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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

    一年多来的中西抗疫实践以及相关的

政治斗争表明，争取国际话语权成为中国外
交的当务之急。笔者注意到，许多学者、媒体

在翻译“话语权”的时候，往往译成“discourse

power”或“discursive power”，也就是把话语

权视同一种权力，而非表达的权利。这表明，
我们对话语权的认识可能还存在一些模糊

的地方。而这种认识上的偏差，有可能对我

们的国际话语权斗争产生深刻影响。

警惕权力话语陷阱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权力”也可解释

为“影响力”。但就本义而言，特别是在政治

学与国际关系中，权力代表一种上、下位的
正式或非正式的等级制关系，反映一方对另

一方的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控制
与被控制，而非平等主体之间的影响与被影

响关系。

学界对“权力政治”的警惕并非一种无
视现实的伪善，而是反映了一种国际社会中

的道德追求，即国家间应奉行平等，没有任
何一个国家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居于其

他国家之上。这一理想从来没有成为普遍的
现实，但却自近代以来逐渐成为国际法中的

基本原则，且一再被《联合国宪章》等文件所
肯定。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包括主权平等在

内的国际法原则的制约，权力政治就必然发
展成恶性的霸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就没有任

何公平、正义可言。那种赤裸的权力主张，可
能在现实的政治中仍然大行其道，但在舆论

场中难以找到自己合法的空间。
国际话语权斗争恰恰是一个舆论博弈

场。美国人不讳言自己的霸权，但很少强调
自己有或要话语权。但事实上，我们知道以

美欧为主体的西方政府与社会的综合体恰
恰掌握着国际话语霸权。

这种霸权体现在很多方面，如挟资金、
技术等实力，置发展中国家及其媒体于事

实上的不平等地位，把西方式的民主、自
由、人权当作不容挑战的价值而否认其他

文化中不同价值的合理性，利用英语霸权
把其他非英语话语置于边缘地位等。也就

是说，西方掌握了不平等的话语霸权，却极

力把自己及其行为粉饰成为平等的典范。
这反映了国际话语权斗争在话语表达上的

高度敏感性。

做得好也要说得好
正因如此，有必要强调中国对国际话语

权的本来理解，即作为权利而非权力，在国

际政治与舆论平台上平等地传递自己声音、
表达自己立场的权利。

中国反对“西风压倒东风”的话语霸权，
当然也绝不会、也不应该追求一种反过来

“东风压倒西风”的话语权。这不是一时的政

策权宜考虑，而是植根于我们历来所倡导的
外交价值观。我们主张建立相互尊重、公平

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
共建共享、文明互鉴、开放包容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也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话语霸权。
事实上，在中国的政策话语体系中，看不到

有任何对话语权（力）的渲染。习近平总书记
在 5月 31日有关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的讲话中，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强

调的是要“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
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

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这其中一再强调的
是要表达好自己，而非强制或凌驾于他者。

但在多年来的国际政治斗争特别是西方
压力下，国内有一些声音对“权力”一词可能

更为敏感，在对话语权进行阐释时自觉或不
自觉地将话语权引申为权力，在对外的英文

传播中也将其译为“discourse power”或“dis－

cursive power”，这其实是对我国国际话语权

主张的误读，也容易在国际上引起不良反响。
事实上，作为权力的国际话语权既非中国

所想，亦非中国所需。中国特别需要的是作为
权利的国际话语权。这是因为，从主观上来讲，

目前的中国话语并不与中国实践相匹配，还没

有一套能够在全球平台上客观、有效且有影响
地阐释这些实践的话语。做得好，却说不出来，

已成为当前中国国际交流的最大短板。

从客观来讲，以西方为主的国际舆论平
台并没有给中国实质的平等发声权利。西方

的各类媒体平台看似开放，但其价值观事实
上已排斥了中国式表达的作用空间。例如，在

近来的所谓新疆棉花炒作中，凡是打上“强迫
劳动”“人权”“种族灭绝”标签的话语，不管其

是否有事实来源，仅凭“政治正确”就能在西

方媒体上大行其道，而反映当前新疆稳定与
人民幸福生活、中国反恐与安全利益等的题

材则因为所谓“政治不正确”而被边缘化。通

过价值观垄断和政治站队，名义上自由、开放
的西方媒体平台再次维护了自己的国际话语

霸权，而压制了中国平等表达自己的权利。

打造自信谦和的形象
要真正实践好作为权利的国际话语权，

避免掉入权力话语的陷阱、重走西方话语霸

权的老路，中国也需要做出许多主动的努力。
第一，在反对西方价值观垄断的同时，尽

力探索与包括西方价值观在内的世界各文明
价值观的平等沟通和多元共处之道。未来各

国平等话语权的根本前提，在于各文明都承

认彼此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合理性，而不是
人为地划出所谓优势文明与劣势文明。对于

文明间的差异，应该倡导通过平等对话、交流
的方式最终实现相互借鉴。对于无法共通的

部分，也要通过多元共存的方式保持文明的
多样性与平等性。只有这样，基于各种文明的

各国话语才有平等生存与发展的根基。
第二，在反对西方政治与话语霸权的同

时，与各国共同探索和加强全球治理，在保持
和优化有效治理架构的基础上，推动各国间

实现真正的相互尊重、平等共处。任何话语间
的平等共处离不开一个现实的平等政治结构。

当前西方的话语霸权能够大行其道，一个关键
原因就是西方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政治

霸权。一些西方学者因主张全球治理的效率，
而无视其中存在的“民主赤字”。但不管未来国

际社会如何在治理效率与真正实现各国政治
平等方面找到平衡方案，可以肯定的是，西方

政治霸权并不等于有效治理。2008年后 G20

的兴起反映了西方独霸治理的失效，如何发挥

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是兼
顾全球治理效率与公正的重要途径。

第三，在不断做大做强自己媒体的同时，
探讨一种更加自信、谦和、包容的话语表达方

式，在东方优秀文化特质的基础上传递出倡

导平等的中国形象。平等的话语权利不仅意
味着更多、更有效的表达工具，还有赖于一种

值得信任、信赖的话语内容与说话方式。
在任何沟通中，如果一个人的话语完全

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及他人感受、说话口气
与方式上咄咄逼人，是很难让人相信他会平

等待人的。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向中国传
统中的优秀成分学习，更多以谦谦君子的面

貌示人。随着中华民族的全面伟大复兴，今
天与未来的中国，会以强国形象出现在世界

舞台上。在这种情况下，温和谦让的话语方
式对传递自信、平等、可亲的中国形象来说

就显得特别重要。

避免话语“权力”陷阱
用好自我表达“权利”

    近日，凭借

爆款视频《病毒
往事》火遍外网

的新华社主创团
队再次出手，在海外社交媒体

平台推出了动画短视频《疫苗
大战病毒》，以大胆的创意、丰

富的细节和幽默的语言，收获
大批海外网友点赞。

我们可以发现，制作者充
分利用了“二次元”造型有的放

矢、针锋相对，对于海外媒体一

些不实信息进行了有理有据、
幽默讽刺的回击。虽然不是通

常意义上的新闻报道，但以新
闻事实说话，时效性强，堪称一

种别具一格的新闻传播形式。
疫情暴发以来，美西方不

断污蔑中国的抗疫工作。如何
予以回击，《病毒往事》《疫苗大

战病毒》等给了很好的范例。视
频短小精悍，用词简洁准确，内

容简单明了，不附加任何价值
观或主观评判，充分运用了海

外社交媒体“游戏规则”，因而
这些社交媒体无法对其屏蔽。

新媒体时代，新闻的传播
效率不再与其传播载体密切相

关，而是取决于传播途径以及
受众反馈。从这个角度看，传统

的新闻构成需严格遵守新闻价
值观，加之传统媒体在时效性

及信息数量方面的弱势，使得
机构媒体相比自媒体来说处于

一定的劣势。而自媒体具有快
速的发展速度，在大数据、LBS

（基于位置的服务）、云媒体等

技术不断推广的情况下，移动
新媒体技术突破了发展瓶颈，

形成了较多模式创新。
以李子柒为例，她运用图

像、背景音乐、视频原声辅以少
量对话、解说，简洁唯美地呈现

乡村日常和美食制作，不再用
文字解说的方式来表达视频内容，从而消解了

跨国交流中语言文字这一障碍。社交媒体的短
视频传播方式使得文化阻隔变小，抓住了国际

受众的共同文化属性，将中国的文化向外传播。
罗伯特·福特纳在《国际传播》中提出：“国

际传播的简单定义是超越国界的传播，即在各
民族、各国家间进行的传播”。相比过去，现在随

着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广

泛应用，传播和受众的关系已发生明显改变。从
理论上来说，只要是具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

息的条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国际传播的主体，
以及接受者。其最大的影响是，原来以国家通讯

社为主要或唯一的国际传播主体，已发生明显
改变，传播过程也逐渐变得动态。

在社交媒体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制图并
转发。与此同时，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凭借其

垄断地位，对它们定义的“假新闻”删帖。2019

年 8月 19日，这两家美国社交媒体巨头就借口

关闭了近千个揭露香港暴徒行径的内地账号。
推特随后更是以所谓保护“合理的探讨及开放

的对话”为由，宣布不再接受所谓“由政府控制
的媒体”提出的广告业务。这就更需要我们仔细

研究新媒体，尤其是海外社交媒体上的传播规
律，避免出现不利于自己的情况。

近日，推特以“违反了推特规则”为由，删除

了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的一则威胁要惩罚袭击
政府大楼地区的分裂分子的推文。这些案例提醒

我们，舆论斗争要讲究策略和艺术，很重要的一

点是要充分了解海外传播的一些“游戏规则”。
提升对外发声能力，还应该充分认识到海

外受众的使用习惯和规律，充分利用图片、短视
频等视觉传播效果较佳的产品，提高推文的吸

引力和传播效果。探寻传播路径，认识到国内外
社交网站的巨大差异，尊重社交网络属性和传

播规律，才能真正做到有效发声。
构建解疑答惑的互动域，形成多层次、多范

围的对话，助益人们认知和理解异文化差异，进
而消解文化隔阂，产生亲历中国等行为意向，并

学会从海外受众的角度出发，创新完善对外传

播的话语体系，把判断的权利交给受众。这种适
度“留白”的传播方式，反而能在潜移默化中加
深海外受众对我们的理解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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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柒用视频消解跨国交流中的语言障碍

习近平总书记
日前强调，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
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
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
要任务。

如何讲述中国故事，构建怎
样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
系，是当下我们亟需研究
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