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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高校开学典礼致辞中语用身份
的建构和顺应

黄菁菁ꎬ王　 燕

(合肥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ꎬ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语用身份是一个人特定社会身份在具体交际语境中的呈现ꎬ交际者通过话

语建构动态的语用身份ꎬ达成不同的交际效果ꎮ 以中西 ４ 所高校的校长开学典礼

致辞为研究语料ꎬ根据人称指示语、语体和言语行为 ３ 种建构手段ꎬ从语用身份的

视角分析和比较中西高校校长在致辞中建构的不同默认身份和策略身份ꎮ 基于

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 的顺应论ꎬ指出了中西高校校长语用身份的动态选择和话语建构反映

了其对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中相关语境因素的交互顺应ꎬ显示了中西方

不同文化背景下语用身份建构的差异ꎮ

关键词:开学典礼致辞ꎻ语用身份ꎻ话语建构ꎻ语境顺应

中图分类号:Ｈ０３０　 　 　 文献标志码:Ａ

　 　 一直以来ꎬ身份都是社会学、传播学、心
理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的热门话题ꎮ 认同身份

理论的创建者 Ｓｔｒｙｋｅｒ[１] 曾指出身份是一个

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ꎮ 传播学家 Ｔｒａｃｙ[２]

认为身份既包括文化学视角下交际前已有的

稳定特征ꎬ也包括修辞学视角下交际中变化

的动态身份ꎮ 我国学者陈新仁[３] 将身份研

究的文化学和修辞学视角加以拓展ꎬ提出了

语用身份的概念ꎬ即情景化的、动态的交际者

身份ꎮ 自该视角提出以来ꎬ我国学者对语用

身份建构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领域:孙莉[４]

和郭亚东[５] 研究学术话语中的语用身份建

构ꎻ袁周敏等[６] 以商务话语中的医疗咨询为

语料ꎬ探讨顺应论视角下的语用身份ꎻ何荷

等[７]从虚拟空间交际的角度出发ꎬ分析网店

店主关系身份的建构ꎮ 在演讲类独白语篇

中ꎬ说话者在特定语境中建构语用身份ꎬ既体

现话语的本质特征ꎬ又发挥一定的交际功能ꎬ
有重要的研究意义ꎮ 但目前仅有袁周敏[８]

和杨振宇等[９] 对国家元首演讲展开了语用

身份研究ꎬ鲜少有关于其他公共演讲语篇的

语用身份研究ꎮ
作为公共话语ꎬ校长致辞是弘扬校园文

化精神的重要载体ꎬ一直受到国内外新闻媒

体的广泛关注ꎬ发挥着重要的育人功能ꎬ有很

高的研究价值ꎮ 目前国内外学者多基于名校

毕业演讲展开论述ꎬ而少有涉及开学典礼演

讲的研究ꎮ 笔者选用 ４ 所国内外知名高校

(北大、清华、哈佛和麻省理工)开学典礼上的

校长致辞为语料ꎬ语料真实、权威并具典型性ꎮ
基于陈新仁的语用身份论和 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 的顺

应论ꎬ笔者从语用身份视角分析和比较中西高



２９０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２ 卷

校的校长致辞ꎬ探讨不同文化下演讲语篇中

的语用身份选择与建构ꎬ阐述其如何顺应具

体语境以取得相应的交际效果ꎮ

一、语用身份的动态选择和话语建构

１.理论依据

在具体语境中ꎬ为实现不同的交际目的ꎬ
交际者选择和建构不同的语用身份ꎬ可分为

默认身份和策略身份ꎮ 在 Ｔｒａｃｙ 提出的话语

实践类型和 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 有关语言选择层次

划分观点的基础上ꎬ陈新仁提出了语用身份

的话语建构框架ꎬ宏观建构手段包括语码、语
体、语篇等ꎬ微观建构手段有言语行为、称呼

语等[３]ꎮ 本研究以北大和清华 ２０１９ 年开学

典礼校长致辞及哈佛 ２０１８ 年、麻省理工

２０１９ 年开学典礼校长致辞为语料ꎬ解析校长

的默认身份(行政负责人)与策略身份(其他

身份)ꎬ选取典型性的建构手段———人称指

示语、语体和言语行为ꎬ探究其语用身份的选

择和建构ꎮ
２.人称指示语的使用

人称指示语的使用反映关系的亲疏ꎬ有
助于构建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人际关系ꎮ
无论在中国高校还是美国高校ꎬ校长在学生

及媒体面前的默认身份是学校行政负责人ꎬ
对外代表学校ꎬ对内管理各项事务ꎮ 在 ４ 所

知名高校的开学典礼上ꎬ校长在致辞伊始便

选用第一人称单数来建构默认身份ꎮ
(１)我代表学校全体师生员工ꎬ向各位

新同学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真挚的祝贺!
(北大)

(２)我代表全校师生员工ꎬ向你们表示

热烈的欢迎! (清华)
(３) Ｉｔ′ｓ ｍｙ ｇｒｅａｔ ｈｏｎｏｒ ｔｏ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ｙｏｕ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哈佛)
(４ ) Ｉ′ ｍ ｄｅｌｉｇｈｔｅｄ ｔｏ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ｙｏｕ

ａｌｌｔｏ ＭＩＴ. (麻省理工)
例(１) ~ (４)中ꎬ校长均用第一人称单数

我( Ｉ / ｍｙ)向新同学表示欢迎ꎮ 需注意的是ꎬ
北大、清华校长均提到“我代表全体师生员

工”ꎬ强化行政负责人的默认身份ꎬ也表明说

话者与听话者分属不同的集体范畴———校方

与新生ꎬ提醒听话者意识到自己的新人身份ꎮ
而哈佛和麻省理工校长的“ Ｉ” 和 “ｍｙ” 则是

个人发出的欢迎ꎬ没有代表他人ꎬ但特别提及

校名 “Ｈａｒｖａｒｄ” 和 “ＭＩＴ”ꎬ由听话者自己识

别校长的默认身份ꎻ作为听众的学生也有步

入人生新阶段、进入新学校的归属感ꎮ
为了拉近与听众的距离ꎬ激励新生积极进

取ꎬ校长们也适时用其他人称指示语建构策略

身份ꎬ营造语用移情的效果ꎬ达到教育的目的ꎮ
(５)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ꎬ我们更需

要ꎬ树立中国情怀ꎬ拓展世界视野ꎮ (北大)
(６)凝望中华民族ꎬ我们总能在奔

流不息的万古江河中获得启迪ꎮ (清华)
(７) Ｗｅ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ｖｅｒ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ꎬꎬ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ｍｅ ａ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ｙｏｕｒ ｃｌａｓｓ. (哈佛)

(８ ) Ａｌｌ ｏｆ ｕ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ｄｏｕｂ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ꎬ 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
(麻省理工)

例(５) ~ (８) 中ꎬ校长们均使用 “我们

(ｗｅ / ｕｓ)”营造与学生融于一体的氛围ꎬ却体

现了不同的语用身份ꎮ 例(５)和(６)中ꎬ说话

者用“我们”建构了爱国者和历史文化传承

者的策略身份ꎬ获得了学生的认同并激发其

民族自豪感ꎮ 而例(７)中ꎬ说话者用“ｗｅ”表
达自己和学生一样都是新人ꎻ例(８)中ꎬ校长

用“ｕｓ”表示所有人都会产生自我怀疑ꎬ鼓励

新生在新环境里勇于求真ꎮ 他们弱化默认身

份ꎬ使用策略身份即新进人员ꎬ激发一起努力

的情感共鸣ꎮ 此外ꎬ美国两校校长还建构了

一些其他的策略身份ꎮ
(９)ｈｅ ａｎｄ Ｉ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ｐａｒ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ｈａ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哈佛)

(１０) Ｉ ｗａｓ ｅｘｃｉｔｅｄ ｗｈｅｎ Ｉ ｇｏｔ ｔｏ ｃａｍｐｕｓꎬ
ｂｕｔ Ｉ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ａｎｘｉｏｕｓ. (麻省理工)

例(９)中ꎬ哈佛校长用 “ Ｉ”ꎬ将自己与某

新生置于相同语境ꎬ建构美国移民后裔的身

份ꎮ 通过客观描述自己的经历ꎬ传递哈佛开

放包容的价值观ꎬ缓解其他移民后裔新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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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ꎮ 例(１０)中ꎬ麻省理工校长则分享了自

己初入学校时的想法ꎬ频繁用 “ Ｉ” 直白地抒

发感受ꎬ建构了朋友的策略身份ꎬ帮助新生坦

然接受兴奋与不安并存的心理ꎮ
３.语体的选择

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会选择提示自己或

对方身份的语体ꎬ如正式语体和非正式语体ꎮ
在致辞开始ꎬ４ 位校长均用正式语体表达了

对新生的欢迎和祝愿ꎬ建构了默认身份ꎬ如例

(１) ~ (４)ꎮ 而在演讲主体部分ꎬ中国两位校

长一直采用正式语体ꎬ用词精准ꎬ语法规范ꎬ
语气严肃ꎻ而美国两位校长则常用非正式语

体ꎬ用词简单ꎬ句子结构灵活多变ꎬ语气亲昵ꎮ
(１１)“志不立ꎬ天下无可成之事ꎮ”有了

为国求学的志向ꎬ有了报国奉献的理想ꎬ人生

的境界和价值(北大)
(１２)青年的家国情怀和远大理想ꎬ根植

于对国家和民族ꎻ青年的担当作为和进

取创新ꎬ来自于对国家和民族(清华)
例(１１) ~ (１２)中ꎬ北大和清华校长均用

对称长句和非人格性成分“境界、价值、家国情

怀、远大理想”等做主语ꎬ庄重表达对祖国的热

爱ꎮ 北大校长还引经据典ꎬ鼓舞新生为国家振

兴而努力ꎻ清华校长也心系祖国ꎬ激励学生从

历史中汲取力量ꎮ 两位校长除了建构行政负

责人的身份以外ꎬ也建构了爱国者的身份ꎮ
(１３) Ｌｉｋｅ ｙｏｕꎬ Ｉ′ｖｅ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ｍｏｖｅｄ ｉｎｔｏ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ｉｋｅ ｙｏｕꎬ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ｎｅ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ｎｅｗ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ｋｅ ｙｏｕꎬ(哈佛)

(１４) Ｉ ｋｎｅｗ ａｌｍｏｓｔ ｎｏ ｏｎｅ. Ｉ ｗａｓ ｖｅｒｙ ｆａｒ
ｆｒｏｍ ｈｏｍｅ. Ｉ ｗａｓｎ′ｔ ｓｕｒｅ Ｉ ｈａｄ ｗｈａｔ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ｔｏ ｓｕｃｃｅｅｄ. (麻省理工)

例(１３) ~ (１４)中ꎬ说话者均用代词“我”
为主语ꎬ以聊天口吻讲述对学校的感受ꎮ 哈

佛校长 ３ 次重复“Ｌｉｋｅ ｙｏｕ”ꎬ语气亲切自然ꎬ
强调自己和学生平等的地位和相似的境遇ꎬ
表达对挑战和机遇的期待ꎬ建构朋友和新人

的策略身份ꎮ 麻省理工校长同样建构这两个

策略身份ꎬ他用几个简单句说出自己初入新

环境的迷茫及对未来的困惑ꎬ营造轻松的氛

围ꎬ让新生感同身受ꎬ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

过渡ꎮ
４ 位校长还对学生提出了一些建议ꎬ北

大和清华的校长主要表达对新生寄予的希

望ꎬ采用正式语体ꎻ哈佛和麻省理工的校长则

关注如何充实大学生活和有效学习ꎬ用非正

式语体给出建议ꎮ
(１５)希望你们摒弃浮躁ꎬ久久为功ꎮ 希

望你们学以致用ꎬ知行合一ꎮ 希望你们坚持

文化自信ꎬ拓展国际视野ꎮ (北大)
(１６)希望你们从历史文化中获取自信、

汲取力量ꎮ 希望你们从历史文化中涵养气

度、拓展视野ꎮ 希望你们从历史文化中寻找

希望、树立信仰ꎮ (清华)
例(１５) ~ (１６)均是排比句式ꎬ句式工

整ꎬ节奏和谐ꎬ凸显恢弘的气势ꎬ有鼓舞人心

和激发斗志的效果ꎮ 说话者在此建构了双重

身份ꎬ从对学生寄予希望的角度来看ꎬ建构的

是行政负责人的默认身份ꎻ从将学生奋斗与

历史文化相联系的角度出发ꎬ建构的是历史

和文化传承者的策略身份ꎮ
(１７) Ｉｆ Ｉ ｃａｎ ｏｆｆｅｒ ａ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ꎬｓｔａｒ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ｉｔｔｉｎｇ ｎｅｘｔ ｔｏ ｙｏｕ. Ｉｆ ｙｏｕｇｏ ｔｏ
ｏｆｆｉｃｅ ｈｏｕｒｓ. (哈佛)

( １８ )  ｉｆ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ｄｏｕｂ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ꎬｉｔ′ｓ ｊｕｓｔ ａ ｓｉｇｎ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ａｒ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ｆ ｙｏｕ ｎｅｅｄ ｈｅｌｐꎬｐｌｅａｓｅ ａｓｋ. (麻省理工)

例(１７) ~ (１８)中ꎬ“ Ｉｆ”引导的真实条件

句用以表示假设的情况有可能发生ꎬ一般用

于口语化表达中ꎮ 两位校长用人称代词做主

语ꎬ表达了对大学生活的熟悉与了解ꎬ语气和

蔼并富有亲和力ꎮ 他们用朋友的策略身份提

供实用性建议ꎬ如哈佛校长提出的了解同学、
请教老师、注册选民投票等ꎬ以及麻省理工校

长所说的怀疑即学习和寻求他人帮助等ꎮ
４.言语行为的运用

作为人类交际的最小单位ꎬ一些言语行

为有明确的身份建构功能ꎮ 在 Ａｕｓｔｉｎ[１０] 提

出的言语行为三分说基础上ꎬＳｅａｒｌｅ[１１] 将言

语行为分为 ５ 个类别:表达、阐述、承诺、指
令、和宣告ꎮ 本研究选取表达和阐述类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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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ꎬ探讨校长们的语用身份建构ꎬ其中ꎬ表
达类言语行为主要包括欢迎、祝贺和祝福ꎮ
例(１) ~ (４)中ꎬ４ 位校长均发出了对新生的

欢迎和祝贺ꎬ建构了行政负责人的默认身份ꎮ
在表达祝福方面ꎬ中美两国校长的语用身份

存在差异ꎮ
(１９)希望大家珍惜在北大的时光ꎬ珍惜

这个伟大的时代ꎬ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ꎮ (北大)
(２０)亲爱的同学们ꎬ新的梦想已经启

程ꎮ 我相信ꎬꎬ你们的青春足迹也一定将

为清华园所铭记ꎮ (清华)
例(１９) ~ (２０)中ꎬ北大和清华校长使用

“珍惜” “努力” “启程” “铭记”等词ꎬ表达了

学校行政负责人对学生的殷切期盼ꎬ希望学

生成为学校和社会发展的参与者ꎬ为祖国发

展而奋斗ꎬ再次建构了爱国者身份ꎮ
( ２１ ) Ｗｅｌｃｏｍｅ ꎬ ｍｙ ｃｌａｓｓ. Ｉｔ′ ｓ ｍｙ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 ｔｏ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ｉｓ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ｗｉｔｈ ｙｏｕ. (哈佛)
(２２)Ｓｏ ｉｔ ｉｓ ｍｙ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ꎬｔｏ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ｙｏｕ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ꎬ 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ｔꎬ
ｂｏｌｄꎬ ｉｎｖｅｎｔｉｖｅꎬ ａｍｂｉｔｉｏｕｓꎬ ａｎｄ ｃａｒ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Ｔ. ”(麻省理工)

例(２１) ~ (２２)中ꎬ哈佛和麻省理工的校

长在表达祝福时ꎬ没有选用默认身份ꎬ而用

“ｍｙ ｃｌａｓｓ”“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ｉｓ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等表述建构了朋友身份ꎬ祝福学生能有丰富

的大学生活ꎬ珍惜校园时光ꎬ尽快融入大家

庭ꎮ 阐述类言语行为在本研究语料中体现为

介绍、描述和总结ꎬ北大和清华的校长介绍和

描述了学校历史以及杰出校友的事迹ꎬ而哈

佛和麻省理工的校长多讲述个人经历、学校

及员工的基本情况ꎮ
(２３)从建校第一天起ꎬ北大就被赋予了

救亡图存、兴学图强的使命ꎬ承载着推动民族

复兴的历史重任ꎮ (北大)
(２４)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承载着中

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ꎬ蕴含着指引人们

正确前行的力量ꎮ (清华)
例(２３) ~ (２４)中ꎬ两校校长均陈述和总

结了学校的历史使命ꎬ即推动中华民族的振

兴ꎬ肯定悠久的历史文化对新时代中国发展

的意义ꎬ建构了默认身份和中国历史文化传

承者的策略身份ꎮ 他们还介绍了施滉和屠呦

呦等校友的光辉事迹ꎬ赞扬他们为祖国做出

的牺牲和贡献ꎬ建构了爱国者的身份ꎬ激发学

生的爱国之情ꎮ
(２５)ｍｙ ｆｏｌｋｓ ｃａｍｅ ｔｏ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ｓ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ꎬｏｒ ｔｈａｔ Ｉ ｇｒｅｗ ｕｐ ｉｎ ａ ｂｌｕｅ － ｃｏｌｌａｒ
ｔｏｗｎ ｉｎ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哈佛)

(２６) Ｉ ｗａｓ ｗｏｒｒｉ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ｉｎ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ｎｏｗＳｏ Ｉ ｈａｄ ａ ｇｒｅａｔ ｙｅａｒ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ａｂｏｕｔ
ｂｏｏｔꎬｗｉｎｔｅｒ ｊａｃｋｅｔｓ(麻省理工)

例(２５) ~ (２６)中ꎬ哈佛校长叙述自己的

家庭和过去ꎬ建构了移民后裔和家境普通学

生的策略身份ꎬ让听众领会到出身并不重要ꎬ
只要努力拼搏就能获得成功ꎮ 麻省理工校长

描述自己初入学校时对气候差异的担心ꎬ建
构了新人的身份ꎬ意在劝说学生顺其自然接

受一切困扰ꎮ
综上所述ꎬ中美 ４ 所高校校长在开学典礼

致辞中的默认身份和策略身份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中西高校开学典礼致辞中语用身份的建构

建构手段 选择 默认身份 策略身份

人称指示语

Ｉ 中、美:行政负责人
中:爱国者、历史文化传承者

美:移民后裔、朋友

Ｗｅ
中:爱国者、历史文化传承者

美:新进人员

语体
正式语体 中、美:行政负责人 中:爱国者、历史文化传承者
非正式语体 美:新进人员、朋友

言语行为

表达类 中:行政负责人
中:爱国者

美:朋友

阐述类 中:行政负责人
中:爱国者、历史文化传承者

美:移民后裔、新进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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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１ 可见ꎬ北大和清华校长在致辞中

自始至终都建构了学校行政负责人的默认身

份ꎬ以及爱国者和历史文化传承者的策略身

份ꎮ 而哈佛和麻省理工校长仅在开场白和尾

声等部分体现了默认身份ꎬ更多建构的是朋

友等策略身份ꎮ 中美两国高校校长不同的策

略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方交际语境

的差异ꎮ

二、语用身份对语境的顺应

在开学典礼致辞中ꎬ４ 所高校的校长分

别建构了默认身份和策略身份ꎬ在同一交际

场合 中 动 态 切 换 语 用 身 份ꎮ 语 言 学 家

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１２]认为语言使用过程是交际者

在内外动因的驱动下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ꎬ
需顺应各种语境因素ꎬ包括语言语境(上下

文)和交际语境(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

世界)ꎮ 交际者既顺应语境ꎬ又用语境来建

构特定的语用身份ꎮ 在本研究语料中ꎬ校长

语用身份的动态选择正反映了其对物理、社
交和心理世界中相关语境因素的交互顺应ꎮ
１.对物理世界的顺应

从语用角度看ꎬ物理世界指实际存在的

语境ꎬ主要因素有时间和空间ꎮ 致辞时间是

学生入校之初ꎬ处于高中与大学的过渡期ꎻ空
间关系为说话者在台上ꎬ听话者在台下ꎬ有一

定的空间距离ꎮ 从对物理语境的顺应角度出

发ꎬ校长语用身份的建构贯穿于致辞的不同

阶段ꎮ
研究选取的 ４ 篇校长致辞大致均可分为

４ 个阶段:欢迎、介绍、建议和致谢ꎮ 在致辞

开始和最后ꎬ４ 位校长均通过正式的欢迎和

致谢语来建构了行政负责人的默认身份ꎮ 在

致辞第二和第三阶段ꎬ北大和清华的校长在

致辞中始终维持自己与听众的距离ꎬ体现出

其身负培养优秀人才的责任ꎮ 他们介绍校史

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联ꎬ讲述杰出校友

的光辉事迹ꎬ帮助学生体会肩负的责任和使

命ꎬ建构默认身份的同时也建构了爱国者和

历史文化传承者的策略身份ꎮ 而在这两个阶

段中ꎬ美国哈佛和麻省理工的校长侧重从个

人经历的角度介绍对学校的了解和感受ꎬ并
告诉学生如何更快地适应新的大学生活ꎮ 尽

管说话者和听话者仍分别在台上和台下ꎬ但
说话者努力突破距离ꎬ建构了新进人员、移民

后裔和朋友的策略身份ꎮ 另外ꎬ在空间词的

使用上ꎬ中国两位校长用“燕园” “清华园”
“北大”“清华”ꎬ介绍学校的历史与现在ꎬ让
学生心生敬意ꎬ建构了行政负责人的默认身

份ꎮ 而美国两位校长则常用“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和
“ｈｏｍｅ”指代学校ꎬ采用温暖大家庭的物理语

境来与学生产生共鸣ꎬ建构了朋友的策略

身份ꎮ
２.对社交世界的顺应

社交世界指与交际者话语选择相关的社

会因素ꎬ分为社交和文化规范ꎮ 社交规范包

括权势和亲疏关系ꎬ说话者在交际中顺应原

来的社交关系ꎬ也通过建构语用身份来维持

或改变固有的关系ꎮ 由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

差异ꎬ说话者还需顺应不同的文化规范ꎬ建构

不同的语用身份ꎮ
在高校开学典礼致辞中ꎬ交际者双方之

间原有的权势关系属师长与学生的关系ꎬ且
双方初次见面ꎬ心理距离较为疏远ꎮ 在中国

社会规范的师生关系中ꎬ尊师重道是传统ꎬ教
师和学生的言行需遵循固有的规矩ꎮ 北大和

清华的校长在致辞中注重维护权威ꎬ善于教

化ꎬ体现了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ꎬ维持与听话

者的固有权势关系ꎬ教育学生树立正确价值

观ꎮ 中国文化传承上下五千年ꎬ注重从历史

中汲取经验ꎮ 因此ꎬ两校校长都提及学校历

史与中国历史的关联ꎬ强调学生应成为历史

和文化的传承者ꎮ 此外ꎬ历史上儒家、道家等

学派均重视集体主义价值观ꎬ认为个人是群

体中的一份子ꎬ应以社会和国家利益为重ꎮ
因此ꎬ两校校长讲述知名校友的报国之志、艰
苦奋斗的经历和无私奉献的精神ꎬ勉励学子

需以国家利益为先ꎬ努力奋斗以推动民族振

兴和国家富强ꎮ
而身为民族和文化大熔炉的美国ꎬ其社

会关系中层次概念较为模糊ꎮ 师生之间ꎬ直
言不讳并各抒己见是双方热衷的交际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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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和麻省理工校长通过让学生直呼其名ꎬ
分享其经历和感受ꎬ处于与学生相同的位置ꎬ
与学生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ꎮ 例如ꎬ哈佛校

长提及自己和妻子是在校园中经朋友介绍相

识的ꎬ这使其提出的交友建议更易为新生所

接受ꎮ 此外ꎬ美国更推崇个人主义文化ꎬ强调

实用主义和未来的发展ꎬ两位校长均强调入

校后多元化的选择ꎬ鼓励学生找寻适合自己

的奋斗方式并实现个人价值ꎮ 在致辞中ꎬ两
位校长更多时候顺应美国的社会与文化规

范ꎬ建构了朋友和新人等策略身份ꎮ
３.对心理世界的顺应

语境中的心理世界主要包括情感、需求、
动机、面子等心理因素ꎮ 在中西方高校开学

典礼致辞中ꎬ校长主要依据情感和面子因素ꎬ
一方面顺应听众的心理和认知ꎬ选择不同的

语用身份ꎬ另一方面通过语用身份的建构使

听众产生共鸣ꎮ 情感和面子主要分为积极和

消极两类ꎬ积极情感和面子指在交际中说话

者使用赞美、欣赏和尊重的策略ꎬ激发听话者

的情感共鸣ꎮ 消极情感和面子指说话者不把

意愿强加给听话者ꎬ给予其自主权和选择权ꎮ
在致辞过程中ꎬ北大、清华的校长侧重维

护积极情感和面子ꎬ建构默认和策略身份的

同时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和对未来的信心ꎮ
北大的校长指出回顾历史是为了继往开来ꎬ
让学生意识到身为北大人的责任ꎬ需积极面

对未来ꎬ为振兴祖国而做出贡献ꎮ 清华的校

长也赞扬中华文化的与时俱进与兼收并蓄ꎬ
正面引导学生树立文化自信ꎬ从历史文化中

获得养分以报效祖国ꎮ 同时ꎬ他们还表达了

对学生前程的肯定ꎬ“追求梦想的新起点”
“拥有无限的未来”“美丽的清华园因你们而

更加精彩”ꎬ这些正面的赞美体现了两校校

长对学生积极面子的维护ꎬ使学生对自己的

未来充满信心ꎮ
哈佛和麻省理工的校长侧重顺应消极情

感和面子ꎬ充分考虑学生初入新环境的感受

和情绪ꎬ多次建构策略身份以形成友好的气

氛ꎮ 对于如何适应新环境ꎬ哈佛校长提及一

位新生发来的电子邮件中流露的对移民身份

和融入新环境的担忧ꎬ向学生讲述了自己父

母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ꎬ鼓励一些学生不要

因出身而妄自菲薄ꎬ维护了他们的面子ꎮ 麻

省理工的校长幽默式夸大自己入校时对过冬

的担忧ꎬ产生了语用移情的作用ꎬ使学生在笑

声中接纳了相似的畏惧心理ꎬ轻松面对新环

境ꎮ 哈佛校长还预见性地提出了将会面临的

挫折与失败ꎬ旨在表达人无完人ꎬ每个人都会

经历绝望和失败ꎮ 麻省理工校长也提及自己

和其他教授都有过自我怀疑的经历ꎬ所有的教

员会帮助大家适应环境ꎮ 他们直言大学和人

生中不完美的一面ꎬ尊重和维护学生的消极情

感和面子ꎬ采用友善表达而非施加压力的方

式ꎬ使学生更容易接纳建议ꎬ积极面对未来ꎮ

三、结　 语

在言语交际中ꎬ说话者动态选择不同语

用身份ꎬ以顺应不同交际情境和实现不同交

际目的ꎮ 基于语用身份论ꎬ依据人称指示语、
语体和言语行为 ３ 种手段ꎬ探讨了中西高校

开学典礼中校长的默认身份和策略身份ꎬ通
过实例分析了 ４ 校校长行政负责人的默认身

份、北大清华校长的爱国者和历史文化传承

者的策略身份以及哈佛和麻省理工校长的移

民后裔、新进人员和朋友的策略身份ꎮ
根据 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 的顺应论ꎬ中西方校长

顺应语境中的物理、社交和心理世界ꎬ达到了

特定的交际效果ꎮ 北大和清华的校长始终保

持与听众的距离ꎬ维护权威ꎬ善于教化ꎬ建构

默认和策略身份的同时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

与报效祖国的志向ꎻ哈佛和麻省理工的校长

倾向于拉近与听众的距离ꎬ更多时候建构策

略身份而非默认身份ꎬ通过讲述个人经历引

发学生的同理心ꎬ建议学生享受大学生活并

实现个人价值ꎮ
中美 ４ 所知名高校开学典礼致辞中语用

身份的动态选择和话语建构研究ꎬ较具典型

性ꎬ对探讨中西方文化下不同的语用身份建

构具有一定意义ꎬ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拓宽语

料ꎬ为中西方不同背景下的跨文化交际提供

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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