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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及涉土新闻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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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国的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和 «中国青年报»
三大报纸在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间有关土耳其的报道ꎬ 基本展现了土耳其在

中国主流媒体中的形象ꎮ 中国媒体对土耳其的报道与中国政府的外交政

策、 行动以及土耳其发生的重大事件基本匹配ꎬ 比较客观公正地构建了

土耳其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事务的良好形象ꎬ 凸显了其地缘位置的重要

性和国际影响力ꎮ 但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受众的认知状态和关切ꎬ 舆论引

导不够有力ꎬ 进而可能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误解和不喜好程度ꎮ 鉴于中

土战略合作关系的重要性ꎬ 中国媒体有必要重新审视和调整对土耳其报

道策略ꎮ
关 键 词　 新闻媒体　 中国主流媒体　 土耳其　 国家形象

作者简介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上海大学全球学研究中心研

究员 (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ꎮ

导　 言

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及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热

点ꎬ 而学界对中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研究则相对滞后ꎬ 特别忽视了中国媒

体对世界其他国家新闻事件的国际传播研究ꎬ 以及中国媒体对他国形象的塑

造ꎮ 反映他国形象的国际新闻报道一直是我国受众最为欢迎和偏好的内容之

一ꎬ 据调查ꎬ ６３ ２％的居民最喜爱阅读国际新闻ꎬ ８０ ３％ 的居民通过电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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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国际新闻ꎬ ４５ ９％ 的居民通过报纸了解国际新闻ꎮ① 沃尔特李普曼

(Ｗａｌｔｅｒ Ｌｉｐｐｍａｎ) 认为ꎬ 我们生活的世界存在着两种 “环境”ꎬ 一种是现实世

界的 “客观环境”ꎬ 另一种是经过媒体选择、 加工和传播之后的 “拟态环

境”ꎬ 由于个人没有接触整体世界的能力ꎬ 同时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ꎬ 于

是 “媒体影响着我们头脑中的 ‘图像’”ꎮ② 人们更多地依赖于所能获得的语

言和非语言符号知识来形成自己的感知体系ꎬ 这意味着那些权威的、 有信誉

的传播主体所建构的符号世界有更大的影响力ꎮ 所以ꎬ 媒体议程设置会影响

公众议程ꎬ “大多数时候ꎬ 媒体在告诉读者该怎样想 (ｗｈａｔ ｔｏ ｔｈｉｎｋ) 时可能

不成功ꎻ 但是在告诉读者该想些什么 (ｗｈａｔ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时ꎬ 却是惊人地成

功”ꎮ③ 因此ꎬ 媒体成为建构公共话语和认知的主要渠道ꎬ 担负着增信和释疑

解惑的重任ꎬ 一定程度还影响着外交决策ꎮ 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不仅包括如

何向世界讲自己的故事ꎬ 也包括如何向世界讲与中国相关的其他国家的故事ꎬ
它折射出中国看世界的视角ꎬ 反映中国媒体的国际观和价值观ꎮ 同时ꎬ 国际

社会也需要了解中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ꎬ 了解中国参

与国际和地区事务的角色和行动ꎮ 中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是与世界进行

跨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ꎬ 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文化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的平

台之一ꎮ
土耳其是中东、 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关键性的战略国家ꎬ 是伊斯兰世界的

大国之一ꎬ 拥有 ７ ４００ 万人口ꎬ 其中 ９０％ 以上是穆斯林ꎬ 也是一个北约成员

国ꎮ 综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 联合国对 ２０１２ 年世界各国名义国内

生产总值统计ꎬ 土耳其已是全球第十七大经济体ꎮ④ 自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

后ꎬ 土耳其政局趋于稳定ꎬ 经济获得快速发展ꎬ 迅猛的崛起势头引起国际社

会的广泛关注ꎬ 同时入选颇受瞩目的 “展望五国 (ＶＩＳＴＡ)” 和 “新钻十一国

(Ｎｅｘｔ － １１)” 两个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经济体榜单ꎬ 因此ꎬ 从发展的潜力和

现实的状况看ꎬ 土耳其都是值得中国重视的国家ꎬ 中土关系的历史和未来都

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ꎮ⑤ 虽然中、 土两国之间不平衡的贸易发展与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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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行业的激烈竞争ꎬ 不断地在土耳其国内引起不安ꎮ 但是ꎬ 这并未改变土耳

其视中国崛起为一个机遇的看法ꎬ 土耳其正努力加深对中国的了解ꎬ 对中国

巨大的市场潜力抱有希望ꎬ 在政治上ꎬ 土耳其在中亚地区与中国存在互补利

益ꎬ 中、 土两国致力于发展双赢的双边关系ꎮ①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

“一带一路” 的构想与倡议ꎬ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 商务部于 ２０１５
年联合发布了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ꎬ 未来中土新型战略合作关系前景广阔ꎬ 加强对中土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ꎮ
中国对土耳其的认知在不断演变ꎬ 学界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ꎬ 特别是

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来ꎬ 改变了过去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认知方式ꎬ② 呈现多维、
历时、 共时的全方位研究格局ꎬ 主要涉及土耳其政治、 政党、 外交、 宗教、
经济、 文化、 旅游业、 国家身份认同及中土双边关系ꎬ③ 有的议题还涉及公众

舆论、 认知角度的ꎬ 如中国学者昝涛、 刘作奎分别探讨了土耳其对中国崛起

的认知以及中、 土人民之间的认知ꎻ④ 土耳其学者乌拉斯巴沙盖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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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ｌａｓ Ｂａｓａｒ Ｇｅｚｇｉｎ)① 认为ꎬ 由于中、 土两国人民面对面接触的机会较少ꎬ 加

上媒体和电影对中国人社会表征的选择倾向性ꎬ 可能导致中国人在土耳其社

会表征的刻板印象ꎬ 而不是真实的中国形象ꎻ 另一位土耳其学者 Ｒ库塔
卡拉卡 (Ｒ Ｋｕｔａｙ Ｋａｒａｃａ)② 分析了中、 土人民的彼此认知ꎬ 认为中土两国人

民之间的喜爱度非常低ꎮ 调查显示ꎬ 中国民众对土耳其人持负面态度ꎬ 其原

因有所谓 “东突厥斯坦” 问题、 对历史的认知、 贸易不平衡以及媒体对这些

问题消极敌对的报道方式ꎬ 其中涉疆问题是主要原因ꎮ 作者还引用美国知名

民意测验机构皮尤 (Ｐｅｗ) 公司的调查数据ꎬ 指出土耳其人对中国的印象比印

度人对中国的印象还要糟糕ꎮ 在二十国集团中ꎬ 土耳其最不喜欢中国ꎮ 由于

语言和信息沟通不畅ꎬ 土耳其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以及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均比

较滞后ꎬ 实际上ꎬ 土耳其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并不完整ꎬ 中国对土耳其的认知

也非常有限ꎮ 中国媒体对土耳其报道的相关研究很少ꎬ 这种情况与近年来中

土日益密切的交往极不协调ꎬ 如昝涛所言ꎬ 中国目前还没有意识到土耳其作

为欧亚之间桥梁以及在政治上的重要性ꎬ 但是ꎬ 随着中国力量的日益上升ꎬ
中国迟早要发展和加深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③ꎮ 在部分阿拉伯国家发生动荡

后ꎬ 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ꎮ 随着中东和中亚在中国对外战

略中的上升ꎬ 土耳其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也会更加重要ꎮ④ 中国有必要加强这

方面的学术研究ꎬ 充分利用媒体话语和外交话语来推进这一战略ꎮ
本文在议程设置理论背景下ꎬ 从国际关系和话语分析视角ꎬ 通过对 «人

民日报»、 «光明日报» 和 «中国青年报» 三大主流媒体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间有

关土耳其的报道进行定性、 定量分析ꎬ 探讨中国涉土国际新闻话语的形式、
特征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土耳其国家形象ꎬ 揭示这种报道形式背后的影响

力量及其存在的问题ꎬ 并考察这种话语策略与中国政府发展与土耳其战略合

作关系的匹配性ꎬ 以期对我国媒体重新审视和调整对土耳其的报道提出一些

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与思考ꎮ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Ｕｌａｓ Ｂａｓａｒ Ｇｅｚｇｉｎ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Ｕｎｃｏｖｅｒ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ꎬ 该文为在 “２１ 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与土耳其” 暨第二届中土论坛

上的宣读论文ꎬ 上海大学ꎬ ２０１３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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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报纸媒体中土耳其国家形象的构建

与国际新闻传播

　 　 国家形象是一国内部和外部公众对该国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等方面

的认识与评估ꎬ 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的结果ꎬ 是一个结构十分明确的信

息资本ꎮ① 国家形象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实力ꎬ 但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国家

的实际状态ꎬ 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塑造的ꎮ② 我们认为ꎬ 国家形象顾名思

义就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ꎬ 或者说是一个国家在本国或他国公众

心目中的形象ꎬ 即国家行为表现、 性状特征、 精神面貌等在公众心目中的抽

象反映以及公众对国家的总体评价和解读ꎬ 其基本要素包括: 综合国力、 社

会制度、 民族文化、 经济模式、 社会文明、 政治局势、 国际关系、 领袖风范、
公民素质等ꎮ 任何一项要素在一定情况下反映或代表了国家形象ꎬ 无论哪个

方面不完善ꎬ 都将对国家形象产生不良的影响ꎮ 国家形象是一个主观概念ꎬ
在构建过程中每个国家既是自我形象和他国形象的塑造者ꎬ 也是被塑造的对

象国ꎮ 因此ꎬ 根据国家形象的内在属性ꎬ 可以分为本国形象和他国形象、 国

内形象和国际形象ꎻ 从构建的主体看ꎬ 可以有个人、 组织和政府多个层面的

国家形象ꎻ 从客体看ꎬ 有政治形象、 社会形象、 文化形象、 公民形象等ꎻ 从

表达效果看ꎬ 有真实形象和虚假形象、 正面形象和负面形象、 大国形象和小

国形象等ꎮ 国家形象的传播不仅仅是政治性、 经济性的ꎬ 也是语言性的、 符

号性的ꎬ 因为任何国家行为需要用语言和非语言符号来叙述ꎮ 国际新闻话语

通过为国际事务提供意义解释而产生并传播ꎬ 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主

要认知形式ꎬ 是建构国家形象、 公众了解该国的最有影响力的方式之一ꎮ
国际新闻传播中对他国的报道频次及其话题模式为洞察国家形象、 解读

国际关系和外交策略提供了基础和依据ꎮ 本文以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和 «中国青年报» 为语料来源ꎬ 因为 «人民日报» 和 «光明日报» 是中共中

央的机关报和喉舌传媒ꎬ 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新闻标杆ꎬ 是中国最具影响力

的官方新闻媒体ꎻ «中国青年报» 作为团中央机关报ꎬ 是以青年为读者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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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综合日报ꎮ 这三大媒体相较于其他媒体ꎬ 其发行范围更广ꎬ 影响力更

大ꎬ 舆论引导力更强ꎬ 基本上都能较准确地反映中国政府和主流媒体的声音ꎬ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ꎮ 笔者以 “土耳其” 为关键词ꎬ 利用 «人民日

报»、 «光明日报» 和 «中国青年报» 在线图文数据全文检索系统ꎬ 对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度文章的标题和正文进行检索ꎬ 包括图片、 图表新闻ꎬ 删除重复、 不

相关报道ꎬ 得到在该时段的两类子样本 (见表 １)ꎬ 进而对其进行全面的统计

和对比分析ꎮ

表 １　 “土耳其” 在正文和标题新闻中出现的频次

　 　 　 年份

　 　 频次
报刊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人民日报
正文 １６９ ２６１ ２４６ ３１５ ２６７ ２４２

标题 ２３ ３８ ２４ ３４ ３４ ３７

光明日报
正文 １２２ １６５ １６９ ２０１ １４６ １６０

标题 ２９ ３３ ３２ ３７ ２１ ２８

中国青年报
正文 ９５ ９９ １１８ １３８ ９４ ９１

标题 ２ ４ １０ ４ ８ ５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和 «中国青年报» 统计ꎮ

反复出现的主题提供了形象构建的基础ꎮ 表 １ 的年度对比显示ꎬ ２００９ 年

至 ２０１４ 年这六年间ꎬ 中国主流媒体对土耳其的关注度呈波状走势ꎬ 特别是

２０１２ 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互访ꎬ 两国领导

人达成共识ꎬ 互办文化年ꎬ ２０１２ 年土耳其 “中国文化年”ꎬ 两国关系升温ꎬ
媒体报道数量上升明显ꎬ 达到了峰值ꎻ ２０１３ 年中国 “土耳其文化年”ꎬ 较上

一年略有下降ꎬ 而中国媒体 “土耳其文化年” 活动的报道数量明显少于 ２０１２
年土耳其 “中国文化年” 活动的报道数量ꎬ 这说明中国比较重视其在海外的

影响ꎬ 大力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ꎬ 希望土耳其民众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ꎮ 经

过了互办文化年后ꎬ ２０１４ 年的报道量又基本维持在 ２０１１ 年的数量ꎮ 但从整体

上看ꎬ 土耳其在中国媒体上的曝光率略显不够ꎮ
他国形象作为形象塑造的投射对象ꎬ 一方面表征了自我的主观愿望ꎬ 展

现了自我的友好或敌意程度ꎻ 另一方面向对象国或国际社会发出对其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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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 愤怒等信息ꎬ 具有认同和否定作用ꎮ 表征异国形象时ꎬ 形象塑造者依

据本国意识形态、 主流文化范式可以对他国予以反对和否定ꎬ 也可以依据具

有离心力的话语持肯定和认同的态度ꎮ 从这三大媒体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间对土耳

其的报道可以看出ꎬ 中国媒体对土耳其的报道是友好的ꎬ 对有利于土耳其国

家、 政府和人民形象的消息ꎬ 中国媒体根据其新闻价值进行了适量报道ꎻ 对

土耳其发生的重要事件报道及时、 全面ꎬ 比较注重事实ꎬ 不夸大其词ꎬ 特别

是在报道骚乱等社会问题和灾难性事件时ꎬ 社会形象客观真实ꎬ 报道语调比

较平和ꎬ 大多数为中性报道ꎮ 对负面新闻处理得比较低调ꎬ 尽可能客观中立ꎬ
维护了土耳其的利益和国家形象ꎮ 整体上看ꎬ 由于中国政府坚持和平发展、
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政策ꎬ 积极发展与土耳其的双边友好关系ꎬ 所以土耳

其在中国媒体中所呈现出来的政治形象、 社会形象、 外交形象、 文化形象是

正面和积极的ꎬ 同时也展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ꎮ
在埃尔多安连续 ３ 次当选总理、 ２０１４ 年又被直选为总统期间ꎬ 土耳其经

济增速加快超出预期ꎮ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迅速恢复ꎬ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经济增速

分别为 ９ ２％ 、 ８ ５％ 、 ２ ２％ 、 ３ ６％和 ４％ ꎮ 身为美国的盟友、 北约成员国的

土耳其ꎬ 虽然 ９０％以上的国土面积都位于亚洲ꎬ 但却把自己定位为 “欧洲国

家”ꎬ 构筑 “欧洲化” 身份ꎬ 其政治形象是 “崛起中大国” 和伊斯兰民主典

范ꎮ 从社会层面看ꎬ 随着埃尔多安、 正义与发展党统治的延续ꎬ 土耳其会变

得更加理性和有序ꎬ 但其社会本质不会改变ꎬ 依然是二元对立的ꎬ 存在着现

代与传统、 西方与东方、 精英与底层、 宗教与世俗等诸多矛盾ꎮ 土耳其的外

交形象更具弹性和多元化特征ꎬ 国际层面上依附于美国、 北约和欧盟ꎬ 但也

不忽视俄罗斯、 中国和伊朗ꎬ 希望成为欧亚大陆、 东西方文明的枢纽ꎬ 甚至

想扮演历史性和关键性的角色ꎻ 地区层面上依托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和民

族宗教联系ꎬ 加大对高加索、 中东、 中亚地区的影响ꎬ 希望成为地区领导者ꎮ
但是ꎬ 理想的完美与现实的残酷造就了土耳其灵活、 多变、 多元、 甚至尴尬

的外交形象ꎮ 这种形象的建构可以从 “土耳其” 一词在报道中的搭配关系得

以体现ꎬ 下面以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年报道为例ꎬ 对 “土耳其” 一词进

行全文检索ꎬ 从其话题形式考察土耳其国家形象的建构ꎮ
话题是指话语陈述的对象或说话的出发点ꎬ 无论语篇是微观话题或宏观

话题都有主次之分ꎬ 存在着主话题 (ｍａｉｎ ｔｏｐｉｃ)、 次话题 (ｓｕｂ － ｔｏｐｉｃ)、 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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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ｓｕｂ － ｓｕｂｔｏｐｉｃ)ꎮ① 话题搭配在一起使用ꎬ 通过搭配产生意义ꎬ② 能够隐

晦地传达信息ꎬ 甚至还可以传达与明示陈述不相符的信息ꎬ 因此ꎬ 主次话题

搭配模式的分析可以揭示系统的语义关联性ꎮ 从话题形式以及与其他国别的

搭配看ꎬ “土耳其” 在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报道中出现的频次分别为 ２６７、 ２４２
次ꎬ 共有如下 ３ 种搭配模式:

其一ꎬ 作为主话题与其他国别搭配ꎬ 如: (１) ２０１３ 年ꎬ 巴西、 土耳其和

泰国等国都先后发生较大规模的社会动乱ꎮ (２) 俄罗斯、 伊朗、 土耳其、 苏

丹和委内瑞拉等国已与中国商定使用人民币进行石油交易结算ꎮ (３) 不仅以

色列ꎬ 沙特、 土耳其等国也对美伊关系发展可能给中东地区带来的地缘政治

格局变化心有芥蒂ꎬ 法国此次对伊朗表现强硬似乎具有一定代表性ꎮ (４) 南

非、 印度、 巴西、 印尼和土耳其五国货币甚至被摩根士丹利称为 “脆弱五兄

弟”ꎮ (５) ６ 月 ２２ 日ꎬ 由美国、 法国、 英国、 德国、 意大利、 埃及、 土耳其、
约旦、 沙特、 卡塔尔、 阿联酋 １１ 国外长 (外交大臣) 参加的 “叙利亚之友”
国际会议在多哈举行ꎮ (６) 埃及、 伊朗和土耳其三方首脑会谈 ６ 日在开罗举

行ꎬ 会谈就叙利亚问题持续谈了约一个半小时ꎬ 会后各方认为结果是积极的ꎮ
(７) 来自德国、 加拿大、 希腊、 俄罗斯、 土耳其、 日本、 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的 １４ 部影片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金爵奖”ꎮ
其二ꎬ 作为次话题与其他国别搭配ꎬ 如: (１) 今年 ６ 到 ８ 月ꎬ 美联储退

出量化宽松的预期ꎬ 导致了印度、 印尼、 巴西、 土耳其、 南非等国出现了大

量资本外逃ꎮ (２) 英国发展研究所近日发布分析报告指出ꎬ 包括金砖国家、
海湾国家与土耳其构成的新兴力量ꎮ (３) 座谈会上ꎬ 刘奇葆先后听取了哈萨

克斯坦、 以色列、 俄罗斯、 英国、 新加坡、 印度、 美国、 土耳其等国汉学家

的发言ꎮ (４) 伊核谈判的突破开始让沙特阿拉伯、 以色列、 埃及、 土耳其等

美国传统盟友对美国的可靠性产生怀疑ꎮ (５) ２８ 日ꎬ 奥巴马在离开塞内加尔

前往南非访问的途中也曾表示ꎬ 中国、 印度、 巴西、 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

重视非洲是件好事ꎬ 这不是零和游戏ꎬ 不是冷战ꎮ
其三ꎬ 作为次次话题与其他国别搭配ꎬ 如: (１) 将引发中东跃跃欲试的

核武器竞赛ꎬ 其中最有能力参与这场竞赛的国家就有埃及、 沙特阿拉伯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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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ꎮ (２) 据称ꎬ 在占领该参谋部后ꎬ “伊斯兰阵线” 从 “自由军” 手中接

过了对叙利亚与土耳其边境胡维口岸的控制权ꎮ (３) 美国在中东地区有不少

盟友ꎬ 但盟友们尚未掌握这一地区的控制权ꎬ 而且盟友之中也有一些不受控

制的国家ꎬ 例如土耳其ꎮ
以上搭配模式显示ꎬ 作为中东地缘政治力量和新兴市场国家ꎬ 土耳其引

起了中国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ꎬ 作为主话题与其他国别搭配的频率较高ꎬ 但

出现的位置往往靠后ꎬ 作为次次话题与其他国别搭配的频率则相对较少ꎮ 土

耳其频繁出现在许多大国和小国各种活动中ꎬ 活跃于动荡区域中的多个外交

舞台ꎬ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ꎬ 重视发展与中国、 巴西、 印度、 南非等发展中国

家的合作关系ꎬ 反映其地区和全球参与的深度和广度ꎮ “土耳其” 一词在地区

冲突和危机中反复出现ꎬ 反映其在伊朗核问题、 叙利亚危机、 埃及乱局中所发

挥的作用ꎬ 特别是叙利亚危机的 “溢出效应” 影响着土耳其ꎬ 从某种意义上说

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事务中的介入程度较深ꎬ 发出强有力的声音ꎬ 已经成为左

右该地区走势和平衡格局演变的关键力量之一ꎬ 其国际地位以及地缘政治意义

日益凸显ꎬ 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起着建设性作用ꎮ 这证明了土耳其在国际舞台

上的影响力与其政治、 经济和军事力量相称ꎬ 能触动多国关切ꎬ 它不只是对危

机做出反应的国家ꎬ 而且是能在危机发生之前积极进行干预、 维持周边地区秩

序的国家ꎮ 这一搭配话语策略构建了土耳其较为积极正面的政治形象ꎮ

中国主流报纸媒体涉土新闻报道的话语分析

话语是人们在一定社会文化历史语境下发生的言语交际行为ꎬ 是一种社

会实践ꎬ 它不仅记录了社会关系及其变迁ꎬ 而且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机构、
政党、 新闻媒体参与社会变革的手段ꎬ 具有参与社会实践、 再现社会现实、
构建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功能ꎮ 在众多话语体裁中ꎬ 新闻话语特别是国际

新闻话语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关注ꎬ 因为它能反映媒体应该报道什么ꎬ 不应该

报道什么ꎬ 如何报道等问题ꎮ 在具体新闻中ꎬ 词汇语法、 话语主体、 话语内

容、 话语呈现方式、 刻板印象用语、 消息来源、 新闻图式结构等都是构成新

闻框架的重要因素ꎮ 尽管国际新闻话语追求客观、 真实、 公正、 全面ꎬ 但是

新闻话语本身和话语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ꎬ 各媒体意识形

态的差异构成不同的新闻图式ꎬ 新闻记者借用新闻图式ꎬ 依照主流论调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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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关的国际新闻报道ꎬ 其传播效果必然会左右国际受众对客观事实的理解ꎮ
在此ꎬ 我们以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三大报纸涉土新闻为语料ꎬ 对其话题、 主题、
消息来源、 报道倾向性等进行话语分析ꎬ 以进一步揭示中国媒体中的土耳其

国家形象和中土关系ꎮ
(一) 新闻话题、 主题与土耳其发生的重大事件相匹配

标题是新闻话语总体意义和内容要点的突出表述ꎬ 对新闻内容有着直接

的引导和强调作用ꎬ 其语言特征能揭示报刊在特定时段赋予某个事件的相对

重要性ꎮ 笔者利用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和 «中国青年报» 在线图文数

据全文检索系统ꎬ 以 “土耳其” 为关键词ꎬ 对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年度文章的标题进

行检索ꎬ 发现三大报纸报道的话题包括政治、 社会灾难骚乱、 文化、 军事、
暴力袭击、 经济、 体育、 天气等ꎬ 其分布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以 “土耳其” 为标题的新闻分类

　 　 　 　 报刊

　 数量

话题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中国青年报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政治 ９ １３ ５ ９ ２ ４

灾难骚乱 ８ １０ ４ ４ ２ ０

文化 ５ ２ ５ ９ ２ ０

军事 ４ ５ １ １ １ １

暴力袭击 ４ ０ ２ ０ ０ ０

经济 ３ ５ ３ ５ １ ０

体育 １ ２ ０ ０ ０ ０

天气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总计 ３４ ３７ ２１ ２８ ８ ５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和 «中国青年报» 统计ꎮ

从表 ２ 可以看出ꎬ 中国媒体对重大事件的关注符合国际新闻报道中重大

事件才有新闻价值的常规取舍惯性ꎮ 中国媒体对土耳其报道的话题较为集中ꎬ
侧重政府、 官方层面ꎬ 大量报道的是政治、 外交、 经济、 难民、 骚乱、 军事、
体育、 文化年等ꎬ 从报道内容看ꎬ 中国媒体对土耳其的国家形象塑造以政治

形象为主ꎬ 涉及中土官方高层之间的互访ꎬ 说明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随着政

治关系的改善而改善ꎮ 也由于互办文化年ꎬ 双方文化交往频繁ꎬ ２０１４ 年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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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骚乱平息ꎬ 政局稳定ꎬ 但发生了一些引人关注的灾难事件ꎬ 如矿难、 枪击

事件等ꎮ 但值得注意的是ꎬ 从报道数量看ꎬ «人民日报» 和 «光明日报» 对

土耳其的报道较多ꎬ «中国青年报» 偏少ꎮ 三大媒体主题报道的重点如下:
第一是中土文化年、 中国高铁与 “一带一路”ꎮ ２０１３ 年报道着眼文化年ꎬ

«人民日报» 的报道以土耳其文化在中国的宣传为主ꎬ «光明日报» 更倾向于

中国文化在土耳其的展出ꎬ «中国青年报» 只报道了土耳其电影周以及土耳其

文化年在北京的开幕概况ꎮ ２０１４ 年则发生了转向ꎬ 以中国在土耳其的高铁通

车、 “一带一路” 为重点ꎬ 报道数量分别为 １７ 篇、 ３０ 篇ꎮ “丝绸之路” 把中

土两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ꎬ 随着双方领导人的互访ꎬ 文化年的互办ꎬ “新丝

绸之路” 的构建ꎬ 两国文化交流得以拓展ꎬ 两国的地缘政治关系开始复兴ꎮ
第二是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ꎮ ２０１３ 年三大报纸对土耳其入盟进程都表示

关注ꎬ 共有 ７ 篇报道ꎬ 不同程度地涉及其身份认同困境ꎮ 土耳其加入欧盟体

现了土耳其强烈的亲西方定位: 把进入西方体系、 融入欧美社会、 成为欧盟

成员列为最高行为准则ꎮ①

第三是叙利亚危机、 难民、 “伊斯兰国” 问题ꎮ 叙利亚危机导致目前百万

计的难民在土耳其生活ꎬ “伊斯兰国” 自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起导致至少数 １０ 万难民

逃往土耳其ꎮ 三大媒体对此共有 ２０ 篇报道ꎮ
第四是示威游行和选举ꎮ ２０１３ 年有 １５ 篇关于土耳其示威游行的报道ꎬ

２０１４ 年土耳其选举是三大报纸关注的焦点ꎮ 三大媒体共有 １５ 篇报道ꎮ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ꎬ 三大媒体对土耳其报道的议程设置受政府行为的影

响较大ꎬ 对公众议程关注不够ꎬ 对中土关系中的敏感问题、 两国人民之间的

相互认知缺乏理性解读和舆论引导ꎮ
(二) 消息来源确切可信

消息来源指当引用他人的观点或评论时ꎬ 报道者通常交代被转述话语的

来源即话语发出者ꎮ 消息来源必须在报道中点明ꎬ 除非有压倒一切的理由不

这样做ꎬ② 可分为三类:③ (１) 具体确切的消息来源: 报道者有名有姓地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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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丁工: «土耳其强势崛起对中东地缘政治的影响»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３ 年第３ 期ꎬ 第 １０３ 页ꎮ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Ｂｒｕｃｅ Ｄ Ｉｔｕｌｅꎬ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Ｎｅｗｓ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ꎬ

１９８４ꎬ ｐ ６６
辛斌: « ‹中国日报› 和 ‹纽约时报› 中转述方式和消息来源的比较分析»ꎬ 载 «外语与外语

教学»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 ~ 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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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语的发出者ꎬ 如: 秘书长卡赫拉曼说ꎬ 土学者穆拉特认为ꎬ 埃及 «消息报»
评论说ꎮ (２) 含蓄不露的消息来源: 报道者不直接点明引语的发出者ꎬ 而只

是用一些不具体的词语来间接地加以暗示ꎬ 如: 洛加尔省的警官表示ꎬ 美国

政府 １ 日确认ꎮ (３) 似真非真、 模糊不清的消息来源: 报道者或者对消息来

源不清楚ꎬ 或者觉得不重要不提及或者故意隐瞒ꎬ 如: 有媒体分析认为ꎬ 据

称ꎬ 据悉ꎮ 后两种都属于不点明消息来源的报道方式ꎮ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年三大媒

体对以 “土耳其” 为标题的新闻报道消息来源分布如表 ３ꎮ

表 ３　 三大报纸的消息来源分布

报刊 具体确切 含蓄不露 模糊不清

人民日报 ９４ １８ ２６

光明日报 ４６ １２ １４

中国青年报 ５２ １２ １８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和 «中国青年报» 统计ꎮ

消息来源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媒体报道立场和倾向性ꎮ 通过前后文

对比ꎬ 如果前后文对信息来源的事实陈述表达认可ꎬ 对其发表的评论表示赞

成ꎬ 即为 “正面”ꎻ 如果对引言或信息来源不带倾向性评价和主观判断ꎬ 则为

“中立”ꎬ 如果有或隐或显的负面评价ꎬ 或者提供反面信息ꎬ 则为 “负面”ꎮ
表 ３ 显示ꎬ 中国三大媒体一般都点明消息的确切来源ꎬ 而且大多采用官方新

闻来源以增强其重要性和可信度ꎬ 多方引述、 多角度呈现ꎬ 坚持客观公正、
不介入等原则ꎬ 很少对信息来源和引言评头品足ꎬ 即使有评论ꎬ 也非常温和

谨慎ꎮ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以事实报道为主ꎬ 不加评论ꎬ 在报道社会

骚乱这类冲突事件和敏感性的消极新闻时ꎬ 大量引用官方权威人士的话语或

其他可靠的信息来源ꎬ 平衡采用多方信源ꎬ 显示了报道的公正与客观ꎬ 如:
埃及金字塔研究中心研究员伍斯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 示威的重要

组织者 “塔克西姆平台” 秘书长卡赫拉曼说、 塞利克 １４ 日重申了埃尔多安的

立场、 土耳其经济学家艾尔马利指出ꎬ 等等ꎮ
三大报纸也使用了少量的不确切或含糊的消息来源ꎮ 如: 有分析称、 据

土耳其当地媒体报道、 分析人士认为、 外界有分析称、 中东媒体并不认同埃

尔多安的乐观观点、 据报道、 民众认为、 一些人认为、 此间舆论认为、 中东

一些媒体认为、 观察人士普遍认为ꎮ 不确切或模糊的消息来源使作者与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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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适当的距离ꎬ 规避了话语责任ꎬ 但容易使读者对其重要性和可信度产生

疑问ꎬ 难以把握媒体的态度和立场ꎬ 当需要对事件发表评论时ꎬ 采用模糊信

息来源会影响新闻的专业化程度和媒体传播能力ꎮ 如下例中的 “分析人士普

遍认为”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媒体预借此表达式规避话语责任ꎬ 但有可能导致

无立场: 不过ꎬ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ꎬ 埃尔多安对政府和国家的控制力较强ꎬ
仅靠反腐案推翻埃尔多安政府的可能性并不大 ( «土耳其总理摊上事儿了»ꎬ
载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ꎮ

(三) 报道倾向于正面ꎬ 客观中立

对热点敏感问题的关注折射出媒体的报道倾向性ꎮ 报道倾向性分为正面

报道、 中性报道、 负面报道ꎮ 如果新闻报道的内容和用词是赞扬的ꎬ 属于正

面报道ꎬ 批评性则是负面报道ꎬ 可能对受众在其形象认识上造成明显障碍、
曲解或误解ꎬ 其他客观且不带任何褒贬色彩的事实陈述属中性报道ꎮ 三大报

纸在有利于中土关系的前提下ꎬ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 客观地报道土耳

其ꎮ 骚乱对土耳其国际形象是有损害的ꎬ 但中国坚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

政策ꎬ 没有把这类事件报道成负面新闻ꎬ 通常引用各方言论ꎬ 不直接发表看

法ꎬ 不夸大事实ꎬ 也不暗示、 警醒或暴露ꎬ 偏向正面和积极ꎬ 在发表观点时

语气非常委婉、 温和ꎮ 如 “被” 字句式在语法上策略性地隐去了施事者ꎬ 凸

显了中国媒体对土耳其的严重关切: 土耳其社会在被撕裂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土耳其内阁近半部长被更换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ꎬ 把 ２０１３ 年土耳其发生的大规模游行事件称为 “骚乱”、 “乱局”ꎬ 用低

情态词如 “可以”、 “或” 把社会骚乱对总理埃尔多安的影响看成是 “麻烦”、
“不小的考验”ꎮ 在标题措辞上ꎬ «人民日报» 和 «光明日报» 比 «中国青年

报» 客观ꎬ «中国青年报» 更注重感性、 个性化ꎬ 其基调评价性突出ꎬ 弱化概

念意义ꎬ 较多地植入人际意义ꎬ 稳中有活ꎬ 如 “强拆” (土耳其 “强拆” 引

发多地大规模示威活动ꎬ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 “绝非” ( «土耳其骚乱绝非 “阿
拉伯之春” 再版»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 “远未到站” ( «土耳其: “民主火车”
远未到站»ꎬ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５ 日)、 “永远” ( «土耳其也许永远不入欧盟»ꎬ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 “有人欢喜有人忧” ( «土耳其选择中国导弹ꎬ 有人欢喜

有人忧»ꎬ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不满” ( «在土耳其ꎬ 越来越多的人对埃尔

多安不满»ꎬ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９ 日)ꎬ 这些词汇表达了媒体作者与受众特别是青年

群体之间的互动和协商ꎬ 迎合其阅读趣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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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道土耳其骚乱、 街头政治时ꎬ «人民日报» 以评论和综述为主ꎬ 对政治制

度进行反思ꎬ 以期为同样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现实问题、 发展道路提供借鉴ꎬ 如

«不完善体制助长民粹主义»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一文ꎬ 以 ２０１３ 年土耳其和其他

国家如巴西、 泰国的社会动乱为引子ꎬ 对当今全球性的政治制度问题进行反思ꎮ
在 ２０１４ 年报道中ꎬ 三大报纸有很多观点性的表述ꎬ 在一些有影响力的事件中能发

出权威的声音ꎬ 如: «外交想象与身份构筑»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
«土耳其ꎬ 又一正视历史的榜样: 埃尔多安总理就 “亚美尼亚事件” 首次向亚美尼

亚人民表示哀悼» (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在土耳其ꎬ 越来越多的人

对埃尔多安不满» ( «中国青年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９ 日)、 «透视 “政治大秀场” 上

的民粹主义»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８ 月１２ 日)ꎮ 这些对社会问题背后的深度剖析

有助于加深公众对全球背景下社会问题的理解和认知ꎮ

结论、 启示与建议

国际新闻报道是我们了解世界、 认识世界ꎬ 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国际传播

能力的重要载体ꎮ 受众通过国际新闻获得信息ꎬ 形成对某一特定国家的知识

和形象ꎬ 并以此来理解和判断这个国家的行为ꎮ 本文以中国三大主流报纸的

涉土国际新闻话语为语料考察土耳其在中国主流媒体中的形象构建ꎬ 并剖析

形象构建的影响因素ꎬ 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主流媒体对土耳其的报道内容比

较真实丰富ꎬ 涉及题材较为广泛ꎬ 且报道方式客观、 公正、 中立ꎬ 罕见偏见

和歪曲ꎬ 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比较重视与土耳其的政治、 经济、 军事和文化交

往ꎬ 特别关注土耳其在中东地区冲突和争端中的作为和影响ꎮ
本研究也发现报道中的不足之处ꎮ 首先ꎬ 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存在差距ꎬ

媒体对公众关注的议题缺乏充分和有效的信息输出ꎬ 是中国涉土报道面临的

重大问题ꎬ 我们有必要重点解决如何报道土耳其以配合中土国际关系发展的

问题ꎮ 其次ꎬ 中国三大主流媒体对土耳其的报道反映了官方的态度ꎬ 但需避

免只有政府一种声音ꎬ 注重官方态度和民间态度的平衡ꎬ 加入大众视角ꎬ 回

应目标受众的关切ꎬ 尽可能不要回避敏感问题ꎮ 再者ꎬ 对一些涉土的国际性

事件未能提供足够的背景材料ꎬ 未能发出自己的声音ꎬ 缺乏可靠的信息来源、
可证的画面、 可参照和对比的数据等ꎮ 目前影响中土关系的主要因素是经济

摩擦问题、 东突问题以及地缘竞争问题ꎬ 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未来走向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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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三方面的因素ꎬ 即: 政治领域的互信、 经贸关系的互

利以及安全利益的互惠ꎮ① 但中国媒体很少对两国关系中的东突问题、 贸易不

平衡及安全问题等进行深度报道和讨论ꎬ 相关学者的研究证明ꎬ 中土民众之

间错误认识较深ꎬ 相互不喜好程度较高ꎬ 但媒体议程未能回应这一公众议程ꎬ
对于中土两国关系中最根本的问题———涉疆问题缺乏舆论引导ꎬ 对此很少报

道或不报道ꎬ 忽视了民众的认知状态和关切ꎬ 这一定程度上有碍于受众了解

土耳其整体形象以及中土关系的重要性ꎬ 也很容易使受众对土耳其产生片面

的倾向性认识ꎬ 甚至偏见ꎮ 因此ꎬ 媒体需要承担起引导受众的责任ꎬ 形成对

土耳其多民族、 多语言、 多宗教、 多文明长期冲突又融合特点的全面认知ꎮ
除报道那些严肃、 事件性、 有时间性的、 题材重大的硬新闻外ꎬ 有必要加大

对软新闻的报道ꎮ 受国际化程度的影响ꎬ 国际新闻选题越来越注重软新闻ꎮ 软新

闻指特写与人类共同感兴趣的新闻故事ꎬ 可以用多姿多彩的风格来写ꎬ 更多地使

用奇闻逸事ꎮ② 三大媒体涉土报道中硬新闻多、 严肃话题多ꎬ 软新闻少、 轻松话题

少ꎬ 感性和形象性的描写更少ꎮ 对土耳其文化报道比较分散ꎬ 缺乏对其独特文化

和背景的细节剖析ꎮ 由于中国受众对土耳其文化缺少了解ꎬ 因此ꎬ 有必要关注微

观层面的当代土耳其文化和生活ꎬ 挖掘其历史性和文化性ꎮ 土耳其的崛起及其强

国梦与中国有诸多相似性ꎬ 又有其历史文化传统的独特性ꎬ 有必要呈现中土文化

差异ꎬ 尽可能将多元文化、 多方视角融入报道中ꎬ 采取灵活有效、 受众喜欢的方

式ꎬ 淡化政治宣传色彩ꎮ 双方应在对方国家积极开展旅游宣传ꎬ 增加文化交流、
科学研究以及国际合作方面的报道ꎮ 这样有利于建构多姿多彩的魅力文化形象ꎬ
提高双方受众对对方国家的社会认知ꎬ 增强其对异域文化的了解与包容ꎮ

从两国关系和受众需求看ꎬ 中国媒体今后需要从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
经济、 军事转向国民生活领域的环境、 旅游、 文化教育ꎬ 加强报道的深度和

事件的立场呈现ꎬ 进一步完善国家形象塑造中的媒体策略ꎮ 媒体的报道影响

公众的认知ꎬ 中国和土耳其媒体亦有责任教育、 引导其民众对两国共同关注

的问题加强沟通和理解ꎬ 受众对土耳其的认知和建构从媒体汲取意象和意蕴ꎬ
报纸的报道并非能代表公众的态度和认知ꎬ 也不意味着公众对土耳其的国家

形象亦是如此ꎬ 受众以各种方式抑或迥异的方式诠释媒体报道的内容ꎮ 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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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丁工: «中土关系四十年: 回顾与展望»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２６ 页ꎮ
唐艾华、 徐琴媛: «中国市场化报纸国际新闻现状调查报告»ꎬ 载蔡帼芬、 刘笑盈: «事实与

建构: 国际新闻的理论与实践»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版ꎬ 第 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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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三大主流媒体的涉土新闻进行了详细分析ꎬ 体现了政府的声音ꎬ 但也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ꎮ 未来的研究还可多元化、 多方位ꎬ 可以聚焦非主流的、 都

市类或地方媒体ꎬ 因为这类媒体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更接近ꎬ 可能更能影响

民众对一个国家的认知ꎮ 除报纸外ꎬ 书籍、 教育体系、 社会交往和其他媒介

如广播、 电视、 杂志和网络媒体也都以不同方式构建并传播着一个国家的形

象ꎬ 将来我们对土耳其的报道研究还可加深和拓宽ꎬ 发出更多的中国声音ꎬ
提供更多的中国智慧ꎬ 有效地增进中土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 互信与友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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