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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钉子户”事件报道中本、异地媒体话语呈现的差异分析 

 
摘要：本文以3月20日华龙网和南方报业网两家媒体各自网站上公布的新闻为样本，依据梵·迪克的话语分析

理论和方法，从话语的标题、结构及风格的角度，对两篇报道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本地媒体和异地媒体对同一件

事件的报道中，叙述的立场、角度和中心皆存在差异。论证了它表明新闻的制作是直接地与社会实践和新闻制作

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又间接地与新闻媒介的机构环境、宏观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的观点。 
关键词：话语分析 差异 本地媒体 异地媒体 重庆钉子户   

 

一，导言 
近日来2007年3月，关于“重庆钉子户”事件的报道非常多，成为当前很多媒体关注的重要事件。在此事件成

为媒体关注的热点的同时，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本身也成为了一种特点鲜明的媒体现象。通过对从3月8号到4月1

号的媒体报道分析发现，分别从属于不同背景下的华龙网（重庆当地的门户网）、南方报业网（广东地区）在关

于此事件的报道中存在差异，。本文主要采用梵·迪克的话语分析理论及分析框架来分析探讨这些差异。 
话语分析是一门多种科学交叉的学科，其中包括了语言学、文学理论、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话语分析在

20世纪70年代初期得到迅速发展，并最终产生了独立的新学科——文本或话语研究。 
批评语言学家所做的是分析话语的结构，进行批评语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从而寻找发现

一些突出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特征，通过这么做以此来揭示话语是如何建构和再现权力(power)关系的，增强人

们的“语言意识”，提高他们对语言运用的鉴赏能力，其最终目的是让人们理解和揭示社会的不平等并最终抵制

这种不平等。[1]  
美国语言学家阿兰·贝尔（Allan Bell 1999）对新闻报道的分析认为：新闻叙事体由于所表现的事件往往比个

人叙事体更加复杂，并且由于受到产生它的新闻机制的制约和整个新闻编辑过程的影响，新闻叙事体和个人叙事

体在叙事结构顺序上通常是不同的。[2] 
梵·迪克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中，将新闻作为一种公共话语形式的角度来研究。通过对新闻的话语分析，

指出“新闻结构既直接地与社会实践和新闻制作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又间接地与新闻媒介的机构环境、宏观

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3]  

 

二，报道差异的话语分析 
本文选取了自2007年3月8号至2007年4月1号这个时间段，对两家媒体报道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统计：华龙网，

报道开始时间为2007年3月17日，报道总数11篇；南方报业网, 开始时间为2007年3月8日，报道总数18篇。由此看

出，在对同一事件的报道中，不同的媒体在数量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华龙网较南方报业网少。作为在重庆发生的

事件，本地媒体报道的数量较少，而异地的广东地区媒体的报道数量却很高，可以看出：1，当地媒体对此事件的

关注程度比较低，而异地媒体的关注程度较高。2、从初始时间来看，南方报业网是第一个报道此事件，比华龙网

早了9天。本地的媒体对事件的反应相对滞后。 
本文的话语分析选取的样本为3月20号这天，两家媒体在各自网站上公布的新闻。这天的消息，主要内容是：法院

做出裁决，判定房主必须在22日前搬迁。选取这个消息作为样本的理由是： 
1、  事件具有代表性。这段事件涉及到了三方的观点：房主、房管局和开发商、法院和开发商、法院。，。

因此叙事的个体比较多，冲突也更加激烈。 
2、  此次事件发生在自第一篇报道出来后的第14天，各家媒体在报道的意识方面已经成熟，态度和观点基本

定型，能够充分反映出媒体的话语特点。 
样本内容见附录。报道甲为华龙网的报道，报道乙为南方报业网的报道，下文皆代称报道甲、报道乙。（为了便

于说明，本文将样本分为多个逻辑句段，分别用数字表明序列，所以附录文章中的分段并不是原作者的分段，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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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序并没有打乱）。 

 

标题分析 
新闻的标题是新闻主体内容的重要表现，他用来暗示和表达主题，是消息文本的纲要性阐述。标题除反映出

作者对事件的概述和删减外，还可以通过语法和结构的分析方法反映出作者的立场、观点以及对事件的态度。同

时，主题对文本的总体性理解非常重要，它抓住文章的总体一致性，也在微观层次上起着自顶向下或倒金字塔式

地控制着局部语义理解的作用。[4]  
下面分别列出两篇报道的标题： 
报道甲：重庆法院判决“最牛钉子户”22日前搬迁 
报道乙：“最牛钉子户”接到限搬令 
两篇报道的标题都把消息的主要内容设置进去，基本的信息就是“最牛钉子户”要搬迁，但是仔细分析语言结

构，发现又有不同的表述特点。 
从标题的结构来看，报道甲标题的主语为“重庆法院”，谓语是“判决”，宾语是个从句“最牛钉子户22日前搬

迁” [5] 。报道乙标题的主语是“最牛钉子户”，谓语是“接到”，宾语是“限搬令”。报道甲的句式是强调了

“重庆法院”，其行为是“判决”，行为的结果是要求“‘最牛钉子户’22日前搬迁”，表明了法院对此问题的

强势态度；报道乙标题的主语是“最牛钉子户”，是以“钉子户”为叙述的主体，谓语“接到”突出了主体的被

动性，标题中省略了“重庆法院”这个限搬令的决定者。从上面两家标题的结构我们就不难看出，报道甲认为最

重要的信息是法院采取的行动，报道乙认为房主的接到限搬令这个信息最重要。报道甲以法院为叙事角度，是一

种高位俯视的话语视角，他关注的是法院做出了怎么样的行动；而报道乙则以“钉子户”为叙事角度，突出了

“钉子户”的被动，他关注的是房主遭到了怎样的对待。同样这个标题也预示了报道内容的叙事角度和侧重点。 

 

结构分析 
   众所周知，新闻叙事体的事件记叙顺序和个人叙事体是不同的。新闻报道的叙述通常并不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

进行，那么关于此事件，两篇报道都采用了什么样的结构，表达了什么意义。？见 
下表的是关于句序和字量的分析： 

 

 

 

表一：新闻叙述顺序和各部分信息比较 
从表一的统计数据来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1、  信息本身的提供上，两家媒体的是一致的，都在开始时候交代了重点的信息。 
2、  关于各方观点陈述的量上，却有了差异。陈述房管局和开发商的行为和观点，报道甲用了43％的篇幅，报道

乙为28％，报道甲比报道乙多。陈述房主的行为和观点时，却比报道甲为13％，报道乙为37％，报道甲又比报道

乙低了许多。 
3、  在从单个报道的内部分配看。报道甲表述房管局和开发商的观点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而在表述房主的行为

和观点时只用了13％。报道乙恰好相反，表述房主的比表述房管局和开发商的多了许多。 
4、  从句序看，房管局和开发商的观点在报道甲中排在了前面，而在报道乙大都排在了后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在报道文本空间分配上，报道甲给房管局和开发商更多的发言空间，而给房主的空间很少。他们显然是站在了偏

向前者的立场上，而报道乙则把更多的空间留给了房主，他们的立场更多偏向了房主。 
在关注点的分布上，报道甲关注的次序是：法院裁决会导致的结果（消失）、法院做出了怎样的裁决（规定期限

内搬迁）、为什么要拆迁（危旧房）、为什么要申请强拆（吴蘋并未履行）、房主的反映（吴蘋表示不服）、成

内容 
报道甲 报道乙 

句序 字量 句序 字量 
法院判决的信息 1 14％ 1、2 12％ 

房管局和开发商的行为和
观点 

3、5、 
8、11 43％ 4、7、8、11、

12、13、14 28％ 

房主的行为及观点 5、7 13％ 3、5、6、10、
13、14、16 37％ 

法院的观点 10 3％ 15 7％ 
其他观点     9 6％ 

备注 字量是指该部分文字在总文字的比率 



为孤岛的原因（他们也不知道）。报道乙的关注次序是：法院裁决会导致的结果（拆除），法院做出了怎样的裁

决（规定期限内搬迁），房屋拆迁的过程中房主及房屋的状况（断水、断电）、房主的反映（吴苹独自一人出庭

迎战）。可见，除了信息本身外，报道甲关注的是这个事件的法律过程，而报道乙关注的是房主的遭遇及行为。

值得注意是关于对断电断水事件的解释，报道甲放在了结尾，报道乙却放在了中间部分，用了两句来描述。 
在微观结构上：报道甲采用了如下的结构策略。首先发布信息即法院要强制执行拆迁，第2句则是对事件中的房屋

进行简单的介绍。到第3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第2句的运用是为了引出第3句，同时也是为了第3句的观点做

铺垫（证明它是危房，拆迁是合理的）。4、5、6句在叙述听证会的举行情况，这就给房主的言论和观点加了一个

前提，突出房管局和开发商是依法办事的。第7句，房主表达了观点后，第8句立刻用了房管局的观点来驳斥了房

主的观点。紧接着用了法院的观点，第9句只用了描述性的语言表示了房主不服，此后又用了房管局的解释来作为

结尾，给了房管局一个解释的机会。这种结构突出了以房管局和开发商为中心的叙事逻辑。再来看报道乙，在第

一和第二句报道了法院做出的决定，3、4、5句对事件进行了简单的回顾，第6句就对是否要价2000万之说进行了

澄清，第7、8句引用房管局和开发商的话，其中第7句使用了的是让步性质的句子结构，第8句介绍了把屋子挖成

孤岛的原因（是房管局和开发商做出的），这种逻辑是顺着房主的逻辑的，因此房管局和开发商显得被动。第9句

引用别人的观点，是为了引出第10句房主陈述被断电断水，显然这种做法是房产商和开发商的违法行为，又置房

管局和开发商于不利地位。第11、12、13句对房管局和开发商的申请强制执行的过程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其中以

第13、 14句穿插了房主的态度，第15句才叙述了结果，淡化了关于强制执行的叙述过程。最后用关于房主的描述

作为结尾，强化了以房主为中心的叙事逻辑。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尽管两篇新闻报道了同样的事件，但是在话语结构上却刻意把各自所要强调的观点和事

实比较集中地安排在靠前的地方，而把所要掩盖或削弱的信息比较分散地放在靠结尾的地方，甚至被省略掉。在

逻辑结构的安排上分别体现了以房管局和开发商为中心的叙事逻辑和以房主为中心的叙事逻辑。 

 

风格分析 
梵·迪克把风格定义为“说话人的社会特征和说话场合中社会文化的具体特征的显现形式或标志。”[6] 那么

新闻话语的风格同样具备了这样的特征。虽然说，新闻应该是一种注重事实，摒弃主观色彩的文体，但是，事实

上绝对客观的新闻是不存在的。和其他所有的风格类型一样，作为新闻报道，他的言语风格也受到了语境的限

制。，因为新闻不是某一个人单独写作而成的，而是私营或者公立的制度化组织制作，表述的产品。[7] 依照梵·

迪克的理论，分析文字报道风格的途径，主要包含对句法、词序、措辞的分析。其中句法（句子结构）是形式话

语和传播的大环境和及新闻制作的具体流程造成的，更多的带有媒介的特征，可以用作电视新闻和报纸新闻的比

较。因此本文主要从词序和措辞的角度来分析报道的风格。同样，我们可以根据两篇报道中的风格来发现双方的

报道立场。 
首先看句法。句法就是句子结构。文字新闻的特点就是句子结构相当复杂，而句子结构越复杂，想表述的信

息就越多。 
下面从分析两篇报道的开头的第一段的句序来分析： 
报道甲： 
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最牛的拆迁房”将很快消失——昨日九龙坡区法院举行听证后，裁定支持房管局关于

搬迁的裁决，并发出限期履行通知，要求被拆迁人在本月22日前拆除该房屋。如不履行，法院将强制执行。 
报道乙： 
在坚持2年半屹立不倒之后，一栋在网上广为流传、号称“史上最牛钉子户”的二层民宅不日将被拆除。昨天

下午，重庆九龙坡区法院裁定，限令屋主在规定期限内搬迁，否则将强制拆迁。 
两篇报道的开头讲述了同样的信息，但是句法上看，报道甲的结构复杂程度超过了报道乙。报道甲：用了两

个单句，先用一个简洁的单句，介绍了法院判决出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接着用了一个复杂的单句叙述了法院

做出裁决的过程。接着并列谓语“发出”通知，要求限期拆迁房屋，后面加上了条件句，“如果不履行，法院将

强制执行。”报道乙：也是用了两个单句，都比较简单，相对于报道甲来说，第一个单句复杂了点，而第二个单

句则相当简单。对比两个句子的结构不难发现，报道甲在形容房屋时只用了一个定语，而报道乙却用了五个定

语。可见报道乙对于这个房屋的重视度是高于报道甲的。再看后面的单句，报道甲在“裁定”前有状语“在举行

听证会之后”。宾语是个动宾短语。最后用了一个条件句，突出了房主不履行的后果。相对于报道乙则简单得

多，“裁定”前没有状语，只是在后面用了一个“否则”，稍微使句子变得复杂一些。可见在表述法院做出裁决

的过程中，报道甲想要包容更多的信息，而报道乙则在房屋上想包含更多的信息。 
其次看词序。在分析词序的作用时，梵·迪克运用了实例分析指出，词序的谋划有利于形成通常所说的论题

和局部的一致性，这还是宏观结构控制的结果，同时还表示了文本结构的相关度。例如主动句和陈述句的使用与



句中新闻事件的参与人的施动和受动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都隐讳地反映了该报纸对这些新闻人物的态度。[8]  
仍然以就两篇报道的第一段分析。先看房子的定语，上文提到报道甲用了一个定语“网上炒得沸沸扬扬

的”，而报道乙用了五个定语“坚持2年半屹立不倒”、“网上广为流传”、“号称史上最牛钉子户”、“二

层”、“民”，且定语都是在前面。汉语的习惯是将定语放在前面如此多意味着强调。可见，报道乙对房屋的强

调程度是高于报道甲的。再看第二个单句，报道甲在“裁定”前有状语“在举行听证会之后”，强调了裁决的合

法性。宾语其一是“支持房管局关于搬迁的裁决”，突出了房管局原来立场就是正确的，而法院做出的裁决是

“支持”房管局的立场。从对主语的突出和省略来看，报道甲始终突出了房管局和开发商以及法院。主动句和陈

述句的主语大都是他们，而对房主有所省略。而报道乙的主语是房子以及房主，对房管局、开发商和法院有所省

略。 
从措辞看。语法中对词的感情色彩有贬义和褒义之分，有些词的感情色彩比较明显，有些词则不是很明显，

但是具有一定的倾向性。有些词单独看是中性词，但是放在语境中就会约定俗成为带有一定感情色彩的词。语言

的使用者通过这点来表达自己感情的喜好和憎恶。当然，在一般的新闻报道中，不会出现表达相当强烈感情的词

语出现，特别是这种一般意义上纠纷的纠纷矛盾，而非阶级和政治斗争的事件。但是，我们仍可以从这两篇报道

的遣词和用句措辞方面看出新闻制作者的不同偏向。 
关于这个消息的报道，对待房屋及房主的态度是报道中的关键点。从第一段对房主的称呼我们就可以看出细微的

差异，报道甲使用了“被拆迁人”，报道乙使用了“屋主”。前者显得生冷，而后者更加亲切。另外我们可以通

过两篇报道对房子及房主的描述看他们之间的差异。 
报道甲：沸沸扬扬、 消失、 声称、 严重影响、 不服， 
报道乙：坚持 屹立不倒 广为流传 孤悬 广为人知 一直坚持 独自一人迎战 

在报道甲中。沸沸扬扬，辞典的解释是：像沸腾的水一样喧闹，多形容议论纷纷。[9] 从单个词性来看，沸沸扬扬

属于中性词，但是文章用了“炒得沸沸扬扬”来形容这个事件，就带有了一点点贬义的感情色彩，因为，沸沸扬

扬更多地带有乱糟糟的意向。对照报道乙同样对象的描述，用词是“在网上广为流传”，经过比较，两者感情色

彩就不言自明。前者对待这个网上事件是一种下压式的态度，后者则用“流传”表示了其对这个事件的平视的态

度。另外“消失”也是中性词，但是他的主语是拆迁房。这个语境背后是，这个拆迁房是房主的阵地，网上甚至

把他它看作了一种权利的象征，因此赋予了这个房子更多的意义。所以“消失”的使用，暗含了行为的快感。在

报道甲中，因为“声称”在习惯用法中有时会表示狡辩或与事实相违背的发言，而且结合了“声称”的内容来

看，感情色彩有了偏差。其他的如：“严重影响”、“不服”等词语的使用，传达的信息是房主人对待拆迁的辩

解和对事件的影响，担搁耽搁的责任仿佛推到了房主人这边。在报道乙中，则用了“坚持屹立不倒”表达建筑物

极其附属意义的坚强，“孤悬”表达了拆迁行为造成的结果，“独自一人迎战”则表达了对女主人勇气和自信的

赞扬。 
通过上述研究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报道甲和报道乙在针对法院判决这件事情的报道的风格上存在着明显的差

异：报道甲偏向非房主的倾向，而报道乙则有偏向房主的倾向。 

 
三、结语 
新闻就是一种叙事体，叙事必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媒体从本质上说就不是一种中立的、懂常识的或者理

性的社会事件协调者，而是帮助重构预先制定的意识形态。” [10] 
就“重庆钉子户”事件本身而言，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因为它发生在我国《物权法》制定和尚未实施的阶

段，因此所以备受关注。但是由于此事件涉及到了当地某个政府部门和个体公民之间的争议，因此，在我国当前

的新闻体制下，出现这样的本地和异地之间报道的差异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语境对于新闻制作

的重要影响： 
首先，影响了新闻的关注程度和呈现量。上文提到在互联网对此事件轰轰烈烈报道的时候，作为本地媒体的

华龙网却报道数量相当少，体现了说明本地媒体受外部力量的影响，减少了对此新闻的关注程度，于是出现了媒

体呈现量减少。这也是一种被动失语。而异地媒体在此过程中，受到负面外部力量的影响较少，只有在这样的情

况下，他们才能够遵循受众市场需求，实现自身的利益，因此，他们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报道。 
其次，影响了新闻的叙述角度和立场。新闻叙述角度和立场受到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媒体在发生类似事件

的时候往往把叙述的角度和立场作为首先要注意的方面。在这种影响下，本地媒体和异地媒体的立场和叙述角度

的差异就极容易出现。本地媒体受到本地力量的影响，他们所报道的立场和叙事角度应该是运用其所属团体的一

致认可的规范或价值观来界定和证明自身的正确性。而异地媒体在这方面往往更加自由，他们更会采取于相对立

的观点来增加自己新闻的关注度。 
第三，影响了新闻话语的遮蔽和敞开。新闻话语关于同一事件的呈现受到语境的影响会出现自觉行为的遮蔽



和敞开。遮蔽掉对所属团体规范和要求不利或者干扰自身表达的话语，而将对自己有利的话语敞开或者扩大。，

“剥夺传播客体中与其对立一方在话语中“说话”、“感觉”甚至“行动”的权力，给自己一方装上“扬声器”

或者“传感器”，从而更多地把自己的意志加于新闻之上。”[11] 
 

 
作者简介：周杨，男，1980年出生，江苏盐城人，研究方向为媒介文化；杨秋、女，1982年出生，江苏大丰

人，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化。 
 

 

 

附   录 
 
报道甲： 

 

重庆法院判决"史上最牛钉子户"22日前搬迁(图) 
 

1）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最牛的拆迁房”将很快消失— —昨日九龙坡区法院举行听证后，裁定支持房管局关于

搬迁的裁决，并发出限期履行通知，要求被拆迁人在本月22日前拆除该房屋。如不履行，法院将强制执行。 
2）引起热议的房屋位于九龙坡区杨家坪鹤兴路17号(杨家坪步行街附近)，建筑面积为219平方米，属于营业

用房。 
3）房管局介绍，该房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修建的，属危旧房。 
4）现在，周围都已拆迁，该房四周被挖下10多米的坑，成了“孤岛”，也成了网上传说的“史上最牛的拆迁

房”。 
5）昨日下午，为它来听证的是它的女主人吴蘋，申请拆迁的是九龙坡区房地产管理局，第三人是重庆智润置

业有限公司及重庆南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听证会预定在2时30分开始，由于旁听的群众太多，只得移到一个较大的法庭，听证会在3时左右开始。 
7）“这个问题拖这么久，责任不在我。”吴蘋声称，尽管自己一再让步，但仍未达成一致。双方曾经达成协

议，但其中一开发商又称老总生病，不给盖章，所以这事才拖了这么久。 
8）而九龙坡区房管局称，吴蘋要价太高，与开发商迟迟协商不下来，被拆迁处成了一片废墟，又在轻轨线旁

边，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为了尽快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多次找吴蘋协商，但仍未协商成功。今年1月11日，他们

做出行政裁决，要吴蘋在收到裁决书后15日内自行搬迁。由于吴蘋并未履行，他们只好向法院申请强拆。 
9）法院听取了双方意见后，做出了支持房管局拆迁的裁定。 
10）吴蘋表示不服。 
11）九龙坡区房地产管理局拆迁科科长任忠萍介绍，从2004年9月该地区开始拆迁以来，该房就没有人住，至

于谁让它成为孤岛，他们也不知道。 
 

 

报道乙： 
 

“最牛钉子户”接到限搬令 
 

1）在坚持2年半屹立不倒之后，一栋在网上广为流传、号称“史上最牛钉子户”的二层民宅不日将被拆除。 
2）  昨天下午，重庆九龙坡区法院裁定，限令屋主在规定期限内搬迁，否则将强制拆迁。 
3）  这栋普通的楼房位于人潮汹涌的九龙坡区杨家坪轻轨站旁，因孤悬在20米深的大坑中央，加上网上所称

的屋主索要2000万元的拆迁补偿费，被网友曝光后而广为人知。 
4）  2004年9月，开发商进驻，准备建设大型商住楼。 
5）  2年内，除了这栋楼的主人，其余280户居民均先后搬迁。 
6）  屋主名叫杨武，他的妻子吴苹说，他们一直坚持在开发项目建成后，能在原地、原楼层、原朝向获得安

置，从来没有向开发商要钱，所谓2000万元补偿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7）  这个说法获得了区房管局和开发商的印证，但二者都认为，这种要求既无法律依据，也不现实，如果每

个拆迁户都这样，将无法进行旧城改造。 
8）  开发商称，他们与吴苹进行过几十次磋商，但一直没有结果，为了保证工期，他们从去年5月起开始挖掘



土方，直到今年2月为止，于是形成了这种孤岛一般的情景。 
9）  多名人士告诉记者，2004年9月动迁不久，吴苹所有的这栋房子即停止了使用，很长时间无人居住。 
10）              吴苹则称，这是开发商断水、断电带来的结果。 
11）              这栋楼房共有219平方米，按照评估公司的评估价值247万多元，开发商为促使屋主早日搬迁，曾表

示愿补偿350万元，多次协商无果后，向九龙坡区房管局申请裁决。 
12）              该局于今年1月11日裁定，限定屋主限期搬迁，并在杨家坪另一地段安置。 
13）              吴苹不予接受，该局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拆迁。 
14）              昨天下午，49岁的吴苹独自一人出庭迎战。 
15）              最后，法院裁定她须于3月22日前搬迁，否则将予强拆，但对房管局关于安置方案的裁决没有作出回

应。 
这意味着吴苹仍有可能就此与开发商再行协商。 
 

 

注  释： 
[1]  戴炜华,高军,《批评语篇分析:理论评述和实例分析》，《外国语》，2002，（第几期？4）。 
[2] 李玉霞，《一城双记— —对两篇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新闻报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中华传播学会2001香港年

会，传媒学术网。 
[3] 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前言部分，华夏出版社，2003.5。 
[4] 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P37，华夏出版社，2003.5。 
[5] 这句也可以看作是宾语补足语，“最牛钉子户”可以单独看作宾语。但是，据文意理解，后面“史上最牛钉子户

22日前搬迁”是判决书的内容，因此，本文认为应该是个单句做宾语。 
 [6] 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P74，华夏出版社，2003.5 
 [7] 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P77，华夏出版社，2003.5。 
 [8] 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P84，华夏出版社，2003.5 
 [9]《现代汉语辞典》，P366，商务印书馆，1998 
 [10] 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P12，华夏出版社，2003.5。 
 [11 李玉霞，《一城双记— —对两篇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新闻报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中华传播学会2001香港年

会，传媒学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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