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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总统就职演讲的批评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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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系统功能语法为理论依据，以及物性、情态、人称代词及转换为框架，选取
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职演讲为语料，对该语篇进行批评话语分析。通过定性与定量相

结合的研究方法，试图探讨及物性过程、情态、语篇中人称代词的使用以及名词化、被动化的转

换对其就职演讲所起的作用。分析得出：特朗普总统演讲较多地使用物质过程、存在过程、被动

化以及第一人称来拉拢人心，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以期为未来的执政赢得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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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纳德·特朗普在竞选中出乎意料地打败希拉
里·克林顿成为美国新一任总统，然而不同于以往

的是，特朗普的就职却困难重重。首先，希拉里支

持者的强烈反对与阻扰，并因此而举行的一系列游

行抗议活动导致了局部的混乱与动荡；其次，他在

竞选中提到的执政后将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如，在

美国与墨西哥边界设立 “长城”、限制入境美国人

员、经济上的保护主义等都引发了各界人士的担

忧。据调查，特朗普为美国历史上 “人气最低总

统”，国民支持率仅为 ４０％左右，与奥巴马就任

时７９％的支持率简直无法相比。因此，本文就特
朗普总统的就职演讲进行批评话语分析，旨在研究

以下几个问题：１）特朗普是如何拉拢更多的国
民，尤其是反对他的民众支持他的？２）他是如何
表达对自己执政的信心的？３）话语实践是如何体
现其意识形态的？

一、文献综述

批评话语分析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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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Ａ）源自于批评语言学，后不断融合社会学、
心理学、文学批评等其他领域精华而逐渐发展成一

种专注于话语分析的新型研究方法。英国语言学家

Ｒ．Ｆｏｗｌｅｒ等人于１９７９年在 《语言和控制》一书中

首次提出批评语言学这一概念，开辟了批评语篇分

析研究的新领域［１］。目前国外的批评话语分析已

经形成了 Ｆｏｗｌｅｒ，ＶａｎＤｉｊｋ，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等学者为
代表的论述模式。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２］ （１９９２）的社会文
化分析法以社会学、社会符号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

为理论对批评话语分析进行阐释；ＶａｎＤｉｊｋ［３］

（２００１）的社会认知分析法关注语篇中所折射出的
认知，即强调演讲者的认知维度在话语分析中的重

要性；Ｗｏｄａｋ［４］ （２００１）则从历史角度出发，强
调话语分析要放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相比于国

外ＣＤＡ研究的累累硕果，国内对此领域的研究相
对匮乏。以陈中竺教授 １９９５年 《批评语言学述

评》一文作为开端的国内研究至今约二十余年，

从总量上看，国内 ＣＤＡ研究逐渐增多，但从研究
内容来看，大多是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介绍、引进与

归纳综述。

自特朗普以共和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到成

功入驻白宫，各界人士对其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但

大多集中在其执政后美国的经济走向、美国的对外

政策趋势尤其是中美关系以及世界格局的改变等

等。如董栓柱［５］在 《特朗普当选后的美国与世界》

中指出，特朗普的当选给国际社会发展带来的极大

不稳定性；吴心伯教授［６］在 《特朗普执政与中美

关系走向》中强调中国应该争取使 “相互调适型”

成为两国间互动的基本模式，坚持 “不冲突不对

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继续推进中美

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除此之外，对特朗普演讲的

研究少之又少，据中国知网数据显示，已出版的仅

为两篇：一是郭晨［７］的 《特朗普胜选演讲的批评

性语篇分析》，该文将 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的三维分析模式
与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系统功能相结合作为理论框架对特朗
普的胜选演讲进行分析，旨在揭示其演讲中语言与

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另一篇则是 《光明日报》

刊载的 《特朗普国会首秀演讲》。本文在已有研究

的基础上选取新的视角，深入剖析演讲的具体内

容，旨在揭示语言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和政治

动机。

二、理论框架

纵观这三十多年来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历史，

尽管批评话语分析学家们众说纷纭、各抒己见，但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系统功能语法被广泛认为是批评话语分
析的理论模范。Ｈａｌｌｉｄａｙ将语言功能总结概括为三
大元语言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

能。概念功能，指语言用于表达说话者的内部经

验，世界及其各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功能，主要

由及物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系统来实现［８］。人际功能是

涉及到对话当中发话者与受话者之间的交际、确定

总体社会角色的语法资源，它用来与别人交往，建

立或保持与别人的关系，影响他人的行为，表达说

话人的身份、地位、态度［９］。情态的选择和人称

的使用都是体现人际关系的方式，情态的不同意味

着语气的不同，即态度上的差异，而称谓的不同则

反映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关系的远近。语篇功能是

指把信息和语言成分组织成连贯语篇并将其与语境

相联系的功能［１０］。名词化、被动化以及修辞被认

为是语篇功能实现的常用形式，因为两者的运作过

程隐藏了参与者主观的情感成分，使话语更突出客

观性。

三、特朗普就职演讲分析

在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

顿的激烈角逐后，美国民众用票数支持了一位政坛

新人，使特朗普 “出乎意料”地赢得大选，成为

美国历史上第４５届总统。作为新一任总统，特朗
普于美国当地时间２０１７年１月 ２０日发表就职演
讲。演讲全文共计３６段，本文将以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系
统功能语法为理论框架对其演讲内容进行定性与定

量分析，旨在探究其慷慨激昂的演说背后所隐藏的

意识形态，从而更好地把握其政治意图。

　　 （一）及物性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提出的及物性系统是基于人类生活的
经验，将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

分成六种 “过程”（ｐｒｏｃｅｓｓ）：物质、心理、关系、
行为、言语、存在，其目的在于将人类生活经验通

过语法进行范畴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尽管是对

同一过程的描述，也可以通过改变参与者的位置来

达到不同的效果；或者同一过程也可选择其他不同

类型的过程来达到预期的目的。总之，选择哪一种

过程，如何排列参与者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使用者的意识形态［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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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物质过程

物质过程是表示做某事件的过程。这个过程主

要包括动作的发出者 （ａｃｔｏｒ），表示动作的过程以
及动作作用的目标 （ｇｏａｌ）。其中动作的发出者和
目标通常为名词和代词，而动作的过程则是表示动

作过程的动态动词［８］。

例１　Ｗｅ，ｔｈｅ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ｒｅｎｏｗ
ｊｏｉｎｅｄｉｎａｇｒｅａ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ｆｆｏｒｔｔｏｒｅｂｕｉｌｄ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ｒｅｓｔｏｒｅｉｔｓｐｒｏｍｉｓｅｆｏｒａｌｌｏｆｏｕｒｐｅｏｐｌｅ．（摘自第
２段）

首先，特朗普先用 “ｒｅｂｕｉｌｄ”和 “ｒｅｓｔｏｒｅ”两
词来阐释了他就任总统后的任务，即重建美国，重

塑对全国人民的承诺。但是此任务又并非是他一个

人所能完成的，所以他号召所有的美国公民团结起

来共同来实现。演讲之初，特朗普就利用美国民众

想要振兴繁荣国家的心理来拉拢人心，为自己赢得

支持。

例２　Ｍｏｔｈｅｒｓ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ｒａｐｐｅｄｉｎｐｏｖｅｒｔｙｉｎ
ｏｕｒｉｎｎｅｒ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ｒ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ｇａｎｇｓ，ａｎｄ
ｔｈｅｄｒｕｇｓｔｈａｔｈａｖｅｓｔｏｌｅｎｔｏｏｍａｎｙｌｉｖｅｓａｎｄｒｏｂｂｅｄ
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ｆｓｏｍｕｃｈｕｎ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摘自第
１３段）

此句使用 “ｔｒａｐ”“ｓｔｅａｌ”“ｒｏｂ”等一系列极具
负面色彩的实意动词生动地再现了美国如今所处的

状况，所面临的窘境，即母亲和孩子这些弱势群体

还处在贫困之中，犯罪团体和毒品仍无止境地威胁

着人民的生命安全。特朗普特意强调民众最关注的

贫困和生命安全等问题，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词汇

却敏感地刺激着听众的神经，旨在唤醒仍处于安逸

中的人们的意志，激起美国人们为消除贫困、消灭

毒品，维护社会安定的斗志，也为其之后大刀阔斧

进行改革打下铺垫。

例 ３　Ｗｅｍｕｓ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ｕｒｂｏｒｄｅｒ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ａｖａｇｅｓｏｆ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ｍａｋｉｎｇｏｕ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ｔｅａｌｉｎｇｏｕｒ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ａｎｄ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ｏｕｒｊｏｂｓ．（摘
自第２２段）

此句表明，在特朗普今后的执政时期，他必将

会做出一切有利于美国人民的决定，包括国民税

收、国际贸易、海外移民及外交等方面。而连用三

个带有极度负面色彩的动词 “ｍａｋｉｎｇ”“ｓｔｅａｌｉｎｇ”
“ｄｅｓｔｒｏｙｉｎｇ”，目的在于谴责海外贸易移民等给美

国经济和人民带来的严重影响。字里行间可以推测

出其用意大多在于针对中国，谴责中国大量的劳动

力流入美国，抢占其工作岗位，致使美国失业率居

高不下，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从中也可以窥探出他

执政后很有可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甚至为了美

国利益可以不顾国际贸易规则挑起贸易战争。在这

里，特朗普 “美国利益至上”的观念淋漓尽致地

展现出来。

　　２．存在过程

存在过程是表示有某物存在的过程 （ａ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ｅｘｉｓｔｉｎｇ）。常用的动词是 ｂｅ，此外还有 ｅｘｉｓｔ，
ａｒｉｓｅ等。在每个存在过程中，都必须有一个 “存

在物”（ｅｘｉｓｔｅｎｔ）。
例４　Ｔｈｉｓｉｓｙｏｕｒｄａｙ．Ｔｈｉｓｉｓｙｏｕｒ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ｉ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ｉｓｙ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摘自第８段）

此句特朗普连用三个 “Ｔｈｉｓｉｓ…”不仅形式上
构成排比来增强演讲的气势，而且语义上呈层层递

进关系，目的在于强调这次总统竞选的胜利并非仅

仅是 “我”一个人的胜利，一个家族和党派的胜

利，最重要的是 “我”的胜选意味着整个美国人

民的胜利。这个日子不仅 “我”值得庆祝，所有

的美国人民都值得庆祝。因为 “我”的执政代表

整个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不仅仅是极少数人的利

益，无形中给听众营造出一种支持 “我”就等于

支持你自己的感觉。再一次拉拢人心，从而为自己

赢得更多的支持。

例５　Ａｔ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ｉ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ｓａｃｒｕｃｉａｌ
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ａｎａｔｉｏｎｅｘｉｓｔｓｔｏｓｅｒｖｅｉｔｓ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摘自第１２段）

特朗普特意强调 “国家是为服务人民而存在

的”，言外之意在于他领导下的新一届政府必将是

一个服务于广大人民的政府，他带领的国家必将是

为美国人民谋福利的国家，以此来表决心，以期取

得美国人民对于其未来即将领导的新政府的支持和

拥护。

例６　Ｂｕｔｆｏｒｔｏｏｍａｎｙｏｆｏｕｒ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ａ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ａｌｉｔｙｅｘｉｓｔｓ．Ｍｏｔｈｅｒｓ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ｒａｐｐｅｄｉｎ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ｏｕｒｉｎｎｅｒｃｉｔｉｅｓ… （摘自第１３段）

在大多数人满足于安逸的同时，特朗普提醒人

民不要忘记了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同胞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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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ｉｓｔ”强调了还有一部分美国人民正在经历着并
非我们期望的困窘，他们正在遭受着贫穷的威胁、

毒品的祸害，他们的孩子不能享受应有的教育资源

等等，此处在向人们展示他不仅关注上层人民，更

体恤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以此来赢得广大平

民阶级的支持和拥戴。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特朗普的就职演讲

中较多地使用物质过程和存在过程，而其他四个过

程则较少使用，原因是物质过程和存在过程比其他

过程更客观。特朗普的就职演说属于典型的政治语

篇，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因此要选择更客观、更

具说服性的过程语言来传达他们的观点，才能使听

众更信服。而及物性中的物质过程和存在过程则满

足于客观性及说服性的目的。

　　 （二）情态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认为，“情态”（ｍｏｄａｌｉｔｙ）是处于肯
定与否定两极之间的中间状态，是说话人对某个命

题或提议的态度、看法，反映了说话人的意愿或判

断［１２］。特朗普就职演讲辞中共使用五类情态动词，

总数达４７个，具体使用情况见表１。

表１　情态动词的使用情况
Ｔａｂ．１　Ｕｓａｇｅｏｆｍｏｄａｌｖｅｒｂｓ

情态动词 ｗｉｌｌ ｗｉｌｌｎｏｔ ｃａｎ ｃａｎｎｏ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ｍｕｓｔ

出现次数 ４０ １ １ １ １ ３

所占比例 ８５％ ２％ ２％ ２％ ２％ ７％

情态动词可根据其表达语气的强弱将其划分为

高、中、低量值，如表２所示。

表２　情态动词量值分布表
Ｔａｂ．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ａｌｖｅｒｂｓ

高 中 低

肯定
ｍｕｓｔ，ｏｕｇｈｔｔｏ，
ｎｅｅｄ，ｈａｓ／ｈａｄｔｏ

ｗｉｌｌ，ｗｏｕｌｄ，ｓｈｏｕｌｄ，
ｉｓ／ｗａｓｔｏ，ｓｈａｌｌ

ｃａｎ，ｍａｙ，ｃｏｕｌｄ，
ｍｉｇｈｔ／ｄａｒｅ

否定
ｍｕｓｔｎ’ｔ，ｏｕｇｈｔｎ’ｔ
ｔｏ，ｍｉｇｈｔｎ’ ｔ，
ｃａｎ’ｔ，ｃｏｕｌｄｎ’ｔ

ｗｏｎ’ｔ，ｗｏｕｌｄ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ｎ’ｔ，（ｉｓｎ’ｔ／
ｗａｓｎ’ｔｔｏ）

ｎｅｅｄｎ’ｔ，ｄｏｅｓｎ’ｔ／
ｄｉｄｎ’ｔ＋ｎｅｅｄｔｏ，
ｈａｖｅｔｏ

从以上两表可以直观地看出，特朗普在其就职

演讲中特别青睐于使用中情态词 （ｗｉｌｌ，ｗｉｌｌｎｏｔ，
ｓｈｏｕｌｄ）共计４２次，占全文情态动词的８９％；高
（ｍｕｓｔ，ｃａｎｎｏｔ）、低情态词 （ｃａｎ）使用各有４次

和１次，分别占全文情态动词使用总数的 ７％和
４％。总体来看，此篇就职演讲中，特朗普以中情
态动词为主，高低情态动词为辅，使其演讲既不至

于太过激烈，也不会显得太软弱无力。因为高情态

地过多使用传递给听众的是强制性和命令性的语

气，往往会给听众带来专制和压抑的感觉；而若过

多使用低情态，是使听众感觉演讲者对自己没有没

有自信，又会丧失听众对其的信任。因此特朗普的

这种以中情态动词为主，以高低情态动词为辅的使

用方式可谓恰到好处，既使自己所要传达的信息更

容易被听众所接受，也可以避免因太过强势而引发

听众的误解和抨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首先，

ｗｉｌｌ在就职演讲中的高频率使用，高达４０处，占
所有情态词的８５％。特朗普之所以如此高频率地
使用ｗｉｌｌ一词是有其目的的。“ｗｉｌｌ表示预测，可
划分为３类：特定性预测、习惯性预测和无时限预
测。用于第一人称后表示决心。”［１３］而此篇演讲中

的ｗｉｌｌ大多都是用于第一人称后，既特朗普借此就
职演讲机会向广大美国人民表决心，势必将整个国

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尽管道路艰难，但他定

会全力以赴振兴美国。这是他在就任时对美国民众

做出的承诺，而美国民众通过其演讲词必能感受到

特朗普对其执政的信心以及振兴美国的决心，进而

会对其领导下的新任政府工作给予支持。其次，特

朗普在演讲中一次ｃａｎ的使用是其在鼓励美国人民
不可被困难所打倒，而是应以无所畏惧的心态和斗

志昂扬的精神迎接挑战。而 ｍｕｓｔ的３次使用则表
明了其执政的决心，旨在强调在其领导下美国取得

成功是志在必得，以此来迎合美国民众的心理，赢

得民众的支持。

　　 （三）人称代词

在英语里，除了情态动词、情态形容词和情态

副词之外，人称代词、实义动词、时态、直接、间

接引语都可表达情态意义［１４］。而特朗普在其就职

演讲中对于人称代词的使用也是大有文章，因为人

称代词的正确使用往往可以增强语言的感染力，调

节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若选择不当反而会适得

其反。表３为特朗普就职演讲中人称代词的使用
情况。

　　从表３数据可以直观地看出，特朗普在整个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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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中过程中使用第一人称的频率最高，尤其是第一

人称复数 “ｗｅ”和 “ｏｕｒ”，其目的就是为了拉近
与听众的距离，使听众感觉演讲者一直与他们站在

一起，他们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因此以他为代表的

新政府必将时刻代表最广大美国民众的根本利益。

自２１世纪以来，美国可谓是处于内忧外患的尴尬
境地，国内经济的增长困境，国外新兴经济体的迅

速崛起、单边主义政策以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影

响等等，诸多因素相互迭加，成为美国 “霸权时

代”的转折点［５］。在此之际，特朗普接任总统一

职无疑压力巨大。因此他必须尽力摒弃偏见、拉拢

人脉、汇聚人心，而演讲中第一人称复数的大量使

用无疑是将来自各党派、各种族甚至是各意识形态

的所有听众都紧紧联系在一起，摒弃偏见，团结一

致。特朗普试图通过人称的使用来团结人民，赢得

支持，从而为其就任后的执政扫清障碍。

表３　人称代词的使用情况
Ｔａｂ．３　Ｕｓａｇｅ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ｐｒｏｎｏｕｎｓ

人称代词
第一人称

Ｉ ｍｅ ｍｙ ｗｅ ｕｓ ｏｕｒ

第二人称

ｙｏｕ ｙｏｕｒ

第三人称

ｈｅ ｓｈｅ Ｉｔ／ｉｔｓ ｔｈｅｙ ｔｈｅｉｒ

使用次数 ２ ０ １ ４９ ２ ４８ １２ １１ ０ ０ １４ ５ １１

使用总数 １０２ ２３ １４ １６

　　 （四）转换

语篇并不仅仅是信息的简单随意的组合，而是

通过一定的手段，除了表达基本的信息之外，还尽

可能最大化地实现其利益，达到其目的，即相同的

含义使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能反映其背后不同的意识

形态。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常用的语篇分析方法主要

包括：名词化 （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被动化 （ｐａｓｓｉｖｉｚａ
ｔｉｏｎ）、原话引述 （ｑｕｏｔｅ）和间接引述 （ｒｅｐｏｒｔ）等。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认为，名词化是经验语法隐喻的重要手段。
名词化是指用名词性短语来表示可用动词性结构或

者句子表示的事件，即使动作或过程物化，通过删

除情态成分和施事者、模糊时间概念等创造出一种

客观的和非人格化的效果，从而产生语法隐喻［１２］。

被动化的使用也能通过隐藏施动者起到与名词化同

样的作用，增强语言表达的客观性。本文着重从名

词化和被动化角度对特朗普的就职演讲进行分析。

例７　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ｉｔｓｅｌｆ，ｂｕｔｎｏｔ
ｔｈｅ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ｏｆ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摘自第７段）

例８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ｌｅａｄｔｏｇｒｅａｔ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摘自第２３段）

例７和例８中的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分别
是动词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和ｐｒｏｔｅｃｔ的名词形式。作者使用名物
化模糊了 “建立”和 “保护”的主体，而含义各不

相同。首先，特朗普实际上是用 “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来暗讽那些只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为公民着想的建制

派，这样名物化的使用隐藏了主体，减少了与这些

利益集团的正面冲突。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则意味着特朗
普执政后将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来保证美国经济的

复苏与繁荣，但是鉴于这一政策不被国际社会所接

受，所以刻意使用名物化来创造出一种客观的效

果。所以，这两个名词化词汇的使用既隐藏了他想

要讽刺的主体又表明了他要繁荣美国的决心，政治

意图显而易见。

例９　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ｍｅｎａｎｄｗｏｍｅｎｏｆ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ｗｉｌｌｂ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ｎｏｌｏｎｇｅｒ．（摘自第１０段）

例１０　Ｔｈｅｒ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ｎｏｆｅａｒ—ｗｅａｒ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ｗｅｗｉｌｌａｌｗａｙｓｂ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Ｗｅｗｉｌｌｂ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ｍｅｎａｎｄｗｏｍｅｎｏｆｏｕｒ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ｎｄ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ｗｅａｒ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Ｇｏｄ．（摘自第３０段）

例９中本可以使用主动形式来表达今后国家不
会再忽略人民，而特朗普却将 “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ｍｅｎ
ａｎｄｗｏｍｅｎ”作为被动语态的主语放在句首凸显出
来，间接地表达这些曾经被上一任总统忽略的广大

人民将得到重视，使人民更愿意信服于他。而

例１０中连续 ４次将 ｗｅ放在主语位置，强调 “我

们”将会被保护，语气之强烈为听众营造了一种

绝对可信赖的被保护感，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在向人

民宣告，在自己的领导下，以及军队和各执法部门

的全力协作下，美国人民将是幸福安乐的。最后一

句强调美国人民也是被上帝眷顾的，除了顺应美国

的宗教信仰之外，也是有意无意地在拉拢宗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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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毕竟宗教在美国生活和信仰中还是占据着重要

地位的，团结好宗教人士对于其巩固国家领导地位

大有裨益。

四、结束语

本文以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系统功能语法为理论依据，
着重从及物性、情态、人称代词及语篇转换角度对

特朗普的就职演说内容进行剖析，旨在于透过语言

表面的现象洞察背后的政治意图。通过分析发现：

１）特朗普较多地使用物质过程、存在过程以及被
动化的形式来拉拢人心，因为这三者都体现客观

性，即支持 “我”是大势所趋而并非 “我”自吹

自擂，而第一人称的大量使用，无限制的拉近与人

民的距离，表明新政府将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以他为代表的新政府必将时刻代表最广大美国民众

的根本利益；２）特朗普着重使用存在过程以及中
情态词 “ｗｉｌｌ”来表达执政的信心，即使自己所
要传达的信息更容易被听众所接受，也可以避免因

过激而遭受听众的批评和挑战，可谓一举两得；

３）特朗普用物质过程的手段描述中国大量劳动力
流入美国给其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旨在谴责中国

的发展对其造成的威胁，以及暗示着未来他将采取

贸易保护主义来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意图；４）名
词化与被动化可隐藏主体的特性使其被广泛使用，

借此来暗讽那些利己主义的党派分子，忽视人民利

益的上一届政府。这些手段的综合使用使其鲜明的

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一目了然。因此，本文的分析

不仅在于使读者了解特朗普总统就职演讲的基本内

容，更重要的是通过简单的话语洞察其背后所传递

出的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以期提高读者对此类政

治语篇的语言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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