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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社论又是报纸的旗帜。
选择《人民日报》社论六十年的变迁作为分析对象，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陈月明所著的《使命与主体--人民日报社论的话语呈现》以话语分析作为解读方法，以量化统汁为分
析工具，对7000多篇社论做了细致精到的梳理和诠释，不仅洋尽地剖析了人民日报的角色在使命与主
体之间的交织变化，也折射出当代中国社会复杂的发展逻辑。

从研究范式看，《使命与主体--人民日报社论的话语呈现》颇多创新之处：完整的媒介话语分析框架
和纯熟的分析技巧，实证研究与阐释范式的有机结合，历史现场的还原与事件剖析的巧妙呼应，均显
示出作者的学术功力和深刻洞察。
值得读者诸君细读和收藏。

陈月明所著的《使命与主体--人民日报社论的话语呈现》运用了许多西方理论观念，包括话语分析思
想，但作者并非一味照搬，而是冷静地从中国实情出发重新审视这些理论和观念，加以本土化。
书中不仅指出了梵·迪克的新闻话语分析“命题结构模型”、费尔克拉夫的媒介话语“三维度框架”
的致命缺陷，还提出了更适合媒介话语分析的“三层级”框架。
又如，作者根据中国实情对西方的“公众舆论”、“社会运动”等重要概念进行补充或限制，用“公
共舆论”取代“公众舆论”概念，为“社会运动”赋予了符合国情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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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月明，1956年生，浙江萧山人，博士，教授。
1988年至今一直在宁波大学任教，曾在加拿大McGill(麦吉尔)大学教育学院、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传播
与教育学院学术访问；2000年前主要从事语言学理论和汉语语法研究，在《中国语文》、《古汉语研
究》等杂志发表论文，出版专著《〈马氏文通〉虚字学说》等；2000年后开始转向新闻传播领域，在
《新闻大学》、《当代传播》、《浙江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
主持—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多项省部级课题，获两项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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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月明所著的《使命与主体--人民日报社论的话语呈现》运用了许多西方理论观念，包括话语分析思
想，但作者并非一味照搬，而是冷静地从中国实情出发重新审视这些理论和观念，加以本土化。
书中不仅指出了梵·迪克的新闻话语分析“命题结构模型”、费尔克拉夫的媒介话语“三维度框架”
的致命缺陷，还提出了更适合媒介话语分析的“三层级”框架。
又如，作者根据中国实情对西方的“公众舆论”、“社会运动”等重要概念进行补充或限制，用“公
共舆论”取代“公众舆论”概念，为“社会运动”赋予了符合国情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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