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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中日两国权威媒体对各自国内的地震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使用语料库的研究方法从形式、主

题和情感三个维度分析两国媒体的报道差异。研究发现，中国媒体在报道甘肃地震新闻时主要采用专栏

等形式，较为详尽地展示了社会各界对灾区的积极救援和支持，情感态度积极。相比之下，日本媒体在

报道石川县地震时主要采用短讯的方式，简要介绍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等基本情况，对地震灾害的描

述比较客观，且较少涉及日本社会各界对灾区的紧急救援，情感态度较为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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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earthquake news coverage by authoritative media in China and Japan, 
using corpus analysis to examine differences in form, theme, and emotion. It reveals that Chinese 
media mainly used columns and extensively detailed the active rescue efforts and support for the 
disaster area following the Gansu earthquake, with a positive emotional tone. In contrast, Japa-
nese media provided brief and short message reports on the Ishikawa earthquake, with less em-
phasis on emergency response efforts and a relatively negative emotional 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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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震等灾难性事件由于其突发性、破坏力和异常性，一直备受关注，是新闻热点[1]。随着近年来灾

难性事件频繁发生，如何妥善处理灾难新闻报道并引导社会舆论，已成为新闻报道领域的重要议题[2]。
2023 年，中国的甘肃地震和日本的石川县地震造成了两国经济和社会建设受到严重打击。日本作为一个

地震频发的国家，通过比较中日两国媒体在地震新闻报道上的差异，可以促进双方交流与借鉴，进一步

提升灾难新闻报道引导社会舆论、降低社会风险、控制民众情绪以及进行心理疏导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本研究选取了 2023 年中国《人民网》和日本《共同网》对甘肃地震和石川县地震的约 50 篇新闻报道为

研究对象，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使用 Antconc 等软件从形式、主题和情感三个维度分析中日两国媒体

对地震新闻报道的差异，以促进中日两国新闻媒体行业在地震新闻报道上的交流和借鉴。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问题 

本研究基于自建小型语料库，对比分析 2023 年《人民网》关于中国甘肃地震和《共同网》关于日本

能登半岛石川县地震新闻报道的差异，并提出以下三个研究问题：1) 中日两国媒体对中国甘肃地震与日

本石川县地震的新闻报道在形式维度有何差异？2) 中日两国媒体对中国甘肃地震与日本石川县地震的

新闻报道在主题维度上有何差异？3) 中日两国媒体对中国甘肃地震与日本石川县地震的新闻报道在情

感维度上有何差异？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在文本处理和分析阶段使用了数款语料库软件来提高统计分析的效率和准确度。具体而言，

在文本清洗与编码阶段，笔者选用了肖航研究员开发的 Corpus Word Parser 软件来进行中文文本的分词和

词性编码工作[3]。Corpus Word Parser 是一款创建于 2014 年且免费使用的语料库分词和标注工具和该软

件具有类似分词标注词性功能的软件“NLPIR-ICTCLAS”系统(也可直接称为“ICTCLAS”)，都是由中

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的，主要功能包括中文分词、词性标注、命名实体识别、新词识别等等[3]。 
在文本分析阶段，笔者则运用了 Antconc 和“微词云”等工具来完成高频词统计、主题词聚类以及

情感分析等任务。Antconc 作为语料库语言研究的重要工具近来常被用于研究大规模新闻文本的语言理论

及应用研究[4]，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2.3. 数据收集与编码 

本研究从互联网上分别选取了 2023 年末，中国《人民网》和日本《共同网》关于中国甘肃和日本能

登半岛地震的新闻报道。《人民网》和《共同网》都是中日两国的权威新闻媒体，在各自国内都有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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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读者群体，以两大媒体的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代表性，能反映中日出两国在报

道本国地震新闻时的差异。首先，笔者在《人民网》和《共同网》新闻客户端搜索框中以“甘肃地震”

和“日本地震”为关键词，形成“共同网–日本地震”和“人民网–甘肃地震”两个语料库。经初步计

算，“共同网–日本地震”语料库共 11,957 个字符数(不计空格)，“人民网–甘肃地震”语料库共计 26,449
字符数(不计空格)。 

完成对文本数据的初步收集和整理后，语料中仍然纯在大量的非文本元素、非法字符以及重复内容

等无关信息，如果直接用于语料分析，会严重影响研究的准确性和严谨性[5]，因此笔者对收集来的两份

文档进行了文本数据的预处理工作，流程如下： 
1) 数据清洗 
a) 去除非法格式标签：使用正则表达式等方法移除文本中的非法标签，以便提取纯文本内容。 
b) 非法字符处理：替换或移除文本中的非法字符，比如特殊符号、非汉字数字字符等。 
c) 去除重复、无关内容：删除重复的文本片段以及记者姓名、时间等无关信息，减少分析时的噪音。 
2) 分词 
分词是指将文本拆分成词语或句子的过程。本研究使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肖航研究员开发

的中文语料库分词和标注程序 Corpus Word Parser 来完成语料的分词和词序标注工作。在实验性操作过程

中，笔者发现该程序的分词功能对地名、人名和日期等专有名词的识别效果不甚理想，便基于实验性操

作结果手动创建并加载用户自定义词表，提升文本分词的准确性。 
3) 词性标注 
词性标注是为了识别文本中的词语的词性，如名词、动词、形容词、介词、地名、能源动词、代词、

叹词、标点符号、地名、数词、机构名、联系动词、时间名词、方位名词等约 40 余种标注类型。肖航(2014)
开发的中文语料库分词和标注程序 Corpus Word Parser 中自带词性赋码功能和软件使用的词性赋码集按

照程序所预设的词性赋码集，使用自动赋码功能对分词后的文本进行实验性自动赋码。根据实验性自动

赋码结果，笔者手工校对，修改明显的错误，对于有争议的结果，笔者与其他研究者充分讨论研究，最

终达成一致意见，最终完成了语料的词性赋码工作。 
在上述文本清洗和编码的基础上，剔除个别重复和无法访问的报道，最后筛选出共计 49 (中国甘肃

地震新闻 21 篇，日本地震新闻 28 篇)篇新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最终形成了《人民网》和《共同网》关

于 2023 年中日两国地震新闻报道的小型自建语料库。 

3. 研究结果与讨论 

3.1. 中日地震新闻报道的形式维度分析 

通过将《人民网》关于中国甘肃地震新闻报道的分词后语料文件导入 Antconc3.6 版本，选择“词表”

标签选项卡，我们得知该文件共有 23,305 个形符，共计 2958 个类符。该文件包含了 21 篇新闻报道，因

此可以计算出《人民网》关于中国甘肃地震的新闻报道平均每篇约有 1109 字。通过类似方法，我们再次

用 Antconc3.6 分析了《共同网》关于日本地震新闻报道的分词后语料文件，结果显示“共同网–日本地

震分词”文件包含 9704 个形符，共计 1139 个类符。这一文件中包含了 28 篇新闻报道，因此《共同网》

关于日本地震的新闻报道平均每篇约有 364 字。通过上述对中日地震新闻语料的形符和类符分析，可以

明显看出语料中关于中国甘肃的地震新闻报道不仅在规模上是日本地震新闻报道的约 2 倍，而且就单篇

新闻的字符数来说，关于中国甘肃地震的新闻报道也远大于对日本地震新闻的报道，约为日本地震新闻

的 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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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闻报道的形式维度来看，《人民网》在报道国内甘肃灾难新闻时，通常采用少量报道、篇幅较

长、内容丰富的通讯、专栏等新闻形式来呈现国内灾难新闻；而《共同网》在报道日本国内石川县地震

新闻时，则倾向于采用大量报道、篇幅较短的快讯、短讯等内容形式进行呈现。 
在文本清洗过程中，笔者使用中文语料库分词和标注程序制作了中日地震新闻语料的词性标注文件。

将中国甘肃和日本地震新闻报道的词性赋码文件分别导入到 Antconc3.6 版本中，按照中文语料库分词和

标注程序所提供的词性赋码集，分别查找计算中国甘肃地震和日本地震新闻语料中的词性占比，并绘制

了中日地震新闻语料的词性饼状图，见图 1 和图 2。 
 

 
Figure 1. Part-of-speech diagram of Gansu earthquake news 
图 1. 甘肃地震新闻的词性饼状图 

 

 
Figure 2. Part-of-speech diagram of Japanese earthquake news 
图 2. 日本地震新闻的词性饼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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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日地震新闻语料的词性分析发现，名词和动词是最主要的词类，分别超过了 40%和 20%。

此外，甘肃地震新闻语料和日本地震新闻语料中名词和动词的比例差异不大。排名第三和第四的是地名

和名动词。在甘肃地震新闻语料中，地名占比约为 8%，而在日本地震新闻语料中，地名的比例超过了

14%，这一差异显著。至于名动词，甘肃地震新闻语料中占比为 8%，而日本地震新闻语料中占比仅约为

3%。 
为了解释这种差异的原因，笔者仔细研读了甘肃地震新闻语料和日本地震新闻语料，发现甘肃地震

报道多以专题、专栏的形式出现，而日本地震报道更多采用快讯、简讯的形式。日本地震新闻以简洁明

了的方式传递信息给读者，因此地名的出现频率稍高，而快讯和简讯还强调客观叙述，因此动名词使用

较少。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媒体对甘肃地震和石川县地震采取的不同报道形式直接影响了两者所使用的

词汇类型。 

3.2. 中日地震新闻报道的主题维度分析 

为了比较中日两国媒体关于中国甘肃地震和日本地震的主题内容维度的差异，笔者采用了 Antconc3.56
软件，对出现频率前 50 位词语进行统计，并剔除无意义虚词。基于词语的出现频率和共现概率，利用在

线文本分析平台“微词云”，计算单个词语的 TF-IDF 值。TF-IDF 全称为“词频–逆文档频率”，是一

种常用的文本分析和挖掘加权技术。TF-IDF 被用于评估一个词语对于语料库中文件集或其中一份文件的

重要程度，以衡量词语在一个文件集或查询库中的其中一份文件中的重要性。其基本思想是：若某词在

一篇文章中频繁出现而在其他文章中罕见，认为该词具有很好的区分和代表性，适合用于生成主题词云

图。最终制作的主题词云图见图 3 和图 4。 
 

 
Figure 3. Theme word cloud diagram of Gansu earthquake news 
图 3. 甘肃地震新闻的主题词云图 

 

 
Figure 4. Theme word cloud diagram of Japanese earthquake news 
图 4. 日本地震新闻的主题词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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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 3 和图 4 的对比可以观察到，《人民网》对于甘肃地震的新闻报道主要关注于地震的救援和

应急工作，而《共同网》对于日本地震的报道则更加注重地震所引发的次生灾害，如海啸、余震以及房

屋倒塌等灾难的报道。可以看出，《人民网》在国内地震报道中，更注重于激励民众的情绪，强调社会

和政府采取的救灾行动，突显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在日本地震报道中，《共

同网》则以客观视角为主，主要对地震带来的客观灾害进行简要描述，缺乏对当地救灾措施的详细描述，

人道主义精神的描绘并不突出，与国内地震报道相比略显不足。 
为了进一步揭示中日地震新闻报道主题维度的微观差异，笔者将“甘肃地震–分词”和“日本地震

–分词”语料库文件分别导入到文本在线分析平台“微词云”中，平台使用相关算法并基于词汇的 TF-IDF
值，制作完成了图 3 甘肃地震新闻词汇搭配强度和图 4 日本地震新闻词汇搭配强度。 

通过对图 5 和图 6 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验证对通过主题词云图所做的解释。在图 5 中，甘肃地

震新闻中的词汇强度搭配显示出搭配强度排名前三的词汇关系分别是“地震–灾区”、“物资–灾区”

以及“基金会–公益”。而在图 6 中，日本地震新闻的词汇搭配关系中，排名前三的词语搭配分别是“半

岛–地震”、“气象厅–地震”和“海啸–地震”。由此可见，中日两国地震新闻的高强度搭配词是存

在较大差异的。在甘肃地震新闻报道中，排名靠前的搭配关系显示出报道侧重于展示抗震救灾工作以及

社会各界对灾区的援助，而高强度的日本地震新闻词汇搭配则主要集中在地震本身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从图 5 中甘肃地震新闻语义网络图中可以看到，“群众–物资–灾区–地震”这四个词在语义网络中处

于突出的中心位置，其余节点与这四个词直接或者间接相关。而图 6 中的日本地震语义网络图则显示出

“气象台–地区–地震–海啸–时间–半岛”这六个词在语义网络中处于显著位置。 
 

 
Figure 5. Semantic network diagram of Gansu earthquake news 
图 5. 甘肃地震新闻的语义网络图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7592


冷金桃 
 

 

DOI: 10.12677/ml.2024.127592 545 现代语言学 
 

 
Figure 6. Semantic network diagram of Japanese earthquake news 
图 6. 日本地震新闻的语义网络图 

 
中日地震新闻报道语料在语义网络中地差异与词云图和词汇搭配强度图所显示地差异都指向《人民

网》在报道国内甘肃地震新闻时侧重展示救援和社会援助等相关救灾主题而《共同网》在报道日本地震

新闻时则侧重关注地震所造成地损失和引起潜在安全风险，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人道主义救援方面地关

注。从内容主题维度来看，《人民网》在报道中国国内地震灾难新闻时，倾向于描绘出积极乐观的图景，

更多地报道救灾和积极应对的措施。而在《共同网》报道日本国内的地震灾难新闻时，往往构建起多灾

多难和灾害严重图景，相对较少报道救援相关信息。 

3.3. 中日地震新闻报道的情感维度分析 

笔者在对中日地震新闻语料的主题语义分析过程中，发现《共同网》对日本的地震新闻报道中有意

无意的忽略了人道主义精神的关注。笔者认为，词语使用的差异同样也会影响作者所传达出的情感态度。

为了分析语料中的情感态度，笔者借助在线文本分析平台“微词云”来实现。首先，“微词云”计算出

所有词汇的词性、出现次数、TF-IDF 值，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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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Part of the vocabulary of emotional TF-IDF values 
图 7. 部分词汇的情感 TF-IDF 值 

 
结合图 7 中展现的词汇的出现频率、搭配强度和 TF-IDF 值，笔者使用微词云工具对中日地震新闻报

道的词语进行了文本语料的情感分析，并基于软件算法自动分析了词汇所在句段的情感态度，得到了文

本的情感态度饼状分布图，见图 8 和图 9，从而以句段为基本单位掌握了文本整体的情感态度特征。通

过图 7 和图 8 的比较可以发现，《人民网》关于甘肃地震的新闻整体上采用了正面态度进行报道，而《共

同网》对日本地震的新闻则主要呈现绝对负面态度。这一结果验证了笔者在形式维度分析时所提出的猜

想：即中日地震新闻报道中词汇搭配的差异会影响文本的情感倾向。通过从形式维度、主题维度和情感

维度三方面对中日地震新闻语料的分析和探讨，报道的最表层形式将首先决定新闻报道所采用的词汇分

布和词性，不同的词性比例搭配进一步影响报道呈现出的整体情感态度。 
 

 
Figure 8. Diagram of the overall sentiment tendency of Gansu earthquake news 
图 8. 甘肃地震新闻整体情感倾向 

 

 
Figure 9. Diagram of the overall sentiment tendency of Japanese earthquake news 
图 9. 日本地震新闻整体情感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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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情感维度来看，《人民网》在报道国内灾难新闻时，通常采用淡化灾难的处理手法。虽然灾情信

息有时不可避免，但不过分渲染，同时强调防灾、救灾和减灾的信息，并确保对国内灾情的报道保持平

衡。相比之下，《共同网》在报道日本国内地震新闻时更倾向于采用强化灾难的处理方式，以凸显灾情

的严重性。在修辞和风格上，这种报道手法往往带有更强烈的情感色彩，而对于救援行动的信息则简单

带过，呈现出一种淡化的趋势。 

4. 总结 

本研究利用自建中日地震新闻小型语料库，采用 Corpus Word Parser、Antconc、ROSTCM6、微词云

等语料库和文本分析工具，从形式、主题内容和情感三个维度来探讨中日两国媒体在报道各自国内地震

新闻时的文本差异。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媒体在报道甘肃地震新闻时主要采用专栏等形式，较为详尽地

展示了社会各界对灾区的积极救援和支持，情感态度积极；而日本媒体在报道石川县地震时主要采用短

讯的方式，简要介绍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等基本情况，对地震灾害的描述比较客观，且较少涉及日本

社会各界对灾区的紧急救援，报道范围仅限于地震本身，情感倾向较为消极。中日两国关于地震报道的

差异不仅在于文本形式和内容主题，也反映出了中日两国在地理环境和地震认知上的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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