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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0多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落地生根、蓬勃发展。倡议所弘扬的开放包容、互

利互惠、合作共赢的理念，赢得了沿线共建国家的一致

认可和信任，“一带一路”已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

品和合作平台（周进，2024）。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日

益发展，中国自信自立、胸怀天下的大国形象在世界上

树立起来。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

时明确提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国家形象是

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

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

评价和认定（管文虎，1999）。国家形象作为无形资产，

体现国家综合实力，直接影响其国际地位、吸引力和竞

争力（孙有中，2002）。

一、话语-历史分析与国家形象研究

话语既是国家形象建构的工具，也是其产物。受福

柯“话语即知识”观点启发，学者们指出话语与社会具

有辩证关系，话语不仅反映社会现实，还在社会实践中

建构社会（Fairclough&Wodak，1997）。在国家形象建

构中，话语参与者通过话语重塑国家行为及“自我”与

“他者”的关系（田海龙，2016）。国家形象分为“自塑”

和“他塑”，前者通过国家宣传构建，后者则由国际社会

基于认知和媒体报道形成。近年来，国内学者从话语分

析角度，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他塑”和“自塑”问题进

行了深入研究。在“他塑”中国形象的研究中，学者们

关注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例如，杨巧燕（2020）、刘

文宇&毛伟伟（2020）、林予婷&苗兴伟（2023）等学

者探讨了美国、非洲和越南等国家媒体话语中的中国形

象构建。在“自塑”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中，学者们主

要关注对外话语传播。如学者陈俊&王蕾（2020）以海

外版《中国日报》中“一带一路”的新闻报道为文本，

分析了“一带一路”议程设置、新闻标题拟定、文本高

频词汇以及消息来源。赵雅文&张琪英（2022）以微纪

录片《从长安到罗马》为例，分析了该片中的话语策略，

探讨了其构建的多维中国形象。此外，张睿&常红宁

（2021）、曾蕊蕊（2023）则采用语料库辅助的话语-历

史分析方法，对“总理答记者问”口译话语以及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的国家领导人对外讲话进行了研究，探讨了

这些讲话中塑造的中国形象。

二、研究设计

1.研究问题

主要研究问题：（1）《中国日报》2024年1月至7月

期间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中关注哪些核心主

题？（2）报道采用了何种话语策略来建构中国国家形

象？具体通过何种语言手段实现？（3）报道中的话语策

略构建了怎样的中国国家形象？

2.研究数据与数据处理

在LexisNexis数据库中检索《中国日报》2024年

1月到7月有关“一带一路”新闻报道，检索表达式为

“beltNEAR/2road（主题）”。由人工检阅删除与主题无关

的报道，最终有效语料为133篇。采用R的quanteda包进

话语-历史分析视角下中国形象建构研究
——以《中国日报》关于“一带一路”报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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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数据预处理，过程包含数据降噪、词干提取、获取高

频固定搭配词、建立自定义停用词表，最后生成文档—

词汇矩阵。

3.主题挖掘方法

采用工具R中的STM包进行主题模型挖掘，用谱方

法（spectralmethod）进行主题模型参数设置。主题模型

可以输出任意数量的主题。STM包中提供了寻求主题数

量的函数searchK（），可以辅助研究者确定相对最优的

主题数量。本研究以主题数量为5时模型结果较好，语

义连贯性和语义独特性的值均高，表明每个主题的主题

词共现概率较高，且出现在不同主题中的概率较低。主

题模型会基于每个词汇的FREX值对主题词进行排序。

FREX值较高的主题词的词频相对较高，且出现在其他主

题中的概率相对较低。

三、研究结果

1.主题挖掘结果

如表1所示，主题模型将五个主题分为高质量发

展（27.57%）；贸易畅通和基础设施联通（20.44%）；

教育人文与旅游（18.55%）；多元合作和地缘竞争

（16.83%）；合作机制和政策沟通（16.60%）。每个主题

前15个主题词以FREX值排序。

表1　主题分类

主题 主题词

高质量发展

模式

（27.57%）

modern, technolog, facilit,high_quality,climat_

chang, WIC, innov,  green,  environment_

protection,photovolta, renew_energi,digit_silk,

transfer,sustain_develop,energi_vehicl

贸易畅通和

设施联通

（20.44%）

China-Euro_railway_express, import, export,

ship,freight,transport,port,servic,foreign_trade,

cargo, suppli,hub,e-commerc,China-Europ_

freight_train,vehicl

教育人文与

旅游

（18.55%）

educ, universi, cultur, student, communic,

archaeolog,history,Chinese,tourism,movi,film,

cultur_exchang, silk_road, people-to-peopl_

exchang,talent

多元合作和

地缘竞争

（16.83%）

Asian_countri,middl_corridor,Southeast_Asian_

countri,SCO,ASEAN,Caucasus,Qatar, issu,

geopolit, red_sea, risk, attack,China_Arab_

countri,pressure,European_countri

合作机制和

政策沟通

（16.60%）

mutual_trust,agreement,amic, foundat, leagu,

peac_stabil,confidence_build,APEC,diplomat_

relat, align, one-China, agreement, secur,

communiti_share_futur_mankind，bilater_relat,

主题模型挖掘的结果表明《中国日报》所报道的主

题与“一带一路”倡议议题紧密相连。“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注重技术创新、绿色能源和环境保护，以推动可

持续发展；贸易与设施联通侧重中欧跨国运输、物流、

港口及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人文与旅游合作旨在促进文

明互鉴与文化融合；多元合作与地缘竞争反映了在复杂

地缘政治背景下的多边合作需求；合作机制与政策沟通

通过协议、双边关系和外交手段，推动“一带一路”倡

议的稳定推进与国际合作深化。

2.话语策略分析

（1）所指策略

在DHA理论中，所指策略是指通过语言手段对社会

行为者、对象、现象、社会事件、过程和行为进行社群

归类，以此构建“内群体”和“外群体”，最终完成话语

构建和身份识别，其语言实现形式主要是指示词和名词

（Wodak，2015）。形象建构的重要使命是说话者要积极

建构听众认可的“自我”正面形象，以拉近与听众的距

离，博得听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者”认可，最终形

成集体身份认同。本文选取以“我们”和“中国”为主

语成分的自我指称词的例子加以分析。

例1:We should build poli t ical  mutual  t rust  to

supporteachotheroncore issuesand independentpathsof

development, facilitate investmentandtrade,promotedigital

andgreendevelopment,collectivelyrespondtotraditionaland

non-traditionalsecuritythreatstomaintainlong-termregional

stability, increasepeople-to-peopleexchanges topromote

mutuallearningandstrengthenfriendships,deepencooperation

onregionalandglobal issues,anduphold international laws

basedontheUNCharter.

例 2: China is playing a key role in establishing

alternativemodesof financingbyhelpingestablish,among

others,organizationsand institutionssuchas theShanghai

CooperationOrganization,the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

BankandtheBRICSNewDevelopmentBank,withthelatter

openingcreditlinestonon-BRICSmemberstates.

例1中，第一人称复数“we”被用来构建不同行为

体的“自我”属性。第一人称复数指示代词具有显著的

说服力。它通过对群体成员身份的编码，将不同的群体

归入“我们”的范畴。通过构建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

集体属性和“自我”属性，强调了“我们”共享的“自

我”身份，从而形成了高度的身份认同。然而，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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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只强调集体身份而忽视群体共同利益时，他者可能会

倾向于追求最大合作收益和最小责任，导致陷入权力竞

争和安全疑虑。因此，国际合作亟需共同利益与集体认

同的双向互动。由此，在《中国日报》关于“一带一

路”的报道中，强调了各国的集体属性与共同利益，如

推动政治互信、投资贸易、数字化与绿色发展，并呼吁

共同应对安全威胁，以维护区域稳定。此外，报道还提

倡推动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以实现公平与包容性发展。

在当前全球治理赤字日益显著、代表性和包容性不足的

动荡变革期，这一主张显得尤为重要，为推动更为有效

的全球治理，中国借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导多

边主义，凝聚全球发展共识，将理念化为实际行动，为

全球治理的公平公正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塑造了

一个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家形象（吴志成&徐信高，

2024）。例2中，China作为自指主语时，使用了表示采

取行动的动词以及经济相关的名词用来阐述中国为加强

国际合作所作出的努力。如为避免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

题以及倡议全球多边主义，中国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新开发银行以及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等金融机

构，为“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进提供金融机制保障，切

实地保证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实现公平、公正的发

展（王新松，2024）。这些多边机构的建立和运行表明中

国正在持续努力维护国际多边体系，推动世界多极化发

展，构建了一个具有高效领导力和行动力的中国形象。

（2）辩论策略

DHA的辩论策略是通过使用惯用语句，引导听众对

诸如益处、定义、危险、人道主义、正义、责任、现实

等论题进行逻辑判断，从而论证所描述内容的正面性或

负面性，以达到说服听众的目的。通过统计分类，《中国

日报》关于“一带一路”报道主要从中国的国际合作、

贸易投资、地区与全球影响力、人文交流等方面构建中

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报道中多采用列举具体数据和引用

第三方声音。限于篇幅，本文只分析报道中引用第三方

论述的例子。

例3:“PakistaniChinaobserversrefutedonWednesday

negative narratives against theChinese economy, saying

Beijing’spursui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ocusing

ondevelopingnewqualityproductive forceshas andwill

continuetobenefitPakistanandbeyond.”“Certaincriticisms

againstChinasuchasovercapacityclaimwere‘politically

motivated’,Shah said.”“TheChinese economy is very

competitive,productiveandinnovativeandwouldremainakey

engineforglobalgrowth.”

2024年《中国日报》关于“一带一路”的新闻报道

增加了第三方论述的例证。如例3，巴基斯坦观察者认为

外界对中国的批评有恶意性，并接着重申中国经济发展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正面影响，突出中国作为全

球经济增长引擎的重要性。除此之外，第三方论述提到

了新质生产力的作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在发生从

传统模式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模式转换过程，中国

正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而中国的高质量发展

必将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惠及各国，进而推

动各行各业发展变革，为各国加强同中国的互利合作创

造机遇，为世界经济复苏持续增添动能，报道以第三方

论述塑造了充满世界情怀的中国大国形象。

结论

本文运用话语-历史分析理论，并结合话语-历史

分析方法，对《中国日报》发布的133篇关于“一带一

路”倡议的新闻报道进行了话语分析。研究发现，这些

报道围绕高质量发展、贸易畅通、设施连通、教育人文

交流、地缘竞争与多元合作等五大核心主题展开，并运

用所指策略和辩论策略，有效地塑造了中国作为全球治

理重要参与者和国际合作积极推动者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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