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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和软实力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叙事之争ꎮ
中非关系作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其间也充满多重叙事ꎬ 譬如中西媒

体就讲述了不同版本的中非关系故事ꎮ 虽然中西媒体的叙事也有趋同之处ꎬ
但两者的差异凸显ꎮ 相较于中国媒体重点讲述的中非友好故事ꎬ 西方媒体更

多演绎了中非对立冲突的 “故事版本”ꎬ 由此中西媒体也呈现出不同的叙事特

征: 友好合作叙事与过期殖民叙事、 偏好宏大叙事主题与善用多重具体叙事、
传统的正面叙事与违规的负面叙事ꎮ 在国际舆论场有关中非关系的话语权争

夺愈趋激烈、 非方接收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不甚畅达、 中方对与时俱进的中

非关系需要叙事更新、 新技术驱动对非传播的叙事转向等多重挑战之下ꎬ 从

基于现实的全面叙事、 基于价值的共同叙事、 基于互动的数字叙事等路径创

新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范式ꎬ 就成为遵循叙事理性、 言说好中非关系的重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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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非洲虽相隔万里ꎬ 但双方交往的历史却源远流长ꎮ 古代有郑和七

下西洋四赴非洲的佳话ꎬ 当代有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美谈ꎬ 可以说ꎬ 一部中

非关系史就是一部中非人文交往的叙事史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要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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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ꎬ 而构建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体系就是其中重

要一环ꎮ 在国际政治、 经济、 外交舞台上ꎬ 非洲对于中国具有不可替代的战

略意义ꎬ 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ꎬ 也是中国

长期、 坚定的战略选择ꎮ 因而ꎬ 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体系ꎬ
提升中国故事在非洲的感召力ꎬ 是服务国家战略的必应之题ꎮ 在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７ 日至 ８ 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ꎬ 习近平对宣传文化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ꎬ “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

务ꎬ 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ꎮ”① 也正是这次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ꎬ
其要义之一即通过加强国际传播能力以提升国际话语权、 促进不同文明的交

流互鉴ꎮ 毋庸置疑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也为新时代的中国对非传播提供了理论

指引ꎮ 不容忽视的是ꎬ 当前中国对非传播也面临着新形势与新任务ꎬ 一方面ꎬ
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与日俱增ꎬ 中非关系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际舆论环

境ꎬ 特别是在中美博弈升级的背景下ꎬ 西方媒体加剧与中国在非洲的话语权

和叙事之争ꎻ 另一方面ꎬ 快速发展的中非关系也面临着内生的转型升级压力ꎮ
新时代语境下中国媒体如何突破既有的叙事范式以新叙事来言说好中非友好

故事ꎬ 提升对非传播的效能ꎬ 助力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 走深走实ꎬ 推动中

非关系实现新跨越ꎬ 就成为中国学界和相关部门关注的重要议题ꎮ

一　 中西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事之争

叙事是用故事形式来表达信息ꎬ 将经历组织成有意义的事件ꎬ 促进知识

传递ꎬ 延续社会制度ꎬ 传授行为和价值观ꎮ②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ꎬ 美国传播学

者沃尔特费舍尔 (Ｗａｌｔｅｒ Ｆｉｓｈｅｒ) 提出了 “叙事范式” 的概念ꎮ 他在分析西

方哲学常见的理性世界范式基础之上ꎬ 提出了叙事范式及其基本假设ꎬ 并论

述了符合叙事理性的标准ꎮ 费舍尔认为人类交往应该被看作是历史性、 制度

性的ꎬ 是由 “充分理由” 构成的故事之争ꎮ③ 同样ꎬ 叙事也被认为是外交与

０２１

①
②

③

张烁: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ꎮ
刘蒙之: «叙事传播: 范式、 理论及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分析策略应用»ꎬ 载 «广州大学学

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６３ ~ ７０ 页ꎮ
Ｗａｌｔｅｒ Ｒ Ｆｉｓｈｅｒꎬ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ｏｒ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ꎬ Ｖｏｌ ５１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８４ꎬ ｐｐ １ － ２２



新时代语境下中国对非洲传播的叙事范式探析　

国际关系领域最主要的模式之一ꎬ 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和软实力

竞争ꎬ 越来越表现为叙事之争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杰弗里罗伯茨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Ｒｏｂｅｒｔｓ)
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 “叙事转向”ꎬ 他认为国际关系的历史不仅可以通过

叙事进行研究ꎬ 而且也可以看作由叙事所建构的ꎬ 即看作行为、 主体和身份

的叙事集合体ꎮ 由此ꎬ 他指出国际关系研究不仅需要案例分析或实证抽样ꎬ
也需要关注国际社会具体故事的演化与发展过程ꎬ 强调通过叙事来理解和解

释国际关系ꎮ① 中非关系作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其间也充满了多重叙

事乃至叙事之争ꎬ 特别是中国媒体与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事差异明显ꎬ
塑造了人们对于中非关系的不同认知ꎬ 进而影响到现实的中非关系ꎮ

(一) 中国媒体讲述的中非友好合作故事

中国媒体走进非洲大陆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ꎬ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随

着中非合作论坛建立ꎬ 中非关系进入发展快车道ꎬ 中国媒体对非传播的力度

也随之不断扩大ꎮ 在官方媒体层面ꎬ 新华社自 １９５６ 年在开罗设立分社ꎬ 迄今

已在非洲建立肯尼亚总分社以及 ２９ 个分社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内罗

毕调频台正式开播ꎬ 这是中国在海外建立的第一座调频广播电台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中央电视台非洲分台在内罗毕开播ꎬ ２０２１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非洲总站在内

罗毕正式揭牌ꎬ 目前已有 １９ 家非洲主流媒体成为非洲总站的固定推送合作伙

伴ꎮ② ２０１２ 年ꎬ «中国日报» 非洲版创刊ꎬ 覆盖肯尼亚、 南非、 尼日利亚等非

洲重要国家ꎮ 此外ꎬ «人民日报» «经济日报»、 北京周报社等官方媒体也都

设有在非传播业务ꎬ 可以说ꎬ 官方媒体已成为中国对非传播的主力军ꎮ 与此

同时ꎬ 中国的民营传媒企业也开始扎根非洲ꎮ 四达时代从 ２００２ 年开展对非数

字化业务ꎬ 至 ２０２３ 年已在 ３０ 多个非洲国家成立公司并开展数字电视和互联

网视频运营ꎬ 发展数字电视及互联网视频用户超过 ４ ０００ 万ꎬ 成为传播中国电

视节目的重要平台ꎮ 中国媒体以积极姿态走向遥远的非洲大陆ꎬ 搭建了沟通

中非的重要桥梁ꎬ 其讲述的中非故事对增进双方民心相通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相似的历史遭遇、 共同的历史使命把中国和非洲紧紧联系在一起ꎬ 中非

从来就是命运共同体ꎮ 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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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ꎬ 也是中国长期坚定的战略选择ꎮ”① 这是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白皮书对

中非关系的官方表述ꎮ 中国媒体有关中非关系的叙事也多围绕这一基调展开ꎬ
“兄弟” “合作共赢” “命运共同体” 等成为其对非讲好双方故事的关键词ꎮ
“兄弟” 这一中国特色话语常被用来界定和阐述中非关系ꎬ 其主要讲述中非在

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结下的深厚革命友谊ꎬ 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和中国援非医

疗队等是 “兄弟” 叙事中常被引用的经典故事ꎮ “合作共赢” 侧重中非合作

特别是经贸合作的成效ꎬ 其讲述 “中国对非合作的成绩单” “中非合作是一个

成功故事”② 等中非共同发展的故事ꎮ 例如ꎬ 中国媒体在报道中将中非合作比

作历经数十年辛勤浇灌已长成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ꎬ 合作成果遍布非洲大

地ꎬ 改善了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条件ꎬ 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ꎮ③

“命运共同体” 则强调中国对非交往秉持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

观ꎬ 坚持相互尊重与共同发展ꎬ 以携手打造 “责任共担、 合作共赢、 幸福共

享、 文化共兴、 安全共筑、 和谐共生” 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ꎬ 从而为南南合作

及全球发展树立典范ꎮ
在肯定中非交往取得的成就之外ꎬ 中国媒体的叙事也强调随着中非关系

的全面快速发展ꎬ 中非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明显增多ꎬ 但大多从正面、 建设性

角度出发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ꎬ 或将其归于 “成长的烦恼”ꎮ④ 可见ꎬ 中国媒

体视阈下的中非关系叙事ꎬ 大体是建立在历史叙事、 双赢关系和南南团结等

混合话语之上的一种叙事ꎬ 其主体更多呈现的是一个个中非之间平等互信、
团结互助、 共同发展的故事ꎬ 从而彰显了 “真诚友好、 平等相待ꎬ 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ꎬ 主持公道、 捍卫正义ꎬ 顺应时势、 开放包容” 的中非友好合作精

神这一核心基调ꎮ
(二) 西方媒体关于中非关系的 “故事版本”
西方媒体如法新社 (ＡＦＰ)、 英国广播公司 (ＢＢＣ) 等进入非洲较早ꎬ 已

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明显的比较优势ꎮ 早在 １９４４ 年ꎬ 法新社就开始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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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大陆的法语国家提供新闻服务ꎬ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在所有新独立非洲国家的首

都开设了分社ꎬ 现今在非洲 ５３ 个国家设立了 １３ 个分支机构ꎮ① 此外ꎬ 法国付

费电视频道 (Ｃａｎａｌ ＋ ) 和法国 ２４ 电视台 (Ｆｒａｎｃｅ ２４) 在西部非洲国家影响

较大ꎮ １９６０ 年ꎬ 英国广播公司 «聚焦非洲» 广播节目就在非洲播出ꎮ ２０１８
年ꎬ 该机构在肯尼亚内罗毕设立了英国本土之外的最大分社ꎬ 当前英国广播

公司在非洲的记者超过 ６００ 名ꎬ 为非洲提供英语以及 １２ 种非洲语言的节目ꎮ②

此外ꎬ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ＣＮＮ) 在开罗、 拉各斯、 内罗毕等地设有分社ꎻ
德国之声 (ＤＷ) 除在非洲派驻记者外ꎬ 还成立了 “德国之声非洲学院”
(ＤＷ Ａｋａｄｅｍｉ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为 １８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传统媒体、 社区广

播电台等从业人员提供专业培训ꎮ③ 根据 “非洲品牌榜” (Ｂｒ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推出

的 ２０２３ 年 “非洲最受欢迎的 １００ 个品牌榜”④ꎬ 媒体品牌位居前三位的是南非

数字电视运营商 (ＤＳＴＶ)、 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网ꎬ 可见西方媒体

在非洲依然占据主导地位ꎮ
以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在讲述中非

关系这一故事时ꎬ 与中国媒体有着显著差异ꎬ 从而形成了叙事的竞争态势ꎮ
学者们对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事有较多研究ꎬ 代表性的包括克里斯奥

尔登 (Ｃｈｒｉｓ Ａｌｄｅｎ) 提出 “合作伙伴” “竞争者” “非洲大陆的霸权扩张者”
是西方媒体塑造中非关系的 ３ 种典型框架ꎮ⑤ 剑桥大学的艾玛莫德斯利

(Ｅｍｍａ Ｍａｗｄｓｌｅｙ) 通过分析 «卫报» «金融时报» «泰晤士报» 等 ６ 家英国大

报 ７ 年内对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相关报道ꎬ 总结了英国报纸有关中国叙事的 ４
种倾向: 倾向于提及 “中国人” 或 “中国”ꎬ 将中国和在非洲从事不同活动

的中国人同质化ꎬ 似乎两者拥有相同的利益ꎻ 倾向于关注中国对非洲大陆的

负面影响ꎻ 倾向于将非洲人描绘成受害者 (通常是工人) 或者坏人 (通常是

３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ＦＰꎬ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ｆｐ ｃｏｍ / ｅｎ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ａｆｐ －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２８

ＢＢＣ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ＢＢＣ Ｎａｉｒｏｂｉ: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ＵＫ”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４６０９６２１８ꎬ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０５

ＤＷ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ｋａｄｅｍｉｅ ｄｗ ｃｏｍ / ｅｎ / ａｆｒｉｃａ / ｓ － １２１３５ꎬ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２８
Ｔｈｅｂｅ Ｉｋａｌａｆｅｎｇꎬ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Ｔｏｐ Ｂｒａｎｄｓ ｉｎ ２０２３: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 Ｐ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ｒａｎｄ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２０２３ / ０７ / ｔｒａｄｅ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ａｆｒｉｃａｓ － ｔｏｐ － ｂｒａｎｄｓ － ｉｎ －２０２３ －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 － ｐｕｔ － ｔｈｅｉｒ －
ｔｒｕｓｔ － ｉ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ｂｒａｎｄｓꎬ ２０２３ －０７ －１０

Ｃｈｒｉｓ Ａｌｄｅ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ꎬ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 ｏｒ Ｈｅｇｅｍ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Ｚｅｄ
Ｂｏｏｋ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５ － ６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政客和恐怖分子) 的刻板形象ꎻ 倾向于自满地描述不同西方参与者在非洲的

作用和兴趣ꎬ 使用正面的框架来分析 “西方”ꎮ①

可见ꎬ 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事更多从负面出发ꎬ 其对中非关系的叙

事多与 “新殖民主义” 与 “债务陷阱外交” 等词汇相关联ꎮ “新殖民主义”
主要涵盖中国进入非洲是为了掠夺非洲资源、 忽视当地的环境保护、 中国以

廉价商品占领非洲市场、 中国忽视非洲国家的民主发展和人权保护等议题ꎮ②

“债务陷阱外交” 也是近年来西方媒体描述中非关系时使用的高频词ꎬ 其批评

中国对非投资和援助是在制造债务陷阱ꎬ 宣称中国不顾项目所在国的债务状

况和偿债能力ꎬ 加重东道国的债务负担ꎬ 直至该国无力偿还债务ꎬ 从而取得

对该项目或领域的控制权ꎬ 进而影响该国的外交政策ꎮ③ 当然ꎬ 西方媒体对中

非关系的叙事也并非铁板一块ꎬ 会因各自利益、 不同阶段等有所区别ꎮ 特别

是随着中非全方位合作的成效愈发凸显ꎬ 一些西方媒体也开始对上述中非关

系不实报道进行反思ꎬ 而进行更多中立、 平衡的报道ꎬ 承认中非关系对双方

都很重要ꎬ 肯定中国在非基础设施建设、 对非投融资对非洲至关重要ꎮ④ 这既

表明了西方媒体所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走进非洲的复杂心态ꎬ 也反映了西

方媒体基于自身利益对报道策略的调整ꎮ
整体而言ꎬ 针对中非关系这一主题ꎬ 中西媒体的叙事既有趋同之处ꎬ 也

有差异ꎬ 但差异大于趋同ꎮ 中西媒体的这种差异性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ꎬ 两

者的关注点有所不同ꎬ 中国媒体更关注中非关系的积极意义ꎬ 西方媒体更侧

重负面影响ꎬ 因而中国媒体的正面报道比例高ꎬ 负面议题被淡化ꎬ 而反之西

方媒体的负面报道集中ꎬ 正面议题被忽略ꎮ 即使是少量的正面故事ꎬ 积极意

义也大多会被消极的一面所掩盖ꎮ 例如ꎬ 利兹大学的克里斯帕特森 (Ｃｈｒ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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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廓、 李树波: «非洲传媒生态视角下中国对非传播力研究»ꎬ 载 «国际传播»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３７ ~ ４９ 页ꎮ

卢凌宇、 古宝密: «怀璧其罪: 中国在非洲推行 “债务陷阱式外交”»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２７ ~ ４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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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ｅｒｓｏｎ) 等分析英国广播公司、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

对中非关系的报道ꎬ 指出上述媒体主要采用合作伙伴、 竞争对手、 负面影响 ３
个框架来报道中非关系ꎬ 但中国很少被简单描述为一个无私的伙伴ꎻ 相反ꎬ
在这些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ꎬ 即使中国被主要描述为合作伙伴ꎬ 但也强调其

参与的消极影响或者将中国与其竞争而进步的西方国家进行对比ꎮ 由此ꎬ 他

认为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网等媒体的报道助长了人们对中国和非洲

的刻板印象ꎬ 包括所谓 “非洲工人是中国人残酷管理的受害者、 腐败的非洲

领导人正中不民主的中国力量的下怀等”ꎮ① 另一方面ꎬ 中西媒体的差异化叙

事更来自报道的导向ꎬ 如针对 “非洲债务” 这同一问题ꎬ 英国广播公司的报

道更多是揭露 “问题”ꎬ 指出: “中国大举投资非洲ꎬ 令多个非洲国家愈来愈

依赖中国资金ꎬ 或身负重债而要向中国作出更大的妥协ꎬ 甚至最终演变成另

类 ‘殖民’”ꎮ② 而中国媒体则致力于解决问题ꎬ 认为机遇与挑战并存ꎬ 并相

信中非能携手采取措施解决ꎮ 例如ꎬ «中国日报» 对非报道指出ꎬ 面对非洲的

债务风险ꎬ 可以通过深化资本市场合作、 探索新的债务工具等举措解决这一

问题ꎬ 推动中非投融资高质量发展ꎮ③

中西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差异化叙事相互作用ꎬ 影响着人们对于中非关系

的认知ꎬ 其间的叙事差异及背后缘由值得进一步探寻ꎮ 叙事是由结构语言、
姿态等要素以井然有序的混合方法构成的产物ꎬ 洞察这一产物的方法就是解

剖这些要素间的关系ꎬ 发现叙事的深层结构ꎬ 探明叙事的语言系统ꎮ④ 而这些

要素、 关系和结构更多以叙事的特征体现出来ꎬ 如要更深入地理解中西不同

的叙事ꎬ 剖析双方叙事特征的差异就十分必要ꎮ

二　 中西媒体对中非关系的不同叙事特征

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 ( Ｊｅｒｏｍｅ Ｂｒｕｎｅｒ) 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叙事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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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曦: «故事与讲故事: 叙事社会学何以可能———兼谈如何讲述中国故事»ꎬ 载 «社会学研

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６４ ~ １８５ 页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个特征: 历时性、 具体性、 意向状态内涵性、 解释的创作性、 经典性与违规、
指涉性、 体裁性、 规范性、 情景敏感性与可协商性、 叙事累积性ꎮ① “叙事的

历时性” 是指叙述的事件不是同时发生的ꎬ 而是随着时间而变化ꎮ “具体性”
是指叙事应该具体ꎬ 对某一事件的阐述应该充满特定的细节ꎮ “意向状态内涵

性” 是指人们在某一场景下的行为是有意向性的ꎬ 包括信仰、 需求、 价值、
观点等ꎮ “经典性与违规” 指叙事应该违背或者偏离某种隐含的传统经典脚

本ꎮ “指涉性” 意思是说ꎬ 叙事不是指 “现实”ꎬ 实际上可能是叙事创造了现

实世界ꎬ 它有自己的指涉世界ꎮ “叙事累积性” 是指不同的故事可以累积起来

组成一个整体ꎬ 甚至形成一种文化或历史ꎬ 等等ꎮ② 基于布鲁纳的相关叙事特

征ꎬ 结合中西媒体对中非关系报道的已有研究和文本分析ꎬ 我们可以发现双

方具有以下鲜明的叙事特征ꎮ
(一) 友好合作叙事与过期殖民叙事

龙小农称中国建构对非洲话语体系的理念与诉求ꎬ 可以分为 “兄弟论”
“合作论” “责任论” “软实力论” 和 “命运共同体论” ５ 个阶段③ꎻ 李小云认

为从中国的角度讲ꎬ 当代中非关系的建构主要基于 “革命” 和 “发展” 这两

个认识框架ꎮ④ 从叙事的历时性来看ꎬ 中国媒体有关中非关系的叙事确实因时

而变ꎬ 不同时期有着不同主题ꎮ 从新中国成立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改革开放ꎬ
中国媒体对非叙事主要围绕双方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相互支持、 结下的深

厚 “兄弟” 革命友谊而展开ꎻ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到 ９０ 年代末ꎬ 随着中非合作

转到以互利共赢为基础的经贸合作上来ꎬ 这一时期的叙事更多围绕 “发展”
而展开ꎬ 追求中非在经济社会上的共同发展、 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

展道路ꎬ 以及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ꎻ 而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特别是随

着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ꎬ 中非关系完成了 “新型伙伴关系” “新型战略伙伴关

系”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三级跳ꎬ 朝着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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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期ꎬ 第 ３７ ~ ４１ 页ꎮ
龙小农: «从 “兄弟” 到 “命运共同体” ———中国建构对非洲话语体系的理念与实践»ꎬ 载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７５ ~ ８１ 页ꎮ
李小云、 张传红: «想象的兄弟ꎬ 还是现实的伙伴? ———中非关系的历史叙事»ꎬ 载 «文化纵

横» ２０２２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１４ ~ ２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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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进ꎬ 因而这一时期中国媒体对非叙事主题更多以合作共赢的 “伙伴” “命运

共同体” 为主题ꎬ 讲述中非全方位合作的故事ꎮ 虽然每个时期的故事有所不

同ꎬ 但中国媒体基本上遵循着中非友好合作的主要叙事逻辑ꎬ 从历史、 现实

和未来等不同向度来突出 “中国永远是非洲的好朋友、 好伙伴、 好兄弟” 这

一不变的主题ꎮ
而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事历时性则表现为一种过期殖民叙事的延续ꎬ

其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ꎬ 一方面认为相对于享有高级文明的西方 “自我”ꎬ 曾

是其殖民势力范围的非洲大陆是一个 “野蛮的” “未开化” 的永恒 “他者”ꎮ
由此ꎬ 非洲被西方媒体刻画成一个悲惨的大陆ꎬ 长期被环境恶化、 地方部落

争斗、 政府腐败、 官员执法不力等问题困扰ꎮ 长期以来ꎬ 有关非洲的主流叙

事不是非洲人自己书写的ꎬ 正如 «为什么我们要改变描写非洲的方式———重

塑非洲的故事讲述者手册» 中称将非洲刻画成一个灾难、 混乱、 恐怖之地的

刻板叙事ꎬ 这不仅有害而且过时ꎬ 且对非洲的这一主流叙事从殖民时期一直

延续到 ２１ 世纪的今天ꎮ 作者指出ꎬ 这一刻板叙事主要是由国际新闻机构、 国

际人道主义组织、 来自北方的志愿者以及影视剧本作家等共同讲述的ꎬ 因此

要求改变对非洲的刻板负面叙事ꎮ① 另一方面ꎬ 中国也面临被西方媒体矮化、
丑化的境地ꎬ 表现为 “黄祸论” “恐华症”、 质疑中国文明和历史等一系列不

实论调ꎮ 这种对中国的恐惧和刻板印象也注入了西方媒体对当代中国及其在

非角色的阐释之中ꎮ 迈克尔皮克林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 分析了中国没有摆

脱被西方刻板成见和他者化的话语过程ꎬ 认为西方对非西方文化、 人民和地

方的描述 “根植于 １９ 世纪的民族主义和种族差异的伪科学理性主义”ꎮ② 随着

中国的崛起与中非交往的深入ꎬ 西方媒体在看待现实的中非关系时ꎬ 也延续

过期的殖民思维和霸权逻辑ꎬ 以非洲大陆的 “守护者” “救世主” 自居ꎬ 俯

视中非关系并抹黑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活动ꎬ 从而将 “黄祸论” 这类种族成见

的遗产融入对当代中国的形象以及中国在非洲的角色阐释之中ꎬ 给中国贴上

“新殖民主义” 等一系列不实标签ꎮ 例如ꎬ 克里斯帕特森在分析英国广播公

司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全球媒体如何描述美非关系和中非关系时ꎬ 指出

７２１

①

②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ｏ Ｆｉｌｔｅｒꎬ “Ｗｈ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Ｗａｙ Ｗｅ Ｗｒｉｔｅ ａｂｏｕ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ｅｒ’ ｓ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Ｒｅｆｒａｍ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ｆｒｉｃａｎｏｆｉｌｔｅｒ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Ｗｈｙ＿ Ｃｈａｎｇｅ ＿ Ｔｈｅ ＿ Ｗａｙ ＿ Ｗｅ ＿ Ｗｒｉｔｅ ＿ Ａｂｏｕｔ ＿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２０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ꎬ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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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都在努力淡化美国在非洲大陆的参与ꎬ 美国在非洲的扩张很大程度上被

隐藏在媒体的监督之下ꎬ 美非关系通常被描述为美国向非洲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的 “伙伴关系”ꎬ 将美国的行动描绘成合法而高尚ꎻ 而对于中国则以冷战视

角为指导ꎬ 将中国描绘成本质上不合法的国家ꎬ 甚至在谈到中非互动给非洲

带来的积极影响时也是如此ꎮ 他认为虽称全球媒体以强烈、 刻板的措辞来诽谤

中国稍显夸张ꎬ 但其中的一些言论则会助长对中国的诽谤论调ꎬ 让人想起 １９ 世

纪末 “黄祸论” 的种族刻板印象ꎮ 因而ꎬ 从后殖民批判的角度来看ꎬ 全球媒体

对中国这一在非新力量的报道证明了殖民话语的持续影响ꎮ①

(二) 宏大叙事与多重具体叙事

从叙事的具体性和指涉性出发ꎬ 也可以发现中西媒体有不同的偏好ꎮ 中

国媒体在讲述中非关系故事时ꎬ 虽然也越来越注重使用细微的、 具体的叙事

技巧ꎬ 来讲好中非民众的生动故事ꎬ 但整体而言ꎬ 中国媒体还是更加偏好宏

大叙事主题ꎬ 其描述下的中非关系常与历史、 命运、 社会、 人类这些较大的、
跨越时空的、 关联双方的价值概念相连ꎬ 表现了一种对中非关系的总体性、
根本性解释ꎮ 例如ꎬ 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非友好合作精神等都是中国媒体常

用的叙事主题ꎬ 其叙事的逻辑往往遵循先直抒胸臆地阐述中国的非洲观ꎬ 在

此基础之上ꎬ 再采用一些具体的、 细微的故事来证明这些宏大叙事ꎬ 以指涉

中国追求在更大范围和纵深时空中对中非理想关系的一种宏观建构性ꎮ
而西方媒体则更加偏好多样化的具体叙事ꎬ 其很少直奔主题批评或赞赏

中非关系ꎬ 而是善于通过对中非交往中 “个体” “小人物” 的细微描写和情

感体验、 通过展现大量看似具有个体特征的中立客观的声音、 通过选择媒体

的信息源和信息渠道ꎬ 使中非交往中的各类问题通过 “细微的个体” “客观的

声音” 或 “中立的信源” 等自然显现出来ꎬ 逐渐演变成主流舆论ꎬ 从而通过叙

事的累积性完成指涉性ꎬ 以建构中非冲突不断的拟态环境ꎮ 西方媒体善用的多

重具体叙事貌似既有地点、 人物、 事件、 机构的介绍ꎬ 又有个人 “真实” 情感

的宣泄ꎬ 使得其炒作的中非关系中存在的各类问题似乎变得 “真实可信”ꎮ
中西媒体的这一不同叙事特征可以从双方对中非特定议题的报道中得以

窥见ꎮ 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至 ３０ 日在塞内加

８２１

① Ｃｈｒｉｓ Ｐａｔ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ｕｓｓａｉｎｔ Ｎｏｔｈｉａｓꎬ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ｅｗｓ”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ꎬ Ｖｏｌ ９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１０７ －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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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首都达喀尔召开ꎬ 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

为 «同舟共济ꎬ 继往开来ꎬ 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的主旨演讲ꎬ
中国对非传播的媒体包括新华社、 «中国日报» 等都对这次会议给予高度关

注ꎮ 以新华网非洲频道为例ꎬ 自 １１ 月 １９ 日至 １２ 月 ３ 日ꎬ 以 “中非合作论

坛” (ＦＯＣＡＣ) 为关键词共检索到新华社驻达喀尔、 亚的斯亚贝巴、 卢萨卡

等多地记者撰写的报道共计 ９ 篇ꎮ① 为了分析这些报道的叙事重点ꎬ 本文使用

词频统计工具 (Ｔｅｘ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 进行高频词统计分析ꎬ 高频词通常是能够反

映语篇的某些内容特征的关键词汇ꎮ 除去冠词、 介词、 连词、 感叹词等虚词

外ꎬ 在报道中排名前十位的关键高频词 (主要是动词与名词) 分别为 “中
国” (１５１ 次)、 “非洲” (１４９ 次)、 “合作” (６４ 次)、 “会议” (５０ 次)、 “中
非合作论坛” (４８ 次)、 “发展” (４３ 次)、 “王毅” (４２ 次)、 “非洲的” (３７
次)、 “中国的” (３５ 次)、 “国家” (３０ 次)ꎬ 可见新华网非洲频道在对非报道

此次会议时ꎬ 主要从中非合作、 共同发展、 论坛本身等较大的视角来报道ꎮ
此外ꎬ 在排名前 ３０ 位的高频词中ꎬ “新” “未来” “友谊” “支持” “共享”
“共同” 等词语出现频率也较高ꎬ 这也一定程度上表明新华网非洲频道报道中

对中非相互支持、 深厚友谊、 共建美好未来等宏大叙事的偏好ꎮ
与此同时ꎬ 对西方媒体包括英国广播公司、 «卫报»、 路透社、 «纽约时

报»、 德国之声、 法国 ２４ 电视台在此期间对非传播这一主题的文章进行搜索ꎬ
显示上述媒体大多屏蔽此次会议ꎬ 甚至完全失声ꎮ 在泛非通讯社下属的全非

网 (ａｌｌＡｆｒｉｃａ) 上以 “中非合作论坛” 为关键词搜索ꎬ 只有法国 ２４ 电视台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发表了 １ 篇报道、 德国之声 １１ 月 ３０ 日发表了 １ 篇报道ꎮ 以

德国之声的报道为例ꎬ 可以发现西方媒体对于具体叙事的偏好ꎮ 在这篇共计

８００ 多单词的短文中ꎬ 德国之声引用了作家兼研究员赫尔穆特阿舍 (Ｈｅｌｍｕｔ
Ａｓｃｈｅ)、 非洲晴雨表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调查报告、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兼职教授巴

米德尔阿德昆勒 (Ｂａｍｉｄｅｌｅ Ａｄｅｋｕｎｌｅ)、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中心

(ＣＡＲＩ) 研究、 尼日利亚经济学家托普法苏阿 (Ｔｏｐｅ Ｆａｓｕａ)、 瑞尔森大学

泰德罗杰斯管理学院专家阿德昆勒 (Ａｄｅｋｕｎｌｅ)、 华盛顿的监督组织哨兵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ｒｙ) 报告等作为信息源ꎬ 通过引用上述专家或机构的观点ꎬ 提出了

有关中非关系的一系列问题: 中国再向非洲提供 １０ 亿剂疫苗可视为中国努力

９２１

① 该９ 篇报道详见新华网非洲频道: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ｎｅｗｓ ｃｎ / ａｆｒｉｃａ / ２０１８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３ －１０ －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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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形象的一部分、 中国在非洲国家影响力提升但被指责在非洲制造 “债务

陷阱”、 中国以基础设施换矿产资源的 “安哥拉模式” 导致非洲国家陷入困

境、 中国隐性债务缺乏透明度、 中非贸易存在巨大的不平衡、 刚果 (金) 前

领导人从中国收取贿赂ꎬ 以及非洲必须加强一体化以增加与中国谈判的筹码ꎬ
进而从中非关系中 “真正受益” 等ꎮ① 德国之声的这一篇报道可被视作爱德

华赫尔曼 (Ｅｄｗａｒｄ Ｈｅｒｍａｎ) 和诺姆乔姆斯基 (Ｎｏａｍ Ｃｈｏｍｓｋｙ) 所批判

的大众媒体利用各种 “过滤器” 控制舆论、 “制造共识” 的典型案例ꎬ 尤其

是其中的第三层过滤ꎬ 即媒体对政府、 企业以及这些主要信息源和权力机构

所资助的 “专家” 的信息依赖ꎬ 正是依靠政府、 企业等强势信息源以及能代

替其意愿说话的 “专家”ꎬ 得以达成所谓的 “制造共识”②ꎬ 从而形成了一幅

中非关系问题不断的偏态叙事图景ꎮ
(三) 传统的正面叙事与违规的负面叙事

以叙事的 “经典性与违规” 和 “意向状态内涵性” 这两个特征为参照ꎬ
中西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述也存在显著不同ꎮ 前者常用传统经典的叙事范式ꎬ
内涵正面的、 向善的、 中非合作共赢的价值取向ꎬ 而后者善用违规的叙事范

式ꎬ 蕴含中非对立、 竞争、 冲突的负面价值观念ꎮ 实际上ꎬ 西方媒体的负面叙

事对象不仅仅针对中非关系议题ꎬ 也包括非洲自身事宜ꎬ 这也引发了非洲学界

的强烈批判ꎮ 西方媒体持续使用历史的、 意识形态的、 种族主义的和充满敌意

的隐喻将非洲描述为 “黑暗大陆”ꎬ 极大地歪曲了整个非洲大陆及其人民ꎮ③ 西

方媒体从意识形态或国家利益霸权出发ꎬ 塑造了贫穷、 冲突、 疾病、 动乱、
没有文化的非洲刻板印象ꎬ 并让公众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人民是受害者ꎬ 低

人一等ꎮ④ 而中国媒体则更关注非洲的积极方面ꎬ 积极塑造非洲的正面形象ꎬ
比如用 “崛起的非洲” 叙事来塑造非洲的正面形象ꎬ 描绘出非洲光明的未来ꎮ⑤

０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ｒｉｓｔｉｎａ Ｋｒｉｐｐａｈｌꎬ “Ｗｈｏ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Ｄ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ｌｌ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２０２１１２０１００３２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３０

[美国] 爱德华Ｓ 赫尔曼、 [美国] 诺姆乔姆斯基著: «制造共识: 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

学»ꎬ 邵红松译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ꎬ 第 １８ ~ ２１ 页ꎮ
Ｌｕｃｙ Ｊａｒｏｓｚꎬ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ｒｋ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ａ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Ｇｅｏｇｒａｆｉｓｋａ Ａｎｎａｌ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Ｂꎬ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Ｖｏｌ ７４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２ꎬ ｐｐ １０５ － １１５
Ｏｌａｔｕｎｊｉ Ｏｇｕｎｙｅｍｉ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Ｆｒａｍｅｓ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２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４５７ － ４７８
Ｉｇｉｎｉｏ Ｇａｇｌｉａｒｄｏｎｅ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Ａ Ｐｅｒｓｕａｄｅｒ: ＣＣＴＶ Ａｆｒｉｃａ ’ ｓ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ａ

Ｓｐｈｅｒｅ”ꎬ Ｅｃｑｕｉｄ Ｎｏｖｉ: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４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２５ －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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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对中西媒体对有关非洲的正面和负面叙事差异也有较多研究ꎬ 如张艳

秋等学者通过分析 «中国日报» 和英国广播公司对非洲埃博拉疫情的报道ꎬ
认为相比英国广播公司ꎬ «中国日报» 在报道中使用了更多的建设性新闻ꎬ 重

点关注可能的解决方法ꎬ 用以替代传统的负面刻板印象ꎮ① 塞缪尔加博尔

(Ｓａｍｕｅｌ Ｇａｂｏｒｅ) 等研究者对比了中西媒体对非洲大陆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ꎬ
结果表明西方媒体大多以冲突、 负面、 人情味等框架进行了正面、 中性和负

面报道ꎬ 而中国媒体则主要采用影响力、 新颖性等框架以积极的语气进行

报道ꎮ②

对非洲的不同叙事也延续到中西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事中ꎮ 西方媒体习

惯使用负面叙事来报道中非关系ꎬ 认为中非关系的进展意味着中国对西方霸

权的挑战ꎮ 它们常常使用一系列非常规、 吸引读者的词汇和负面议题ꎬ 抢占

道义的制高点ꎬ 指责或批评中国走进非洲的诸多行为ꎮ 而与之相反ꎬ 中国媒

体大多使用传统的 “正面新闻” “建设性新闻” 来报道非洲与中非关系ꎬ 为

西方塑造的有关中非关系的刻板印象提供了替代方案ꎮ 即使面对非洲的困难

和中非关系面临的挑战ꎬ 中国媒体也多将重点放在可能的解决方案上ꎬ 从而

讲述了充满希望的非洲故事和中非互相尊重、 合作共赢的故事ꎮ
中西媒体对非洲、 中非关系的正面叙事和负面叙事也可以从西方与非洲

视角得到印证ꎮ 例如ꎬ 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 Ｅｂｅｒｔ －
Ｓｔｉｆｔｕｎｇ) 在 «改变叙事: 中国媒体在非洲的攻势» 研究报告中指出ꎬ 西方媒

体对非洲的报道可被称为 “降落伞新闻” (ｐａｒａｃｈｕｔ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ꎬ 即专注有关

战争、 危机和疾病的短期负面报道ꎬ 记者快来快走ꎬ 对长期跟踪的积极发展

不感兴趣ꎻ 而中国媒体有意识地与这种做法保持距离ꎬ 转而报道中国领导人

对非成功外交ꎬ 强调非洲国家的集体发展ꎬ 中国媒体认为非洲是一个充满投

资机会的繁荣大陆ꎬ 这符合中国 “发展新闻学” 或 “正面报道” 的做法ꎮ 在

西方媒体的数十年负面报道之后ꎬ 中国媒体的这一做法引起了许多非洲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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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鸣ꎮ① 确实如此ꎬ 如一项对肯尼亚和南非民众的调查表明ꎬ 虽然一些受访者

对中国媒体仍存在偏见ꎬ 但认为中国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 “积极性” 报道对

非洲至关重要ꎬ 对在非运营的中国媒体倡导的 “偏爱官方消息来源、 非对抗

性的” 新闻价值观有一定的亲和力ꎮ 与此同时ꎬ 他们认为虽然负面报道不可

缺少ꎬ 但担忧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对非洲的负面描述占据主导地位ꎬ 如称非洲

为 “恐怖温床”ꎬ 希望西方媒体能改变这些负面叙事模式ꎮ②

综上可知ꎬ 中西媒体在报道中非关系时有着不同的叙事特征ꎮ 究其原因ꎬ
一方面ꎬ 这种差异与中西媒体不同的对非传播理念有关ꎮ 中国媒体对非传播

更多还是中国内宣理念的外宣化ꎬ 内宣工作中的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坚持团

结稳定鼓劲、 正面宣传为主等理念ꎬ 随着中国媒体走进非洲也在非洲大陆的

舆论土壤中生根发芽ꎬ 成为中国媒体讲好中国故事、 非洲故事与中非故事的

思想指导ꎮ 这从新华社、 «中国日报»、 中国新闻社等多家官方媒体对非报道

的定位就可以看出ꎬ 如新华社前社长郭超人、 前总编辑南振中都反复强调ꎬ 媒

体不要损害非洲的形象ꎬ 要多关注非洲的和平与发展ꎬ 要客观、 全面、 公正报

道非洲ꎬ 使世界人民充分了解非洲ꎬ 关注非洲ꎻ «中国日报» 非洲版也定位于旨

在发出中国声音ꎬ 全面、 真实、 生动地讲述中国故事ꎬ 全面介绍中非各方面交

流情况ꎬ 突出展现中非经贸合作进展ꎻ 中国新闻社则提出要向世界报道一个充

满生机和希望的非洲ꎮ 而西方媒体对非传播的理念则受到西方新闻界长期信奉

与鼓吹的所谓 “新闻专业主义” 的影响ꎬ 以新闻自由、 客观、 独立等理念为幌

子进行对非传播ꎬ 将对中非关系的选择性报道、 负面叙事视作是报道事实、 保

持中立平衡的客观报道ꎬ 但本质上西方媒体以 “新闻专业主义” 为名ꎬ 隐藏了

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力量ꎬ 弱化了自身服务西方国家对非政策ꎬ 为政府造势背书、
对中非合作发动舆论战的角色ꎮ 另一方面ꎬ 叙事差异背后折射出身份差异因素ꎮ
实际上ꎬ 叙事本身就与叙事主体的身份密切相关ꎮ 身份取决于叙述者是否选择

建立或维持某种叙述ꎬ 而身份的形成和维持需要某种相关的叙事不断持续ꎬ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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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被其他人接受ꎬ 能够持续成为一种集体共识ꎮ① 而导致中西媒体对中非关系

的叙事差异更深层的原因正是双方的身份差异ꎮ 老牌西方媒体作为西方国家

的代表与维护者ꎬ 面临着近年来中国在非影响力的扩大及中国媒体作为新的

竞争者崛起前所未有的压力ꎬ 由此巩固传统优势、 维护势力范围与西方国家

的传统利益的愿望空前强烈ꎬ 它们进而延续殖民霸权思维ꎬ 对中非关系指指

点点ꎬ 妄图以此干扰、 遏制中国在非影响力扩大ꎮ 而中国媒体的身份定位则

与之不同ꎬ 其始终与中国对非洲的身份定位保持高度一致ꎮ 无论发展到哪一

步ꎬ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ꎬ 中国始终将自身身份定位为非洲的 “好朋友、
好伙伴、 好兄弟”ꎬ 因而中国媒体也秉持着中非友好合作精神ꎬ 将自身定位于

中非人文交流的推动者ꎬ 中非共同发展的支持者、 参与者与记录者ꎬ 始终以

积极态度来讲述非洲崛起与新时代中非故事ꎬ 从而演绎出有别于西方媒体的

叙事版本ꎮ

三　 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创新面临的多重挑战

当前ꎬ 中非各自的发展诉求、 内外环境以及双方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均

在发生重大变化ꎮ 与此同时ꎬ 国际传播的技术场景也处于急剧变化中ꎮ 这些

变化对中国媒体的中非关系叙事形成了诸多挑战ꎬ 也提出了更高要求ꎬ 亟待

以新的叙事范式来言说中非关系ꎬ 促使其更符合与时俱进的中非交往实践ꎬ
更好地消除西方媒体负面叙事的影响ꎬ 推动中非关系实现新的跨越ꎮ

(一) 国际舆论场有关中非关系的话语权争夺愈趋激烈

当今世界正处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大变革时期ꎬ 国际话语

权争夺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方面ꎬ 而这种对话语权的角逐又时常表现为

对国际关系叙事模式的博弈和竞争ꎮ 同样ꎬ 中非双边关系在国际舆论场也面

临着愈发激烈的话语权争夺和叙事之争ꎮ
随着中非合作的影响日益扩大ꎬ 非洲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ꎬ 世

界大国都在非洲大陆积极寻求政治和经济机会ꎬ 特别是以美国、 法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试图增强对非洲的控制力ꎮ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第六届欧盟—非盟峰会在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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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加尔达喀尔举行ꎬ 会议通过了 «２０３０ 年共同愿景»ꎮ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美国也推

出了 «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战略»ꎬ 以应对中国、 俄罗斯等国在非洲

“日益增长的活动和影响力”ꎬ 同年 １２ 月美国召开了第二届美非峰会ꎮ 这都表

明了西方国家对非洲愈加重视ꎮ
在西方大国试图扩大在非影响力的同时ꎬ 它们对中非的务实合作更加警

觉ꎬ 担忧中国在非影响力的扩大ꎬ 在正面经济竞争已经失去优势的情况下ꎬ
西方媒体联合智库、 基金会等机构一道对中非关系发起了更加激烈的舆论攻

势ꎬ 俨然将在非洲与中国争夺话语权视作其影响力运作的重要战场ꎮ 由此ꎬ
西方媒体、 智库等制造了中国在非投资、 中非各领域交往的各类 “问题清

单”ꎬ 以发起对中国的 “问责”ꎮ 例如ꎬ 英国商业与人权资源中心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 发布的报告指出ꎬ 在其监测的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０ 年

间与中国海外商业行为对当地社会、 环境和人权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的报道

中ꎬ 非洲地区就高达 １８１ 起ꎬ 主要涉及采矿业、 能源、 建筑、 金融与银行、
可再生能源以及食品、 农业和畜牧业ꎮ “指控” 所涉问题大多与在非中企对当

地的民生影响、 信息披露和环评不充分、 侵犯劳工权利等问题有关ꎮ①

更有甚者ꎬ 一些西方基金会、 非政府组织资助和培训非洲当地媒体记者ꎬ
让其散播中国在非活动的各类虚假言论ꎬ 从而达到抹黑中国在非国家形象、
破坏中非关系的目的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１ 年被津巴布韦媒体爆出的美国政府通过其

驻津巴布韦使馆ꎬ 以资助当地非营利组织举办研讨会的形式ꎬ 以每篇文章

１ ０００美元的价格收买私营媒体记者ꎬ 指使其发表诋毁在津中资企业的负面报

道ꎬ 就是这一伎俩的典型案例ꎮ②

(二) 非方接收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不甚畅达

在面对西方媒体发动的愈加猛烈的舆论攻势之时ꎬ 中国对非传播还面临着

来自内部的挑战ꎬ 即中国对非传播仍然面临一定程度上的 “叙事困境”ꎮ 具体而

言ꎬ 中国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事范式还未得到受众的充分认可ꎬ 由此导致报道

落地效果还不佳ꎬ 对非洲民众的影响也比较有限ꎮ 例如ꎬ 一项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２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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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２０２１ 年对肯尼亚、 尼日利亚和南非三国城市居民媒体消费习惯调查表明ꎬ 三

国民众对中国国际电视台 (ＣＧＴＮ)、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 «中国日报» 非洲版

等中国媒体的接触度较低ꎬ 而接触英国广播公司等西方媒体的频率就要高很

多ꎮ① 中国外文局的一项调查也表明ꎬ 中国媒体在非洲的影响力仍然较弱ꎮ②

中国媒体对非传播叙事面临的接收困境因多重缘由所致ꎬ 从中国媒体来

看ꎬ 主要是对非传播的内容还是以中国情况为主ꎬ 涉及非洲的内容较少ꎬ 中

国对非传播的内容与非洲民众的接收存在一定的信息偏差ꎬ 从而导致非洲民

众对中国媒体的接触度较低ꎮ 与此同时ꎬ 长期以来ꎬ 受西方媒体影响的非洲

媒体多以负面新闻报道为主ꎬ 这使得中国媒体在非传播的新闻内容及叙事方

式并不太符合非洲民众的口味ꎬ 而过多正面报道也会导致对中国媒体可信度

的考验ꎮ③ 例如ꎬ 马拉维商业和应用科学大学传媒学者埃拉德曼贾维拉

(Ｅｌｌａｒｄ Ｍａｎｊａｗｉｒａ) 称ꎬ 非洲国家记者普遍认为ꎬ 正面新闻不是新闻ꎬ 负面新

闻才是新闻ꎬ 西方媒体为非洲记者设置了议程ꎬ 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方法ꎮ
赞比亚 «每日邮报» 高级记者维丽特纳卡姆巴 (Ｖｉｏｌｅｔ Ｎａｋａｍｂａ) 也指出ꎬ
很少在非洲媒体上看到关于非洲的正面报道ꎬ 除非是一起特殊事件或一项卓

越成就ꎬ 因为任何正面故事都意味着该故事是政府控制的媒体发表的ꎬ 目的

是向世界表明国家正在为人民做一些好事ꎮ④

从非洲媒体本土环境来看ꎬ 一方面ꎬ 非洲媒体受经费和资源等限制ꎬ 大

多数媒体没有办法向其他地方派遣记者ꎬ 因而多引用西方媒体的报道ꎬ 这些报

道间接挤压了非洲民众对中国媒体报道的接触空间ꎮ 另一方面ꎬ 非洲媒体以及

编辑记者深受西方媒体的负面叙事影响ꎬ 在新闻实践中已习惯进行负面报道ꎬ
较少进行正面报道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０ 年在对 １５ 个非洲国家的 ６０ 家最有影响力的新

闻媒体发表的 ３００ 多篇文章进行分析ꎬ 以及对 ３８ 名非洲编辑记者访谈后发现ꎬ

５３１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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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廓、 李树波: «非洲传媒生态视角下中国对非传播力研究»ꎬ 载 «国际传播»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３７ ~ ４９ 页ꎮ

张艳秋、 罗雪: «中国媒体对非传播的 “义” 与 “利”»ꎬ 载 «对外传播» 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４８ ~ ５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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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示影响他们报道的最大障碍是缺乏资金ꎬ ６３％的受访媒体

在非洲其他国家没有记者ꎻ ３５％的报道来自非洲大陆以外的机构ꎬ 其中法新社

(１４％) 和英国广播公司 (９％) 是主要贡献者ꎬ 占 １ / ４ꎬ 路透社和半岛电视台

分别占 ４％和 ２％ꎻ 在报道的故事主题方面ꎬ 非洲媒体对非洲的报道仍然以负面

报道为主ꎬ 冲突、 犯罪和争议等主题不仅占据主导地位ꎬ 而且也被编辑认为更

具新闻价值ꎬ 而关于非洲成功、 创新和技术的故事几乎完全不存在ꎮ 一半的受

访者认为他们发表的文章存在刻板印象ꎬ 多是跟随了西方对非洲大陆的看法ꎮ①

此外ꎬ 非洲国家记者习惯使用负面报道ꎬ 除了受西方媒体的负面叙事影响以外ꎬ
也受到非洲社会的影响ꎮ 记者作为非洲社会体系的一部分ꎬ 面临道路不畅、 教

育水平低下、 医疗服务差、 腐败猖獗等诸多问题ꎬ 他们以如此消极负面的方式

来撰写故事ꎬ 正因为他们想在报道中表达自己的挫败感ꎮ②

因而ꎬ 不管是从中国媒体对非传播的叙事内容和范式考察ꎬ 还是从非洲

受众的接收习惯和偏好而言ꎬ 都能从中发现非洲受众对来自中国的传播叙事

接收不甚畅达ꎮ 如何从非洲受众的喜好出发ꎬ 对中国对非传播的既有内容和

范式进行创新和完善以更符合非洲的叙事习惯ꎬ 成为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创

新迫切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ꎮ
(三) 中方对与时俱进的中非关系需要叙事更新

中非人民在共同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中结下了风雨同舟、 患难与共的深

厚友谊ꎮ 但随着时间推移和代际更替ꎬ 中非传统友谊有被弱化、 淡化的趋势ꎬ
双方青年一代难免从 “利我” 视角来理解中非合作ꎬ 加之西方媒体将中非交

往中的小摩擦扩大化炒作ꎬ 中非民间情绪对立有所滋长ꎮ 与此同时ꎬ 中非各

自面临的历史任务和利益诉求也在发生变化ꎬ 中非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增多ꎬ
影响和干扰双方互信的因素也在增多ꎮ 正如一些学者所称ꎬ 进入 ２１ 世纪以

来ꎬ 中非关系遭遇 “西方批评” 和 “非洲担忧” 的双重舆论困境ꎬ “中国在

非洲” 经常被西方媒体或部分非洲媒体抹黑ꎬ 有时甚至是两者 “合伙” 抹黑

中国ꎮ③ 另有学者对全非网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６ 年涉华报道进行语料库分析ꎬ 指出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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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３ ~ ６４ 页ꎮ



新时代语境下中国对非洲传播的叙事范式探析　

然非洲媒体多以肯定态度建构了 “强大的中国” “友好或伙伴式的中国” 形

象ꎬ 认为中国是一个亲和友善、 负责任的国家ꎻ 同时ꎬ 少数非洲媒体对中国

和中非关系也存在疑虑和担心ꎬ 以否定态度建构出 “令人担忧的中国” 形象ꎮ
这些负面报道认为中国存在经济问题、 中非贸易中存在非法交易现象、 廉价

商品质量问题引起非洲人民不满ꎬ 等等ꎮ①

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和非洲ꎬ 相互认知都在不断发生变化ꎬ 这对中国媒体

的对非传播也提出了更高要求ꎮ 鉴此ꎬ 中国媒体要关注非洲内部日益明显的

多元化趋势和中非在现实面前友好关系的流动性ꎬ 要根据变化的中非关系进

行叙事更新ꎬ 更多聆听非洲的声音ꎬ 更多将非洲对中非关系的认知、 理解、
评价都纳入叙事之中ꎮ 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故事都是由说者和听者配合完成的ꎬ
需要双方建构一个会意空间ꎬ 达成一定程度的相互理解ꎬ 否则故事就可能成

为不被听者理解甚至排斥ꎮ 同理ꎬ 中国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事也需要在中非

“共同经验范围上” 就双方关注的核心议题建构起共同的意义空间ꎬ 更好连接

说者和听者ꎬ 才能达到好的叙事效果ꎬ 增进双方的理解ꎬ 解决中非共同面对

的问题ꎮ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 “中方坦诚面对中非关系面临的新情况新问

题ꎬ 对出现的问题ꎬ 我们应该本着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精神加以妥善解决ꎮ
我相信ꎬ 机遇总比挑战大ꎬ 办法总比困难多ꎮ”②

(四) 新技术驱动对非传播的叙事转向

随着网络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兴起ꎬ 国际传播发展也出现新趋势ꎮ 借助这

些新技术ꎬ 各类机构与公众个体都具有了国际传播的功能和条件ꎬ 从而使得

国际传播从媒体机构的专业行为转变成所有社会机构和成员的日常生活ꎬ 体

现出明显的整体性特征ꎮ 中非交往也同样如此ꎬ 除了官方媒体对非传播以外ꎬ
越来越多的中国机构和公众个体利用各类新媒体手段ꎬ 加入中非关系的叙事

建构行列ꎮ 这些多元的叙事主体ꎬ 在各类网络论坛发表对中非关系的看法ꎬ
分享各类关涉中非关系的信息ꎬ 拍摄有关非洲的各类短视频在社交平台播放ꎬ
在中非热点事件爆发时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将其分享到各类平台等等ꎬ 从而展

现了中国对非传播中的民间叙事在网络空间纷繁复杂的景象ꎮ

７３１

①

②

刘文宇、 毛伟伟: «非洲报纸媒体中中国形象的语料库辅助话语分析»ꎬ 载 «对外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９ ~ ５５ 页ꎮ

习近平: «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 第一卷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３０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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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ꎬ 新技术也影响到非洲大陆民众的媒介接触习惯ꎬ 塑造着他们对中

国、 中非关系与世界的认知ꎮ 非洲晴雨表 ２０２２ 年对 ３４ 个非洲国家的调查发

现ꎬ 非洲的媒体格局正在发生快速变化ꎬ 虽然广播仍然是最常见的新闻来源ꎬ
６８％的受访者称每周至少收听几次节目ꎬ 电视居第二ꎬ ５４％ 的受访者每周至

少观看几次新闻ꎬ 但数字媒体新闻的使用正在快速增长ꎬ 分别有 ４１％和 ３７％
的受访者称每周至少几次使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获取信息ꎮ 这一数据相较于

非洲晴雨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的调查数据已经翻倍ꎬ 数字媒体正在以非凡的方式

重塑传播格局ꎮ 受访者普遍认为社交媒体对非洲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重大

影响ꎬ 但也认识到社交媒体的优缺点: 一方面社交媒体促进信息共享、 赋权民

众动员和问责的机会ꎬ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是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的载体ꎬ 可能

会加剧分化、 误导民众乃至引发暴力ꎮ 但整体来看ꎬ 在非洲晴雨表的调查中ꎬ
非洲民众对社交媒体持积极态度ꎬ ５７％的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对社会有不同程

度的积极影响ꎬ 只有 ２４％的受访者认为影响是负面的ꎬ 其中使用社交媒体更加

频繁的受访者特别是青年人ꎬ 这一群体更为看重社交媒体的独特作用ꎮ①

虽然广播、 电视仍然是非洲最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ꎬ 但社交媒体和互联

网在非洲的发展却有着广阔的空间ꎬ 发展速度惊人ꎮ 据互联网世界统计ꎬ
２０２２ 年非洲的网民人数已超过 ５ ９ 亿ꎬ 脸书用户已超过 ２ ５５ 亿ꎮ② 社交媒体

等数字媒体将继续引发非洲传媒市场的变革ꎬ 非洲各界也对利用社交媒体重

塑非洲叙事寄予厚望ꎮ 例如ꎬ 有非洲学者认为社交媒体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

媒体对非洲的单一叙事ꎬ 改变了局外人负面定义非洲的情况ꎬ 非洲政府和人

民借助社交媒体等工具ꎬ 开始创建自己的故事ꎬ 助力非洲未来朝着乐观的方

向迈进ꎮ③ 因而ꎬ 新技术这一变量也要求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进行转向ꎬ 在利

用好广播、 电视加强对非传播的同时ꎬ 也要关注社交媒体、 互联网等新技术

在非洲的发展态势ꎬ 以更好适应这一新场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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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对非传播叙事范式创新的路径

新时代语境意味着中国对非传播必须加以调整ꎬ 才能够适应这些新变化

和新趋势ꎬ 而其中叙事范式的创新尤为关键ꎮ 正如习近平主席对于加强国际

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指示: “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ꎬ 掌握国际传播的规

律ꎬ 构建对外话语体系ꎬ 提高传播艺术ꎮ 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 不同国家、
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ꎬ 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 区

域化表达、 分众化表达ꎬ 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ꎮ”① 这一重要思想

有助于指导我们加快构建中国对非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ꎮ 费舍尔在 “叙事

范式” 中提出的 “叙事理性” 与 “充分理由” 可为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创新

提供一些启示ꎮ 叙事理性包括两方面: 一是叙事的可能性ꎬ 即对听众来说ꎬ
故事有多大可能性? 二是叙事的真实性ꎬ 即故事听起来让人感觉逼真吗? 故

事是否契合听众的经历? 通常违反常规的故事很难被接收ꎮ② 作为人类决策和

传播的模式的 “充分理由”ꎬ 是指人们评析判断叙事内容的一系列价值观ꎬ 而

对其判断是由历史、 成长经验、 文化等各种因素所决定的ꎮ 对叙事内容的评

析ꎬ 说到底是对叙事隐含的价值的评析ꎮ 简言之ꎬ 一个好的故事既要内容可

信ꎬ 又要价值可取ꎮ 基于此ꎬ 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范式创新可以从叙事内容、
叙事者的价值立场、 叙事技巧等多重路径着手ꎮ

(一) 营造基于现实的全面叙事

非洲学者山姆莫尤 (Ｓａｍ Ｍｏｙｏ) 曾言ꎬ “中国再殖民非洲” 是一个贫

乏的概念ꎬ 是假定中国对非洲政治经济控制权的肤浅认识ꎬ 如针对 “中国掠

夺非洲土地论”ꎬ 核查相关数据就会发现ꎬ 众多来自美国、 西欧以及斯堪的纳

维亚半岛国家的大量跨国公司才是攫取非洲土地和资源的主导者ꎮ 另外ꎬ 西

方批评中国在非投资无视 “善治” 规范ꎮ 实际上ꎬ 在中国投资企业在非洲矿

产、 农业和建筑领域投资合作过程中ꎬ 因工资待遇低引发与当地工人的劳资

冲突、 破坏当地环境等个别现象是真实存在的ꎬ 但西方跨国公司在此方面有

９３１

①

②

习近平: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ꎬ 展示真实、 立体、 全面的中国»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ꎬ 载

习近平著: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版ꎬ 第 ３１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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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之而无不及ꎮ① 这段评价既有对西方鼓吹的 “新殖民主义” 言论的批判ꎬ 又

不回避少数中企走进非洲存在的问题ꎮ 如此正反两面言说中非关系的故事可能

与非洲受众的储存故事更具相似性ꎬ 也更具说服力ꎮ 这正契合了克里斯里德

奥特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Ｒｉｄｅｏｕｔ) 提出的叙事对应性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ꎬ 该概

念指代受众会将叙事与已知的现实中 “可能” 发生的故事进行判断对比ꎬ 如

果接收的叙事与其储存故事存在相似性ꎬ 与已有的知识不冲突ꎬ 那么故事会

被接受就为合理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这种叙事对应性往往并不是基于真实现实

的实证评估ꎬ 更多是被建构起来的ꎮ②

上述理论对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范式创新也有一定启示意义ꎬ 启发其应

基于中非交往的现实进行更加全面的叙事ꎮ 一方面ꎬ 在中国对非传播中ꎬ 应

大力宣介中非合作所取得的务实成果和中非关系的平等性ꎬ 向非洲民众展示

中国走进非洲对于中非双方的重要意义ꎻ 另一方面ꎬ 中方在中非关系的叙事

中也应囊括中非交往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与挑战ꎬ 如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 面

临的挑战、 中国对非基础设施投融资存在的问题、 中国人文交流出现的短板

和困难等ꎬ 并向非洲朋友展示中非携手应对这些挑战的信心与方案ꎮ 这一基

于中非现实的叙事ꎬ 不但具有叙事理性所需要的真实性ꎬ 能够全面反映中非

关系的全貌ꎬ 而且与非洲受众具有更好的叙事对应性ꎬ 更加契合非洲媒体和

民众对于负面叙事的偏好ꎬ 借此有望能更好应对西方媒体发起的 “叙事之战”
与摆脱中国对非传播的 “叙事困境”ꎮ 非洲传媒学者鲍勃维科萨 ( Ｂｏｂ
Ｗｅｋｅｓａ) 的观点可能正是一种印证: “对于我个人而言ꎬ 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

对抗性更强的西方媒体和建设性更强的中国媒体同时存在于非洲大陆已

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ꎬ 西方和中国媒体正在相互产生影响ꎮ 最终ꎬ 这将会对

非洲及非洲媒体产生好的效应ꎮ”③

(二) 构建基于价值的共同叙事

叙事内部的文本大厦存在着价值结构ꎬ 它隐含了故事所蕴含的信念和行

为在道义上是否正确ꎬ 代表了不同故事讲述者的立场和态度ꎮ 在叙事交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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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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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蒙之: «叙事传播: 范式、 理论及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分析策略应用»ꎬ 载 «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６３ ~ ７０ 页ꎮ
温胜华: «观察: 中国媒体如何在非洲报道?»ꎬ 载 ＢＢＣ 中文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ｚｈ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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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ꎬ 故事的讲述者只有向受众提供具有吸引力的价值ꎬ 共享社会价值和故

事伦理ꎬ 保有相同的社会道德秩序想象ꎬ 才能使之接受叙事内容ꎮ 同样ꎬ 中

国对非传播的叙事创新应超越文本这个层次ꎬ 转向如何从更深层的价值观层

面进行突破ꎬ 换言之ꎬ 对中非关系的言说不能仅局限于中国这个主体ꎬ 而是

要从中非互为主体、 从中非的共同价值出发来理解双方关系ꎬ 从而实现一种

以非洲为主体、 为对象和为场景的中国表述ꎮ
从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负面叙事可以观测ꎬ 其夸大了中非交往中的竞

争性与冲突性ꎬ 为维护固有利益鼓噪出 “中国威胁论” “新殖民主义” “中国

债务陷阱论” 等一系列负面言论ꎬ 彰显了 “二元对立” “文明冲突” 等狭隘

的民族—国家主义价值取向ꎮ① 西方媒体对中非关系的叙事及其内涵的价值观

面临着诸多挑战ꎬ 由于过多关注竞争、 冲突、 矛盾而忽略了世界的关联性与

互惠性ꎬ 将高高在上的 “自我” 与失语的中非两个 “他者” 明显地对立起

来ꎬ 未能真实反映当前中非关系的现实ꎬ 也无助于解决其所提出的各类问题ꎬ
维护这一叙事将愈加困难ꎮ 因此ꎬ 超越西方的 “二元对立” 体系、 走向中非

价值共享的共同叙事就成为中国对非传播的紧迫任务ꎮ
共同叙事分享的是关于 “我们” 的故事ꎬ 有助于建立一个共同体的基本

信仰和价值观ꎬ 建构起中非的 “叙事共同体”ꎮ 中国追求的是中非共同发展ꎬ
给非洲带去发展机遇而不是控制和压迫ꎬ 这与历史上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所作

所为形成鲜明对比ꎮ 因此ꎬ 中非命运共同体就是彰显中非共同叙事的核心价

值取向ꎬ 是中非共通互融的叙事道义高峰ꎮ 这是一种从 “我们” 思维出发的

更为高级的至善性价值取向ꎬ 打通了不同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之间的隔膜ꎬ 追

求的是中非乃至全人类共同价值ꎮ 以此价值为指引ꎬ 中国对非传播的共同叙

事ꎬ 不仅要呈现中非深厚的传统友谊、 唤醒共同的集体记忆ꎬ 还要呈现中非

互利共赢的合作现实与务实成果ꎬ 批驳西方负面叙事的不实言论ꎬ 更要呈现

中非共同面对的全球挑战、 讲好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故事ꎮ 此外ꎬ 这一叙事共

同体的更深层逻辑是要从非洲出发来看待和反向建构 “我们”ꎬ 中国对非传播

应以 “非洲之需” 为主线ꎬ 创新治国理政、 脱贫攻坚、 经济发展、 安全治理

等话语ꎬ 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发展与治理经验交流互鉴ꎬ 真正助力非洲发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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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玉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非国际传播探索»ꎬ 载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６９ ~ ７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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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实现 “中国梦” 与 “非洲梦” 的相融相通ꎮ
(三) 开创基于互动的数字叙事

在遵循叙事理性与符合叙事价值之外ꎬ 新技术也应纳入对非传播的叙事

范式创新考量之中ꎮ 面对国际传播中的移动化、 社交化、 可视化的趋势ꎬ 中

国对非传播的叙事范式应适应这一趋势进行创新ꎬ 将传统媒体以文本为中心

的叙事与当前以互动性、 参与性、 沉浸性为特征的数字叙事结合起来ꎬ 探索

设计不同叙事联动的叙事范式ꎮ 在很多情况下ꎬ 数字叙事和交互叙事有着相

似的指涉对象ꎬ 但数字叙事不仅代表一个个完整的交互作品ꎬ 其有着区别于

传统叙事的诸多层次ꎮ 哈特穆特霍伊尼采 (Ｈａｒｔｍｕｔ Ｋｏｅｎｉｔｚ) 将数字叙事划

分为 ３ 个层次: “系统” “过程” 与 “产出”ꎬ 数字叙事作品是这 ３ 个层次的

综合ꎮ “系统” 指的是生产数字工件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 的软件或硬件ꎬ 其程序

本性表明数字叙事一个 “反应性” 和 “生成性” 的系统ꎬ 只要用户进入这个

系统ꎬ 那就蕴含着 “潜在叙事”ꎬ “过程” 就开始了ꎻ “过程” 主要是指用户

的交互环节ꎻ “产出” 则是最后的文本层ꎬ 是一种具象化的叙事ꎬ 具象化是指

不同的用户针对同一 “系统” 或者 “源头” 经由参与而产出不同的叙事ꎮ①

可见ꎬ 数字叙事既强调技术属性ꎬ 也重点关注交互属性ꎬ 这些属性为打通传

受中非双方的认知空间、 推动双方的交流互动与叙事生成、 讲好中非合作的

故事提供了新思路ꎮ
一方面ꎬ 赋予传统媒体以更多的数字叙事思维ꎮ 鉴于广播、 电视仍然是

非洲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ꎬ 在中国对非传播过程中ꎬ 要加大对这两大媒介

的渠道建设和叙事内容改造ꎬ 要赋予传统媒体以更多的数字叙事内涵ꎬ 促使

其内容更加生动活泼、 易被接收ꎮ 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范式创新ꎬ 不但要利

用好已有的对非广播媒体ꎬ 制作出一批简短、 生动、 富有感染力的广播节目ꎬ
让中非友好的故事得以覆盖更为广阔的非洲农村地区ꎬ 还要利用好电视媒介ꎬ
译制播放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电视剧和纪录片ꎬ 让更多非洲民众看到新时代

的中国与中非交往场景ꎮ 此外ꎬ 中国对非传播媒体要利用好已有的新媒体平台ꎬ
包括中华网、 “我爱非洲” 手机电视移动多媒体频道、 新华手机报、 中国日报网

非洲子网等ꎬ 围绕非洲民众感兴趣的内容制作生动活泼的短视频、 音频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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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纪录片、 直播节目等ꎬ 通过社交媒体和网络媒体分享给非洲的青年一代ꎮ
另一方面ꎬ 借力数字叙事推进中非民间叙事主体互动ꎮ 社交媒体的整体

氛围是平等对话ꎬ 且具有极强的互动性和及时性ꎮ 作为 “兄弟” “朋友” “伙
伴” 的中非双方都渴望相互了解ꎬ 依托社交平台ꎬ 中国对非传播有望开展社交

式、 互动式、 讨论式的故事讲述ꎬ 增进双方对彼此文明、 历史、 文化、 制度等

全方位的认识ꎬ 加强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的相互理解ꎬ 从而

使得中国媒体的对非叙事成为增信释疑、 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ꎬ 真正助力构建

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ꎮ 长期以来ꎬ 中国对非传播还是以官方媒体为主ꎬ
而借力数字叙事可以调动中国最广大的民间叙事主体ꎬ 社交媒体上的每一位乐

于表达、 积极自信、 对中非关系怀有兴趣的中国人ꎬ 都可以成为中国故事的讲

述者ꎬ 他们使用文字、 图像、 音视频、 直播等多种方式ꎬ 实现对中非关系叙事

的多样化讲述ꎬ 这些 “个性化叙事” 更加真实立体ꎬ 并且有望实现网络虚拟空

间的讲述者与受众的交互ꎬ 将中非民众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ꎮ

五　 结语

新时代语境下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范式创新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

跳出有关中非关系的西方叙事窠臼与中国传统叙事限制ꎬ 推动中国对非传播

的本土叙事转向中非共同叙事乃至涵盖更多非洲叙事ꎬ 从而实现在新的起点

上ꎬ 言说好 “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如何再出发” 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ꎮ 要实现

这一转向ꎬ 不仅依赖于叙事范式的具体路径创新ꎬ 更依赖于思维与观念的转

向ꎬ 需要从更为宏大的层面去理解这一问题ꎬ 以文明观、 系统观、 大历史观

等观念为指导去把握中非关系ꎬ 进而推动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体系构建ꎮ
第一ꎬ 从文明交流互鉴高度来看待中国对非传播ꎮ 习近平主席在对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明确提出 “七个着力” 的要求ꎬ 最后一个就

是 “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ꎮ① 这表明中国已从文

明交流互鉴的高度来看待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性ꎮ 在文明交流互鉴视域

下ꎬ 传播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传播ꎬ 而是强调交往的价值ꎮ 同理ꎬ 从

中非文明交流互鉴的高度来观测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范式创新ꎬ 不仅超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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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张烁: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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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意义上的 “讲好中国故事”ꎬ 更是对西方媒体污名化中国对非搞宣传、
意识形态输入等言论的有力回击ꎬ 其关注的是中非两大古老文明的交流互鉴ꎬ
是中非人民不同日常生活方式的交流共享ꎬ 真正彰显了一种内蕴平等、 互鉴、
对话、 包容等特性的新传播观ꎬ 在此意义上探寻构建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体

系才谓有源之水ꎬ 有本之木ꎮ
第二ꎬ 从普遍性向度阐明中国叙事的非洲融通性ꎮ 中国叙事虽具有中国

本土性的特征ꎬ 彰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ꎬ 但中国叙事也包含了人类发展进程

中的普遍性问题ꎬ 诸如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基于现代性这一全球普遍性问题而

给出的中国方案ꎬ 该命题的提出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普遍意义ꎮ 同样ꎬ 发展也

是非洲最亟待解决的问题ꎬ 非洲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ꎬ 而中国式

现代化为非洲国家实现现代化打开了思路ꎬ 有助于非洲国家破解发展难题ꎮ
因此ꎬ 构建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体系ꎬ 需要从整体系统观、 普遍性的角度来

阐明中国叙事的非洲融通性ꎬ 从而实现从中国叙事到中非共同叙事、 非洲叙

事的转换ꎬ 摆脱单一中国叙事的孤立感ꎮ
第三ꎬ 以大历史观来看待中非关系ꎮ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ꎬ 大历史观具有

贯通社会系统的总体性特点ꎬ 它以社会历史整体和历史的整体化运动为观照

对象ꎬ 以过去、 现在、 未来的链接为时间维度ꎬ 以探究社会规律、 历史规律

为着力重点ꎮ① 同样ꎬ 中非关系也应被置于大历史观下来考察ꎬ 中非关系涵盖

相融而相通的历史、 现实和未来 ３ 个维度ꎮ 如果不理解同呼吸、 共命运的中

非深厚历史友谊ꎬ 就很难理解今天中非的密切往来ꎬ 更难展望中非命运共同

体的美好未来ꎮ 这就要求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体系也应是包含中非交往的历

史、 现实和未来的叙事ꎬ 用历史映照现实、 远观未来ꎮ 只有在中非交往历史

的长时代、 全球风云变幻的宽视野中考察中非关系ꎬ 才能更加深刻理解中非

关系从哪里来、 现在走到了哪里、 又将走向哪里ꎬ 才能做到不短视、 不偏视、
不浅视ꎬ 而在这一逻辑下构建与之因应的中国对非传播的叙事体系ꎬ 才有可

能反映全面的中非关系ꎬ 真正提升中国对非传播的效能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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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迪: «牢固树立大历史观»ꎬ 载 «前线»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７ ~ ２０ 页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