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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讲好中国故事”若想达到预期 的 传 播 效 果，需 要 从 文 本 共 情、特 质 共 情、情 景 共 情 等 多 维 度

引发情感共振。文章在马克思主义 新 闻 观 的 指 引 下，从 传 播 核 心 要 素 出 发，探 究 “讲 好 中 国 故 事”的 实 践 路

径，即通过 “故事—文化—情感”的三层递进，实现由故事文本共情到文化认同再到情感共振的价值转向，解

决好谁来讲、讲什么、怎样讲、对谁讲等一系列问题，以期提升国际传播的效能，塑造真实可信的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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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工具，而且媒介本身就是意识形态。① 随着全球化

的推进，跨边界的信息传播已经突破了主权的地域边界，模糊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界限，同时

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使得国家主权对信息的绝对控制权威削弱，尤其是来自一些跨国传媒巨头施加的

影响和压力。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界限，也改变了人们的思

维方式，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具体表现为，资本的无边界流通冲淡了领土

主权对经济利益的单方面维护；环境保护、疾病防控、恐怖活动等全球议题，已不单是一国主权所

单独面对和处理的，而需加大国际合作；互联网和新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国际间交流早已不

可逆转；一国的内政外交在全球化传播助推下演变为国际事务，受到全球的干预和制约；地区危

机、骚乱的影响扩大化，渗入本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或动荡。由此可见，国家主权的壁垒和权

威，不仅难以阻碍资本、信息的流动，更难以抵御全球危机的影响。

美国学者乔舒亚·库铂·雷默通过研究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发现 “中国的形象跟不上诸

多变迁的步伐”②。西方国家主观印象中的中国偏于负面，与中国真实形象有反差；中国发展的硬

实力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软实力之间还存在落差；整体上，中国发展的 “实情”与国际传播的 “舆

情”严重不对等。近几年，新冠肺炎疫情中还出现了疫情政治化、标签化等不利于国际传播与国家

形象塑造的新问题。皮尤研究中心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公布的一项针对１４个国家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中

国的负面评价急剧上升，创历史新高。其中，日本对中国负面观感比例最高，达到８６％，英美等

大部分西方国家的负面观感比例均超过７０％。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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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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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时间：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０日。



“中国威胁论”的产生和发展，是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严峻挑战，且仍然在意识形态领域破

坏着我国的国际形象。意识形态问题始终是中国传媒安全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未来意识形态竞争

仍将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有忧患意识，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

的长期性、复杂性，才能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舆论的主导

权。① “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提升综合国力、扩大对外影响力、树立国家形象的重要战略举措，

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维护文化安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要求。

二、理论与政策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基，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言，谁

拥有信息权，谁就获得了信息资源相对更大的利益和相对安全的权利。② 在意识形态领域，传媒与

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一方面，作为特定的社会组织，传媒天然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其发展受到意

识形态的制约，中西方媒体虽然体制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媒体都不可能逃离政

治 权 力 和 资 本 控 制 的 空 间 。 ③ 另 一 方 面 ， 当 今 世 界 ， 不 同 文 化 、 不 同 体 制 的 国 家

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斗争之中，中西方思想交流碰撞，依托于传媒平台和内容优势，社

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的侵扰不可避免。

文化的国际传播是马克思主义普遍交往原则在新时代的具体形态，以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为价值逻辑。④ 著名新闻教育家甘惜分先生认为，新闻学研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必将一事无成。⑤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体现了 “新闻的本质、本源、传播规律”⑥。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提出的 “世界交往”概念，充分阐释了国际传播活动的深刻意义，为国际传播

效能提升贡献理论源泉。由此，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引，重新探究国际传播的基本问题，应该

成为 “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自信。因此，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成为卓越新闻人才培养计划、新文科

建设以及课程思政改革的重中之重，尤其关乎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与使命也包含 “联结中外、沟通世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

在探索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有效路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信息安全提升到与传统的政治

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同的战略地位。２０１３年，习近平强调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新闻舆论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一整套兼具

学理性、创新性与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方法，解决了诸多根本性和战略性命题，展现了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的最新发展高度和水平。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闻传播教育与实践也要在新

形势下充分契合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全局。２０２１年，习近平提出 “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⑧。

习近平对于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战略布局是对 “世界交往”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的发展。⑨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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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６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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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中国故事”，树立文化自信，顺应了国际交往及国际关系中文化转向的时代逻辑，为人类未来文

化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战略意义： 国际传播 ⇒ 国家形象 ⇒ 软实力 ⇒ 综合国力 ⇒ 国家安全 ⇒ 民族复兴

时代逻辑： 国际传播 ⇒ 文化自信 ⇒ 文化转向 ⇒ 普遍交往 ⇒ 全面自由 ⇒ 人类文化

图１　　国际传播的战略意义与时代逻辑

三、文献回顾

国际传播能力事关中国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只有拥有并且善于运用话

语权，才能掌握议题设置的主动权，更好地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

（一）讲好中国故事

习近平反复强调讲故事是文化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作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实践方式，讲好

中国故事、创新对外话语体系已经成为我国国际传播的 “思想框架”。①

围绕 “讲好中国故事”，国内学者主要关注现实意义、内容叙事、实践特色、方法途径等研究

方向。就研究视角来看，分为叙事研究、传播研究、思想政治研究三大基本领域。其中叙事研究领

域成果较为丰富，更具学理性，包含以下两个维度。从国家叙事维度，陈先红提出了 “讲故事－话

语权－文化软实力”的互文叙事模型，② 并在实践层面确立了 “故事－话语－语境”三个维度的中

国叙事观。③ 社会叙事维度立足普通人的评论、记忆与想象，以 “故事形态学”切入中国故事的独

特叙事。④ 围绕为何以及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一方面聚焦于 “行动基础”，如姜飞根据国际

传播格局与生态的变化提出国际传播新思想；⑤ 辛鸣通过梳理习近平重要论述，理清实践基础与理

论支持；⑥ 陈旭鑫、李露以中国战 “疫”故事的 “语境－价值”共享叙事，分析制度优势带来的价

值赋能与治理效能。⑦ 另一方面则通过路径探析、话语创新、模式建构等关键词研究 “话语策略”。

总体上看，相关研究更侧重宏观论述、政策解读和经验介绍，少专业研究和理论指导，缺乏可

操作性。只谈做什么，不谈 “为什么”和 “怎么做”。⑧ 大多数研究以大众媒体为研究对象，尤以

国家级媒体的经验研究为主，个案研究的深度不够。

（二）共情传播

通过 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平台检索，早在１９４５年国外就已经有关于 “共情”的研究，近些年相关

研究整体上呈现稳步增长趋势，２０１９年达到峰值，相关研究近５０００篇。内容上侧重心理学、行为

科学以及神经学方向，且以自我报告法、观察者评价法、实验诱导法等为主要研究方法，普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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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ｔｏｎ　Ｓ．Ｄ．等人提出的知觉－行动模型 （ＰＡＭ）。① Ｄａｖｉｓ编制的人际反应量表 （ＩＲＩ），② 引入国

内应用后信效度良好，但我国运用最多的依然是多向度量表。总的来说，国外研究无论从起步上还

是方法上都更具优势，研究思路与理论具有较强的建设性。

在国内，虽然近年来新闻传播学领域共情研究得到一定的关注，但相关研究仍十分有限，尤其

缺少权威的实证研究。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最早的共情研究为医学方向，出现在１９７７年，而

“共情传播”直到２００７年才开始显现，且侧重分析共情传播策略 （如图２所示）。整体上，国内的

共情研究主要聚焦 “共情能力”、“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影响因素”等关键词，有关共情传播

学方向的研究在共情研究中的占比不足１％。

图２　　中国知网中 “共情”相关文献研究数量对比图

（三）“讲好中国故事”的共情维度

“共情”最早来源 于 心 理 学，是 一 个 人 能 够 理 解 另 一 个 人 的 独 特 经 历，并 对 此 做 出 反 应 的 能

力。③ 此处，共情是一种根植于基因天赋的与生俱来的能力。④ 《孟子·告子上》记载，“口之于味

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也就是说，嘴巴所尝出的味道，

耳朵能听到的声音，眼睛所看到的色彩，都是一样的。人类在嗅觉、听觉、视觉上存在生理性的

“共通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恻隐之心”、“将心比心”、“爱莫能助”、“感同身受”等成语

其实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共情的体现。有学者指出，人类共同的情感可以消弭国家和文化的边界，

连通 “自我”与 “他者”。⑤ 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认为，情感是连接人们的 “黏合剂”，可以

生成对广义社会与文化的承诺。⑥ 由此，共情可以超越国家与民族的界限，且不会因为地域和文化

差异而被抹除，“讲好中国故事”也应从共情传播视角探索实践路径。

目前，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仅在跨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层面略有涉及。如吴飞通

过对共情传播理论与实践的梳理，重在解决全球传播中 “对空言说”的传播困境；⑦ 李成家、彭祝

斌研究国际互助抗疫中一种特别的互动景观———跨文化共情传播，探究其独特价值、动力机制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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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２５（１），ｐｐ．１－２０．
Ｄａｖｉｓ．Ｍ．Ｈ．，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　Ｅｍｐａｔｈ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０，１０（３），ｐｐ．１－１９．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３页。
〔美〕亚瑟·乔拉米卡利：《共情力：你压力大是因为没有共情能力》，耿沫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２０１７年，第３页。
袁光锋：《“情”为何物———反思公共领域研究的理性主义范式》，《国际新闻界》２０１６年第９期。
〔美〕乔纳森·特纳、〔美〕简·斯戴兹：《情感社会学》，孙俊才、文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１页。
吴飞：《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新闻与传播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践路径；① 周榕等聚焦北京冬奥会的传播，从触发机制和实践路径两个层面探讨共情传播如何突破

冬奥传播的跨文化困境；② 赵新利围绕可爱中国形象的塑造，分析了共情传播的可行路径，通过国

家叙事中可爱元素的挖掘开展共情传播。③ 喻国明认为，追求深层价值心理和基本社会态度相似的

合意空间是共情传播的重要路径。④ 而故事化则以一种独 特 的 思 维 与 视 角 解 读 人 类 心 智 与 核 心 价

值，让共情唤醒人类的自然身份与社会身份，把 “我”变成 “我们”，带来情感背后的价值认同。

习近平指出，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建立一种自洽式

的平衡，创造传者和受众双方的情感空间与意义地带，寻求海外受众情感的最大公约数，进而纠正

认知偏差，破除信息茧房。通过 “故事—文化—情感”的三层递进，实现由故事文本共情到文化认

同再到情感共振的价值转向。

四、“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反复强 调，文 明 因 多 样 而 交 流，因 交 流 而 互 鉴，因 互 鉴 而 发 展。⑤ 中 国 故 事、中 国 声

音、中国特色、中国形象从传播四个维度勾勒出习近平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观的轮廓。⑥ 讲好中国故

事即传播方式，传播中国声音即传播手段，阐释中国特色即传播内容，树立中国形象即传播目标。

遵循此基本思路，“讲好中国故事”应解决好谁来讲、讲什么、怎样讲、对谁讲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一）谁来讲———人民中的个体

马克思主义始终致力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共产党宣言》确立了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重要命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强调报刊与

人民的联系，“真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刊”⑦。马克思论证了 “自由报刊的人民性”，认为报刊与人民

有着自然的密切联系。恩格斯将报刊视为人民生活的源泉，“拿报来！我从人民生活的源泉中，汲

取新的勇气。”⑧ 习近平在 “８·１９ “讲话中重申 “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⑨。没有

脱离党性的人民性，也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 “为了谁、依靠谁、我是

谁”的根本问题。因此，“讲好中国故事”，应该从人民的视角出发，展现更多鲜活的个体形象。

近些年，由民间主体运营的海外账号逐渐发展为外国受众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２０２０年，６３

岁的 “阿木爷爷”在海外社交 平 台 走 红，拥 有１１９万 ＹｏｕＴｕｂｅ粉 丝，视 频 播 放 量 突 破２亿 次。⑩■■

视频中，阿木爷爷认真地为小孙子制作一件件玩具，无需借助任何现代工具，也没有过多的语言与

修饰，他在充满高科技的现代世界中为孩子守护住了纯真的童年，也将中国传统工匠技艺展现得淋

漓尽致。国外网友用 “艺术家”、“天使”、“天才”、“大师”、“传奇”、“圣诞老人”等称赞他，并感

叹 “他的孙子有这样的爷爷很幸运”、“下辈子想做他的孙子”、“现在我更想念我的爷爷了”。９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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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周榕、吕诗俊、张德胜：《奥运会中的跨文化共情传播与实践创新路径———对２０２２年北京冬奥会传播的思

考》，《新闻与写作》２０２１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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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物：《文明的交流互鉴从未停止》，《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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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 （第２版），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５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１卷 （第２版），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２７页。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１日第１版。
《阿木爷爷、李 子 柒、滇 西 小 哥……他 们 这 样 把 中 国 文 化 “安 利”给 世 界》，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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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李子柒以田园诗般的镜头语言营造了中华美食与文化的筑梦空间，谱写国际传播的神话。作为

ＹｏｕＴｕｂｅ平台首个粉丝破千万的中文创作者，① 李子柒２０２１年２月以１４１０万的ＹｏｕＴｕｂｅ订阅量

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② 无论是阿木爷爷、还是李子柒，这种最纯粹的热爱、最朴素的情感、最

平淡的叙事，呈现了中国故事背后的文化之美，引发了更多的情感共鸣。

（二）讲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宣传阐释国家文化特色为抓手，着力提升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是习近平的重要指示。习近

平 “８·１９”讲话中提出 “四个讲清楚”的重要论断。用 “文化积淀”、“突出优势”、“最深厚的文

化软实力”等词汇展现了文化自信、国际视野和人类高度。中国故事是一个丰富的素材库，具体讲

什么，需要找准核心价值观支撑，精准发力而非 “大水漫灌”，要把我们想讲的和外国受众想听的

巧妙结合，挖掘故事背后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启迪思想才能产生持久影响。

距今已开展８年的 《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覆盖全球２０多个国家，年均样本量在１万以

上，为国家形象研究提 供 了 较 为 权 威 的 数 据。根 据２０１９年 的 调 查 结 果，６４％的 海 外 受 访 者 认 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积极意义。③ 该理念所蕴含的超越性、包容性和创新性，应该成为新时

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基本特征。④

新冠疫情对中国和世界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但也是集中展现中国文化和形象的契机，让世

界全面了解中国，重新正视中国。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新冠疫情的实践，完美诠释了人类命运

共同体从 “故事共鸣”到 “文化共情”再 到 “情 感 共 振”的 三 级 递 进 传 播，积 累 了 “讲 好 中 国 故

事”的特殊经验。疫情发生后，习近平站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塑造疫

情时期负责任大国形象，坚强不屈、逆风飞扬，众志成城、守望相助，信心满满、无往不胜。

２０２０年４月，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公布中国政府已经或正在向１２７个国家和４

个国际组织提供物资援助，还包括对世卫组织的捐助、向各国派出的医疗专家组以及同多国举行的

专家视频会等。⑤ 中国以百分之百的诚意与实际行动，践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与承诺，体

现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和美好愿景，让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功破圈。

中国援助各国的物资中都会附带温暖的寄语，将两国的名言或诗句巧妙结合，以不同语言实现

跨文化交流，打造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话语优势，巧妙地获得了理解与认同。中国援助德国的物资

上，印有德国谚语 “山和山不相遇，人和人要相逢”，贴切地描绘出两国人民患难与共、共担风雨

的历史交往与情谊；中国援助比利时的物资上，“团结就是力量”这一中华文化的力量之源，同样

拥有荷兰语和法语版本，激励彼此迎难而上、共克时艰。很多国家、组织、个人，都在不同场合和

语境下表达了对中国所作努力与牺牲的感谢，如 “世界人民欠你们的”、 “他们正在为全人类作贡

献”、“历史很可能为此感谢中国”等。

（三）怎样讲———技术赋能媒介平台

此处，应回到媒介本体论，重新发现和理解 “讲好中国故事”的媒介，探索媒介如何打开一个

·９３１·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 “讲好中国故事”的共情维度与实践路径

①

②

③

④

⑤

《李子 柒 海 外 粉 丝 破 千 万，成 ＹｏｕＴｕｂｅ 中 文 创 作 第 一 人》，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
１６６５３０１８７４９４４６０４７８１＆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０日。

《李子柒刷新 “最多订阅量的ＹｏｕＴｕｂｅ中文频道”吉尼 斯 世 界 纪 录》，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
１６９０５５２７８０３５５４５７５０３＆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０日。

《世界对中国整体形象的好感度持续上升》，《光明日报》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６日第１２版。
唐润华、曹波：《人类 命 运 共 同 体 视 阈 下 中 国 对 外 话 语 体 系 的 时 代 特 征》， 《现 代 传 播 （中 国 传 媒 大 学 学

报）》２０１９年第７期。
《外交部：中国政府 已 经 或 正 在 向１２７个 国 家 和４个 国 际 组 织 提 供 物 资 援 助》，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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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空间、让意义汇聚于此并组织各方行动者。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０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①。

新媒体是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以发展中国家的受访者为例，４１％的人通过 “本国的新媒体”

了解中国，２１％的人通过 “中国在本国推出的新媒体”了解中国。② 另一份有关全球数字化的报告

显示，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全球社交媒体用户规模达到４２．０亿，超过世界总人口的半数，仅过去一

年，全球社交媒体用户就增加了４．９亿。③ 大众传播的管道媒介思维已经不能适应媒介下沉为社会

“元场域”的现实，“讲好中国故事”要善于利用平台型媒介和新兴科技。

２０２１年河南卫视春晚舞蹈作品 《唐宫夜宴》，在国外社交平台一度引发 “国潮风”，获得广泛

关注。一群妙龄少女以唐代仕女俑为造型婆娑起舞，惟妙惟肖，背景在中国传统水墨画与现代博物

馆间徐徐展开、自由切换。历史文化、传世珍宝的厚重与青春活泼、轻盈曼妙的舞姿交相辉映。传

统文化和新兴科技完美结合，营造基于情感共鸣引发的合意空间。国外网民留言赞叹 “这是难以置

信的美”、“我已经看了１０遍”、“很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并自发在Ｔｗｉｔｔｅｒ上推广。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也在Ｔｗｉｔｔｅｒ账号上转发 推 介，赞 叹 “时 光 倒 流”、 “美 源 于 创 造 力”。在ＹｏｕＴｕｂｅ平 台

上，相关视频的播放量累计百万次。④

（四）对谁讲———海外青年受众

国际传播要以受众为中心，习近平提倡 “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

Ｚ世代，青年群体崛起为社会生产和消费的主力军，青年亚文化和网络社区公民的跨国影响力

不断提升，国际受众的信息需求已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传播受众呈现年轻化趋势。根据 《外国人对

中国文化认知调查报告》显示，外国青年群体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意愿强烈。⑤ 许多国际青年会持续

关注中国的发展，对中国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热爱，常常拥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并且主动在网上传播

中华文化，如比较有影响力的 “歪果仁研究协会”。

“讲好中国故事”的对象应该瞄准海外青年受众这一主要群体，研究新媒介空间下青年群体的

信息使用与接收，做好特质共情。在全球年轻人热衷的游戏领域，国产游戏 《原神》在角色创造、

故事设计及活动设置上都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年轻群体喜欢的表达方式，在海外上线后迅速

成为爆款，登顶ＡｐｐＳｔｏｒｅ２０２０年度游戏，并成为ｉＰｈｏｎｅ１３官网性能展示页面。源自于热爱的驱动

力是最强的，《原神》契合Ｚ时代青年群体的喜好，成功唤醒共情能力。很多国外受众得知游戏中

的区域 “华光林”就是现实中国的张家界景区，万分惊喜，感叹竟有一模一样的地方，纷纷表示希

望能亲自去 “打卡”。

（五）塑造何种形象———真实且可信

习近平从历史文化、国家建设、外交政策和国情特色四个维度确立了新时代我国形象构建的目

标和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要义是遵循新闻传播规律。马克思认为报刊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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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 平 主 持 政 治 局 集 体 学 习：增 强 中 国 人 骨 气 底 气》，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ｙｏｕｔｈ．ｃｎ／ｇｎ／２０１４０１／ｔ２０１４０１０１＿

４４７１７３７．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０日。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课题组： 《中 国 国 家 形 象 全 球 调 查 分 析 报 告 （２０１９）》， 《人 民 论 坛·学 术 前 沿》

２０２０年第１０期。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２０２１：Ｇｌｏｂａｌ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Ｒｅｐｏｒｔ，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ｒｅｐｏｒｔａｌ．ｃｏｍ／ｒｅｐｏｒｔ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２０２１－ｇｌｏｂａｌ－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ｒｅｐｏｒｔ，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０日。

邢丽菊、赵婧：《新媒体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２１年第１１期。
《〈外 国 人 对 中 国 文 化 认 知 调 查 报 告〉发 布》，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５－０６／１２／ｃ＿

１２７９０６６７２．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０日。



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① 习近平进一步指出，“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

发展规律。”② 真实 应 该 成 为 新 闻 传 播 规 律 的 基 本 要 求 和 原 则 底 线。马 克 思 提 出 “有 机 的 报 纸 运

动”，通过有机运动，新闻事实不断完善并完整地展现出来。１９８９年，习近平在 《把握好新闻工作

的基点》一文中强调，“不是说新闻可以等同于政治，不是说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要它的真实性，

所以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③ ２０１６年 “２·１９”视察中，

习近平两次提到 “客观、真实、全面”地报道事实。

“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国家形象，必须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将具体真实与整体真实结合起来，

要有全局意识，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同时还要把握好时、度、效的原则和要求，以理性真实凝聚共

识。最大限度地接近新闻真实、报道新闻真实以及永远捍卫新闻真实，是媒体和新闻工作者不变的

职责和不懈的追求，也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职业理念和精神。④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西方媒体制造有关新疆棉的谣言，抹黑中国，为了政治需要不惜舆论造假，罔

顾事实，违背新闻真实性，毫无职业操守。ＢＢＣ发布的新闻，在没有任何调查的前提下，仅凭几

张图片就公然指责新疆当地政府强迫居民进行棉花生产劳动。ＢＢＣ的消息来源明显具有选择性偏

差和事实性失明，拼接摘抄国内报道，单一引用国际组织研究人员的话语，甚至通过不同年份卫星

云图追踪人员流动，妄言这就是被管制的居民。对此，《人民日报》、央视、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第一

时间发声回应，多媒体联动，揭露西方丑陋的 “谣言流水线”，不仅通过 “有机的报纸运动”完整

呈现事实真相，而且 “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通过提供基于事实和数据的确凿

证据，商务部、政府官员、当地农民等多主体丰富消息来源，外国小哥亲身体验采棉作业，新疆采

棉作业的机械化、新疆棉的优质等事实有力反驳了 “大规模征用劳工”的不实报道。

２０２１年５月３１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努力塑造可信、

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引，抓住近年来海外 “中

华文化热”持续升温的有利契机，善用外国民众容易接受的方式，充分挖掘共情传播在达成共识、

文化认同、建构身份、塑造形象中的重要作用。此外，考虑到跨文化传播的影响因素与接受者的文

化差异，还要深入研究国外受众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尊重对方的文化，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技

巧，增强国际传播的针对性和影响力。跨文化传播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在不同文化之间虽然存在差异

但是在基本问题上具有共同性。⑤ 虽然语言、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和冲突不可避免，但促进

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应该成为跨文化传播的初心与始终。未来，“讲好中国故事”，在转变叙事方式

和话语方式的同时，还需正确认识和利用文化间距，展开平等有效的跨文化对话，实现不同文化之

间的认知、理解与认同。通过真实的中国故事，向世界说明、展示 “可爱的中国”，让世界了解、

认同 “可信的中国”，让 “可敬的中国”影响世界，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责任编辑：李欣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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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 （第２版），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９７页。
《共同为改革想招，一起为改革发力，群策群力把各项改革工作抓到位》，《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９日第１版。
《习近平：把握好 新 闻 工 作 的 基 点》，ｈｔｔｐ：／／ｔｈｅｏｒｙ．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４／１０１６／ｃ３８９９０８－２５８４６７１６．ｈｔ－

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０日。
胡晓娟：《中国传媒安全面临的问题与应对》。
胡晓娟：《宗教传播与社会治理———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例》，《学习与探索》

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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