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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总裁身份建构有助于塑造良好形象，总裁通过第一人称叙述管理故事，构建叙事身份，争取利益相关者认同。本研

究聚焦话语策略、语言资源及叙事内容，选取《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为例，采用 Wodak 的历史话语分析，结合 Bamberg 叙事

实践理论，运用 Verschueren 的语言顺应论解析构建过程和原因。发现三大叙事主题：历时变化展现总裁成长，主导权突出对企

业的控制，同一性体现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通过命名、述谓、视角化等策略，建构历时，主体和群内身份，目的在于顺应物理、

心智及社交世界，激发情感共鸣。本研究结合话语分析与叙事实践理论，丰富了商务叙事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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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叙事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通过叙事回忆、

反思自身经历。从对话叙事到自传、传记，人们生活在“讲

故事的世界”中，通过叙事理解自己。身份由社会文化、职

业、性别等因素塑造，并通过个体讲述故事的方式得以实现。

在商业领域，总裁常用自传式商业叙事来构建职业身份，这

一趋势在年度报告和财务报告中日益显著。叙事身份研究逐

渐受到学界关注。商业叙事身份的研究也在增加，Jones 等

（2008）研究社会企业家的叙事身份，认为总裁叙事身份可

通过管理方法构建。尽管相关研究较多，但大多集中于话语

的社会文化背景，少有研究深入探讨总裁叙事身份的话语策

略和语言特征。因此，本研究基于叙事理论、话语策略和语

言特征，探究总裁如何通过叙事建构身份，并借助语言顺应

理论（Verschueren，1999）解释总裁构建叙事身份的原因。

2.文献综述

2.1 企业叙事

叙事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通过叙事回忆、

叙述和反思自身经历。对于社会而言，叙事是理解文化与组

织规范的重要手段。叙事分析作为研究方法，旨在历史性地

审视人类经验。主要有三种流派：识别叙事不变元素、结构

分析，以及作为社会互动。Mieroop（2020）研究叙事体裁特

征，运用悲剧、喜剧等模式分析叙事。然而，叙事体裁的分

类存在复杂性和认知影响。近年来，企业叙事受到关注，因

其提高商业材料可读性并影响投资与利益。同时企业叙事不

仅传递价值观，还可能被策略性操纵。Clatworthy 等（2012）

研究财务报告中的叙事偏向，发现管理者倾向于归功好消息

于自身、坏消息于外部。总之，总裁叙事可定义为总裁通过

讲述公司运营情况来塑造自身与企业形象。

2.2 总裁叙事身份建构

总裁叙事是构建身份和意义的重要方式。叙事理论认为，

身份是在故事中形成的（Bamberg，2015）。总裁可以通过叙

事描述和评价自身及组织，强调自主性、一致性和连贯性，

叙述者在故事中被赋予主体位置。Holmgreen（2021）研究了

机场员工如何通过语言特征构建身份，但未系统分析员工叙

事中的语言特征。R.Jones 等（2008）研究社会企业家的商

业叙事，指出他们在“我”“非我”和“被压抑的我”之间寻

找平衡。商业叙事是叙述者与观众之间意图的结果，总裁叙

事身份建构发生在互动事件中。通过叙事，总裁不仅塑造自

身形象，还影响企业认知，使其身份更加连贯。总而言之，

总裁叙事身份的建构可以发生在总裁在讲故事这个事件以及

用其特有的方式反复定位自己时。

3.方法论

3.1 叙事实践理论

Bamberg（2015）提出了叙事实践理论，使得叙事成为身

份构建的基石之一。此理论是基于叙事是互动活动的一部分

这一假设。其次，展现出超越故事文本特征的特征。第三，

叙事由事件、人物、地点等组成。它有三个维度：历时变化、

同一性和主导权。历时变化建构历时身份，根据恒定性背景

或变化来构建身份。同一性表示通过看某个事件描述和某个

类别有多像或接近来决定是否属于这个类别，建构群内身份。

主导权是指人们做出明智选择的能力，以及在需要做出重要

选择的情况下对个人可能性的信心。高主导权意味着叙述者

对困难和挑战有强烈的信心，旨在建构主体身份。

3.2 历史话语分析

Wodak（1999）提出的话语历史方法属于批评话语分析的

方法之一。DHA 将语言视为社会实践，并认为语言使用的语

境至关重要，融入了与批判性语言研究方法相关的理论和方

法论，包括关注语言的使用。话语分析从三个维度进行：宏

观识别特定主题/内容/话题；中观指话语策略，即命名策略

（社会行为体、现象、事件、过程和行动的话语建构）、述谓

策略（社会行为者、对象、现象、事件、过程和行动的话语

限定、视角化策略（表达参与并定位演讲者的观点）以及强

化和缓和策略（修改、强化、减轻或缓和言外之力，从而改

变话语的认识论或道义地位）。微观考察语言特征以及基于语

境的话语标记。

3.3 分析框架

Wodak（2009）在历史话语分析框架内对叙事进行讨论，

认为叙述者通过故事来定位自己，这意味着文本类型可以在

宏观层面上定位为叙事，此外，历史话语分析是跨学科的，

各种理论和方法可以结合起来，只要整合能够充分理解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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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研究对象。这意味着叙事实践理论可以结合历史话语分析。

Shen（2007）认为，叙事分析侧重于叙事结构、内容和策略，

而文体学和话语分析则侧重于语言特征。因此，它们可以相

互补充。根据 DHA 的理论框架，宏观分析话语的内容或主题

可用叙事实践理论突出叙事结构、内容或表现。中观则是话

语策略，微观是语言资源，共同建立起了群内、历时和主体

身份。

4.分析与结果

4.1 数据收集与准备

总裁叙事内容指总裁如何在组织情境和个人情境中解决

特定问题，组织情境是总裁叙事的核心。因此本文选取了商

业权威杂志《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的四十二篇总裁叙事

类型的文章，希望通过定性和定量研究，更好了解总裁叙事

的特点。定性研究可分三个阶段：沉浸、剖析和综合，使用

心理策略编码（Corbin & Strauss，2008），通过初始编码和

轴向编码，并参考叙事实践理论进行归纳分析主要叙述主题。

定量研究使用 UAM 语料库工具分析数据并寻找语言资源，主

要是挖掘微观层面的语言资源，结合历史话语分析的话语策

略，最后构建出相应的叙事身份。

4.2 结果

根据叙事实践理论的三个叙事主题，结合语料，对总裁

叙事的宏观主题进行重新定义：历时变化主要体现的是总裁

从消极状态转变为积极状态的三个阶段；主导权是指总裁如

何获得权利和控制公司；同一性体现在对员工、股东等相关

利益方的亲密性和归属性。从中观来看，命名策略在历时变

化下体现的是环境、叙述者和人物通过外部话语建构表明变

化，因此会使用一些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相关的语言手段、

自我指示及其所有格表达、利益相关者名称及其所有格表达

等语言资源。主导权下有机构名称，名人姓名，职务名称等

语言资源的使用；同一性下使用了包容性的“we”及其所有

格形容词，拉进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述谓策略在历时变化

下体现出的是态度标记语的使用，为的是积极或消极地评价

商业事件和心理活动；主导权下主要使用的是谓语，积极地

限定能力、赋权、义务和成就；视角化策略在是为了表达与

角色的互动，定位总裁的观点，体现出的是直接和间接引语

的使用；增强和削弱策略体现出的是在处理一系列业务问题

时，将普遍的“坏”/消极状态（强化或道义情态缓和）修改

为普遍的“好”/积极状态，使用情态动词；加强或减轻对管

理、成就等其他自主权的影响程度，如增强语和削弱语的使

用。

结合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我们得到了总裁叙事的三

个叙事身份。历时身份体现出总裁作为受害者、有远见的人

和解决问题的人的身份建构；主体身份体现在总裁构建的权

威、有能力、负责任的身份；群内身份体现在总裁构建的他

们善于交际、值得信赖、民主的身份和照顾者的身份。

5.讨论

社会因素与社会世界中的语言选择相互适应。其中大部

分与社会环境或机构的性质有关，它还涉及人称指示和态度

指示。对于总裁叙事，群内身份体现了对社会世界的适应。

员工、投资者、同行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社会关系。

同时，通过构建历时和施动身份来适应社会环境或机构。最

后，时间指示和空间指示在物理世界的适应体现在总裁叙事

中的历时身份。随着说话者适应接收者的时间指示，历时身

份被构建，读者可以立即感受到总裁的变化。空间指示可以

通过视角化策略来体现，将读者带到当时的场景。总之，根

据 Verschueren 的语言顺应论，总裁参照时间和空间体系，

顺应物理世界，构建历时身份；激发利益相关者的心理和情

感动机，顺应心智世界，构建主体身份；建立和利益相关者

的关系，顺应社交世界的国情和大环境，进而顺应社交世界，

构建群内身份。

6.结论

本研究展示了总裁历时、主体和群内身份的构建。每种

身份都归因于不同的叙事主题、话语策略和语言资源。总裁

叙事身份建构在身份理论、叙事理论、建构主义等多个领域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其不仅影响其个人职业生涯，还

塑造企业文化、品牌形象和市场影响力。通过叙事，总裁增

强领导力、传播企业价值观，并与利益相关者建立信任。局

限性也存在。如数据容量有限。语料选择只来自杂志，未来

研究可以涵盖不同类型语料，例如年度报告和企业责任报告。

最后，也可通过调查读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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