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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及使用授权声明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 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 ， 独立进行研宄工作所

取得的成果 。 除文中 己经注明 引用 的 内容外 ， 本论文不含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

撰写过的研宄成果 ， 也不含为获得苏州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证书而使用过的材

料。 对本文的研宄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 ， 均已在文中 以明确方式标明 。 本人承

担本声明 的法律责任 。

研究生签名 ： 曰 期 ：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苏州大学关于收集 、 保存和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 ， 即 ： 学位论文著

作权归属苏州大学 。 本学位论文电子文档的 内容和纸质论文的 内容相
一

致。 苏州大学

有权向 国家图书馆、 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情报中心 、 中 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含万

方数据电子出版社 ） 、 中 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 电子杂志社送交本学位论文的复印件

和电子文档 ， 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 ， 可以采用影印 、 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和汇

编学位论文 ， 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 。

涉密论文〇

本学位论文属在 年 月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

 ，

非涉密论文０

论文作者签名 ： 日 期 ：

＾
^

导 师 签 名 ：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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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

生产性概念
”

的
“
一带一路

”

在对外传播中的实

践 ： 基于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２０５０ 篇英文报道的考察

（ ２０ １ ３
－２０２ １ ）

中文摘要

“
一

带
一

路
”

作为
“

丝绸之路经济带
”

和
“

２ 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

的简称 ， 自 ２０ １ ３ 年由 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提出后 ， 便成为中 国面向世界未来发展的

重要倡议 。 在笔者看来 ，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拥有着丰富的中 国哲学意涵 ， 充满着中 国

智慧 ， 是
一

个宏观且抽象的概念 ， 没有具体的概念界定 ， 它是被政治主体不断创造与

补充的 ， 具有极强的意义流动性 。 因此 ， 笔者将
“
一

带
一

路
”

视为
“

生产性概念
”

，

所谓
“

生产性概念
”

是指 ，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本身并非是单
一

与 固定的 ， 而是被政治

主体持续扩充生产的 ， 强调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是充满灵活性、 丰富性 、 创造性与流动

性的 ， 承载着我国厚重的历史和东西方文明交流发展的美好愿景 。 因此 ， 如何对外传

播
“
一

带
一

路
”

这
一

抽象且宏大的
“

生产性概念
”

， 使世界各国真正认知 、 理解 、 接

纳和参与
“
一

带
一

路
”

， 便成为中 国媒体对外传播最为重要的任务之
一

。

本研宄从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中选取 ２０５０ 篇 以
“
一

带
一

路
”

为主题的英文报道 ， 时

间维度横跨 ２０ １ ３ 年至 ２０２ １ 年 ， 重点探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在面对复杂 、 抽象且宏大的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时 ， 是如何对其展开新闻报道的 ， 即在介绍基本内涵的 以外 ， 是否

可以充分且全面的报道作为
“

生产性概念
”

的
“
一

带
一

路
”

的深层意涵与相关外延 。

对此 ， 本文主要采用计算传播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通过 内容分析法 、

Ｗｍａｔｒｉｘ 语料库分析 、 ＬＤＡ 主题聚类分析和 ＬＩＷＣ 词典计量文本分析 ， 试图 回答以

下五个方面的 问题 ： 其
一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在新闻报道中是如何具体阐释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 ？ 其二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是否存在概念隐喻 ？ 涉及哪

些具体的架构与隐喻映射 ？ 这些架构和概念隐喻分别代表什么 ？ 对外传递怎样的 中

国声音 ？ 其三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所涉及的主题是什么 ？ 面向不

同地区的新闻报道主题是否存在差异 ？ 其四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

Ｉ



中文摘要


作为
“

生产性概念
”

的
“
一

带
一

路
”

在对外传播中 的实践

所采用 的报道框架是
“

二元对立框架
”

还是
“

非二元对立框架
”

？ 新闻报道的立论

与观点是截然对错的二元判断 ， 还是全面综合、 客观辩证的报道 ？ 其五 ， 结合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新闻报道的综合表现 ， 作为
“

生产性概念
”

的
“
一

带
一

路
”

的 内涵与外延是

否在其中被充分阐述与报道 ？

本研宄结果表明 ， 首先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以
“

和合思想
”

为核心阐释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 ， 并且在具体阐释的过程中 ， 更多的将
“
一

带
一

路
”

视为
“

单
一

概念
” “

全球概

念
”

和
“

主体间性概念
”

， 而与之相应的
“

组合概念
”“

本土概念
”

和
“

利他性概

念
”

则是以补充的形式呈现 。 其次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存在着

多元而丰富的架构与概念隐喻 ， 包含陆地车辆／运输架构 、 航海架构 、 帮助架构 、 互

惠架构 、 人际关系架构 、 衣物架构 、 建筑架构 、 植物／农艺和园艺架构 、 运动 ／行动架

构 、 精神状态架构和容器架构等Ｈ 种具体架构 ， 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概念隐喻 。 在这

些架构与概念隐喻运用 的背后 ，

“

互联互通
”

已成为
一

种具体的行动指向 ， 其核心承

载的是
“

合作
”

， 而这亦是对中 国
“

和合
”

思想和大同之
“

道
”

的强调 ， 包含着对中

国深层哲学思想的解释 ， 富含着丰富的哲学 旨趣 。 再次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主题十分丰富 ， 且涵盖范围较广 ， 涉及到政治 、 经济 、 文化 、 旅游 、 基建 、

人才、 教育和生态等众多主题 ， 而在面向不同地区的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 ， 主题

侧重点虽存在差异 ， 但整体并未形成在地化 、 分众化和精准化的新闻报道 。 最后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运用
“

非二元对立
”

的新闻报道框架 ， 全面综合、 客观辩证的对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展开报道 ， 这有利于消解西方国家和媒体对我国
“
一

带
一

路
”

污名化的

解读 ， 以及有失偏颇的负面报道。 概言之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运用多元的新闻报道策略

和丰富的概念阐释方式 ， 综合全面的对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予 以阐释 ， 涉及到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深层 内涵和相关外延 。 至此 ， 作为
“

生产性概念
”

的
“
一

带
一

路
”

在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的对外传播中被充分报道与阐释 。

关键词 ：

“
一

带
一

路
”

； 对外传播 ； 生产性概念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作 者 ： 经羽伦

指导老师 ： 陈龙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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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缘起

作为国家对外重要战略的
“
一

带
一

路
”

是解决世界结构性危机的
“

中 国方案
’ ’

，

众所周知 ， 这
一

中 国方案承载着特殊的国家使命和国际责任 。 其 目标在于搭建新型的

国际合作平台 ， 以经济互通促进政治互信 、 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 ， 进而构建
“

人类命

运共同体
”

。 然而 ， 当前的西方媒体不断地对
“
一

带
一

路
”

进行炒作和误导式解读 ，

“

中 国威胁论
” “

中 国崩溃论
”

和
“

中 国责任论
”

的 内容与焦点被不断放大 ， 中 国在

争夺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常常深陷
“

被动应对的状态
”

。对此 ， 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 ，

国际舆论
一

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 ， 各种声音不断碰撞和交锋 ， 尤其是倡议之初 ，

误解、 质疑甚至恶意扭曲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 。

１

因此 ， 从对外传播的视角来看 ， 如

何向世界传达真正意义上的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 。

作为世界了解中 国的重要窗 口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在
“
一

带
一

路
”

的对外传播中具

有不可替代性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是 １ ９８ １ 年创办的第
一

家全国性英文报纸 ， 现已发行

到世界 １ ５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拥有 ６ 种不同的英文

报 ，

２包括北京版、 香港版 、 美国版 、 欧洲版 、 非洲版和亚洲版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 是

海外读者了解中 国的主要途径之
一

， 也是构建中 国 国家形象的重要平台 ， 而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在
“
一

带
一

路
”

的对外传播中也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 从
“
一

带
一

路
”

概

念提出伊始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就对
“
一

带
一

路
”

投入关注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关于
“
一

带
一

路
”

的报道始于 ２０ １ ３ 年 ９ 月 １ １ 日 ， 驻北京记者李潇堃和驻美国纽约记者张雨薇

共同采写的有关
“
一

带
一

路
”

的第
一

篇新闻报道 ， 题为
“

Ｓ ｉｌｋＲｏａｄｔｏｔａｋｅｏｎａｎｅｗ

ｌｏｏｋ
”

（
《 以新视角展望

“

丝绸之路
”

》 ） 。

３其后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针对
“
一

带
一

路
”

展开大量地对外报道 。

一

方面 ， 相比于国 内媒体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与国际接轨更为密

切 ， 在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 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性 ； 另
一

方面 ， 相 比于其他外

１ 宣长春
，
林升栋 ．文化距离视野下的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一基于 ４９ １ ８ 篇英文新闻报道的情感分析 （
２０ １ ３ －２０ １ ９ 年 ） ［

Ｊ
］

．

新闻与传播研究 ，
２０２Ｕ ８

（
０６

）
：２４＊４３＋ １２６ ．

２

中 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宄所
，
首都新闻学会调查组著 ． 中 国传播效果透视 ［

Ｍ
］

． 沈阳 ：沈阳 出版社
，

１ ９８９ ．

３ 彭心艺 ？基于
“
一

带
一

路
”

相关报道的 国家形象建构研宄 ［
Ｄ

］
．吉林大学 ，

２０２０ ．

１



绪论


作为
“

生产性概念
”

的
“
一

带
一

路
”

在对外传播中的实践

媒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对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解释更加符合中国实际情况 ， 这在
一

定程

度上 ， 可以反驳外媒 （尤其是美国和欧洲 ） 对
“
一

带
一

路
”

的刻板成见 ， 从而为
“
一

带
一

路
”

正名 ， 为世界真正了解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提供可能性 。

第二节 研究意义与研究价值

一

、 现实意义与价值

习近平谈到对外传播时提出 ：

“

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 创新对外宣传方

式 ， 加强话语体系建设 ， 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 讲好 中 国故

事 ． ． ． ． ． ．

”

２０ １ ５ 年 ５ 月 ， 习近平就 《人民 日报 （海外版 ） 》 创刊 ３０ 周年作出批示 ， 进

一

步阐释了两年前他提出的
“

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

的内涵 ， 希望
“

用海外读者乐于

接受的方式 、 易于理解的语言 ， 讲述好中 国故事
”

。

１

但事实上 ， 中 国在对外传播的

过程中身陷囹 圄 ， 并且对于如何讲好中 国故事、 如何推广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 ， 业界始

终没有寻找到正确的对外传播的创新路径 ， 而学界也始终停留在表面问题的探讨和经

验性的漫谈上 ， 未对如何做好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

有鉴于此 ， 针对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实践所展开的学术研宄 ， 在当下具有迫切

性 。 本研宄选取具有国际属性的对外传播新闻媒体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考察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如何对外传播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 ， 探宄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在基本内涵的介绍之上 ， 是否

可以充分且全面的报道作为
“

生产性概念
”

的
“
一

带
一

路
”

的深层意涵与相关外延 ，

并挖掘其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潜在问题 。 并结合当下的 国际形势 ， 对 目前国

内新闻媒体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的 出路提供创新性的见解 ， 希冀澄清西方媒体对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负面解读 ， 为对外传播实践及其研宄提供启示 ， 具有
一

定的现实

意义与价值 。

二 、 理论意义与价值

对外传播实践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议题 ，

“
一

带
一

路
”

亦是学界的研宄热点 ，

但是 目前围绕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展开的研宄 ， 多是从国家形象和话语权力角度出

１ 陈力丹
一

带
一

路
”

下跨文化传播研宄的几个面 向 ［
Ｊ
］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 １ ６

，
４９

（
０ １

）
：６９

－

７３ ．

２



作为
“

生产性概念
”

的
“
一

带
一路

”

在对外传播中 的实践


发 ， 套用相同的理论框架 ， 翻来覆去的讨论相 同的 问题 ， 致使研宄缺乏学术价值与新

意 。 故此 ， 本文深耕于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有关
“
一

带
一

路
”

的新闻报道 ， 具体涉及到生

产性 、 隐喻 、 全球化 、 本土化、 利他性和主体间性等理论 。 其中
“

生产性概念
”

是笔

者基于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所提炼出 的创新性概念 ， 用 以探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如何对外

传播
“
一

带
一路

”

概念 。 同时 ， 本研究摒弃传统新闻框架对报道特点的探讨 ， 从
“

二

元对立
”

与
“

非二元对立
”

的角度出发 ， 探究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

是否采用
“

非二元对立
”

的报道框架 ， 报道的立论和观点是否辩证、 客观 、 综合 、 全

面。 总体来看 ， 是具有话题性的研宄议题 ， 具有理论层面上的意义与价值 。

第三节 关键概念解析

—

、

“
一带一路

”

概念的内涵

２０ １ ３ 年 ９ 月 ７ 日 ，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 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 ，

特别提出
“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
”

的新概念 。 同年 １ ０ 月 ， 他在印度尼西亚访 问时进

一

步提出
“

２ 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

格局的构想 。

１

其后 ，

“
一

带
一

路
”

（ ＴｈｅＢｅ ｌｔ

ａｎｄＲｏａｄ ；ＯｎｅＢｅｌｔ ，ＯｎｅＲｏａｄ ， Ｂ＆Ｒ ） 作为
“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
，，

和
“

２ １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

的简称 ， 成为中 国面向世界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 在
“
一

带
一

路
”

这个概念性的名词背后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东西方文明交流发展的美好愿景 。

２

它与古代的
“

丝绸之路
”

有着难以切割的历史渊源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

“
一

带
一

路
”

是古代
“

丝绸之路
”

的历史传承与现代衍生 ， 而古代
“

丝绸之路
”

的成功也为

“
一

带
一

路
”

的全球化路径奠定基础并提供现实依据 ， 两者背后也都暗含着不同程度

的政治 、 经济和文化色彩 。 故此 ， 要想深入理解
“
一

带
一

路
”

在当下的发展 ， 需对古

代
“

丝绸之路
”

的 内涵与彼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背景进行溯源 ， 以更好的厘清
“
一

带
一路

”

的概念内涵与现实意义 。

“

丝绸之路
”

首先是 由近代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 ？ 冯 ？ 李希霍芬 （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ｖｏｎ

Ｒｉｃｈｔｈｏｆｅｎ ） 提出 ， 他将中国经中亚、 西亚至地中海东岸的陆上贸易通道命名为丝绸

１ 赵旭东 ．互惠逻辑与
“

新丝路
”

的展开一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引发的人类学方法论的转变 ［
Ｊ
］

．探索与争

鸣 ，
２０ １ ６

（
１ １

）
： １ １

－

１ ９ ．

２ 刘晓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研究 ［
Ｄ

］
．湘潭大学 ，

２０ １６ ．

３



绪论


作为
“

生产性概念
”

的
“
一

带
一

路
”

在对外传播中 的实践

之路 。 ｔ ｉ ｏｏ 多年前 ，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 ， 由于丝绸是东西方交通大道上交易的重要

商品 ， 因此后世称之为
“

丝绸之路
”

。

２

古代的
“

丝绸之路
”

停留在经济层面 ， 可被

分为
“

陆上丝绸之路
”

和
“

海上丝绸之路
”

， 用来形容中 国与亚欧大陆之间贸 易往来

的主要通道 。 如今 ， 斗转星移 ， 岁 月 更替 ，

“

丝绸之路
”

被赋予全新蕴涵并产生新的

外延变化 ： 从蕴涵上看 ，

“

丝绸之路
”

不再是历史上主要服务于商贸往来的商路 ， 而

是涉及除经济之外更多领域的庞杂复合的网络 ； 在外延上 ，

“

丝绸之路
”

则逐渐从原

先专指 穿越 中 亚沙漠地带 的
“

绿洲路
”

泛化为
“

绿洲路
” “

海洋路
”“

草原

路
” “

西南路
”

等欧亚之间各条贸易路线的统称 。

３“丝绸之路
”

已然成为
一

条连接

东西方之间经济的主干道 ， 并成为东西方政治 、 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 尽管陆上丝绸

之路在宋元之后逐渐衰落 ， 但
“

丝绸之路
”

已经成为中 国与亚欧大陆文明交流的典

范 ， 是中 国成功对外交往的象征 。

“
一

带
一

路
”

作为
“

古丝绸之路
”

在当代经贸合作的升级版 ，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

长、 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 。 薪火相传 ，

“
一

带
一

路
”

也同样承载着
“

丝绸之

路
”

的外交精神和历史使命 ， 并且在此基础之上 ，

“
一

带
一

路
”

所涉及的政治 、 经济

和文化领域更为宽泛 ， 所涉国家与地区也更多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

提 出之初 ， 由于中 国政府
一

直没有 出 台官方文件对其进行具体阐述 ， 社会各界对于

“
一

带
一

路
”

的理解或多或少带有猜想的色彩 ，

４

西方国家也对
“
一

带
一

路
”

的 内涵

与意图进行恶意揣测 。 其后 ，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 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愿景与行动 》 报告对
“
一

带
一

路
”

展开说明 ，

“

共建
“
一

带
一

路
”

旨在促进经济要素

有序 自 由流动 、 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 ， 推动开展更大范 围 、 更髙水平、 更深

层次的区域合作 ， 共同打造开放、 包容、 均衡 、 普惠 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

。

５

同时 ，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也包含着与既往经济全球化完全不同的理念 ， 即
“

和平合作 、 开放

包容 、 互学互鉴 、 互利共赢
”

， 而且强调 了
“

共商 、 共建、 共享
”

的原则 。 总体上 ，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可以简单地用
“
一

个核心理念
”

（和平 、 合作 、 发展 、 共赢 ） 、

“

五

个合作重点
”

（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 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 ） 和
“

三个共

１ 邹嘉 ．中 国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政治经济学 ［
Ｍ

］
．上海 ：海人民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５ ： １
－２ ．

２

白永秀
，
王颂吉 ．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纵深背景与地缘战略 ［

Ｊ
］

．改革 ，
２０ １ ４

（
０３

）
： ６４－７３ ．

３ 邹磊 ． 中 国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 的政治经济学 ［
Ｍ

］
？上海 ：海人民出版社３ １ ５ ： １

－２ ．

４ 刘卫东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
［
Ｊ
］

．地理科学进展
，
２０ １ ５

，
３４

（
０５

）
： ５３ ８

－

５４４ ．

５

国家发展改革委
，
外交部

，
商务部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 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

Ｎ
］

． 人民 日

报 ，
２０ １ ５ －０３

－

２９
（
００４

）
．

４



作为
“

生产性概念
ｗ

的
“

一带
一

路
”

在对丹传播中 的实践

绪论

同体
”

（利益共同体 、 命运共同体 、 责任共同体 ） 来表达 。

１

至此 ，

“
一

带
一

路
”

概

念开始变得清晰 ， 且具有 目 标性 ， 但
“
一

带
一

路
”

的概念并非是完全固定的 ， 它的整

体规模与发展态势都呈现出动态流动的趋势 。

二 、 对外传播的概念界定

对外传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 从广义角度讲 ， 对外传播是
一

个国家对外交流的有

机组成部分 ，

２

包括各种国际交流活动 。

３从狭义角度来讲 ， 对外传播主要指传播者以

大众媒介为载体向外 国受众进行的新闻报道行为 。

４

对外传播本身具有宣传色彩 ， 是

世界了解中 国的重要方式 ， 其本身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 本文研宄对象
“
一

带
一

路
”

是中 国对外传播的具体方案 ，

“
一

带
一

路
”

是国家对外战略 ， 其具有广义层面对

外传播的属性 。 具体来说 ，

“
一

带
一

路
”

在政治 、 经济和文化层面 ， 为我国立足国际

社会带来新的机遇与格局 。 在政治层面 ， 构建出人类命运共同体 ， 以实现
“

美美与共 ，

天下大同
”

的历史使命 ； 在经济层面 ， 推进全球化进程 ， 实现世界共同富裕 ； 在文化

层面 ， 中 国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 ，

“
一带

一

路
”

为中 国文化
“

走出去
”

提供更为

广阔 的平台 。 同时 ， 在与各 国进行合作交流时 ，

“
一

带
一

路
”

可以促进国际社会对我

国全方位的 了解 ， 打破各国对我国的刻板成见 ， 因此 ，

“
一

带
一

路
”

为实现有效的对

外传播提供无限可能 。 从对外传播的狭义层面来看 ，

“
一

带
一

路
”

也 日渐成为海 内外

媒体关注的焦点 ， 而这对于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而言 ， 也具有非凡的意义 。 本文所

聚焦的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对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新闻报道 ， 便是国 内新闻媒体对外传播

具体的实践方式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通过对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系统阐释 ， 帮助各国 了

解
“
一

带
一

路
”

的概念的核心、 初衷和理念 ， 以更好的达到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的

效果 。

三 、 生产性概念的内涵界定

生产性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 是
一

个多义词 ， 要想理解
“

生产性
”

的内涵 ， 首先需要

理解
“

生产
”

的定义 。 所谓
“

生产
”

， 是指创造物质或精神财富 。 也特指人们使用工

１ 刘卫东 一

带
一路

”

倡议的科学 内涵与科学 问题
［
Ｊ
］

．地理科学进展
，
２０ １ ５

，
３４

（
０ ５

）
： ５ ３ ８

－５４４ ．

２ 郭可．当代对外传播 ［
Ｍ

］ ，
上海 ：复旦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３ ： １ ．

３ 段连城 ． 对外传播学初探 ［
Ｍ

］
．北京 ： 中 国建设出版社

，

１ ９８ ８ ： １
－２ ．

４ 郭可．当代对外传播闕 ，
上海 ：复旦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３ ： １ ．

５



绪论


作为
“

生产性概念
”

的
“
一

带
一

路
”

在对外传播中 的实践

具创造生产 、 生活资料的活动 ， 即人们消耗
一

定劳动 ，

“

创造
”

出劳动产品 。 在这
一

过程中 ， 人们的劳动消耗得到补偿 ， 并获得
“

增殖
”

的劳动回报 。 而
“

生产
”

加上
一

个形容词标识
“

性
”

字 ， 就代表这种
“

生产活动
”

所具有的
“

特性
”

。 故此 ，

“

生产

性
”

可以按不同的语境理解为
“

有产出 的
” “

增值的
”“

有回报的
”

等 。

１

从马克思

的哲学理论角度出发 ， 生产性是与人类劳动相伴相生的 ， 生产性劳动是指能够带来剩

余价值的劳动 。

２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 ， 弗洛姆对于
“

生产性
”

有这样
一

个定义描述 ：

“

生产性是人所特有的潜能的实现 ， 是人运用他 自身力量的实现 。

” ３

简而言之 ， 如

果
一

个人能够以 自 身的力量实现 自 身的潜能 ， 即这个人是具备生产性品质 的 。

４

结合

马克思和弗洛姆的观点来看 ， 生产性是作为主体性的人所拥有的特征 ， 并且生产性往

往是在人类具体劳动中体现的 。

本研宄挪用
“

生产性
”

的定义 ， 并对其进行概念延伸 。 在本研宄中 ，

“

生产
”

特

指
“
一

带
一路

”

的概念生产和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围绕前者展开的新闻生产 ， 框定的生产

性主体指向依旧是
“

人
”

， 包括政治主体和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的新闻工作者 。 事实上 ，

“
一

带
一

路
”

的概 构建是
一

个多方合作 、 共同阐释的结果 。

５

在笔者看来 ，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富含着丰富的中 国哲学意涵 ， 充满着中 国智慧 ， 是
一

个宏观且抽象的概念 ，

与传统理论概念的界定不同 ，

“
一

带
一

路
”

始终没有具体的概念界定 。 尽管中 国政府

最初对
“
一

带
一

路
”

的概念设计 ， 在诸如 目标、 理念与原则等大方向上是具体、 清晰

且明确的 ， 但在概念具体的 内容阐释上是充满不确定性的 ， 它是被政治主体不断创造

与补充的 ， 具有极强的意义流动性。 因此 ， 笔者将
“
一

带
一

路
”

视为
“

生产性概念
”

，

所谓
“

生产性概念
”

是指 ，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本身并非是单
一

与固定的 ， 而是被政治

主体持续扩充生产的 ， 强调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是充满灵活性、 丰富性、 创造性与流动

性的 。 对此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新闻工作者在政治主体生产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基础之

上 ， 于新闻文本中不断地生产 、 创造、 扩充并解释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 ， 这也使得围绕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所展开的新闻报道 内容 ， 充满解释力与流动性 ， 而非
一

尘不变 。 因

此 ， 本文创新性地提出
“

生产性概念
”

， 用 以概括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本质特征 ， 并

在此基础之上 ， 试图考察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在面对复杂 、 抽象且宏大的
“
一

带
一路

”

概

１ 曹兆文．体面劳动的生产性 ：概念与实现途径 ［
Ｊ
］

．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２０ １ １

，
１ ０

（
０９

）
： ５ ３ －５６ ．

２ 卡尔 ？马克思
，
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６ 卷Ｘ第 １ 分册） ［

Ｍ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１ ９７ ３ ： １ ４２ －

３ １ ８ ．

３ 弗洛姆．为 自 己的人 ［
Ｍ

］
．孙依依译 ．北京 ：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

１ ９ ８８ ： ９ １ ．

４ 蔡菁 ．论生产性师生关系及其建构 ［
Ｄ

］
．华中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７ ．

５ 储殷 ，高远．中 国
“
一

带
一

路
”

战略定位的三个问题 ［
Ｊ
］

．国际经济评论
＞
２０ １ ５

（
０２

）
： ９０ －９９＋６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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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念时 ， 是如何对其展开深度报道的 ， 即在介绍基本内涵的 以外 ， 是否可以充分且全面

的报道作为
“

生产性概念
”

的
“
一

带
一

路
”

的深层意涵与相关外延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一

、

“
一带一路

”

新闻报道与对外传播

针对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对外传播研究是传播学界讨论的热点 ， 相关研宄主

要集中在媒体从业人员和新闻机构 以
“
一

带
一

路
”

为核心展开的新闻实践活动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 内容上 。 从媒体从业人员与新闻机构对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实

践层面来看 ， 有学者聚焦新闻媒体在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中 的具体功能 ， 认为媒体

从业人员和新闻媒体在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中起到加强文化交流、 增进了解互信等重要

作用 ， 能为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搭建信息桥梁 ， 能够正确引 导舆论 ， 增进国家、 人们之

间的互信 。

１

因此 ， 媒体从业人员与新闻机构在
“
一

带
一

路
”

的对外传播中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 。

从新闻报道的 内容层面来看 ， 《人民 日报 （海外版 ）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

文本是最受关注的研宄对象 ， 学界主要考察 《人民 日报 （海外版 ） 》

“
一

带
一

路
”

新

闻报道的话语和 内容特点 ， 以及在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所建构出 的国家形象 。 具

体而言 ， 从新闻报道话语和 内容角度来看 ， 《人民 日报 （海外版 ） 》

“
一

带
一

路
”

新

闻报道具有消息新闻较为客观、 评论文章善抓人心 、 语言亲民化 、 大量使用数字、 善

用党国决策方针等特点 。

２

从国家形象建构的角度出发 ， 《人民 日报 （海外版 ） 》 在

“
一

带
一

路
”

的报道中塑造出不同的大国形象 ， 包括
“

互补互利 ， 坚持交流与合作
”

的经济形象 、

“

透明开放 ， 坚持和平与发展
”

的政治形象 、

“

包容互通 ， 坚持传承与

创新
”

的文化形象 ， 以及
“

积极主动 ， 坚持共商与共赢
”

的外交形象 。

３

此外 ， 有学者也关注到其他新闻媒体有关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的新闻报道 。 聚

焦新华社 ， 有学者发现新华社在 Ｔｗｉｔｔｅｒ 平台传播
“
一

带
一

路
”

的网络议程与海外受

众关于这
一

议题的网络议程存在显著相关性 ， 但中 国媒体仍然存在议题设置缺乏均衡

１ 夏德元 ，宁传林
一

带
一

路
”

新闻传播 问题研宄现状及热点分析一基于文献计量 、 共词分析与 ＳＮＡ 方法 ［
Ｊ］

．当代

传播 ，
２０ １ ８

（
０ １

）
： ３２ －

３ ６＋５ ３ ．

２ 孙洁 ？ 《人民 日报海外版 》

“
一

带
一

路
”

报道的话语研究
［
Ｄ

］
．西南大学 ，

２０ １ ７ ．

３ 司
一

捷 ？我国对外报道对国家形象构建研究 ［
Ｄ

］
．西南政法大学

＞
２０ １ ６ ．

７



绪论


作为
“

生产性概念
”

的
“
一

带
一

路
”

在对外传播中的实践

性和精准性、 话题讨论热度和互动性不够 、 内容的
“

延展性
”

有待提升、 媒体话语体

系 中缺乏受众声音等问题 。

１

有学者运用 内容分析法 ， 发现新华社针对拉美地区发布

的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数量较多 ， 报道主题相对集中于政治和经济领域 ， 但拉美当

地媒体转引量不足。

２此外 ， 有学者针对 ＣＧＴＮ

“
一

带
一

路
”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新

闻报道展开研究 ， 提出 ＣＧＴＮ 在对外传播中讲好
“
一

带
一

路
”

故事的三个面向 。

３

可

见 ， 新闻媒体都在致力于对外传播
“
一

带
一

路
”

， 但其新闻报道在叙事表达 、 议程设

置 、在地化与精准化传播等方面仍存不足 ， 这也是未来传统媒体需要改进的具体方向 。

总体来看 ， 在对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文本选择上 ， 学者集中在 《人民 日报 （海

外版 ）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上 ， 研究文本的选择较为单
一

， 研宄文本的时间跨度

也相对较短 ， 缺乏历时层面的变迁探讨 ， 对文本分析的理论运用多集中于话语研宄上 。

在研宄方法上 ， 研宄者多采用话语分析与 内容分析法 ， 实证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 ， 研

宄方法也亟待创新 。在发文数量上 ， 众多学者关注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的新闻报道 ，

但其发文质量却略显不足 ， 缺乏深度 ， 多数研宄仅停留在表层内容的探讨上 ， 且文章

研究的 内容与路径较为相似 ， 多集中探讨创新经验 、 存在的 问题和解决路径 ， 研究较

为单
一

， 乏善可陈 。 这使得有关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新闻报道的研究 ， 陷入不断重

复研宄主题 、 研宄内容的僵局之中 。 陈力丹指出跨文化传播对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的重

要性 ， 尤其指出我国 目前关于海外媒体对中 国形象报道的分析上还依然停留在倾向性

分析 ， 缺少从根源上探宄背后的原因 。

４５

并且这些基于经验式的研宄 ， 在研宄结论上

也有着较大的相似性。 与之相对的是 ， 有学者开始关注到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新闻

报道的效果研究 ， 此类研宄具有
一

定的创新性与研究价值 ， 这无疑可以打破上述僵化

的研究路径 ， 从而在研究问题、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深度上有所突破 ， 但从 目前研

宄的现状来看 ， 围绕效果研究展开探讨的研宄在数量上还存在不足 。

二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
一带一路

”

新闻报道与对外传播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作为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新闻报道的经典样本 ， 己有研宄者对

１ 吴潇 ．新华社在 Ｔｗ ｉｔｔｅｒ 平台传播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网络议程设置效果研究 ［
Ｄ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２０ １ ９ ．

２ 毛伟 ．新华社在拉美地区传播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现状与效果 ［
Ｊ
］

． 国际传播
，

２０ １ ８
（
０３

）
：４８ －

５５ ．

３ 毕建录 ．对外传播中如何讲好
“一

带
一

路
”

故事一以 ＣＧＴＮ
“
一

带
一

路
”

国际合作髙峰论坛报道为例 ［
Ｊ
］

．青年记

者
，
２０ １ ７

（
１ ９

）
：６０

－６ １ ．

４ 陈力丹
一

带
一

路
”

建设与跨文化传播 ［
Ｊ
］

．对外传播
，
２０ １ ５

（
１ ０

）
：２５

－２６ ＿

５ 陈力丹 ．

“
一

带
一

路
”

下跨文化传播研宄的几个面向 ［
Ｊ
１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２０ １ ６
，
４９

（
０ １

）
： ６９

－

７３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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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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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一

带
一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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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投以关注 。 从 目前既有的研宄路径来看 ， 主要分为两类 ： 其
一

， 将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中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与其他媒体的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进行对比研宄 ， 将重点

放在差异的探讨上 ； 其二 ， 针对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中有关
“
一

带
一

路
”

的新闻报道本身

展开研宄 ， 集中探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新闻报道的话语表达与传播效果 。

从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与其他媒体对比的研究来看 ， 部分学者的关注重点在于不同国

家如何报道与认知
“
一

带
一

路
”

这
一

全球媒介话语 ， 如有学者以 《华尔街 日报 》 《 中

亚时报 》 《 中 国 日报 》 （ 《 中 国 日报 》 即为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为例 ， 发现国外媒体在

认知层面上 ， 多对
“
一

带
一

路
”

存在臆断解读 ， 并在此基础上 ， 构建出多面而矛盾的

中 国 国家形象 。

１

从情感态度角度来看 ， 《中 国 日报 》 和 《纽约时报 》 二者之间存在

差异 ， 《 中 国 日报 》 擅长进行正面新闻报道 ， 而 《纽约时报 》 在新闻报道中消极转述

动词使用较多 ＾
２

而巴基斯坦 《黎明报 》 与 《 中 国 日报 》 共同呈现出正义化 、 开放化

和庄严化的意识形态特征 ， 体现出崇 尚权威的价值观 。

３

可见 ， 不同 国家对
“
一

带
一

路
”

也呈现出较大的情感差异倾向 。 此外 ， 还有学者针对 《中 国 日报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展开研宄 ， 指出 《 中 国 日报 》 和 《 中 国 日报 ？美国版 》 两

者的样本在报道数量、 报道内容、 报道来源 、 报道文体、 新闻事实选择 、 叙述者选择

以及主题表达方式上均存在差异 。

４

回到围绕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新闻报道本身的研宄议题上 ， 学界较为关注新闻报道话

语和对外传播效果两个层面 。 从新闻话语层面出发 ， 有学者认为 ， 《 中 国 日报 》 紧跟

国家的顶层规划 以及重大里程碑事件 ， 全方位对国家重大战略进行报道 ， 注重报道国

际社会对
“
一

带
一

路
”

的参与和解读 ， 提高报道的客观性 ， 进而提高传播效率与效益 。

５

有学者以 ２０ １ ３ 年到 ２０ １ ７ 年期间 中 国主流英语报纸 《中 国 日报 》 上的 １ ３ ８ 篇
“
一

带

一

路
”

英语新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 ， 采用话语分析的质化研究方法 ， 最终划分出 《 中

国 日报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的 四种意识形态和对外传播话语 。

６总体来看 ， 新

闻报道中的话语
一

直是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研宄的重点 ， 事实上 ，

利用新闻报道 ， 在国际社会中争夺话语权力也是对外传播至为重要的
一

环。

１ 安瑞凡
一

带
一

路
”

英文报道对比研宄
［
Ｄ

］
．兰州大学

，

２０ １ ９ ．

２ 孟繁慧 ． 《中 国 日报 》 和 《纽约时报 》 关于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新闻报道中互文性的对比研宄 ［
Ｄ

］
． 东北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９ ．

３ 吴嫣然． 《 中 国 日拫 》 和 《黎明报 》 有关
“

中 巴经济走廊
’ ’

报道的对比研宄
［
Ｄ

］
．华南理工大学

，
２０２０ ．

４ 汪海藻． 《 中 国 日报 》 与 《 中 国 日报 ？美国版 》
“
一

带
一

路
”

报道比较研宂 ［
Ｄ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

２０ １ ７ ．

５

门海燕 ？ 《 中 国 日报 》 关于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话语建构研宄 ［
Ｊ
］

？新闻爱好者 ＞
２０２０

（
０ １

）
： ８２

－

８４ ．

６ 徐钦？中 国主流媒体的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研究 ［
Ｄ

］
．北京交通大学

，

２０ １ ８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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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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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一

带
一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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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效果
一

直是学界重点研宄的议题 ， 在有关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

报道的研宄之中 ， 部分学者也同样关注到其新闻报道在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实践中

的具体作用与最终效果 。 如有学者以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研究视角 ， 通过对 《中

国 曰报 ？非洲版 》 样本进行微观层面的话语分析和宏观层面的国际溢出效果分析发现 ，

通过理性分析的新闻报道策略可以 引起
“

共鸣
”

， 并且利用不同角度讲故事营造
“

通

感
”

， 进而建立
“

社会共识
”

， 可 以达到
“

正溢出效果
”

。

１还有学者针对 《 中 国 日

报 》 ２０ １ ５ －２０ １ ７ 年有关
“
一

带
一

路
”

的英文报道 ， 运用数据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研宄

发现 ， 《中 国 日报》 在拉美地区传播
“
一

带
一

路
”

取得了正向的效果 ， 但在报道内容

的生成能力 、 影响力 、 主题多样性 、 传播精准化水平等方面需要进
一

步提升 。

２也有

学者从政府言行传播 、 目标受众、 文化软实力三个层面 ， 考察以 《 中 国 日报 》 为代表

的 中 国对外媒体参与 国家战略传播的实践情况 。

３此外 ， 亦有学者针对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新闻报道 ， 探讨国家形象的建构、

４５“ 一
带
一

路
”

议题呈现与建构研究
６等 。

概言之 ， 从研宄数量上来看 ， 研宄者对 《人民 日报 （海外版 ） 》 的关注度高于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并且深耕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研宄较少 ， 多数是将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与海外报纸进行对比研究 ， 以分析与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

差异 。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 ， 研宄者多采用质性的话语分析和量化的 内容分析法 ， 且分

析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样本量较少 ， 时间跨度也相对较短 。 从研

宄 内容上来看 ， 与其他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研宄相似 ， 话语研宄 、 国家形象的研宄

亦是学者对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的研宄重点 ， 整体分析视角较为单调和偏狭 。 同时 ， 学者

普遍没有敏锐的捕捉到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在
“
一

带
一

路
”

传播中的 问题 ， 未提出创新性

且具有建设性、 针对性的解决路径 ， 也没有综合全面、 细致的描摹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是

如何对外传播
“
一

带
一

路
”

这
一

概念的 。

１ 黄炎秋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视域下
“
一

带
一

路
”

对非洲传播策略研究 ［
Ｄ

］
．华中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７ ．

２ 吴潇 ． 《 中 国 日报 》 在拉美地区传播
“
一

带
一

路
”

俱议的现状与效果 ［
Ｊ
］

？ 国际传播 ，
２０ １ ８

（
０３

）
： ５ ６

－６３ ．

３ 赵永华 ，姜星星 ．战略传播视域下 《 中 国 日报 》
“
一

带
一

路 道评析
［
Ｊ
］

．对外传播 ＞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４ １

＞４３ ．

４ 彭心艺 ．基于
“
一

带
一

路
”

相关报道的 国家形象建构研宄 ［
Ｄ

］
．吉林大学 ＞

２０２０ ．

５

陈俊
，
王蕾 ． 国家形象构建视角下 《 中 国 日报 》

“
一

带
一

路
”

报道的话语分析 ［
Ｊ
］

．传媒 ，
２０２０

（
１ ９

）
： ７８

－

８ １ ．

６ 徐精 ？

“
一

带
一

路
”

议题的媒体建构和呈现 ［
Ｄ

］
？武汉大学

，

２０ １ ７ ．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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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

第五节 研究问题与论文框架

一

、 研究问题

本研究针对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展开分析 ， 重点探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在面对复杂 、 抽象且宏大的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时 ， 是如何对其展开新闻报道

的 ， 即在介绍基本内涵的 以外 ， 是否可以充分且全面的报道作为
“

生产性概念
”

的

“
一

带
一

路
”

的深层意涵与相关外延 。 围绕此核心 问题 ， 本研究提出 以下五个方面的

子问题 ， 以更好地对核心 问题展开探讨 ： 其
一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在新闻报道中是如何

具体阐释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 ？ 其二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是否

存在概念隐喻 ？ 涉及哪些具体的架构与隐喻映射 ？ 这些架构和概念隐喻分别代表什

么 ？ 对外传递怎样的 中 国声音 ？ 其三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所涉及

的主题是什么 ？ 面向不同地区的新闻报道主题是否存在差异 ？ 其四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所采用 的报道框架是
“

二元对立框架
”

还是
“

非二元对立框

架
”

？ 新闻报道的立论与观点是截然对错的二元判断 ， 还是全面综合、 客观辩证的报

道 ？ 其五 ， 结合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新闻报道的综合表现 ， 作为
“

生产性概念
”

的
“
一

带

一

路
”

的 内涵与外延是否在其中被充分阐述与报道 ？

二 、 论文框架

论文开篇为绪论部分 ， 系统介绍研宄背景及缘起、 研宄意义与研宄价值、 关键概

念的解析、 文献综述 ， 并在此基础之上 ， 提出研宄问题与论文框架以及具体的研宄方

法与创新之处。

第
一

章主要考察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是如何具体阐释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 ， 对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新闻报道中
“
一

带
一

路
”

是
“

单
一

概念还是组合概念、 全球概念还是本土概

念 ， 以及利他性概念还是主体间性概念
”

展开探讨 。 本部分主要运用 内容分析法 ， 对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新闻报道中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生产与生成展开讨论 。

第二章主要是对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所涉及到的概念隐喻和架

构进行分析 ， 利用 Ｗｍａｔｒｉｘ 语料库分析工具和人工隐喻相结合地的研究方法 ， 重点考

察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新闻报道中的隐喻特性与多样性 ， 进
一

步厘清隐喻概念化
“
一

带
一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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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

的方式 ， 进而探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如何传递中 国概念与中 国声音 。

第三章主要考察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主题与新闻报道框架 ， 运

用 ＬＤＡ 主题聚类分析 ， 考察 《Ｃｈ 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
一

带
一路

”

新闻报道的主题 ， 以及不

同地区间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主题差异 。 最后 ， 通过 ＬＩＷＣ 词典计量文本分析 ，

对其报道框架是
“

二元对立框架
”

还是
“

非二元对立框架
”

进行论证 。

第四章为结语和讨论部分 ， 对上述研究 问题与研究结论进行深华与总结 ， 并对本

研宄 目 前的研宄局限性与不足进行探讨 。

第六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一

、 研究样本和数据搜集

使用 ＰｒｏＱｕｅ ｓｔ 数据库 ， 对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的新闻报道进行

数据搜集 。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数据库拥有当今世界最为全面的报刊数据资源 ， 是 目 前西方相关

研宄使用最为广泛的权威数据库 ， 它收纳 了超过 ３０００ 份来 自世界各国 （地 区 ）的权威报刊的

数字资源 ，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

１

本研宄考虑到
“
一

带
一

路
”

具有不同 的翻

译方式 ， 因此 ， 笔者 以最为常见的

“

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
”“

ＯｎｅＢｅｌｔ ， ＯｎｅＲｏａｄ
”“

ｔｈｅＢｅｌｔ

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

和
“

ＢＲＩ

”

为关键词 ， 搜索时间范围设定为 ２０ １ ３ 年 ９ 月 至 ２０２ １

年 ７ 月 。 在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数据库抓取并删除无关样本后 ， 最终获得 ２０５０ 篇相关的英文报

道 ， 样本包括北京 、 香港 、 美国 、 欧洲和非洲五个地区 ， 其中北京 ６４２ 篇 ， 香港 ５３ ８

篇 ， 美国 ３３ ５ 篇 ， 欧洲 ４７５ 篇 ， 非洲 ６０ 篇 。

二 、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计算传播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第
一

章运用 内容分析法 ，

内容分析法是对文本内容进行系统 、 客观和量化描述的定量分析研宄方法 。 通过对新

闻文本 内容进行编码 ， 重点考察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是如何报道
“
一

带
一

路
”

这个概念的 ，

具体存在怎样的概念阐释形式 。

第二章运用 Ｗｍａｔｒｉｘ 语料库工具与人工隐喻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探讨 《Ｃｈｉｎａ

１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

ｓ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ｐ
ｒｅｈｅｎ ｓ ｉｖｅ Ｃｏ 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Ｂ／ＯＬ

］ 

．

ｐ
ｒｏｑｕｅｓｔ

．ｃｏｍ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ｎｅｗｓ
－ｎｅｗｓ

ｐ
ａｐｅｒｓ＾０２０

－

０３
－

０７ ．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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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Ｄａｉ 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新闻报道中 的概念隐喻与架构 。 语料库的研宄方法以

语料为主导 ， 采用 自 下而上的归纳法 ， 通过对大量的语言材料进行系统量化的分析 ，

揭示实际语言使用 中潜在的模式和规律 。 语料库隐喻分析的 目 的就是在确保语言隐喻

辨别的前提下 ， 实现语言隐喻的描写这
一

总体 目标 。

１

近十年来 ， 运用语料库的研宄

方法已成为当下展开隐喻研究的趋势 ， 并 日渐走向成熟 。 Ｃａｍｅｒｏｎ 和 Ｄｅｉｇｎａｎ 等学者

提出 ， 隐喻分析借助语料库技术是研究方法上的
一

大趋势 ， 便于有关数据的精确检索

和模式探察 。

２

而 Ｗｍａｔｒｉｘ 语料库隐喻研宄 ， 指 的是借助语料库检索和统计工具

Ｗｍａｔｒｉｘ ， 在分析计算机语料库中大量语言数据的基础上 ， 对表层语言隐喻进行描写 ，

并进
一

步总结其内在规律和模式的研究 。

３

第三章主要使用 ＬＤＡ 主题聚类分析和 ＬＩＷＣ 词典计量文本分析 。 贝叶斯模型－

隐含狄利克雷分布监督话题模型 ＬＤＡ（ Ｌａｔｅｎｔ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简称 ＬＤＡ ） 是近

年来数据挖掘领域较为成熟和常用的模型之
一

， 适用于文档级别的长文本分析 ， 它能

较好地克服短文本的数据稀疏问题 。

４
ＬＤＡ 主题分类模型 由 ｐＬＳＡ 发展而来 ， 其基本

思想是将每个文档表达为
一

系列话题的多项分布 ， 每
一个话题表达为词汇字典中所有

词汇的多项分布 ， 根据文档生成模型 以及已知数据 ， 通过反向概率推导求得文档的话

题结构 。

５

本章节通过对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进行主题聚类分析 ，

探宄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主题与 内容偏向 。

ＬＩＷＣ 词典计量文本分析是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Ｎａｔｕｒ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ｇ ， ＮＬＰ
）

中的
一

种 ， 其可以对文本 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并将导入的文本文件的不同类别的词语加

以计算 ， 如因果词 、 情感词 、 认知词等心理词类在整个文本中的使用百分比 。

６本章

节运用 ＬＩＷＣ 词典计量文本分析对新闻中的立论 、 观点表达与新闻报道框架进行分

析 ， 探究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所采用 的报道框架是
“

二元对立框架
”

还是
“

非二元对立框架
”

， 以及具体是怎样呈现的 。

１ 严敏芬
，
李健雪 ．论隐喻语料库研宄的 目标 、 途径及方法 ［

Ｊ
］

．深圳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

２０ １ ０
，
２７

（
０２

）
： １ １ ６

－

１ ２〇 ．

２

陈朗 ．国外隐喻与话语研究新发展博观
［
Ｊ
］

． 外语教学 ，
２０ １ ４

，
３ ５

（
０２

）
：

 １ ９ －

２４ ．

３ 周运会
，吴世雄 ． 国外语料库隐喻研究综述 ［

Ｊ
］

．外语学刊 ，
２０ １ ５

（
０ １

）
： ７２ －

７８ ．

４ 路荣 ，项亮 ，刘明荣 ，杨青 ．基于隐主题分析和文本聚类的微博客中新闻话题的发现 ［
Ｊ
］

．模式识别与人工智

能
，
２０ １ ２

，
２５

（
０３

）
：３ ８２ －

３ ８７ ．

５

邱明涛 ，马静 ，
张磊 ，姚兆旭．基于可扩展 ＬＤＡ 模型的微博话题特征抽取研究 ［

Ｊ
］

．情报科学 ，
２０ １ ７

，
３５

（
０４

）
：２２ －２６＋３ １ ．

６ 吴嵩 ，
金盛华

，
蔡顔 ，

李绍颛．基于语言 内容的谎言识别 ［
Ｊ
］

．心理科学进展
，
２０ １２

，
２０

（
０３

）
：４５７４６６ ．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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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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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一

路
”

在对外传播中的实践

三 ｖ 创新之处

本文在研究问题、 研究路径和研宄方法上均有创新之处 。 具体来说 ， 在研究问题

和研宄路径上 ， 既往研宄多是针对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探讨文本塑

造的国家形象和话语研宄等 ， 并且多探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现

状、 问题和对策 ， 而本文则是从更加全面综合 、 更细致的角度 ， 探讨作为
“

生产性概

念
”

的
“
一

带
一

路
”

是如何被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对外传播的 ， 而该研宄问题也是被众多

学者所忽视的 。 在研宄方法上 ， 与相关研宄多采用话语分析的定性研宄和描述性的定

量分析不同 ， 本文采用计算传播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宄方法 ， 包括 内容分析法、

Ｗｍａｔｒｉｘ 语料库分析 、 ＬＤＡ 主题聚类分析和 ＬＩＷＣ 词典计量分析 ， 在研究方法的使

用上亦具有创新性 。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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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新闻报道中
“
一带一路

”

的

概念阐释

第一节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一带一路

”

概念阐释的形式

―

、 单一概念与组合概念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是由
“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
”

和
“

２ 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

带
”

组合而成的 ， 这其中包含两个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 即
“

带
”

和
“

路
”

， 而这也

正是我们阐释并理解
“
一

带
一

路
”

的 出发点 。 第
一

个部分
“

带
”

， 所谓
“

带
”

即是

“

陆
”

， 是中 国通过陆地实现与外部世界 、 其他国家连接的具体方式 。 第二个部分

“

路
”

，

“

路
”

即是
“

海
”

， 通过建立海上丝绸之路跨越陆地的限制 ， 到达更远的地

域 ， 将整个世界纳入到
“

路
”

的范畴之中 。 因此 ，

“
一

带
一

路
”

是海陆的统
一

， 两者

“
一

分为二
”

又
“

合二为
一

”

， 共同构成了
“
一

带
一

路
”

整体的单
一

概念 。 但事实上 ，

作为
一

个宏观政策性质的概念 ， 对
“
一

带
一

路
”

的阐释不应只是停留在
“

陆
”“

海
”

层面的简单表述 ， 这往往会使得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被过于简化 ， 需要注意到其本身还

包含着丰富的 内涵和更多 的外延意义 。 比如
“
一

带
一

路
”

的概念阐释无法离开
“

人类

命运共同体
”“

新丝路世界秩序
”

等理念 ， 同时 ， 围绕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也会衍生出

“
一

带
一

路＋
”

的议题 ， 比如人权、 世界安全、 冲突和种族歧视等相关外延议题 。

２０ １ ３ 年 ９ 月 ， 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 《弘

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 》 的重要演讲时提到 ，

“

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

密 、 相互合作更加深入、 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 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 ， 共同建设

‘

丝绸之路经济带
’

， 以点带面 ， 从线到片 ， 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

。

１

其中
“

以点带面 ，

从线到片
”

就是强调
“
一

带
一

路
”

是以中 国为圆心向外不断扩散与发展的 ， 其 目标是

将不同的经济开发区 、 产业园区连接成经济走廊 ， 并将更多的国家与片区纳入到更大

的同心圆之中 。 由此可见 ，

“
一

带
一

路
”

的布局是
“
一

对多
”

的结构 ， 即将中 国作为

１ 人民 日报．弘扬人民友谊 共同建设
“

丝绸之路经济带
”

［
Ｎ

］ ，
２〇 １ ３

－

９
－

８ ．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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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世界各国作为
“

多
”

，

“
一

”

与
“

多
”

紧密相连 ， 共同参与到
“
一

带
一

路
”

和
“

命运共同体
”

的建构之中 。 而这也使得
“
一

带
一

路
”

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的新闻报

道中表现为
“
一

多互补
”

的概念 ， 即从中 国 内部出发 ， 关注
“
一

带
一

路
”

内外发展 ，

以
“

单
一

概念
”

的形式呈现
“
一

带
一

路
”

基本内涵的同时 ， 又运用
“

组合概念
”

将世

界各国的相关议题纳入到
“
一

带
一

路＋
”

的范畴之中 。

至此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在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新闻报道中 ， 针对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阐释可能同时 以
“

单
一

形式
”

和
“

组合形式
”

呈现 ， 即
“
一

带
一

路
”

与
“
一

带

一

路＋
”

的双重新闻报道形式 ， 成为阐释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密不可分的两个部分 。 有

鉴于此 ， 本研宄从
“

单
一

概念
”

与
“

组合概念
”

的角度出发 ， 探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在

阐释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时 ， 是如何以
“

单
一

概念
”

的形式呈现的 ， 又是如何以
“

组合

概念
”

的形式呈现的 ？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
“

单
一

层面
”

与
“

组合层面
”

又分别包

含了哪些具体 内容 ？
“
一

带
一

路
”

中的
“
一

”

与
“

多
”

具有怎样更深层的 内涵 ？ 对

此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又是如何对其展开途释的 ？

二 、 全球概念与本土概念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在提出伊始便将涵盖范围明确定位为全球 ， 并且发展至今已涉

及亚非欧六十多个国家 。

“
一

带
一

路
”

中所指涉的
“

共商 、 共建 、 共享
”“

和平 、 合

作 、 共赢
”

和
“

人类命运共同体
”

等核心内容 ， 均具备浓厚的全球属性色彩 。 从此角

度来看 ，

“
一

带
一

路
”

是面向全球的概念 。 但与此同时 ， 面向不同 国家区域 ，

“
一

带

一

路
”

具备
“

本土
”

特征 ，

“

本土
”一

方面强调的是
“
一

带
一

路
”

是高度吸纳 、 运用

中国文化元素和中华民族精神共同构建的具有中国特色政治属性的概念 ； 另
一

方面 ，

“

本土
”

也即在地化 、 球土化 ， 强调是在对外传播过程中 ， 具备中 国特色属性的概念

的
“
一

带
一

路
”

， 也需要接合 、 落地到沿线和非沿线国家的政治 、 经济和文化体系之

中并为之所接受 。 因此 ，

“
一

带
一

路
”

既是
“

全球概念
”

， 也是
“

本土概念
”

。 对此 ，

有学者通过实证研宄证实 ， 全球化和本土化因素在海外媒体关于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生

产的不同环节产生了不同 的影响 。

ｉ

而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在对外传播
“
一

带
一

路
”

的新

闻报道中 ， 也同样可能会存在着
“

全球化
”

和
“

本土化
”

两种不同的概念阐释路径 。

１

张莉 ，
陆洪磊 ．影响 国 际议题报道的全球化和本土化因素的再思考——基于

“
一

带
一

路
’

艰道的 比较研宄ｍ ．现代传

播 （中 国传媒大学学报） ，
２０ １ ８

，
４０

（
１ ０

） ：
４５

－

５ １＋６２ ．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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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 ， 笔者认为 ， 在新闻报道中 ，

“

全球化
”

和
“

本土化
”

的概念阐释方式与报

道策略 ， 也分别代表着
“

合
”

与
“

分
”

两种趋势 。 事实上 ，

“

合
”

与
“

分
”

的过程贯

穿在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阐释的始末 ，

“
一

带
一

路
”

始终秉持着
“

和羹之美 ， 在于合

异
”

的中 国哲学理念 ，

“

分
”

代表着概念阐释过程中对于本土 、在地的强调 ， 而
“

合
”

则意味着
“

分
”

的进阶 ，

“

合
”

是
“
一

带
一

路
”

达到全球性质 的终极体现 ， 关键是在

哪里分 ？ 又在哪里合 ？ 对此 ， 本研宄从
“

全球概念
”

与
“

本土概念
”

出发 ， 利用 已有

的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 ， 考察针对中欧非美区域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是采用本土差异化的传播策略来阐释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 ， 还是统一无差别的全球化策

略来阐释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 ， 亦或是两者兼有之 ？

三 、 主体间性概念与利他性概念

主体间性 （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
ｊ
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 的概念来源于胡塞尔的现象学 ， 指的是在 自我和经

验意识之间的本质结构中 ， 自我同他人是联系在
一

起的 ， 因此 ， 为我的世界不仅是为

我个人的 ， 也是为他人的 ， 是我与他人共同构成的 。

１

而在对外传播的研宄中 ， 主体

间性常常被用来指 ， 在世界的所有可以称为主体之间的交流、 对话、 沟通、 交往等等

的关系属性 ，

２

有类似经历的不同主体在观念、 视角 、 立场或经验 、 理念上的共享 ，

３

是不同主体对于互动现实和社会现实的共同生产 。

４５

这种交往模式往往强调传播主体

双方的平等对话 ， 求得相互之间的理解 、 行动协调 ， 并最终达成共识 ， 实现双方的互

惠合作 。 而平等 、 互惠 、 互利和共赢正是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所强调的基本原则 ， 这与

主体间性所强调的交往模式不谋而合 。 并且与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密不可分的
“

人类命

运共同体
”

的理念 ， 便是从
“

志合者 ， 不 以 山海为远
” “

美美与共
”

等智慧哲理和文

化情怀的角度 出发 ， 重在强调
“

共 同体
”

， 即
“

我
” “

我们
”

而非
“

你
” “

你

们
”“

他们
”

或
“

他者
”

， 以体现去中心化的价值体系 。

１ 倪梁康 ．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 ［
Ｍ

］
．北京 ：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

１ ９９９ ：２５ ５ ．

２ 罗雯 ．论跨文化传播的主体间性与文本间性及话语层面 ［
Ｊ
］

． 国际新闻界
，
２００６

（
１ ０

）
：３４ －

３ ８ ．

３
Ｔａｙｌｏｒ Ｓ Ｅ ．Ａ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Ｓｔｅｒｅｏｔ

ｙｐ
ｉｎｇ ［

Ｚ
］

．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Ｌ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
ｅｄｓ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ｉｉｌｌｓｄａｌｅ
［
Ｍ

］
．ＮＪ ：Ｅｒｌｂａｕｍ

，１ ９８ １
，ｐｐ ． ８ ３

－

１ １ ４ ．

４
Ｖａｒｅｌａ Ｆ ．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Ｅ ． ＆ Ｒｏｓｃｈ Ｅ ．Ｔｈｅ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Ｍｉ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 ｃ 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Ｅｘ
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

Ｍ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
ＭＡ ：Ｈｉ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
１ ９９２ ．

５
Ｖｅｒｈ＾ｅｎ 

Ａ ．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
ｊ
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
ｇ
ｕａ

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
Ｚ

］
． ｉｎ Ｊｏｒｄａｎ Ｚ ｌａｔｅｖ ．

， 
Ｔｉｍｏ ｔｈｙ 

ＰＲａｃｉｎｅ ．

，

Ｃｈｒｉｓ Ｓ ｉｎｈａ ＊＆Ｅｓａ Ｉｔｋｏｎｅｎ
ｊ
ｅｄｓ ．ＴｈｅＳｈａｒｅｄ Ｍｉｎｄ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

ｊ
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Ｍ
］

．Ａｎｉｓｔｅｒｄａｍ ：Ｊｏｌｍ

Ｂｅｎ
ｊ
ａｍ ｉｎｓ

，

２００８
，ｐｐ

． ３０７
－

３ ３ １ ．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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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

生产性概念
”

的
“
一

带
一

路
”

在对外传播中 的实践

利他性 （Ａｌｔｒｕｉｓｍ ） 是指个体必须在主观上持有提升他人福祉的意图 ，

１

主体 自觉

自愿地采取付出努力 （或代价 ） 的行为以产生对他人有益的效果的
一

种责任意识 。 有

学者指出 ，

“

利他性
”

是对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逐渐扬弃 ， 它与集体主义在本质和趋

向的意义上是契合的 。

２

根据霍夫斯泰德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 在比较东西文化差异所总结出 的

结论来看 ， 中 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国家 。

３

因此 ， 作为集体主义国家的中 国在提出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并进行对外传播时 ， 也可能采用利他式的传播策略 ， 以强化
“
一

带
一

路
”

对其他国家的倾斜优势 ， 从而弱化其他国家对中 国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污名化 、 威

胁化的概念阐释取向 。

目 前 ， 已有众多学者从情感的角度对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情感倾向展开研

宄 ， 研宄主要集中在其他国家对
“
一

带
一

路
”

的新闻报道之中 ， 其中有学者通过分析

沿线国家和非沿线国家外媒对
“
一

带
一

路
”

报道的情感偏向 ， 证实不同 国家在报道框

架和情感态度上差异显著 ， 相较于非沿线国家 ，

“
一

带
一

路
”

沿线国家的情感态度更

加正面 。

４

显而易见的是 ， 中 国媒体在报道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时 ， 不会表现出 明显负

面的情感倾向 ， 但值得考察的是 ，

“
一

带
一

路
”

在我国媒体新闻报道的具体概念阐释

之中是偏 向
“

主体间性
”

的还是
“

利他性
”

的 ？ 是否在具体的概念阐释中广泛地运

用主体间性的表述词 ？ 是否会基于消除其他国家对
“
一

带
一

路
”

负面情感的 目 的 ， 而

采用利他性式的策略以阐释
“
一

带
一

路
”

的概念 ？ 对此 ， 本研究将对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
“

主体间性
”

和
“

利他性
”

的策略与具体运用情境展开分

析 ， 以探究其中是否存在
“

主体间性
”

和
“

利他性
”

的双重策略 ， 以及分析围绕
“

主

体间性
”

和
“

利他性
”

策略所展开的具体概念阐释内容 。

第二节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
“
一带一路

”

概念的研究设计

＿

、 研究方法 ： 内容分析法

本研宄以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的新闻报道为研宄对象 ， 考虑到

１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 Ｊ ．

， 
Ｌｉｅｓｎｅｒ Ｍ ．

， 
Ｒｅｕｔｔｅｒ Ｍ ．

， 
Ｍｕｓｓｅｌ Ｐ． ＆ Ｈｅｗｉｇ 

Ｊ ． Ｉｔ

＇

ｓ Ｃｏｓｔｌｙ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 
ｎｏｔ Ａｌｔｒｕｉｓｔｉｃ ： Ｌｏｗ Ｍｉｄｆｒｏｎｔａｌ

Ｔｈｅｔａ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ｇｅ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Ｐｕｎｉ ｓｈｍｅｎｔ
［
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０

，
５７

（
０８

） ，ｐｐ ． ｅ ｌ ３ ５ ５７ ．

２

陶倩 利他性人格
”

培养——当代学校德育的切入点 ［
Ｊ
］

．当代青年研宄 ，
１ ９９９

（
０３

）
： １ １

－

１ ４ ．

３
Ｇ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ＣＴｅｎｃｅｓ
［
Ｊ
］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ｓ ｓｕｅｓ  ｉｎ Ｃｒｏ ｓｓ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ｙ， 

１ ９９ １
 ｓｐｐ ．４ －２０ ．

４ 宣长春 ，林升栋 ．文化距离视野下的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基于 ４９ １ ８ 篇英文新闻报道的情感分析 （
２０ １ ３

－２０ １ ９ 年） ［
Ｊ
］

．

新闻与传播研究 ，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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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研宄的核心 问题是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如何对外传播
“
一

带
一

路
”

这
一

概念的 ， 并

在此基础上 ， 分析出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阐释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具体形式 。 笔者需要深

入精读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新闻报道的文本内容 ， 故此 ， 笔者针对研究 问题选取内容分析

法 ， 以理解并阐释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对
“
一

带
一

路
”

的表达意图和阐释形式 。 内容分析

法是对文本内容进行系统 、 客观和量化描述的定量分析研宄方法 ， 笔者结合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在国 内 的新闻报道内涵和 目 前学界对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新闻报道的研

宄 ， 在充分阅读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文本的基础上 ， 将其新闻报道

正文 内容的阐释形式划分为概念组成成分 、 区域范围和情感叙事三个结构层次 ， 对文

本 内容进行编码与分析 。

二 、 数据样本与分析单位

本文采取全样本普查的方式 ， 数据来源于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数据库中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关于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的新闻报道 。 本研究考虑到
“
一

带
一

路
”

有不同的翻译方式 ，

因此 ， 以最为常见的
“

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
”“

ＯｎｅＢｅｌｔ ， ＯｎｅＲｏａｄ
”“

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

和
“

ＢＲＩ

”

为关键词 ， 搜索时间范围设定为 ２０ １ ３ 年 ９ 月 至 ２０２ １ 年 ７ 月 ，

分析单位和观测单位为其新闻报道的标题 、 正文内容、 文件类型 、 出版地 、 发布时间

和年份 。 出于研宄的需要 ， 对数据筛选过程中遵循以下标准 ： 以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新闻

标题中涵盖
“
一

带
一

路
”

的关键词为首要依据 ， 考虑到文本抓取过程中有部分正文 内

容涉及到
“
一

带
一

路
”

， 但只是抛砖引玉、 寥寥几笔 ， 报道主题并不是围绕
“
一

带
一

路
”

展开的 。 因此 ， 笔者对标题和正文内容进行全样本查阅 ， 删除新闻标题不含
“
一

带
一

路
”

关键词和正文主题与
“
一

带
一

路
”

关联度不高的数据文本 ， 并对初筛数据样

本进行补充与完善 。 最终 ， 在删除无关样本后 ， 获得 ２０５０ 篇相关新闻报道 ， 样本包

括北京 、 香港 、 美国 、 欧洲和非洲五个地区 ， 其中北京 ６４２ 篇 ， 香港 ５ ３ ８ 篇 ， 美国

３ ３ ５ 篇 ， 欧洲 ４７５ 篇 ， 非洲 ６０ 篇 。

三 、 编码类 目建构

本研宄的编码除了包含新闻报道的标题 、 正文内容 、 文件类型 、 出版地、 发布时

间和年份 以外 ， 主要针对新闻报道的正文 内容进行编码类 目 建构 。 笔者将 《 Ｃｈｉｎａ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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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

生产性概念
”

的
“
一

带
一

路
”

在对外传播中的实践

Ｄａｉ 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新闻报道正文 内容的阐释形式划分为概念组成成分 、

区域范围和情感叙事三个结构层次 ， 通过检视每篇文本中概念组成成分 、 区域范围和

情感叙事三个结构层次各 自 的分布情况 ， 考察其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

传播新闻报道中所 占的 比重 ， 以此探究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新闻报道对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

的具体阐释形式 。 具体而言 ， 概念组成成分层面操作化定义为
“
一

带
一

路
”

阐释表述

是偏向
“

单
一

概念
”

还是
“

组合概念
”

， 区域范围层面操作化定义为是偏向
“

全球概

念
”

还是
“

本土概念
”

， 情感叙事层面操作化定义为是偏向
“

主体间性概念
”

还是

“

利他性概念
”

， 共包括 ６ 个二分变量 。

下列为本文中所提及的研宄类 目变量的具体说明 。

“

单
一

概念
”

： 考察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新闻报道中是否只 围

绕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本身展开探讨 ， 而不涉及
“
一

带
一

路
”

相关的外延议题 （ １
＝是 ，

０
＝否 ） 。

“

组合概念
”

： 考察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新闻报道中是否为
“
一

带
一

路＋
”

的形式 ， 即是否涉及到
“
一

带
一

路
”

相关外延议题 ， 比如
“

人类命运共同

体
” “

新丝路世界秩序
”

和
“

世界安全问题
”

等 （ １
＝是 ， ０

＝否 ） 。

“

全球概念
”

： 考察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新闻报道中是否重在

强调
“
一

带
一

路
”

是
“

全球性
”“

世界性
”

的政治经济概念 ， 是否偏向于政治 、 经济

宏观路径介绍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 （ １
＝是 ， ０＝否 ） 。

“

本土概念
”

： 考察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新闻报道中是否会涉

及与之相关的中 国历史或文化 ， 是否将
“
一

带
一

路
”

与其他国家的历史与文化相勾

连 ， 是否重在强调
“
一

带
一

路
”

是具有文化属性的概念 （ １
＝是 ， ０

＝否 ） 。

“

主体间性概念
”

： 考察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新闻报道中是否

强调双方共 同利益 ， 更加 强调
“

共 同体
”

， 表述 中 多为
“

我
”“

我们
”

而非

“

你
”“

你们
”

（ １
＝是 ， ０

＝否 ） 。

“

利他性概念
”

： 考察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新闻报道中是否更

加强调合作国的利益 ， 而弱化中 国利益 （ １
＝是 ， ０

＝否 ）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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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编码信度检验

内容分析法中 的信度检验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进行 内容分析的研宄人员对相

同类 目作出判断的
一

致性 ， 在 内容分析过程中 ， 编码数据通常是由训练有素的观察员

人为观察所生成的 ， 但根据这些数据所得出的结论只有在证明其可信度之后才可信 。

因此 ， 需要对编码数据进行信度检验。 本研宄使用 Ｄ ｉＶｏＭｉｎｅｒ 文本数据挖掘与分析平

台机器 自动编码和人工校对编码相结合的方式对数据展开分析 ， 整个编码工作由笔者

和另
一

个英文功底较强的编码员共同完成 ， 编码工作历时六周 。 考虑到编码员对数据

文本可能存在主观倾向和理解偏差 ， 在正式编码前 ， 编码员均进行正式培训 ， 尽量使

两位编码员对操作化概念的理解相
一

致 ， 其后从总样本库中抽取 ３０ 篇文本 ， 由两位

编码员各 自独立完成编码 ， 对编码结果进行对比 。 最终 ， 根据 Ｈｏ ｌｓｔｉ 公式对编码信度

进行计算 ， 所有变量的综合信度均达到 ０ ． ９０ 以上 ， 符合内容分析的信度要求 ， 在此

基础上 ， 两位编码员针对剩余样本数据展开后续的编码工作 。

第三节 研究发现

―

、

“
一带一路

”

概念组成成分偏向
“

单一概念
”

就概念组成成分而言 ， 作为
“

单
一

概念
”

的
“
一

带
一

路
”

共计 １ １ ８ １ 篇 ， 所 占比

重为 ５７ ．６％ ， 而作为
“

组合概念
”

的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有 ８６９ 篇 ， 所 占 比重

４２ ．４％ 。 在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的新闻报道中 ，

“
一

带
一

路
”

作为
“

单
一

概念
”

出现的频

次较高 ， 即新闻报道大多是围绕
“
一

带
一

路
”

内涵展开的 。 但这并不意味着 ， 有关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新闻报道就不存在组合现象 ， 从报道数量上来看 ，

“

组合概念
”

占 比

与
“

单
一

概念
”

占 比相 比 ， 并不存在断崖式的差距 ， 这说明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新闻文本

也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
“
一

带
一

路＋
”

的报道形式 。 因此 ， 从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整体的

新闻文本来看 ，

“

单
一

概念
”

已成为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阐释的主要形式 ， 而
“

组合概

念
”

则是在
“

单
一

概念
”

的基础上 ， 起到补全作用 。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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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一带一路

”

区域范围偏向
“

全球概念
”

就区域范围而言 ， 在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的新闻报道中 ， 有 １ ４４３ 篇新

闻报道的
“
一

带
一

路
”

是作为
“

全球概念
”

出现的 ， 所 占比重 ７０ ．４％ ， 而作为
“

本土

概念
”

的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共计 ６０７ 篇 ， 所 占 比重 ２９ ．６％ 。 即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新闻报道中 ，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本身更多的被视为
“

全球概念
”

， 重在强调
“
一

带
一

路
”

是全球性和世界性的 ， 并且也是偏向政治经济层面的概念。 同时 ， 相 比于
“

全球

概念
”

而言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在新闻报道中也会将
“
一

带
一

路
”

作为
“

本土概念
”

，

通过介绍中 国历史文化 ， 尤其是对古丝绸之路的推介 ， 从而强调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

文化属性 。 并且针对与古丝绸之路存在历史连结的国家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在新闻报道

中 ， 也会通过回顾历史来建立与该国的现实联系 ， 将
“
一

带
一

路
”

接合落地到合作国 。

但总体上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在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的过程中 ， 更加倾向于从政治经

济层面阐释
“
一

带
一

路
”

， 并将其塑造为
“

全球概念
”

。

三 、

“
一带一路

”

情感叙事偏向
“

主体间性概念
”

就情感叙事层面而言 ， 作为
“

主题间性概念
”

的
“
一

带
一

路
”

， 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新闻报道中共计 １ ６２４ 篇 ， 所 占 比重 ７９ ．２％ 。 而作为
“

利他性概念
”

的
“
一

带
一

路
”

则有 ４２６ 篇 ， 所 占比重 ２０ ． ８％ 。 这说明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的新闻报道中 ， 更加强调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是偏向实现中 国与合作国共同利益的 ， 并且将世界视为
“

共同体
”

。 但

同时 ， 在部分新闻报道中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针对
“
一

带
一

路
”

的情感叙事也会更加偏

向
“

利他性概念
”

， 即强调合作国在
“
一

带
一

路
”

中可 以获取更多的既得利益 。 总体

来看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在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的过程中 ， 更加倾向于以对话的情感

叙事方式 ， 来共同建构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 ， 并将其塑造为具有
“

主体间性
”

特征的概

念 。 （见表 １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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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新闻报道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阐释形式与比重分布

结构层次类 目变量 ｜

报道数量 （篇 ）报道比重 （％ ）

单
一

概念 １ １ ８ １ ５７ ． ６％

概念组成成分

组合概念 ８６９ ４２ ．４％

全球概念 １４４３ ７０ ．４％

区域范围


本土概念 ６０７ ２９ ． ６％

主体间性概念 １ ６２４ ７９ ．２％

情感叙事

利他性概念 ４２６ ２０ ． ８％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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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新闻报道中
“
一带一路

”

的

隐喻运用

第一节 架构与概念隐喻 ：

“
一带一路

”

概念的理解与建构

纳尔逊？古德曼 （ＮｅｌｓｏｎＧｏｏｄｍａｎ ） 在 《艺术的语言——符号理论研宄 》 中宣称

“

隐喻可以视为
一

种改变观察世界万物的模式
”

。 保罗 ？利科 （ ＰａｕｌＲｉｃｏｅｕｒ ） 在 《活

的隐喻 》 中强调隐喻是
“

指谓
”

与
“

命名
”

相争的产物 ， 认为与
“

情感
” “

想像
”

结

下不解之缘的隐喻同时具有间接指涉现实 、

“

内化
”

（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ｉｚｅ ） 思想和重新描述世

界的功能 ， 隐喻的意义即在于否认
“

意义
”

（ ｓｅｎｓｅ ） 与
“

表达
”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之

间的固有划分而突破旧有范畴 、 建立新的逻辑联系 。 ｂＯ 世纪 ８０ 年代 ， 认知语言学家

乔治 ？莱考夫 （ Ｇｅｏｒｇｅ Ｌａｋｏｆｆ） 和马克 ？约翰逊 （ＭａｒｋＪｏｈｎｓｏｎ ） 以前人的观点为基础 ，

在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
一

书中指出 ， 概念、 活动和语言均是在 以隐喻的方式建构 。

２

具体来说 ， 人类的概念系统是通过隐喻来构成和界定的 ， 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的事情 ，

也不单单是词语的事 ， 相反 ， 人类的思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 。 进
一

步来说 ，

隐喻不再仅是丰富润色文本表达的具体手段和语言现象 ， 更是人类认知和建构世界的

重要思维方式 。 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
一

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 ，

３

即借助

已知的 、 熟悉的 、 容易理解的事物或概念 ， 通过相似性的投射来认知比较陌生的 、 不

清晰的 、 抽象的新事物或概念 。

４

在此基础之上 ， 结合当时认知科学的新发展 ， 莱考夫和约翰逊建立了
一

个关于隐

喻与思维的系统性理论框架 ， 即概念隐喻理论 （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Ｔｈｅｏｒｙ ） 。

“

概

念隐喻
”

是人类思维过程中深层的概念性机制 ，

一

种用于理解抽象概念以及事物的重

要机制 ， 可以被理解为从始源域 （ ＳｏｕｒｃｅＤｏｍａｉｎ ） 到 目标域 （ ＴａｒｇｅｔＤｏｍａｉｎ ） 的映

射 ，

“

隐喻是人们借助具体的 、 有形的 、 简单的始源域概念 （如温度、 空间 、 动作等 ）

１

隐喻与文化 ：第三章 （概念隐喻理论） ［
ＥＢ／ＯＬ

］
． ｌｉｔ＾） ：〃ｗｗｗ． ３６０ｄｏｃ６ ．ｎｅｌＡｖｘａｒｔｉｃ ｌｅｉｉｅｗ／７２５８５４８４２ ．ｈｔｍｌ

，
２０ １ ８

＂０ １
－

２ ８ ．

２ 乔治 ？莱考夫 ，马克 ？约翰逊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
Ｍ

］
．何文忠译 ．杭州 ：浙江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５ ： ３ ．

３ 乔治 ？莱考夫 ，
马克 ？约翰逊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
Ｍ

］
．何文忠译．杭州 ：浙江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５ ： ３ ．

４ 戴卫平．词汇隐喻研究 ［
Ｍ

］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２０ １ ４ ： １２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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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达和理解抽象的 、 无形的 、 复杂的 目标域概念 （ 如心理感受 、 社会关系 、 道德等 ）
，

从而实现抽象思维
”

Ｌ 值得
一

提的是 ， 在此机制 中 ， 由具体概念到抽象概念的隐喻

化过程是通过
“

架构
”

而实现的 。

２莱考夫认为 ， 认知科学领域的
一

个重要发现是 ，

人们会通过架构和隐喻 ， 即概念结构去思考 。

３道奇将语义域表示为
“

架构
”

（ 名词

用法为 Ｆｒａｍｅ ） ， 将隐喻表示为从始源域架构到 目 标域架构的单 向映射 ，

４

而隐喻的

中心功能通常被称为
“

架构
”

（ 动词用法为 Ｆｒａｍ ｉｎｇ ） 。

５

事实上 ， 隐喻映射的过程就

是具体经验的 图式结构
“

架构
”

到抽象的范畴和关系上
，
从而获得新的知识和理解 。

６

因此 ，

“

架构
”

也是
一

种隐喻思维 ， 并且只有当隐喻思维与人们大脑中 的
“

架构
”

一

致时 ， 人们才会接受 ， 反之则不会被接受 。

７

而
“

架构
”

本身也可以分为表层架构

和深层架构 ， 由词语激活的心理结构为表层架构 ， 深层架构指构成道德世界观和政治

哲学 的最为根本的架构 。

ｓ

隐喻被认为是概念化政治事件和建构世界观的重要手段 ，

９

而词语可 以通过激活

架构 ， 形成
一

些列地概念隐喻 ， 最终再激活心理结构和道德系统 。 因此 ， 架构与概念

隐喻在新闻报道中 的运用也十分常见 。 例如在新冠病毒疫情初期 ， 媒体在新闻报道中

最常用 的便是
“

疫情是战争
”

的概念隐喻 ， 借用战争架构将疫情抗争比作战疫 ， 将疫

情中 的危害和不确定性隐喻成
“

敌人
”

。

１ （）

在有关政治的新闻报道中 ， 政治隐喻由战

争 、 气候 、 旅程和有机体四类架构组成 。

１ １“

家
”“

战争
” “

身体
”

和
“

背叛者
”

是

中 国香港的 《大公报 》 和 《苹果 日报 》 中
“

爱国主义
”

话语的主导性隐喻主题 。

１ ２

概

１

殷融 ，苏得权 ，
叶浩生 ．具身认知视角 下 的概念隐喻理论 ［

Ｊ
］

． 心理科学进展
，

２ ０ １ ３
，
２ １

（
０２

）
： ２２ ０

－

２ ３ ４ ．

２
Ｗ ｉ ｌ ｌ ｉ ａｍ ｓ Ｌ Ｅ ．

？ 
Ｈｕａｎ

ｇ 
Ｊ Ｙ．＆Ｂ ａｒｇｈ Ｊ Ａ ． Ｔｈｅ Ｓ ｃａｆｆｏ ｌｄｅｄ Ｍ ｉｎｄ ：Ｈ ｉ

ｇ
ｈｅｒ Ｍ ｅｎｔａ ｌ Ｐ ｒｏ ｃ ｅ ｓ ｓｅ ｓ ａｒｅ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ｉｎ Ｅ ａｒ ｌｙ

Ｅｘ
ｐ
ｅｒｉ ｅｎｃ ｅ ｏ ｆ  ｔｈｅ Ｐｈｙ ｓ ｉ ｃ ａ ｌ Ｗｏ ｒ ｌｄ

［
Ｊ

］
． Ｅｕｒｏ

ｐ
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 ｆ Ｓ ｏ ｃ ｉ ａ ｌＰ ｓｙｃｈｏ ｌｏ

ｇｙ ，

２ ０ ０９
，

３ ９
（
７

） ，ｐｐ
． １ ２ ５ ７

－

１ ２ ６ ７ ．

３

Ｌａｋｏｆｆ Ｇ ．Ｄｏｎ
＇

ｔ Ｔｈ ｉｎｋ ｏ ｆ ａｎ Ｅ ｌｅ
ｐ
ｈａｎｔ ！Ｋｎｏｗ Ｙｏｕｒ Ｖａ ｌｕｅ ｓ ａｎｄ Ｆ ｒａｍｅ  ｔｈｅ Ｄ ｅｂ ａｔｅ

［
Ｍ

］
．Ｈａｒｔｆｏ ｒｄ ：Ｃｈｅ ｌ ｓｅａ Ｇｒｅｅｎ

Ｐｕｂ ｌ ｉ ｓｈ ｉｎ
ｇ ，

２ ００４
，ｐｐ

． ７ ３ ．

４
Ｄｏｄ

ｇ
ｅ ＥＫ ． Ａ Ｄ ｅｅ

ｐ
Ｓ ｅｍａｎｔ ｉ ｃ Ｃ ｏｒ

ｐ
ｕ ｓ

－

ｂａ ｓ ｅｄ Ａｐｐ ｒｏ ａｃｈ  ｔｏ Ｍｅ ｔａｐｈ
ｏ ｒ Ａｎａ ｌｙ ｓ ｉ ｓ

［
Ｊ
］

． Ｃｏｎ ｓ ｔｒｕｃ ｔ ｉ ｏｎ ｓ ａｎｄ

Ｆ ｒａｍｅ ｓ
，
２０ １ ６

，

８
（
２

） ， ｐｐ
． ２ ５ ６

－２ ９４ ．

５

Ｓ ｅｍ ｉｎｏＥ ．

， 
ＺＤｅｍ

ｊ
ｅｎ ．＆Ｊ Ｄ ｅｍｍｅｎ ．Ａｎ  Ｉｎ ｔｅ

ｇ
ｒａ ｔｅｄ Ａ

ｐｐ
ｒｏ ａｃｈ  ｔｏ Ｍ ｅ ｔａ

ｐ
ｈｏ ｒ ａｎｄ Ｆ ｒａｍｉｎｇ 

ｉｎＣｏｇｎ ｉｔｉｏｎ
，
Ｄ ｉ ｓｃｏｕｒ ｓ ｅ

，
ａｎｄ

Ｐｒａｃ ｔ ｉｃｅ
，

ｗ ｉ ｔｈａｎ Ａ
ｐｐ ｌ ｉｃ ａ ｔ ｉｏｎ  ｔｏ Ｍｅ ｔａ

ｐ
ｈｏｒｓｆｏｒ Ｃ ａｎｃ ｅｒ

［
Ｊ
］

．Ａｐｐ ｌ ｉ ｅｄ  ｌ ｉｎｇｕ ｉ ｓ ｔ ｉ ｃ ｓ
，
２０ １ ６

，

３ ９
（
５

）
： ６ ２ ５

－

６４ ５ ．

６ 殷融
，
苏得权

，
叶浩生 ．具身认知视角 下 的概念隐喻理论

［
Ｊ
］

． 心理科学进展
，

２ ０ １ ３
，

２ １
（
０２

）
： ２２ ０

－

２ ３ ４ ．

７ 梁婧玉 ，
汪少华 ．政治语篇隐喻架构之分析——以布什和奥 巴马 的医保演说为例

［
Ｊ
］

．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

科学版 ） ，

２ ０ １ ５
，

４４
（
０２

）
： １ ２ １

－

１ ２７ ．

８

汪少华 ．谚语 ？

架构 ？认知
［
Ｊ
］

．外语与外语教学
，

２ ００ ８
（
０ ６

）
： ４ －

６ ．

９

Ｃｈａｒｔｅｒｉ ｓ
－Ｂ ｌａｃｋ Ｊ ． Ｃｏｒ

ｐ
ｕ ｓ Ａ

ｐｐ
ｒｏ ａｃｈｅ ｓ  ｔｏＣｒｉ ｔ ｉ ｃ ａ ｌ Ｍ ｅ ｔａ

ｐ
ｈｏ ｒ Ａｎａ ｌｙ ｓ ｉ ｓ

［
Ｍ

］

．Ｂ ａ ｓ ｉｎｇ ｓ ｔｏｋｅ ： Ｐａ ｌ

ｇ
ｒａｖｅ Ｍ ａｃＭ ｉ ｌ ｌａｎ

，
２ ００４

，ｐｐ
．４ ７ ．

１ Ｇ

赵永华
，
陆君钰 ．新闻话语中 的 隐喻与 国家形象的选择性建构 以 《纽约 时报 》 新冠肺炎疫情涉华报道为例

［
Ｊ

］
．

当代传播
，

２ ０２ １
（
０ ６

）
］ ７

－

２ ２ ．

１ １ 邹爱芳 ． 基于实证的汉韩隐喻认知对 比研宄—— 以 中韩新闻报道中 的政治隐喻为 中心
［
Ｊ
］

．东疆学

刊
，

２ ０ １ ９
，
３ ６

（
０ １

）
： ８ ６

－

９２ ．

１ ２
Ｆ ｌｏｗｅｒｄｅｗＪ ． ＆Ｌｅ ｏｎｇ 

Ｓ ．Ｍｅ ｔａ
ｐｈ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Ｄ ｉ ｓｃｕｒｓ ｉｖｅ Ｃｏｎ ｓ ｔｒｕｃ ｔ ｉｏｎ ｏ ｆ Ｐ ａｔｒｉｏ ｔ ｉ ｓｍ ：Ｔｈｅ Ｃａｓ ｅ ｏｆ Ｈ ｏｎ

ｇ 
Ｋｏｎ

ｇ

＇

ｓ

Ｃｏ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 ｆｏ ｒｍ Ｄｅｂａｔｅ
［
Ｊ
］

．Ｄ ｉ ｓ ｃｏｕｒｓｅ＆Ｓｏ ｃ ｉｅｔ
ｙ ，
２０ ０７

，

ｌ ８
（
０ ３

） ，ｐｐ ． ２７ ３
－ ２ ９４ ．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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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 ， 在新闻报道中对抽象概念进行架构与概念隐喻是媒体常用 的方式 ， 其 目 的在于

打破抽象概念在受众面前构筑的专业壁垒 ， 使得受众可 以快速理解概念并对其进行道

德价值判断 ； 另
一

方面 ， 架构与概念隐喻被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反复运用 ， 可以进
一

步

巩固受众既有的认知与架构 ， 只要给予受众
一

点提示 ， 就可 以快速实现意识形态隐秘

且有效的传播 。

作为
“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
”

和
“

２ 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

组合生成 的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 ， 是我国面对全球政治 、 经济和文化环境所提 出 的具有世界意义的

前瞻性概念 。 但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并不是作为客观知识生成的具体且固定的概念 ， 而

是针对全球化进程下
“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

所提 出来的抽象概念 ， 它 的意义始终是

在动态和流动的过程中被不断建构与生成的 ， 而这
一

抽象属性也使得
“
一

带
一

路
”

概

念中蕴含着丰富 的隐喻 。 目 前 ， 已有学者对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新闻报道中所涉及

到的架构与概念隐喻展开研究 。 有学者表示 ， 中 国 的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 ， 从主要概念 、

内容到 目 标都蕴含着丰富 的隐喻 ， 并借助语料库分析工具发现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文

本中存在多元而又矛盾 的隐喻建构 ， 具体分为三类 ： 同构化隐喻建构 、 差异化隐喻建

构和他者化隐喻建构 ， 且三类隐喻建构都呈现出 国别与地区差异 。

１还有学者通过对

《 Ｃｈ 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 ， 利用人工隐喻研宄方法 ，

对 《 Ｃｈ 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报道中 的 中 国话语权构建展开研宄 ， 分析 出六类隐喻

架构 ， 即建筑架构 、 交通工具架构 、 旅行架构 、 植物架构 、 表演架构和拟人架构 ，

２

并

在此基础之上分析隐喻的使用 以及隐喻如何实现中 国 的身份构建 ， 最终发现语篇 中最

显著 的概念隐喻如
“

建筑
”“

交通工具
”“

旅行
”

， 为中 国构建的最显著的身份为

“

建筑者
”“

驾驶员
” “

旅行者
”

， 可 以为 国 内其他媒体对外构建积极 中 国 身份 、 传

递中 国声音提供
一

定的借鉴 。

３

但是 以上针对 《 Ｃｈ ｉｎａＤ ａ ｉ 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

所展开的研宄 ， 存在不足 。 具体来说 ， 该研究所涉及的新闻文本数量较少 ， 且隐喻分

析的方法与路径较为粗糙 ， 单
一

的人工隐喻分析方式和较少的文本 ， 可能会遗漏很多

相对隐秘 、 有趣的隐喻结论 。 并且研宄大多针对隐喻进行描述性分析 ， 并未对隐喻背

１ 辛静 ，
单波 ．海外英文媒体对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 的隐喻建构 基于语料库的跨文化 比较研宄ｍ ．现代传播 （
中 国传

媒大学学报
） ，

２０ １ ８
，

４０
（
０６

）
： ３ ６

－４２ ．

２

陈钦
，陈娟 ，

陈斌峰 ．基于隐喻架构 的 《 中 国 日报 》

“
一

带
一

路
”

报道与 中 国话语权构建研究
［
Ｊ

］
．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学

报
（社会科学版 ） ，

２０ １ ９
，

２ ９
（
０４

）
：  １ ３ ４

－

１ ４４ ．

３ 陈钦
，
陈娟

，
许华蓉 ．批评隐喻视角 下 的 国家身份构建 以 《 中 国 日报 》 对外报道

“
一

带
一

路
”

为例
［
Ｊ

］
．福州大学学

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２０ １ ９
，
３ ３

（
０ １

）
： ８ ２

－

８ ８ ．

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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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深层意义与架构所刺激的心理结构和道德系统展开研宄 。

有鉴于此 ， 本文基于架构理论和概念隐喻理论 ， 利用 Ｗｍａｔｒｉｘ 语料库分析工具和

人工隐喻相结合的方式 ， 对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的新闻报道展开隐喻架构分析 。 试

图剖析在对外传播的新闻报道中 ，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隐喻的多样性及其特征 ， 洞悉概

念隐喻背后的意义与深层架构 ， 并进
一

步阐释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对外传递怎样的

“

中 国声音
”

。

第二节 基于语料库的隐喻研究方法设计与研究过程

一

、 语料来源

使用 ＰｒｏＱｕｅ ｓｔ 数据库对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关于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的新闻报道进

行数据搜集。 考虑到
“
一

带
一

路
”

有不同的翻译方式 ， 因此 ， 以最为常见的
“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

ＯｎｅＢｅｌｔ ， ＯｎｅＲｏａｄ
”“

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

和
“

ＢＲＩ

”

为关键词 ，

鉴于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提出 的节点为 ２０ １ ３ 年 ９ 月和 １ ０ 月 ， 故将搜索时间范围设定为

２０ １ ３ 年 ９ 月 至 ２０２ １ 年 ７ 月 ， 经过查重和删减无效文本 ， 共计获取新闻报道样本 ２０５０

篇 ， 最终形成 ６３ ８９７８ 词次的 自建小型观察语料库 。

二 、 研究方法 ： Ｗｍａｔｒｉｘ 语料库分析与人工隐喻分析

隐喻的形成即隐喻化是两个概念域或认知域之间的结构投射 ， 即从始源域向 目标

域的投射 。

１

本章节首先采用基于语料库的隐喻研宄方法 ， 将 自建小型观察语料库与

标准的大型语料库进行比对 ， 通过计算机辅助的文本索引 、 词语搭配、 词语频次和主

题语义域等的计算与呈现 ， 使分析尽可能地脱离直觉 、 预设和偏见 ， 更为客观和系统 。

语料库语言学的基本方法是概率分析法 ， 即通过对语料库中的语料进行调查 ， 在统计

分析的基础上求出语言运用 的概率信息 ， 再反过来以概率信息为依据分析真实的语言

材料 ，

２

对表层语言文本的隐喻进行描写 ， 并最终总结出语言文本的 内在规律。

相较于传统的人工隐喻分析 ， 语料库分析方法可以利用相同的标准对大样本的文

本进行客观 、 系统和量化的分析 ， 避免人工隐喻分析主观预设 、 直觉和偏见所造成的

１ 戴卫平．词汇隐喻研究
［
Ｍ

］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２０ １ ４ ： １ １ ．

２
Ｈｕｓｔｏｎ Ｓ ．Ｃｏｒ

ｐ
ｏｒａ  ｉｎ Ａｐｐ ｌ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
Ｍ

］
．Ｃａｉｎｂｒｉｄｇｅ ：ＣＵＰ

，
２００２

５ｐｐ ． ９２ ．

２７



第二章


作为
“

生产性概念
”

的
“
一

带
一

路
”

在对外传播中 的实践

误差 。 对此 ， 本章节使用的语料库分析工具是英国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 大学语料库研究中心 Ｐａｕｌ

Ｒａｙｓｏｎ 等人开发的基于网络的语料分析工具 Ｗｍａｔｒｉｘ 。 Ｗｍａｔｒｉｘ 与隐喻研宄最直接的

关联是其语义域赋码功能 ， 与其他语料分析工具类似 ， 具备索引生成、 搭配、 词表生

成 、 主题词表生成功能 ， 且集合了勘查词语在文本中 的具体情况的程序套件 。

ｉ

Ｗｍａｔｒｉｘ

语义域赋码集以 《 朗文多功能分类词典 》 为基础 ， 包括 ２ １ 个语义域 ， 如 Ｂ
［
人与身体

］
、

Ｇ
［公共领域 ］

、 Ｈ
［建筑与房屋 ］

、 Ｍ
［移动 ］

、 Ｓ
［社会行为 ］

、 Ｔ
［
时间 ］等 ， ２ １ 个语义域还可

以被细分为 ２００ 多个次级语义域 。

Ｗｍａｔｒｉｘ 的独特及优于其他软件之处在于其内嵌的工具 ＵＳＡＳ（ＵＣＲＥ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 ， 可 自动为文本进行语义域 （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Ｄｏｍａｉｎ／Ｆｉｅｌｄ ） 赋码 ， 可

将研宄语料库与参照语料库对比产生主题语义域 （Ｋｅｙ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Ｄｏｍａｉｎ ） ， 即与参照

语料库相 比在研宄语料库中有超常使用频率或过度使用 的语义域 （ Ｏｖｅｒｕｓｅ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Ｄｏｍａｉｎ ） ，

２从而可大致对应概念隐喻的源域或 目标域 。

３

但基于计算机的语料库分析隐喻的工具尚在发展阶段 ， 其可以识别出高频率的隐

喻表达 ， 但对于低频率的隐喻表达则有所忽略 ， 仍需要人工对计算机语料库分析工具

的隐喻结果进行分析与补充 。 同时 ， 语料库分析工具只是呈现出隐喻结果 ， 还需要人

工判断出始源域和 目标域 ， 以及依靠人工识别隐喻词 目 ， 彻底考察隐喻在特定语境和

文本语境之外的其他现实意义 ， 以更好的解释文本隐喻的深层 内涵 。 有鉴于此 ， 本章

节在研宄方法的选择上 ， 将 Ｗｍａｔｒｉｘ 语料库分析工具和人工隐喻分析方法相结合 ， 尽

可能的保留并拓展新闻文本中隐喻的广度与深度 ， 归纳和分析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在对外

传播的新闻报道中对
“
一

带
一

路
”

的隐喻建构 ， 研宄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

闻报道中语义域的隐喻表达 ， 归纳并分析出相应的架构和概念隐喻建构的模式 。

三 、 研究过程 ： 获取主题语义域和确定候选源域

将由 ２０５０ 篇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组成的 ６３ ８９７８ 词次的 自建小

型观察语料库上传至 Ｗｍａｔｒｉｘ 系统 ， 并完成 自动词性赋码、 语义域赋码 ， 首先获得词

１ 孙毅 ．基于语义域的隐喻甄别技术初探一以 Ｗｍａｔｒｉｘ 语料库工具为例 ［
Ｊ
］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

报 ，
２０ １ ３

，
３ ６

（
０４

）
：  １ ０

－

１ ６＋ １２７ ．

２ 孙亚．基于语料库工具 Ｗｍａｔｒｉｘ 的隐喻研究 ［
Ｊ
］

．外语教学 ，

２０ １ ２
，
３３

（
０３

）
５ －

１ １ ．

３
Ｋｏ ｌｌｅｒ Ｖ．

， 
Ｈａｒｄｉｅ Ａ．

， 
Ｒａｙｓｏｎ Ｐ． ＆ Ｓｅｍｉｎｏ Ｅ ． Ｕｓｉｎｇ 

ａ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ｏ 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ａ ｌｙｓ ｉｓ 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ｉｎ

Ｄ ｉ ｓｃｏｎｒｓｅ
［
Ｊ
］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ｋ
，
２００８

，
１ ５

（
０ １

） ？ｐｐ ．
 １４ １

－

１ ６０ ．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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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列表、 词性频率列表和语义域词频列表 ， 考虑到语义域赋码集 Ｚ 集为 ［
名称和语法］

、

Ｎ 为 ［数字域度量］
， 几乎无法成为本研宄的隐喻语义集 ， 因此 ， 对其进行剔除 ， 限于

篇幅 ， 笔者在文中列举排名前二十的语义域词频列表 （见表 ２ ） 。

表 ２ ： 语义域词频列表 （前二十 ）

序号 ｜语义域 ｜频数 ｜语义域类别
１Ａ １ ． １ ． １ １ ３００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ｓ／ ｍａｋｉｎｇ

２Ａ３＋ １ ０３ ７ １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３ Ｓ８＋ １ ０２２７ Ｈｅｌｐｉｎｇ

４Ｍ６ ８０８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５Ｑ２ ． １ ７９０４ Ｓｐｅｅｃ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６ １２ ． １ ７４７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７Ｍ３ ７ １２４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ｏｎｌａｎｄ

８Ｇ ｌ ． ｌ ６５６４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９ １２ ．２ ５６８６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 ：Ｓｅｌｌｉｎｇ

１ ０Ａ２ ． １＋ ５６２０ Ｃｈａｎｇｅ

１ １ Ｓ５＋ ５４５０Ｂ 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ａ

ｇｒｏｕｐ

１ ２ Ｉ Ｉ ． １ ５ １ ９４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ｐａｙ

１ ３Ｔ １ ． ３ ５００４ Ｔｉ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１ ４Ｔ ｌ ． １ ． ３ ４８００ Ｔｉｍｅ ：Ｆｕｔｕｒｅ

１ ５Ｍ ｌ ４６６９Ｍｏｖｉｎｇ，
ｃｏ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ｏ ｉｎｇ

１ ６ Ｓ７ ． １＋ ４６６６ Ｉｎ
ｐｏｗｅｒ

１ ７Ｂ ５ ４６３２Ｃ ｌｏｔｈｅｓ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ｂｅ ｌｏｎｇｉｎｇｓ

１ ８Ｗ３ ４６００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ｔｅｒｍｓ

１ ９Ａ９＋ ４４５７Ｇｅ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ｉｖｉｎｇ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ｉｏｎ

２０Ｘ７＋ ４３ ５ ８Ｗａｎｔｅｄ

随后使用 Ｗｍａｔｒｉｘ 将本研宄 自建的小型观察语料库与参照语料库 ＢＮＣＳａｍｐｌｅｒ

Ｗｒｉｔｔｅｎ 进行比对 ， 将对数似然比临界值 （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 简称 ＬＬ ） 设为 ６ ．６３（ ｐ

＜０ ．０ １ ，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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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由度＝
１ ） ， 最终与参照语料库对 比获得 ３ ３ ６ 个主题语义域 ， 同时 ， Ｗｍａｔｒｉｘ 针对

ＬＬ ＞ ６ ． ６ ３（ ｐ
＜ ０ ． ０ １ ） 排名前 １ ００ 的主题语义域 自 动生成词云 （见图 １ ） 。

Ａｔｔｅｎｔｉｖｅ一、Ｂｆｔｔｏ ｒ＞
ｇ

ｌｎ９＿ ｔｏ
， 
ａ
＿ｇ

ｒｏｕｐ

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 ：

一

Ｇｅｎｅ ｒａ ｌ ｌｙ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 ：

一

Ｓｅ ｌ ｌ ｉｎｇＣ ａｕ？＊＆￡ ｆｆ？ｃｔ／Ｃｏｎｎ？ｃ ｔ ｔｏｎＣ ｈａｎｃｖ ．

＾

ｔ ｕｃｋ

Ｃｈａｎｇｅ Ｃ ｈｅａｐ 
Ｃ ｌｏｔｈｅｓ

＿

ａｎｄ
一ｐｅ ｒｓｏｎａ ｌ

—

ｂｅ ｌｏｎｇ ｉｎｇｓ一

Ｇ？ｎｅｒａ ｌ
＿

ａｃｔｉｏｎｓ
＿

／
＿

ｍａｋ ｉｎｇ＿

Ｇｅｏｇ ｒａｐｈ ｉｃａ ｌ

一

ｎａｍｅｓ ６ｅｏｇｒａｐｈ ｉｃａ ｌ
ｎ

ｔｅｒｍｓ

Ｇｅｔｔ ｉｎｇ＿ａｎｄ＿ｇ ｉｖ ｉｎｇ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ｉ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Ｇ ｒｅｅｎｊｓｓｕｅｓ

Ｈｓ ｌｐ ｉｎｇ Ｉｍ ｉＫＫｔａｎｔ？ ■

＿ Ｉｎｃ ｌｕｓ 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ｎｆｏｒｎｉａｔ ｉｏｎ
＿

ｔｅｃｈｎｏ ｆｏｇｙ＿ａｎｄ＿ｃｏｎｉｐｕｔｌ ｎ—碎蝴杂句＊每＊時蝴《知吻＃由＞ ？ 增

Ｃ ＆Ｃ
＾

ｆｌ ｌ
ｉ ｆ ＭｖＭ ｕ ｒｖｎｗ＾ Ａｆｗ％ ｉ ？ ｕ  ｔ 

■
 ■  ｉ． ｎａａ ｉ

？ ｐ ｉ？＾ ＿ ： 【 ？ ？ 緣 ？ ？

Ｍｏｎｅｙ一ａｎｄ一ｐａｙ ９？ｎ？ｒ？ＨｖＷ〇ｎ＊ｙ ：

＿

Ａ＾ｔｙ？ｎＣ？ＷｏｍｖＤ？ｔａｓ＾Ｈｏｎ＾ｏｖｔ ｒｒｅｍ＾^

Ｏｔｈｍｒ
＿ｊ＞Ｔ９ｐｍｔ

＿

ｒｗｎｍＰａ ｒｔ ｉｃ ｉｐａｔ ｉｎｇ Ｐａ ｒｔｔｅ ｔｐａｔ ｔｏｎＰ ｌａｃｅｓ—

Ｑｕａｎｔ ｉｔｉ？ｓ ：
＿

ｍａｎｙ ／ｍｕｃｈ ｉ輪士一－＊＿？
． Ｒｅｃ ｉｐｒｏｃａ ｌ－Ｓａ ｉ Ｈｎｇ ｔ

＿

￥ｗｔｍｍ ｉｎｇ ｆ
＿

ｅ ｌｃ ．

＾ ＼ｅｎｃｍ
＿

ａｎｄ
＿

ｔｅｃｈｎｏ ＼ｏｇｆＪｎ
＿＾ｎｅｒＢ ｉＳ ｉｚｅ ：

＿

Ｂ ｉｇＳｌｚｅ ：

＿

Ｂ ｌｇ ｓｏ＾Ａｃｔｗ

＿

０〇ｆｉｉ ｆＴｉｕ ｉｔ ｉｃ３ｔｉＶ６ ￥＾ａ Ｅ
ｔ
？＾＝＊＊＾ＴＨ＃

＿＾

ｕｎ ｆｖ６ｒｓｓＴ ｉ ｆｎ６ ｉ
＿

Ｆ ｉｒｔｙ ｒｓ

Ｔｗｎｅ ：Ｏｉｄ；ｇｒｏｗｎ
－

ｉｉＯ Ｕｎｍａｔｃｈｅｄ

＾＾？ｈ ｉｃ ｌ自ｓ
＾＾

ｓｎ ｃｉ
＾ ＾＾

ｔｒｓ Ｆ＾ｓｐｏｒ＾
＾

ｏｎ
＾

ｌａｎ ｃｆｗａｒｔ？ｄ

图 ｉ ： 主题语义域词云

在主题语义域列表中 ， 〇 ｉ 和％ １ 分别表示该语义域在 自建小型语料库 中被观察到

的频率和相对频率 ， ０２ 和％２ 分别表示该语义域在参照语料库 中被观察到 的频率和相

对频率 。

“

＋ 

”

表示 〇 １ 相对于 〇２ 过度使用 ， 即该语义域在 自建小型观察语料库 中 比

在参照语料库 中有超常的使用频率 ，

“
－

”

表示 〇 １ 相对于 ０２ 使用不足 ， 即该语义域

在 自 建小型观察语料库中使用频率低于参照语料库的频率 ， ＬＬ 为主题语义域的对数

似然 比值 ， 表示该语义域超常使用 的显著程度 。 同样 ， 经过笔者观察发现 ， Ｗｍａｔｒｉｘ

自 动生成的绝大多数的主题语义域可 以概括 《 Ｃｈ ｉｎａ Ｄａ ｉ 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文本的

主 旨 ， 具有凸显性 、 代表性和典型性 ， 但这并不意味着 自 动生成的主题语义域就可 以

直接等同于概念隐喻的 目 标域 。 对此 ， 笔者需要对主题语义域做进
一

步筛选 ， 即确定

候选源域 。

本文确定候选源域标准为 以下 四个方面 ： １ ） 与
“
一

带
一

路
”

主题语义域 内容完

全背禹 ， 如Ａ １ ． １ ． １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ｃｔ ｉｏｎｓ ／ ｍａｋ ｉｎｇ ］

、 Ｍ４
［
Ｓ ａｉ ｌ ｉｎｇ ，

ｓｗ ｉｍｍ ｉｎ
ｇ ，

ｅｔｃ ．

］
、 Ｉ４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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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Ｆ４
［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
等 ；

２ ）带有与
“
一

带
一

路
”

相关的显性源域标签或特征 ，

具体、 熟悉和常见的语义域 ， 如Ｓ８＋［
Ｈｅ ｌｐ ｉｎｇ］

、 Ｂ ５
［
Ｃ ｌｏｔｈｅｓ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ｂｅ ｌｏｎｇｉｎｇｓ ］

和 Ｓ １ ． １ ．２＋
［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等 ；
３ ） 基于 目前学者在认知隐喻既有的

“
一

带
一

路
”

研宄 ， 挑

选出被学界广泛认可的
“
一

带
一

路
”

源域 ， 如 Ｍ３［
Ｖｅｈｉｃ ｌ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ｏｎｌａｎｄ

］
、

Ｓ５＋
［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ａ
ｇｒｏｕｐ］

和Ｈ ｌ
［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
ｈｏｕｓｅｓ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
等 。 ４ ） 低于对数似

然值的标准 ， 如Ｌ３ ［
Ｐｌａｎｔｓ

］
、 Ｘ４ ．２

［
Ｍｅｎｔａｌ ｏｂ

ｊ
ｅｃｔ ： Ｍｅａｎｓ

，
ｍｅｔｈｏｄ

］
和Ｋ５ ． １

［
Ｓｐｏｒｔｓ ］

等 ， 基

于以上标准 ， 在剔除几乎无法成为本研宄的隐喻语义集后 ， 按照对数似然 （ ＬＬ ） 值

排序 ， 生成本研宄最终的候选源域使用频率揽表 （见表 ３ ） 。

表 ３ ： 候选源域使用频率揽表

０ １％ １０２％２ＬＬ语义域名称

Ｓ ８＋１ ０２２７１ ． ６０４２２５０ ．４４ ＋５６８４ ． １ ６Ｈｅｌｐ ｉｎｇ

Ｍ３７ １２４ １ ． １ １２ １ ７ １０ ．２２＋５２３ ８ ．２５Ｖｅｈｉｃ ｌ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
ｔｏｎｌａｎｄ

１２ ． １７４７２ １ ． １ ７２６３４０ ． ２７ ＋４８５８ ．０３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１２ ．２５６８６０ ． ８９２７３ ８０ ．２８ ＋２６４０ ． ３ ６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Ｇ ｌ ． ｌ６５ ６４ １ ． ０３３ ５４２０ ． ３７ ＋２６０７ ．０６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 Ｉ ． １５ １ ９４０ ． ８ １２６５４０ ．２７ ＋２２２９ ． ３ １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ｐａｙ
￣￣

Ｂ ５

￣＂

４６３２０ ． ７２２６２５０ ．２７ ＋１ ７０７ ．７３Ｃｌｏｔｈｅｓ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

ｌ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ｓ


Ａ ｌ ． １ ． １１ ３００５２ ． ０４１ ２ １ ８９１ ．２６ ＋ １４４５ ． ９５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ｓ／ｍａｋｉｎｇ

Ａ２ ． １＋５６２００ ． ８８３９３９０ ． ４ １＋１ ４０５ ．７４Ｃｈａｎｇｅ

Ａ９７９８０ ． １２ １ １０ ． ００ ＋ １ ３６６ ．９ １Ｇｅ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ｉｖｉｎｇ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ｉｏｎ

Ａ １ ． ８＋２９９ １０ ．４７ １ ６２４０ ． １ ７ ＋１ １ ７７ ． １ ３ Ｉｎｃｌｕｓ ｉｏｎ

Ｑ２ ． １７９０４１ ． ２４７０２４０ ．７３ ＋ １ ０５ ７ ． ８０Ｓｐｅｅｃ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Ｗ３４６０００ ．７２３４６６０ ． ３ ６ ＋９７７ ． １ ７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ｔｅｒｍｓ

Ｗ １ １ ８７９０ ． ２９９ １ ２０ ． ０９ ＋８６３ ．６９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Ｍ４ １ ７４３０ ．２７８４３０ ． ０９＋８０４ ． ８４Ｓａｉｌｉｎｇ ，
ｓｗｉｍｍｉｎｇ ，

ｅｔｃ ．

Ａ ｌ ｌ ． １ ４
－３ ６２４０ ． ５７２８０３０ ．２９ ＋７２２ ．００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１４ １ ４ １ ３０ ．２２６７４０ ．０７ ＋６６４ ． ０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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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

＇

ｓｉ

０ １％ １０２％２ＬＬ语义域名称

Ｎ３ ．２＋２４０４０ ． ３ ８１ ６０６０ ． １ ７ ＋６６３ ． ５０ Ｓ ｉｚｅ ：Ｂ ｉｇ

１４４２０ ．２３

＂＂

７７８０ ．０８ ＋５７２ ． ８５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
￣￣

１７ １ ００ ．２７１ １ ２６０ ． １２ ＋４８５ ．４７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Ｓ １ ． １ ．２＋１４３４０ ．２２９０５０ ．０９＋４４０ ． ８５Ｒｅｃ ｉｐｒｏｃａｌ

Ｗ５６０３０ ．０９２２５０ ．０２ ＋３ ７ １ ． ７４Ｇｒｅｅｎｉｓｓｕｅｓ

Ｓ５＋５４５００ ． ８５５ ８ １ １０ ． ６０＋３４４ ．４２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ａ

ｇｒｏｕｐ

Ａ２ ．２４２２５０ ． ６６４３６２０ ．４５＋３ １ ３ ．４６Ｃａｕ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Ａ １ ．４ １ ０３ ５０ ． １ ６６６４０ ．０７ ＋３０８ ．７３Ｃｈａｎｃｅ
，

ｌｕｃｋ

Ｘ５ ．２＋１ ７４８０ ．２７ １ ５ １ １０ ． １ ６＋２５５ ． ５ １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ｅｘｃｉｔｅｄ／ｅｎｅｒｇｅ
ｔｉｃ

Ｓ５ １ ５９０ ．０２６０ ．００ ＋２４７ ． ８６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Ｈ Ｉ２６０４０ ．４ １２５８００ ．２７＋２３２ ． ３ ８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
ｈｏｕｓｅｓ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Ｘ２ ．６＋９７７０ ． １ ５７ １４０ ．０７ ＋２２２ ．９０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Ｍ６８０８４ １ ．２７９８５９１ ．０２ ＋２０７ ． ５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Ｘ７＋４３ ５ ８０ ．６８５２３３０ ． ５４ ＋１ ２７ ． ５３Ｗａｎｔｅｄ

Ｍ５７５ ８０ ． １２６４３０ ．０７ ＋１ １ ７ ． ３ ３Ｆ ｌｙｉｎｇ
ａｎｄ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Ｗ２５８０ ．０ １００ ． ００ ＋１ ０７ ．００ Ｌｉｇｈｔ

Ｓ Ｉ ． １ ． １１ ９ １ ５０ ．３ ０２０８９０ ．２２ ＋１ ０６ ．９４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ｓ
，
Ｓ 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Ｓ３ ． １ １ ０３ １０ ． １ ６１ １２２０ ． １２ ＋５ ８ ． ３ ５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４７４ １０ ． １ ２９ １ ２０ ．０９＋ １ ７ ． ５３Ｆａｒｍｉｎｇ
＆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Ｌ３３２ １０ ．０５２４３９０ ．２５ －１ ０７９ ． ７８Ｐｌａｎｔｓ

Ｘ４ ．２ １ ３２７０ ．２ １３ １ ０８０ ．３２－ １ ８５ ． ７２Ｍｅｎｔａｌｏｂ
ｊ
ｅｃｔ ：Ｍｅａｎｓ

， 
ｍｅｔｈｏｄ

Ｋ５ ． １ １ １ ８６０ ． １ ９２０５３０ ．２ １
－１ ３ ．４６ Ｓｐｏｒｔｓ

四 、 ＭＩＰＶＵ 识别隐喻形符

Ｗｍａｔｒｉｘ 基于语义域的隐喻识别功能是
一

种半 自动的识别方法 ， 在研宄后期需要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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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人工的方式对主题语义域和候选源域中的词汇和隐喻进行识别与分析 。 因此 ， 本

研究在使用 Ｗｍａｔｒｋ 的基础上 ， 针对主题语义域和候选源域 ， 采用 ＭＩＰＶＵ 识别隐喻

形符 ， 剔除几乎不包含隐喻的语义域 ， 保证隐喻识别的最终效果 。 主要步骤如下 ： １ ）

确定词语的基本意义及语境意义 ；
２ ） 确定该词语的基本意义及语境意义是否存在差

别 ；
３ ） 考察该词语的基本意义和语境意义的指称对象之间是否存在相似性关系 ， 如

果是 ， 这个词语为
“

隐喻
”

。

１

按照 ＭＩＰＶＵ 要求 ， 笔者在判断基本意义和语境意义时 ，

主要参考 《麦克米伦高阶词典 》 。 基于以上隐喻识别标准 ， 笔者对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主题语义域展开深层探究 ， 最终生成相应的架构与概念隐喻 （见

表 ４ ）〇

表 ４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的架构与概念隐喻

架构概念隐喻隐喻性表达 （ 出现次数 ）

“
一

带
一

路
， ，

是道路 。
ｒｏａｄ

（
４５ ８４

） ；
ｒａｉｌｗ

ｇ
＜４９３ ） ；ｐａｔｈ（ １０２

）

陆 辆＾“
一

带
一

路
”

是平台 。 ｐ ｌａｔｆｏｒｍ
（
４ １ １

）等
＾ ＾

“
一

带
一

路
”

是驱动器和工具 。

ｈｍｐｏｒｔａＷ ｔｒａ

ｇ
ｌ Ｏ你ｄｒｉｖｅ

（
ｍ

）

“
一

带
一

路
”

是港 口 。 ｐｏｒｔ
（
６９ １

） ；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
３ ８２

）等

航海
“
一

带
一路

”

是海洋里的船。ｍａｒｉｎｅ
（
８４

） ；
ｓｈｉｐ（

６７
）等

“
一

带
一

路
”

是暖流 。 ｆｌｏｗ
（
１ ３ ９

）等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３ ３ １ ７

） ；
ｈｅｌｐ（ 

１ ０ １ ６
） ；ｐｒｏｍ

帮助
“
一

带
一

路
”

是友好合作 。ｏｔｅ
（
９ １ ７

） ；
ｓｕｐｐｏｒｔ（

７７５
） ；

ｓｅｒｖｉｃｅ
（
６８０

） ；



ｂｅｎｅｆｉｔ
（
６５ ３

） ；
ｂｏｏｓｔ

（
４０７

）＃


互惠
“
一

带
一

路
”

是共享互惠 。

￣̄



） ；
ｍ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
３７

） ；
ｒｅｃ ｉｐｒｏｃａｌ

（
ｌ １

）等

人 ｆ主玄

“
一

带
一

路
”

引导下的 国家关系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４４５）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１ ５６
） ；

＾八



是伙伴和朋友 。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１ ２７
） ；
ｆｒｉｅｎｄｓ

（
５ １

）等

衣物
－

市
－

路 ＾
连结各国的 乡丑ｂｅｌｔ

（
４ １ ０３

） ；
ｔｉｅｓ

（
２３ ９

）＃
Ｔ

｜
ｊ〇

“
一

带
一

路
”

是桥梁 。 ｂｒｉｄｇｅ（
３２

）等

建筑“
―帯一路

， ，

县酋奋围象间方杯ｂｕｉｌｄ
（
１ ３ １２

） ；
ｃｏｎｓｔｍｃｔｉｏｎ

（
６４ １

） ；
ｆａｃｉｌｉｔ

ｈ ＳＳＳ ｉｅｓ
（
１ ５５

） ；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２２

） ；
ｂｕｉｌｄｅｒｓ

（

夫糸碁石 ， 是建设者 。

 ９
）等

１

Ｓｔｅｅｎ
， 
Ｇ ． Ｊ ． ｅｔ ａｌ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Ｌｉｎｇｕ ｉ ｓｔｉｃ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Ｍ

］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 Ｊｏｌｍ Ｂｅｎ

ｊ
ａｍｉｎｓ

，
２０ １ ０ ．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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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概念隐喻隐喻性表达 （ 出现次数 ）

“
一

带
一

路
”

是游戏 。 ｇａｍｅ
（
２８

）等

＃接斗
“
一

带
一

路
”

是游戏规则改变
̄

３Ｓ动／行动Ｉ ｇａｍｅ
－

ｃｈａｎｇｅｒ（４）等

“
一

带
一

路
”

是舞台 。 ｓｔａｇｅ（ １ ３２
） ；ｐｅｒｆｏｒｍ（

８３
）等

“
一

带
一

路
”

播下种子 。ｐ ｌａｎｔ
（
６２

） ；
ｒｏｏｔｓ

（
３０

） ；
ｓｅｅｄｓ

（
１ ７

）等

“
一

带
一

路
”

开花结果 。 ｆｌｏｗｅｒｓ
（
９
） ；
ｂｌｏｓｓｏｍ

（
４

）
等

“
一

带
一

路
”

带来丰收 。 ｒｅａｐ（
２６

） ；
ｃｒｏｐ（

１ ８
）等

“
一

带
一

路
”

是梦想 。 ｄｒｅａｍ
（
４８

）等
精神状态

“
一

带
一

路
”

是愿景 。ｖｉｓｉｏｎ
（
２２５

）等

“
一

带
一

路
”

是重要载体 。 ｃａｒｒｉｅｒ＾）等

容器“
一

带
一

路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
ｃｏｍｍｕｍｔｙ（

３ １４
）等

第三节 研究发现 ： 表层架构分析与概念隐喻的具体说明

通过梳理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 ， 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十分丰富

且多元的架构和概念隐喻 ， 包括陆地车辆／运输 、 航海、 帮助 、 互惠 、 人际关系 、 衣

物 、 建筑 、 运动／行动 、 植物／农业和园艺 、 精神状态和容器等十
一

种具体架构 ， 分别

对应着不同的概念隐喻 。 并且从隐喻的具体内容来看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在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呈现出正向态度与积极基调 。

一

、 陆地车辆／运输架构 ：

“
一带一路

”

是道路 、 平台 、 驱动器和工具

陆地车辆 ／运输架构在 Ｗｍａｔｒｉｘ 中 的主题语义域为
“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ｏｎ

ｌａｎｄ
”

， 在 既往众 多 有 关
“
一

带
一

路
”

的 隐喻研 宄 中 ， 陆地车辆 ／运输架构

（ＬＬ＝５２３ ８ ．２５ ） 是最为常见的概念隐喻之
一

。 具体来说 ，

“

路
”

（ ｒｏａｄ 、 ｒｏａｄｓ ） 是交

通工具语义域的主导核心词 ， 共计出现 ４５ ８４ 词 ， 考虑到本文主题
“
一

带
一

路
”

中包

含
“

路
”

（ ｒｏａｄ ） ， 因此
“

道路
”

成为主导核心词并不意外 。 同时 ， 构成词语义域的

其他核心词汇还包括
“

铁路
”

（ ｒａｉｌｗａｙ 、 ｒａｉｌｗａｙｓ ） 、

“

平台 

”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 、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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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
”

（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 、

“

驱动器
”

（ ｄｒｉｖｅ 、 ｄｒｉｖｅｒ 、 ｄｒｉｖｅｎ 、 ｄｒｉｖｉｎｇ ） 、

“

火车
”

（ ｔｒａｉｎ ）

和
“

道路
”

（ ｐａｔｈ 、 ｐａｔｈｓ ） 等 ， 分别出现 ４９３ 次、 ４ １ １ 次 、 ２０６ 次 、 １ ７ １ 次、 １ ０８ 和 １ ０２

次 。 笔者根据以上核心主导词回溯原文并对比 《麦克米伦高阶词典 》发现 ， 始源域
“

道

路
” “

平台
” “

工具
”

和
“

驱动器
”

的概念映射到 了 目标域
“
一

带
一

路
”

之中 ， 具有

隐喻的意义 。

具体来说 ，

“
一

带
一

路
”

作为抽象意义上的
“

道路
”

， 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的新闻

报道中 ，

“
一

带
一

路
”

更多被喻为和平之路、 创新之路、 开放之路和繁荣之路等 ，

“
一

带
一

路
”

搭配着丰富的
“

道路
”

意涵而得到具体阐释。

例 １ ：
“
一

带
一路

”

是通向和平包容、 自 由开放的 贸 易 的道路 。 （２０ １ ９－

５
－

１ ）

例 ２ ：
“
一

带
一路

”

是推动劍新发展的必经之路 。 （ ２０ １ ８
－

１ １
－２ ）

例 ３ ：
“
一

带
一路

”

是联通世界、 推动全球发展 ， 并最终走向共同繁荣的道路 。

（ ２０ １ ７ －３ －５ ）

从例 １ 、 ２ 、 ３ 可知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的
“

道路
”

隐喻包含着和平、 开放、

创新、 繁荣等具体形容词汇。 事实上 ， 习近平主席在祝贺纪念
“
一

带
一

路
”

五周年时 ，

就将
“
一

带
一

路
”

喻为
“

和平 、 繁荣 、 开放、 创新和文明之路
”

， 而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也将这
一

具体说法运用到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的新闻报道之中 ， 以更好的传达并更

新
“
一

带
一

路
”

的 内涵 。 而再进
一

步的说 ， 这里的
“

道路
”

本身也不只是实际意义上

的路 ， 其本身也可以被泛化成
一

个
“

平台
”

， 而
“

平台
”

也正是陆地车辆／运输架构

之中 的另
一

个具体隐喻 。

例 ４ ：
“
一

带
一路

”

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和继承
，
是 中 国文明 与世界文明交流的

重要平 台 。 （ ２０ １ ５
－６ －２８ ）

例 ５ ：
“
一

带
一路

”

是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平 台
，
他说

，
它不排斥或针对任何 国 家 ，

对所有感兴趣的人开放 。 （ ２０ １ ８ －３ －

１０ ）

在例 ４ 和 ５ 中 ，

“
一

带
一

路
”

基于古丝绸之路 ， 被隐喻为文明交流的平台 。 不论

是
“

道路
”

还是
“

平台
”

隐喻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的报道 目 的均是对抽象的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进行降维 ， 使得国外受众进
一

步理解
“
一

带
一

路
”

的概念 。

例 ６ ： 南非将中 国
“
一

带
一路

”

视为
“

推动非洲 大陆增长和发展议程的工具
”

。

（ ２０ １ ５
－

８
－２８ ）

例 ７ ：
“
一

带
一路

”

是中亚 国 家经济增长与 发展的重要驱动器 。 （ ２０ １ ７
－

１ ０ －２ １ ）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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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驱动器和工具
”

的隐喻之中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将
“
一

带
一

路
”

视为地区和世

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 同时 ， 在沿线国家中 ，

“
一

带
一

路
”

也作为重要工具而存在 ，

并持续地推动着沿线国的综合发展 。 总体来看 ， 在陆地车辆／运输隐喻架构之中 ， 作

为交通工具的
“
一

带
一

路
”

正是
一

种作为加速发展的承载体 ， 而中 国在其中扮演者驾

驶者、 操作者 、 领航者和引导者的角色 ， 以此呼吁并吸引更多国家加入中 国
“
一

带
一

路
”

快速发展的快车和道路之中 。

二 、 航海架构 ：

“
一带一路

”

是港口 、 船和暖流

航海架构与陆地车辆／运输架构相类似 ， 主要涉及到与海洋 、 水等元素相关的映

射指向 ， 在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 ， 航海架构 （ Ｓａｉｌｉｎｇ ，
ｓｗｉｍｍｉｎｇ ，

ｅｔｃ ．ＬＬ＝８０４ ． ８４ ） 也是较为丰富的语义域 。 其主导核心词为
“

港 口
”

（ ｐｏｒ
ｔ 、 ｐｏｒｔｓ ） ，

共计出现 ６９ １ 次 ， 此外 ， 其核心词汇包括
“

出海
”

（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 ｌａｕｎｃｈ 、 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ｇ ） 、

“

流动
”

（ ｆｌｏｗ、 ｆｌｏｗｓ ） 、

“

船舶
”

（ｍａｒｉｎｅ ） 、

“

船
”

（ ｓｈｉｐ 、 ｓｈｉｐｓ ） 和
“

导航
”

（ ｎａｖｉ
ｇａｔｉｏｎ ） 等 ， 也共同构成航海隐喻 ， 分别 出现 ３ ８２ 次 、 １ ３ ９ 次 、 ８４ 次 、 ６７ 次和

５８ 次 。 同样在经过 ＭＩＰＶＵ 隐喻识别后 ， 发现
“

港 口
” “

流动
”

和
“

船
”

等核心词汇

存在语境意义 ， 并映射到 目标域
“
一

带
一

路
”

上 ， 形成概念隐喻 。

例 ８ ： 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 中 ，

“

丝绸之路
”

是将 中 国 内部设施与非洲 海岸连接

起来的交互港 口 。 （２０ １ ５
－４－２ １ ）

例 ９ ： 他说
，
习 主席把 中 国 经济比作一个

“

海洋
”

，
他希望两 国

“
一

带
一路

”

合

作之
“

船
”

可 以在海洋航行 。 （２０ １ ８－

１ ０
￣２３ ）

例 １ ０ ：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 ，
世界更是一个

“

命运共 同体
”

． ． ． ． ． ．

“
一

带
一路

”

在全球疫情危机 中 已成 为 经济复苏的一股暖流 。 （ ２０２０
－

９
－

１ １ ）

从例 ８ 、 ９ 和 １ ０ 可以分别解读出
“
一

带
一

路
”

是港 口 、

“
一

带
一

路
”

是海洋里的

船以及
“
一

带
一

路
”

是暖流 。 在航海架构中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利用此类隐喻 旨在面向

未来描述
“
一

带
一

路
”

助力 中 国 、 沿线 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前景 ， 体现出
“
一

带
一

路
”

在经济层面的重要作用 。 并且在陆地车辆／运输架构的
“

陆地丝绸之路
”

基础上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又利用
一

系列与海洋相关的隐喻 ， 间接引 出
“

海上丝绸之路
”

， 至此 ，

由航海架构与陆地车辆／运输架构所构建的两种概念隐喻之间形成互构 ， 不断丰富着

３６



作为
“

生产性概念
”

的
“
一

带
一

路
”

在对外传播中的实践


第二章

“
一

带
一

路
”

的 内涵 。

三 、 帮助架构 ：

“
一带一路

”

是友好合作

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 ， 以帮助架构展开的概念隐喻是最显

著和丰富的 。 具体来说 ， 在所有主题语义域中 以
“

帮助
”

（Ｈｅｌｐ ｉｎｇ ） 为核心的语义

域的对数似然比值最高 （ ＬＬ＝５６８４ ． １ ６ ） 。 其中
“

合作
”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
ｉｖｅ 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 总计出现 ３ ３ １ ７ 词 ， 成为构成该语义域最为核心的主导词汇 。 而
“

帮助
”

（ ｈｅｌｐ 、 ｈｅｌｐｅｄ 、 ｈｅ ｌｐｉｎｇ 、 ｈｅｌｐｓ ） 、

“

促进
”

（ ｐｒｏｍｏｔｅ 、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 、

“

支

持
”

（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 、
“

月艮务
”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 、

“

益处
”

（ ｂｅｎｅｆｉｔ 、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 和
“

推动
”

（ ｂｏｏｓｔ 、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 ） 等词汇分别 出现１ ０ １ ６

次 、 ９ １ ７ 次 、 ７７５ 次 、 ６８０ 次 、 ６５３ 次和 ４０７ 次 ， 这些主导词汇也同样成为该语义域的

核心主导词 。 笔者根据以上核心主导词回溯原文并对比 《麦克米伦高阶词典 》 发现 ，

始源域
“

帮助
”“

合作
”

的概念隐喻映射到了
“
一

带
一路

”

之中 。 并且在新闻文本

中 ， 以上核心主导词不仅存在着使用的基本意义 ， 而且也同样包含着语境意义 ， 并与

“
一

带
一

路
”

存在着关联性与相似性 ， 因此 ， 具有隐喻的意义 。

例 １ １ ：
“
一带

一路
”

是友好合作 ， 中 国愿 与 东盟 国 家讨论达成睦邻友好条约 的

前景 ，
共同建立睦邻友好关 系 。 （ ２０ １ ３ －

１ ０４ ）

例 １ ２ ：
“
一

带
一路

”

是互助的 ． ． ． ． ． ． 中 国欢迎阿拉伯 国 家积极参与共建
“
一

带
一

路
”

， 期待
“
一带

一路
”

在促进友好合作方面 发挥更 大作 用 。 （２０ １ ８ －７－

１ ０ ）

例 １ ３ ：
“
一

带
一路

”

提高综合生产 能力将助 力 新一轮 国 际农业合作 ， 帮助 中 国

企业与其全球合作企业建立伙伴关 系 。 （ ２０ １ ５
－

５
－２９ ）

在例 １ １ 中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新闻报道将
“
一

带
一

路
”

看作是同其他国家建立友

好合作的条约 ， 希望通过
“
一

带
一

路
”

同沿线国建立睦邻的友好关系 。 例 １２ 也同样

认为
“
一

带
一

路
”

是互助的 ， 并希冀
“
一

带
一

路
”

在未来的友好合作中发挥更大的力

量 。 例 １ ３ 则直接将
“
一

带
一

路
”

指向我国与其他国家企业间的合作伙伴 。

例 １４ ： 古丝绸之路是友好交往之路
，
而

“
一带一路

”

则是延续古丝绸之路 ， 作

为新窗 口 与 新路径 以 面 向全球的友好交往 。 （２０ １ ６－

３
－

１ ）

例 １ ５ ：
“
一

带
一路

”

倡议于 ２０ １ ３ 年提 出
，
旨在沿着古丝绸之路贸 易路线 ， 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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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亚欧非 的 贸 易和基础设施网络
， 谋求共 同 发展和繁荣 。 （２０ １ ８

－

１
－２２ ）

例 １４ 和例 １ ５ 则分别从古丝绸之路 ， 以及与西方友好交往的历史背景出发 ， 阐释

“
一

带
一

路
”

旨在
“

与全球建立友好关系 、 走向共同发展繁荣
”

的初衷 。 从以上案例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新闻报道反复将
“
一

带
一

路
”

看作是友好合作 ，

将
“
一

带
一

路
”

与其他沿线国之间的合作隐喻成
“

朋友和伙伴
”

之间的合作 。 而这种

隐喻本身也符合古丝绸之路所承载的
“

和平合作 、 开放包容 、 互学互鉴 、 互利共赢
”

的历史文化内涵 ，

“
一

带
一

路
”

也同样袭承以
“

友谊
” “

友好往来
”

为核心的
“

丝路

精神
”

， 包含的是更深层次
“

命运共同体
”

的意涵 。

四 、 互惠架构 ：

“
一带

一路
”

是共享互惠

在
“

互惠
”

（Ｒｅｃ ｉｐｒｏｃａｌ ，ＬＬ＝４４０ ． ８５ ） 的语义集中 ， 最主要的核心主导词为
“

共

享
”

（ ｓｈａｒｅｄ 、 ｓｈａｒｅ 、 ｓｈａｒｉｎｇ ） ， 共计 ５ ８４ 次 。

“

共享
”

之所以在
“

互惠
”

隐喻中 出

现频次较高 ， 在于
“

人类命运共同体
”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ｄｅｓｔｉｎ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ｋｉｎｄ ）

中包含
“

共享
”

（ ｓｈａｒｅｄ ） 的词汇 。 此外 ， 在
“

互惠
”

语义集中 ，

“

相互
”

（ｍｕｔｕａｌ 、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ｙ ） 、

“

共同
”

（
ｊ
ｏｉｎｔｌｙ ） 、

“

相互作用
”

（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 、

“

互

惠
”

（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 分别 ３７６ 次 、 ２９９ 次 、 ３７ 次和 １ １ 次 。 笔者经过反复阅读原文回溯

语境 ， 发现
“
一

带
一

路
”

是
“

共享互惠
”

是基于
“

友好合作
”

这
一

前提所形成的另
一

个隐喻 。

例 １ ６ ：
“
一

带一路
”

倡议可能会对世界产 生更深远的影响 ． ． ． ． ． ．随着各 国 经济的

增长 ，
这些活动从长远来看将是互惠的 。 （ ２０ １ ８ －

１ ０－２６ ）

例 １ ７ ：
“
一

带
一路

”

倡议建设人类未来的社 区 的 目 标是促进不 同 文明之 间 的交

流
，
促进各 国 间 的合作 、 互惠 与共享 。 （２０ １ ９－５ －

１ ５ ）

例 １ ８ ： 在 习 近平主席的领导下 ， 中 国 不再渴望重建长城 。 相反 ，
他们致力 于重

建丝绸之路
， 中 国 的

“
一

带
一路

”

倡议是承诺 了 所有的共 同合作 、 共 同建设和共 同 利

益的 。 （２０ １ ７ －

１ ２－

８ ）

从以上案例不难看出 ，

“

共享互惠
”

始终作为
一

种概念隐喻出现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的新闻报道之中 ， 隐喻
“
一

带
一

路
”

是合作的 、 双贏的 。 凸显 出
“
一

带

一

路
”

追求的是共同利益 ， 其 目 的是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 ， 并且
“

共享互惠
”

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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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隐喻与
“

友好合作
”

之间也形成互构 ， 旨在传达中 国希冀同世界各国在
“
一

带
一

路
”

的合作中建立友谊。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

“

帮助架构
”

和
“

互惠架构
”

所涉及到

的隐喻性表述 ， 更多的是基于
“
一

带
一

路
”

本身的性质与特征所作 出 的价值判断 ， 并

进
一

步将
“
一

带
一

路
”

指向
“

友好合作
”

和
“

共享互惠
”

。 因此 ， 相 比于其他架构 ，

“

帮助架构
”

和
“

互惠架构
”

中所包含的概念隐喻是相对间接与隐秘的 。

五 、 人际关系架构 ：

“
一带一路

”

引导下的国家关系是伙伴和朋友

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的新闻报道中
“

人际关系架构
”

主要用来隐喻国

家之间的关系 ， 国家在新闻报道中被拟人化 。 虽然
“

人际关系架构
”

映射的具体对象

是国家 ， 但笔者考虑到此种关系的建立是在
“
一

带
一

路
”

中形成的 ， 具有特殊性 ， 因

此也将其单独提炼出来 。 具体来说 ， 人际关系隐喻的核心主导词为
“

伙伴
”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

ｐａｒｔｎｅｒ ） ， 共计４４５词 ， 同时 ，

“

关系
”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１ ５６次 、 朋友

关系 （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ｓ ）１ ２７ 次、 朋友 （ｆｒｉｅｎｄｓ ）５ １ 次等主导词也共同组成
“

人

际关系架构
”

。

例 １ ９ ： 美 国和 中 国是理想的合作伙伴 ，
在 大 多数领域都具有极强的互补性 ，

在

其他一些领域具有竞争 力 ，
但双方都期待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 （２０ １ ７－５ －

１ ５ ）

例 ２０ ： 我们相信 ，

“
一

带
一路

”

这一举措可 以 为 经济体与行业合作伙伴 ， 包括

我们在采矿和钢铁行业的合作伙伴 ，
提供历 史性的 发展机会 。 （２０ １ ７－

１ １
－３０ ）

例 ２ １ ： 张说
，
该倡议遵循通过协商和合作实现利益共享的原则 ，

在这一过程 中 ，

所有参与者都是平等的伙伴 。 （ ２０ １ ８ －３ －

１ ０ ）

例 ２２ ： 我 国期待着 与 中 国建立长期 而积极的友谊 ， 并帮助 中 国企业在格鲁 吉亚、

欧洲和整个新丝绸之路沿 线实现其 目 标 。 （ ２０ １ ５ －９ －

１ ０ ）

以上案例 ， 均将
“
一

带
一

路
”

中所涉及到的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隐喻为
“

合作

伙伴
”“

平等的伙伴
”

等 ， 涉及到
“

友谊关系
”

的建立 。 从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广泛地运用与
“

友谊
”

相关的词汇来看 ， 此类新闻报道的基调总体是积

极的 、 亲近的 ， 朋友关系则隐喻着非对立 、 非冲突 。 总体来看 ， 帮助架构 、 互惠架构

和人际关系架构具备相同的指向性 ， 即均围绕着
“

合作共赢 、 建立友谊关系
”

的基调

展开 ， 并且三种架构常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 ， 概念隐喻之间相互补充、 互为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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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衣物架构 ：

“
一带一路

”

是连结各国的纽带

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新闻报道之中 ， 衣物架构 （ Ｃ ｌｏｔｈｅｓ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ｓ ， ＬＬ＝ １ ７０７ ．７３ ） 是较为显著的语义域 。 主要包含
“

带
”

（ ｂｅｌｔ 、 ｂｅ ｌｔｓ ）

４ １ ０３ 次和
“

结
”

（ ｔｉｅｓ ）２３ ９ 次 ， 与
“

路
”

（ ｒｏａｄ ） 相同 ， 本研宄主题
“
一

带
一

路
”

中也包含
“

带
”

（ ｂｅｌｔ ） ， 因此
“

带
”

成为主导核心词也在情理之中 。 而除却
“

带
”

（ ｂｅ ｌｔ ） ，
“

结
”

（ ｔｉｅｓ ） 也是
一

个重要的核心词 ， 并且笔者在回溯阅读新闻文本的过

程中发现 ，

“

带
”

和
“

结
”

可以共同形成
“

纽带
”

， 而 目标域
“
一

带
一

路
”

则被始源

域
“

纽带
”

所映射 。

例 ２３ ： 中 国 长期 以来致力 于将各个 国 家的政府连接到
“
一

带
一路

”

的纽带上来 ，

从而与各 国建立更为 紧 密的联 系 。 （ ２０２０
－７－

１ ９ ）

例 ２４ ： 中 国 的快递 系 统非常 发达 ，

“
一

带
一路

”

已经成 为连接起 中 国和阿根廷

这两个世界上相距最远 国 家的纽带 。 （ ２０ １ ９ －６ －２２ ）

例 ２５ ： 格鲁 吉 亚政府表示在与 中 国
“
一

带
一路

”

的合作 中 ， 因 与 中 国 日 益密切

的纽带关 系 感到 自 豪 。 近年来 ， 与 中 国 的 贸 易和外 国直接投资 大幅增长 ，
２０ １ ４ 年 ，

中 国是我们的 第三大外 国直接投资来源 国 。 （ ２０ １ ５ －９ －

１０ ）

例 ２６ ： 我们认为
“
一

带
一路

”

倡议是帮助实现与 南部地 区连接的天然纽带 。 对

此
， 我们有机会使新西兰成为 中 国和南 美之 间 贸 易 、 旅游和文化的渠道 。 （２０ １ ９－

１ １
－７ ）

从以上案例不难发现 ，

“

纽带
”

作为概念隐喻常常被引 申为
“

连接
” “

联结
”

和

“

联系
”

等意涵 ， 通常用来描述
“
一

带
一

路
”

在政治 、 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促进中 国与

其他国家间联系 ， 从而建构国家间更为紧密的关系 。 而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的
“

纽带
”

隐喻也揭示出
“
一

带
一

路
”

面向全球的本质 ， 事实上 ，

“
一

带

一

路
”

的核心是
“

互联互通
”

， 在万物互联中人 、物和信息等在全球范围 中加速流通 ，

“
一

带
一

路
”

致力于将中 国与各个国家联系起来 ， 追求全球化共同发展 ， 最终消除冲

突实现互鉴 ， 打破隔阂建立平等交流 ， 发挥各国优势共同生存 。

七 、 建筑架构 ：

“
一带一路

”

是桥梁 ， 是国家间友好关系奠定基石和建设者

在政治话语中 ， 建筑架构也是较为常见的概念隐喻之
一

。 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的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 ， 建筑架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

ｈｏｕｓｅｓ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 ＬＬ＝２３２ ． ３ ８ ） 由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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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造
”

（ ｂｕｉ ｌｄ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ｂｕｉｌｔ ） 、

“

建筑
”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

“

设施
”

（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 、

“

桥梁
”

（ ｂｒｉｄｇｅ ） 、

“

重建
”

（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和
“

建设者
”

（ ｂｕｉｌｄｅｒｓ ）

等核心词汇构成 ， 分别包含 １ ３ １ ２ 次 、 ６４ １ 次 、 １ ５５ 次 、 １ ３２ 次、 ２２ 次和 ９ 次 。 经过笔

者比对词汇含义 ， 发现在这些核心词汇之中包含着丰富的
“
一

带
一

路
”

隐喻。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将
“
一

带
一

路
”

具体隐喻为
“

桥梁
” “

基石
”

和
“

建设者
”

。

例 ２７ ：ＦｅｌｉｘＰｒｅｓｔｏｎ 说智库可以促进
“
一

带
一路

”

偈议跨越 国界的讨论和理解 ，

这对于理解未来政策的未来意义尤其有 用 ． ． ． ． ． ．

“
一

带
一路

”

进程 中 学术投入计划 尤

为重要
，
也为 不 同 的玩家搭建起文化桥梁 。 （ ２０ １ ５ －

１ ０－２３ ）

例 ２８ ： 丝绸之路在欧亚 大 陆和 中 国 的许 多 经 济 中 心 之 间 形 成 了
一座桥梁 。

（ ２０ １ ７ －５ －４ ）

例 ２９ ：
“
一

带
一路

”

是为 两 国 关 系 奠定基石 ， 是 中哈友好的建设者 ，
习 近平表

示他希望哈萨克斯坦学生可 以更 多 的 了 解真正的 中 国 。 （ ２０ １４－６ －２５ ）

从 ２７ 、 ２８ 案例中可以清晰的发现 ，

“
一

带
一

路
”

在对外传播 以及与其他国家合

作过程中 ， 在政治 、 经济和文化层面均被视为
一

种
“

桥梁
”

，

“

桥梁
”

的隐喻表达出

“
一

带
一

路
”

成为中 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
一

种隐形的
“

基础设施
”

， 是国家间实现互

通合作的基建战略 。 而在例 ２９ 中 ，

“
一

带
一

路
”

直接被视为
一

种基石 ， 进
一

步佐证

“
一

带
一

路
”

在 国 际合作中 的基础作用 ， 并且
“

建设者
”

的身份也在围绕
“
一

带
一

路
”

展开的具体活动中被赋予 。 同时 ， 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 ，

还存在着大量与
“

建设
” “

建造
”

和
“

建筑
”

相关的隐喻性表达 ， 也具有
一

定的隐喻

意义 ， 此类核心词汇共同构成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的建筑架构和

概念隐喻 ， 不断地向海外国家传达中 国为建设世界做出 的努力和决心 ， 并且强调
“
一

带
一

路
”

是伟大基业 ， 需要各国加入其中共同致力于世界繁荣 。

八 、 运动／行动架构 ：

“
一带一路

”

是游戏 、 舞台和游戏规则改变者

运动 ／行动架构在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的 占 比较少 ， 但依 旧

作为修辞丰富新闻文本 ， 以生动形象的话语方式进
一

步阐释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 。 在运

动架构 （ Ｓｐｏｒｔｓ ， ＬＬ＝ １ ３ ．４６ ） 中 ， 核心主导词为
“

游戏
”

（ ｇａｍｅ 、 ｇａｍｅｓ ） ， 共计出

现 ２８ 次 ， 而在行动架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ｓ ／ ｍａｋｉｎｇ ， ＬＬ＝ １４４５ ．９５ ） 中 ， 最为凸显的核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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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导词为１ ３２次
“

舞台
”

（ ｓｔａｇｅ 、 ｓｔａｇｅｓ ） 和８３次
“

表演
”

（ ｐｅｒｆｏｒｍ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 这两种隐喻方式均消解了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严肃性 ， 拥有丰富

有趣的隐喻意涵 。

例 ３０ ： 的确 ， 中 国 政府提出 了 这一倡议 ，
但这并不意味着 中 国 是游戏 中 的唯

一

参与者 ， 或者 中 国 将垄断
“
一

带
一路

”

投资和项 目 。 （
２０ １ ７－

３
－２２

）

例 ３ １ ： 中 国是发起者 ，
但这不是一个人的表演 。

“
一

带
一路

”

的倡议是双赢合

作 ，
共 同发展 ，

不是独奏或零和游戏 。 （
２０ １ ６－５ －

１ ９
）

例 ３２ ： 研究人 员说 ， 随着四年 多 的发展 ，

“
一

带
一路

”

计划 为 中 国 企业和中 国

工业 园 区走 出 去提供 了 更广 阔 的舞台 。 （
２０ １ ８

－

１
－

２７
）

从以上案例我们可以发现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将中 国视为
“

参与者
”

和
“

发起者
”

，

而
“
一

带
一

路
”

则被隐喻为
“

游戏
” “

表演
”“

合奏
”１和

“

舞台
”

等词汇 ， 最终映

射成
“
一

带
一

路
”

是游戏和
“
一

带
一

路
”

是舞台等概念隐喻 ， 突出强调
“
一

带
一

路
”

不是独奏而是合唱 ， 不是
一

个人的表演而是共同参与的游戏 ， 最终结果亦不是零和博

弈而是双赢。 也进
一

步表达 ， 中 国并不是
“
一

带
一

路
”

唯
一

的参与者 ， 邀请各国共同

参与到
“
一

带
一

路
”

为世界提供的
“

大舞台
”

上来 。

九 、 植物／农业和园艺架构 ：

“
一带一路

”

播下种子 、 开花结果 、 带来丰收

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 ， 植物也成为
一

种特殊的隐喻出现在

新闻文本之中 ， 植物架构 （ Ｐ ｌａｎｔｓ ，ＬＬ＝ １ ０７９ ．７８ ） 最为核心的主导词为
“

植物
”

（ ｐ ｌａｎｔ 、

ｐ ｌａｎｔｓ ） 共计 ６２ 词 ， 而其他主导词则包含
“

根
”

（ ｒｏｏｔｓ 、 ｒｏｏｔｅｄ 、 ｒｏｏｔ ）３０ 次 、

“

种

子
”

（ ｓｅｅｄｓ 、 ｓｅｅｄ ）１ ７次 、

“

花朵
”

（ ｆｌｏｗｅｒｓ 、 ｆｌｏｗｅｒ ）９次 、

“

开花
”

（ ｂｌｏｓ ｓｏｍ ）

４ 次等 。 相较于其他具体属性的隐喻 ， 植物隐喻在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文本中并不常见 ，

因此其在主题语义域中 的％２ 呈现为负 ， 但因其对数似然值 （ ＬＬ ） 较髙 ， 笔者回溯原

文发现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存在着植物隐喻 ， 并以生动形象的阐

释方式映射
“
一

带
一

路
”

， 具有隐喻意义 。

例 ３ ３ ： 考虑到这些 区域互联互通的场景 ，

“
一

带
一路

”

很有可能播下更全面 的

区域互联互通的种子 ， 实现共 同命运的 梦想 。 （２０ １ ７ －

５
－２ ）

１ 笔者对原文
“

不是独奏
”

的概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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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３４ ：１ ５ 世纪
， 中 国 海军上将郑和率领 ３００ 艘船队前往非洲 ， 在 中非两 国人民

心 中播下 了友谊的种子 ，
这种友谊从此延续 。 （ ２０ １ ７ －

１２ －

８ ）

例 ３ ５ ： 古代丝绸之路沿 线的 广 袤土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摇篮 。 从黄河到 恒河 ，

从尼 罗 河到蓝 色地 中 海 ，
古老文明的花朵在相互学 习 的过程 中 绽放 ，

成为 沿途 国 家的

共 同记忆 。 （ ２０ １ ６ －５
－

１ ９ ）

例 ３６ ： 我们经 常看到世界上好的 想法被糟糕的发展所抹杀 。 相 同 的 ，

“
一带

一

路
”

如果得不到积极的支持 ，
就不会开花结果 。 （２０ １７－

１ １
－

１ ７ ）

例 ３ ３ 和 ３４ 分别聚焦现实中的
“
一

带
一

路
”

和历史中 的
“

古丝绸之路
”

， 并将两

者拟人化 ， 将国家间的合作交流与相互联通比拟为
“
一

带
一

路
”

播种的种子 。 例 ３ ５

则将
“

古丝绸之路
”

隐喻为历史长河中的花朵 ， 也进
一

步映射到袭承
“

古丝绸之路
”

精神的
“
一

带
一

路
”

上 。 例 ３ ６ 则将
“
一

带
一

路
”

发展结果隐喻成
“

开花结果
”

， 生

动形象的将
“
一

带
一

路
”

发展简化为播种种子 、 发芽生长和开花结果的过程 。 此外 ，

笔者在
“

农业和园艺
”

（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ＬＬ＝ １ ７ ． ５３ ） 语义集中也发现与

“

植

物架构
”

相似的隐喻类别 。 主要由
“

收割
”

（ ｒｅａｐ 、 ｒｅａｐｅｄ ） 和
“

作物
”

（ ｃｒｏｐｓ 、 ｃｒｏｐ ）

等主导词组成 ， 分别为 ２６ 次和 １ ８ 次 。

例 ３７ ： 分析人士说 ，
习 近平主席于星期三访 问哈萨克斯坦 ，

将与哈共 同 建设中

国 的
“
一

带
一路

”

，
预计将带来更多丰硕的合作果实 。 （ ２０ １ ７－６－３ ）

例 ３ ８ ： 不论 习 近平主席去哪里 ，
他所带来的

“
一带

一路
”

，
就会使那里获得丰

收 。 （ ２０ １ ９ －

３
－２８ ）

例 ３ ７ 和 ３ ８ 将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的最终结果称之为丰硕成果和丰收 ， 表达出
“
一

带
一

路
”

发展最终可 以为沿线 国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和成果 。 总体来看 ，

“
一

带
一

路
”

本身并不是
一

个结果 ， 而是
一

个持续动态不断发展的过程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运用

植物／农业和园艺架构不仅诠释了
“
一

带
一

路
”

作为希望种子带给世界的生机 ， 也概

括出
“
一

带
一

路
”

是 自然生长的过程 ， 其在政治 、 经济和文化层面发展过程中 的硕果

也可以被视为世界人类文明的果实 ， 因此 ， 植物／农业和园艺架构所衍生的隐喻性表

达对海外受众和世界各国具有极强的吸引 力 。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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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神状态架构 ：

“
一带一路

”

是梦想和愿景

笔者在对候选源域进行考察与回溯原文寻找具体概念隐喻的过程中发现 ，

“
一

带

一

路
”

也常常被视为
一

种
“

精神状态
”

（Ｍｅｎｔａｌｏｂ
ｊ
ｅｃｔ ：Ｍｅａｎｓ

，
ｍｅｔｈｏｄ ，ＬＬ＝ １ ８５ ．７２ ） ，

隐喻为
“

梦想
”

和
“

愿景
”

， 而这也与
“
一

带
一

路
”

本身作面向未来的宏大概念相

关 。 具体来说 ，

“

梦想
”

（ ｄｒｅａｍ 、 ｄｒｅａｍｓ ） 和
“

愿景
”

（ ｖｉｓｉｏｎ 、 ｖｉ ｓ ｉｏｎｓ ） 分别出现

４８ 次和 ２２５ 次 。

例 ３９ ： 习 近平主席提 出 的
“
一

带
一路

”

植根于 中 国深厚的文明 ， 符合世界各 国

人民的共 同愿望 ，
这是 中 国 的 梦想 ，

也是世界的 梦想 。 （２０ １ ７ －５ －６ ）

例 ４０ ： 丝绸之路的 复兴是一个象征 ，
不仅是 中 华 民族的 复兴 ，

也是欧洲 、 亚洲

和非洲 国 家的复兴 ，
因 为 它将 中 国 梦与世界梦结合在一起 。 （ ２０ １ ５

－

１ １
－２８ ）

例 ４ １ ： 中 国在
“
一

带
一路

”

中提 出
“

建立一个人类共享的社 区
”

，
为世界 团结

在诸如应对 气候变化和 ＣＯＶＨＭ ９ 流行病等 问题上提供 了
一个愿景 。 （ ２０２０－

１ ０－２９ ）

例 ４２ ：
“
一

带
一路

”

是 中 国 面 向世界建立长期合作的愿景 。 （２０ １ ６－７－

３ ）

从以上案例出发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将
“
一

带
一

路
”

映射为
“

梦想
”

和
“

愿景
”

，

而这也是体现出
“
一

带
一

路
”

是中 国梦的延伸 ，

“
一

带
一

路
”

对 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梦想 ， 对外追求的是世界共同繁荣 、 全球
“

和平 、 平等 、 公正
”

。 不论是
“

梦

想
”

还是
“

愿景
”

的隐喻方式 ， 都是面向未来 、 充满想象空间和理想色彩的 ， 通过对

未来美好世界的建构 ， 吸引更多 国家参与其中 ， 共建美好世界的伟大蓝图 。 既往研宄

发现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文本中会频繁使用精神状态隐喻 ， 所运用到的
“

梦想
”

和

“

愿景
”

已成为认知与概念化
“
一

带
一

路
”

的具体方式 ， 而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在
“
一

带

一

路
”

的新闻报道中也涉及到此种隐喻的具体运用 ， 延伸着中 国主流话语的表述 。

＋— 、 容器架构 ：

一带一路
”

是重要载体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容器架构喻示着在
“
一

”

的框架之下的多样性的存在 ，

１在观念的表达和文化的

实践当中 ， 凡是可以将差异容纳其中 ， 并可以在其中予 以相互调和的象征性表达都可

１ 赵旭东 ．

一

体多元的族群关系论要一基于费孝通
“

中华民族多元
一

体格局
”

构想的再思考 社会科

学
，
２０ １ ２

（
０４

）
： ５ １

＊

６２ ．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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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
一

种容器的隐喻 ， 而且此种容器最具核心性的特征便是存在
一

种包容性 。

１

在

此意义之上 ， 有学者认为 ，

“
一

带
一

路
”

与
“

人类命运共同体
”

相结合的隐喻实际上

是
一

种容器架构 ，

“
一

带
一

路
”

所强调的多样性 、 和而不同 ， 以及
“

你中有我 ， 我中

有你
”

的
“

命运共同体
”

理念 ， 正体现出
“
一

带
一

路
”

可容万物、 海纳百川 的容器属

性 。 而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的新闻报道中 ， 容器架构 （Ｂｅ 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ａ
ｇｒｏｕｐ ，ＬＬ＝３４４ ．４２ ） 也是

一

个颇为主流的概念隐喻 ， 具体将
“
一

带
一

路
”

映射为

“

共同体
”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３ １ ４次 ） 和
“

载体
”

（ ｃａｒｉｅｒ 、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 ４４次 ） 。

例 ４３ ：
“
一带

一路
”

推动建设世界命运共 同体 。 （２０ １ ８ －３ －

１ １ ）

例 ４４ ：
“
一

带
一路

”

本质 是命运共 同 体 其 目 的 是推动 全球一体化 。

（２０ １ ６－

１ １
－２３ ）

例 ４５ ：
“
一带

一路
”

不仅是加强世界各 国 商业交流的平 台
，
也是构建人类命运

共 同体的重要载体 。 （２０ １ ９ －

８
－

９ ）

从以上案例不难发现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在新闻报道中将
“
一

带
一

路
”

与
“

共同体
”

紧密结合 ， 并将
“
一

带
一

路
”

视为
一

种具体的载体 ， 以承接并容纳万物 。 事实上 ，

“

共

同体
”

本身便是具有抽象属性的载体与容器 ， 所谓
“

共同体
”

， 便是指代互相包容、

不分彼此 ， 在尊重多样性和差异化的基础之上 ， 适应并接纳彼此价值观的差异 ， 并在

看到双方优点后相互吸引 ， 使得在差异性的基础上生成
“

共同体
”

成为可能 。 但值得

一

提的是 ， 相比于其他架构与概念隐喻 ， 容器架构涉及到的概念隐喻频次并不是很多 ，

这也说明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 ， 容器隐喻虽己成为概念化认知

“
一

带
一

路
”

的路径之
一

， 但对于共同体的报道 内容也相对有限 。

１ 赵旭东 ．迈向和而不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基于
“
一

带
一

路
”

人类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新思考 ［
Ｊ
］

． 西

北民族研宄 ，

２０ １ ９
（
０２

）
：２７

－

３ ９ ．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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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带一路

”

新闻报道主题

与框架取向

第一节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带一路

”

新闻报道主题

—

、 研究方法 ： ＬＤＡ 主题聚类分析

贝叶斯模型 －隐含狄利克雷分布监督话题模型 ＬＤＡ（ Ｌａｔｅｎｔ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简称 ＬＤＡ ） 文本主题聚类模型 ， 是近年来数据挖掘领域较为成熟和常用 的模型之
一

，

适用于文档级别的长文本分析 ， 它能较好地克服短文本的数据稀疏问题 。

１

ＬＤＡ 主题

分类模型 由 ｐＬＳＡ 发展而来 ， 其基本思想是将每个文档表达为
一

系列话题的多项分

布 ， 每
一

个话题表达为词汇字典中所有词汇的多项分布 ， 根据文档生成模型 以及已知

数据 ， 通过反向概率推导求得文档的话题结构 。

２

本部分笔者利用 ＬＤＡ 主题聚类模型

对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中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进行主题聚类分析 ， 以探宄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主题 。

二 、 研究发现

（
一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
一带一路

”

新闻报道主题总况

１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带一路

”

新闻报道主题聚类分析

引入隐含狄利克雷分布 （ＬＤＡ ） 文本主题聚类模型 ， 对共计 ２０５０ 篇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进行主题聚类分析 ， 基于 ＬＤＡ 主题模型分析法生成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新闻报道中重复率最高、 最具强度和最为显著的 ９ 个

主题 。 每个主题 由 １ ５ 个特征词构成 ， 特征词可以分别反映出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新闻报道的主题 ， 考虑到机器生成的主题特征词中存在明显的无关词

１ 路荣
，
项亮 ，刘明荣 ，杨青 ．基于隐主题分析和文本聚类的微博客中新闻话题的发现 ［

Ｊ
］

．模式识别与人工智

能
，

２ 邱明涛 ，马静 ，
张磊

，
姚兆旭 ．基于可扩展 ＬＤＡ 模型的微博话题特征抽取研宄 ［

Ｊ
］

．情报科学
，
２０ １ ７

，
３ ５

（
０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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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ｌ ｉａｎｇ 、 ０００ 、 ｓａｙ 、 ｙａｎｇ 等 ） ， 笔者对明显无关的主题特征词进行人工剔除 ， 并

且在 ＬＤＡ 主题特征词 中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被明显分割成 Ｈｏｎｇ 和 Ｋｏｎｇ 两个主题特征词 ，

笔者对此类主题特征词进行人工合并 ， 最终生成如下的 ＬＤＡ 主题聚类效果表 （见表

５ ） 。

表 ５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的新闻报道 ＬＤＡ 主题聚类效果表

主题
｜主题特征词 ｜

占 比

Ｔｏｐ ｉ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ｉｎｉｔ ｉａｔｉｖ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Ｘ ｉＪ ｉｎｐ ｉ ｎｇ ；ｗｏｒｌｄ

；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ｂｒｉ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ｇｌｏｂａｌ

；４２ ． １



ｔｒａｄｅ
；
Ｃｈｉｎｅ ｓ ｅ


Ｔｏｐ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ｄｅ
；ｓ ｉ ｌｋ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 ｓ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ａ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ｏｕｔｅｓ
；３７ ．７



ｅｕｒｏｐｅ ；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ｏｐ３ｓｉｌｋ
；Ｃｈｉｎｅ 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ｏｕｒｉ ｓｍ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



ｃｕ ｌｔｕｒｅ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Ｔｏｐ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ｅａ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 ｉ ｌｋ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 ｓ

；ａｓ ｉａｎ
；

Ｘ ｉＪ ｉｎｐ ｉ ｎ ｇ ；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ｉ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ｓ

；４ ．４



ｃｅｎｔｕｒｙ ；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ｏｐ５ｓ ｉｌｋ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ｃ ｉｅｎｔ
；ｍｕｓｅｕ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ｃｔｉｃ

；＾５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ｅａｓｔ ；
ｒｏｕｔｅ

；ｓａｕｄｉ
；ｇｏ ｌｄ

；ｗｏｒｌｄ


？

Ｔｏｐ６ｐｏｒｔ
；ａｉｒ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ｃａｒｇｏ ；ｃ ｉｔｉｅｓ

； ＾ｊ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ｆｒｅ ｉｇｈｔ

；
ｌｏｇ 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ｐ ｉｎｇ


？

Ｔｏｐ７ｃｏｍｐａｎｙ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

；ｍａｒｋｅｔ
；
Ｃｈｉｎｅ ｓｅ

；ｂｅｉｄｏｕ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 ｓ

；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ｓａｔｅ ｌ ｌ ｉｔｅ

；ｎａｖ ｉ
ｇａ

ｔｉｏｎ
； １



ｓａｌｅｓ
；
ｄａｔａ


Ｔｏｐ ８ｐｏ ｌ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 ｌ

；ｃｅｅ
；ｔｅｍ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

；ｍｅｄｉｃ ｉｎｅｓ
；



ａｄｍｉｎｉｓ ｔｒａｔ ｉｏｎ
；
ｔｒｅａｔ；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
ｒｏｕ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



＊



Ｔｏｐ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ｄｅ
；ｐｅｏｐ 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ｌａｗ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５ｇ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ｉｃｅｓ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ｐａｒ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０ ． １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ｄｅｍａｎｄ


１和 Ｉ １ ００

２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带一路

”

新闻报道主题聚类结果阐释

由于 ＬＤＡ 文本主题聚类属于无监督聚类 ， 笔者根据主题特征词的结果 ， 返回数

据原文本对新闻报道主题进行提炼和解释 ， 最终得出如下的 ９ 个新闻报道主题 ： Ｔ １

政策沟通与全球合作 、 Ｔ２ 市场贸易与经济发展 、 Ｔ３ 文化交流与旅游产业、 Ｔ４ 地方行

动与地缘联盟、 Ｔ５ 古丝绸之路历史介绍 、 Ｔ６ 基础建设与交通运输、 Ｔ７ 通信建设与工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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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 、 Ｔ８ 中医药领域合作交流、 Ｔ９ 人才培养与科研创新 。

（ １ ） 主题
一

： 政策沟通与全球合作

该主题 占总样本的 ４２ ． １％ ， 是 《Ｃｈ 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新闻报道最

为核心的报道主题 ， 从主题特征词来看 ， 主题
一

呈现的是政策沟通与全球合作 ， 从

Ｘ ｉＪ ｉ ｎｐ ｉ ｎ ｇ 、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 ｂｒｉ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ｐ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 、 Ｃｈｉｎｅｓｅ和ｃｏｕｎｔｒｙ等主题特征词

出发 ， 可以发现该主题主要是围绕
“
一

带
一

路
”

宏观政策展开 ， 涉及到
“
一

带
一

路
”

面向未来的
一＇

系列战略发展 ， 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ｗｏｒｌｄ 、 ｐｅｏｐ ｌ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ｇｌｏｂａｌ 和 ｔｒａｄｅ 等主题特征词 ， 则是从宏观政策衍生至全球化合作发展 ，

两个层次的主题特征词共同构成
“

政策沟通与全球合作
”

的主题 。

（ ２ ） 主题二 ： 市场贸易与经济发展

该主题 占总样本的 ３７ ．７％ ， 从主题特征词来看 ， 主题二呈现的是市场贸易与经济

发展 ， 这说明除却政治议题以外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最为关注的是
“
一

带
一

路
”

经济层

面的合作与发展 ， Ａｓ ｉａ 、 Ｅｕｒｏｐｅ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和 ｒｅｇｉｏｎ 等主题特征词涵盖全球众多 区域

和国家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ｔｒａｄｅ 、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和ｓ ｉ ｌｋ

等主题特征词则指向经济、 贸 易 、 合作和发展 ， 以上的主题特征词构成显著的
“

市场

贸易与经济发展
”

主题 。

（ ３ ） 主题三 ： 文化交流与旅游产业

该主题 占总样本的 １ ０ ．３％ ， 主题三的主题特征词包含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 ａｎｃｉｅｎｔ 、 ｓｉｌｋ 、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和 ｔｏｕｒｉｓｍ 等与文化 、 人文和旅游业相关的指向词 ， 同时包含着众

多 区域 ， 如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ｗｏｒｌｄ 、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而行动指 向则是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 因此主题三涉及到的主要 内容是围绕
“
一

带
一

路
”

的旅游产业、 人文和

文化交流展开的 ， 可以概括为文化交流与旅游产业 。 结合前两个主题和报道数量 占 比

来看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对
“
一

带
一

路
”

的新闻报道是主要从政治 、 经济和文化三个层

面展开 ， 并且行动指 向可以概括为交流、 合作与共同发展 ， 反映出
“
一

带
一

路
”

所追

求的
“

美美与共 ， 天下大同
”

的全球化 目标。

（ ４ ） 主题四 ： 地方行动与地缘联盟

该主题 占总样本的 ４ ．４％ ， 从主题特征词来看 ， 主题四呈现的是地方行动与地缘

联盟 ， 主题特征词中 Ａｓｅａｎ 、 Ａｓ ｉａｎ、 Ａｓｉａ 和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分别代表着东盟和亚洲等地区 ，

这说明该主题的地方行动主要是中 国与亚洲地区各国的合作 ， 而 Ｘ ｉＪ ｉ ｎｐ ｉ ｎｇ 、 ｔｒａｄｅ 、

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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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 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和ｓｉｌｋ等主题特征词又突出我国与

亚洲地区各国 的
“
一

带
一

路
”

合作 ， 构成
“

地方行动与地缘联盟
”

的主题 。

（ ５ ） 主题五 ： 古丝绸之路历史介绍

该主题 占总样本的 ２ ． ５％ ， 从主题特征词来看 ， 该主题主要围绕古丝绸之路的历

史介绍展开的 ， 包含ｓ ｉ ｌｋ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 ｈａｎ 、 ｄｙｎａｓｔｙ 、 ａｎｃｉｅｎｔ 、 ｍｕｓｅｕ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

ｅａｓｔ 、 ｒｏｕｔｅ 和 ｇｏ ｌｄ 等主题词 ， 涉及到丝绸 、 海运 、 汉朝 、 王朝 、 古代 、 博物馆、 中

国 、 遗产 、 东方和航线等 内容 ， 说明该主题的新闻文本通过借古鉴今的方式 ， 向海外

受众介绍
“

古丝绸之路
”

的历史文化 ， 并与当下的
“
一

带
一

路
”

相勾连 ， 推广 中华历

史文明的 同时 ， 又进
一

步推介
“
一

带
一

路
”

的从古至今发展 出 的深层 内涵 。

（ ６ ） 主题六 ： 基础建设与交通运输

该主题 占总样本的 １ ． ７％ ， 从主题特征词来看 ， 主题六呈现的是基础建设与交通

运输 ， 涉及到国 内和 国外基建发展和交通运输的合作 ， 比如 ｐｏｒｔ 、 ａｉｒｐｏｒｔ 、 ｃａｒｇｏ 、 ｆｒｅｉｇｈｔ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和 ｓｈｉｐｐ ｉｎｇ 等特征词均指向
“
一

带
一

路
”

港 口 、 航空和货物等海陆

空交通运输方面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 。 事实上 ， 交通运输基础建设落实的最终 目

的是促进国 内与国外在
“
一

带
一

路
”

之中的连通性 ， 从而使得我国的
“
一

带
一

路
”

倡

议更好的在合作国落地 ， 而这也是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重点 。

（ ７ ） 主题七 ： 通信建设与工业发展

该主题 占总样本的 １％ ， 该主题具有 明显特征的两个主题词 ｄａｔａ 、 Ｂ ｅ ｉｄｏｕ 和

ｓａｔｅ ｌｌｉｔｅ ， 北斗和人造卫星代表着我国 的航天事业的通信建设与发展 。 与此同时 ， 在该

主题中 ， 还包含着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ｍａｒｋｅｔ 、 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 、 ｉｎｄｕｓｔｉｙ 
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等主题核心词 ， 也包含着企业和工业技术等层面的发展 。 综合来看 ， 通信建设与工业

发展也属于基础建设的
一

部分 ， 与主题六的交通运输共同构成
“
一

带
一

路
”

的基建战

略 ， 而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也分别对这两个方面的基础建设展开深层报道 。

（ ８ ） 主题八 ： 中医药领域合作交流

该主题 占总样本的 ０ ．２％ ， 中医药
一

方面作为我国独立于西医的医学体系 ， 体现

着我国对于生命 、 健康和疾病等的独特认识 。 另
一

方面 ， 作为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 ，

中医药源远流长 ， 具有独特的历史传统 。 而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

也涉及到 以
“

中医药
”

为主题的报道 内容 ， 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 ｔｃｍ、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ｈｏｓｐ ｉｔａｌｓ

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等主题特征词 ， 可见
一

系列代表中医药和医学的相关的 内容是 《Ｃｈｉｎａ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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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方向之
一

。

（ ９ ） 主题九 ： 人才培养与科研创新

该主题 占总样本的 ０ ． １％ ， 从主题特征词来看 ， 主题九呈现的是人才培养与科研

创新 ， 涉及到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和 ａｃａｄｅｍｙ 等与教育交流相关的主题特征词 ， 形成
“

人才培

养和教育交流
”

的主题 。 并且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 ５ｇ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和ｄｅｍａｎｄ

等主题特征词 ， 又指向
“

科研技术与技术创新
”

的主题内容 。 这两个层面的主题特征

词共同构成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
“

人才培养与科研创新
”

的主题 。

总体来看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新闻报道主题较为丰富 ， 涵盖

政治 、 经济 、 历史文化 、 旅游产业、 人才教育 、 基础设施等方面 ， 涉及到的议题范围

较广 。 从政治层面来看 ， 具体包含宏观政治会晤 、 交流合作与官方机构
“
一

带
一

路
”

政策解读沟通等议题 。 从经济层面来看 ， 主要涉及国家间贸易合作 、 发展和投资等议

题 。 从文化层面来看 ， 主要包括国家间文化交流与旅游产业的议题 ， 并且文化层面 内

容也被细分至中医药和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介绍 。 从基建战略层面来看 ， 交通建设

和通信建设等设施联通议题受到重点关注 。 此外 ， 也涉及到学术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

等议题 ， 整体上 ， 呈现出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多元主题的新闻报道趋势 。

（二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面向不同地区的
“
一带一路

”

新闻报道主题

１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面向不同地区的
“
一带一路

”

新闻报道主题聚类分析

笔者在对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全样本进行 ＬＤＡ 主题聚类后 ，

又重新引入
“

地区
”

变量 ， 按照
“

地区
”

对 ２０５０ 篇新闻报道进行划分 。 依旧按照相

同的操作方式 ， 引入隐含狄利克雷分布 （ ＬＤＡ ） 文本主题聚类模型 ， 分别对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中 ６４２ 篇北京地区 、 ５３ ８ 篇香港地区 、 ３ ３ ５ 篇美国地区 、 ４７５ 篇欧洲地区和 ６０

篇非洲地区的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进行 ＬＤＡ 主题聚类分析 。 以探宄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面向不同地区的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主题是否存在差别 ， 解析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面向

各地区的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主题的共性与差异 。

基于 ＬＤＡ 主题聚类分析法 ， 针对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不同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

播新闻报道均生成重复率最高 、 最具强度和最为显著的主题 。 其中 ， 北京 、 香港、 美

国和欧洲均生成 ５ 个较为显著的新闻报道主题 ， 而非洲地区因新闻文本数量较少 ， 最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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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生成 ４ 个最为显著的新闻报道主题 。 所有地区 的新闻报道主题均 由 １ ５ 个特征词构

成 ， 同样在去除明显无关的主题特征词后 ， 得到如下的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不同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新闻报道 ＬＤＡ 主题聚类效果表 （表 ６
？

１ ０ ） 。

表 ６ ： 《ＣｈｉｎａＤ ａ ｉ ｌｙ》 北京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 ＬＤＡ 主题聚类效果表

主题主题特征词 Ｉ

占 比 （％ ）

Ｔｏｐ ｉ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 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ｒｉ ；

Ｃｈｉｎｅｓ ｅ
；ｉｎｖｅｓ ｔ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
Ｘ ｉＪ ｉ ｎｐ ｉ ｎ ｇ ；ｐｒｏ

ｊ
ｅｃｔｓ

；６７ ．７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ｂａｎｇ ｌａｄｅ ｓｈ

；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ｏｐ２ｓ ｉ ｌｋ
；ｍａｒｉ ｔ ｉｍ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ｓ ｉ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ｏｕｔ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ｒｅｇ ｉｏｎ

；９



ａｎｃ ｉｅｎｔ
；
ｒｏｕｔｅｓ

；ｐｏｒｔ ；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ｕｒｏｐｅ


？

Ｔｏｐ３ｓ ｉ ｌｋ
；
Ｃｈｉｎｅ ｓｅ

；
ｗｏｒｌｄ

；
ａｎｃｉｅｎｔ

；
ｍｕｓ ｅｕｍ

；
ｈａｎ

；ｅｘｈｉｂ ｉｔｉｏｎ
；
ｄｙｎａｓｔｙ ；６ ７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 
ｈａｉｎａ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
ａｒｔ

；ｍｕｓｉｃ
；ｗｅｓｔｅｒｎ ；

ｋｎｏｗｎ


？

Ｔｏｐ４ｃｏｍｐａ
ｎｉ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ｂｕｓ ｉｎｅ ｓ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ａｒｋｅｔ

；

ｏｖｅｒｓｅａ ｓ
；

ｌｏｃａｌ
；
ｍａｒｋｅｔｓ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ｐ
ｒｏｄｕｃ ｔｓ

；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

ｄａｔａ
；３ ．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ｏｐ５ｄａ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ｘｉ
；ｕｎｉｔｙ ；ｈｉｓ ｔｏｒｙ ；ｓｕｎ ；ｄｒａｍａ

；ｃｕ ｌｔｕｒａｌ
； ＾^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ｈｉ 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 ｉｌｋ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

—

和  １ ００

表 ７ ： 《ＣｈｉｎａＤａ ｉ ｌｙ》 香港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 ＬＤＡ 主题聚类效果表
＾

至题主题特征词
｜

占 比 （％ ）

Ｔｏｐ ｉ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ａｄ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

ｌｏｂ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 ｓｔｍｅｎｔ
；４５ ．７



ｐｒｏｊ ｅｃ
ｔｓ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ｆｒａｓ 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ｐ２ｃｏｏｐｅｒ
ａｔ ｉｏｎ

；Ｘ ｉＪ ｉ ｎｐ 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ｓ ｉｌｋ
；ｐｅｏｐ ｌｅ ；ｐｒｅ ｓ ｉｄｅｎｔ

； ｉｎｉ ｔｉａｔ ｉｖｅ
；ｗｏｒｌｄ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ｈｉｎｅ ｓｅ
；２ １ ．２



ａｓ ｉ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Ｔｏｐ３ｓ ｉ ｌｋ
； ｔｒａｄｅ

；ｘｉｎ
ｊ

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ｐｏｒｔ ；ｒｏｕｔｅ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ｃ ｉ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ｓ ｉａ

；ｒｅｇ ｉｏｎ


’

Ｔｏｐ４ｆｉｉｚｈｏｕ ；ｂｅｉｄｏｕ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ａｌ ｌｙ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
ｔ

；ｔｒｕｃｋ ；ｆｉｓｈｅｒｙ ；

ｏｒｇａｎｉｚ ｉｎｇ ；ｔｒｕｃｋｓ ；ｌｏｇ ｉｓ ｔｉｃｓ ；ｃｏｍｍ ｉｔｔｅｅ ；ｐａｒ
ｔｉｃ ｉｐａｎｔｓ ；ｓａｔｅ ｌ ｌ ｉ ｔｅ

；９ ．９



ｄｒｉｖ ｉｎｇ


Ｔｏｐ５ｓｈｉｐ ；ｓｈｉｐｓ
；ｓｅａ

；ｈｏｍｅ
；ｍａｒｉ ｔｉｍ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ａｒｇｏ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

＾^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ｐｅｎｄ ；ｃａｒ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

—

和 １ ００

５ １



第三章


作为
“

生产性概念
”

的
“
一带

一

路
”

在对外传播中 的实践

表 ８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美国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 ＬＤＡ 主题聚类效果表
一

主题主题，征词  ｜

占比 （％５

Ｔｏｐ ｉｂｅ ｌ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 ｉ ｌ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６３ ．３

ｉｎｖｅ ｓ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 ｅｃ ｔｓ

；ａｓ ｉａ
；ｗｏｒｌｄ

Ｔｏｐ２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Ｘ ｉＪ ｉ ｎｐ ｉ ｎ 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ｂｅｌｔ

；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 １６ ．６

ｇ ｌｏｂａ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ｏｐ３ｓ ｉ ｌｋ
；Ｃｈｉｎｅ ｓｅ

；ｍａｒｉｔ ｉｍｅ
；ａｎｃ ｉｅｎｔ

；ｃｕ 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 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 １ ６ ．６

ｒｏｕ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ｈ ｉｓｔｏｒｙ

Ｔｏｐ４ｘｉｎ
ｊ
ｉａｎ

ｇ ；ｕｒｕｍｑ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ｔｒａｄ ｉｔｉｏｎａｌ
；ｚｏｎ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ｇｉｏｎ ；

＾^

ｍｅｄｉｃ ｉｎｅ ；ｕｙｇｕｒ ；ｃｅｎｔｒａ ｌ
；ｐｅｏｐ ｌ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 ｓ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Ｔｏｐ５ｔｅ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ｄｙｎａｓ ｔ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ｒ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ｄ

；

 ＾^

ｂｕｄｄｈｉｓ ｔ
；ｆｏｕｎｄ ；ｓ ｉ ｌｋ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ｐ ｌａｎｔ

￣

ｒ〇〇

^

表 ９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欧洲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 ＬＤＡ 主题聚类效果表
■

主题主题特征词 ｜

占比 （％７

Ｔｏｐ ｉｂｅ ｌ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ｃｏ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ｔｒａｄｅ
；Ｃｈｉｎｅ ｓｅ

；ｓｉｌ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５９ ． １

Ｈｏ ｎｇＫｏｎ ｇ ；Ｘ ｉＪ ｉｎｐ ｉｎｇ

Ｔｏｐ２ｓ ｉ ｌｋ
；ｍａｒｉ ｔｉｍｅ

；Ｃｈｉｎｅ ｓ 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ｏｉｍｔｒｉｅｓ

；

２３ ．９

ｒｏｕｔｅ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ｒｔ ；ｐｅｏｐ 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ｕｒｉ ｓｍ

Ｔｏｐ３ｅｕｒｏｐ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ｄｉｇ ｉｔａｌ

；ｓ ｉ ｌｋ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ｉ ｔｉａｔｉｖｅ
；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ｅｌ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ｏｐ４ｂｅ ｉｄｏｕ ；ｓａｔｅ ｌｌｉｔｅ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ａｔｅ ｌ ｌ ｉｔ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

 ；ｓｅｒｖ ｉｃｅ
 ；

３ ．４

ｌａｕｎｃ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ｅｔｅｒｓ ；ｐｏ ｓ 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ｐ５ｃａｂ ｌ ｅｓ
；ｄａｔａ

；ｗａｔｅｒ
；ｖｅｓｓｅ ｌｓ

；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ｉｂｅｒ
；ｓｃ ｉｅｎｔ ｉｆｉｃ ；

ｍｏｎｉ ｔｏ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ｉｃａ ｌ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ｆａｓｔ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ｒｅｍｏｔｅ ； １ ． １

ａｐｐ
ｌｙ ；ａ ｌｌ ｉａｎｃ ｅ ｓ

￣

１ ００

￣̄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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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０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非洲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 ＬＤＡ 主题聚类效果表
￣

￥题 ｜ 主题特征词 丨

占 比

Ｔｏｐ ｉｂｅ ｌｔ
；ｉｎｉ ｔｉａ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ｄｅ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 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ｉｉｃａ ；ｉｎｖｅ ｓ 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

ｊ
ｅｃｔｓ

；７９ ． ６



ｓ ｉ ｌｋ
；ｇ ｌｏｂａｌ



Ｔｏｐ２ｓ ｉ ｌｋ
；Ｃｈｉｎｅ ｓｅ ；ａｎｃ ｉｅｎｔ ；ｈａｎ ；ｈｉ ｓｔｏｒｙ ；ｗｏｒｌｄ

；ｒｏｕｔ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

＾^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ｆｉｉｃａ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ｅａ ｓｔ


？

Ｔｏｐ３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ｄｉａ
；ｂｒｉ

；ｒｅｇ 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 ｓｅ

；ｇｌｏｂａ ｌ
；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
；ｐｏ ｌ ｉｃｙ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Ｘ ｉＪ ｉｎｐ ｉ 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４ ． 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ｏｒｅ ｉｇｎ


Ｔｏｐ４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ａｉ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ｕｎｉｏｎ
；ｒｉｓｋ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５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ｒｉ ；ｇｒｅｅｎ ；ｓ ｅｒｖｉｃｅ

；ｅｘｉ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ｖｏ ｌｖｅ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

￣

息和 厂 １ ００

２ 、 《Ｃｈｉｎａ Ｄａ ｉ ｌｙ》 不同地区
“
一带

一路
”

新闻报道主题聚类结果阐释

（ １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 北京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主题聚类结果阐释

通过 ＬＤＡ 主题聚类模型 ， 根据 己有的主题聚类效果表 ， 笔者对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不同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报道的主题进行逐
一

分析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北京地区

“
一

带
一路

”

新闻报道探讨最多的主题是经济贸 易 、 政治合作与基建战略 ， 统计 占 比

６７ ／７％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ｃｏ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ｉｔ ｉａｔｉｖｅ 、 Ｃｈｉｎｅｓｅ和Ｘ ｉＪ ｉ ｎｐ ｉ ｎｇ等主题特征词涉及到

“
一

带
一路

”

国家间政治合作关系 的建立 ， 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ｖｅ ｓｔｍｅｎｔ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ｔｒａｄｅ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ｐｒｏｊ ｅｃｔｓ 和 ｂｒｉ 等主题特征词分别涉及经济贸易的

协作签订和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战略部署 。 在主题二 中 ， 涉及到 Ａ ｓ ｉａ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Ｅｕｒｏｐｅ 、 ｒｏｕｔｅ 、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和 ｒｅｇｉｏｎ 等区域性词汇 ， 象征着地域间 的联结 ， 而 ａｎｃ ｉｅｎｔ 、

ｒｏｕｔｅｓ 、 ｐｏｒ
ｔ 、 ｔｏｕｒｉｓｍ 、 ｓ ｉ ｌｋ 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等主题特征词又明显指 向旅游产业 ， 两个层面

的主题特征词共同构成地域联结与旅游产业 ， 该主题 占 比 ２０ ．９％ 。 而在主题三中 ， ｓ ｉ ｌｋ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ｗｏｒｌｄ 、 ａｎｃ ｉｅｎｔ 、 ｍｕｓｅｕｍ 、 ｈａｎ 、 ｅｘｈｉｂ ｉｔｉｏｎ 、 ｄｙｎａｓｔｙ
和 仕ａｄｉｔ ｉｏｎａｌ等主题词 皆

与文物展览有关 ， 而 ｍａｒｉ ｔ ｉｍｅ 、 ａｒｔ 、 ｍｕｓｉｃ 和 ｗｅｓｔｅｒｎ 等词则代表着国家间频繁的艺

术交流 ， 该主题可以概括为文物展览与艺术交流 ， 占 比 ６ ．７％ 。 主题四则主要围绕
“
一

带
一

路
”

企业活动展幵 ， ｃｏｍｐａｎ
ｉｅｓ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ｍａｒｋｅｔ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 ｌｏｃａｌ 、 ｍａｒｋｅｔｓ 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等主题特征词指 向企业发展 ， 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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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ｄａｔａ 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等
一

系 歹！Ｊ具有指向性的主题特征词 ， 贝 ！Ｊ涉及产

权保护 ， 两个层面共同形成历史文化与宗教交流 ， 占 比 ３ ．２％ 。 主题五涉及到历史文

化与宗教交流两个部分 ， 其中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ｈｉ 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 ｄａｎｃｅ 、 ｄｒａｍａ和

ｓ ｉ ｌｋ 等主题特征词代表着古丝绸之路的历史介绍和 国家间 的文化交流 ， 而 ｂｕｄｄｈｉ ｓｔ 、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 ｕｎｉｔｙ 和 ｓｕｎ 等主题特征词可以反映出 国家间宗教文化的交流 ， 占 比 １ ． ５％

（见表 １ １ ） 。

表 １ 〗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北京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 ＬＤＡ 主题
—

序号
｜主题 ｜

占 比 （％ ）

Ｔｏｐ ｉ经济贸易 、 政治合作与基建战略 ６７ ．７

Ｔ〇ｐ２地域联结与旅游产业 ２０ ．９

Ｔｏｐ３文物展览与艺术交流 ６ ．７

Ｔｏｐ４


企业发展与产权保护


３ ．２

Ｔｏｐ５历史文化与宗教交流 １ ．５

（ ２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香港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主题聚类结果阐释

从 ＬＤＡ 主题聚类最终效果表来看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香港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

报道关注最多的主题 占 比 ４５ ．７％ ， 可以概括为经济发展 、 香港经贸角色与基建战略 ，

主要包含Ｈｏｎ ｇＫｏｎ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Ｃｈ ｉ ｎｅ ｓ ｅ 、ｗｏｒｌｄ和
ｇ

ｌｏｂａｌ等区域性词语 ， 而 
ｔｒａｄ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等主题特征词涉及到
“
一

带
一

路
”

经济层面的活动 ， 具体行动指 向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等 ， 即主要围绕
“
一

带
一

路
”

经济发展与合作展开 ， 而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ｐｒｏｊ ｅｃｔｓ 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等主题特征词来看 ， 也涉及到基础设施的建设 ，

并且值得
一

提的是 ， 笔者通过回溯新闻文本发现 ， 主题
一

的新闻报道内容也特别围绕

香港在
“
一

带
一

路
”

中 的经贸角色展开 ， 突出香港同世界各国在
“
一

带
一

路
”

经贸合

作的重要作用 ， 涉及到的议题层面较为丰富 。 主题二更加偏向我国与各国在
“
一

带
一

路
”

中的政治合作与国际关系构建 ， 占 比 ２ １ ．２％ ， 从Ｘ ｉＪ ｉ ｎｐ ｉ ｎｇ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ｓ ｉｌｋ 、

ｐ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 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等主题特征词来看 ， 以政治合作为中心展开的领导人会晤是其重

要新闻报道内容 ， 此外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ｗｏｒｌｄ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ｈｉｎｅ ｓｅ 、 ａｓｉａ和ｒｅｇｉｏｎ

等主题特征词 ， 也涉及到国家间 的合作与关系等 ， 因此 ， 国际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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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题二的重点 。 主题三 占 比 １ ６ ．４％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ｔｒａｄｅ 、 ｐｏｒｔ 、 ｒｏｕｔｅ 和 ｓ ｉｌｋ 等主题特

征词侧重
“
一

带
一

路
”

经济层面 的相关议题 ， 并且涉及到 Ｘ ｉｎ
ｊ
ｉａｎｇ 、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ａｎｃｉｅｎｔ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Ｅｕｒｏｐｅ 、 Ａｓｉａ 、 ｒｅｇ ｉｏｎ等众多区域词汇 ， 主

要指各国家和区域围绕
“
一

带
一

路
”

经济活动所展开的地方行动 ， 其中与主题
一

偏向

香港地区的经贸活动相 比 ， 主题三则更加偏向从宏观层面对
“
一

带
一路

”

经济活动展

开报道 ， 综合该主题来看 ， 可以将其概括为经济贸易与地方行动 。 主题四指向通信建

设与交通建设 ， ｆｉｘｚｈｏｕ 、 ｂｅｉｄｏｕ、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和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主题特征词 ， 分别代表着北斗 、

卫星和导航 ， 均属于通信领域 ，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 ｔｒｕｃｋ 、 ｔｒｕｃｋｓ 、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和 ｄｒｉｖｉｎｇ 等主题特

征词则侧重交通运输的建设 ， 该主题 占 比 ９ ． ９％ 。 主题五则更加偏向我国
“
一

带
一

路
”

中海上丝網之路的货物运输与海外联通 ， 涉及到 ｓｈｉｐ 、 ｓｈｉｐｓ 、 ｓｅａ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 ｗｏｒｌｄ 、

ｃａｒｇｏ 和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等与海上货物运输相关的主题特征词 ， 占 比 ６ ． ８％（见表 １ ２ ） 。

表 １ ２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 香港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 ＬＤＡ 主题

序号主题 ｜

占 比 （％／

Ｔｏｐ ｉ经济发展 、 香港经贸角色与基建战略 ４５ ． ７

Ｔｏｐ２政治合作与 国际关系 ２ １ ．２

Ｔｏｐ３经济贸易与地方行动 １ ６ ．４

Ｔｏｐ４通信建设与交通建设 ９ ． ９

Ｔｏｐ５海上丝绸之路联通与货物运输 ６ ． ８

（ ３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美国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主题聚类结果阐释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美国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最为关注的主题可 以概括为
“
一

带
一

路
”

经贸发展合作与基建战略 ， 占 比 ６３ ． ３％ ， 涉及到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ｔｒａｄｅ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等与经济贸 易相关的主题特征词 ， 同时 ， 在该主题中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和 ｐｒｏｊ ｅｃｔｓ 等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词汇也包含其中 ， 可见 ，

经贸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 ， 依旧是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针对美国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

道的核心 内容 。主题二则更加偏向政治合作与领导人会谈 ， 其中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ｗｏｒｌｄ 、 ｇｌｏｂａｌ和ｂｕｉ ｌｄｉｎｇ等主题特征词 ， 涉及到全球范

围 内 的政治合作 ， 而 Ｘ ｉＪ ｉ ｎｐ ｉ ｎ ｇ 、 ｐ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 和 ｆｏｒｕｍ 等主题特征词则反映出领导人之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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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的访 问会谈 ， 该主题 占 比 １ ６ ．６％ 。 主题三中涉及到文化历史与人文交流 ， ｓ ｉｌｋ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 ａｎｃｉｅｎｔ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 ｒｏｕｔｅ 、 ｃｕｌｔｕｒｅ和ｈｉｓｔｏｒｙ
等主题特征词指向与古

丝調之路相关的历史和文化介绍 ， 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和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则代表着学术间的人才与

人文交流 ， 统计 占 比 １ ６ ．６％ 。 主题四则可以概括为中医药交流与世界服务 ， 占 比 ２ ．２％ ，

涉及到 ｍｅｄｉｃａｌ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 ｈｅａｌｔｈ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等与 中医药相关的主题特征词 ， 而行动

指向则包含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ｐｅｏｐ ｌｅ 、 ｗｏｒｌｄ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等具体内容 ， 统
一

指向在医

学领域对世界人民和 国家的服务 。 主题五 占 比 １ ． ３％ ， 主要是茶文化交流与宗教研宄 ，

包括 ｔｅａ 、 ｃｅｎｔｕｒｙ 、 ｄｙｎａｓｔｙ 、 ｐｌａｎｔ 和 ｃｅｎｔｒａｌ 等与茶文化相关的主题特征词 ， 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

ｓｔｕｄｙ 、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和 Ｃｈｉｎｅｓｅ 等词汇也涉及到宗教文化 ， 尤其是佛学的研宄与交流 （见

表１ ３ ） 。

表 １ ３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美国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 ＬＤＡ 主题

序号主题 占 比 （％ ）

Ｔｏｐ ｉ经贸发展合作与基建战略 ６３ ． ３

Ｔｏｐ２政治合作与领导人会谈 １ ６ ．６

Ｔｏｐ３文化历史与人文交流 １ ６ ．６

Ｔｏｐ４


中医药交流与世界服务


２ ．２

Ｔ〇ｐ５茶文化交流与宗教研究 １ ． ３

（ ４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欧洲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主题聚类结果阐释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欧洲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主题 占 比最高达到 ５９ ． １％ ， 包含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和ｔｒａｄｅ等经济贸易层面 ， Ｘ ｉＪ ｉ ｎｐ ｉ ｎ ｇ 、 ｓ ｉ ｌｋ 、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和Ｃｈｉｎｅｓｅ

政治层面 ， 以及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基础设施三个方面的主题特征词 ， 行动指

向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和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可以总结概括为经济贸易 、 政治合作与基建战略发展 ，

并且在该主题中 ， 香港也被视为
“
一

带
一

路
”

活动的中心之
一

。 主题二 占 比 ２３ ．９％ ，

包含ｓｉｌｋ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ａｎｃｉｅｎｔ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 ｒｏｕｔｅ 、 ｃｕｌｔｕｒｅ和ｔｏｕｒｉｓｍ等主题特征

词 ， 涉及到文化交流和旅游产业两个层面 。 主题三则 占 比 １ ２ ．５％ ， 围绕 ｅｕｒｏｐｅ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ａｆｔｉｃａ和ａｆｒｉｃａｎ等地区 的
“
一

带
一

路
”

活动展开 ， 而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等主题特征词则指向 以互联网数字技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

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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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 整体来看 ， 该主题重点关注欧洲和非洲地区有关互联网和数字信息技术的建设

与产权保护 。 主题四则聚焦于航天建设与科研创新 ， 从 ｂｅｉｄｏｕ 、 ｓａｔｅ ｌｌ ｉｔｅ 、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 、 ｌａｕｎｃｈ 、 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等主特征词可知 ， 该主题涉及到北斗 、 导

航、 卫星 、 发射、 定位和技术等 ， 与航天航空建设发展相关的
“
一

带
一

路
”

活动 ， 并

且将重点聚焦于科研技术的创新层面 ， 占比 ３ ．４％ 。 主题五则是通信设施建设与技术

发展 ， 包含ｃａｂｌｅｓ 、 ｄａｔａ 、 ｖｅｓｓｅ ｌｓ 、 ｆｉｂｅｒ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 ｃａｒｒｉｅｒ 、

ｒｅｍｏｔｅ 、 ａｐｐｌｙ 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等主题词 ， 分别代表电缆、 数据、 光纤 、 科学、 监测 、 技

术、 载体 、 远程、 应用和联盟 ， 可见 ， 相 比于互联网 、 数字产业和航天建设 ， 该主题

更加偏重于电缆 、 光纤等移动通信的基础设施载体建设 ， 统计 占 比 １ ． １％（见表 １４ ） 。

表 １４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欧洲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 ＬＤＡ 主题

序号
｜主题 ｜

占 比 （％／

Ｔｏｐ ｉ经济贸易 、 政治合作与基建战略 ５９ ． １

Ｔｏｐ２文化交流与旅游产业 ２３ ． ９

Ｔｏｐ３数字建设与产权保护 １ ２ ． ５

Ｔｏｐ４航天建设与科研创新 ３ ．４

Ｔｏｐ５通信设施建设与技术发展


１ ． １

（ ５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非洲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主题聚类结果阐释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非洲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主题的主题
一

占比 ７９ ．６％ ， 主题

特征词ｂｅｌｔ 、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ｓｉｌｋ和ｇｌｏｂａｌ涉及到中 国 同世界各国

的在
“
一

带
一

路
”

中的政治合作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ｔｒａｄｅ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分别代表着经济贸 易和基础设施建设 ， 具体的行动指 向依 旧包含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两个层面 ， 主题整体侧重于宏观层面报道
“
一

带
一路

”

， 可以概括为政治

合作 、 经济贸 易与基建战略 。 主题二则偏 向文化历史交流 ， 其中主题特征词 ｓ ｉ ｌｋ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ａｎｃｉｅｎｔ 、 ｈａｎ 、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ｒｏｕｔｅ 、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 ｄｙｎａｓｔｙ
和ａｆｒｉｃａ等 ， 涉及到古丝調

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推介与交流 ， 共计 占比 １ ３ ． ６％ 。 在主题三中 ， Ｉｎｄｉａ 、

ｂｒｉ 、 ｒｅｇ
ｉ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和 Ｃｈｉｎｅｓｅ 等主题词涉及到中 国与不同 国家地域之间的联结 ， 而

ｄｉ
ｇ

ｉｔａｌ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重点关注数字信息等方面的相互联通 ， 而 ｇｌｏｂａｌ 、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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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 、 ｐｏ
ｌｉｃｙ 、 ｗｏｒｌｄ 、 Ｘ ｉＪ ｉｎｐ ｉｎｇ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等主题特征词则侧重于报道全

球 问题和 国际秩序 ， 总体形成
“

地域信息联通与 国际安全秩序
”

的报道主题 ， 占 比

４ ．３％ 。 主题四则是生态环境风险与建设 ， 具体来说 ａｉｒ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和 ｇｒｅｅｎ 等主

题词包含空气 、 环境和绿植 ， 行动指 向则是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 ｕｎｉｏｎ 、 ｒｉｓｋ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
ｙ 、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和 ｓｅｒｖｉｃｅ ， 反映的是世界面临的生态风险 ， 以及各国针对生态安全需要达成的共识与

合作 ， 该主题 占 比 ２ ． ５％（见表 １ ５ ） 。

表 １ ５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非洲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 ＬＤＡ 主题

序号
｜主题 ｜

占 比７＾７

Ｔｏｐ ｉ政治合作 、 经济贸易与基建战略 ７９ ． ６

Ｔｏｐ２ 文化历史交流 １ ３ ．６

Ｔｏｐ３



地域信息联通与 国际安全秩序


４ ． ３

Ｔｏｐ４生态环境风险与建设 ２ ． ５

通过 ＬＤＡ 主题聚类分析 ， 不难发现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针对不同地区 的
“
一

带
一

路
”

议题既有重合之处 ， 也存在差别 。 具体来说 ， 五个地区最为核心的主题均是围绕
“
一

带
一

路
”

经济贸 易 、 政治合作与基建战略展开的 ， 并且文化交流 、 地域联盟也是高频

议题 。 同时 ， 五个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也各有特点 ， 其中 ， 北京地区侧重关注

旅游产业和各类文化交流 ， 涉及到宗教、 文物展览 、 艺术交流等方面 。 香港地区在政

治层面侧重国际关系 ， 在经济层面侧重地域联盟 ， 在基建层面侧重通信与交通建设 ，

而文化层面的主题则不具有显著性 。 美国地区则倾向于政治层面领导人会谈与各类历

史文化、 人文的交流 ， 包含中医药 、 茶文化和宗教研宄 。 欧洲地区则偏向文化交流和

旅游产业主题 ， 并且十分注重各类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 ， 包括互联网数字技术、 移动

通信技术和航天卫星等 。 非洲地区则更加侧重文化层面的历史交流 ， 并且相 比于其他

地区 ， 国际秩序与安全、 生态环境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主题 。

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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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带一路
”

新闻报道框架取向

一

、

“
一带一路

”

与新闻报道框架

新闻报道框架是学界针对
“
一

带
一

路
”

常用的考察视角 ， 主要包含三种路径 ： 其

一

， 针对特定报纸对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框架展开研宄 ， 总结出其对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特点 ； 其二 ， 对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采用 内容分析和对比研宄的方

式 ， 探宄各媒体对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框架存在差异 ； 其三 ， 探究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框架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 。 具体来说 ， 第
一

个层面从新闻报道本身出发 ，

研宄落在特点总结上 ， 如 《人民 日报 （海外版 ） 》 针对
“
一

带
一

路
”

的报道框架呈现

出如下特点 ： 总结稿件来源的原创性明显、 报道频率的波动性显著 、 报道主题的故事

性强 、 报道体裁的客观性强和报道呈现积极正面的修辞话语等 。

１

《四川 日报 》 和 《华

西都市报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框架可以概括为四类报道框架 ， 即
“

本土化视

野
”

报道框架増加 、

“

负面 （ 中性 ）
－正面

”

的报道基调框架、

“

均衡－集中
”

的报道

主题框架和
“
一

带
一

路
”

报道框架増加 。

２

澳大利亚主流纸媒对中 国
“
一

带
一

路
”

倡

议的框架建构包含信源更加多元化、 抵抗式解读和调和式解读并存 ， 以及政治报道和

经济报道存在相互矛盾和背离的情况等特点 。

３

第二个层面侧重对比分析 ， 对各媒体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框架的差异展开研

宄 。 如 《经济 日报 》 重点关注
“
一

带
一

路
”

的政治经济议题 ， 以传递政府和权威人士

意见为主
；

《 明报 》 对政治议题探讨深入 ， 总体报道态度受中央行动影响较大 ；
《南

华早报 》 注重平衡报道 ， 在新闻素材的选择上采取多方信源 ， 新闻 内容的建构上平衡

多方意见 。

４还有学者通过量化的 内容分析和 比较研宄发现 ， 在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

播的新闻报道中 ， 距离事件越远的报纸 ， 编辑部的资源投入就越低 ， 引用 的信息源也

更多为官方机构 、 组织或权威人士 ， 这种框架结构使得中 国媒体的报道详细具体 ， 附

带实例和情感表述 ， 多采用低解释水平的写作手法 。

５

目 前 ， 不论是从第
一

层面研宄

１ 王思晴
，杜仕勇 ．人民 日报海外版

“
一

带
一

路
”

报道框架研宄 ［
Ｊ
］

．青年记者
，
２０ １ ９

（
０２

）
：７４

－

７５ ．

２ 张玉川 ，刘军君
一

带
一

路
”

与地方纸媒中东欧报道框架
［
Ｊ
］

？青年记者 ，
２０ Ｉ ９

（
３２

）
： ３ ５

－

３６ ．

３ 王雪松．澳大利亚主流纸媒对中 国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框架建构研宄 ［
Ｊ
］

．传媒
，
２０ １ ８

（
０８

）
： ５４－

５６ ．

４ 侯迎忠
，蔡思岚 ．香港主流报纸涉

“一

带一路
”

报道框架研究——以 《南华早报 》 《经济 日报 》 和 《明报 》 为例 ［Ｊ］
．

现代传播 （中 国传媒大学学报 ） ，
２０ １ ８

，
４０

（
１ ０

）
： ８５

－

８９ ？

５

王丹
，郭中实 ．整合框架与解释水平 ：海内外报纸对

“
一

带
一

路
’

艰道的对比分析 ［
Ｊ
］

．新闻与传播研

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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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媒体
“
一

带
一

路
”

的新闻框架特点 ， 还是第二层面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媒体新闻报

道框架的差异 ， 总体来看 ， 具有创新性的 问题与研宄相对较少 。

最后
一

个层面从传播效果的角度出发 ， 对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框架进行划分 ， 主要

探究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框架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 。 如有学者总结出 四种对外传

播新闻报道的框架 ， 即合作共贏框架 、 对外援助框架 、 合法性框架和名人效应框架 ，

并对四种新闻报道框架进行效果研究发现 ， 关于
“
一

带
一

路
”

互惠性的新闻虽然发布

数量多 ， 关注度较低 ； 向外界解释
“
一

带
一

路
”

政治意图的新闻数量少 ， 但传播效果

更好 。

１

再如 ， 有学者发现新闻框架对单个中外大学生认识
“
一

带
一

路
”

都有显著影

响 ， 阅读个人框架会加强读者对政策有利于个人利益的评价 ， 而阅读社会框架会加强

读者对政策有利于国家利益的评价 。 对中 国大学生来说 ， 阅读个人框架比阅读社会框

架的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更加有助于他们对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的理解和积极评价 ， 而对

外国大学生来说 ， 无论阅读哪种框架 ， 都对政策各方面的评价有所提高 。

２此类问题 ，

通过实证对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效果进行考察 ， 对未来对外传播
“
一

带
一

路
”

具体

传播策略给予启示 。

总体来看 ， 目 前将
“
一

带
一

路
”

与新闻报道框架结合的研究相对较多 ， 但是研宄

问题、 研究方法与研宄路径相对单
一

。 对此 ， 本研宄从 《Ｃｈｉｒｍ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框架出发 ， 创新性的讨论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所采用 的报

道框架是
“

二元对立框架
”

还是
“

非二元对立框架
”

？ 新闻报道的立论与观点是截

然对错的二元判断 ， 还是全面综合 、 客观辩证的报道 ？ 以此展开分析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框架偏向 。

二 、

“

二元对立框架
”

与
“

非二元对立框架
”

的概念内涵

在新闻框架之中 ， 二元框架的叙述方式极为常见 。

“

二元对立框架
”

是将新闻报

道中涉及到的主体置于两个极端 ， 突出双方之间的矛盾 ， 并且将这种矛盾置于难以调

和的位置上 。 比如在有关性别议题的新闻报道中 ， 经常出现性别二元对立新闻报道框

架 ， 再如 ， 在有关中美议题的报道上 ， 也会出现中美二元对立的新闻报道框架 。

“

二

１ 胡岸 ，陈斌 ． 国家议题的对外传播效果分析一以
“
一

带
一

路
’ ’

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的框架分析为例 ［
Ｊ］

．编辑之

友 ，
２０ １ ８

，（
１ ２

）
： ７５

－

７８＋９０ ．

２ 张莉 ，
蒋淑君

，
宋晶 ．新闻框架如何影响

“
一

带
一

路
”

传播效果一
一

项中外 比较的实验研宄 ［
Ｊ
］

．新闻记

者 ，
２０ １ ９

，（
０６

）
：４７

－

５８ ．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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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对立框架
”

本身具有片面性 ， 其叙事方式是单方的 、 局部的 、 个别的 、 偏见的 、 刻

板的和极端的 。

“

二元对立
”

新闻报道框架的运用 ， 无疑会撕裂共识加剧两者之间的

固有矛盾 ， 因此 ， 在新闻报道中 ，

“

二元对立
”

框架的运用实践需慎之又慎 。 而
“

非

二元对立框架
”

则与
“

二元对立框架
”

相反 ， 重在强调客观辩证的对新闻事件展开报

道 ， 力求全面综合的呈现事实 ， 不 以个人主观色彩与情感偏向报道新闻 ， 而这也是新

闻报道的基本原则 ， 并且
“

非二元对立
”

的新闻报道框架 ， 也更容易使读者产生信任 。

在全球化进程 日 益演进 ， 世界各国面临的潜在风险骤升与中美关系 日益 白热化的宏观

背景下 ，

“
一

带
一

路
”

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 ， 采用什么样的新闻报道框架将直接影响

到对外传播效果 。 进
一

步来说 ， 在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对外传播的过程中 ， 过多的使用

“

二元对立
”

的新闻报道框架 ， 会使得西方国家更加排斥并污名化
“
一

带
一

路
”

概

念 ， 加剧
“

中 国威胁论
”

， 最终导致传播滞效 。

有鉴于此 ， 本研究将从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 的新闻报道框架出发 ， 主要考察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在新闻报道中 的立论和观点是否全面综合、 客观辩证 、 积极与消极并存 ， 即

是否采用
“

非二元对立
”

的新闻框架报道
“
一

带
一

路
”

， 相较于西方以二元对立的方

式报道
“
一

带
一

路
”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观点是否更综合、 更

全面 ？ 事实上 ， 我们应站在
一

个平等、 客观和辩证的视角上 ， 以
“

非二元对立
”

的新

闻报道框架去书写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 。 在新闻实践过程中 ， 尤其是在对外传播的新闻

报道中 ， 新闻工作者是否意识到
“

二元对立框架
”

截然对错判断的局限性 ， 而采用

“

非二元对立
”

的辩证报道框架 ， 是值得学界考察的
一

个研究问题 。 对此 ， 本研宄针

对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在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对外传播报道 ， 是采用
“

二元对立框架
”

还是

“

非二元对立框架
”

展开讨论 。

三 、 研究方法 ： ＬＩＷＣ 词典计量文本分析

本节的研究方法采用基于计算机软件程序的文本分析工具
“

语言探索与字词计

数
”

， 即 ＬＩＷＣ 词典计量文本分析 （简称 ＬＩＷＣ ） 。 ＬＩＷＣ 是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Ｎａｔｕｒ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 ＮＬＰ
） 中的

一

种可以对文本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并将导入的文本

文件的不同类别的词语加 以计算 ， 如因果词 、 情感词 、 认知词等心理词类在整个文本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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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使用百分比 。

１

笔者采用 ２０２２ 年最新版的 ＬＩＷＣ 软件 ， 包含 ８ 个总结性描述变量

（如字数总数 、 逻辑和形式思维的分析度量 、 影响力 、 真实性、 情感语气等 ） ， ２０

个语言维度变量 （如人称代词 、 副词 、 数词 、 助动词 、 介词和连词等 ） ， ３ ６ 个描述

心理过程变量 （如认知过程词汇、 情感影响过程词汇 、 社会过程词汇等 ） ， ４５ 个扩

展词典 （如文化变量 、 生活风格变量、 生理变量、 动机变量、 感知变量和时间变量等 ） 。

四 、 研究发现

考虑到本节主要考察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框架的立论和观点是

否全面综合 、 客观公正、 积极与消极并存 ， 总体框架是否呈现出
“

非二元对立
”

。 因

此 ， 可 以利用 ＬＩＷＣ 的情感变量进行分析 ， 笔者在认真阅读翻译对照 ＬＷＩＣ 的变量后 ，

选取用来描述心理过程变量 的情感影响过程词汇
“

Ｐｏｓ ｉｔｉｖｅｅｍｏｔｉｏｎ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

Ｐｏｓ ｉｔｉｖｅｔｏｎｅ
”

和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ｔｏｎｅ
”

来考察新闻报道框架中的情感偏向 ， 对

应新 闻 报道 是 否 积 极 与 消 极 并存 。 在 ＬＩＷＣ 中
“

Ｐｏｓ ｉｔｉｖｅｅｍｏｔｉｏｎ
”

中 包含

“

ｇｏｏｄ
”“

ｌｏｖｅ
”“

ｈａｐｐｙ

”

和
“

ｈｏｐｅ
”

等 词 汇 ，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ｍｏｔｉｏｎ
”

中 包 含

“

ｂａｄ
”“

ｈａｔｅ
”“

ｈｕｒｔ

”

和
“

ｔｉｒｅｄ
”

等 词 汇 ，

“

Ｐｏ ｓｉｔｉｖｅｔｏｎｅ
”

包 含

“

ｇｏｏｄ
”“

ｗｅｌｌ

”“

ｎｅｗ
”

和
“

ｌｏｖｅ
”

等 词 汇 ，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ｔｏｎｅ
”

包 含

“

ｂａｄ
”“

ｗｒｏｎｇ

”

和
“

ｈａｔｅ
”

等词汇 。

同时 ， 笔者在深入新闻文本阅读的过程中 ， 明显发现新闻报道中存在
“

机遇
”

与

“

挑战
”“

安全
”

与
“

风险
”

等二元词汇的报道主题与报道框架 ， 对此笔者在 ＬＩＷＣ

的扩展词 典 中 寻找 到对应 的变量词汇
“

Ｒｅｗａｒｄ
”

和
“

Ｒｉｓｋ
”

， 在 ＬＩＷＣ 中 ，

“

Ｒｅｗａｒｄ
”

包含

“

ｏｐｐｏｒｔｉｍ
”“

ｗｉｎ
”“

ｇａｉｎ
”

和
“

ｂｅｎｅｆｉｔ

”

等词汇 ，

“

Ｒｉｓｋ
”

则包含

“

ｓｅｃｕｒ
”“

ｐｒｏｔｅｃｔ

”“

ｐａｉｎ
”

和
“

ｒｉｓｋ
”

等词汇 。 对此 ， 笔者使用 ＬＩＷＣ 软件对 ２０５０

篇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的六个相关变量在总单词中 的百分比进行

计算 ， 并使用数据可视化软件 ＰｏｗｅｒＢ Ｉ 对 ＬＩＷＣ 所得变量数值进行可视化处理 ， 数

据可视化选取折线图 ， 以季度为横坐标 ， 纵坐标取每季度变量数值的平均值 ， 最终得

到如下的 ３ 组折线图 （ 图 ２
？

图 ４ ） 。

１ 吴嵩
，
金盛华

，
蔡頷

，
李绍颛．基于语言 内容的谎言识别

［
Ｊ
］

．心理科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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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ＡＡ 八 人

图２ ： 《Ｃｈ ｉｎａＤ ａ ｉ 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
“

Ｐｏ ｓ ｉｔｉｖｅｅｍｏｔ ｉｏｎ
”

和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ｍｏ ｔ ｉｏｎ
”

的 比例

从图２中 《Ｃｈ ｉｎａＤ ａ ｉ 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
“

Ｐｏ ｓ ｉ ｔ ｉｖｅｅｍｏｔ ｉｏｎ
”

和
“

Ｎ ｅｇａｔ ｉｖｅ

ｅｍｏ ｔｉｏｎ
”

的 比例来看 ，

“

Ｐｏ ｓ ｉ ｔ ｉｖｅｅｍｏｔｉｏｎ
”

始终高于
“

Ｎｅｇａｔ ｉｖｅｅｍｏ ｔ ｉｏｎ
”

， 说 明

《 Ｃｈ ｉｎａＤ ａ ｉ ｌｙ 》 有关
“
一

带
一

路
”

的新闻报道框架的呈现更加偏向积极情感 ， 从 ２０ １ ３

年到 ２０２０ 年第三季度 ， 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的波动较为
一

致 ， 即当积极情感有所上

升时 ， 消极情感也有所提升 ， 反之 ， 当积极情感有所下降时 ， 消极情感也会降低 。 但

在 ２０ １ ６ 年第三季度和 ２０２ １ 年第
一

季度两个节点处 ， 积极情感的波动较大 ， 和消极情

感几乎持平 ， 并且随着时间 的推移 ， 消极情感也有缓慢上升的趋势 。 整体来看 ， 虽然

积极情感词始终高于消极情感词 ， 但这并不代表 《 ＣｈｉｎａＤ ａ ｉ 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

道就是有失偏颇 ， 或不具备辩证客观的新闻报道框架的 。

事实上 ， 《Ｃｈ ｉｎａ Ｄ ａ ｉ ｌｙ 》 作为中 国对外传播的传统媒体 ， 其报道情感偏 向积极也

在既定的认知之中 。 但在此需要特别说明 的是 ，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始终将人类与世界

放置在最为核心的位置上 ， 自 始至终致力于全球经济的共同繁荣发展 ， 减少世界各国

间 的冲突与矛盾 ， 维护 国际秩序与全球安全 ， 最终实现为人类谋求福祉的 目 标 。 因此 ，

纵观
“
一

带
一

路
”

的原则 、 理念与 目 标 ， 其本身就是偏 向积极属性的概念 ， 并非是
“

消

极概念
”

或
“

中立概念
”

。 由此可见 ， 在 《 Ｃｈ ｉｎａＤ ａ ｉ 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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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情感词始终相对高于消极情感词的报道方式也并无不妥 。 如若采用完全偏向消极

情感、 或消极情感高于积极情感的报道方式 ，

一

方面 ， 无疑会加剧西方国家和媒体对

我国
“
一

带
一

路
”

威胁论的言说和污名化的现象 ； 另
一

方面 ， 此种路径是西方媒体 （尤

其是欧美国家 ） 报道
“
一

带
一

路
”

时 ， 最为常用的新闻报道框架 ， 没有客观辩证 、 全

面真实的反映
“
一

带
一

路
”

是积极概念的既定事实 ， 因此 ， 此种报道路径与框架才是

有失偏颇的 。

再进
一

步来看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围绕
“
一

带
一

路
”

也有意识的涉及到消极情感 。

笔者在阅读文献时发现 ， 有学者针对国 内媒体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的新闻报道展开

研宄 ， 发现其新闻报道只有积极正面情感 ， 而不包含负面消极情感 。 相 比之下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的新闻报道方式 ， 恰恰说明其注意到客观公正 、 积极与消极并

存的平衡报道 。 因此 ， 从情感层面来看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可以被视为
一

种
“

非二元对

立
”

的新闻报道框架 。

观察图 ３ 中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
“

Ｐｏｓ ｉｔｉｖｅｔｏｎｅ
”

和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ｔｏｎｅ
”

的 比例可知 ， 随着时间 的推移 ， 消极语气和积极语气均有所上升 ， 但相 比于

“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ｍｏｔｉｏｎ
”

和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ｍｏｔｉｏｎ
”

，

“

Ｐｏｓ ｉｔｉｖｅ ｔｏｎｅ
”

和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ｔｏｎｅ
”

呈

现出十分明显的两级分化 。 这说明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在报道
“
一

带
一

路
”

中显著偏 向积

极语气 。 虽然在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消极语气与积极语气并存 ，

但两者之间始终保持着巨大的鸿沟 ， 因此 ， 从语气层面来看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相对偏向
“

二元对立
”

的新闻报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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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 《 Ｃｈ ｉｎａＤａ ｉ 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
“

Ｐｏ ｓ ｉ ｔ ｉｖｅｔｏｎｅ
”

和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ｔｏｎｅ
”

的 比例

图４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
“
一 ■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
“

Ｒｅｗａｒｄ
”

和
“

Ｒｉ ｓｋ
”

的 比例

观察图 ４ 中 《Ｃｈ ｉｎａＤ ａｉ 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
“

Ｒｅｗａｒｄ
”

和
“

Ｒ ｉ ｓｋ
”

比例 的

两条变化 曲 线 可 以 发现 ， 相 比 于
“

Ｅｍｏ ｔ ｉｏｎ
”

和
“

Ｔｏｎｅ
”

所 呈现 出 的 折 线 图 ，

“

Ｒ ｅｗａｒｄ
”

和
“

Ｒｉ ｓｋ
”

比例 的差值波动幅度较大 。 从 ２０ １ ３ 年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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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至 ２０ １ ９ 年 ，

“

Ｒｅｗａｒｄ
”

的 占 比始终高于
“

Ｒｉｓｋ
”

， 即文本中有关于
“

机遇
”

和
“

安

全
”

的词语比
“

挑战
”“

风险
”

的 占 比更高 。 而在 ２０２０ 年第
一

季度和 ２０２ １ 年第
一

季

度 ，

“

Ｒｉｓｋ
”

的 占 比却反超
“

Ｒｅｗａｒｄ
”

， 这说明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在对外传播中开始侧

重于报道
“
一

带
一

路
”

可能遇到的风险和挑战 。 而从横向时间发展来看 ，

“

Ｒｅａｒｄ
”

呈现整体下降的趋势 ， 而
“

Ｒｉｓｋ
”

在时间的推移中逐渐呈现上升的趋势 。 这又进
一

步

说明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在对外传播报道
“
一

带
一

路
”

时 ， 并未完全从正向角度美化
“
一

带
一

路
”

， 也在
“
一带

一

路
”

的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社会的大背景下报道其可能存在的

风险 ， 而这也恰恰说明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也存在客观辩证、 全面

综合、 积极与消极并存的
“

非二元对立
”

的报道框架 。

结合上述三张折线图来看 ， 积极情感 、 消极情感、 积极语气 、 消极语气 、 奖励与

风险均存在于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之中 。 虽然在语气表达的层面 ，

消极语气和积极语气呈现出较大的差距 ， 表现出
“

二元对立
”

的新闻报道框架 ， 但在

情感表达层面和机遇－挑战 、 安全－风险的框架之下 ， 新闻文本中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

感、奖励和风险词汇与框架 ， 在不同时间节点上也会有交叉重合的部分 ， 尤其是在
“

奖

励和风险
”

的框架中 ， Ｒｅｗａｒｄ 和 Ｒｉｓｋ之间的差值较小 。 这说明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的新

闻工作者在对外传播的新闻实践过程中 ， 有意识的平衡有关
“
一

带
一

路
”

的新闻报

道 ， 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没有完全偏向积极层面 ， 也没有完全偏向消极层面 ， 而是对
“
一

带
一

路
”

进行真实客观的报道 。 并且从时间的维度结合三张折线图的总体结果来看 ，

２０ １ ３ 年至 ２０２０ 年期间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的新闻报道有客观辩证报道的意识 ， 既报道

积极层面 ， 也报道消极层面 ， 既涉及机遇也包含挑战 ， 并未完全的顾此失彼 。 而从

２０２０ 年开始 ， 不论是在语气和情感表达层面 ， 还是
“

机遇－挑战
”“

安全－风险
”

的框

架之中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 的新闻工作者开始采用更加客观平衡的报道框架 ， 整体文本

表现出并非截然对错判断 ， 而是采用全面综合 、 客观辩证的
“

非二元对立框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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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结果和讨论

第一节 研究结果

一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以
“

和合思想
”

为核心阐释
“
一带一路

”

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新闻报道中 ，

“
一

带
一

路
”

主要作为
“

单
一

概念
”“

全球概念
”

和
“

主体间性概念
”

出现在新闻文本之中的 ， 而
“

组合概念
” “

本土概念
”

和
“

利他

性概念
”

则是以补充的形式呈现 ， 这反映出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在对外传播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时存在具体偏向 。 从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组成成分来看 ， 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的新闻

报道之中 ， 同时存在着
“

单
一

概念
”

和
“

组合概念
”

两种阐释形式 。 具体来说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在对外传播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时 ，

“

单
一

概念
”

作为
“
一

”

， 主要是围绕
“
一

带
一

路
”

的相关活动展开新闻报道的 ， 具体包括介绍
“
一

带
一

路
”

基本内涵 、 原则 目

标、 框架思路等 ， 也涉及到
“
一

带
一

路
”

议题下所展开的政治经济合作 、 基础设施建

设和文化交流等内容 ， 此类阐释方式指向
“
一

带
一

路
”

内部议题 。 并且从数据结果来

看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在对外传播
“
一

带
一

路
”

时 ， 更加侧重
“

单
一

概念
”

的阐释方式 。

而组合概念作为
“

多
”

， 则是由 内 向外重点报道
“
一

带
一

路
”

相关的外延信息 ， 形成

“
一

带
一

路＋
”

的新闻报道方式 ， 具体涉及到的
“

人类命运共同体
” “

新丝路秩序
”

，

以及
“
一

带
一

路
”

延伸之下的人权 、 世界安全 、 种族歧视和战争等议题 ， 此类概念阐

释方式指 向
“
一

带
一

路
”

外部议题 。 再往深处探宄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之所以在新闻报

道中呈现出
“

单
一

概念
”

和
“

组合概念
”

两种报道形式 ， 其根源在于
“
一

带
一

路
”

概

念本身包含着
“
一

”

与
“

多
”

的哲学意涵 。 事实上 ，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本身充满着中

国智慧 ， 包含着丰富的中 国哲学思想与中华文明 ， 关于
“

何为
一

”“

何为多
”

的问题 ，

也可以在中 国哲学中找寻到根据 。

在谈西方哲学思想时 ， 我们常常会提到
一

个核心概念
“

逻各斯
”

， 而在中国 的哲

学和文化传统中也有其核心的观念 ， 便是
“

道
”

。

“

道
”

的原始涵义涉及道路 ， 如

《诗经 ？谷风 ？大东 》 中所言 ：

“

周道如砥 ， 其直如矢 ， 君子所履 ， 小人所视
”

， 《诗

经 ？鹿鸣之什 ？采薇 》 提到 ：

“

行道迟迟 ， 载渴载饥 。 我心伤悲 ， 莫知我哀
”

， 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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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

均是指道路 。

“
一

带
一

路
”

的第
一

层含义便是
“

道路
”

， 即
“
一

带
一

路
”

是中

国与世界相连的道路 ， 也是中 国与其他国家走向和平 、 包容、 共同发展的道路 。 但随

着中 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 ，

“

道
”

本身被抽象 、 泛化成
一

种宇宙观 ， 而被赋予 了更广

泛的 内涵 。

“

道
”
一

方面被用 以解释、 说明世界上各种不同的现象 ， 后者既包括天地

万物 ， 也涉及社会领域 ； 另
一

方面又被视为存在的终极根据 ： 千差万别的各种事物 ，

其最终根源往往都被追溯到道 。

１

老子在 《道德经 》 里核心的哲学思想
“

道生
一

，

一

生二 ， 二生三 ， 三生万物
”

便是对
“

道
”

的诠释 ，

“

道
”

也是老子宇宙生成论的要义 。

这里的
“
一

、 二 、 三
”

表示万物的生成是
一

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

如果把道家的宇宙生成和变化整体上看成是
“

从混沌到清晰
”“

从简单到复

杂
”“

从
一

到多
”

的过程 ， 那么它既是重要事物依次出现最后达到完备的过程 ， 也是

从混沌之
一

不断分化
一

直到万物产生的过程 ， 并且道家用
“

道
”

解释事物的本性及其

功能的方式 ， 更表现为
“

道
”

与
“

物
”“

朴
”

与
“

器
” “

一
”

与
“

多
”

的关系 。

２这

里的
“

道
”

也就生成
“
一

带
一

路
”

的第二层 内涵 ， 按照老子对
“

道
”

的检释 ，

“
一

带

一

路
”

的形成就是从
“
一

到多
”

的过程 。 笔者认为
“
一

带
一

路
”

中的
“
一

”

， 即是秉

持
“

道
”

的理念将中 国作为
“
一

”

， 从中 国 出发 ， 将中 国理念向外推广 ，

“

多
”

即是

涵摄多元国家 ， 在与多元国家交流合作的过程中生成整体 ， 由
“
一

”

到
“

三
”

，

“

道
”

中强调的包纳与生成万物在
“
一

带
一

路
”

中 即是包纳多元国家构成世界整体 ， 最终实

现由
“
一

”

到
“

多
”

， 在此过程中
“
一

”

与
“

多
”

缺
一

不可 ， 共同构建出完整的
“
一

带
一

路
”

体系 。 概言之 ，

“
一

带
一

路
”

总体上是中 国与多元国家的
“

合
”

， 最终这里

的
“
一

带
一

路
”

就成为了
“

道
”

， 成为中 国治理世界问题与冲突的最高体系设计 ， 即

构建
“

人类命运共同体
”

这
一

具体举措 ， 既是中 国针对世界问题提出 的治理道路 ， 也

是走向
“

美美与共 ， 天下大同
”

共同之
“

道
”

的哲学之思 。

基于此逻辑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围绕
“
一

带
一

路
”

的概念阐释 ， 也秉持着 由
“
一

”

到
“

多
”

的新闻报道方式 ， 将
“

单
一

概念
”

和
“

组合概念
”

相结合 ， 以
“
一

多互

补
”“

综合全面
”

的形式还原
“
一

带
一路

”

概念所包含的哲学意涵 ， 并将最终落点指

向构建
“

人类命运共同体
”

和建立
“

新世界秩序
”

的全球治理之
“

道
”

上 。 至此 ， 在

“

单
一

概念
”

的基础之上 ，

“

组合概念
”

不仅丰富 了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维度 ，

１ 杨国荣 ．道与中 国哲学 ［
Ｊ
］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２０ １ ０

，
９
（
０６

）
：４ （Ｍ８＋９３ ．

２ 王中江．出土文献与先秦 自然宇宙观重审 ［
Ｊ
］

． 中 国社会科学 ，
２０ １ ３

＞
２０９

（
０５

）
： ６７

－

８５＋２０５ －

２０６ ．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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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将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从中 国议题发散成世界议题 。

从区域范围层面来看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在新闻报道中 ， 偏向于将
“
一

带
一

路
”

塑

造为面 向世界的
“

全球概念
”

， 重点从政治经济层面对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予 以解读 ，

并且在新闻报道中重点突出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指向是面向全球合作的 ， 这体现出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本身所强调的
“

和合思想
”

。 而
“

本土概念
”

则是从文化层面对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进行阐释 ， 重点关注与
“
一

带
一

路
”

相关的本土文化议题 ， 包括从中 国文

化出发 ， 介绍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 ； 从中 国哲学思想 出发 ， 报道
“
一

带
一

路
”

的深

层文化意涵 ； 从他国本土文化出发 ， 报道
“
一

带
一

路
”

发展进程与沿线国在地文化的

紧密结合 ； 从历史背景出发 ， 报道中 国 同沿线 国 的历史文化交往经验等 。 至此 ，

“

本

土概念
”

在关注共同性的基础上 ， 更加注重各国之间的多样性与差异性 ， 在
“

和合
”

的基础上保留 了
“

分异
”

的理念 ， 丰富 了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报道视野 。 值得注意的

是 ， 在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中 ， 此种
“

合
”“

分
”

并非二元对立 ， 在政治经济层面所强调

的
“

合
”

， 是指消除双方误解 、 矛盾与冲突 ， 化干戈为玉 帛 ， 而在文化层面所强调的

“

分
”

， 是指人类存在的必然分化趋势 ， 是 自然状态之下生成多样性的结果 。 事实上 ，

“

分
”

与
“

合
”

之间并非极端的非黑即 白 的关系 ， 而是
一

种相互包容、 彼此共生的关

系 ， 在这里 ， 中 国思想所言的
“

你中有我 ， 我中有你
”

的关系得到
一

种恰当 的体现 ，

深层反映的是无私 、 平等 、 开放和包容的
“
一

带
一

路
”

精神 。 概言之 ， 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新闻报道中 ，

“

全球
”

与
“

本土
”

双向结合的报道方式 ， 承接的是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

背后所包含的
“

各美其美 ， 美人之美 ， 美美与共 ， 天下大同
”

的思想 ， 是在多样的世

界中接受并尊重彼此的分化 ， 即在差异性、 多样性基础上建立起的共同性 ， 最终发展

成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所反复强调的
“

共同体
”

。

从情感叙事层面来看 ，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本身就是偏向
“

主体间性
”

的 。 具体来

说 ， 通过构建
“

人类命运共同体
”

， 使得分化的各国合并成世界整体 ， 以去中心化的

方式将世界各国纳入到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范畴之中 ， 以
“

我们
”

为主要代词指称 ，

试图在不同 国家之间建立集体叙事 ， 使得国家间建立相互融合、 相互依存的长期关系 。

而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也同样将
“
一

带
一

路
”

主体间性的特征运用到具体的新闻报道之中 ，

使用具有包容性语义内涵的 内群体代词
“

我们
”

（ｗｅ ） ， 来替代具有区隔性语义内

涵的外群体代词
“

你们
”

（ ｙｏｕ ） ， 使得新闻文本整体呈现出
“

主体间性
”

的情感叙

事特征 。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 ， 基于 自尊的基本需求 ， 相 比于外群体 ， 个人在群体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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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会更加偏爱 内群体 ， 而人称代词
“

我们
”

和
“

你们
”“

他们
”

则隐含个体对内外

群体的基本分类 ， 并且在此心理暗示的作用下 ， 相 比于
“

你们
” “

他们
”

， 个体对长

期指代 内群体的
“

我们
”

更容易表现出积极的语义解读 。 因此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在阐

释报道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时 ， 试图运用
“

我们
”

的叙事表述 ， 将其他国家 、 国外媒体

和海外受众纳入到发展推动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的主体之中 ， 在无意识中激活其积极的

情感暗示 ， 以帮助
“
一

带
一

路
”

在对外传播中获取积极正向反馈 。

此外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也有少数新闻文本基于
“

利他性
”

的情感叙事报道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 ， 旨在弱化中国在
“
一

带
一

路
”

中可获得的利益 ， 重点强调合作国在
“
一

带
一

路
”

中的重要作用 ， 以及突出合作国在
“
一

带
一

路
”

中所 占有的优势和最终获取

的利益 。 并且笔者在编码的过程中也发现 ，

“

利他性
”

通常会出现在与
“

地缘联

盟
” “

地方行动
”

主题相关的新闻报道之中 ， 并且
“

利他性
”

对象主体通常指向合作

国和
“
一

带
一

路
”

沿线国 ， 而
“

主体间性
”

则的对象主体包括
“

沿线国
”

的同时 ， 也

涉及到
“

非沿线国
”

。 事实上 ，

“

利他性
”

的报道对象同样也可 以扩展到
“

非沿线

国
” “

利他性
”

有助于激活
“

非沿线国
”

对
“
一

带
一

路
”

的认知与兴趣 ， 以此邀请

“

非沿线国
”

参与其中 。 概言之 ，

“

主体间性
”

成为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阐释最为核心

的情感叙事方式 ， 而
“

利他性
”

则作为
一

个辅助叙事方式 ， 突出合作国在
“
一

带
一

路
”

中可获取的利益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在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 ， 将两种概念阐释

方式相结合 ， 既巩固 了沿线国与合作国对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正向判断 ， 奠定积极情

感基调 ， 又使得
“

非沿线 国
”

可以放下戒备与偏见 ， 深入理解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与

“

共同体
”

的 内涵 ， 从而并对
“
一

带
一

路
”

整体呈现出积极的情感态度 。

总体来看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在对外传播中 ， 清晰地呈现出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基

本内涵与相关外延 。 从不同层面全方位 、 综合性的对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加 以阐释 ， 将

“
一

带
一

路
”

塑造成
“

全球概念
”

， 强调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对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追

求 ， 并且以
“

主体间性
”

的情感叙事倾向报道
“
一

带
一

路
”

， 促进国外媒体和海外受

众深入理解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 ， 使其放下政治戒备 ， 并消除其对
“
一

带
一

路
”

的刻板

与偏见 ，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 往深层次看 ， 不论是
“

单
一

概念
”

与
“

组合概念
”

的

结合 ， 还是偏向
“

全球概念
”

和
“

主体间性
”

的具体叙事特征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均是

将中 国哲学所强调的
“

和合思想
”

作为核心与底层逻辑 ， 贯穿在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阐

释的始末 ， 并将落点指向构建
“

人类命运共同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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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以多元隐喻释义
“
一带一路

”

在既往的研宄中 ， 国外媒体对于我国 国家形象和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呈现出刻

版化、 他者化 ， 甚至是污名化的新闻报道倾向 ， 而针对此现象 ， 我国媒体在对外传播

中也不断的 自我证明 ， 试图修正海外媒体在全球报道中对我国和
“
一

带
一

路
”

无端的

恶意揣测与过度解读 。 但另
一

方面 ， 我国媒体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也始终存在着难以

自我言说的困境 ， 这也使得国 内媒体逐渐意识到反复套用宏大叙事的话语路径 ， 而不

将抽象的宏观 内容转化成具象表达 ， 则无法使得西方社会 、 海外媒体和受众真正理解

中 国思想 。 有鉴于此 ， 国 内媒体开始对宏大议题新闻的书写路径与报道方式进行反思 ，

并利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方式对宏大议题展开新闻报道 ， 以逐步贴合西方受众思维偏好

与 阅听习惯 ， 最终使得传播至效 。 事实上 ， 隐喻最为重要的作用便是
“

化抽象为具

体
”

， 以生动有趣的方式介绍具有抽象意义的概念 ， 以便于受众的快速认知与理解。

通过对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隐喻分析 ， 可以发现其中有关
“
一

带
一

路
”

的概念隐喻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

一

方面 ， 新闻文本中丰富的隐喻使用也恰

恰说明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新闻记者在针对
“
一

带
一

路
”

宏大叙事的新闻报道之中 ， 有

意识的对其概念进行降维 ， 以更加形象生动的方式对外推介并传播
“
一

带
一

路
”

概

念 。 另
一

方面 ， 丰富的隐喻本身也说明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并非
一

成不变 ， 而是充满活

力与流动性的 ， 具有着丰富的深层 内涵 。 并且在对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中的

隐喻进行了系统归纳后 ， 笔者发现不同架构之间并非是完全割裂 、 独立的 ， 而是存在

连贯性、

一

致性与互构性 ， 十
一

种架构和相应的概念隐喻通常以组合的形式呈现 ， 彼

此之间相互映射 ， 共同表达并建构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 内涵 ， 并且架构与概念隐喻本

身除却表层的词语意涵 以外 ， 还蕴含着丰富的深层 内涵与意义指向 （见图 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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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 《 Ｃｈ ｉｎａＤａ ｉ 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架构整合图

（

一

） 海陆双层架构隐喻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内涵

《 Ｃｈ ｉｎａＤ ａ ｉ 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文本 中包含陆地车辆／运输架构和航海架构 ，

延伸到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中则指 向其中 的
“

带
”

和
“

路
”

， 带
”

即是
“

陆
”

， 是中 国

通过陆地实现与外部世界 、 其他国家连接的具体方式 ，

“

带
”

对应着概念隐喻中 的陆

地车辆 ／运输架构 。

“

路
”

即是
“

海
”

， 通过建立海上丝绸之路跨越陆地的限制 ， 到

达更远的地域 ， 将整个世界纳入到
“

路
”

的范畴之中 ，

“

路
”

对应着概念隐喻中 的航

海架构 。 可见 ， 《Ｃｈ ｉｎａＤ ａｉ ｌｙ 》 运用两种架构巧妙的支撑起
“
一

带
一

路
”

中有关海陆

的双层 内涵 ， 准确而生动的表述出
“
一

带
一

路
”

联接世界的两条具体路径 ， 帮助沿线

国和非沿线 国更加深刻地理解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 。 再往深处细究 ， 不论是陆地车辆 ／

运输架构 ， 还是航海架构 ， 都可 以体现出
“
一

带
一

路
”

己形成 以铁路 、 公路 、 航空 、

航海等为核心枢纽的立体综合 、 互联互通的交通运输系统 ， 体现出
“
一

带
一

路
”

在基

础设施层面的具体举措 。 总体来看 ， 陆地车辆／运输架构和航海架构常常 以组合式的

形式呈现 ， 两种架构和具体的概念隐喻共同阐释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 内涵 。 并且在传

达海路统筹的愿景背后 ， 《 Ｃｈ ｉｎａＤ ａ ｉ ｌｙ 》 在新闻报道中也将核心指 向
“
一

带
一

路
”

要

“

互联互通
”

， 以此邀请世界各 国参与到
“
一

带
一

路
”

的共 同建构之中 ， 最终使得

“
一

带
一

路
”

惠及各个沿线 国 ， 乃至整个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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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友谊架构隐喻
“
一

带
一

路
”

核心原则

“
一

带
一

路
”

的核心原则是
“

共商 、 共建、 共享
”

。

一

方面 ， 该原则用 以强调
“
一

带
一

路
”

是各国之间相互合作 、 共同成就的 ，

“
一

带
一

路
”

的最终 目 的是实现世界各

国共同繁荣 。 事实上 ，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 自提出伊始就始终秉持着睦邻友好的积极基

调 ， 同沿线各国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 对此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在陆地车辆／运输架

构和航海架构双层架构的基础上 ， 建构
“

帮助架构
” “

互惠架构
”

和
“

人际关系架

构
”

， 以隐喻
“
一

带
一

路
”“

共商 、 共建 、 共享
”

的核心原则 。 值得注意的是 ， 与
“

人

际关系架构
”

所呈现出的
“

合作伙伴
” “

朋友关系
”

的具体隐喻相比 ， 作为行动指向

和最终 目 的的
“

帮助
”

和
“

互惠
”

架构则相对抽象 ， 但依旧可以映射出
“
一

带
一

路
”

的深层意涵 ， 为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做进
一

步阐释 。 同时 ， 三种架构通常 以组合的形式

出现 ， 共同组成以
“

友谊
”

为核心的概念隐喻 ， 延伸着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中反复强调

的和平合作 、 互利共赢和平等互惠的原则 ， 而这也是对
“
一

带
一

路
”

互联互通的回应 ，

并辅助检释着
“

人类命运共同体
”

的宏观理念 。 总体来看 ， 以
“

友谊
”

为核心的概念

隐喻 ， 可以拉近国外受众与我国的距离 ， 睦邻向世界传达着中国
“
一

带
一

路
”

亲仁善

邻、 以和为贵 、 和而不同的声音 ， 让世界感受到中 国友好合作 、 合作共赢的决心 ， 塑

造出
“

中 国是朋友
” “

中 国是合作伙伴
”

的正面形象 。 并且在
“

中 国威胁论
”

的西方

语境下 ， 进
一

步消除西方的猜疑与刻板偏见 ， 打消非沿线国的顾忌与无端猜测 。

（三 ） 互联架构隐喻
“
一

带
一

路
”

合作重点

“
一

带
一

路
”

的合作重点主要包含
“

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和民心融通
”

， 涉及到五个不同层面的国家间合作 。 而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的新闻报道中 ， 也存在着多元架构隐喻
“
一

带
一

路
”

的合作重点 。 具体来说 ，

“

帮助

架构
” “

互惠架构
”

和
“

人际关系架构
”

所隐喻的
“

共商 、共建 、 共享
”

， 也正是
“

政

策、 设施 、 贸易 、 资金和民心
”

这五个合作层面的底层基调 。 与此同时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所涉及到的
“

衣物架构
” “

建筑架构
”

和
“

运动 ／行动架

构
”

， 也作为补充架构 ， 或多或少的隐喻着
“
一

带
一

路
”

五个层面的合作重点 。

具体来说 ，

“

衣物架构
”

中 的
“

纽带
”

已成为当下认知和概念化
“
一

带
一

路
”

的

具体表述之
一

， 事实上 ，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从
“

古丝绸之路
”

中获取启示 ， 承接
“

古

丝绸之路
”

的历史精神与使命 ， 这也使得
“

纽带
”

隐喻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尤为常见 ， 而
“

纽带
”

也隐喻着五个层面的国家间合作 ， 并且
“

纽带
”

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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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也指向
“
一

带
一

路
”

的互通互联 。 在
“

建筑架构
”

中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将
“
一

带
一

路
”

隐喻为桥梁和建设者 ， 体现出
“
一

带
一

路
”

致力于美好世界的全面构建 ， 并且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本身也会涉及到不同面向的基础设施建设 ， 比如通信设施、 交通设

施和能源设施等 ， 而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实现各国交流沟通 、 连结世界的具体措

施 ， 也对应着
“
一

带
一

路
”

合作重点的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 。 此外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还通过
“

运动 ／行动架构
”

来阐述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 ， 邀请更多 的 国家参与到
“

游

戏
”

和
“

舞台
”

之中 ， 事实上 ，

“
一

带
一

路
”

并不是中 国 自说 自话的概念 ， 其本身的

发展也有赖于世界各国的参与 ，

“

运动 ／行动架构
”

的隐喻也同样指向
“
一

带
一

路
”

的互联互通 。

（ 四 ） 共同体架构隐喻
“
一

带
一

路
”

的终极 目标

“
一

带
一

路
”

的终极 目标便是构建
“

人类命运共同体
”

， 包含着利益共同体、 命

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 而在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的新闻报道中 ， 由
“

植物／农业和园艺

架构
” “

精神状态架构
”

和
“

容器架构
”

所形成的共同体 ， 则成为组合隐喻 ， 共同指

向
“
一

带
一

路
”

的终极 目标 ， 并利用隐喻对其展开系统阐释 。 具体来说 ，

“

植物／农

业和园艺架构
”

更加偏向于将
“
一

带
一

路
”

发展隐喻为植物和农作物的生长过程 ， 并

将
“
一

带
一

路
”

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和稳定 国际社会秩序 ， 以及构建
“

人类命运共同

体
”

的最终 目标隐喻为开花结果和硕果丰收 ， 从侧面也反映出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本身

是
一

个动态生长的过程 ， 预示着
“
一

带
一

路
”

是在被不断生产 、 调试 、 补全的过程中

发展演进的 ， 而非
一

蹴而就 。 并且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使用
“

植物／农业和园艺架构
”

也

使海外受众更能感受到
“
一

带
一

路
”

给世界带来的希望与期盼 ， 而
“
一

带
一

路
”

至此

也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果实 ， 这也隐喻着各国在
“
一

带
一

路
”

合作之下可直接获得巨大

收益 。 同时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也将
“
一

带
一

路
”

架构为
一

种
“

精神状态
”

， 具体表现

为梦想和愿景两种概念隐喻 ， 体现出
“
一

带
一

路
”

是实现
“

中 国梦
” “

世界梦
”

的重

要举措 ， 是
“

共同体
”

的升化 。

容器架构最为直接的隐喻着
“

共同体
”

， 事实上 ， 容器架构暗示
“
一

带
一

路
”

为

人类共同性生存提供了
一

条可操作 、 可实践的具体路径 ， 即构建
“

人类命运共同体
”

。

“
一

带
一

路
”

和
“

人类命运共同体
”

本身便是
一

组捆绑概念 ， 对此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利用容器架构对
“
一

带
一

路
”

和
“

人类命运共同体
”

做出进
一

步阐释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在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 ， 将
“
一

带
一

路
”

隐喻为承载共同性的容器 ， 此种容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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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特征便是包容性 ， 其中包含着差异性与多样性 。 事实上 ，

“
一

带
一

路
”

承接中 国

古代哲学智慧 ， 在提出伊始便是
一

个具有
“

求和
”

导向的概念 ， 以
“

和
”

而非
“

分
”

的 国际秩序顺应当下的世界格局 ， 并在此基础之上 ， 提出构建
“

人类命运共同体
”

的

价值观 ， 这也使得
“
一

带
一

路
”

与
“

命运共同体
”

密不可分、 互为表里 。 对此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在新闻报道中反复运用
“

共同体
”

和
“

载体
”

为代表的容器架构 ，

一

方面 ，

向世界、 海外媒体和受众充分的解释
“
一

带
一

路
”

和合思想 ， 辅助其理解
“
一

带
一

路
”

所饱含的深层次的中 国哲学 内涵 。 另
一

方面 ， 秉持实现共同利益的原则 ， 诠释
“
一

带
一

路
”

更深层次的开放包容 ， 对海外媒体污名化中 国
“
一

带
一

路
”

的新闻报道予以

反驳 ， 并邀请更多 国家参与到
“
一

带
一

路
”

和
“

人类命运共同体
”

的建构之中 。

（五 ） 多元架构共同隐喻
“
一

带
一

路
” “

和合
”

思想与大同之
“

道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所包含的架构与概念隐喻 ， 极大的丰富

了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文本内容 。 沿着纵向脉络深入分析可以发

现 ， 以上架构与隐喻均具有共同的指向性 ， 即
“

互联互通
”

。 首先 ，

“

陆地车辆／运

输架构
”

和
“

航海架构
”

直接通过海陆基础设施的建设 ， 联通起合作国和整个世界 ，

而
“

帮助架构
”“

互惠架构
”

和
“

人际关系架构
”

隐喻着邻里间的和睦与互通有无 。

同时 ，

“

衣物架构
”

和
“

建筑架构
”

中 的纽带 、 桥梁、 建设者和参与者等具体隐喻映

射 ， 也是重在打破隔阂建立联系 。 此外 ，

“

精神状态架构
”

中的梦想 、 愿景包含着对

全球
一

体化、 共商共建世界的向往 ， 而
“

容器架构
”

则更为直接的体现着将分散国家

联结 、 融合成共同体的追求 。 可见 ， 在这些架构与概念隐喻运用的背后 ，

“

互联互通
”

已成为
一

种具体的行动指 向 ， 再往深层次探寻
“

互联互通
”

， 又可以发现隐喻背后所

承载的是
“

合作
”

， 亦是对中 国
“

和合思想
”

的强调 。

事实上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所涉及到的架构与概念隐喻 ，

均间接地向世界传达的
一

种中 国声音——
“

和合
”

。

“

和合思想
”
一

直根治于中华文

明之中 ， 并在
“
一

带
一

路
”

之中得到继承 ， 其中的
“

和
”

为和谐 、 亲和之意 ， 而
“

合
”

则为相合之意 ，

“
一

带
一

路
”

中的
“

和合
”

体现的是中 国希望同世界各国建立
“

以和

为贵 、 和而不同
”

的友谊关系 ， 强调世界是
一

个有机的整体 ， 而非相互排斥 、 充满矛

盾对立的 。 再往深处细宄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在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 的隐喻运用 ，

也包含着对于大同之
“

道
”

的深层诠释 ， 是走向
“

美美与共 ， 天下大同
”

共同之

“

道
”

的哲学之思 。

一

方面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直接在
“

陆地车辆／运输架构
”

中将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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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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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一

路
”

隐喻为
“

道路
”

， 对应着
“
一

带
一

路
”

的第
一

层简单含义 。 另
一

方面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新闻报道所涉及的十
一

种架构 ， 以及其对应的丰富的概念隐喻 ， 均包含着
“

互

联互通
”

与
“

和合思想
”

， 在此基础之上 ， 架构与架构之间互相补充 ， 共同指向
“

人

类命运共同体
”

这
一

大同之
“

道
”

。 概言之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新闻报道运用多元的架

构和概念隐喻 ， 对
“
一

带
一

路
”

深层哲学思想的解释 ， 富含着丰富的哲学 旨趣 。 以此

更好的对外传播并解释
“
一

带
一

路
”

的概念 ， 使得其他国家和海外媒体 、 受众更好的

理解
“
一

带
一

路
”

的深层 内涵 ， 而这也对国 内其他新闻媒体对外报道
“
一

带
一

路
”

概

念具有启示意义 。

三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一

带
一路

”

新闻报道主题丰富

通过 ＬＤＡ 主题聚类分析 ， 可以发现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主题

十分丰富 ， 且主题涵盖的范围较广 。 这体现出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本身作为
一

个宏大概

念 ， 涵盖面较广 ， 涉及到政治 、 经济 、 文化 、 旅游 、 基建 、 人才和生态等众多领域 ，

这也使得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在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主题上呈现出很大的 自 由度和丰

富度 。 具体来说 ，

“
一

带
一

路
”

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新闻报道中 ， 首先被视为
一

种政策

沟通 ， 其最终 目 的是实现全球合作 ， 而在政策沟通的主题之下 ， 又具体包含领导人会

晤会谈、 论坛会议、 国际安全与国际秩序的探讨等 。 其次 ，

“
一

带
一

路
”

经济层面的

市场贸易与经济发展活动 ， 也是用来检释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具体方向 ， 涵盖 自贸区 、

进出 口 、 企业发展和产品产业创新等具象议题 。 整体来看 ， 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构成

的报道主题 ， 已成为 占据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最为重要的部分 。

在此基础上 ， 文化交流、 旅游产业和基建战略则作为
“
一

带
一

路
”

的补充主题出

现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的新闻报道之中 ， 包含着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介绍 、 中医药领

域的合作交流、 交通建设和通信建设等议题 。 这说明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在文化层面有关

“
一

带
一

路
”

的新闻报道存在明显不足 ， 事实上 ，

“
一

带
一

路
”

本身具有丰富的文化

内涵 ， 值得新闻媒体做更深层次的挖掘 。 从文化层面入手 ， 使得世界各国和海外受众

逐步理解中 国文化和 中 国智慧 ， 有助于其真正认知 、 理解
“
一

带
一

路
”

深层内涵 ， 接

受中 国秉持的
“

和而不同
”

的价值观 。 此外 ，

“

地方行动
”

和
“

地域联盟
”

也作为显

著主题出现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新闻报道中 ， 在此主题之下 ， 同 中东欧国家的合作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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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国家的合作等是其较为关注的 内容 。 整体来看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的

新闻报道主题较为丰富 ， 所涵盖的报道内容较广 ， 但在未来可以扩大与文化层面相关

的报道主题 ， 进
一

步丰富新闻报道的 内容 。

通过对不同地区的横向新闻报道主题对比发现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针对不同地区所

展开的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 ， 在主题维度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表征 ， 包括政治合作 、

经贸发展 、 基础战略、 地域联盟、 文化交流 、 旅游产业、 文物展览 、 艺术交流、 宗教

研宄 、 产权保护 、 通信建设 、 航天建设、 交通建设、 国际秩序和生态环境等主题 。 通

过最终对主题概括呈现可以发现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面向五个地区的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

报道的主题具有共同指向性 ， 即五个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最为关注的主题 ， 均

与经济贸易 、 政治层面的发展与合作 ， 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基建战略的部署相关 ，

这足以说明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在对外传播
“
一

带
一

路
”

的过程中 ， 尤为关注政治 、 经济

和基建战略 。 事实上 ，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提出之初 ， 便是从对外经贸合作出发 ， 构建

联结东西方政治的桥梁 ， 并实现国家间的文化交流 ， 力图实现
“

人类命运共同体
”

的

使命 ， 而基建战略的部署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 则是
“
一

带
一

路
”

实现中国与各国联通、

合作最为重要的实施路径 。 因此 ，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本身包含的丰富 内涵与主题也必

然体现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针对不同地区的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之中 。

与此同时 ， 在其他主题上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针对不同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的新闻报

道则存在明显差异 ， 并且各有侧重 。 具体来说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北京地区的新闻报道

更加关注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 ， 涉及到地域联结与旅游产业 、 文物展览与艺术交流、

企业发展与产权保护 、 历史文化与宗教交流 ， 尤为关注与文化 、 旅游产业相关的主题。

香港地区的新闻报道则更加注重
“
一

带
一

路
”

中 的政治合作与 国际关系 、 经济贸易与

地域联盟、 通信建设与交通建设 、 海上丝绸之路联通与货物运输 ， 在主题
一

的基础上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又针对政治 、 经济和基建的不同面向进行细分讨论 。 美国地区关注
“
一

带
一

路
”

的主题呈现较为丰富 ， 包含政治合作与领导人会谈、 文化历史与人文交流 、

中医药交流与世界服务、 茶文化交流与宗教研宄 ， 从主题三、 主题四和主题五来看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针对美国地区围绕
“
一

带
一

路
”

不同面向 的文化展开新闻报道 ， 涉及

到中医药 、 茶 、 古丝绸之路和宗教等文化相关的主题 内容 ， 在对外传播中 ， 弱化偏向

政治属性的意识形态色彩 ， 凸显与中 国
“
一

带
一

路
”

历史文化相关的报道主题 。 欧洲

地区的新闻报道主题则更加偏向文化交流与旅游产业 、 数字建设与产权保护 、 航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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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与科研创新、 通信设施建设与技术发展 ， 除却文化和旅游以外 ， 主题三、 主题四和

主题五中数字技术 、 航天建设和电缆光线 ， 均隶属于通信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 可见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在面向欧洲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的新闻报道中 ， 重点关注与通信基础设

施相关的具体活动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非洲地区的新闻报道主题涉及到文化历史交流、

地域联通与国际秩序 、 生态环境 ， 相 比于其他四个地区 ， 非洲地区的主题维度较少 ，

但包含其他地区未 曾涉及到的 国际秩序和生态环境主题 ， 也具体关注到与
“
一

带
一

路
”

相关的风险和安全等议题 ， 具有独特性。

总体来看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主题的丰富度较高 ， 并且针对

不同地区的新闻报道主题存在不同偏向 。 但往深层次看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并没有采用

精准化、 针对性和差异化的报道方式 ， 这也使得各地区最为关注的主题集中在经济贸

易 、 政治合作和基建战略上 。 并且笔者在阅读相 同主题的新闻文本的过程中发现 ， 针

对各地区 的新闻报道主题并不具备新闻价值五要素中所强调的接近性 ， 即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在报道过程中 ， 并没有特别突出与本地相关的
“
一

带
一

路
”

活动 。 事实上 ，

在新闻报道中 ， 在地性和接近性可以进
一

步拉近受众 、 读者与新闻文本的心理距离 ，

从而产生较高的阅读量。 因此 ， 在
“
一

带
一

路
”

的新闻报道中 ， 侧重报道与地区相关

的
“
一

带
一

路
”

活动就显得尤为必要 。 目前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

主题和 内容在精准化、 针对性、 地缘性和接近性均存在不足 ， 在未来
“
一

带
一

路
”

的

新闻报道中亟待改善 。

四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综合全面 、 客观辩证的报道
“
一带一路

”

在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框架中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并没有完全使用
“

二元对立
”

的报道框架 ， 即没有将
“
一

带
一

路
”

塑造成完全积极正向的概念 ， 并且在新闻文本中

也会涉及到消极负面的报道 内容 ， 只是在程度上 ， 整体会更加偏向积极的层面 。 此外 ，

在面向机遇和风险的新闻框架报道中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也同时将两者纳入到
“
一

带
一

路
”

的新闻报道之中 ， 整体来看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在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文本中更加偏

向
“

非二元对立
”

的报道框架 。 这说明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新闻报道中 ， 围绕
“
一

带
一

路
”

展开的立论与观点是更加客观与辩证的 ， 符合新闻报道对于客观性的基本要求 ，

并且消极和积极、 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报道方式 ， 也使得新闻文本的观点与立论更为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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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全面 。

“

非二元对立
”

新闻报道框架的运用 ， 反映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新闻工作者意

识到
“

二元对立框架
”

中截然对错的判断存在局限性。

事实上 ， 过度的强调
“
一

带
一

路
”

的积极性 ， 对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 以及风险挑

战避而不谈 ， 只会使得海外媒体和受众认为报道是有失偏颇的 ， 长此以往反而会使海

外媒体和受众对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产生厌烦心理。 相反的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在新

闻报道中采用
“

非二元对立
”

的报道框架 ， 可以使立论和观点 以更加客观的形式呈

现 ， 并真实记录
“
一

带
一

路
”

的全貌 ， 引发海外读者受众的辩证思考 ， 有利于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对外传播 。 同时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在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 ， 也注意

到积极和消极报道的 比例 ， 整体来看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文本呈现出 的积极意义大于

消极意义、 机遇大于挑战的报道倾向 。 在笔者看来 ，

“

非二元对立框架
”

并非严格要

求新闻文本在积极消极 、 机遇挑战上的分配呈现持平的状态 ， 所谓客观辩证便是真实

呈现
“
一带

一

路
”

在哪些方面是积极并充满机遇的 ， 而在哪些方面又是偏向消极和面

临挑战的 。 因此 ， 积极大于消极、 机遇大于挑战也从侧面客观反映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

是有利于世界整体发展的 ， 是可 以达成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 ， 而这也符合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
“

共建和合世界、 创造美好世界
”

的初衷 。 总体来看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
“

非二元对立框架
”

的运用 ， 既客观辩证反映出
“
一

带
一

路
”

的真

实图景 ， 又进
一

步证明
“
一

带
一

路
”

是偏向积极和机遇的概念 ， 而这是对国外部分媒

体完全消极报道
“
一

带
一

路
”

的主动反驳 ， 其有利于消解西方国家和媒体对我国
“
一

带
一

路
”

政策的污名化判断与解读 。

五 、 作为
“

生产性概念
”

的
“
一带一路

”

被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充分阐释

通过上述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对
“

一带
一

路
”

的对外传播路径来看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在面对复杂 、 抽象且宏大的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时 ， 除却介绍基本内涵外 ， 其新闻报道

也充分全面的阐释作为
“

生产性概念
”

的
“
一

带
一

路
”

的深层意涵与相关外延 。 事实

上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并非采用
一

成不变的方式阐释报道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 ， 而是伴随

着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发展与演进 ， 不断地在新闻报道中对其进行更新、 概括与补充 。

具体来说 ， 在报道内容上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主要采用
“

单
一

概念
” “

组合概念
” “

全

球概念
”

和
“

主体间性概念
”

的阐释方式诠释
“
一

带
一

路
”

， 并在此基础上突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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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所强调的核心意涵与外延指向 。 在叙事手法与策略上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运用多元

的概念隐喻 ， 对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抽象意涵进行降维 ， 并通过
一

系列的隐喻映射 ，

生动形象的报道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 内涵与 旨趣。 在报道主题上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囊

括政治 、 经济 、 文化 、 旅游 、 基建和人才教育等层面 ， 全方位 、 立体化的对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与相关活动展开深度报道 。 在报道框架上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也未顾此失彼 ，

而是运用综合全面、 客观辩证的
“

非二元对立框架
”

， 阐述
“
一

带
一

路
”

可能存在的

“

机遇
”

与
“

风险
”

。 整体来看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对
“
一

带
一

路
”

的新闻报道充满着

极大地空间与 自 由度 ， 使得
“
一

带
一

路
”

在新闻报道中呈现出概念意义的流动性 ， 整

体的新闻生产活动也充满着 自主性、 灵活性和创造性 。 至此 ， 作为
“

生产性概念
”

的

“
一

带一路
”

已经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 ｌｙ》 的新闻报道中充分体现 ， 可以说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的新闻报道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存在可圈可点之处 。

六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带一路

”

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在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的过程中 ， 也存在着
一

定的 问题 。 其
一

， 在针对不同地区的新闻报道上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虽有意识的采用本

土性、 在地化的概念阐释方式 ， 但在报道数量上还是存在明显不足 ， 并且大多偏向全

球化的概念阐释 。 同时 ， 在新闻报道的主题上 ， 不同地区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共

性远大于差异性 ， 未遵循新闻报道的接近性原则 ， 未采用精准化和分众化的方式对

“
一

带
一

路
”

展开新闻报道 。 事实上 ， 不加差异或差异化不明显的新闻报道方式 ， 会

使得
“
一

带
一

路
”

在对外传播中成为
一

个较为笼统的概念 ， 随着关联度的降低 ， 海外

受众无法从与 自 身相关的实际情境出发去理解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 ， 并建立 内在联系 ，

最终会限制
“
一

带
一

路
”

在对外传播中的正向效果 。 其二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虽有意识

的从文化角度对
“
一

带
一

路
”

展开新闻报道 ， 但在数量上明显不足 ， 而与政治经济层

面所展开的较为生硬的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相 比 ， 文化层面则可以生动 、 多样的报

道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 ， 也更能激发海外读者的阅读兴趣 ， 从而增强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

传播的积极效果 。 其三 ，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本身虽偏向
“

主题间性
”

， 但
“

利他性
”

情感偏向的新闻报道方式 ， 更容易使在地受众对产生积极态度 ， 而在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 ，

“

利他性
”

偏向的新闻报道 ， 在数量上明显不足。 有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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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在未来 ，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新闻报道可以采用分众化、 精准化和差异化的方式 ， 并

结合不同地区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价值观念 ， 全方位的对
“
一

带
一

路
”

展开差异化的新

闻报道。 同时 ， 加大文化层面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比例 ， 丰富并拓宽
“
一

带
一

路
”

报道角度 。 此外 ，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也可以相应的增加
“

利他性
”

的概念阐释方式 ， 提

高
“
一

带
一

路
”

对外传播的正向效果 ， 从而更好的实现我国
“
一

带
一

路
”

在国际社会

中的 自我言说与言说 自我 。

第二节 研究存在的局限性

本研究尚存在
一

些局限和不足之处 。 如笔者从哲学层面对
“
一

带
一

路
”

概念的深

层意涵进行分析时 ， 因未透彻理解
“
一

带
一

路
”

与 中 国哲学之间的耦合之处 ， 因此 ，

在具体的哲学分析上可能停留在浅尝辄止的阶段 ， 没有充分体现出
“
一

带
一

路
”

的哲

学智慧 ， 在未来可以深入中 国哲学与文化理论 ， 将哲学理论和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

相结合 ， 以深入探讨
“
一

带
一路

”

新闻文本中的哲学意涵 。 又如笔者在第二章节分析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 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隐喻时 ， 主要针对 ２０５０ 篇新闻文本展开整体

性计算分析 ， 没有引入地区和时间等调节变量 ， 因此 ， 在分析结果中仅呈现出新闻文

本整体的隐喻结果 ， 而没有分析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在地区与时间

维度上的隐喻差异 ， 可能会错失
一

些更为有趣的结论 ， 在未来可以将地区和时间作为

调节变量 ， 引入到新闻文本的隐喻分析之中 。 再如笔者发现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在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的对外传播过程中存在问题 ， 但本研宄并未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建设性

的改善意见 ， 而这也是对外传播研宂的重要方向 。 对此 ， 在未来可以分别针对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报道中的 问题和具体改善措施展开讨论 。 最后 ， 本研宄主

要针对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新闻文本展开系统分析 ， 并未对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
一

带
一

路
”

在概念阐释方式 、 隐喻使用 、 报道主题和新闻框架偏向中所产生的对外

传播效果进行研宄 ， 有鉴于此 ， 在未来 ， 可以从以上角度出发 ， 进
一

步针对对外传播

效果展开实证研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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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１ 、 论文 《数字资本主义与 网络平 台 内容生产 的 内卷化 》 ， 发表于 《山 西 大学学报 （哲

学社会科学版 ） 》 ，
２０２２ 年 ０２ 期 ，

第二作者 。

２ 、 论文 《 ５Ｇ 时代 网 络舆情的新特征》 ，
发表于 《青年记者》 ，

２０２ １ 年 ０９ 期 ， 第二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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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致谢

读研这三年 ， 于我而言梦幻的并不真实 。 回顾这三年 ， 我
一

直开玩笑的和朋友说 ，

让我感到磕姅与困难的并不是我的论文书写 ， 也不是我最为重视的学业 ， 而是我看似

糟糕的生活与魔幻的经历 。 ２０２ １ 年 ５ 月 ， 我正处于 ２５ 年以来人生最痛苦 、 最煎熬的

时光 ， 所有可能给我造成巨大痛苦与伤害的消息 ， 在那段时间接踵而至 ， 最大的冲击

是
一

切意义感的瞬间丧失 。 我是多么地希望生病这件事情从未发生 ， 我永远记得我听

到诊断结果那
一

刻的绝望 ， 我反复询 问
“

为什么这么小的概率会是我
”“

人生而努力

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

。 那
一

刻悲伤到左眼泪如雨下 ， 而右眼却欲哭无泪 ， 所以人

是不是悲伤到极致的时候 ， 只有左眼会流泪 。

一

年后的当下 ， 同样是 ５ 月 ， 当我深夜执笔在致谢中写下这段文字时 ， 我又回想

起去年此刻的经历 ， 脑海里开始穿插复盘这
一年所经历的点点滴滴 。 我反复斟酌权衡 ，

是否应该在致谢里记录这份难以承载的苦难 ， 往常致谢的基调似乎应该是用来记录快

乐的 ， 因为这意味着人生即将迎来
一

个新的转折点 ，

一

切都应该是崭新的 、 值得期待

的 、 向上的理所当然 。 于是我写了又删 ， 删了又写 ， 但是最后我还是选择保留 ， 因为

这份经历对我的人生真的至关重要 ， 它真的太痛了 ， 它是我 日后回想起读研经历永远

绕不开的话题 ， 亦是我人生成长最为重要的分水岭 。 并且在我内心最柔软的深处 ， 此

刻当下 ， 正是这段人生至暗时光重塑着现在的我 ， 也将在我人生漫长岁月 中 ， 成就着

未来的我 ， 我应该在致谢里用文字记录下这段故事 。 我想致谢对我的转折意义不仅是

我即将迎来人生新的节点 ， 首先 ， 更应该是我可以好好地和这段重要经历告别 、 和解 ，

因为这于我而言 ， 即是放下 ， 亦是成全 ， 也预示着往事可鉴 ， 但就此别过 ， 既往不咎 ，

我才能更好的出发 。

相 比所提及的痛苦 ， 我度过了更加精彩、 完整且幸福的三年 。 我的精神是富有的 ，

我因为持续地读书和书写 ， 而拥有着更为 自 由的灵魂和更加广阔的思想 。 我又想起三

年前我对苏州大学迫切的憧憬 ， 可能在未来很长
一

段的人生里 ， 我不会再有如此漫长

的等待 ， 也很难再寻觅相同的冲动与热爱 。 不论怎样 ， 我永远因拥有苏州大学而获得

更加完整、 充盈的人生 ， 我的梦在这里得到过回应 。 感谢苏州大学接纳我并赋予我的

８９



致谢


作为
“

生产性概念
”

的
“
一

带
一

路
”

在对外传播中 的实践

一

切 ， 自 由 、 包容 、 浪漫与热烈 。 在这里 ， 我真的度过了毫无遗憾的三年 ， 我摆脱了

小镇做题家思想所带给我的束缚 ， 也真真正正地完成了全新的 自我重塑 ， 接纳、 肯定

并包容 自 己的
一

切 。 我永远热爱这里 。

感谢我的导师陈龙老师 ， 在考研备考和踏入校门之前 ， 总觉得追随师傅攻读硕士

学位是
一

种奢望 ， 然而十分有幸加入师门 ， 成为龙门雅集中的
一

员 。 跟随导师学习 的

三年 ， 深感导师的严谨治学 ， 谢谢师傅在学业上对我的耐心教导 ， 带我入门科研 ， 不

断鼓励我完成论文写作 。 也想起生病的痛楚就快要把我压垮了 ， 我的信念就要崩塌了 ，

我真的就快要放弃我在学业上的大胆尝试与追求了 ， 是师傅的引 导又让我重新振作起

来 ， 成为我生命中为数不多的救命稻草 ， 也让我看到了我的人生依旧拥有着更多的可

能性与希望 。 但细细想来硕士三年 ， 并没有为导师做很多工作 ， 却持续性的得到导师

的帮助与支持 ， 也为此感到深深地惭愧 。 未来 ， 我会以学术为志业 ， 而师傅也永远是

我的榜样 。

感谢我的父母 ， 让我在
一

个非常温馨、 幸福且美好的家庭氛围 中茁壮成长 。 谢谢

你们在物质和精神上毫无保留给予我的
一

切 ， 成长至今从未要求我做出分毫回报 。 谢

谢你们从不缺席我人生的重要时刻 ， 尊重我所有的决定 ， 永远在我说出想法的那
一

刻 ，

坚定的支持我并永远相信我 ， 即使有时候我的成长过于野蛮 ， 但你们还是给予我最大

的支持、 耐心与等待 。 谢谢你们帮助我直面风险 ， 扛住我所面对的所有苦难 ， 并在 内

心深处给我最大的支撑和兜底 。 成为你们的女儿 ， 我很荣幸。 在此 ， 也衷心感谢在我

成长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家人与长辈们 ， 尤其是我的爷爷 ， 千言万 ， 不语中 。

感谢严老师帮助我度过人生难关 ， 重新赋予我以 自我意志 、 自 由生活于天地的权

利 。 谢谢小孔姐姐在我生病时对我的照顾与帮助 ， 尽力减少我的痛苦 。 也谢谢明 明很

忙却总陪我聊天梅老师 ，

“

你年轻的时候就经历
一些极端不好的事情对以后会有帮

助 。

”

此刻 ， 我真真切切的体会到 ， 因为极端不好的事情 ， 我已在内心深处生发出更

为强大的 自我 ， 而我也会为此受益终身 。

我也从未想过在这三年 ， 我会拥有越来越多坦诚真挚 、 浪漫至死和充满理想主义

色彩的朋友们 。 感谢我的人生挚友 ， 拥有你们的我是幸福的 。 首先感谢厦门大学新闻

传播学院宣长春 ， 谢谢宣老师从我本科开始在我学业 、 升学和生活中 ， 给予我毫无保

留的支持 、 肯定与帮助 ， 从不否定我所有的努力 ， 时刻帮助我在学习和科研中建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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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感谢陈文荣 ， 己经不记得在情绪奔溃的状态下 ， 哭着给荣哥打过多少个电话 ， 谢

谢荣哥对我的耐心与包容 ， 陪我走过人生最黑暗的时光 。 感谢孟小力 、 郑皓嘉、 殷莺

和黄安乔 ， 从奋力备考、 相互鼓励的小伙伴到成为同窗的缘分真的妙不可言 ， 让我们

一

起穿裙子到八十岁 ， 浪漫至死不渝 。 感谢赵凤和芦瑶 ， 谢谢凤凤陪我从本科到硕士

毕业 ，

一步步见证我的成长 ， 总是在所以我面临上升的节点坚定地告诉我
“

是你就
一

定可以
”

， 谢谢小花跨越千里距离来苏陪伴我 ， 不厌其烦的聆听我的快乐与悲伤 。 感

谢林丹仪、 伊宁 、 张凯航、 邱雅晴和曹瑞寒 ， 如果不是 Ｋａｔｅ 、 大宁和若愚 的耐心安

慰与鼓励 ， 我可能很难从悲伤的情绪中快速振作起来 。 我真的好喜欢邱邱 ， 聪明睿智 、

内心充满温暖 ， 谢谢邱邱让我明 白生活本身 ， 并逐渐拥有向上开拓 、 向下兼容的能力 。

谢谢瑞寒陪我反复面试 ， 给予我充足的建议 ， 我会继续努力 ， 势必实现我们的梦 ， 用

力 ， 尽全力 ， 完成它 ， 让我们高处相见 ！ 最后感谢高中 同窗倪萍和张彪 ， 十年友情 ，

山高水长 ， 来之不易 。

感谢勇敢的 自 己 ， 这三年 ， 真的辛苦你啦 。 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的 内心 ， 你内心

深处那部分的柔软、 温暖、 勇敢、 坚毅、 果断和宁折不屈的倔强 ， 都是你漫长人生所

能给予 自我的最大支持与帮助 。 遵从内心建立的 良好秩序 ， 我永远无条件的相信你 ，

在意志上在身体上 ， 不以任何事物、 任何他人为转移 。 我想对未来的 自 己说 ， 我最应

该尊敬的是我的大脑 ， 最应该警觉的是
“

自 己是不是不够好
”

的 自我动摇 。 我相信我

的认知 ， 我的学识 ， 我的智慧 ， 我的能力 ， 我的 自信 ， 会帮助我克服
一

切的困难 ， 会

让我把握幸福。 我将来理应拥有幸福 ， 因为我值得 。

“

很长的
一

段时间 ， 我的生活看似马上就要开始了 ， 真正的生活 。 但是总有
一

些

阻碍阻拦着 ， 有些事得先解决 ， 有些工作待完成 ， 时间貌似够用 ， 还有
一笔债务要去

付清 ， 然后生活就会开始 。 最后我终于明 白 ， 这些障碍 ， 正是我的生活 。

”

很高兴能

够在毕业的尾巴真正明 白
一

直困扰我的生活本身 ， 原来生活没有节点 ， 只有当下 ， 人

的本能是趋利避害 ， 但那些被我视为应该抛弃的 、 很是痛苦的 、 希望快速逃离的 、 我

称之为过渡阶段的 日子正是我的生活 ， 它们与快乐 、 幸福 、 期待与圆满等
一

切美好的

事物 ， 共同构成了我完完整整、 注定会是非常精彩的人生的全部 。 注重过程 ， 享受开

放式学习与生活的体验 ， 有些停驻是必然的 ， 但这些停驻
一

定是值得的 ， 会到对面去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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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羽伦 ， 请勇敢的大步向前跑 ， 即使你已经认清生活的很多真相 ， 也要永远热泪

盈眶的热爱并相信这个世界上可能存在的所有美好 ， 也要永远用力拥抱不会完美的 自

己 ， 绝对绝对不要否定她 、 放弃她 。 在崭新的 日子里继续真诚的活着 ， 我将投入我所

有的热忱与专注 。 自信且坚定 ， 勇敢不懦弱 ， 认真而努力 ， 不论以后我的人生遇到怎

样的困难与痛楚 ， 我仍然会与这个世界兴致盎然的交手 ， 并在这里永远接招 ， 决不苟

且 ， 决不逃避 ， 决不妥协 ， 决不回头 。

最后愿祖国繁荣昌盛 ， 山河无恙 ， 国泰民安 。 春尽夏生 ， 愿疫情早 日退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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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学位论文鄉委员会决议

包括 ： １ 、 对论文的评价 ， 包括选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 论文理论 、 方法上的开拓 与创 新 ， 论据的 可靠充

分与 结论 的正确性 ； 论文所反映的作者学术视野 （ 对本学科及相关领域研究 动态 的把握 ） 、 基础理论 、

专业知 识 、 写作 能力 等 ；

２ 、 对答辩 的评价 ；

３ 、 是否 同意通过论文答辩 ， 是否建议授予学位或是否建议在规定时 间 内修改论文后重新答辩一次的结论。

经羽伦针对所研究 问题选取的研究方法 比较恰当 、 严谨 、 且具有创新性 。 但学术规范稍有

欠缺 ， 对关键概念的界定需更加 明确 。 该生总体写作 良好 ， 理论基础扎实 ， 研究具有一定的理

论与 实践意义 。

该生对此次答辩准备较好 ， 语言流畅 ， 答辩委 员 会对该生的 回答较为 满意 。

经答辩委 员 会决议 ， 同 意经羽 伦通过论文答辩 ， 并建议授予 学位 。

答辩委员会主席 ：私冰
’

秘书 ：毒博文


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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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年 ５ 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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