报”

还使用流行词语“奇葩”对当事教师的行为发表了评论，

呼吁公众树立规则意识。“安徽铁路公安在线”也依据相

关铁路法规，把当事人的行为界定为“非法拦截列车、阻

断铁路运输”，使用“扰乱”、“违反”等词语，向社会公

示了该事件的性质和处理决定。 
“高铁门”事件之所以引起舆论风波，实则也蕴含着

社会对教师行为的语用预设，“举止行为更应遵从法律，

合乎道德规范”就是身为教师所应该具备的职业素养。可

见，语用预设作为隐性的话语策略，在无形中传递了社会

公众对于责任教师违法行为的批评和对其教师身份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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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认同。 
2.4  论辩策略 
论辩策略是通过不同的论题（topoi）即因果逻辑来阐

释社会行为主体正面或负面的特征（Wodak，2001）。本

宣传片最显著的论题就是责任论，其因果逻辑是如果一个

国家或集体对某个具体的问题是负责任的话，该国家或行

为主体应该采取相关措施去解决这些问题（Wodak，2001；

朱蕾、史雁滔，2020）。 
贯穿该事件政务报道的最突显的论辩策略就是责任

论。铁路运输部门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铁路

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维护铁路交通的安全、顺畅，

对于危害铁路安全的行为，有权力规劝并制止。“安徽铁

路公安在线”通过对事件发生时间、地点、经过和当事人

具体信息的报道，树立了维护法律尊严的负责任的机构形

象。同样，“庐阳发布”作为地方政府的政务平台，及时

通报了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履行了其支持法律法规实施

的责任。“庐阳教育体育”作为教育行政部门，也在机构

内进行了相关人员的处理和整改，主动承担自身职责，修

复了舆情危机发生后的机构形象，化解了公众的质疑。“人

民日报”发挥了权威媒体的价值引领责任。 
2.5  视角化策略 
视角化策略从特定叙述者的视角展开叙述，表现了叙

述者的介入或疏离，主要实现形式有引语，包括直接引语、

间 接引 语和 自由 间接 引语 ，话 语标 记词 以及 隐喻 等

（Reisigl & Wodak，2014；朱蕾、史雁滔，2020；杨敏、

符小丽，2018）。 
“人民日报”“新浪视频”“铁路合肥站”“安徽铁路

公安在线”“庐阳发布”和“庐阳教育体育”均不约而同

地使用了第三人称的视角，以一种疏离式的叙事显示了报

道的客观性，这是因为媒体的主要角色是充当公共领域和

私人领域的媒介，把官方的观点转化为大众语言，以便这

些观点能被公众广泛而自然地理解和接受（辛斌 2006）。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政务媒体的报道虽然呈现了事件的

基本信息，但也不可避免的传递了媒体对于事件、当事人

的评价和立场。 

3  结语 

本研究基于 Ruth Wodak 的历史语篇分析法，从互文

性、命名策略、述谓策略、论辩策略和视角化策略的角度，

对“高铁门”事件政务新媒体的报道进行了批评分析。研

究表明根据社会文化历史语境，有效使用话语策略可以进

行积极的突发公共交通安全事件的舆情引导，构建主流意

识形态，引领社会价值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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