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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以语料库检索结果为依据 ,对 250篇英美领导人在跨文化语境中的英文演讲里的谚语引用进行批评分析 ,重

点探讨三方面的问题 : (1)英美领导人在跨文化语境中引用谚语的策略和动机 ; (2)演讲者对此互文手段的偏好 ; (3)谚语引用

与上下文之间的互文关系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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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 attemp t to study p roverbs and sayings embedded in remarks by US/UK leaders in intercultural contexts based on analy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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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界对跨文化语境演讲中谚语引用之相关问题的探讨尚不多

见。本文依据语料库 ,对英美领导人跨文化语境演讲中谚语引用进
行分析研究。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研究者有理由对以下两个问题给予
更多的关注 : (1)把英美领导人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公开讲话纳入跨文
化交际学的研究范围 ; (2)如何从批评的视角分析英美领导人在跨文
化语境中的英文演讲。英美领导人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演讲指的是英
美领导人在访问外国或邀请外国领导人到本国来访时所作的演讲。
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开始重视这方面的研究 (如 :纪玉华 , 2007;纪玉华
陈燕 , 2007;纪玉华 焦敬东 , 2007) ,语料库正在进一步扩充和完善之
中。本研究以我们 2005年创建的语料库之检索结果为依据 ,对 250

篇英美领导人在跨文化语境英文演讲中的谚语引用进行批评分析 ,

重点分析英美领导人在两种不同的跨文化语境中引用谚语的策略和
动机、演讲者对此互文手段的偏好 ,以及谚语引用与上下文之间的互
文性功能。我们将 250篇演讲分为“英美领导人与资本主义发达国
家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演讲库”(标为 W 2W 演讲库 )和“英美领导人与
发展中国家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演讲库 ”(标为 W 2E演讲库 ) ;然后再
细分为英国、美国 ,乃至以演讲者为单位的专题语料库 ,共 14个。

2. 理论框架
谚语 (p roverbs)与格言 ( sayings)均为意义完整的凝练表达 ,经常

出现在日常对话及公共演讲中。一般说来 ,谚语和格言在语义学中
并不相同 ,前者更具联想性和隐喻性 ,例如 :“盲人牵着瞎子行 ,一起
坠落壕沟中。”其所指通常并非失明者 ;而后者表达的内涵和 /或外延
意义 ,例如 :“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该句指向的正是狗与人类之间
的现实关系。但在我们的语料库中 ,谚语和格言经常被看作是相同

的。例如 :“百闻不如一见 ”、“二人同心 ,其利断金 ”、“水涨船高 ”等
都是中国谚语 (张鲁原 胡双宝 , 1990) ,而美国前总统里根在中国演
讲时却把它们当作格言 ( sayings)来引用。因此 ,在本研究中 ,我们不
对谚语与格言进行区分 ,将二者通称为谚语 ,并将其界定为“已经为
多数人所熟知且认可的智慧短句”。

在劝导类的演讲中 ,谚语能起到证实或综述观点的作用。谚语
具有言外之力、多元声音与认知含义三大特征 ,三者合一能产生强大
的劝导说服力 ( Gandara, 2004)。西方领导人深谙谚语的说服功能。
M ieder (1997) 在英国前首相邱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演讲全集 (共
36917页 )中一共找到了 3300 句谚语。因此 ,对批评话语分析家来
说 ,研究谚语的效力是很有意义的。譬如 ,我们可以对其功能进行研
究 ,研究它们何以能够在说服过程中建构因果关系 ,以及在跨文化语
境演讲中如何彰显话语意图。

谚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受时间影响 ,以一般现在时态呈现。
同时 ,谚语从本质上讲属于多元声音话语。根据 Sperber和 W ilson
(1994)的关联理论 ,谚语属于回声式的表达。其使用者发出的是本
已存在的、其用词、语序和语法均不可更改的言语。欲准确解读谚
语 ,我们不仅要将它们视为命题 ,还要将它们视为一种特殊的语篇类
型。

谚语是集体性的价值判断与表达 ,具有传统或普遍意义上的真
理性 ,蕴含着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的集体智慧。因此 ,说话者在使用
谚语时 ,必然发出两种声音 ,一种来自其本人 ,另一种则为集体性的
声音。另外 ,谚语通常植根于民间智慧之中 ,折射着一种文化对某种
现象或事件的评价态度 ,代表着传统的价值取向 ,规约着人们的行
为、态度或观念。由于谚语具有说教性并在人们的意识中根深蒂固 ,

它们经常扮演着非正规教育以及意识形态控制的角色 ( Gandara,

2004: 347 ) 。Sacks ( 1992)认为 ,由于谚语在传统观念中是不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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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使用谚语通常会在受众中产生一股认同潜流。
根据 Gandara (2004: 347 - 349)的观点 ,谚语在论证与说服过程

中可以在语篇、语言及认知上产生特殊效果 ,具体阐述如下 :
(1)辩论旨在说服他人。由于谚语是超个人的 ,代表着社会所认

可的知识 ,谚语使用者将自己的声音发向受众的时候 ,势必会产生压
倒性的言外之力。这种认可所产生的能量 ,在那些尊重传统的地方
显得尤为强大。毫不夸张地说 ,引用谚语就如同是为了追求对受众
的影响力而给语言动手术。

(2)谚语不能被反驳 ,除非与另一则谚语撞车。谚语为简洁的、
强制的、不容争辩的表达 ,只有那些与其同样强势的、无可置辩的表
达才能将其驳倒。我们可以质疑它们跟主题的关联性 ,但它们自身
的内容却不容质疑。

(3)谚语具有内在的论证结构 ,它可以把不同的辩论模型投射到
不同的具体事件或情景上。譬如 ,在分析某一事件时 ,使用谚语便可
起到确立因果关系的作用。因此 ,谚语可以在已知的框架中将具体
事件分类 ,使解释工作变得简单。在 Anscombre (引自 Gandara, 2004:

348)看来 ,谚语就是定论 ,各种具体事件不过只是它的例证而已。
(4)谚语高度凝练。如果想 (尤其是向外国人 )解释谚语涵盖的

思想 ,我们需要的词必须扩大数倍。谚语可以说是将最大化的意义
压缩到了极限。

(5)谚语有固定的形式。对于说话者与听者来说 ,谚语都是预制
的、现成的。说话者奉行“拿来主义”,对句法和词汇不加任何处理。

(6)从上述观点可以得出结论 :谚语可以使沟通变得简单。对受
众来说 ,理解谚语并不困难。尽管谚语通常都是隐喻式的 ,但它们不
属那种只有靠创造性思维才能理解的隐喻 ,而是语言中的化石 ,约定
俗成 ,无需另加解释和说明。谚语所触发的是文化上业已确立并经
认可的心理图式 ,并提供两种信息供听者接收 :概念信息与过程信息
( Sperber & W ilson, 1994)。一旦听辨出谚语 ,受众的大脑中就会立即
触发相关的心理图式 ,而且在认知层面上还会产生拓展性的触发 ,譬
如 ,受众的脑海中可能产生复杂的联想和相关的假定等。而这些反
应都已远远超出了谚语最初的触发能量所及。

(7)谚语一般使用平朴的大众语言。使用谚语有助于在说话者
与听众之间营造融洽气氛。

(8)最后 ,从表达功能上看 ,谚语的抽象概念与谚语形式上的具
体特点 (如平行结构、押头尾韵等 )浑然一体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容
易产生长时记忆。

3. 语料库与检索结果
我们创建了 14个语料库 (见表 1) ,在其中我们检索出 23句谚语

(包括谚语式的表述 )。下列谚语出自语料库 5和语料库 6,都是美国
领导人在跨文化语境演讲中所引用的。

(1)W hen the visitor arrives, it is as if returning home. 宾至如归。
(中国谚语 ,出自里根的演讲 1, 1984年 )

( 2 ) If two peop le are of the same m ind, their sharpness can cut

through metal. 二人同心 ,其利断金。 ( 中国谚语 ,出自里根的演讲 1,

1984年 )

(3) A poor peace is better than a good quarrel. 相安无事总比吵吵
闹闹来得好。 (俄罗斯谚语 ,出自里根的演讲 4, 1987年 )

(4) Every man is the blacksm ith of his own happ iness. 自己的幸福

自己打造。 (俄罗斯谚语 ,出自里根的演讲 5, 1987年 )
表 1　英美领导人跨文化语境演讲语料库一览表

编号 语料库名称 演讲篇数 总词数

1 里根总统 W 2E演讲库 32 48, 711

2 里根总统 W 2W演讲库 29 49, 038

3 乔治·布什 W 2E演讲库 70 100, 903

4 乔治·布什 W 2W演讲库 47 70, 912

5 美国领导人 W 2E演讲库 118 184, 483

6 美国领导人 W 2W演讲库 77 120, 642

7 托尼·布莱尔 W 2E演讲库 14 32, 985

8 托尼·布莱尔 W 2W演讲库 19 49, 772

9 撒切尔夫人 W 2E演讲库 14 38, 687

10 撒切尔夫人 W 2W演讲库 8 17, 649

11 英国领导人 W 2E演讲库 28 71, 718

12 英国领导人 W 2W演讲库 26 67, 467

13 英美领导人 W 2E演讲库 146 256, 247

14 英美领导人 W 2W演讲库 104 188, 155

　　 ( 5 ) To see a thing once is better than hearing about it a hundred

times. 百闻不如一见。 (中国谚语 ,出自里根的演讲 2, 1984年 )

(6) A rising tide lifts all boats. 水涨船高。 (中国谚语 ,出自里根
的演讲 2, 1984年 )

(7) To see a thing once is better than hearing about it a hundred

times. 百闻不如一见。 (中国谚语 ,出自里根的演讲 3, 1984年 )

(8) One generation p lants a tree; the next sits in its shade. 前人栽
树 ,后人乘凉。 (中国谚语 ,出自乔治·布什的演讲 1, 1989年 )

(9) to p lant trees together, so that the next generation, ours and

yours, can sit together in the shade. 一起种树 ,这样后人 ,我们的后人和
你们的后人 ,就可以坐在一起乘凉。 (谚语式表达 ,出自乔治 ·布什
的演讲 1, 1989年 )

(10) Peace and a well2built house cannot be bought too dearly.平安与
良屋 ,价再高也值。 (丹麦谚语 ,出自乔治·布什的演讲 4, 1991年 )

(11) Good friends become apparent on black days. 患难见真情。
(土耳其谚语 ,出自乔治·布什的演讲 5, 1991年 )

(12) A shared cup of coffee results in 40 years of memories.共享一杯
茶 ,念情四十载。 (土耳其谚语 ,出自乔治·布什的演讲 5, 1991年 )

(13) A long journey is shortened by good companions. 良伴旅途短。
(土耳其谚语 ,出自乔治·布什的演讲 6, 1991年 )

( 14) The bird with one wing cannot fly. 单翼的鸟不会飞。 (土耳其
谚语 ,出自乔治·布什的演讲 6, 1991年 )

(15) Thereπs no road too long and no obstacle too hard for friendship.

友谊不惧万水千山。 (俄罗斯谚语 ,出自乔治·布什的演讲 7, 1991年 )

(16) The one who leads makes a bridge for the others. 前面带路 ,后
面有桥。 (俄罗斯谚语 ,出自乔治·布什的演讲 8, 1991年 )

(17) You canπt tie a knot with one hand. 单手打不出绳结。 (俄罗
斯谚语 ,出自乔治·布什的演讲 9, 1991年 )

(18) W hen you enter a great enterp rise, free your soul from wea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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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s. 从事伟业者 ,不应心怯意弱。 (乌克兰谚语 ,出自乔治 ·布什的
演讲 10, 1991年 )

(19)M isunderstandings donπt exist; only the failure to communicate

exists. 存在的不是误解 , 而是沟通乏术。 (塞内加尔谚语 , 出自
乔治·布什的演讲 11, 1991年 )

(20) Some rain must fall to p repare the ground for building. 地上下
点雨 ,才好盖屋子。 (日本谚语 ,出自乔治·布什的演讲 12, 1992年 )

(21) A long journey is shortened by good companions. 良伴旅途短。
(土耳其谚语 ,出自乔治·布什的演讲 13, 1992年 )

4. 分析与讨论
首先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经过对语料库 1 - 4作进一步检索 ,我

们发现 : 23则谚语中仅有 2则出自语料库 4 (乔治 ·布什 W 2W 演讲
库 ) , 21则出自语料库 1和 3。在其他语料库中都没有发现谚语引用
的实例。关于这一点 ,我们一方面可以从意识形态或政治视角来解
释。与 W 2W语境相比 ,美国领导人在 W 2E语境中使用谚语的频率更
高。因为东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较为显著 ,话语的劝导力与雄
辩性在 W 2E语境中的作用就更加彰显 ,而谚语恰恰可以有效地支持
或总结劝导重点。所以 , Gandara (2004: 345)称谚语是说理和论证之
强有力的武器。

从另一方面看 ,英美文化差异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跨文化语境
中美国领导人比英国领导人更偏爱使用谚语。从语料库的检索结果
看 ,无论是在 W 2W还是 W 2E语境中 ,撒切尔夫人和布莱尔两人在演
讲中都没有用过谚语 ,这与美国总统的演讲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 ,在谚语引用的偏好上 ,个体差异还是很大的。8位美国领
导人中只有两位使用了谚语 ,即里根和老布什。23则谚语中 ,里根用
了 7次 (占 30. 4% ) ,而老布什用了 16次 (占 69. 6% )。显然 ,被世人
称为“伟大的沟通者 ”( Greene, 2002: 138)的里根 ,与其他领导人相

比 ,更明白在 W 2E语境中使用谚语的认知意义和说服力 ;而他的继任
者老布什在谚语引用上做得更出色。然而 ,如果从他们的引用比率
看 ,还是前者的表现更优。里根在 W 2E语境中的 32次演讲中 ,谚语
的引用比率为 22% ,而老布什在 W 2E语境中的 70次演讲中 ,谚语的
引用比率为 20% ,低了两个百分点。

表 2　里根在五次演讲中谚语引用的相关情况

演讲序号 1 1 2 2 3 4 5

跨文化语境的
类别

W 2E W 2E W 2E W 2E W 2E W 2E W 2E

跨文化语境
发生的国家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前苏联前苏联

目标受众 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前苏联人前苏联人

跨文化语境
发生的时间

84 /04
/27

84 /04
/27

84 /04
/27

84 /04
/27

84 /04
/28

87 /12
/08

87 /12
/09

长度 (词 ) 1504 1504 3598 3598 640 782 800

总段落数 22 22 54 54 7 9 10

谚语出现的
段落序数

F1 B6 F2 B24 F2 F4 B2

谚语相对
突显度

95. 5% 72. 8% 96. 3% 55. 6% 71. 4% 55. 6% 80%

　　表 2总结了里根的 5次演讲中的谚语使用情况。在“谚语出现
的段落序数”这一行中 ,“F”表示从演讲稿开头正着数时谚语所出现
的段落 ,而“B”表示从末尾倒着数时谚语所出现的段落。如 : F2表示
谚语出现在正数第二段 , B2表示谚语出现在倒数第二段。“谚语相
对突显度”的计算公式是 :用 1减去谚语出现的段落序数 (无论是正
着数 ,还是倒着数 )除以总段落数的商 ,终值用百分比表示 (纪玉华 ,

2007: 248)。例如 , 在里根的演讲 4 中 ,“谚语相对突显度 ”为 :

1 - 4 /9 = 0. 556 = 55. 6%。
　　表 3总结了乔治·布什在 13次演讲中的谚语使用情况。

表 3　乔治 ·布什在 13次演讲中谚语引用的相关情况

演讲序号 跨文化语境的类别 目标受众
跨文化语境
发生的国家

跨文化语境
发生的时间

长度 (词 ) 总段落数 谚语出现段落序数 谚语相对突显度

1 W 2E 中国人 中国 89 /02 /25 1060 14 F2 85. 7%

1 W 2E 中国人 中国 89 /02 /25 1060 14 B2 85. 7%

2 W 2E 莫桑比克人 美国 90 /03 /13 470 5 B1 80%

3 W 2E 墨西哥人 美国 89 /10 /03 553 8 B1 87. 5%

4 W 2W 丹麦人 美国 91 /02 /20 658 11 B3 72. 7%

5 W 2E 土耳其人 土耳其 91 /07 /20 617 10 F3 70%

5 W 2E 土耳其人 土耳其 91 /07 /20 617 10 B2 80%

6 W 2E 土耳其人 土耳其 91 /07 /22 453 8 F2 75%

6 W 2E 土耳其人 土耳其 91 /07 /22 453 8 B2 75%

7 W 2E 前苏联人 前苏联 91 /07 /30 648 13 F3 76. 9%

8 W 2E、W 2W 苏联人、美国人 前苏联 91 /07 /31 1447 19 F3 84. 2%

9 W 2E 前苏联人 前苏联 91 /07 /31 581 9 B1 89. 9%

10 W 2E 前苏联人 前苏联 91 /08 /01 2152 34 B4 88. 2%

11 W 2E 塞内加尔人 美国 91 /09 /10 449 9 F2 77. 8%

12 W 2W 日本人 日本 92 /01 /09 2936 45 F8 82. 2%

13 W 2E 土耳其人 土耳其 92 /02 /11 690 11 B1 9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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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根 5次演讲的谚语相对突显度的平均值为 75. 3% ,老布什 13

次演讲的谚语相对突显度为 81. 4% 。可以很公平地说 ,布什比他的
前辈在跨文化语境中更会审时度势地使用谚语。

另外 ,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即除了“God guides whom he

wills toward a straight path. ”这则古谚之外 ,其他所有的谚语都取自受
众文化。如上所述 ,谚语高度凝练。如果解释谚语涵盖的思想 ,我们
需要的词必须扩大数倍。而谚语可以将最大化的意义压缩到极限。
从这点上说 ,两位美国领导人在选择谚语时十分重视策略性。

第三 ,笔者认为 ,诸如“宾至如归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等谚
语能在语篇和认知层面上发挥以下作用 : (1)使沟通变得简单。这些
谚语中国听众很容易接受 ,也很容易激活思维图式 ; ( 2)建立讲话者
与听众之间的亲密关系 ,因为谚语代表着平民百姓的声音 ; ( 3 )使听
众更容易记住演讲的内容。就这一点我们也做了相应的测试。45名
受试者包括 33名中国学生 , 12名美国学生。测试要求他们阅读相同
的 5篇美国领导人的演讲 ,一周后请他们回忆所读过的演讲。测试
表明 ,最容易记住的总是那些带有谚语的演讲。而且 ,受试者一般最
先想起演讲中的谚语 ,其次才是演讲的论点、演讲者以及谚语前后的
上下文 (纪玉华 , 2007)。其他谚语 (如“良伴旅途短 ”、“前面带路 ,后
面有桥”等 )也具有相同的功能。

第四 ,谚语从本质上说是“多音 ”的 ,它们作为一种超个人的声
音 ,是从社会所认可的知识角度质问受众的 ,所以具有压倒性的言外
之力。例如 :里根使用《易经》中的“二人同心 ,其利断金 ”,这既是他
对中美关系的一种提议 ,也是他对其他论点的有力批驳。该谚语包
含的概念隐喻是 :“思想亦是工具 ”;引用它 ,里根意在强调思想上的
统一比“任何武器”都要强劲 ,中美人民寻求友谊与合作比起仇恨和
暴力要好得多。这一提议和批评在紧跟该谚语后面的一段文字中表
达得很清楚 :

I have observe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 t times, our feelings toward each other were hostile and

negative. Today,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keep our countries on a path of

genuine good will that will reap rewards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Let us not

shy from the task. It will not be easy; yet, let usmove forward so that some2
day when the young peop le of our countries reach a ripe old age, they will

look back, and there will be no memory of a time when there was anything

else but friendship and good feeling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eop le.
(我已经看到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变化。过去有些时候 ,我们互

怀敌意 ,互相否定。今天 ,我们终有机会使我们两国走上友好之路。
将来我们的子孙就可以收获回报。对此任务我们不要望而却步。这
项任务并不容易 ,但是让我们一路前行 ,这样 ,等我们两国的青年人
步入晚年时 ,回首过去 ,他们想起的将总是中美人民相互之间充满好
感与友爱的那个时代 )。 (里根总统 W - W演讲库 )

回顾尼克松 1972年访华之后的沧桑变化 ,我们发现 ,这则谚语
内在的论证性成功地确立了一种因果关系。当然这其中还涉及到一
个已知的背景框架。里根在该演讲中也明确指出 :“1972年的《上海
公报》、1979年的《中美建交公报》和 1987年的《联合公报 》⋯⋯中美
的合作已经使我们的人民获益。这个局面是双赢的。在过去的几年
里 ,双边贸易已经开始腾飞。两国之间的学术、科技、商业、旅游等领
域的交流与往来迅猛发展。互惠互利的合资企业也快速增长。”

另一则具有内在论证性的谚语也是里根引用的 ,即“自己的幸福
自己打造。”该谚语在整个演讲词中处于倒数第二段。当时的场合是
里根在白宫为前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举行欢迎晚宴。里根引用了
这则俄罗斯谚语之后马上解释说 ,“如同其他谚语一样 ,这则谚语体
现了人类对生活本质的深刻见地。我们能够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 ,

创造属于我们的未来 (里根总统 W - W演讲库 ) ”。
第五 ,“加框”( fram ing) 问题也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在“自己的

幸福自己打造”这则谚语的 206个词的上下文中 ,“自由 ”( free, free2
dom, liberty)出现了 6次 ,“希望”( hope)出现了 4次 ,并且融合了其他
几种“声音”。这几种声音分别来自 : (1)托马斯 ·杰斐逊 ,美国开国
元勋之一 ,伟大的哲学家与革命家 ; ( 2 )里根本人 ; ( 3 )戈尔巴乔夫 ;
(4)各国人民 ; (5)古代俄罗斯民众等等。请看原文 :

Thomas Jefferson, one of our nationπs great founders and philosophers,

once said,“The God who gave us life, gave us liberty as well. ”He meant

that weπre born to freedom and that the need for liberty is as basic as the

need for food. And he, as the great revolutionary he was, also knew that

lasting peace would only come when individual souls have the freedom they

crave. W hat better time than in this Christmas and Hanukkah season, a

season of sp irit you recently spoke to,M r. General Secretary, when you not2
ed the m illennium of Christianity in your land and spoke of the hopes of

your peop le for a better life in a world of peace. These are hopes shared by

the peop le of every nation, hopes for an end to war; hopes, especially in this

season, for the right to worship according to the dictates of the conscience.

Thereπs an old Russian saying:“Every man is the blacksm ith of his

own happ iness. ”And like all folk sayings, it contains a p rofound under2
standing of the human condition. W e can, with our free will, shape our fu2
ture. W e can make it what that Soviet soldier saw in his vision of a better

world, a vision of peace and freedom. (里根总统 W - W演讲库 )

正如 Fairclough (2003: 53)所言 ,“当他人的声音并入文本时 ,总
是需要选择如何为其“加框”,如何将其融入上下文。”在此 ,我们要对
“加框 ”这个重要概念进行检视。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 Goffman
(1974) ,他把“加框”定义为组织原则的具体实现 ,并认为人类的一切
经验及其表征都受到“加框 ”的影响。 Entman ( 1993: 52 )认为 ,“加
框”可以阐释问题、解析缘由、提供补救方法等。“加框 ”的本质是阐
释和评价 ,但它并不是基于个人观点 ,而是对社会所创造的公理和传
统的援引 (Akhavan2Majid & Ramap rasad, 2000: 47)。由此可见 ,“加
框”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似性。且看 Becker和 Hall等人对意识形态
的定义。Becker(1984: 69)认为 ,“意识形态是一套综合的参照系 ,我
们每个人都是透过它来审视这个世界 ,并借助它来调整自己的行
为”。Hall(1986: 29)把意识形态定义为“精神框架 ,如语言、概念、范
畴、思维意象等 ;意识形态亦是表征体系 ,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人
靠着它才得以弄懂、解释、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说 ,加框和意
识形态都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框架 ,凭借着它们 ,人们就可以解释现
象、阐释问题、分析原因、寻求解决方案等。

值得注意的是 ,谚语“自己的幸福自己打造 ”处于多种声音框架
中 ,其所构成的强大框架影响着受众的情感和思想。里根战略性地
把这些声音糅合起来 ,产生了强大的说服力。这种交织与糅合 ,强化
了谚语“作为一种超个人的声音从社会所认可的知识角度质问受众 ”
( Gandara, 2004: 347)的力量。这种力量在那些特别 (下转第 2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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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足的传承之路 ,相对封闭 ,具有较强的排它性。
由于气候的严酷、生活的艰难加之历史的传统使得俄罗斯民族

非常迷信 ,“Русскиеоченьсуеверны. ”(А·Сергеева, 2004: 135)信奉
宿命论 ,充满了宗教意识和救世主情结的宗教使命感。基督教重视
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和对彼岸世界的追求 ,心怀对未来永恒天国的向
往。这种文化注定了俄作家更关注人对终极关怀的精神追求 ,注定
了俄罗斯民族总是萌动着对现实的不满 ,其文化特征之一就是对现
实的抽象化和超现实化的描写 ,使现实获得非现实的成分 ,实现对现
实的超越 ,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荒唐人的梦》、车尔尼雪夫斯基
的《怎么办》、屠格涅夫的《父与子 》、邦达列夫的《岸 》、以及《狗心 》、
《我们》等。文学已不再遵守小说和故事形影不离的传统。俄罗斯作
家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 ,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 ,因此
在俄罗斯民族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对国家前途 ,对责任和使命的思
考。受宗教博爱思想的影响 ,俄罗斯民族对外来文化十分宽容 ,在与
外来文化的交往中 ,发展了自己的文化 ,使语言得到极大的充实 ,这
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俄罗斯人眼中 ,时间是循环往
复的 ,而不是线性的 ,一去不复返的 ,这使俄人有怀旧情结 ,喜欢用过
去来比照现实 ,进行反思 ,表达不满和追求。

3. 结语
我们知道 ,选择是逻辑思维的触角及工作方式 ,人在选择性的接

触中感悟事物。在对以语言命名的概念的比较和选择中 ,思维确定
把握和依据的坐标 ,建立与相关范畴和概念的联系 ,认定事物的本

质。巴赫金 (转自游汝杰 , 1993)认为修辞就是选择 ,这种选择不仅指
对具体词语和结构布局的选用和调配 ,还包括对表述的切入点和方
式、审美的角度和品评、对角色的情感和描写、对时空观和价值观等
的选择 ,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最佳选择的过程 ,也就是修辞的过程 ,

而这种选择是受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所统辖的。不同的民族在不同
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不同的修辞理念并内化修辞意识和修辞自觉 ,

外化为不同的选择和修辞行为。修辞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话语建
构和话语理解的行为 ,它是由交际双方共同参与 ,以整个社会文化背
景为参照系 ,以语言为媒介的社会交际过程。修辞行为的发生、发展
及其功能是行为主体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修辞过程
中 ,话语建构、调整、理解及功能的发生是在主客体间多种社会和心
理因素相互作用下进行的 ,因此修辞学因其社会性和人文性决定了
它必然会被放置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
讲 ,修辞也是一种文化 ,它体现一个民族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 ,

体现民族心理和民族习惯 ,反映民族色彩、文化色彩、历史色彩和时
代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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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5页 )遵循传统的国家里就更加强大。正因为这种战略
性的“加框”手法 ,里根成功地影响了他的听众。

与此同时 ,我们认为 ,在对跨文化交际语篇中的互文性进行批评
分析时 ,不但应该关注不同声音在一个具体文本中的交织与糅合 ,以
及它们如何发挥其意识形态宣传上的作用 ,同时还应注重把一个文
本和其他文本结合起来加以分析。我们建议对上面所分析的互文性
再从历史背景分析的角度来做进一步的研究。这有助于读者的批评
意识 ,有助于读者认识到 :语篇 (尤其是跨文化语境中的语篇 )具有高
度的历史关联性和互文性。

5. 结语
谚语在语言、语篇及认知上的特点赋予了它丰富的文化内涵和

鲜明的政治性 ,因而得到了西方领导人的垂青 ,尤其在跨文化语境
中。这样 ,我们在对谚语引用进行批评分析时 ,就不应该把目光仅仅
停留在跨文化交际上 ,而应该更多地关注谚语引用的政治动机。正
如本文所述 ,我们需要研究谚语如何被“加框”,以及框架中存在的不
同声音是如何交织和糅合的。另外 ,对于谚语引用这一互文手法的
研究 ,不宜拘泥于内部的互文性 ,有必要关注谚语所在文本与其他文
本的互文性 ,这就需要做历史背景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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