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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莉丽  谭思沩

西方主流媒体的中国文化镜像：

基于《纽约时报》的批判话语分析

国家形象是一国软实力的核心要素，良好的国家

形象有助于对内增强民族凝聚力，对外提升国际竞争

力。近年，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提升，通过“一带一

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发展倡议等，塑造并

传播着“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

维护者”的形象。①与此同时，由于国际形势变化、意

识形态交锋、文化背景差异，中国国家形象正面临着

严重的认知偏差和传播困境。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的全

球调查研究显示，各国公众对中国在经济发展、环境

保护、劳工权益以及和平稳定方面的作用产生巨大分

歧。②面对中国形象的认知误区，我国需要主动加强顶

层设计和战略布局。

2024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健全文化事业、

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提升国家文

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③当前国际局势下，文

化是重塑国际认知、重构相互理解、推动国际对话、

促成共有观念的新突破口。事实上，世界大国的国际

地位提升都离不开文化维度的国家形象塑造。④构建真

实、全面、立体的中国文化形象，是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需要。

本文采用费尔克劳夫的三维批判话语分析模型，

围绕《纽约时报》涉华文化报道，系统探究中国文化形

象的“他者”认知和话语叙事，并为我国文化形象传播

提出策略建议。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设计
（一）中国文化形象的概念界定

当前学界对于中国文化形象的研究主要呈现两个

走向：一是围绕内涵维度进行理论探索，二是针对形象

定位和传播展开案例分析。内涵层面，范红、胡钰认

为，文化形象是多元的，包括文学艺术、历史文物、

民族风情、宗教传承、电影电视等内容。⑤中国文化形

象结合了传统与现代，一方面强调传统文化中最具代

表性的象征元素，另一方面涵盖现代文化中影视、生

态、慈善、消费等领域。⑥⑦就实践而言，学界重点聚

【内容提要】文化作为一国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对于国家形象的建构和共有观念的形成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本

文以三维批判话语分析模型为理论框架，揭示《纽约时报》对中国文化形象的话语建构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

态。研究发现：文本维度，《纽约时报》描摹出一幅鲜活生动的中国文化景观，并通过文化共鸣和接近性，调节全球认

知；话语实践层面，聚焦于历史遗产、美食、艺术交流、留学移民四大议题，构建了文明灿烂的历史古国、富有生机的现代

大国、充满变革与挑战的崛起强国形象；社会实践方面，彰显美国身份地位、重塑中美竞合关系、凸显美西方意识形态。

中国应以文化为突破口，全面提升中国形象。倡导文化多元，促进文明交流融合，打破西方文化霸权；加强对西方媒体涉

华文化报道的全面跟踪研究，有针对性地设置事实议程与价值议程，引导西方媒体涉华文化形象建构；创新中国文化传

播叙事策略，深化个体叙事与情感叙事，引发文化共鸣，实现共情传播。

【关键词】国家形象 中国文化 批判话语分析 媒体报道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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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现实案例里中国文化形象的建构和传播。冯惠玲、

胡百精以北京奥运会为例，提出国家形象的定位应从

过去的“经济中国”转向“文化中国”，并对中国文化元

素进行价值重估和排序，提倡构建以历史古迹、文化

艺术、地理山川、风土民俗、饮食、科技、娱乐、体

育、宗教等文化元素为主的国家形象框架。⑧刘忠波、

杨悦指出，新时代纪录片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不仅

有效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还体现全人类的普遍价

值和共同追求，为全球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平台。⑨

王敏、李雨通过梳理西方文化圈内权威的国家形象榜

单，建构出“文化形象评价指标体系”，旨在量化国家

文化影响力。其中，一级类目包括文化遗产、文化贸

易、文化交流、文化氛围、流行文化，下设二三级指

标涵盖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文艺产业、跨境旅游、

体育、留学、移民、媒体发展等。⑩ 

据此，本文将中国文化形象定义为，基于中华文

化根基，综合传统与现代元素，通过历史文化、民族

风情、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创意产品等表征形式，

展现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和鲜明个性的多维综合体。其

中，历史遗迹、艺术、自然风光、现代文化（影视、

时尚、创意产业、移民留学、新闻自由、体育等）、美

食、宗教为六大测量维度。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 文 选 取 对 美 国 舆 论 和 全 球 观 点 有 着 重 要

影 响 的《纽 约 时 报》作 为 研 究 对 象。笔 者 在 律 商

（LexisNexis） 数 据 库 中， 将 机 构 设 为“The New 
York Times”， 限 定 时 间 起 于“06/01/2023”止 于

“12/31/2023”，检索“中国文化”（Chinese culture）
等关键词进行样本收集。最终获得期间报道99篇，经

过人工筛查，剔除不符合标准的22篇，共计有效样本

77篇。

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以篇为单位，将报道整理

成元数据文档，包含标题、全文、体裁、日期等。建

立编码表，分为四类：报道数量、体裁类型、文化维

度、情感属性。并在16余万字的英文语料基础上创建

LDA模型，提炼有关中国文化的关键议题。另外，基

于批判话语分析范式，研究解码《纽约时报》在微观层

面的词汇选择和修辞技巧，以及宏观层面的议题构建

和报道框架，旨在揭示话语实践中的叙事策略和意识

形态功能。

二. 富有活力与变革挑战的中国文化镜像
本文所界定的文化形象测量维度包括历史遗迹、

艺术、自然风光、现代文化、美食、宗教。研究发现，

《纽约时报》对上述维度给予的关注存在显著差异。

美食领域受到最多关注，影视、移民等现代文化议题

位居其次。历史遗迹、文学艺术亦得到一定重视。宗

教报道较少，而自然风光未见涉及。此外，涉华文化

报道中情感积极的文本共 57 篇，占比 74.03%；中立

态度的有 9 篇，占 11.69%；负面立场的有 11 篇，占

14.29%。总体呈现出多元正面的形象，而少量文本带

有意识形态偏见和东方主义的刻板印象，对中国性别

平等、人权自由、民族宗教议题持有消极评价。

（一）文明灿烂的历史古国

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中国文化历史悠久，蕴

含深厚的哲学智慧，对全球范围的艺术创作与审美导

向有着深远意义。中国文学与艺术通常被认为独立于

政治，凭借其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成为西方媒体关注

的焦点。《旨在弥合全球差异的展览》一文凸显中国丹

青、雕塑等艺术品的收藏价值，侧面反映出中国文化

的全球认可度。11太极等文化遗产被视作体现人类智慧

与创意巅峰的宝贵财富。12《纽约时报》视中国文化为

超越政治的文明载体，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

审美认知，并肯定其在全球语境中的独特意义。

（二）富有活力的现代大国

《纽约时报》对时尚、影视等文化产业的报道，描

绘出中国文化蓬勃发展的现代化形象。1979 年的皮

尔 · 卡丹时装秀成为现代中国文化开放的标志性事件，

开启了从单调实用向多元审美的转型。如今，中国不

仅是全球时尚生产的中枢，更以奢侈品消费市场的绝

对份额彰显经济实力。13越来越多的中国设计师与品牌

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实现从制造者向创新者的角

色转变，昭示着中国在全球文化生产中的积极参与和

创新能力。同时，电影《芭比》在中国女性群体中引发

热议，反映中国社会对于性别议题的关切，也折射中

国社会思想的现代化进程。 14 作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

场，中国通过文化消费和评论，深度参与全球文化对

话，深刻影响全球文化格局。

（三）充满变革与挑战的崛起强国

《纽约时报》将气候等议题纳入中国文化的叙事框

架，预示中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未来潜力。报道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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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事副总裁吉姆 · 安德鲁在“气候前瞻”论坛的发言，

赞赏中国为气候治理在食品行业采取的创新举措。当

前，中国坚持中国式现代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

念，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中

国方案。中国一方面肩负着国家改革发展、参与全球

治理的双重使命，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引领未来世界的

绝对实力。《美中学生交流能否在地缘政治中存续》一

文指出，增加学术科研等领域的交流，对于改善两国

关系至关重要。中国在人文交流和全球合作中始终采

取包容开放的态度，加大人才引进、鼓励学习交流，15

进一步证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然而，少量

报道隐含文化偏见，建构起中国外部充满挑战、内部

矛盾重重的意象。例如，政治和国家安全因素正在损

害中美长期的人文交流，国际关系的紧张态势正渗透

到学术合作领域。还有报道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

批判中国的民族事务，将汉语学习和身份认同二元对

立，指责中国消解民族个性。16 

三. 中国文化镜像的话语建构策略
（一）文本维度：微观视野凸显中国文化的蓬勃生机

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文本维度，从最基础的文本结

构入手，着重分析词汇、文体及修辞等元素的功能性

作用。研究认为，《纽约时报》通过高频词重点关注新

兴动态和生活化场景，为受众描摹出一幅不断创新与

变革、与国际密切交互的中国文化景观，并通过记叙

体裁和修辞手法，增强文化共鸣和接近性。

首 先， 人 民（people）、 新 兴（new）、 餐 厅

（restaurant）、 学 校（school）、 工 作（work）、 街 道

（street）、城市（city）等高频词，揭示报道更倾向于通

过日常生活和个体叙事，展现中国文化和社会风俗。

高频动词“说”（say）通过不同主体的多声部叙事，增

强报道的客观性与可信度，间接影响受众对中国文化

的认知结构和价值判断，形塑全球文化政治生态与话

语权力结构；其次，报道常用“新闻+记叙”的混合型

文类，借助语境、人物和情节引发受众共鸣，使得文

化议题更具亲和力和说服力，以减轻文化差异带来的

陌生感；最后，报道善用修辞符号、引证权威观点和大

众典故将中国文化与其他议题建立互文联系，表达强

烈的认知情态。例如，《感官盛宴》将中国芥兰叶片比

喻成美人鱼的秀发，增加文本趣味性与想象力，借此

赞美中国餐饮的食材及口感，17提升中国美食的吸引力。

（二）话语实践维度：报道文本的焦点场域与意义

解释

批判话语分析的话语实践维度聚焦于文本的生

产、分发与消费过程。《纽约时报》集中关注历史遗产、

美食、艺术交流、留学移民四个宏观议题，主要采取

多元主义和开放性、国家安全和民族主义两大话语实

践框架。

1.宏观议题：彰显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自信与身份

认同。

《纽约时报》认为，中国历史遗产不仅是中华文明

的璀璨瑰宝，也是全球文化体系的关键组成，其深厚

底蕴和丰富内涵是中国文化跨国界交流的自信源泉。

有报道聚焦“古代瓷杯”和“600 年历史丝绸壁挂”

高价拍卖的案例，通过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文物的收藏

热情，展现对中国文化的尊崇与珍视。美食被赞誉

为中国文化的载体，美式中餐作为文化融合中的创新

典范，诠释跨文化交流中的相互欣赏以及对美食文化

共同体的追求。此外，艺术交流是文化外交的有效工

具，具有促进全球文明繁荣的深层次潜力。《纽约时

报》报道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南方天

堂”展览，并援引馆长威廉 · M · 格里斯沃尔德的评论，

夸赞中国文化对西方文明的启迪作用。18同时，华人移

民、留学生通过社区建设、活动传承等方式进行文化

身份的延续和保留，进一步展示了华人群体对中国文

化认同感的永恒追寻。

2.框架建构：兼具文化议题的开放性与政治张力。

《纽约时报》所采取的多元主义和开放性框架强调

全球文明生态的有机性，突出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在

持续互动中的共生发展与交流互鉴。全球化进程下，

美式中餐等创新实践，彰显中国文化的流动性与适应

性，塑造了开放、包容、多元的中国文化形象。然

而，也有少量报道使用国家安全和民族主义框架，模

糊文化与政治的界限，实现议题置换，将中国视为地

缘政治的竞争者和安全威胁，迎合本国民族主义和保

护主义情绪，强化“中国威胁论”，抹黑中国形象。

（三）社会实践维度：文化议题背后的“西方中心主

义”逻辑和国际舆论斗争

批判话语分析关注话语如何维持或挑战现有的

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重塑公众认知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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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研究认为，涉华文化报道具有彰显美国身份地

位、重塑中美竞合关系、凸显美西方意识形态的作用。

1.身份地位：输出西方文明优越性，维护帝国传播

秩序。

《纽约时报》常以中国文化为切入点，展现美国在

多领域对华交流的意图，表面彰显合作意识，实则借

此自塑为引领全球的理想典范，推广所谓具有“普世意

义”的制度准则，带有极强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

霸权色彩。在全球性议题方面，美国自诩为“上帝选

民”，突出资本主义文明的绝对优势，暗含“文明等级

观”，降维中国的文化结晶与思想观念，建构“东方主

义”的“他者”想象。这一身份不仅巩固其强势的霸权

地位，实现资本和权力话语的宰制，还成为打压和遏

制中国的隐性工具。

2.中美关系：延续政治大环境下的结构性对立。

尽管《纽约时报》尝试运用文化议题重构中美关

系，部分报道仍在强化两国冲突与对抗的既定格局。

由于“文明冲突论”的强大影响，美国媒体难免将文

化议题代入到二元对立的竞争性范式之中。文化与政

治、军事等强行关联，不仅削弱了文化缓和中美关系

的作用，还使其带有隐形的对抗性话语。虽然部分观

点对中国文化予以高度评价，并呼吁通过文化交流重

塑中美关系，但总体报道基调仍趋于谨慎，甚至偶尔

流露出排华情绪，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两国关系

的现状。此外，《纽约时报》有意突出中国台湾地区与

大陆在文化、历史和政治上的差别，试图将台湾地区

的文化实践塑造为对大陆的象征性对抗，强化报道的

地缘政治意涵。

3. 意识形态：暗含全球化中的文化偏见与传播新

秩序。

在中美竞合的复杂背景下，意识形态斗争蔓延

至少量文化报道，催生出国家安全视角下的审视与质

疑。极少数报道精心筛选话题、构建叙事框架、输出

意识形态，隐秘地歪曲中国形象、误导公众认知。

某些看似中性的话题，实则借助逆全球化中的反亚裔

情绪，流露打压中国的意图。然而，随着去中心化叙

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兴起，西方媒体逐渐认识到不

同文明间相互启发的前景和价值，其立场也正在发生

转变。美国作家邓洛普从后殖民主义视角，揭露全球

化进程中的文明不平等现象，内省西方的霸权逻辑和

意识形态倾向。 19 借此，《纽约时报》隐晦地传递全球

信息传播新秩序理念，突破潜在的文化偏见与双重标

准，推动更加平等且真实的价值导向。

四. 以文化为突破口，全面提升中国形象
文化成为政治、外交角力的新战场。美西方视角

下的中国文化形象不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投

射出国际局势下的意识形态斗争。面对西方媒体的话

语叙事，围绕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

目标，中国文化形象的建构可以从以下三方面予以完善。

第一，倡导文化多元，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打破

西方文化霸权，重塑全球文化格局。研究发现，《纽约

时报》对中国文化普遍持积极评价。文化是中国塑造国

家形象、增进相互理解、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的新突

破口。文化传播能够跨越时间和疆域的限制，弥合不

同身份和意识形态间的差异，形成共有观念和公共话

语空间。我国应依托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和博大精深

的文化资源，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追

求。在“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

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理念基础上， 20

摒弃“西方文明等级论”，寻求全球文明最大公约数，

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世界文明繁荣共生。

第二，加强对西方媒体涉华文化报道的全面跟

踪研究，在知彼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设置事实议程与

价值议程，引导西方媒体涉华文化形象建构。研究得

出，《纽约时报》对中国文化议题的关注度极不均衡，

对美食、历史、文学、艺术等给予较多报道权重。一

方面，我国应有针对性地推进上述领域的国际话语建

设和传播叙事创新，回应国际视野的关切和需求，既

要体现中国文化的历史底蕴与民族精神，又要强调中

华文明的时代意义和全球价值；另一方面，摆脱“西方

中心主义”视角，创造人类文明的新议程，重塑全球文

化格局。应创造全球互通的文化符号，避免被简单“趣

味化”或“他者化”，突出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与精神

内核，呈现出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形象。需构建

精细的文化议程，塑造具有主动权和主导权的文化话

语，最终有的放矢地展现中国魅力、传递中国思想。

第三，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创新中国文化传

播叙事策略，深化个体叙事与情感叙事，引发文化共

鸣，实现共情传播。研究发现，相较宏大叙事，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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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故事和日常表达更贴近西方受众的生活经验

与认知逻辑。个体经验淡化了民族叙事和国家中心主

义，拉近了不同文明间的距离，有助于消除文化隔

阂，构建更具包容的国际话语空间。同时，文化作为

相对独立的形象维度，应采用生动具体、互动交流的

柔性传播，避免政治化和空洞生硬的表达方式，否则

将使文化叙事失去真实性与吸引力，被误认作意识形

态宣传，从而削弱文化传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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