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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建构与传播
　
梁晓波

摘　要：中国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建构与传播要认清当前的国际和国内的现实，应该从整

体战略构建、跨文化差异研究、跨文化多重传播、特色话语体系建设、国民素质的提升、综

合传播品牌打造等方面加强工作，还要避免形象虚幻化、传播形式化、认知框架传统化、交
流输出意识形态化、话语表述他者化、形象打造浮躁化等方面的误区，更好地促进中国国

家形象的跨文化构建与传播。
关键词：国家形象；跨文化；建构；传播；媒体

一、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

一般说来，国家形象是“世界范围内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体认知和印象的抽象表现”，是
“一个主权国家和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示的形状相貌及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是“国

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 定 的 总 体 评 价”（杨 伟 芬，２０００：２５）（胡 晓 明，２０１１：２３）（梁 晓 波，２０１３：

１１４）。国家形象的建构，除了亲身经历以外，更多的是依靠传播建立起来的，其形式可分

为国内传播和海外传播，后者对于国家形象的传播更为重要。其基本内涵为“作为一个系

统的国家发出的信 息 通 过 特 定 的 国 际 信 道 传 送、被 加 工 并 最 终 形 成 国 家 形 象 的 过 程”。
（张毓强，２０１０：８３）换句话说，一国形象的海外传播指的是国家形象在海外不同国家中的传

播，会涉及多个国家和语言，所以，又被称为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
一般来说，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会遭遇以下困境：（１）由于历史或现实矛盾，一国形

象在另一国的传播会较为糟糕。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历史或现实争议、在战略发展上

有着潜在冲突国家的新闻报道中会产生与实际的偏差，一国的形象往往负面报道会多过

正面报道。（２）国情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综合国力不同，会导致形象的理解偏差。世界各

个国家之间相互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差异很大，国家实力相差很大，国情千差万别，世界

诸国向着更美好生活的道路依然漫长，不可能奢望每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中有着良好的

形象传播。（３）意识形态的差异与争斗往往给形象的传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当今世界，
霸权主义的幽灵不时显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并未结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

对于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争斗并未停止。同时，某些国家惯于行使霸权主义，包括政治、军

事、文化、技术、话语等领域的霸权，在如此的国际非正常体制下，一国的形象在另一国的

新闻报道中有时很难找到公正全面的形象。（４）新闻霸权使得国家形象传播难以客观公

正。由于当前新闻报道手段、渠道和体制整体呈现“西强他弱”的格局，当今世界新闻报道

的主导权为西方国家所控制，非西方国家的形象塑造在国际上或多或少处于被动局面，整
体形象往往被西方媒体报道的形象所制约。（５）语言文化差异造成国家形象的正确理解

难以保障。尽管世界早已进入全球化时代，世界也日益变为地球村，但各国的语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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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相差很大，一国风行的潮流也许在另一国看成是笑柄，一国不耻的行为在另一国

也许是众人争先效仿的潮流。有鉴于此，国家形象的传播必须多方考虑，不能简单而为之。只有重视跨

文化的传播，国家形象的传播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才能保证一国的形象得到海外的认同和积极评价，
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国家建设中找准目标，提升形象。（温朝霞，２００９：１２０－１２４）（郭 瑾，胡 文 娟，２０１１：３３－３４）（刘 小

黎：２０１２：１９５－１９８）（潘一禾，２０１３：１１２－１１８）等。

二、中国国家形象跨文化建构与传播必须认清的现状

当前，在开展我国国家形象跨文化建构与传播中，我们面临着如下不利现实。（１）我国形象建设滞

后于现实需要。当前，我国国家形象建设未能跟上经济高速发展、国家整体实力不断提升的现状，形象

的传播也未能根据国家在世界上的相应地位，形成展现中国实际、服务于国家下一步发展的格局和形

势。在这一点上，传统友好国家的情况好于其他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好于发达国家。（２）我国国家

形象建设与传播无论是在理论建设与实际操作上都落后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很早就注意到了国家形

象的重要性，注重对于自身形象的研究和推介。我国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文化的骨子里面，更

看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西方国家既重视行为，更重视行动前后的语言表达。（３）中国国家形象建

设与传播受限于当前的国际体系，这既包括现行国际关系的宏观体系，也包括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等诸分项方面。比如，在世界经济领域，人民币还不是世界通用的货币，我们不得不面对由西方

主要发达国家编织起来的世界经济秩序。（４）国民跨文化意识较为淡薄。尽管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但跨文化的传播中国并不占有优势，因为中华各民族文化历来长期受中华文明的浸润和滋养，文化之间

的鸿沟较小，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在中国国内亚文化中所面临的问题明显要比在异域文化中遇到的问

题少得多。西方国家多有外域文化移民的历史，跨文化经验较丰富，而我国境外向内移民情况极少，对

于大多数民众来说，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能力还相当弱或肤浅。（５）我国在发展中所面临的困难和潜在

的问题都将是我们在对外形象构建和传播中不可不面对的问题。这其中可能包括环境问题、饮食安全

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等。在一段时期内，在建设和传播新型国家形象的道

路和征程中，这些问题可能还会伴随我们。

三、中国国家形象跨文化建构与传播的主要应对措施

尽管形势严峻，但面对中国在本世纪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重新成为维护世界稳定和引导

世界繁荣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一现实，我国形象的海外跨文化建构与传播已没有退路，已成为当前中

国发展和建设中必须要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总的说来，我们在从事我国形象跨文化建构与传播中，要
注意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

１．构建良好整体战略。首先要对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国家形象确立一个合理而又明确的

定位，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尤其要体现出世界眼光和意识，大国责任和胸襟，人类共同发展和追

求。因此，我国的国家形象可以定位为：政治上是构建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典范，外交上是推动互利共

赢的重要支柱，经济上是引领世界发展的重要引擎，科技上是拓展技术创新的重要源头，军事上是捍卫

国家安全与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文化上是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重要代表，文明上是促进世

界繁荣的重要堡垒，国民上是热爱和平、热爱国家、包容世界的优秀民族。在此整体框架下，大力推进

“美丽中国”的建设，从政府、社会各行业（包括企业、公司等）、社区、学校等直到家庭，提出落实“美丽中

国”的行为准则，为实现“美丽中国”，实现真正的“魅力中国”而努力。

２．研究中外文化差异。要大力推进国外文化的研究，尤其是不同国别、区域、民族文化的研究。世

界诸国文化千姿百态，民族文化更是风采万千。当前，我们仅以英语来应对拥有数千种语言的世界已难

以为继，仅以西方英美文化的研究来审视复杂多样的世界，显然难以把握其他文化的真实面貌。世界诸

国语言的多样性、文化的多元性要求我们应该培养更多使用外语的人才，锻造更多的了解、熟悉和掌握

对方文化的行家和专家。长期以来，我们强调英美、重视欧洲语言与文化的理念在今后的发展中将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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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同全世界国家和人民交流的需要。除了英美文化学者，我们同样需要拥有非洲文化、东北亚文化、
东南亚文化、中亚文化、南美文化等区域文化的学者，更需要能够运用当地语言和文化进行有效沟通的

有识之士。

３．拓展多重跨文化传播。既要重视国家和政府有目的的形象建构与传播行为，也要重视非政府组

织与公民个人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给国家形象增添的筹码。比如，国家的国有或私营公司海外经营、公
民海外旅游、各类人员的海外工作的形象，往往会被放大为该国的国家形象。既要重视传统媒体，尤其

是报纸、电视、电影的作用，也要重视新媒体空间对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带来的新挑战。当前，互联网

的广泛使用已经将跨文化的传播推向了无国界的境地。简单说来，国家的每一个网民都是该国国家形

象的代言人，网络上的行为举止一不小心就会触发一场国家形象的舆论大战。一个典型的事例是２０１１
年７月，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博客达人丹尼·霍尔瓦达，其博客上形容皮蛋是“恶魔煮的蛋”的点评被美国

的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ＣＮＮ）网站纳入“全球最恶心食物”榜单，丹尼很快成为中国网友口诛笔伐的

对象，并引来了对美国相应食品的诅咒，最后只好通过登报向中国人道歉。可见，网络上的言论要有国

家形象底线，弄不好就会踩中跨文化的雷区。

４．创建特色话语体系。做好中国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提出有特色的话语体

系。国家形象既是个抽象的问题，也是个可以落实到具体实物的事物。要针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特点，用
吸引世界人民的故事和可接受的叙事模式，用世界所关心的话题内容，用世界能听得懂的话语风格，设

置中外方都能够参与的议程，建构和传播中国形象；要根据不同文化和语言的特点，设置特定的传播内

容、话语框架、话语表达；还要加强世界重要媒体的话语推进模式和话语核心词的研究。应该指出的是，
中西方存在着明显的思维方式差异，文化差异与话语表达的差异。这些差异经过长期的积累，会集中体

现为民众对许多事物的认知差异。再加上国民关心的问题可能不完全一致，而且双方并不完全了解，甚
至还有误解。因此，用什么话语，传播什么内容，在什么时候传播，在什么地方传播，都非常值得研究和

探索。我们已经探索性地在美国时代广场播出中国形象的专题广告片，也为“中国制造”在美国播过广

告片，近期的领导人动画片等都起到了很好效果。这些探索，为中国国家形象的海外传播积累了经验。

５．提升国民整体素质。国家形象与一个国家国民的素质直接相关。国民素质低的国家形象显然不

会好。只有国民素质高的国家才有利于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国民整体素质涉及的方面很多。比如

儒家的礼、义、仁、智、信就可以是直接影响国民形象的要素，而且是国民形象的核心要素。其他方面，比
如讲究卫生、乐于助人、遵纪守法、守时准时、容忍大度、节俭朴实、务实求真、爱岗敬业、爱国爱民等等个

人安身立命的基本素质可以被看作一个国家国民的重要要素，拥有它们并不为国民形象带来非常重要

的因子，但如果缺失其中的一个或数个，那对于该国的国民形象显然会带来很大的影响。现代社会对于

一国公民的基本素质还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比如享受良好的教育，有较强的工作能力、沟通能力、创
新意识和能力，具有理性思维和现实分析与批判能力，追求科学的意识和精神。在国际化、全球化的今

天，拥有良好的跨文化意识和能力，尤其是具有开放意识、国际视野、包容他国文化、乐于接受海外优秀

文化以及能够从事跨文化交流和沟通的能力会给一国国民形象带来重要的加分因子。我国改革开放已

有３０余载，加入世贸组织也有１０多年，国民的整体素质在不断提高。国民素质经过“五讲四美三热爱”
的锤炼，又经过了“八荣八耻”的教育，当前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的作用下，国民

素质在新的世纪有了更新的面貌。相比改革开放前那种闭塞面貌，现在的中国人已展示出崭新的现代

国家公民的形象。当然，我国公民的素质意识还要进一步加强，尤其是跨文化的意识和能力，创新意识

和创新精神也亟待加强，这对我国国家形象的提高大有裨益。

６．打造文化传播品牌。当今世界早已进入传播时代，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中，需要依托典型的文化

载体或符号。我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需要设计和建设各式各样的重要产品，并使他们成为中国形

象的代言者。首先是创办或举办世界性、国际性或区域性的重大活动；其次是制造重要的行销全球的工

业产品，再就是输出能被世界人民喜爱的文化艺术产品；再则是把跨文化传播的产业做大做强。文学作

品、舞蹈、歌曲、绘画是其中的必有部分，电影、电视剧更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由于动画片往往能得到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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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少的喜爱，因此动漫产业应该成为国家形象的重要建设领地。要重视国家文化符号的建设，把他们与

国家的经济实体联系在一起。２０１１年王一川、董晓萍研究提出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为“汉语

（汉字）、孔子、书法、长城、五星红旗、中医、毛泽东、故宫、邓小平、兵马俑”（王一川，董晓斌．：２０１１：第七版）这

些传统符号值得我们重视，其他有标志性影响的国家形象符号也同样值得我们重视，比如功夫（太极）、
熊猫、茶、中国饮食、京剧、瓷器等符号。这些符号已经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随着中国文化的远销海

外，如同可口可乐一般，为全世界所熟悉、所接受，甚至也影响了全世界，为世人所钟爱。我们还要重视

新的文化符号产出。比如，由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这个名字和他的文学作品———《红高粱》等
就会将中国形象带到全世界。我们更要重视具有时代特色的现代符号设计和产出。这需要发挥民族的

特色，也要了解世界的需求，更要注意创新性和时代性的魅力。我们常说，“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但世界

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交流了，当下有创新意义的、符合新世纪时代要求的符号才更可能是世界的。

四、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对策

在形象建构与传播中，我们要注意避免走入一些误区，尤其是那些因认识不到位而容易产生的结果。

１．整体定位虚幻化。当前，我国国家形象应该是具体明确的，更应该是符合实际的。既要自信、自

立、自强，也要脚踏实地、务实求本。任何超脱实际，过于美化中国，甚至陶醉在一种自欺欺人的境地，只
会自己害自己。不骄不躁、不卑不亢是我们应该保持的对自身的清醒认识。尽管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经

济的整体腾飞，但我们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距离。自高自大的认识，是经不

住时间和实际的考验的。

２．形象传播形式化。对于国家形象的建构，应该落实到实处。实际上，国家形象的传播，其根本基

础还是在国家自身，在于国家的客观实际。试想，一个实际上政局动荡、国力衰微、穷困落后、闭塞视听、
污染严重的国家，其形象是不可能为世人所称道的。而一个真正美丽的国家，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一

个互联网以及新媒体盛行的时代，任何有魅力的地方和故事是逃不过人们的视觉和听觉的。

３．认知框架传统化。关于当前我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不能简单地定位为传统中华文化影响下的中

国，也不能简单符号化为深受孔子思想影响的东方国度，更不能简单地隐喻为龙的传人。这只会把受众

带入数千年前的认知定式。经过自鸦片战争以来血与火的洗礼的中国人在实现了自身独立和解放之

后，在经过改革开放后，在进入新世纪后，已经实现了新的身份再造和角色转换。如果仅用传统的特点

去建构自身，显然会给受众带来认知局限，不利于新的形象建构与传播。要积极探索打造中华民族在世

界民族之林中的新身份、新角色，比如积极打造中国人“积极进取、努力奋斗、团结友爱、开放宽容、勇于

担当、敢于创新、守卫和平”等形象，在国际上大力塑造“和平发展论”、“共同发展论”、“发展双赢论”和

“中国贡献论”的形象。

４．交流输出意识形态化。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免不了会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但国家形象的对外

传播不能以意识形态的传播为终极目标，也不能以意识形态的传播为全部内容，只能尽可能地将意识形

态弱化或淡化。这二者不是有机结合的问题，而是要尽可能撇清关系。依托意识形态外壳的国家形象

传播要么容易引起所在传播地的反感，要么国家的形象会受到一定的扭曲。二者最后的结局都会给国

家形象的传播带来损失。尽管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斗争依旧尖锐复杂，但直接将意识形

态大张旗鼓地进行传播的做法早已过时。

５．话语表述他者化。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中，应该传递自身的形象，应该尽可能地避免以他者的身

份来构建自己，以他者的身份来传递自己。在广告中，我们有时会发现这类现象，为了传递某种产品给

受众，广告不得已借用了另外一种产品来传递自身的信息。比如，为了兜售小区的住房，房地产开发商

会用“优胜美地”、“威尼斯城”、“黄金海岸”、“东方巴黎”等类似的话语来达到目的。这些话语借用了人

们心目中已熟知的某种美好形象，并通过话语启动它，借此提高兜售楼盘的形象。对于小的产品如此做

无可厚非，但国家形象的文字宣传显然不能采用这一套。必须用符合本国特性、代表本国实际、区隔于

他国特点的话语来表达。否者，一方面会造成文化上的丧失自尊、丧失自我的境地，另一方面在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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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招来麻烦或外交的风波。

６．形象打造浮躁化。一国形象的建构、打造和传播往往需要时日，非一朝一夕之功。受众会受到传

统形象（形象定式）的影响，会始终抱定以往的老印象。要想改变和打造一个新形象，需要形象的打造与

传播者有着良好的耐心和热情。国家形象的传播有时还是个“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即便是进行了长时

间的尝试，也有可能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对于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应该摒弃“当前就见效、眼下

就起作用”的思想；更应该采取淡定的心态，以始终不渝的心理，锲而不舍地做好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五、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国家形象跨文化建构与传播面临的新形势。在从事跨

文化建构与传播的实践中，要做好顶层设计，对我国形象做好切实的定位，大力推进区域文化的研究，加
大多重跨文化传播媒介的建设，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形象话语体系，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努力打造

文化传播的品牌；摆脱虚幻定位，避免只重形式不重内容与实质的建设，不以简单的传统形象为传播方

向，不以意识形态的输出为追求，不用他者的话语来打造自身，避免心态的浮躁和急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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