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的真实性可谓是新闻学界一个永恒的话

题，由此引发的新闻客观性与主观性的问题也引起

了国内外诸多学者的注意和兴趣。但是，尽管世界

各国的新闻机构都不遗余力地为“客观性”而奋斗

着，媒介话语研究者们却发现，要在新闻报道中实

现“完全客观性”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2][3]。

Stenvall[4]认为，新闻的“客观性”现在被普遍认为是

一个神话，报道的“事实性”也难以捉摸；不可否认，

新闻话语中存在着一定的“情感性”。如今的新闻

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个“情感”转向，即从研究理想的

新闻专业主义（如中立性、公正性和事实性）转向研

究新闻语言中的情感、态度和立场[5]。

新闻报道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在整个传播过

程中有很强的主观印记。新闻叙事者的主观性会

通过各种语言手段渗入貌似客观的新闻报道里

去。新闻标题作为新闻语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背后也隐藏着标题作者的主观性。体现新闻标

题作者主观性的语用—语言策略有许多，本文将探

讨其中之一，即焦点凸显策略。

一、语言的主观性
语言的主观性（subjectivity）指的是“自然语言

结构及其常规表达为言语主体提供的表达自我及

其态度与信念的方式”[6]，是说话人的态度、信念、观

点、情感和评价等的自我表达[7][8][9][10]。国内学者沈家

煊曾经对语言的主观性做出过比较深入的定义和

描述：语言的主观性指的是“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

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情感，从

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11]。

Iwasaki[12]从这种“自我”出发，将语言主观性分

为 三 类 ，即 视 角 化 主 观 性（perspectivising

subjectivity）、体验主观性（experiential subjectivity）和

认识主观性（epistemic subjectivity）。说话人的视角

指的是说话人对客观情状的观察角度，或是对客观

情状加以叙说的出发点。“视角化主观性”使说话人

处于一个自我、当前时间、当前位置的三维空间。

“体验主观性”是指说话人对自身感知、感觉、情感

和意志等的自我意识。对这种体验主观性的研究

比较深入的是有关“移情”现象的研究。“认识主观

性”包含了评判、言据、信心等一系列现象，以各种

方式限定说话人的陈述。

二、新闻标题中的焦点标记及其主观性
杨娟和段业辉[13]指出，新闻事实在客观世界中

有时间上先后和空间上排列的差异，而没有重要性

大小的差异，然而，新闻传播者会把新闻信息中自

认为相对重要的，需要新闻受众格外注意的信息点

通过一定的语言手段表达出来。新闻标题作为新

闻报道的“眼睛”，承载着传递信息和吸引读者的双

重功能[14]，因此在标题里利用语言手段来突出焦点

信息以吸引读者的眼球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是标题

作者常用的一种策略。段业辉、杨娟[15]指出，在书面

语中，发话者需要借助句法手段来凸显焦点信息，一

是添加或利用焦点标记，二是利用焦点位置。新闻标

题中用来突出焦点信息的语言手段通常是利用一些

焦点标记，包括焦点标记词“是”、疑问结构，以及被动

结构①。下面我们将对这三方面进行具体阐述。

（一）新闻标题中的焦点标记词“是”及其主观性

1.焦点标记词“是”的信息突显功能

我们知道，汉语中的“是”可以作谓语动词，当

它作为谓语动词时，该句子往往表示两种语义关

系：类属关系和同一关系[16]。然而，我们这里讨论的

“是”并不是用作句子中的谓语动词，而是可以出现

在一个句子的任何语法位置上的，能突出焦点信息

的焦点标记词。请看下列几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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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论文研讨课。

[b] 是陈老师明天在英语系会议室给博士研究

生上论文研讨课。

（用于回答“谁”）

[c] 陈老师是明天在英语系会议室给博士研究

生上论文研讨课。

（用于回答“哪天”）

[d] 陈老师明天是在英语系会议室给博士研究

生上论文研讨课。

（用于回答“在哪里”）

[e] 陈老师明天在英语系会议室是给博士研究

生上论文研讨课。

（用于回答“给哪些人上课”）

[f] 陈老师明天在英语系会议室给博士研究生

上的是论文研讨课。

（用于回答“上的什么课”）

尽管这几个句子传达的深层语义信息相同，然

而在表层句法结构上却各不相同，这是因为“是”所

具有的“焦点特征”附加给了与“是”紧邻的成分[13]。

“是”在各句中把句子分为两个部分，“是”标记了其

后成分的焦点身份。各句强调的焦点成分不同，被

强调的成分是说话人在心理上觉得相对重要的部

分。通过这种方式，发话者将自己认为重要的、需

要受话者特别注意的信息突显出来了，这就是焦点

标记词“是”的信息突显功能。

2.新闻标题中的焦点标记词“是”

焦点标记词“是”还有一些变体，如“是……

的”、“（是）……的”、“不是……而是”、“是……还

是”等结构，这些标记词和标记结构可以用来提升

与语义表达相对应的结构成分的地位，这种方法在

新闻标题中也经常使用。请看以下几例：

（1）开局平稳靠的是内需拉动

（《人民日报》2013年4月16日第10版）

（2）挑逗你裸聊的其实是纯爷们

名校研究生参与“激情视频聊天”诈骗，本打算

考公务员当公安局网监

（《现代快报》2013年4月16日第C10版）

（3）《星跳水立方》昨天的发布会成了陈楚生等

明星选手的诉苦会

包小柏胸部青，陈楚生大腿肿

明星跳水玩的就是惨烈

（《重庆晨报》2013年3月29日第44版）

（4）有所回暖但产能过剩 出口有增却遭“双反”

国内钢铁业“复苏”还是个问号

（《解放日报》2013年2月21日第9版）

（5）追求不是经济持续反弹而是走稳

专家们普遍建议：对房地产调控、银行和地方

政府债务等风险点应完善政策

（《解放日报》2013年4月16日第2版）②

以上几条新闻标题中都含有焦点标记词“是”

及其变体结构。例（1）中的“是”提升了“内需拉动”

的结构地位，将其置于信息焦点的位置上，起到了

强调作用；标题（2）使用了焦点标记词“是”的一个

变体“其实是”，将“纯爷们”提升到了信息突显的位

置；例（3）中的焦点标记“就是”突显了“惨烈”，相当

于回答了“明星跳水玩的是什么”这一问题；标题

（4）中被强调的焦点成分是“问号”，这其实是一个

隐喻，意指国内钢铁产业是否能复苏这一说法还没

有定论，前途未卜；例（5）的主标题中使用了焦点标

记结构“不是……而是”，更加突显了追求的对象是

“经济持续走稳”而非“反弹”。

3.新闻标题中焦点标记词“是”的主观性

焦点标记词“是”将一个句子一分为二，“是”后

紧邻的成分被提升为该句子中的焦点成分。句子

中的哪些成分需要突显、提升为焦点成分则是由话

语发出者决定的。发话者往往会将话语中那些自

认为非常重要的，或者需要受话者特别注意的部分

提取出来，通过焦点标记“是”及其变体结构得到语

言层面上的突显。

新闻标题作者在设计一条新闻标题时，通常会

考虑几大信息要素，诸如“何时”、“何地”、“何人”、

“何事”、“何因”等。标题作者可以对这些要素进行

取舍，决定哪些信息进入标题，而哪些信息则被排

除在外。这本身就体现了标题作者的主观性，而且

这种主观性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些信息要素也

可以同时出现在一条新闻标题中，这时标题作者就

可以对它们进行排列，决定哪些要素作为“侧面”

（profile）出现在比较重要的位置，而哪些要素则作

为“基地”（base）起到衬托作用。通过焦点标记词

“是”及其变体结构，新闻标题的制作者就能够将其

自认为重要的、读者需要特别注意的信息要素突显

出来。这种新闻标题看似比较客观，其实体现了标

题作者的主观性。

不同的新闻记者报道同一件新闻事件可以有

不同的观察角度。新闻标题中被突显的焦点成分

就体现了标题作者观察同一件事情的角度，体现了

标题作者的“视角化主观性”。以上述标题（3）和

（5）为例，这两条标题中带有焦点标记词“是”的那

句话可以通过正常结构来表示，即：“明星跳水玩的

就是惨烈”改成“明星跳水玩惨烈”，以及“追求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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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持续反弹而是走稳”改成“追求经济持续走

稳”。如果进行这样的改动，发话者是从客观的角

度来叙述这些事情。然而，这两条新闻标题中都使

用了焦点标记结构——“就是”和“不是……而是”，

将标题作者认为重要的信息提升到了焦点位置，表

明标题作者观察事件的角度发生了变化：不是没有

重点地描述，而是突显其认为重要的信息，将观察

视角置于这些突显信息上。

（二）新闻标题中的疑问结构及其主观性

1.汉语疑问句的焦点凸显功能

汉语的疑问句通常有四种形式：特指问句、是

非问句、选择问句和正反问句。吕叔湘[17]指出，特指

问句里的疑问词代表疑问所在，是疑问的焦点。是

非问句一般是对整个陈述的疑问，但有时候也会集

中在某一点，形成一个焦点。尹洪波[18]认为，任何是

非问句都有焦点，只是焦点的透明度不同而已；特

指问句只有一个疑问词时，只有一个焦点，含有多

个疑问词时则有多个焦点，多个焦点之间可以是并

列关系；正反问句的焦点总落在“X不X”上；选择问

句的焦点可以是选择肢中的某一成分，也可以是整

个选择肢。

由于正反问句在新闻标题中非常少见，因此本

文将主要讨论前三种疑问句式在新闻标题中的使

用。

2.新闻标题中的特指问句及其主观性

特指问句指的是用疑问代词代替未知的部分

进行提问，要求对方针对未知的部分做出回答的疑

问句。特指问句在新闻标题中也会出现，例如：

（6）《合家欢之美丽嘉年华》性感开场柳岩的性

感却不见了？

来来来，看看谁
·
是你的菜

（《三湘都市报》2013年1月19日第A14版）

（7）招商加速什么样
···

的企业才有资格进驻？

（《重庆晨报》2013年5月8日第4版）

（8）怎样
··

知道宝宝是不是败血症？

（《三湘都市报》2013年3月29日第B5版）

（9）中南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如何
··

帮学生就业

（《湖南日报》2013年3月29日第2版）

上面几条新闻标题都含有特指问句，所使用的

疑问词有“谁”、“什么”、“怎样”、“如何”等等。这些

疑问词以及含有这些疑问词的短语是问话人最想

知道的部分，自然也就成为特指问句的焦点。不管

标题作者使用什么样的疑问词进行提问，其用意均

在于将疑问词后面的语言成分进行提升，将读者的

阅读焦点集中到这些语言成分上来，从而转移他们

的观察视角，也由此体现了标题作者的“视角化主

观性”。比如上例（6），读者自然而然地会把注意力

集中到“谁”上来；标题（7）将焦点定格于“什么样的

企业”上；标题（8）将观察角度转移到“检查宝宝是

不是败血症的方法”上来；例（9）中，标题作者将“如

何”以及“帮学生就业”置于焦点信息位置。这些疑

问结构都起到了提升焦点信息的作用，同时也体现

了标题作者的视角化主观性。

3.新闻标题中的是非问句及其主观性

是非问句是提出问题，要求别人回答“是”或

“否”的疑问句。尹洪波[18]认为现代汉语中的是非问

句都存在焦点，这是由疑问句的自身功能和焦点的

本质特点所决定的。新闻标题中的是非问句是一

个常见的语言现象，也是标题作者传递自身主观态

度和情感的一种语言手段。让我们来看一些带有

是非问句的新闻标题：

（10）肿瘤患者，你了解细胞因子吗
·
？

（《新闻晨报》2013年4月22日第A12版）

（11）编剧公司能培养出“神笔”吗
·
？

（《光明日报》2013年4月22日第3版）

（12）超长悍马进校园迎娶大四女生？

校方：那是老师结婚路过采景

（《现代快报》2013年5月8日第F5版）

（13）大用集团加工“病死鸡”？

河南省食安委称调查未发现 但有无害化处理

不规范问题

（《解放日报》2013年1月19日第5版）

（14）今日11∶30 凯尔特人VS湖人 新浪直播

科比与霍华德闹僵？

是真是假看了就知道

（《三湘都市报》2013年2月21日第A23版）

（15）蛇年“讨口彩”难？民俗专家说不尽然

（《解放日报》2013年1月19日第5版）

这些新闻标题中都含有是非问句，这些是非问

句都表达了发话者对整个命题的怀疑，因此体现了

标题作者的“认识主观性”。比如，标题（10）的作者

对“肿瘤患者是否了解细胞因子”存有疑虑；标题

（11）表达了作者对“编剧公司能否培养出‘神笔’”

的怀疑；例（13）中，标题作者对“大用集团是否加工

‘病死鸡’”提出质疑；例（14）的引题中，“科比与霍

华德是否闹僵”对标题作者来说仍存疑团。

严格来说，以上这些新闻标题中的某些疑问结

构其实属于设问句，如例（12）和（14）。尽管以是非

问句开头，但这两例中的是非问句后都跟着对这些

疑问的回答。比如，在例（12）中，标题作者首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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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长悍马进校园是否是来迎娶大四女生的”提出

质疑，随后又引用了消息来源“校方”的话，对这个

问题进行了解答。标题作者这样“自问自答”的目

的无非是想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将他们的观察角度

转移到是非问句所设置的焦点上来，因此体现了标

题作者的“视角化主观性”。

4. 新闻标题中的选择问句及其主观性

选择问句是提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情况，让对

方从中进行选择的疑问句。新闻标题中也会有选

择问句，标题作者用复句的结构提出不止一种主观

看法，供受众作出选择判断。例如：

（16）公证处主任年薪100万！做“公益”还是做

“生意”？

浙江两县级市公证处“天价工资”引热议

（《三湘都市报》2013年1月19日第A11版）

（17）蛇年首场雪：春雪还是冬雪？

专家表示，称谓并不重要，要看实际影响

（《新闻晨报》2013年2月21日第A07版）

（18）NBA2013全明星正赛首发名单公布

科比票王领衔洛杉矶4星

是全明星还是好莱坞？

（《三湘都市报》2013年1月19日第A15版）

（19）武汉大学生深陷“贷款”陷阱事件追踪

捷信公司：高利贷？高费贷？

（《人民日报》2013年3月29日第11版）

以上几条新闻标题中都带有选择问句，前三例

中的选择问句都使用了“A还是B？”的结构，后一例

中的选择问句则是这种常规结构的变体，即“A？

B？”结构，但同样是发话者给出A和B两个选项供受

话者进行选择。选择问句的焦点可以由选择肢A、B

中的某一句法成分充当，有时还可以由整个选择肢

充当[18]。以上述新闻标题为例，例（16）的标题作者

给出了“做公益”和“做生意”两个选项；标题（17）给

出了“春雪”和“冬雪”两种选择；例（18）也提供了两

个选择，“全明星”和“好莱坞”；最后一条标题（19）

给出的选项是“高利贷”和“高费贷”。这些标题中

的选择项都充当了信息焦点的角色，都能引起受众

的注意。此外，这些选项都是标题作者预先设定

的，给标题受众限定了选择框架，同时也将受众的

观察角度框定于内。是A还是B？受话者只能从这

两个角度来观察事物，而没有第三个选择。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选择问句体现了新闻标题作者的

“视角化主观性”。

综上所述，新闻标题中的疑问句式，无论是特指

问句、是非问句，还是选择问句，都是突显标题内焦点

信息的语言手段，也是体现标题作者主观性的语用策

略。新闻传播者使用疑问句的形式并不在于获取信

息，而在于“强调自己主观设定好的焦点信息，让受众

的感知尽量与自己的主观意图合拍”[15]。

（三）新闻标题中的被动结构及其主观性

1.汉语被字句的主观性及焦点突显功能

在汉语被字句中，说话人往往会在个人主观性

的驱动下，在概念化过程中有意突显言语场景中的

某一实体，从说话人的角度来观察该言语场景，因

此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说话人的立场、态度和情感。

Zhang[19]从历时的角度证明了汉语被字句是“移情”

这一主观化的产物。汉语被字句具有较强的主观

性，可以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情感，也反映了说话人

观察客观情状的视角。被字句的主观性往往指向

句子的主语，即动作的受事，从而形成了句子中的

焦点信息。也有学者指出，除了主语受事，被字句

的主观性还可以指向动词动作，以及句子中的其他

成分，包括“被”的宾语和未进入句子的说话者[20]。

因此，一个被动句中的不同语言成分，包括主语、谓

语动词、宾语等，都有可能成为信息焦点。具体哪

些信息被突出了，则要结合上下文语境来判断。被

字句中的“被”字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信息突显功能，

能够将受话者的注意力吸引到由“被”字所引发的

被动语义以及各语言成分上来。

2. 新闻标题中的被字句及其主观性

新闻标题作者通过使用被动结构，将读者的眼

光集中到“被”字上来，让他们重点关注标题作者想

让他们关注的信息。通过被动结构，重要信息得以

焦点化，从而体现了新闻标题作者的主观性。下面

我们将结合标题实例进行具体解释。

新闻标题中的被字句所突显的焦点信息通常

是被动动作的受事，而该动作的发出者，即施事则

往往被弱化了，甚或只字不提。例如：

（20）女国脚李影回母校被称师哥

（《重庆晨报》2013年1月19日第24版）

（21）失踪华裔女孩尸体被发现

正等待最后身份认定，死因依然成谜

（《新闻晨报》2013年2月21日第A21版）

（22）央视3·15晚会当天，微博贴出“大概8点

20分发”

被疑当“托”，何润东亮了

（《新闻晨报》2013年3月17日第A15版）

（23）先心病患儿被遗弃寺庙外

医院申请慈善救助为病孩实施手术

（《解放日报》2013年3月29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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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新闻标题中都含有被动结构，相同的

是，标题中只出现了被动动词的受事，而施事却无

法确定。例如，标题（20）中，受事“女国脚李影”被

置于句首，很显然是一条被突显的焦点信息，是标

题作者想要读者重点关注的对象，而被动动作“称

师哥”的发出者，即施事却被弱化了。标题（21）中，

失踪华裔女孩的尸体是被谁发现的？标题（22）中，

谁怀疑何润东当“托”？标题（23）中，又是谁把先心

病患儿遗弃在寺庙外？仅从这些新闻标题中，读者

无法获得这些动作的实施者的信息。很显然，标题

作者弱化施事的用意就是让读者特别关注这些被

动动作的受事，引导读者从这些受事的角度来观察

事态，也由此体现了标题作者的“视角化主观性”。

在有些新闻标题中，受事的信息在主题中得以

突显，而施事及其他背景信息则会出现在引题或副

题中。例如，标题（24）中，受事“熟睡母女”出现在

了主标题的焦点信息位置，而施事“失控轿车”则被

当作背景信息出现在引题中；标题（25）的主题中，

“20多名中国工人”得到了突显，而将他们“困于工

地建筑内”的施事却仅以背景信息的形式出现在引

题中。将动作受事置于字体字号均较大、较为明显

的主标题内，而将动作的施事置于字体字号都较

小、读者不太容易注意的引题或副题内，标题作者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突显受事信息而弱化施事信

息，其“视角化主观性”表露无遗。

（24）轿车失控，撞穿围墙进了家

熟睡母女被掀下床

（《现代快报》2013年1月19日第B2版）

（25）南苏丹伦拜克发生激烈枪战，当地部落武

装之间、部落与政府军之间交火不断

20多名中国工人被困工地建筑内

（《新闻晨报》2013年1月19日第A6版）

在这种类型的新闻标题中，被字句往往传递的

是一种“不幸遭遇”的信息。施事对受事施加了影

响，受事对于施事对其所施加的动作行为不可抗

拒，因而发生了“不如意”的变化。标题作者叙述整

个被动事件的视角不在于施事，而在于受事以及他

们所碰到的“不如意的遭遇”，例如上面两条标题中

提到的“掀下床”、“困”等。祁文娟[21]认为，在汉语的

被字句中，说话人心目中受事是受损者，施事是责

任者，所以被字句常用来表示“不如意”或“遭受”

义。所谓的“不如意”是对说话人来说“不如意”，

是说话人认为的“不如意”。对受事来说，施事的

那些动作是不能控制和不可抗拒的。说话人在表

达受事所发生的这种不可抗拒的非自主变化的同

时，对受事倾注了更多的感情。因此，被字句的受

事最容易成为说话人移情的对象，说话人对受事

主语投以同情、惋惜，而将责任归咎于施事。这种

情感上的倾向性体现的就是标题作者的“体验主

观性”。

综上所述，汉语的被字句能够起到突显焦点信

息的作用，体现了发话者的主观性。“被”字本身、被

动动作、动作的施事和受事都能成为发话者想要突

显的焦点信息。新闻标题中的被动结构则往往突

显了被动动作的受事而弱化了动作的施事。通过

这种方式，标题作者有选择性地强调了观察客观情

状的出发点和视角，同时也传递了标题作者对动作

受事所遭受到的“不如意”的同情。总之，新闻标题

中的被动结构突显了标题内的某些信息，也体现了

标题作者的“视角化主观性”和“体验主观性”。

三、小结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结构是基于人们对世界

的经验，对语言的运用与我们怎样感知周围的事物和

情景有密切关系[13]。外界对大脑的刺激是杂乱多样

的，大脑要对它们进行处理。当人们观察周围环境中

的某个物体时，通常会把这个物体作为知觉上突显的

图形，把环境作为背景[22]。当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

际、传达信息时，人们会把自己观察到的突显图形传

递给受话人，这个突显的图形就是信息的焦点。

新闻标题中同样有着信息焦点突显手段。通

过焦点标记词“是”、疑问结构和被动结构等焦点突

显手段的策略性使用，新闻标题作者在标题中突显

了某些信息，体现了标题作者的视角化主观性、体

验主观性和认识主观性。这些主观语言手段的使

用能够帮助新闻标题作者进行有效的主体表达，从

而更好地实现新闻标题信息传递和舆论导向的双

重功能；同时还能帮助新闻读者熟知新闻标题中的

各种主观性表达标记，从而更好地理解新闻、理解

新闻标题作者的写作意图和目的。

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当然，新闻标题中也存在利用焦点位置进行焦点信息突显的现象，比如新旧信息句首句末的调整、互换等等，这同样体

现了标题作者的主观性，但限于篇幅，本研究暂不考察此类现象，而仅探讨焦点标记的利用，主要包括焦点标记词

“是”、疑问结构和被动结构.

②本文所选新闻标题例子来源于八家报纸，分别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湖南日报》、《现代快报》、《重

·· 146



第1期

庆晨报》、《新闻晨报》、《三湘都市报》。在每条标题中，作者用加粗字体表示主标题，用非加粗字体表示引题或副题.

[1]Hartley, J. (1982). Understanding News [M]. London: Methuen.

[2]Van Dijk, T. A. (1988). News as Discourse [M]. N.J.: Erlbaum, Hillsdale.

[3]Fowler, F. (1991). 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 [M]. London:Routledge.

[4]Stenvall, M. (2008). on Emotions and the Journalistic Ideals of Factuality and Objectivity ? Tools for Analysi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40, 1569-1586.

[5]Hout, T., Pounds, G. & Vertommen, B. (2012), Analyzing the view from here, there and nowhere: Discursive Approaches

to Journalistic stance [J]. Discourse, Context & Media, 1, 55-56.

[6]Lyons, J. (1982). Deixis and Subjectivity: Loquor, Ergosum? [A] In R. J. Jarvella & W. Klein (eds.). Speech, Place, and

Action: Studies in Deixis and Related Topics [C]. New York: John Wiley.

[7]Langacker, R. (1990). Subjectification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 5-38.

[8]Lyons, J. (1994). Subjecthood and Subjectivity [A]. In M. Yaguello (ed.). Subjecthood and Subjectivity: Proceedings of the

Colloquium“The Status of the Subject in Linguistic Theory”[C] (pp. 9-17). Paris: Ophrys.

[9]Traugott, E. C.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zation [A]. In D. Stein & S. Wright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zati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Wiebe, J., Wilson, T. & Cardie, C. (2005). Annotating Expressions of Opinions and Emotions in Ianguage [J]. Language

Resources and Evaluation, 39, 165-210.

[11]沈家煊.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4):268-275.

[12]Iwasaki, S. (2010). Typology of Subjectivity and its Linguistic Manifestations [A]. In CLDC 2010: Pragmatics ＆ Cognitive

Linguistics [C]. Taipei: Taiwan University.

[13]杨娟,段业辉.新闻语言中的焦点标记词“是”与主观性[J].修辞学习,2006(6):37-38.

[14]吴珏,陈新仁.英汉新闻标题中的预设机制：调查与分析[J].外语教学,2008(4):30-34.

[15]段业辉,杨娟.论新闻语言的主观化[J].江海学刊,2006(6):197-203.

[16]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7]吕叔湘.疑问·否定·肯定[J].中国语文,1985(1).

[18]尹洪波.现代汉语疑问句焦点研究[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1):92-96.

[19]Zhang, Hongming. (1994).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bei in Chinese [A]. In Paul Jen-kuei Li, etal(eds.),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2 [C] (pp. 321-360). Academia Sinica.

[20]李青.现代汉语“被”字句的主观性研究[J].大连大学学报,2011(2):71-73.

[21]祁文娟.现代汉语普通话被动句的主观性分析[J],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93-96.

[22]杨娟,段业辉.网络新闻标题中焦点位置的信息突显功能[J].修辞学习,2007(3):40-41.

Focalization and Subjectivity in News Headlines

WU Ju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shu, Jiangsu 215500)

Abstract: The subjectivity in the news headlines can be realized by various pragmatic-linguistic strategies,

among which foc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and effective strategy. The headline makers will use some focus markers,

namely the focus marker“shi”, interrogative structures, and passive structures to make prominent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in the news headlines, thus reflecting the perspectivising subjectivity, experiential subjectivity and

epistemic subjectivity of the headline makers.

Key words: news headlines; subjectivity; focus;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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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transformation and professional bases between the curriculum modular change and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talents cultivation. In view of capability modules path establishment of curriculum modularization

oriented by“competency output”, we analyze the“News Gathering and Writing”comprehensive modular innovation

for cultivating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talents in-depth.

Key words: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talents；News Gathering and Writing；modular teaching；

competency -orientation
（责任编辑：董应龙）

·· 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