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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作为一项重大国际事件 ， 吸引 了世界各国政府和媒体的高度关注 ．

国际媒体构建的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形象 ， 不仅关系到 中 国在国际舞台上话语权及国际地位

的提升 ，

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中 国外交和文化政策的走向 ， 对中国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理

解国际舆论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 为此 ， 研究西方媒体视角下的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 ， 有助于

更好地把握国际传播趋势 、 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 ，
进而助力提升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

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 而现有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新闻媒体报道的研究中 ， 尚未有学者以瑞

典主流媒体视角展开研究分析 ． 本研究基于框架理论分析瑞典主流媒体 《每 日 新闻 》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新闻报道 ，
补充了现有研究的不足 ， 对于更好地通过国际赛事传播中国形

象及优化我国媒体国际传播实践的策略均有重要意义 ？

本研究以 《每 日 新闻 》 的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为研究对象 ’ 釆用 内容分析法及话语

分析法 ， 对 《每 日新闻 》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至闭幕期间报道的 ３ ０４ 篇有效新闻样本进行归

类和编码 ， 探究其报道的新闻框架 ， 并深人分析成因 ， 为今后中国媒体提升
“
一

国
一

策
”

的国际传播能力 ， 并重构 良好的国家形象提供可行性射义和对策 ？

研究内容分为五大部分 ？ 第一部分是绪论 ， 重点介绍研究背景 、 提出研究问题 、 阐述

研究意义与研究设计 ； 第二部分是研究的主体 ， 分别从高 、 中 、 低层次对编码样本进行统

计和框架分析 ； 第三部分是 《每 日新闻 》
２〇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的新闻框架归纳与原因分

析 ， 总结新闻框架特征 ，
并从政治因素 、 媒介因素及文化因素等维度揭示背后主导的意识

形态和原因 ； 第四部分是 《每 日 新闻 》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对我国国际传播的启示 ，
基

于前文的研究结果 ， 针对性归纳我国国际传播的优化策略 ； 最后是结语 ， 总结阐述本研究

的主要发现和不足 ．

研究发现 ， 《每 日新闻 》 之所以会塑造出这样的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形象和 中国形象 ，

有以下六方面原因 ： １ ．瑞典出于亲欧亲美的政治立场 ， 倾向于支持意识形态相似的国家 ；
２ ．

中瑞关系持续恶化 ；
３ ．瑞典在立法及政策层面大力支持新闻 自 由与新闻多样性 ；

４ ． 《每 日 新

闻 》 的商业属性决定其报道倾向与立场必须符合瑞典国家及民众的偏好 ；
５ ． 中瑞语言障碍

及刻板印象使 《每 日新闻 》 报道失之偏颇 ；
６ ．瑞典作为欧盟成员国 ， 在意识形态上与 中国

完全对立 ，
无法摆脱欧洲 中心主义的叙事及立场 ．

研究认为 ， 中 国的对瑞传播模式存在
一

定 问题 ， 应制定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 １ ．相较于

美国 、 英国等英语国家 ， 中国对瑞典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不够紧密 ，
应加大研究瑞典受众新

闻习惯和对瑞传播 中 国文化的力度 ；
２ ． 中瑞文化差异较大 ， 中国对瑞传播中 习惯性沿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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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视角 的思维 习惯与表达方式 ， 易引起受众的 困惑与反感 ，
应大力培养熟悉瑞典语言文化

的各领域人才 ， 破除国际传播 中的文化壁垒 ；
３ ．瑞典舆论场 中

，
对 中 国及 中 国媒体的意识

形态偏见始终存在 ，
应借助瑞典和西方的话语及思维模式进行国 际传播 ， 重塑 中 国形象 。

关键词 ： 框架分析 ；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 ； 国 际传播 ； 瑞典媒体 ； 《每 日 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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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绪论

随着重大国际体育赛事成为全球政治和外交话语的
一

部分
，
体育报道已成为影响和塑造国家

形象的重要方式之
一

。 然而
， 随着 中 国的崛起 ，

中西意识形态差异和 国家利益的竞争导致了西方

国家的不安与警惕 ， 典型表现之
一

即西方媒体在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 中故意诋毁与丑化 中 国 ． 其

中 ， 就包括与 中 国关系逐渐恶化的瑞典 。 在
“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的背景下
， 中瑞双边关系不仅

涉及两国 间 的合作 ，
更关系到欧盟 、 北约 、 俄乌冲突及国际秩序的重建 。 通过研究瑞典主流媒体

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报道框架及新闻语义生成背后的复杂社会因素 ，
能一窥 中瑞关系 中权力

的流动与 隐含的立场 ，
拓宽中瑞关系及国 际传播的研究视野 。

１ ． １ 研究背景

本节拟从两方面介绍研究背景 ，

一

是北欧的媒体市场总体趋势 ，
并以此引 出瑞典国 内报刊行

业的发展概况 ；
二是瑞典与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联系 ，

主要阐述在俄乌冲突及 中瑞关系恶化的

大背景下 ，
进行此研究的必要性 ．

１ ． １ ． １ 北欧及瑞典的报刊媒体市场发展概况

北欧国家的居民是世界各国 中 阅读报纸最多 的群体之
一

， 就人均读者数量而言 ，
北欧人的排

名是非常靠前的 ， 这与强大的阅读传统和报纸订阅文化有关 ．

１

近年来 ， 随着北欧媒体受众向线上

渠道迁移 ， 报刊订阅量和销量急剧下降 。 尽管如此 ， 北欧报业在国 际范畴 内仍然相对领先 ．

２

在北欧新闻媒体市场近年来的发展趋势上 ， 瑞典哥德堡大学的北欧媒介和传播研究信息 中心

（
Ｎｏｒｄ ｉ ｃｏｍ

） 将其总结为 以下几点 ：

３

第
一

，
纸质报纸的发行量与收人持续下降 。 纸质报纸在未来十年 内可能会保持下降趋势 ，

甚

至在某些情况下完全消失 。

第二 ， 新闻消费继续转 向线上渠道 。 总体而言 ，
全国性的单行本报纸或晚间小报在将受众转

化至数字渠道方面较为成功 ； 而传统上
一直是北欧报纸格局奠基石的区域性报纸 ，

在争夺线上新

闻用 户 的竞争 中处于劣势 。

４

根据路透社数字新闻报告 ，

２ ０２ ２ 年 ，

８ ９％的芬兰互联网 用 户通过数

字渠道接收新闻 ， 瑞典的相应 占 比为 ８ ６％
，
挪威紧随其后 ， 为 ８ ５％

， 丹麦为 ８ ０％
，
冰岛未纳入研

究 。

５

新闻消费将越来越多地通过数字渠道进行 。 这
一

趋势得到 了人工智能 、 虚拟现实和元宇宙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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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支持
， 报刊媒体数字化是长期趋势 。 因此

，
新闻媒体公司在这些渠道上的表现和吸引力至关

重要 。

第三 ， 新闻媒体公司通过数字订阅收入和其他观众收人建立 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 自 ２ ０ １ ５ 年

以来 ，
北欧新闻媒体公司开发 了各种形式的数字支付解决方案 ，

并 以此创造了新的稳定收人来源 ．

然而
，
北欧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 据路透社数字新闻报告 ，

２０２２ 年 ， 丹麦和芬兰分别有 １ ８％

和 １ ９％的互联网用户通过数宇频道付费购买新闻 ， 挪威和瑞典的相应份额分别为 ４ １ ％和 ３ ３％
，
远

高于丹麦和芬兰 ．

６

各国之间的差异受新闻媒体发展模式 、 受众新闻 习惯及税收影响 ． 政府降低对

线上报纸的税收是瑞典与挪威报纸在数字订阅方面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
一

．

７

第四 ， 数字市场持续利好大型机构和集团 ． 北欧各国 的市场较为类似 ， 使北欧各国传媒企业

的协同发展成为可能 。 新闻媒体集团的跨国整合是当下趋势 ，
流量及广告收入也聚合到大平台 。

８

在吸引 用户和广告商为线上新闻付费方面较为成功的报刊都背靠北欧大型新闻媒体集团 ， 如瑞典

Ｂ ｏｎｎ ｉ ｅｒ 集团的 《每 日 新闻 》 （
￡）ｆｌｇｅ ？？５ Ａ＾ｔｏｅｒ

）
、 芬兰 Ｓ ａｎｏｍａ 集团的 《赫尔辛基 日 报 》 （

／Ｍｎ

＇

ｎｇｆｎ

■Ｓａｎ ｏｍ ａＯ 和挪威 Ｓ ｃｈ ｉｂ ｓ ｔｅｄ 集团 的 《世界之路报 》 （
Ｋｅｒ ＜ｉｅ ？ｗＧａｎｇ ） 等 ， 这些大报 比许多本地报

纸更成功 ， 原因在于线上模式有较强可扩展性和较大规模 ，

且其背后的新闻媒体集团也拥有足够

的财力 以支持开发先进的媒体技术 。

９

第五 ， 平台在广告收人总额 中 的 占 比持续增长 。 根据 ２０２ １ 年官方数据 ， 瑞典国 内 的线上广

告收入中 ， 占 比约 ７２％的收人流 向非北欧的 国 际性社交媒体和搜索广告
，
是北欧五 国之首 ，

远高

于丹麦的 ６４％
、 挪威的 ５ ９％

、 芬兰的 ６４％及冰岛的 ４０％
； 非北欧的媒体平台几乎 占据了线上广告

收人的全部増长量 ， 其中 ，
报纸行业是受影响最大的细分领域 ； 线上广告收人总额和平台所 占份

额将继续增长 ， 但欧盟 ／欧洲经济区和美国所颁布的新法规可能会限制此趋势 ，
以避免垄断 。

１ ０

由此可见 ， 媒体市场的数字化和全球化意味着北欧国家的媒体政策变得不那么有效 ，
上述五

大趋势透露出北欧媒体及相关部 门面临的挑战 ． 这些挑战超越 了传统部门的权力界限 ，
也超越了

国家界限 。 在此背景下 ， 当地政府更大力度地向本地媒体提供补助 ， 大多数新的增值税规定都是

由 如今的数字媒体经济推动的 。 在除没有增值税的格陵兰岛 以外的所有北欧国家和 自 治区
， 对线

上和纸质新闻媒体的税收都 已经降低或免除 。 唯一的 例外是法罗群岛 ，
只有纸质报纸免征增值税 。

此外 ， 法罗群岛和冰岛还为私人媒体提供更多 的国家媒体补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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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欧 ２０２ １ 年的报业市场 中 ， 瑞典 Ｂ ｏｎｎ ｉ ｅ ｒ 集团 的子公司 Ｂ ｏｎｎ ｉ ｅｒ Ｎ ｅｗ ｓ 以 ８ ． ０ ８ 亿欧元的营

业额位居北欧报业公司 中 的第
一

，
挪威 Ｓ ｃｈ ｉｂ ｓ ｔ ｅｄ 集团旗下的 Ｓ ｃ ｈ ｉ ｂ ｓ ｔｅｄ Ｎｅｗ ｓ Ｍ ｅ ｄ ｉ ａ 和芬兰 Ｓ ａｎｏｍ ａ

集团旗下的 Ｓ ａｎｏｍ ａｍ ｅ ｄ ｉ ａ 紧随其后 ， 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 ； 丹麦媒体集团 ＪＰ ／Ｐ ｏ ｌ ｉ ｔ ｉｋｅｎ ｓＨｕｓ 排名

第四 ．

１ ２

尽管西方媒体市场 日 益国 际化 ， 但北欧报业中 ， 外国控股本国报纸的现象相对较少 ． 在

大型北欧报业集团 中 ， 仅有两家拥有另
一个北欧国家报纸业务的多数股权 ．

一

家是挪威 Ｓ ｃｈ ｉｂ ｓ ｔｅｄ

集团 ， 自 ２ 〇 世纪 ９〇 年代 以来 ， 该公司
一直持有 《瑞典 日 报 》 （

办ｅＨｓｔｏ Ｄ叹ＷＭｅｔａ
） 和瑞典畅销

通俗性小报 《晚报 》 的多数股权 ，
目 前已 成为瑞典第二大报业集团 ； 另

一家是瑞

典 Ｂｏｎｎ ｉ ｅｒ 集团 ，
持有丹麦财经媒体 的多数股权 。

１ ３

总的来说
，
在除瑞典外的北欧国家 中 ，

报业大多 由本国公司控股 ， 境外资本较少参与本国 的报业发展 。

与北欧地区的总体形势类似 ，
瑞典人订阅 区域性和全国性的优质印刷报纸有着悠久的传统 ．

进人 ２ １ 世纪后
，
瑞典的人均报刊阋读量和销售额均长期排在世界前列 ；

］ ４

在路透社的
一项调查报

告 中 ， 瑞典是 ２０２２ 年在线新闻付费 比例第二高 的 国家 ，
达 ３ ３％

， 其 中
， 《每 日 新闻 》 是脱颖而

出 的媒体之
一

．

１ ５

近年来 ， 瑞典民众的纸质报刊 的 阅读量
一直在下降 ，

线下渠道的收入低于线上

渠道 。
２ ０２２ 年

，
约三分之

一

的瑞典成年互联网用 户为在线新闻付费 ，
大型全国性报纸在吸引 线上

用户方面最为成功 ，
这主要得益于成本节约 、 民众收人增加 ， 以及政府在 ２ ０２０ 年针对新冠疫情

实施的临时支持计划 ， 瑞典报业在经历连续几年的营收下降后 ，
经营状况有所好转 。

１ ６

同时 ， 在瑞典报纸市场 中 ，
大型报业集团 的兼并和收购使小型报纸 出版商的数量减少 ， 瑞典

国 内 日 报的所有权已集 中在少数大型媒体公司 。

１ ７

就营业额而言 ， 目 前瑞典最大的媒体集 团是

Ｂ ｏｎｎ ｉ ｅｒ 集团 ， 其 ２ ０２ １ 年的营业额约为 ２ １ ４ 亿瑞典克朗 ； 瑞典最大的报业公司是 Ｂ ｏｎｎ ｉ ｅｒ 集团 的

子公司 Ｂ ｏ ｎ ｎ ｉ ｅ ｒ Ｎ ｅｗ ｓ
，
共拥有 ３ ４ 家报纸 ， 旗下 的全国性报纸有 《每 日 新闻 》 《每 日 工业报 》 （

Ｄｆｌｇｅ ｊｗ

ｍ—Ｍ
） 和 《快报 》 ？

１ ８

排名第二的是挪威 Ｓ ｃｈ ｉｂ ｓ ｔｅｄ 集 团 ，
拥有瑞典发行量最高的

全国性报刊 《晚报 》 和瑞典另
一

著名早报 《瑞典 日 报 》 。

１ ９

２０２２ 年 ，

Ｂ ｏｎｎ ｉ ｅｒ Ｎｅｗ ｓ 下属的所有城市报纸的广告收人都有所增加 ， 总收益增长 了 １ １ ％
。 其

中 ， 《每 日 工业报 》 和 《快报 》 的广告收入増长最多 ； 《快报 》 的 出 版收人有所下降 ，
而其他报

刊 的 出版收入都在增加 ； 在报刊的经营业绩 中 ， 《每 日 新闻 》 的表现最好 。

Ｍ
值得注意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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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 Ｂｏｎｎ ｉ ｅ ｒ 集团 的发展势头强劲 ， 但增长点主要集 中于电视 、 杂志 、 图书 出版和销售等领域 ，

报纸出版在集团总收人 中 的份额有所下降 ．

２ １

《每 日 新闻 》 成立于 １ ８ ６４ 年 ， 政治倾向为 中立 自 由 （
ｏｂ ｅｒｏｅ ｎ ｄ ｅ ｌ ｉ ｂ ｅ ｒａ ｌ

） ， 自 １ ９０ １ 年以来都

由 Ｂ ｏｎｎ ｉ ｅｒ 集团经营 ， 拥有广泛的受众群体 ，
具有较高影响力 ．

２〇２ 丨 年 ， 《每 日 新闻 》 在大都市

地区 日 报的发行量 中 ， 排名第三 ， 仅次于通俗性小报 《晚报 》 和 《快报 》 ， 是严肃新闻早报 中最

高的 。

２ ２

１ ． １ ．２ 瑞典与 ２ ０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

瑞典西接挪威 、 丹麦
，
东邻芬兰 ，

与德国 、 荷兰 、 俄罗斯隔海相望 ， 在当下纷繁复杂的 国 际

形势下 ， 战略地位愈发显著 。 瑞典与我国建交至今已有七十余年 ， 但在 ２ １ 世纪 ２ ０ 年代 ， 中瑞双

边关系面临
一

定的挑战 。 瑞典政府虽未正式提出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 ，
但没有派官

员前往北京 ，
理 由是

“

严峻的疫情形势 ， 就像政府没有参加东京奥运会
一样

”

。

２ ３

美国独立调查

机构皮尤研究 中心 （
Ｐｅｗ Ｒｅｓ ｅａｒｃｈＣｅｎ ｔｅｒ

） 在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前发布的
一项世界各国对华态度

调研显示 ， 在参与调研的瑞典公众 中
，
对中 国持消极态度的 比例高达 ８ ０％

，
仅次于 日 本 ； 认为

“

中

国政府不尊重 中 国人 民人权
”

的 比例高居榜首 ，
达 ９ ５％ ．

２４

不难看出 ， 瑞典政府与 民众对华态度

并不友好
，
这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瑞典媒体对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的基调 ； 而瑞典媒体报道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倾 向
，
也进

一

步影响着瑞典民众的对华态度 ，

自 １ ９２ ６ 年法 国夏蒙尼首届冬奥会 以来 ， 传统冰雪运动强 国瑞典始终积极参与 ，
近百年来从

未缺席过任何
一

届冬奥会 。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 ， 瑞典派出包括 １ １ ６ 名运动员在内 的 代表团参加 ，

是瑞典冬奥会参赛史上规模最大的代表团 。

２ ５瑞典在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奖牌榜中排行第五 ， 赛事

盛况也引起瑞典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
并掀起全民讨论热潮 。

国 际体育赛事报道对建构 良好的 国家形象有着重要意义 ，
可 以直接对国 际舆论产生影响 ． 北

京冬奥会作为世界级的 体育盛会 ， 为 中 国提供了
一

次 向全世界传播 中 国文化 、 展现 中 国实力的机

会
， 同时也是 中 国理解和认知 以 《每 日 新闻 》 为代表的瑞典主流报刊对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和 中

国形象塑造的机会 ， 为我国提升 国 际传播能力提供了契机 。

中瑞双边关系 已不仅是两国 间 的战略合作 ，
更涉及欧盟 、 北约 、 俄乌冲突及国际秩序重建 ．

在如今的政治经济背景下 ， 要探讨瑞典对中 国 的态度 ， 分析主流媒体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报

道态度及背后的意识形态 ，
是较为简明直接的方式 ． 研究瑞典主流媒体 《每 日 新闻 》 对 ２０２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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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的报道框架 ， 能在生成新闻文本的社会 因素之上 ， 探讨抽离语境意义后的框架特征及

其成 因 ， 并进
一

步探析背后错综复杂的权力流动与 国 际话语体系 的表达 ，
从而拓宽对中瑞关系和

国际传播的研究视野 。

目 前 ，
我国学者对英美等主流英语国家媒体报道的研究较为充分 ， 但对瑞典乃至北欧国家的

媒体关注略显不足 ， 针对瑞典主流媒体报道的分析与案例研究亟待补充 ． 《每 日新闻 》此次对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报道中 ， 除了赛事报道外 ，

也与政治 、 文化 、 价值观等方面有密切联系 ． 基于此 ，

本研究拟针对瑞典主流媒体 《每 日 新闻 》 对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报道展开框架分析 ， 以小见大 ，

探索瑞典主流媒体对中 国大型国 际赛事报道的新闻框架 ， 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
以期能为我国

“
一

国
一

策
”

的国 际传播策略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

１ ．２ 研究意义

尽管框架理论早已在新闻传播领域应用 ， 但 目 前学界对外媒涉华报道的研究多局限于主流英

语国家 ，
而欧洲大陆地区非英语国家的舆情分析和 国 际传播效果的研究相对薄弱 。 在全球化背景

下 ， 我国重大事件的国 际传播应注重
“
一

国
一

策
”

的宣传策略 ， 尤其针对瑞典这类有
一

定综合实

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发达欧洲国家 ． 本研究在总结与利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在理论层面

进一步丰富了框架理论的国别研究 ， 扩展了我国 国 际传播领域的研究视角 ．

瑞典作为北欧地区强国 ， 在俄乌冲突及北约扩张的时代背景下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 通

过研究瑞典主流媒体针对我国标志性国际赛事的报道 ， 将有助于理解在复杂国 际背景下 ， 政治 、

媒介 、 文化等要素如何影响我国重大国 际活动的形象 ， 对中 国媒体针对性地改进国 际传播策略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 ． 本研究拟通过瑞典主流媒体 《每 日 新闻 》 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的框架分

析 ， 管窥瑞典主流媒体在重大国 际事件 中 的对华叙事方法及报道倾 向 ， 为我 国的 国 际传播策略制

定提供应对思路和一手参考资料 ，
助力我国完善

“
一

国
一

策
”

的国 际传播方式 。

１ ．３ 研究 目标及问题

主流媒体作为
一

国话语的重要传播渠道 ， 是国家政治制度 、 意识形态及国 际关系的体现 。

２ ６

要

想改善瑞典的对华态度 ， 首先需要探明瑞典对 中 国的立场 ， 从而提出针对性改进措施 ． 要实现这

一

目 的 ， 选择瑞典的主流报刊进行研究是较为高效的方式 ． 本研究的 目 标是通过分析瑞典主流报

刊 《每 日 新闻 》 网页版在 ２ ０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当天至 闭幕结束 （
２ ０２２ ． ２ ．４ －２ ０２２ ． ２ ． ２ ０

） 共 １ ７ 天

的关于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新闻报道 ， 结合臧 国仁的高 、 中 、 低层次结构展开研究 ， 同 时选择

典型的新闻报道进行微观话语分析 ，
以小见大 ， 为我 国理解和认知 以 《每 日 新闻 》 为代表的瑞典

主流媒体对 ２０ 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和 中 国形象的态度提供契机 ，
进而为我国优化国际传播策略提洪

２ ６

胡春阳 ． 传播的话语分析理论 ［
Ｄ

］
．上海 ： 复旦大学 ２ ０ ０ ５ 年博士论文 ．



案例参考 。 基于此
， 本研究拟解决如下问题 ：

ＲＱ １ ：

《每 日 新闻 》 中 ， 针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的高 、 中 、 低框架是怎样的 ？

ＲＱ２ ： 为什么 《每 日 新闻 》 要如此建构 ２０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形象 ？ 瑞典媒体在新闻报道 中

隐含了怎样的立场与意识形态 ？

ＲＱ３ ：

《每 日 新闻 》 的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对我 国
“
一

国
一

策
”

的对外传播有何启示 ？

１ ．４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由于本研究基于瑞典主流媒体 《每 日 新闻 》 对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报道 内容展开 ， 因此
，

在文献梳理 中
，
将重点从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以及瑞典媒体对奥运会的报道两方面进行文献

梳理 ，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探究研究空 白及研究路径 。

１ ．４ ． １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新闻报道的研究状况

目 前 ，
国 内外学界针对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媒体报道与 国 际传播策略等多方面展开了扎实

的研究 ． 本节根据研究主题 ， 将相关文献总结为六类进行归纳与梳理 ．

在对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国际传播策略建议及总结 中
，
廖秉宜等认为 ，

应创新地利用数字

技术和多种媒体 ，
运用 丰富的创意 ，

构建富有创意 、 全面的奥运 内容生态 ，
并辅以国 际舆情监测

体系 ， 从而实现跨时空 、 跨文化 、 破圈层 、 正形象的国 际传播效果 ．

２ ７

同时 ， 传播 内容的故事性

也是未来国 际赛事传播 中重点发展的方向 ，
而

“

讲好奧运故事
”

的基本逻辑是无论是否为赛事报

道
， 媒体都要发现 、 报道并传播有 内容 、 有激情和令人共鸣的故事 ， 在 阐述奥运会与 国 际媒体事

件联系的前提下 ， 将中 国发展的声音传达给世界 ．

２ ８

面对西方媒体在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期间对 中

国 的
“

抹黑
”

行为 ， 魏伟指 出 ， 我国主流媒体应转守为攻 ，
主动提高在 国 际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影

响力 ， 并注重国 际传播中 内容与方式的双重区 隔 ，
努力实现

“
一

国
一

议
”

， 提升国 际传播效果 。

２ ９

此外 ， 范红 、 周鑫慈提 出 奥运会建构国家形象的三重逻辑
，

“

国家身份符号化的价值认 同 、 国

家品牌故事化的身份重构 、 国家形象立体化的媒介呈现
”

， 为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整合传播提

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

３ °

在具体的奥运 Ｕ号的国 际传播 中
，

王润珏 、 张若溪表示 ，
应通过多样化的

话语模态建设和媒体选择 ， 将奥运 口号的 国际传播过程分为前 、 中 、 后三阶段 ， 针对性地提升北

京冬奥会 口号的 国 际传播长期效能 ， 拓展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理念在多种情境下的传播 、 增强国

际社会对
“

人类命运共同体
”

的认同 ．

３ １

从 国 际社交媒体平台的维度来看 ， 奥运会的 国 际传播 中 ，
平台化趋势 日渐显著 ，

呈现 出
°

中

２
７

廖秉宜
，
温有为

，
狄鹤仙 ．北京冬奥会 国际传播路径与策略创新 ［

Ｊ
］

．对外传播 ，

２ ０２ １

， （
ｎ

）
： １ ８

－２ ｈ

２ ８

漆亚林
，
李秋霖 ． 全球媒介事件视域下

“

讲好奧运故事
”

的逻辑理路 ［
】
］

．国 际传播 ，

２ ０２２
， （
０２

）
： ｌ

－

９ ．

”

魏 伟 ．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冬奥会国际 传播影响力研究 ［
Ｊ

］
．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

２ ０２２
， （
０４

）
： ２ ７

－

３ ０ ．

范红 ，周鑫慈 ．奥运会对国 家形象的建构逻辑与整合策略一对北京 ２ ０２ ２ 年冬奥会国 际 传播的新思考 ［
Ｊ

］
． 对外传

揺 ，
２ ０２ １

， （
１ １

）
：
４

－

８ ．

３ １

王润珏 ，张若溪 ． 以多模态话语提升北京冬奥会主题 Ｈ 丨 号 国际传播的长期效能 ［
Ｊ

］
． 国际传播 ，

２ ０２ ２
， （
０ １

）
： ３ ９

＞

４ ７ ．

６



心化
”

与
“

分散化
”

结合的传播态势 。 但社交媒体平台 的价值立场 、 推荐算法规则与商业逻辑的

结合以及 中西价值的碰撞等方面 问题也给 ２０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 国际传播提 出 了
一

系列挑战 。

３ ２

例

如 ，

一

项探究推特平台 中社交机器人如何建构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叙事的研究发现 ， 在所有发布

有关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用 户 中 ， 社交机器人 占 比 ３ １ ． １ ７％
， 产生的推文 占总数的 ３ ５ ． ９５％

， 其影

响力不可小戯 ； 且社交机器人发布的 内容具有两面性 ，
积极或 中立地发布赛事相关信息的同时 ，

也通过放大争议 、 制造政治冲突等方式引导推特平台 中对 ２０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负面舆论 ，

一

定

程度上推动或加剧 了奥运国 际传播的泛政治化 ．

３ ３

与此同时 ，
在包括谷歌 （

Ｇｏｏｇ
ｌ ｅ

）
、 维基百科

（
Ｗ ｉｋｉ

ｐ ｅｄ ｉ ａ
）

、 推特 （
Ｔｗ ｉ ｔ ｔｅｒ

） 、 脸书 （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
、 照片墙 （

Ｉｎ ｓ ｔａｇｒａｍ ） 和油管 （
Ｙ ｏｕＴｕｂ ｅ

）

在 内 的多个国际媒体平台 中 ，
北京 ２０２ ２ 年冬奥会 中 国运动员海外传播能力较弱 ， 尤其是在推特

平台上
，
所有 中 国运动员 的传播能力普遍较弱 ； 在除推特外的其他国 际社交媒体平台 中 ， 头部效

应显著 ，
交际能力指数排名与运动员成绩正相关 ，

３ ４可以看出 ， 在去 中心化的平台 中 ， 北京 ２ ０２２

年冬奥会中国运动员海外传播能力建设仍需加强 。 而在对我国官方机构的国际传播研究中 ， 相德

宝 、 李伊玲将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组委官方在推特上的传播经验总结为三点 ：

一

是打造多语种的

国 际化融媒体平台 ， 构建传播矩阵 ；
二是迅速对国 际热点做出反应 ， 加强 中 国媒体国 际传播的主

动性 ；
三是加强个体化叙事

，
挖掘和传播运动员 、 志愿者及普通 民众等群体台前幕后的冬奥故事 ．

３ ５此外
，
我国官媒 ＣＧＴＮ 在国 际媒体平台上的表现较为 出彩 ， 以技术赋能传播的模式创新 ， 积极

构建了 中 国叙事 ；

３ ６

但总体而言
，
在推特和油管等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关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报道

中 ， 缺乏与用 户的互动性 ，
应寻找 中外文化的联结点 ， 增强用户参与 ， 以进一步提升传播的影响

力 。

３ ７

因此
， 面对 ２０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跨文化传播的跨文化瓶颈 ， 共情传播成为破局之道 ． 周榕 、

吕 诗俊 、 张德胜认为 ， 媒体可 以尝试以文化间性理念来引领共情传播 ， 主动选取能引 发外国公众

共情的传播内容 ，
并通过多感官的沉浸式故事体验 ， 借助外籍意见领袖传播 中 国故事等方式 ， 有

效利用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共情传播的触发机制 ， 引 发国 内外公众的共情 ，
塑造 良好的 国家形象 ．

３ ８

同时
，
也对受众特性进行更多关注 、 釆取面 向多元主体构造多维形象 、 唤醒共享情感以凝聚主

客共识等策略 ，
促使国 际受众在全新的共享性的文化空间 中 ， 自 发地共情反馈与交互 ．

３ ９—个典

型案例是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闭幕式 《折柳
？

寄情 》 节 目
，
虽然

“

柳
”

这一意象在东西方所承载的

３ ２

张磊
，高飞 ．平台化的奥林匹克 ： 英文社交媒体上的奥运 国 际传播研究 ［

Ｊ
］

． 国 际传播 ，

２ ０２２
， （
０３

）
： ２４－

３ ４ ．

５ ３

赵蓓 ，张洪忠 ．有关北京冬奥会的社交机器人叙亊与立场 偏 向一基于 Ｔｗ ｉ ｔ ｔ ｅ ｒ 数据的结构主题模型分析 ［
Ｊ

］
．新闻

界 ，

２ 〇 ２ ２
， （
０５

）
： ６ ２

－

７ ０ ．

３ ４

Ｑ Ｉ Ｘ
， 
ＷＡＮＧ Ｍ ． Ａ ｎ ａ ｌ ｙ ｓ ｉ ｓｏ ｆ  ｔｈｅ Ｏｖ ｅ ｒ ｓ ｅ ａ ｓ Ｎｅ ｔｗｏ ｒｋ Ｃ ｏｍｍｕｎ ｉ ｃ ａ ｔ ｉ ｏｎＣ ａ

ｐ
ａ ｃ ｉ ｔｙ

ｏｆ Ｃｈ ｉ ｎ ｅ ｓ ｅ Ａ ｔｈ ｌ ｅ ｔ ｅ ｓ ａ ｔ  ｔｈ ｅ Ｂ ｅ ｉ

ｊ
ｉ ｎ
ｇ 

２ ０ ２２

Ｏ ｌ

ｙ
ｍ
ｐ

ｉ ｃＷ ｉｎ ｔ ｅ ｒ Ｇ ａｍ ｅ ｓ
ｆ
Ｊ

］
． ｆｎ ｔ ｅｍ 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ｌ Ｃ ｏｍｍｕ ｎ ｉ ｃ ａ ｔ ｉ ｏ ｎ ｏｆ Ｃｈ ｉｎ ｅ ｓｅ Ｃｕ ｌ ｔｕ ｒｅ

， 
２ ０２ ２

， 
９

（
３

）
： １ ４ ９ －

１ ６ １

３ ５

相德宝 ，李伊玲 ．北京冬奥组委官方推特的网络议程与 国 家形象建构 ［
Ｊ
］

．对外传播 ，
２ ０２２

， （
０３

）
： ４ ６

－

５ ０ ．

３ ６

沈小蒙 ． ＣＧＴＮ 冬奥报道的 中 国叙事构建与 国 际传播创新 ［
Ｊ
］

． 国 际传播 ，

２ ０２２
， （
０ １

）
： ７ ９

－

８ ４ ．

３ ７

杨凤娇 ，张贵徽 ． 北京冬奥会的 国 际社交媒体平台 传播策略 ［
】

］
．对外传播 ，

２ ０２２
， （
０ １

 ）
： ５ ９

－

６２ ．

３ ８

周榕 ． 吕 诗俊 ，
张德胜 ．奥运会 中的跨文化共情传播与实践创新路径 对 ２ ０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传播的思考 ［

Ｊ
］

．新闻

与写作
，

２ ０２ １
５ （

１ ０
）

： １ ００
－

〗 ０ ４ ．

３ ９

钟 新 ，蒋 贤 成 ，王 雅墨 ． 两 家 形象 的跨文 化共倩 传播 ： 北 京 冬 奥 会 国 际 传 播 策略及效果 分析ｍ ． 新 闻 与 写

作 ，

２ 〇 ２ ２
， （
０ ５

）
： ２ ５

－

３ ４ ．

７



情感寓意与现实表征有所差别 ， 但其中也存在共通的意义空间 ，
极易引起传受双方的共情 ， 为东

西方受众实现友好交流提供了新视角 。

４ °

此外 ， 开幕式也以类似的共情传播形式 ， 为 中 国形象塑

造生成了认同 的空间 ， 并通过仪式化呈现和符号运用 ， 为 中 国形象塑造搭建了仪式空间和共通的

意义空间 ．

４ １

由此可见 ，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国际传播及形象建构的成功背后 ， 除 了跨文化共情传

播的策略 ，
也离不开对媒介仪式与符号的合理运用 ．

在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国家形象建构 中 ， 中 国文化被分解为多种不 同元素融人媒介仪式 ，

标志着中 国 国家形象的建构逻辑已经与过去有较大区别 ，
这主要是 由于 中 国在综合国力迅速增强

之后 ，
文化 自 信与 民族 自 信的充分显现 ．

４２

而要借助媒介仪式空间 向世界展示 中 国的大国形象和

文化 自信 ， 就要提供配套的科技引擎 ，
并辅以人文精神唤起 中外受众的情感共鸣 。

４３

同时 ， 符号的运用也是此领域中 的研究重点 ，
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主要切人点 ． 其 中 ，

文

化符号的作用举足轻重 ，
应有效利用 文化符号 ， 以建立促发国 内外受众共识和共情的话语体系 。

方圆 、 李春阐述了通过 中 国传统文化塑造国 际话语体系的 中 国模式 ： 以文化底蕴为根基 ，
以艺术

为媒介 ， 并通过技术赋能 ， 拓展中外文明 的对话空间 ， 提升国际传播的话语功能 ，

４４
２０２２ 年北京

冬奥会开幕式就是 中华文化美学表达和跨文化传播创新实践的成功结合 ，
体现了跨文化传播过程

中
， 打造促进受众共情的文化标识的重要性 ； 而构建虚实融合的传播场景 、 创建故事化的叙事文

本 ， 也是实现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准阐释关键策略 。

４ ５

另外 ，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吉祥物
“

冰壤墩
”

成为 了 中 国传统文化符号在国际传播领域的成功典型 。

一

项针对海内外社交平台 中
“

冰墩墩
”

的 内容分析研究发现 ，

“

冰墩墩
”

的传播热度均为正 向上扬 ，
主要原因是具有共情性的文化符号

能够促使多次传播 。

４ ６“

冰墩墩
”

在 中外文化融合与跨文化交流过程中 的 巨大成功主要归结于其

符号功能的外延 ： 表义功能 、 认识功能和信息交流功能直接助推了
“

冰墩墩
”

这
一

中 国传统文化

符号在世界舞台上的文化展示和传递 ，
也促进了 中外受众间的文化交流 ．

４ ７

此外 ，
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献将媒体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报道与前几届非西方国家主办的

奧运会相关报道进行政治视角下的 比较研究 。

一

项分析 ２ ０ １ ４ 年索契冬奥会和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

在美国媒体 ＣＮＮ 报道中异 同的研究表明 ，
运动框架在两届奥运会 中被提及的频率最高 ，

但在对

２０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报道 中
，
政治框架更多 ； 而对 ２ ０ １ ４ 年索契冬奥会的报道框架较多集 中在人

４ （ １

黄晓琴 ，陈林炯 ．柳在跨文化传播 中的媒介属性与共情连接 以冬奥会 闭幕式节 目 《折柳
？

寄情 》 为例 ［
■！

］
． 中 国

广描 电视学刊 ，

２ ０２２
， （

１ ２
）

： ９４
－

９ ６ ．

４ １

薛文婷 ，张麟 ，胡华 ． 仪式
？

意义
？

认同 ：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与 中 国形象塑造 ［
Ｊ

］

．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

２ ０２ ２
， （
０４

）
： ８

－

１ ２

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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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利益及道德层面上 。

４ ８

另
一项研究将 ２ ０ １ ８ 年平昌冬奥会也纳人研究对象中 ，

基于沃勒斯坦的世

界体系理论对 比分析了２０ １ ４ 年至 ２ ０２２ 年的三届冬奥会在文化 、 外交及政治上的成果 。 结果表明 ，

举办冬奥会对俄罗斯软实力 的提升效果十分显著 ， 但其后的对外战争削弱 了冬奥会给俄罗斯国家

形象带来的积极影响 ； 韩国通过举办冬奥会取得了预期 的政治成果 ； 中 国通过举办冬奥会进
一

步

巩固 了其新兴世界大国地位 ，
但西方对中 国 日 益增长的怀疑态度可能会抵消冬奥会对中 国外交 、

政治和国家形象的积极影响 。

４ ９

还有研究根据奥运会举办期间国际舆论和政治背景的相似性 ，
选

取了２ ００ ８ 年北京奥运会 、
２０ １ ４ 年索契冬奥会 、

２０２ ０ 年东京奥运会和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举办期

间 ，
用户在推特和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 中 的生产 内容进行对比分析 ，

比较 中英两种语言样本 中 的

情感差异 。 研究结果再次证明 ， 中 国主办的两届奥运会 中
， 政治化倾向较为明显 ，

且 ２０２２ 年北

京冬奥会的极端情绪化言论相较之前的几届奥运会更频繁 ； 在涉及 中 国政治的话题 中
，
国际舆论

呈现 出 中文 内容的负面情绪高于英文 内容的现象 。

５ （ １

这表明 ，
中 国声音在

“

走 出去
”

的 同时 ，
不

仅要注重主流媒体的外语输 出 ， 更要在国 际社交媒体上正确引导中文舆论 ， 增强海外同胞和 同胞

的 民族认 同感和凝聚力 ．

综上 ，
国 内外学界对国 际传播视域下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的研究方向多样 ， 内容丰富 ，

呈现出较为全面的研究态势 。 但值得注意的是 ， 尚未 出 现针对非英语国家媒体报道 中 ２０２２ 年北

京冬奥会形象和国际传播现状的系统性研究 ，

而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加深的当下 ， 贯彻
“
一

国
一

议
”

的 国 际传播策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

１ ．４ ．２ 瑞典主流媒体对奥运会新闻报道的研究状况

在既往文献中
， 鲜见国 内学者关于瑞典主流媒体视角下奥运会报道的研究 ； 相反 ， 国外学者

就本领域展开了较多探讨 。 本节选取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代表性研究作为文献范例 ， 按照文献的主

题进行归纳 ， 从性别和政治两方面对瑞媒奥运报道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

“

瑞典主流媒体
”

在本领域的研究中主要指瑞典主流报刊和 电视 ，
包括 《每 日 新闻 》 《瑞典

日 报 》 《瑞典南方 日 报 》 （办＊ｒｅｎｓＡａ ｉ？叹Ｗａ ｃｆｅ／
） 《体育报道 》 《快报 》 和 《晚

报 》 等报刊媒体 以及瑞典电视台 （
Ｓｖｅｒｉｇ ｅ ｓ Ｔ ｅ ｌｅｖ ｉ ｓ ｉ ｏｎ

） 和 ＴＶ４ 电视频道 ，

在性别议题屮
， 多数研究针对瑞典主流报纸及广播电视频道的特定报道展开个案分析 ， 旨在

探究其各个维度的 内容建构与话语操控 ， 在
一

项分析 ２ 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和 ６ ０ 年代期 间 ， 瑞典媒体

对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新闻报道 中性别认同过程的研究指出 ，
在 ２ 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的美

苏冷战背景下 ， 来 自 共产主义国家女运动员 的 中性化外表在媒体报道 中常被用于与瑞典女运动 员

４ ８

ＹＵ Ｘ ． Ｆ ｒａｍ ｉ ｎ ｇ 
Ｗ ｉ ｎ ｔ ｅｒ Ｏ ｌｙ

ｍ
ｐ

ｉ ｃ ｓ ： ＡＣ ｏｎ ｔ ｅｎ ｔ Ａｎ ａ ｌ ｙ
ｓ ｉ ｓ ｏ ｆ Ｓ ｏ ｃ ｈ ｉ Ｗ ｉ ｎ ｔ ｅ ｒ Ｏ ｌｙ

ｍｐ
ｉ ｃ ｓ

 （
２ ０ １ ４

） 
ａｎ ｄ Ｂ ｅ ｉ

ｊ
ｉ ｎ
ｇ 
Ｗ ｉ ｎ ｔ ｅ ｒ

Ｏ ｌｙｍｐ
ｉ ｃ ｓ  （

２ ０２ ２
） ［

Ｊ
］

． Ｊ ｏ 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 Ｈｕｍ ａｎ ｉ ｔ ｉ ｅ ｓ ａｎｄ Ｓ ｏ ｃ ｉ ａ ｌ Ｓ ｃ ｉ ｅｎ ｃ ｅ ｓ Ｓ ｔｕｄ ｉ ｅ ｓ
， 
２ ０２２

， 
４

（
２

）
： ３ ８

－

４４ ．

４ ９
ＬＥＥ Ｊ Ｗ ． Ｏ ｌ ｙ

ｍ
ｐ

ｉ ｃ Ｗ ｉ ｎ ｔ ｅ ｒ Ｇ ａｍ ｅ ｓ ｉ ｎ Ｎ ｏ ｎ
－ｗ ｅ ｓ ｔ ｅｍＣ ｉ ｔ ｉ ｅ ｓ ： Ｓ ｔ ａ ｔ ｅ

， Ｓ ｐ
ｏｒｔ ａｎ ｄ Ｃｕ ｌ ｔｕ ｒａ ｌ Ｄ ｉ

ｐ
ｌ ｏｍ ａ ｃｙ

ｉ ｎＳ ｏ ｃ ｈ ｉ ２０ １ ４
，

Ｐｙ
ｅｏｎ

ｇ
Ｃ ｈ ａｎ

ｇ 
２ ０ １ ８ ａ ｎ ｄ Ｂ ｅ ｉ

ｊ
ｉ ｎ

ｇ 
２ ０２ ２

［
Ｊ

］
． Ｔｈ ｅ  Ｉ ｎ ｔ ｅ ｒｎ 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ｌ 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 ｆ  ｔｈ ｅ Ｈ ｉ ｓ ｔｏ ｒｙ 

ｏｆ Ｓ
ｐ
ｏ ｒ ｔ

． ２ ０２ １
，
３ ８

（
１ ３

－

１ ４
）

： １ ４ ９４ －

１ ５ １ ５

Ｊ ＩＡＫ
， 
ＺＨＵＹ

， 
ＺＨＡＮＧＹ

， 
ｅ ｔ ａ ｌ ．  Ｉ ｎ ｔ ｅｒｎ 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ｌ Ｐｕ ｂ ｌ ｉ ｃ Ｏｐ ｉ ｎ ｉ ｏｎ Ａｎ ａ ｌ ｙ

ｓ ｉ 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Ｏ ｌｙ
ｍ

ｐ
ｉ ｃ Ｇ ａｍ ｅ ｓ ： Ｆｒ ｏｍ２ ０ ０ ８  ｔ ｏ

２ ０２ ２
［
Ｊ

］
， Ｊ ｏｕｒｎ ａ ｌｏｆ Ｓ ａ ｆｅ ｔｙ 

Ｓ ｃ ｉ ｅｎ ｃ ｅ ａｎ ｄ Ｒｅｓ ｉ ｌ ｉ ｅｎｃ ｅ
， 
２ ０ ２ ２

， ３ （
３

）
：２ ５ ２

－２ ６２ ．

９



的外貌进行对 比 ． 研究样本展现了瑞典男运动员积极有力的男性身体 ， 但瑞典女性奥运选手更多

地被描述为
“

西方
” “

有吸引力
”

以及
“

现代女性
”

，
而非运动 员 ． 研究结论显示 ，

对女运动员

的外表进行评判 、 选奥运会 中
“

最美女王
”

是此阶段新闻报道性别议题 中 的
一大特点 ， 女性气质的

塑造已脱离了生理意义 ，
而转变为社会和文化的必需品 。 女性参与体育活动往往被弱化为

＂

展示

美丽
”

，
与对男性运动员

“

在公共场合进行体育比赛以及有 目 标 、 有约束的工作过程
”

的描述截

然不 同 。

５ １

此外 ，
对 ２００４ 年雅典奥运会和 ２００６ 年都灵冬奥会期间芬兰和瑞典小报 中性别议题相

关报道的研究指出 ，
男性运动员在每份小报 中的报道数量都多于女性运动员 ， 女性被边缘化 ． 两

者不 同的是 ， 芬兰报纸严重贬低和弱化了女性冰球运动 员 ， 但在瑞典报纸上 ， 女性冰球运动员被

视为严肃的运动员 ． 这主要是因为瑞典社会在历史上 比芬兰社会更平等和进步 ，

而芬兰 的许多改

革都是效仿瑞典推行的 ．

５ ２

同样地 ，
在关于瑞典媒体对 ２０ １ ２ 年伦敦奥运会新闻报道的研究中 ， 女

性运动员 的报道数量相较于男性运动员少 ， 但与前几届奥运会相 比 ， 瑞典女运动员在伦敦奥运会

期间新闻曝光度更高 ，
且在各运动项 目 中 ，

男性与女性的曝光度较为接近 ， 性别平等状况优于英

国 。

５ ３

在特定运动项 目 的性别报道研究 中 ，

一

项针对 ２ ０ １ ２ 年伦敦奥运会期 间两份瑞典早报对马术

项 目 的报道研究显示
，
报道对女性和男性马术运动员的叙述是复杂且矛盾 ： 部分表述可被视为坚

持了男女平等的立场 ，
而另

一

些则隐含了
“

男 尊女卑
”

的性别刻板 印象 ．

５ ４

在政治议题中
，
奥运会期间北欧及整个欧洲地区 内的新闻报道是研究重点 ． 在挪威越野滑雪

女将乔哈格 （
Ｔｈｅｒｅｓ ｅ Ｊｏｈ ａｕｇ ） 的兴奋剂事件发生后 ，

一

项对挪威和瑞典媒体后续报道的话语分析

研究表明 ，
挪威媒体有意将其称为

“

兴奋剂丑闻
”

， 并偶尔将乔哈格描绘为受害者 ； 而瑞典媒体

则严厉批评挪威人的滥用兴奋剂行为 ，
并强调了运动员的个人责任 。 最终研究结果显示 ， 体育被

作为两个都擅长冬季运动的北欧国家间竞争的
一

部分进行对话 ．

５ ５

值得注意的是 ， 瑞挪两国间 的

竞争在北欧语境下 ，

“

冲突
”

意味是被淡化了 的 ，
这具体表现在瑞典和芬兰媒体对 １ ９ ９４ 年挪威

利勒哈默尔冬奥会的报道中 。 在此次冬奥会中 ，
挪威成绩斐然 ， 远超其他北欧国家 ，

而部分瑞典

和芬兰媒体 以
“

敌视
”

的立场报道 ， 出现了
“

竞争
”

与
“

亲密
”

并存的报道基调 ． 在
“

国家竞争
”

和
“

北欧亲密
”

这两个看似有冲突的概念下 ，
北欧邻国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心照不宣的 。 瑞典和芬

兰媒体在对 １ ９ ９４ 年挪威冬奥会的报道叙事 中 ，
始终将挪威描述为

“

邻居
”

，
以幽默的报道方式

缓和奥运期间北欧国家和地区间紧张的比赛氛围 ，
这反过来又加强 了北欧邻国亲密友好的关系 ．

媒体不断的
“

开玩笑
”

将北欧地区打造成了 国家竞争的
“

安全空间
”

： 只要北欧各国保持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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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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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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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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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ｃ ａｎｄ ａ ｌ

［
Ｊ

］
． Ｎ ｏ ｒｄ ｉ ｃ ｏｍＲ ｅｖ ｉ 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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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１ ９

， 
４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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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 ２ １

－

１ ３ ８ ．

１ ０



友间的幽默
”

范围 内 ， 偏执和沙文主义是被接纳的 ．

５６而在瑞典国 内 ， 体育报道也同样与政治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当瑞典冰球队在 ２００２ 年盐湖城奥运会上因
“

自杀式
”

进球输给白俄罗斯队

时 ， 瑞典媒体争先恐后地辱骂该队 ， 球员们被蔑称为
“

叛徒
”

， 冰球队队员从英雄与神话变成了

替罪羊 彼时的瑞典社会对
“

发达与欠发达 欧洲范围 内的中心性和边缘性
”

十分敏感 ’
而

在 ２ １ 世纪初的背景下 ， 瑞典社会维持旧时代的稳定格局的期盼被打破 ， 任何象征着欧洲老牌发

达国家被
“

东方
，

击败的事件都有很大概率会击穿民众的心理防线 ，
造成舆情失控 ．

５ ７

可以看出 ， 以 《每 日新闻 》 和 《晚报 》 为代表的瑞典主流媒体长期关注奥运会新闻 中的性别

议题 ，
且不局限于瑞典本国 ， 有相当数量的报道是对多国的比较研究 ． 在对政治议题的研究中 ，

北欧国家间的关系及瑞典国 内政治与奥运会的勾连是学界的研究重点 ． 但总体而言 ， 瑞典媒体视

角下非西方国家主办的奥运会较少地被纳人研究范畴中 ， 使本领域的研究出现
“

真空
”

．

１ ．４Ｊ

综上 ， 奥运会举办期间 ， 社会环境 、 媒体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着相应的奥运会报道偏好 ． 在

现有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的研究中 ， 尚未有学者以瑞典主流媒体视角展开研究分析 ， 并进

一

步探究其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及社会文化背景 ； 而在有关瑞典主流媒体奥运会报道的相关研究

里
，
亦未出现从框架理论人手 ， 以高 、 中 、 低结构对任何亚洲国家主办的奥运会展开此领域分析 。

因此 ， 本研究基于框架理论分析瑞典主流媒体 《每 日新闻 》 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新闻报道 ，

补充了现有国内外研究的不足 ， 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 ， 助力我国更好地理解瑞典主流媒体

对中 国体育乃至中 国形象的建构与报道 ， 进
一步丰富我国对境外媒体报道框架及背后成因的认知 ，

为我国媒体国际传播中
“
一

国
一

策
”

的策略优化提供
一

手研究案例参考 ， 对提高我国的国际传播

能力有着重大意义．

１ ．５ 理论基础

本研究以框架理论为指导 ， 针对 《每 日新闻 》 的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进行框架分析 ’

并透过
“

话语与权力
”

视角 ， 探究新闻框架背后的成因 ．

１ ．５ ． １ 框娜论

学界对框架理论的研究始于西方国家 ，
至今已形成了

一

套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 ． 贝特森

（
Ｂａｔｅｓｏｎ

） 首先提出框架的概念
５ ８

， 随后 ， 戈夫曼 （
Ｇｏｆｆｉｎａｎ

） 将这
一概念引人社会学的研究 ，

５ ６
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 Ｍ ． Ｓｔｏｒｉ ｅｓ ｏｆ Ｓ ｉｂ ｌ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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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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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

［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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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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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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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Ｆａｎ ｔａｓ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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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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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框架定义为
一

种认知结构 ，
被人们用于解释社会生活经验 。

３ ９

在 ２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 ， 塔奇曼

（
Ｔｕｄｍ ｉ ａｎ

） 提出
“

作为框架 的新闻
”

，
作为新闻工作者衡量新闻价值的重要依据之

一

， 新闻框架

是
一

种特定的传播方式 ，
至此

，

“

框架
”

这一概念被正式 引 入新闻 传播学领域 。

ｗ
其后 ， 恩特曼

（
Ｅｎ ｔｍ ａｎ

） 指 出框架是
一个选择与凸显信息的过程 ， 报道 中挑选和呈现给人们 ，

并满足受众所需

的部分即新闻框架 ．

６ １

甘姆森 （

Ｇ ａｍ ｓｏｎ
） 则认为框架是个体潜意识进行表现与表达的方式 ，

它可

以是名词 ， 也可 以是动词 。

６２在框架的作用上 ，
吉特林 （

Ｇ ｉ ｔ ｌ ｉ ｎ
） 认为其体现在四个方面 ： 认识事

物 、 解释事物 、 选择事物 、 强调事物 ．

６３

国 内对框架理论的研究始于 ２ 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 ， 中 国 台湾学者臧国仁在西方学者的研究基础上 ，

把新闻框架进行了分类 ，
这也是 目 前国 内 多数新闻框架研究的模板 ． 其内容包括高层次结构 、 中

层次结构和低层次结构 。 高层次结构主要是对宏观主题的确定 ，
包含事件主 旨 、 导言和标题等 ；

中层次结构包括新闻 的历史 、 主要事件 、 结果 、 归 因及评论等 ；

６４

低层次结构的分析与梵 ？迪克 （
Ｖａｎ

Ｄ ｉ

ｊ
ｋ

） 对新闻文本微观语言划分的结构相似 ，
主要包括事件 阐述环节应用 的修辞 、 文法等 。

６５进

入 ２ １ 世纪后
，
潘忠党提出框架分析直接关系到建构现实的领域 ，

包括话语 、 话语的建构 以及话

语的接受是框架分析的三大维度 。

６ ６

本研究主要参考臧国仁的三层次框架 ，
结合 内容分析法 ， 探

究瑞典媒体 《每 日新闻 》 关于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新闻报道的高 、 中 、 低三层结构特点 ．

１ ＿ ５ ＿２雜与权力

对
“

话语权
”

的诠释始于葛兰西 。 葛兰西认为 ， 话语权即
“

文化霸权
”

，

“

统治
”

和
“

精神

与道德领导权
”

是一个社会群体文化霸权的主要表现形式 ，
也可被称为政治霸权与文化领导权 ．

政治霸权与文化领导权并总是同时掌握在同
一

群体手 中
，
而文化领导权在其中 占主耍地位 ，

文化

领导权是获得政治霸权的前提 ， 基于此 ，

一

个看似弱小的阶级或社会群体要获得政治霸权 ，

可通

过争夺 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领导权 ， 来实现社会革命 ，
进而达到 目 的 ． 政权的维持要求政治的霸权

与文化霸权相结合 ，
因此 ， 统治阶级必须通过教育 、 媒体宣传等方式对无形 中影响 民众的价值观

与立场
， 形成符合统治阶级所需的意识 ， 以此来维系政治霸权 。

６ ７

法国思想家福柯也指 出 ， 话语作为社会权力 关系的产物 ， 决记着话语的规则进
一

步加强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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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理性与真实的评判体系 ， 违背规则的话语将被边缘化和排斥 ‘

６８

在媒体领域 ， 国家和政府对

国 内外媒体的掌控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国话语权的强弱 ．

６９

１ ．６ 研究册

本研究选取在瑞典乃至北欧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刊 《每 日新闻 》 为研究对象 ， 通过内容分析

法 、 话语分析法及文献研究法对 《每 日新闻 》 的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展开框架分析 ， 并借助

大数据分析平台对所选样本进行信息录入 、 类 目建构及数据整理 ， 力求客观 、 全面 、 准确的研究

过程与结果．

１ ．６ ．１ 酿摊

本研究以臧国仁的三层次结构框架为理论基础 ， 采用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来对

研究对象展开分析 ， 以期探究 《每 日新闻 》 对 ２〇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的新闻框架 内容及特征 ．

具体研究方法如下 ．

１ ．６．１ ． １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
一

种对内容进行客观 、 全面刻画的定量研究手段 ， 在新闻传播学中
，
它的作用

是对报道主题 、 消息来源 、 报道倾向等方面进行类 目编码 、 统计与分析 ？ 本研究结合内容分析法

与臧国仁提出的新闻框架 ， 将高 、 中 、 低三个层次的框架要素具体化 ， 转化为 内容分析的变量进

行统计分析 ， 总结 《每 日新闻 》 报道中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框架特征 ．

１ ．６ ． １ ．２ 话语分析法

话语分析不仅是研究理论 ，
也是一种研究方法 ？ 根据研究重点的不同 ， 学界常用 的话语分析

法可分为两种 ： 非批评性话语分析侧重于对语言形式本身的描述 ， 并分析和解释其产生的效果和

背后的权力关系 ；

？
以及批评性话语分析 ， 注重分析话语与社会的关系 ， 是分析新闻文本背后意

识形态的有效方式 ， 其中 ， 社会实践的分析是批评性话语分析中的重要
一

步 ，
强调通过微观文本

层面的分析 ， 探究话语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 从而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 。

７ １

同时 ， 梵 ＊ 迪克认为 ， 话语分析包含文本结构分析 、 话语的生产分析和解读新闻话语 ． 基于

此
， 新闻文本可被视作话语来进一步展开分析 ．

７２

本研究的低层次结构分析中 ， 对 《每 日 新闻 》

中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进行话语分析 ， 由表及里 ， 分别就字词运用 、 修辞及情态等方面进行

分析 ， 以期得到瑞典媒体针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背后的意识形态 ； 同时 ，
也将话语分析法

６ ８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Ｍ ．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

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Ｍ

］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Ｐａｎ ｔｈｅｏｎ Ｂｏｏｋｓ

， １ ９７２ ： ４８ －４９ ．

６９

道格拉斯 ？ 凯尔纳 ． 媒体文化 ： 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 、 认同性与政治 ［
Ｍ

］
．丁宁 ， 译． 北京 ： 商务

印书馆 ，

２００４ ：３ ．

７０

诺曼 ？

费尔克劳夫 ．话语与社会变迁 ［
Ｍ

］
．殷晓蓉 ， 译 ．北京 ： 华夏出版社 ，

２００３ ： ｉ ２ ．

７ １ 诺曼 ？ 费尔克劳夫．话语与社会变迁 ［
Ｍ

］
．殷晓蓉 ， 译．北京 ： 华夏出版社 ，

２００３ ： ６０ ．

７２

梵 ？ 迪克 ．作为话语的新闻 ［
Ｍ

］
． 曾庆香 ， 译 ． 北京 ： 华夏出版社 ，

２００３ ： ５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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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于 《每 日 新闻 》 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报道新闻框架的成 因剖析 ，
进一步探究其相关话语及社

会现象背后错综复杂的权力脉络 ．

１ ． ６ ．２ 研究对象

《每 日 新闻 》 作为瑞典主流报刊媒体 中严肃新闻 的代表 ，
拥有广泛 的受众群体 ，

具有较高的

新闻研究价值与 代表性 ； 其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详细报道保障了研究 内容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

此外 ， 《每 日 新闻 》 网站端使用便捷 ， 其搜索功能方便查找和抽取样本 ，
使研究具有可行性 。 为

全面分析《每 日 新闻 》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报道 ， 本研究在《每 日 新闻 》网页端 （
ｈ ｔ ｔｐ ｓ ： ／／ｗｗｗ ． ｄｎ ． ｓｅ／

）

的搜索入 口 以
“

ＯＳ
”“

Ｐ ｅｋ ｉ ｎｇ

”

为关键词组合 ，

口 期 限定为北京时间 ２ ０２２ 年 ２ 月 ４ 日 至 ２ 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至闭幕 ） ， 进行检索 ，

共得到 ４ ０９ 篇相关新闻报道 ，
人工剔

除内容不符的无效报道样本 ， 共取得 ３ ０４ 篇有效研究样本 。

１ ．６ ．３ 类 目建构

为深入探究 《每 日 新闻 》 如何报道与 ｉ全释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 ，
本研究以臧国 仁的三层次结

构理论为研究框架 ， 借助大数据挖掘及分析平台 Ｄ ｉｖｏＭ ｉｎ ｅ ｒ
，
选取八个类 目对 ３ ０４ 篇有效研究样

本进行归类和编码 ，
具体类 目如下 ， 详细分类及定义见附录 Ａ 编码表 。

１ ． 报道对象 ： ①瑞典 ②中 国 ③美国 ④俄罗斯 ⑤挪威 ⑥芬兰 ⑦丹麦 ⑧其他

２ ． 报道主题 ： ①举办地筹办情况 ②运动项 目 介绍 ／技术解析 ③人物特写 ／专访 ④赛前 分

析预测 ／赛程预告 ⑤单项 比赛进展 ⑥结果播报 ／赛后评价 ⑦多项赛事综述 ⑧体育丑闻

⑨疫情防控 ⑩其他

３ ． 报道倾向 ： ①正面 ②负面 ③中立

４ ． 标题类型 ： ①行动型 ②状态型 ③精神型 ④言语型

５ ． 报道体裁 ： ①消息 ②通讯 ③评论 ④特写 ⑤深度报道 ⑥专访 ⑦其他

６ ． 报道篇幅 ： ①２ ００ 词 以下 ②２００ －

５ ０ ０ 词 ③ ５ ００ －

１ ００ ０ 词 ④ １ ０ ００ －

１ ５ ０ ０ 词 ⑤ １ ５ ００ 词 以上

７ ． 消息来源 ： ①政府机构 ／官员 ②各国体育代表团 ③体育组织 ④媒体 ⑤北京冬奥会工作

人员 ⑥相关参赛人员 ⑦专家学者 ⑧无明显消息源 ⑨模糊来源 ⑩其他

８
． 图式结构 ： ①事件景况 ②反应及反馈 ③评价分析 ④预测 ⑤背景

１ ． ６ ．４ 信度检测

在信度测试及正式 内容编码阶段 ，
笔者邀请了

一

位能熟练运用瑞典语的 同学协助编码 ，
随机

抽取 ３ ０４ 篇有效报道样本 中的 １ ０％
， 共 ３ ０ 篇

， 分别独立编码 。 在经过两位编码员 的合作探讨及

独立编码后 ， 参考霍斯提系数对 内容分析涉及的报道主题 、 报道对象 、 报道倾 向 、 标题类型 、 报

道体裁及消息来源等类 目编码进行信度检验 ， 各类 目 信度系数均高于 ０ ． ８ ５
，
具有较高可信度 ，

证

明编码有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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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 ．５ 论文额

本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

第
一部分 ： 绪论 ． 介绍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对国 内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梳理 ， 提出 问题 ， 说明

理论依据 、 研究方法 、 研究思路等 ？

第二部分 ： 框架分析 ． 基于臧国仁的三层次框架理论 ， 从报道对象 、 报道主题 、 报道倾向 、

标题类型 、 报道篇幅与题材 、 消息来源 、 图式结构 、 词汇选择 、 修辞及情态动词等维度切人 ， 探

究 《每 日 新闻 》 报道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框架内容 ．

第三部分 ： 归纳与原因分析 ． 总结 《每 日新闻 》 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的新闻框架特征 ，

并从瑞典文化背景 、 政治制度 、 媒体演变历程等维度剖析其成因 ．

第四部分 ： 启示 ． 根据研究发现 ， 针对性归纳我国对瑞典国际传播的优化策略 ．

第五部分 ： 结语． 总结阐述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和不足 ．

１ ５



２ 《每 日新闻 》 对 ２〇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的框架分析

本章分别从宏观 、 中观 、 微观维度分析 《每 日 新闻 》 如何呈现 ２ ０ 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的新

闻框架 。 宏观层面上 ， 主要从报道对象 、 报道主题 、 报道倾 向及标题类型展开研究 ； 中观层面上 ，

主要从报道篇幅与体裁 、 消息来源及图式结构展开研究 ； 在微观层面 ， 主要从词语运用 、 修辞手

法及情态动词等三方面展开研究 ，
以高 、 中 、 低三层次 的全面分析 ， 探究 《每 日 新闻 》 对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的新闻框架全景 。

２ ． １ 髙层次框架分析

根据臧国仁对高层次框架的定义 ，

宏观层面的分析主要指对新闻话语的主题探究 ， 即
“

这是

什么事
”７ ３

． 本章从宏观层面出发 ，
通过对不 同主题的分类汇总 ， 探讨报道对象 、 报道主题 、 报

道倾向及标题类型等维度 ，
考察 《每 日 新闻 》 对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的宏观切入点 。

２ ． １ ． １ 报舰象 ： 瑞典为主 ， 中国为辅

在报道对象维度 ， 本研究将具体类别归为 以下 ８ 类 ： １ ．瑞典 ；
２ ． 中 国 ；

３ ．美国 ；

４ ．俄罗斯 ；
５ ．

挪威 ；

６ ． 芬兰 ；
７ ．丹麦 ；

８ ．其他 ． 统计结果见表 ２ ． １
．

表 ２ ． １ 《每 日新闻 》 ２ ０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对象统计

报道对象 数量 （篇 ）百分比 （
％

）

瑞典 １ ７ ８ ５ ８ ． ６

中 国 ３ ７ １ ２ ． ２

美国 １ ３ ４ ． ３

俄罗斯 ２ １ ６ ． ９

挪威 ６ ２ ． ０

芬兰 ７ ２ ． ３

丹麦 ２ ０ ． ７

其他 ４ ０ １ ３ ． ２

总计 ３ ０４ １ ０ ０

如上表所示 ， 在 《每 日 新闻 》 对 ２０ 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报道 中 ，
报道对象最多 的是

“

瑞典
＂

，

共 １ ７ ８ 篇 ， 占总数的 ５ ８ ． ６％
， 超过总样本的

一

半 ； 其次则是东道主 中 国 ， 共 ３ ７ 篇
， 占 比 １ ２ ． ２％

；

７ ３

臧国 仁 ．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 ： 媒介框架与真实构建之论述 ［
Ｍ

］
． 台北 ： 三民书局 ，

２ ０ ０ ３ ． ３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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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到第三的是俄罗斯 ， 占 比 ６ ． ９％
， 其内容大多是关于俄罗斯代表团 （

ＲＯＣ
） 中参赛队员 的体育

丑闻
，
包括滥用兴奋剂和运动员年龄过小等 问题 ； 对美国的报道量紧随其后

， 占总数的 ４ ． ３％
； 报

道对象为丹麦 、 挪威 、 芬兰等瑞典邻 国 的报道较少 ， 分别 占 比为 ０ ． ７％
、
２ ． ０％ 、

２ ． ３％
． 同时 ，

“

其

他
”

类别 中 ，
过半数的报道是针对比赛情况 ． 结果及运动项 目 本身的技术分析或背景介绍 ，

不带

有国家属性 ； 而剩余的报道对象中 ，
也多数为发达国家 ， 如荷兰 、 德国 、 爱尔 兰 、 加拿大 、 日 本

等 。 此外
，

也有报道将伊朗 、 乌克兰等国 作为报道对象 ， 主要对其国家队少见的体育明星进行特

写 。

由于本研究的重点是瑞典报刊对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报道 ，
因此在报道对象中 ， 瑞典与 中

国 的 占 比数较多无可厚非 ． 但值得注意的是 ， 《每 日 新闻 》 的报道对象着重关注瑞典邻近国家或

与瑞典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 ，
其报道 内容也不限于冬奥赛事 ， 有

一

定的拓展与背景延伸 。

２ ． １ ．２ 报道主题 ： 类型多样

主题是话语表达的核心 内容 ，
报道内容可 以归纳为更高层级的宏观命题 。

７ ４

本研究基于研究

样本内容 ，
对其文本进行了分析与界定 ， 归纳 出 《每 日 新闻 》 对 ２〇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的 １ ０ 类

主题
，
包括 １ ．结果播报 ／赛后评价 ；

２ ． 人物特写 ／专访 ；
３ ． 体育丑闻 ；

４ ． 赛前分析预测 ／赛程预告 ；

５ ． 疫情防控 ；
６ ． 举办地筹办情况 ；

７ ． 单项 比赛进展 ；

８ ． 多项赛事综述 ；

９ ． 运动项 目 介绍 ／技术

解析 ；
１ ０ ． 其他 ．

在主题概况的基础上 ，
本小节结合报道对象以及对特定主题关键词的整理 ，

进行交叉分析 ，

得出 《每 日 新闻 》 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主题的重点 内容 ， 以及在报道 中对不同报道对象的

侧重 。 具体统计结果如下 。

根据表 ２ ． ２
，
报道主题 占 比最大的是

“

结果播报 ／赛后评价
”

及
“

人物特写 ／专访
”

。 其中 ， 有

关 比赛结果及赛后评价的报道量高达 １ ０２ 篇
， 占 比超过三分之

一

， 符合赛事报道的
一

般特征 。 对

具体人物的特写与专访的报道量有 ７ ０ 篇
， 占总数的 ２ ３％

， 为 《每 日 新闻 》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

道的重点
， 其 中 ， 对瑞典体育明 星范德波尔 （

Ｎ ｉ ｌ ｓ Ｇ ６ｒａｎ ｖａｎ ｄ ｅｒ Ｐｏｅ ｌ
） 的报道最多 ，

远高于排第

二的滑雪运动员卡尔松 （
Ｆｒｉｄａ Ｋａｒ ｌ ｓ ｓ ｏｎ

）
． 报道量最少的主题为

“

运动项 目 介绍 ／技术解析
”

及
“

多

项赛事综述
°

。

表 ２ ． ２ 《每 日新闻 》 ２ ０ ２ ２ 年北京冬奧会报道主题统计

报道主题数量 （ 篇 ）百分 比 （
％

） 关键词 ／短语

结果播报 ／赛后评价 １ ０２ ３ ３ ． ６获奖 ： 领先 ： 赢得 ； 成功 ； Ｗ级

人物特写 ／专访 ７ ０ ２ ３ ． ０奥运 ； 瑞典 ； 金牌 ； 范德波 尔 ； 训练

７４

梵 ■ 迪克 ．作为话语的新闻 ［
Ｍ

］
． 曾 庆香 ， 译 ． 北京 ： 华夏 出 版社 ，

２ ０ ０ ３ ：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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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剂 ； 俄罗斯 ； 瓦利耶娃 ； 实验室 ； 国 际

体育丑闻 ３ ０ ９ ． ９

奥委会

赛前分析预测 ／赛程预告 ２２ ７ ．２瑞典 ； 决赛 ； 机会 ； 金牌 ； 希望

疫情防控 １ ５ ４ ． ９病毒 ； 感染 ； 爆发 ； 病例 ； 解除

举办地筹办情况 １ ５ ４ ． ９吉祥物 ； 熊猫 ； 批评 ； 相信 ； 抵制

单项比赛进展 ９ ３ ． ０瑞典 ； 决赛 ； 队伍 ； 芬兰 ； 滑雪

多项赛事综述 ４ １ ． ３滑雪 ； 金牌 ； 瑞典 ； 冬季两项 ； 奖牌

运动项 目介绍 ／技术解析 ３ １ ． ０音乐 ； 技术 ； 运动员 ； 花样滑冰 ； 滑雪

其他 ３４ １ １ ． ２中国 ； 瑞典 ； 滑雪 ；
北京 ； 美国

总计 ３ ０４ １ ０ ０ ／

除了赛事和运动员外 ， 《每 日 新闻 》 对体育丑闻的关注较多 ，
且不局限于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

会
，
也提及了在俄罗斯 、 荷兰及 中 国发生的滥用兴奋剂 、 贿赂及性侵等问题 。 而在少数对于东道

主中 国的报道中 ，

正面信息较少
，
对疫情防控政策的批判和质疑 占上风 ，

也与瑞媒一贯的政治立

场及意识形态相
一

致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

“

其他
”

报道主题中 ， 政治议题 占多数 ， 其 中对中 国政

治的批判最多 ，
主要集 中于疫情防控政策 、 新闻 自 由 、 人权 、 种族及举国体制等方面 ； 少数报道

聚焦俄乌局势及中美关系对奥运氛围的影响 ； 也有对冬奥赛事本身的报道 ， 如极端天气与赛程推

迟 、 运动精神 、 开闭幕式细节等 ．

运动项目 介 ＳＪ ／技术解析 １ ．０％

举办垴＿办情忍 １ ． ０％０ ． ７％３ ． ３％

多项赛舉综述 １ ３％

单项比赛进Ｍ １ ． ６％ １ ． ３％

疫情防控２ ， ０％ １ ． ６％ １ ．０％０ ．３％

钵育丑闻２ ． ０％１ ３％０ ． ３％＾％

其他３ ． ０％２ ．３％４ ．６％ １ ． ３％

＿析麵 ／赛觀告＿１ ０％０ ．３％０ ．３％ ０ ３％
 ７７＿

＇邊 ｒｌ
人锪特写 ／ 专 这入 １％ １ ． ６％ １ ． ３％０ ． ３％ １ ， ６％ １ ． ０％

结果綱 ／贩：钟 ３ ． ９％０ ． ７％ １ ． ３％ １ ．０％０ ．７％０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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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１ 《 每 日 新闻 》 ２ ０ 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对象的主题分布侧重

根据图 ２ ． １
， 报道主题和报道对象的交叉分析 ，

可直接看 出 ，
整体的报道 中心为其本国冬奥

１ ８



代表团的 比赛状况及运动员特写 ； 此外 ， 对于俄罗斯的体育丑闻也是报道重点 ； 在对邻国挪威 、

丹麦及芬兰的报道中 ， 以赛况及运动员报道为主 ， 也包括其运动员在中国被隔离的情况播报 ； 在

以中国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新闻 中 ，
报道主题多为

“

举办地筹办情况
’ ’“

疫情防控
－

及
“

其他
”

； 同

时 ， 在有关中国的报道中 ， 也不乏有关正面报道 ， 如奥运村的美食及受欢迎的冰墩墩 ． 但总体而

言 ，
聚焦于中 国队赛况或当地文化风俗的报道 占比较小 ，

整体报道主题呈现出
“

西方式叙事
”

，

未脱离西方语境的桎梏 ，
仍保留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话语地位 ， 未能全面 、 客观地呈现北京冬奥

会全貌 ．

２ ．１Ｊ 报道倾向 ： 中立是主流

《每 日新闻 》的报道内容整体上是客观公正的 ， 然而受其特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影响 ，

新闻报道中的倾向性不可避免 ． 研究 《每 日新闻 》 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倾向可以管窥其对

于中 国的立场 ， 具体统计结果表 ２ ． ３ 所示 ？

表 ２ ．３ 《每 日新闻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倾向统计

报道倾向数量 （篇 ）百分比 （
％

｝

中立 １ ３ ７ ４５ ． １

正面 １ １ ６ ３ ８ ．２

负面 ５ １ １ ６ ． ８

总计 ３０４ １ ００

由上表可知 ， 在 《每 日 新闻 》 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报道中 ，
中立的报道数量最多 ， 达 １ ３ ７

篇 ； 其次是正面报道 ， 共 １ １ ６ 篇 ， 与 中立报道的数量相近 ； 持负面立场的报道最少 ， 仅有 ５ １ 篇 ，

占比 １ ６ ． ８％
．

为更深人地探析报道倾向的分布情况 ， 本小节将对报道对象及报道主题进行交叉分析 ， 进
一

步阐释 《每 日新闻 》 对不同主题 、 对象使用的报道倾向及关键内容 ．

如图 ２ ．２ 所示 ， 《每 日新闻 》 的 ２〇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中 ， 对各报道对象之间的倾向性各有

不同 ，
且差异显著 ． 在以瑞典为主要对象的报道中 ，

正面报道的数量 占绝对主导地位 ，
且着重报

道瑞典代表团的优秀战绩 ，
而在少数负面倾向的报道中 ， 主要以瑞典运动员 、 教练对 ２０２２ 年北

京冬奥会的负面体验为主 ，
也包含少数对本国运动项 目训练效果的质疑 ； 类似的报道倾向特征也

出现在以芬兰 、 挪威 、 丹麦 、 美国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样本中 ， 关于赛况及运动员特写的报道样本

以中立及正面倾向为主 ， 同样地 ， 负面倾向的报道主要是对中 国社会现状的质疑 ； 在以俄罗斯为

主要报道对象的样本中 ， 滥用兴奋剂及运动员年龄过小是 中立 、 负面倾向报道中重点探讨议题 ，

也有关于运动员赛果赞赏的正面报道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以中 国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样本中 ， 没有

１ ９



正面倾向 的报道 ，
且对于中 国防疫 、 归化运动员及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筹办等问题的质疑为 中立

和负面倾向报道样本 中的主要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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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２ 《每 日新闻 》 ２ ０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对象的倾 向分布侧重

总体而言 ， 《每 日 新闻 》 关于北京冬奥会的报道 中
，
对各个报道对象的报道倾向偏向客观 、

正面 ； 但对
“

中 国
”

这一报道对象重点聚焦于负面报道 ，

且正面倾向的报道缺失 。

多 項赛 窣综逑 １你３ ３％
） ３

（０ ． ９９＾｝

运玆項９ 分绍 ／技术駿祈 ２ （０ ６６％ ｝ １
｛
０ ．３３％）

Ｓ ｔＳ防控２ （０ ６６％
） １ ３ （

４
．２８％ ）

ｍｍ
－

３ ｘｍ５（
１

， ６４％ ） ４
（
１ ３^

衆办地簿 办愒次 ８ （２ ．６３％
） ７

（２ ３０％ ）

其绝９
（
２ ．９６％ ） ８

（
２ ．６３％

） １ ７
（
５ ５９％ ）

｜入
，

巧 纪 ４ 妒项激 ／赛 ？校吿你 ３ ２９％１ １ １ （ ３ ．６２％
） １

（
０ － ３３％

）

（＆ Ｓ Ｈ １
３

） ｜ １ ６ （８ ２ ５％ ＞ １ １
（ ３ ．６２％

）

Ｓ３—



人物衿５ ／ 亏 １Ｂ

｜
２８（９ ． ２ １％

｝．４ ｔ
（

ｉａ ４Ｓ％｝ Ｉ １ （ ０ ． ３３％ ）

獅歸獅

中性正蓮 ９Ｍ

１

图 ２ ． ３ 《每 日 新闻 》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主题的倾向分布侧重

如 图 ２ ． ３ 所示 ， 《每 日 新闻 》 的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 中 ， 对不 同类报道主题之间 的倾向性

呈现出
一

定的规律 ． 在
“

结果播报 ／赛后评价
” “

赛前分析预测 ／赛程预告
”“

人物特写 ／专访
”

及
“

单

２ ０



项 比赛进展
”

等 比赛相关的主题 中
， 《每 卜 ｜ 新闻 》 的报道倾向集 中于正面与 中立 ， 较为客观地展

示了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 中 的 比赛 图景 ； 在

“

体育丑闻
”

主题下 ， 《每 日 新闻 》 主要对 ２０２２ 年北

京冬奥会前及冬奥会举行时体育领域发生的滥用兴奋剂 、 疫情防控 、 性侵及贪污受贿等 问题进行

中立或负面的 阐述和评论 ； 同样地 ，
在

“

疫情防控
”

及
“

举办地筹办情况
”

主题下
，
没有 出现正

面倾 向的报道 ，
且负面倾向显著 ； 此外 ，

由于
“

其他
”

主题 中 ， 报道 内容多与 中 国政治相关 ， 在

倾向性分布上也呈现负面倾 向较强而正面倾 向较弱的特征 。 不难看 出 ， 在中立客观的表面之下 ，

《每 日 新闻 》 的报道 中暗含对中 国质疑与批判 的价值导向 ．

综上
， 《每 日 新闻 》 的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以 中立报道为主 ，

正面报道排第二
，
最后为

负面报道 。 整体而言 ，
中立报道 以客观的赛况 、 人物特写为主 ； 正面报道聚焦 比赛胜出 的特写与

运动员 专访 ； 而负面报道以西方语境为主 ，
批判 中 国的社会现状 。 尽管其存在着对 中 国政治制度

及社会 问题存在
一

定偏见 ，
但其 中 的多数报道能较为 中立客观地进行报道 ，

且关注点集 中在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 比赛进程与运动 员状况 ．

２ ． １ ．４ 标题类型 ： 重点呈现
“

结果
”

在报道标题类 目 中 ，
根据

“

某
一

新闻事件可用 以下类型来再现其过程 ： 行动 （
ａｃ ｔ ｉ ｏｎ

） 、 状

态 （
ｓ ｔａｔｅ

）
、 精神过程 （

ｍ ｅｎ ｔａ ｌ
ｐ

ｒｏ ｃ ｅ ｓ ｓ
）

、 言语过程 （
ｖｅｒｂ ａ ｌ

ｐ
ｒｏ ｃ ｅｓ ｓ

）
”７ ５

，
本研究将标题类型分

为 以下四类 ： １ ．行动型标题 ；
２ ．状态型标题 ；

３
、 精神型标题 ；

４ ．言语型标题 ， 各标题类型的含义

如下 ：

１ ． 行动型标题 ： 着重体现
“

动态
”

， 即报道对象的动 作或过程 ；

２ ． 状态型标题 ： 强调
“

静态
”

， 指对既成事实的总结或评析 ，
包括结果 、 发展程度等 ；

３ ． 精神型标题 ： 指主观感受 ，
如赛后感受 、 心理活动等 ；

４ ． 言语型标题 ： 突 出
“

表达
”

这
一

行为 ，
包括

“

表示
”“

认为
”“

称
”

等指代表达动作的信息 ．

表 ２ ． ４ 《每 日 新闻 》 ２ ０ 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标题类型统计

标题类型 数量 （篇 ）百分比 （
％

）

行动型 ２２ ７ ． ２４

状态型 １ ３ ８ ４ ５ ． ３ ９

精神型 ２２ ７ ． ２４

言语型 １ ２ ２ ４ ０ ． １ ３

总计 ３ ０４ １ ０ ０

７ ５

畀 庆香 ．新闻叙事学 ［
Ｍ

］
． 北京 ： 屮国广播 电视 出 版社

，

２ ０ ０ ５ ： １ １ ６ ．

２ １



如表 ２ ． ４
，
通过对 ３ 〇４ 篇 《每 日 新闻 》 的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的新闻标题进行归类 ，

得出

统计结果如上表 ． 状态型标题共有 １ ３ ８ 篇 ， 占 比为 ４５ ． ３ ９％
， 言语标题有 １ ２２ 篇

，
占 比为 ７ ．

２４％
；

使用精神型标题及行动型标题的样本数较少 ， 皆为 ２２ 篇 ， 占 比为 ７ ． ２４％
。 可以看出 ， 状态型标题

和言语型标题的使用频率最高 ， 《每 日 新闻 》 的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多以代表结果 、 事件发

展态势 、 程度的结果导向型标题进行报道 ． 同时 ，
人物观点表达的形式也是其重点使用 的报道标

题类型 ．

如 图 ２ ． ４
，

通过结合报道主题及标题类型的交叉分析 ，
可 以发现各个主题不 同 的表达重点 ．

在
“

结果播报 ／赛后评价
”°

疫情防控
” “

举办地筹办情况
”

及
“

单项 比赛进展
”

等主题下 ， 使用

的状态型标题最多 ， 表明 《每 日 新闻 》 在报道赛况 、 举办地疫情防控政策及 中 国社会背景时 ， 更

注重结果导 向 ，
对事态发展及过程描述 ； 在

“

人物特写 ／专访
”“

体育丑闻
”“

赛前分析预测 ／赛

程预告
” “

单项 比赛进展
”

及
“

多项赛事综述
”

等五类主题中 ， 言语型标题的使用 占主导 ， 更强

调表达主体 ， 报道体裁也多以专访 、 评论为主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
“

单项 比赛进展
” “

运动项 目

介绍 ／技术解析
”

及
“

多项赛事综述
”

主题下 ， 均没有使用精神型标题 ，
体现了 《每 日 新闻 》 在解

析运动项 目 及跟进各赛事总体进程 中
，
尽可能不使用带有明显主观感情色彩的标题类型 。 整体而

言 ， 《每 日 新闻 》 在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中
， 倾向于使用利于表现事件客观结果或人物个人

观点的标题类型 ，
而较少使用强调主观感受的精神型标题及强调动态性的行动型标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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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 ４ 《每 日新闻 》 ２ ０ 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标题类型的主题分布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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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中层次框架分析

在中观维度 ， 本研究主要从三方面进行分析 ， 以探究 《每 日新闻 》 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

道的中层次框架内容 ． 第一部分是报道篇幅与体裁 ，
通过篇幅与体裁的交叉分析 ， 得出主要的报

道形式 ； 第二部分是消息来源 ，
通过信源选取的偏好总结其报道立场 ； 第三部分是图式结构 ， 旨

在归纳其报道的结构框架特征 。

２ ．２ ． １ 报纖幅与体裁 ： 中篇通讯为主

新闻篇幅的长短
一

定程度上也能体现出媒体与记者对报道事件与人物的重视程度 。 本研究根

据编码结果 ，
将报道中的字数作为篇幅的统计单位 ， 分为以下五类 ： １ ．２００ 词以下 ；

２ ．２００－

５ ００ 词 ；

３ ． ５００－

１ ０００ 词 ；
４ ． １ ０００－

１ ５ ００ 词 ；
５ ． １ ５ ００ 词以上 ？ 具体统计数据如表 ２ ． ５ 所示 ．

表 ２ ． ５ 《每曰新闻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奧会报道篇幅的统计

报道篇幅数量 （篇 ）百分比 ＜
％

）

２００ 词以下 １ ９ ６ ．３

２００－

５００
词 １ ３ ６ ４４ ． ７

５００
－

１ ０００ 词 １ ３ １ ４３ ． １

１ ０００
－

１ ５００ 词 １ ７ ５ ． ６

１ ５ ００ 词以上 １ ０ ．３

总计 ３０４ １ ００

经统计 ， 《每 日新闻 》 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报道中 ， 篇幅为 ２００＞

５００ 词的报道最多 ，
达

１ ３ ６ 篇 ， 占 比 ４４ ． ７％
； 篇幅为 ５００－

１ ０００ 词的报道数紧随其后 ， 为 １ ３ １ 篇
， 占比 ４３ ． １％

； 篇幅为 ２００

词以下 、 丨 ０００－

１ ５００ 词的报道数较少 ， 分别只有 １ ９ 篇 、 １ ７ 篇 ， 分别 占比 ６ ．３％ 、 ５ ．６％
；１ ５００ 词以

上长篇报道最少 ，
仅有

一

篇 。 总体来看 ， 《每 日新闻 》 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的篇幅中 ，
以

中篇报道为主 ， 占绝对多数 ； 长篇 、 短篇报道较少 。

而在报道体裁上 ，
本研究根据编码结果及特征 ， 分为 以下 ６ 类 ： １ ．消息 ；

２ ＿通讯 ；
３ ，评论 ；

４ ．

专访 ；
５ ．深度报道 ；

６ ．特写 ；
７ ．其他 ． 统计结果如表 ２ ． ６ 所示 ．

表 ２ ．６ 《每 日新闻 》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体裁的统计

报道体裁 数量 （篇 ）百分比 （
％

）

消息 １ ６ ５ ． ３

２３



通讯 １ ７ １ ５ ６ ． ３

评论 ４ １ １ ３ ． ５

专访 ３ ６ １ １ ． ８

深度报道 ２ １ ６ ． ９

特写 １ ７ ５ ． ６

其他 ２ ０ ． ７

总计 ３ ０４ １ ０ ０

据统计 ，
过半数的报道体裁为通讯 ， 达 １ ７ １ 篇

，
远高于其他体裁 ？

， 评论体裁的数量排第二 ，

共 ４ １ 篇 ， 占 比 １ ３ ． ５％
； 专访体裁的数量与评论相近 ，

共 ３ ６ 篇
， 占 比 １ １ ． ８％

； 深度报道 、 特写及

消息类体裁数量较少 ， 分别为 ２ １ 篇 、
１ ７ 篇及 １ ６ 篇

， 占总数的 ６ ． ９％ 、
５ ． ６％及 ５ ． ３％

；
“

其他
”

类

的两篇报道皆为新闻综述 ，
仅为样本总量的 ０ ． ７％ 。

纖 １
｛
０ ． ３３％ ＞如．３３％

）

； ＇ ｆ
ｗｍｍ １ （０ ． ３３％ ） １ £

（
Ｓ＾ ６％ ｝ ４

Ｃ
１ ， ３２％ ｝

ｉｍｍ６６％
） １４ ｛４ ． Ｓ１％

）

衿写６ （ １
． ９７％ ） １０（ ３ ． ２９％

） １
（０ ． ３３％ ）

谇论９（之 ９６％ ｌ ２９ （９ ，５４％
｝

专访 戒５ ２６％
） １ ４ （

４ ， ６ １％
） Ｓａ ，Ｓ７％ ） １ ０２Ｓ

｜

祕 ６ ＾ ２０ ， ０７％ ） ５ ＜ １ ６４％ ） ３ （０ ９９％ ）

２００ －

５００ ５０ ＣＭ０Ｑ０ ２００以下 １００ＣＭ５００ １５００以上

１

图 ２ ． ５ 《每 日新闻 》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篇幅的体裁分布侧重

如 图 ２ ． ５
，
交叉来看 ， 对于消息体裁 ，

２ ０ ０ 词 以下的短篇 占多数 ，
用于 比赛结果的实时更新 ，

与其体裁特性相符 ； 通讯及专访体裁的报道篇幅以 中篇为主 ， 集 中分布于 ２００
－

５ ００ 词的区间 ，
也

有相当 比例文章的报道篇幅为 ５００ －

１ ０００ 词 ； 此外 ， 对于评论 、 特写及深度报道这三类 ，
由于体裁

特点 ，
中篇居多 。 而

“

其他
”

类中的新闻综述体裁皆为长篇报道 ，
且报道主题皆为赛事结果综述 。

可以发现 ， 在 《每 日新闻 》 对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报道中 ， 篇幅与体裁具有较大关联性 ，
篇幅

长短与体裁的形式 、 特征相吻合 。

综上 在 《每 日 新闻 》 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报道屮 ，
篇幅以 中篇为主导 ， 体裁多 以通讯

２４



为主 ， 从体裁上报道形式较为客观中 ； 但同时也伴随相当数量的评论体裁 ， 在中 国及国际局势紧

密相关的主题有明确态度展现 ，
对中 国的矛盾心态仍未改变 ．

２ ．２ ．２ 消息来源 ？

？ 西方话语的选择偏向

关于研究样本中的消息来源 ， 若同
一

篇报道中有相间类型的信源多次出现 ， 则只计数
一

次 ；

若同
一

篇报道中 同时出现多个消息来源 ， 则选取最主要的
一

种 ． 基于此 ， 本研究将消息来源分为

以下十类 ？

？１ ．政府机构／官员 ；
２ ．各国体育代表团 ；

３ ？体育组织 ，

？４ ．媒体 ；
５ ．北京冬奥会工作人员 ，

？

６ ．相关参赛人员 ；
７ ．专家学者 ；

８ ？无明显消息源 ；
９ ．模糊来源 ；

１ ０ ．其他 ． 具体统计结果见表 ２ ．７ ．

表 ２ ． ７ 《每 日新闻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消息来源的统计

消息来源类型 数量 （篇 ）百分比 （
％

）

政府机构 ／官员 ３ １ ．０

各国体育代表团 ３ １ ．０

体育组织 １ ３ ４ ．３

媒体 ３９ １ ２ ． ８

北京冬奥会工作人员 １ ０ ．３

相关参赛人员 ２００ ６５ ． ８

专家学者 ４ １ ． ３

无明显消息源 ３２ １ ０ ．５

模糊来源 ６ ２ ．０

其他 ３ １ ． ０

总计 ３ ０４ １ ００

通过统计分析 ， 《每 日 新闻 》 的 ２〇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在信源的引用上 ， 占比最大的是
“

相

关参赛人员＇ 远高于排第二的
“

媒体
”

； 其中 ， 消息来源为
“

相关参赛人员
”

的报道占比 ６５ ． ８％
，

高达两百篇 ，
而

“

媒体
”

类仅为 ３ ９ 篇 ， 占总数的 １ ２ ． ８％ ． 在
“

媒体
”

作为主要消息来源的报道中 ，

西方媒体 占绝对多数 ， 包括挪威广播公司 、 《 队报 》 、 美联社 、 《纽约时报 》 、 俄罗斯 ＲＢＣ 电

视台 、 塔斯社 、 《华盛顿邮报 》 、 法新社及路透社等 ，
而仅有 ５ 篇报道的主要信源为中国背景的

媒体 ， 如 ＣＧＴＮ 、 《南华早报 》 及 《环球时报 》 ， 可以看出 ， 《每 日 新闻 》 在选取媒体信源时仍

以西方的权威性为主 ． 此外 ，

“

无明显消息源
”

的报道篇数也较多 ， 有 ３２ 篇 ， 占 比 １ ０ ． ５％ ？ 消息

来源为
“

体育组织
”

的报道篇数紧随其后 ， 共 １ ２ 篇 ， 占 比 ４％
， 其中共 ５ 篇来 自 国际体育仲裁法

庭 （
ＣＡＳ

） ，
也包括瑞典奥委会 、 中 国奥委会 、 世界反兴奋剂组织 、 俄罗斯反兴奋剂组织 、 国际

滑冰联盟 （
Ｉ ＳＵ

） 、 荷兰滑冰联合会等体育组织 ； 消息来源为
“

专家学者
”

的报道 占比 １ ．３％
，
包

２５



括瑞典气象学家 、 苏格兰制冰专家及北京大学的医学专家 ，
大多是西方专业权威人士 ； 占 比 １％

的
“

政府机构 ／官员
”

类别 中 ，

２ 篇报道的信源为俄罗斯政府 ，

１ 篇的消息来源为时任香港特首林

郑月 娥 ， 其报道内容为香港的防疫政策 ； 同样 占 比 １ ％的
“

各国体育代表团
”

中 ，

３ 篇报道的消息

来源皆为瑞典代表团 ； 仅有
一

篇报道的主要消息来源为
“

北京冬奥会工作人员
”

， 为冬奥会志愿

者 ，
记者借其经历对疫情防控的影响进行特写 ； 同样地

，
在 ３ 篇信源为

“

其他
”

类别的报道 中 ，

记者通过刻画 中 国作家及普通北京市民的 日 常生活 ， 体现疫情防控政策对 中 国 民众的影响 ．

综上 ， 在对信源的选取上 ， 《每 日 新闻 》 的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仍 以西方信源和西方叙

事为主导 ； 而在报道 中 国的疫情状况 、 防疫政策或人权等议题时 ， 才会采用 中方背景的消息来源 ，

且大多为英文媒体 ， 如 ＣＧＴＮ 及 《南华早报 》 ． 这一定程度上证明 了东方叙事的弱势地位 ， 中 国

处于西方媒介框架的劣势 。

２ ＿２ ． ３ 图式结构 ： 背景与事件景况并重

梵 ＊ 迪克在 图式超结构的基础上 ，
进一步提出 了新闻 图式范畴的概念 ．

７ ６

其后 ， 臧国仁指明

了包含七大要素的结构框架 ， 分别为主要事件 、 先前事件 、 历史 、 结果 、 影响 、 归因 、 评估 。 区

别于梵 ？ 迪克
，
臧国仁对 中层次结构 图式分析的是每

一

篇报道的 中心主题 ， 将该报道的主 旨置于

新闻事件全程 中
，
以此判断该报道属于事件进程 中 的哪部分结构 ， 从而得出结构框架 。

７７

由于新闻报道不
一

定都涵盖所有图式结构 中的七大要素
＞本研究根据臧国仁的 中层 图式框架 ，

结合样本内容特点 ， 将 《每 日 新闻 》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的图式结构分为 以下五类 ： １ ．事件景

况 ；
２ ．反应及反馈 ；

３ ．评价分析 ；
４ ．预测 ；

５ ．背景 。 其 中 ， 若某
一

样本中包含两个及 以上的结构 ，

贝 Ｉ

Ｊ只选取其中最主要的
一

类
， 含义如下 ：

１ ． 事件景况 ： ２０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主要事件及其结果或影响 ；

２ ． 反应及反馈 ： 主要事件 中 的相关人物的反应或其表达的 内容 ；

３ ． 评价分析 ： 对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行为做出 的评析 ；

４ ． 预测 ： 以媒介身份对某
一

新闻事件的走 向进行分析判断 ；

５ ． 背景 ： 与主要事件有间接关系的背景 、 片段或历史描述 。

根据表 ２ ． ８
，
在 《每 Ｒ 新闻 》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 中 的 图式结构 中 ，

“

背景
”

类最多
，

达

１ ０ １ 篇 ， 占 比将近三分之
一

；

“

事件景况
”

类紧随其后 ， 共 ９ ８ 篇
， 占总数的 ３ ２ ． ２％

；
“

反应及反

馈
”

类共 ６４ 篇 ， 占 比 ２ １ ． １％
；

“

评价分析
”

及
“

预测
”

类相对较少 ， 分别仅为 ２４ 篇 、
１ ７ 篇

， 占

比 ７ ． ９％
、

５ ． ６％
，
远低于其他三类 。 本节将对此五类结构分别展开分析 ，

并辅以典型案 例 ， 探究

《每 日 新闻 》 对 ２ 〇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的结构框架 ．

７ ６

梵 ■ 迪克 ． 作为话语的新闻
［
Ｍ

］
． 曾庆香 ， 译 ． 北京 ： 华夏 出 版社 ，

２ ０ ０ ３ ： ５ ７
．

７ ７

臧国 仁 ．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 ： 媒介框架与真实 构建之 论述 ［
Ｍ

］
． 台北 ： 三民书局

，

２ ０ ０ ３ ： ３ ７ ．

２ ６



表 ２ ． ８ 《每 日新闻 》 ２ ０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图式结构类型的统计

阁式结构分类数量 （篇 ） 百分比 （
％

）

事件景况 ９ ８ ３ ２ ． ２

反应及反馈 ６４ ２ １ ． １

评价分析 ２４ ７ ． ９

预测 １ ７ ５ ． ６

背景 １ ０ １ ３ ３ ． ２

总计 ３０４ １ ０ ０

２ ． ２ ． ３ ． １ 事件景况

事件景况包括主要事件及其结果或影响 。 在体育报道中 ，
比赛过程与结果往往紧密相连 ， 因

此
，
本研究将主要事件和结果归为事件景况这

一大类 ， 将 《每 日 新闻 》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 中 ，

所有关于冬奥赛事的进展 、 动态以及各国奥运代表团所获得的成绩等都归人此类进行分析 ．

在 ９ ８ 篇
“

事件景况
”

的报道中 ，
共有 ４ ５ 篇报道以赛事结果播报的形式 出 现 ； 报道实时赛况

的文章有 ４０ 篇 ； 而同时报道了 比赛过程和 比赛结果的文章仅有 １ ３ 篇 ， 表明 《每 日 新闻 》 对
“

事

件景况
”

下的报道侧重于提供赛事基本信息 ， 并将赛事结果通报放在重要位置 。 根据报道数量与

事件热度
，
本节 以 《每 日 新闻 》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 中关于瑞典速度滑冰选手范德波尔 （
Ｎ ｉ ｌ ｓ

Ｇ ６ｒａｎ ｖａｎ ｄ ｅｒ Ｐｏ ｅ ｌ
） 和谷爱凌的主要文章为例 ，

一

窥
“

事件景况
”

结构 中 的典型报道模式 。

在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瑞典体育明 星 中 ， 《每 日 新闻 》 对范德波尔的报道最多 ，

且多是赛

况及 比赛成果的报道 ． 如 ２ 月 ６ 日登出 的文章 《范德波尔夺金时激动到颤抖 》 （办■ｒａｒｅ

办
， 就报道了范德波尔打破了世界纪录 ， 夺得 ５ ０００ 米速度滑冰冠军 ，

这也

是 他的第
一

枚奥运金牌 ． 该报道除了对激烈赛况和领奖时刻的细节进行刻画 ， 还重点描绘了其训

练的艰苦和顽强的意志 ； 在 ２ 月 ８ 日 的报道 《范德波尔欢呼夺得铜牌 》 （
ＯＳ－ｉｎｍｓ ｍ ｅｄ ｖａＨ ｒｆｅｒ Ｐｏ ｅ ／

中 ，
主要体现范德波尔 作为顶级体育明 星的影响力及感染力 ： 在范德波尔的欢呼

和鼓励下 ， 瑞典队击败了卫冕冠军 ，
夺得了混合冰壶项 目 的铜牌 ；

２ 月 １ ２ 日 的报道 《范德波尔打

破了 自 己的世界纪录 》 （
Ｓｄｓ ｌａｋｔａｄｅ ｖａｎｄｅｒ Ｐｏ ｅ ｌ ｓ ｉ ｔ ｔ ｅｇｅ ｔ ｖｉＭｄｓｒｅｋｏｒｃＴ

ｊ 中 ，
重点、描绘了范德波尔

在赛场上的英姿 ： 打破了世界纪录 ，
比他 ２ ０２ １ 年世锦赛上创造的世界纪录还快了两秒 ， 并夺得

他的第二枚奥运金牌 ．

在 《每 日 新闻 》 对谷爱凌的报道 中 ， 其国籍情况是除了赛况外话题度最高的议题 。 如 ２ 月 ８

日 的文章 《

“

谷爱凌令我们为 中 国骄傲
”

》 （

”

￡
＇

ｚ７ｅｅ ７ ７ Ｇｗ ｇ（ｊＶ ｏｗ ５ ／ｏ ／／ｆｌ （５ ｖｅｒ Ａ７？ ＜ｊ

”

） 中 ， 除了将谷

爱凌夺得金牌的过程描述为
“

紧张而兴奋
”

，
还借采访群众之 Ｌ 丨 表达 了对谷爱凌国籍 问题的客观

立场 ： 谷爱凌有资格选择 自 己 为哪个国家而战 ．
２ 月 １ ８ 日 《新秀谷爱凌

——第二枚奥运金牌 》 （Ｗｖ

２ ７



Ｈｐ／ｍ
＇

ＯＴ ／ｎｇ ａｖ及７ｅｅ？ＧＭ ａｎ ｔ／ｒａ 仍－

即 ／伽
） 除了报道激动人心的夺金盛况 ，

也提及其模糊的国籍

立场引起了美国舆论非议 ． 这一定情况上体现了 《每 日 新闻 》 对谷爱凌事件的 中立态度 ，
能较客

观地报道谷爱凌的 比赛成绩和国籍状况 ．

２ ．２ ．３ ．２ 反应及反馈

反应及反馈
，
指人物对主要事件或背景所体现的反应 内容 ． 在本研究 中 ，

此项大多为 《每 日

新闻 》 对运动员 的采访或专访 ，
具体包括工作人员 、 运动员 、 教练及其他相关人士对 ２０２２ 年北

京冬奥会赛况赛果或奥运相关事件的反应 。

在 ６４ 篇
‘ ‘

反应及反馈
”

类的样本 中 ， 《每 日 新闻 》 主要围绕运动员 、 相 关工作人员及教练

对赛况 、 训练和 比赛的态度看法进行报道 ，

也提及疫情防控及体育丑闻等方面 。 以范德波尔的训

练情况为 例 ，

２ 月 ５ 日 的报道 《
Ｐ ｉ ｃｈ ｌ ｅｒ 评价范德波尔 ：

“

他训练的次数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多
”

》

（
Ｐｉｃｈ ｌｅｒ ｏｍｖａｎｄｅｒ Ｐｏｄ ：

’ ’

Ｈａｎｔｒｍａｒ ｍ ｅｒ 如ｎｄｇｏｎａｎｎ ａｎ
ｊ
ａｇ

ｔｒＵｆｆａ ｔ

”

） 中写道 ， 瑞典奧委会工作

人员 Ｐ ｉ ｃｈ ｌ ｅｒ 表示 ，
没有人能复制范德波尔的训练方式 ， 但希望这位滑冰之王革命性的训练知识能

复用 到瑞典体育界 ； 此外 ， 瑞典体育明星范德波尔的观点也是
“

反应及反馈
”

中的重点 ， 《每 日

新闻 》 在 ２ 月 １ ４ 日 就范德波尔对北京举办冬奥会的看法进行解读 ， 《范德波尔谈 中 国奥运 ：

“

极

不负责的
”

》 （
如《 办厂 尸〇￡／ 〇 ；？ 沿《〇 －０５

１

：

”

￡
１

；价￡？！ ／ 〇〇？奸〇 ／

＂

你
”

） ，
指出范德波尔在完美结束所有

赛程并 回到斯德哥尔摩后 ， 首次提出对 中 国举办冬奥会的看法 ： 奥运会承载着团结世界各族人民

的使命 ， 将其主办权交给极度侵犯人权的 中 国政府是非常不负责的 ； 值得
一

提的是 ， 滑冰之王范

德波尔的批判态度同样指向荷兰 。
２ 月 ９ 日

， 报道 《范德波尔反对荷兰 ：

“

这是腐败
”

》 （
Ｍｆｃ画

ｃ？ｅｒ 尸ｏｅ ／如
？

每如 ／ｇｅｎ ｊＶｅｒｆｅｒ／由 ！ｒｆｅｒ ）ｗ ．

？

”

Ｚ）ｅ ／ Ｊｒ
”

） 中就提到 ， 荷兰滑冰联合会对

冬奥主办方进行游说 ， 以期让比赛场地更契合荷兰队员 的偏好 ， 范德波尔对此强烈批评 ； 而荷兰

滑冰联合会也快速给出 回应 ， 在 ２ 月 ９ 日 文章 《荷兰 回击范德波尔 ：

“

言过其实
”

》 （
Ａｆｅｔｅ你

？ｆＷ ｒ ／ ／ ／ ／ＺｗＡａ ｍ ｏ ／ ｖａＨ ｔｆｅｒ Ｐｏ ｅ ／ ．

．

＾ ？ Ｖ（Ｊｎ ｃｆｅｒ ｖ ｉｉ

＿

Ｗ／ｇ／ ５７ｏｒｆｌ 〇 ／

＊

ｃｒ
’

） 中写道
， 荷兰滑冰联合会对范德波尔

的批评进行驳斥 ， 关注场地制冰情况是正常行为 ，

且荷兰方面也无权改变冰面的温度等细节 ； 同

时 ， 《每 日 新闻 》 也客观报道了范德波尔的竞争对手对这件事的看法 ， 据 ２ 月 １ 〇 日 的文章 《荷

兰竞争对手的指控 ： 范德波尔
“
一 ．

个奇怪的人
＂

｝ （
Ｎｅｄｅｒｌｄｎｄｓｋｅ ｋｏｎｋｕｒｒｅｎ ｔｅｎｏｍａｎｋｌａｇｅ ｌｓｅｒｎ ａ ：Ｎｉ ｌｓ

ｖ咖 血
．

Ｐｏ ｅ ／

”

四 ｗＷａ—出
？

”

） 报道 ， 来 自荷兰的 ５ ０００ 米速度滑冰银牌得主对范德波尔批判行

为感到 闲惑 ， 因荷兰队対冰质的测量是常规操作 ， 并未影响制冰人员 的判断与工作 。

此外 ， 《每 口 新闻 》 也刻画 了运动员及教练们对中 国防疫措施和冬奥场地的不适应 。 ２ 月 ５

日 的文章 《 Ｔ ｒｅＫ ｒｏｎ ｏ ｒ 队感染新冠的运动 员解除隔离 》 （
Ｔｒｅ Ｋｒｏｎ ｏ ｉ

＇

ｓｐｅ ｌａｒｅｕ ｔｅｕｒ ｃｏｖｉｄｋａｍ ｎ ｔｄｎ
＇

ｆ

中写道 ， 几位 曲棍球队 队员在机场的核酸结果呈 阳性 ， 在奥运村的核酸检测结果为 阴性 ， 却也不

得不推迟于 ２ 月 １ ０ 日 的赛程 ； 同
一

天 ，
也 出 现了挪威选手没戴 口罩就拥抱队员的举动 ： 《挪威

在夺金热潮 中违反了防疫规定 ：

“

情不 自 禁
”

》 （
Ｗｗ

？

客

２ ８



报道 ，

一

位被定义为
“

密切接触者
”

的挪威运动员在夺冠后激动地与 队友拥抱 ，
但

在领奖台上与其他运动员保持了
一

臂的距离 ？ 为此 ，
这位挪威运动员表示并不清楚会因为违反防

疫规定 而 受 到 怎 样 的 处 罚 ；
２ 月 ２０ 日 的 文 章 《 国 家 队 主教 练 ： 我 不 愿 意再 来 到 这里 》

Ｊａｇ 
Ｗ／ ／ 如ｅｆｏｗｗ ｉ ａ中也提到

， 瑞典国家队主教练
Ａ ｎｄｅｒｓＢｙｓ ｔｒＳｍ

表示 ，
张家 口 当地的气候及雪场环境不适合比赛 ，

且赛场上没有观众 ， 缺乏比赛氛围 ．

通过以上分析 ，
可 以看出 ， 《每 日 新闻 》 对

“

反应及反馈
”

类别的报道除了成绩和比赛过程

夕 卜
，

还兼顾运动员的训练 日 常 ，
并常常通过采访工作人员和教练员 ，

立体呈现人物观点与形象 ？

２ ＿ ２ ．３ ．３ 评价分析

评价分析是对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行为做出 的评析 。 本研究主要指记者或其他专业人士关于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赛事及相关背景的分析 ． 其中 ， 文章作者多为 《每 日 新闻 》 记者或评论员 ， 文

章体裁是 《每 日 新闻 》 中关于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的评论性文章 ，
或 以评论 、 分析为主的深

度报道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
“

评价分析
”

的 ２４ 篇报道 中
， 占主导地位的并非冬奥赛况 ，

而是对

体育丑闻及 中 国社会状况的质疑与探讨 。

关于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状况 ，

２ 月 ２０ 日 发布的评论文章 《被抵制的冬奥会在 中 国被

誉为成功 》 （
Ｘｗ ／ａｇｒｆ

■ｓｍｃｃＪ ／ ＆ ａ
） 中 ’

将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状况描

述为
“

高高的围栏将奥运酒店与居民隔开 ，
居民也永远没有机会购买 比赛门票 唯一明显的成

功是奥运吉祥物冰墩墩——但为 了购买这个包裹在冰壳 中 的熊猫玩偶 ，
人们在寒冷的温度下睡在

室外排队 。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在 《每 日新闻 》 评论员的笔下被评价为

“

空荡荡的看台 、 兴奋剂丑

闻 、 政治抵制 、 流行病和 战争威胁
”

。 此外 ，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期 间 中 国的重大社会事件也在本

文中被给予了关注及评价 ，

“

中 国人庆祝了他们的奖牌获得者 ，
但
一

段关于
一位八个孩子的可怜

母亲在厕所里被锁在脖子上的视频引 发了更大的参与度
”

， 负面倾 向 明显 ．

关于运动员 ， 除了基本的赛事分析和结果评价 ， 《每 日 新闻 》 对华裔美国运动员也进行了评

价 。
２ 月 １ ２ 日 发布的报道 《华裔美国人如果不在北京奥运会上获胜就会被嘲笑 》 （

沿”６皿 ；抓汝 ＜７赠
－

中写道 ， 美籍华人陈巍代表美国 队夺得花样滑冰金牌后 ， 在

中 国社交媒体上被 中 国 网 民形容为
“

马戏团的猴子
”“

即使他是奥运冠军 ， 侮辱 中 国也不行

而在归化运动员 中 ，
花样滑冰选手朱易 的成绩和遭遇与 自 由滑雪选手谷爱凌的荣誉形成鲜明对比 ，

“

成功的人会得到拥戴 ， 失败的人则会遭到指责
”

． 《每 日 新闻 》 评论 员分析这
一

现象时 ，
直接

指 出 ， 在中 国 民族主义抬头 ． 与美国的关系冻结的背景下 ， 华裔美国运动员尤其容易受到伤害 ．

此外 ，
俄罗斯运动员的年龄问题也被 《每 曰 新闻 》 重点批判与评价 。 发表于 ２ 月 １ ５ 曰 的评论文

章 《 Ｊ ｏｈ ａｎ Ｅｓｋ ： 是时候禁止儿童参加奥运会 了 》 （
＞／〇 ／圆 ６ ￡？７７／５ ／力／

＂办 ＯＳ
） 就

对此事件做出评价 ： 应该将运动员 的年龄限制设在 １ ８ 岁 以上 。 体育仲裁法庭 （
ＣＡ Ｓ

） 在俄罗 斯

花样滑冰运动员瓦利耶娃的兴奋剂丑闻后 ，
仍然做 出 允许其参与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判决 ，

理

２ ９



由是
“

她还是个 １ ５ 岁的孩子 ，
不参加奥运会会对她造成伤害

”

， 这令体育界哗然 。

在运动员赛果分析上 ，

２ 月 １ ５ 日 的评论文章 《 ＪｏｈａｎＥ ｓｋ ：ＦｒｉｄａＫａｒ ｌ ｓ ｓｏｎ 的 比赛让我想起 Ｐｅｒ

Ｅ ｌｏｔｓ ｓｏｎ 》 （
Ｊｏｈａ ｎ ￡ｓｋ： Ｆｒｉｄａ Ｋａ ｒｌｓｓｏｎｓ ｓｍＵＨ

ｇｅｒ ｍ ｉｇ

ｖｉｂｂａ ｒ ａｖ Ｐｅｒ ￡ｌｏｆｓｓｏｎ ） 指出 ， 就像参加２ 〇〇２

年盐湖城冬奥会的 Ｐ ｅ ｒ Ｅ ｌ ｏｆｓ ｓｏｎ
，
滑雪运动员 Ｆｒ ｉ ｄａＫａ ｒ ｌ ｓｓｏｎ 在举国期盼下承受了 巨大的夺金压力 ，

并最终 比赛失误 ． 评论员对 Ｋ ａ ｒ ｌ ｓ ｓ ｏｎ 的失误进行了详细分析 ，
包括训练时间 、 心理状态及 比赛的

场地状况 。

综上 ， 评论评价大多不是从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赛况展开 ，
而是针对疫情防控的影响和特定

体育丑闻的评论评价 。 《每 日 新闻 》 的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 中
，

一直将防疫措施与政治相关

联 ，
对中 国进行政治上的评论 ，

且情感倾向多为指责与抨击 。 所谓评论 ， 必然有观点 ， 这
一

定程

度上说明 ，
由于意识形态等原 因 ， 《每 日 新闻 》 在报道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相关的防疫措施和 中

国对外关系时坚持负面的情感基调 ，
巩固和扩张西方叙事的话语霸权 。

２ ． ２ ＿３ ．４预测

预测指媒体或代表媒体的记者 、 评论员对某
一

新闻事件的走向进行分析判断 。 整体上 ， 《每

日 新闻 》 的赛事预测 比较严谨 ， 较少地带有主观猜测与个人偏好 ， 更多地采取了 中立的态度报道

相应客观事实 ．

《每 日 新闻 》 的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 中
，

“

预测
”

类报道主要用于瑞典选手的奖牌预测

及比赛过程中将要面临的潜在挑战 ． 其 中 ，
对范德波尔的夺金预测是重点 ， 如 ２ 月 ５ 日 刊登的 《 范

德波尔夺金机会增加 了抽签抽 中最后
一

对 》 （
ｖ〇 ７ ｉｄｅｒ Ｐｏ ｅ ／ｓ

ｇＭＷｃＡｗｗｅｒｄ

＇

ｔｏ ｒ  ｚ

＿

心如

Ｐｆｌ ｒ ） ， 就预测 了抽签结果对范德波尔十分有利 ： 他能设定
一

个圈速表来匹配最佳时间 ，
并在收

尾时增加 圈数 ； 此外 ，
对选手夺得奖牌过程 中 的 困难也有提及

，
如 ２ 月 １ ８ 日 的报道 《这名 十几

岁 的少年是 
ＴｒｅＫｒｏｎｏｒ队奥运奖牌的威胁 》 （

ｒ〇ｎ ｉｉｎ） ！ｇｅ？ ／ ； ｏ （ｅ ／ ｗ ｏ ／ＯＳ－

ｍｅ ｃ／ｆｌＯＶ７＞
＿

ｅ

就指出 ，

ＴｒｅＫｒｏｎｏ ｒ 曲棍球队必须提防
一

位俄罗斯队员 １ ７ 岁 的天才少年 Ｊｕｒａ
ｊ
Ｓ ｌ ａｆｋｏｖｓｋｙ ． 尽

管他是俄罗斯队最年轻的球员 ， 但他在奥林匹克冰场上发挥出色 ，
并且以五个进球的战绩成为球

队最佳射手 ， 是瑞典队的最大挑战 。

２ ．２ ＿ ３ ．５背景

“

背景
”

指与
“

事件景况
”

有关联的社会背景或历史片段 。

７ ８

在本研究 中主耍包括冬奥会的

发展历程 、 运动员 的成长训练经历或过往运动成绩以及 ２０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举办时的社会背景等 ．

《每 日 新闻 》 的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 中 ，
背景介绍的报道高达 １ ０ １ 篇

，
是 占 比最大的 图

式结构类型 。 其中 ，
对运动项 目 和运动员报道篇数远低于疫情和 国际政治等方面的背景介绍 。 这

主要归结于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举办前后引人注 目 的体育丑闻 、 防疫措施及地缘政治冲突 ； 而冬

７ ８

臧国 仁 ．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 ： 媒介框架与真实构建之论述 ［
Ｍ

］
． 台北 ： 三民书局

，

２ ００ ３ ： ５ ７ ．

３ ０



奥会运动项 目在瑞典普及程度较高 ，
比赛项 目 多为普通 民众 日 常可接触的 ，

这
一

定程度上也导致

了
“

背景
”

框架下运动赛事相关报道较少 ．

在
“

背景
■ ■

类别 中 ， 中 国 的疫情防控政策是此类 目 下被报道最频繁的议题 ． 除了对运动员 隔

离和
“

奥运泡泡
”

导致的冷清景象的频繁报道 ，
中 国坚持清零的 内在原因也被报道 ，

如 ２ 月 １ ５

口 的文章 《
Ｔｏｒｂ

ｊ
Ｓｍ Ｐ ｅ ｔｅ ｒ ｓｓｏｎ ： 如果 中 国放任不管 ， 每天有 ６０ 万人面临被感染的风险 》 （

ｒｏｒｔｙ
＇

Ｊｒｎ

■Ｐｅ ／ｅｒｗｏｎ ．

．

 ６０００００ ｓｍ ／ Ｚｔｅｓ ｃｔｏｇ ） 就提到 ， 中 国坚持动态清的

重要原因是疫苗的有效性 ： 中 国疫苗的有效性很早就被证明不如西方研发的疫苗 ． 但抗击新冠肺

炎的清零策略也表明 中 国能够处理
一

些西方民主国家无法处理的事情 。

同时 ， 《每 日 新闻 》 也用 了较大篇幅对主办国 中 国的政治 、 防疫状况进行介绍与质疑 。 如开

幕式当天发表的文章 《 中 国作为 ２００ ８ 年和 ２０２２ 年奥运会的主办国——这个国家发生的变化 》

｛
ＫｉｎａｓｏｍＷｒ＜ｉ

＿／
５＞ｆｔ？ ２ ０财 ｏ ｃＡ２０２２  ／ｗ ｒ写道 ，

２００ ８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

会时 ，
人们希望 中 国能朝着更民主的方 向发展

，
对于民众而言 ， 就像

一

场盛大的派对 ； 而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举办时 ，
主办国是

一

个更富有却更专制 的国家——批评者被监禁或被迫转入地下 ，

审查也更严格 。 中 国在人权等领域对西方的批评发起进攻 。 大流行期 间开发的健康应用程序已成

为党控制行踪和阻止旅行的有效工具 ． 奥运会不欢迎外国人 ，
中 国普通民众买不到票 ，

活跃的人

陷入了无法进人的泡沬之 中 ，
这一切都是因为疫情和 中 国对病毒的零容忍 。 此外 ， 言论 自 由是本

文批判的核心 ： 体育明星被警告 ， 如果
“

违反中 国的法律法规
”

发表言论 ，
他们将受到惩罚 。 外国

记者越来越多地受到警察的阻碍 ， 并在工作时受到骚扰 。 这同样也体现在 ２ 月 ５ 日 发布的报道 《奥

运记者在转播 中被赶走 》 中 ： 荷兰电视台记者在直播

中被一名 中 国保安推离镜头 ． 这一切都发生在奧运会开幕之前 ， 这段视频现在正在国 际上传播 ．

不幸的是 ， 这已成为 中 国记者越来越普遍的 口 常事件 。

除了 中 国 ， 《每 日 新闻 》 也发布了
一

系列文章介绍俄罗斯的体育丑闻 ． 如 ２ 月 ２０ 日 的报道

《瑞典奥委会谴责俄罗斯 ：

“

系统地作弊行为涉及虐待 儿童的原则性问题
”

》

ｍ ｏ ｆ Ｒｙｓｓ ｌａｎｄ：
”

Ｆｕｓｋａｒ ｓｙｓ ｔｅｍａ ｔｉｓｋｔｏｃｈｂ ｅｄｒ ｉｖｅｒ ｉ ｐｒ ｉｎｃ ｉｐ
ｂａｒｎｍ ｉｓｓｈａｎｄｅ ｌ

”

） 就对瑞興奧委会的态度

进行详细 阐释 ： 瑞典奥委会代表对俄罗斯提 出严厉批评 ，
不仅于滥用兴奋剂 ，

还包括系统性地虐

待未成年运动员的行为 。

综上 ， 在图式结构 中 ， 《每 日 新闻 》 的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对赛事赛况的报道保持 了专

业性 ，
能 中立客观地报道和预测 比赛结果的 ， 同时兼顾相关参赛人员的反应及反馈 ， 使读者能够

接触到赛场胜负之外的其他故事 ． 但在重点事件报道中 ， 《每 日 新闻 》 主要 以评论引导舆论 ， 侧

重于与其立场相左的事件 ， 尤其针对中 国与俄罗斯 ， 与
一

贯西方叙事相
一

致 ， 仍未摆脱西方话语

的桎梏 ．

３ １



２ ．３ 低层次框架分析

臧国仁的低层次框架分析主要通过微观层面的字词 、 修辞等方面分析 ，
探究新闻文本背后的

错综复杂的权力结构与立场 ．

７ ９

在对 ３ ０４ 篇研究样本进行仔细阅读后 ， 本研究选取 ３ ０ 篇最能反映

《每 日 新闻 》 对中 国及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立场与态度的报道 ，
对其进行低层次的话语分析 ，

选

取的依据如下 ： １ ．主要报道对象为 中 国 ；

２ ．报道的倾 向性以 中立和负面的为主 ；
３ ．报道主题上 ， 选

取能体现 《每 日 新闻 》 意识形态及价值立场的相关主题 ，
如关于政治 、 疫情防控 、

２０２ ２ 年北京冬

奥会筹办情况等方面的样本 ；

４ ．报道体裁以通讯 、 特写 、 深度报道和评论为主 ． 综上 ， 最终选取

低层次框架分析的研究样本 ３ ０ 篇 ， 详见附录 Ｂ
．

２ ．３ ． １ 词酿用 ： 再现隐含的价歡场

通过对新闻文本词汇选择的分析 ，

可挖掘 出语篇背后的意识形态 。

ｓ ｅ

在新闻报道 中 ，
通过研

究词语的运用 ， 能有效地挖掘出作者主要的传播内容与态度倾 向 。 本节基于 ３ ０ 篇样本 内容 ， 选

取具有代表性的词汇
，
并按照主题及含义进行归类整理 ，

分析 《每 日 新闻 》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

道隐含的意识形态和立场态度 ， 探究 《每 日 新闻 》 对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理解与认知 。

２ ．３ ． １ ． １
“

独裁政治
”

下的社会现状

《每 日 新闻 》 在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 中 ， 始终将 中 国当局形容为
？ ＇

独裁
”

 （
ｄ ｉｋｔａｔｕｒｅｎ

） ，

中 国社会是
一

个
“

监视社会
”

 （
６ｖ ｅｒｖ ａｋｎ ｉｎ

ｇ ｓ ｓａｍ ｈ ａ ｉ ｌ ｅ
） ，

“

审查
”

 （
ｃ ｅｎ ｓｕ ｒｅｎ ） 无处不在 ，

２００ ８ 年

北京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感觉就像另
一个时代 ； 同时 ， 其将新疆维吾尔人的境遇描述为

“

种族灭

绝
”

 （
ｆｏ ｌｋｍ ｏ ｒｄ

） ，

西藏被警方
“

铁腕控制
”

 （ ｐｏ
ｌ ｉ ｓ ｉ ｉｉｒｔ

ｊ
Ｓｍｇｒｅｐｐ ） ， 香港的 自 由也

“

被粉碎了
”

（
ｆｒ ｉｈ ｅ ｔ ｅ ｎ ｋ ｒｏ ｓ ｓ ａ ｔ ｓ

） ； 此外 ， 《每 口 新闻 》 对彭帅事件也给予了相当 的关注 ，
将整件事定性为

“

网

球明星对共产主义皮条客的指控
”

 （
ｔｅｎｎ ｉ ｓｓ ｔ

ｊ
ａｍ ａｎａｎｋ ｌ ａ

ｇａ
ｄ ｅｅｎ ｋｏｍｍｕｎ ｉ ｓ ｔｐ

ａｍ
ｐ ） ，

《每 日 新闻 》 在描述 中 国各地现状时 ， 大多使用被动语态 ， 意在表明特定个体与西藏 、 香港

等地被中 国 当局压迫 ，
暗含着对 中 国政府维护国家利益 、 保证社会稳定的否定 ， 以及对中 国政党

执政合法性的质疑 。 《每 日 新闻 》 将此类叙述方式频繁用于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的新闻文

本 ，
无形 中将媒体的意识形态偏见与立场灌输给受众

， 使其无形 中认同 中 国的负面形象 。 这些对

中 国不实猜测和臆想 ，

体现了 《每 日 新闻 》 对中 国当局的行为进行了预设 ，
使得受众在词汇的建

构 中不 自 觉地接受对中 国 的敌对立场与情感偏 向 。

２ ．３ ． １ ． ２ 中外关系 ： 亲俄反美

７ ９

臧国 仁 ．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 ： 媒介框架与真实构建之论述 ［
Ｍ

］
． 台北 ： 三 民书局 ，

２ ０ ０ ３ ： ４ １ ．

８ １ １

梵 ？ 迪克 ． 作为话语的新闻 ［
Ｍ

］
． 灼庆香 ， 译 ． 北京 ： 华夏出 版社 ，

２ ０ ０３ ： １ ３ ２
．

３ ２



在中外关系上 ， 《每 日新闻 》 重点报道 中美关系和 中俄关系 。 其中 ， 中美关系被形容为
“

冻

结
＂

（
ｂｏ ｔｔｅｎｆｒｕｓｎ ａ

） ， 中方与俄方联手与美国较量 。 这在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赛场上具体表现为 ，

曲棍球比赛中美国 队对阵俄罗斯队时 ，
主持人

■ ？

欢迎美国 队
”

的呼声遭到沉默 （
ｔｙｓ ｔｎａｄ

） ，
而俄

罗斯队受到欢呼 ．

？ ■

冻结
”
一

词直指当下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明显对立
，
表达 出 《每 日 新闻 》 对 中

美关系的揣测 ，
直接揭示 出 了 中美关系在疫情期 间的恶化 ， 表明瑞典等西方国家＾

？

中 国含有
一

定

程度的敌对情绪 。

２ ．３ ． １ ． ３ 精英运动员与
“

特权
”

《每 日 新闻 》 对 中 国运动员 的背景和训练方式给予了较多关注 ： 以优异成绩夺得奖牌的谷爱

凌和苏翅鸣出身于富裕家庭 ， 注重
－

个人主义
”

 （
ｉｎｄ ｉｖ ｉ ｄｕ ａ ｌ ｉ ｓ ｔｅｒ

） ，
最重要的是

，
他们远离国家

体育学校的集体培养 。 这打破了 以往的规范 （
ｂｒｙ ｔｅ ｒ ｍ ｏ ｔ ｄｅｎ ｔ ｉｄ ｉ

ｇａｒｅ ）
，

而谷爱凌的国籍问题也被多次报道 。 《每 日 新闻 》 将谷爱凌代表中 国 队参赛形容为
“

被共产

党收买
”

 （
ｌ ＆ｔ ａ ｓ ｉ ｇ ｋ６ｐａ ｓ ａｖ ｄｅ ｔ ｋ ｉｎ ｅ ｓ ｉ ｓｋ ａ ｋｏｍｍｕｎ ｉ ｓ ｔｐ

ａｒｔ ｉ ｅ ｔ
） ，

这引起了美国社交媒体上的
°

仇恨

风暴
”

 （
ｈ ａ ｔ ｓ ｔｏｒｍ

） ， 此夕 卜 ， 在 中 国打击明星崇拜 （
ｓ ｌ ａ

ｇ
ｉ ｔ ｎｅｄ ｍｏ ｔ ６ｖｅｒｄｒ ｉｖ ｅｎ ｓ ｔ

ｊ
ａｍｋｕ ｌ ｔ

） 和清洗饭

圈 （
ｒｅｎｓ ａｔ ｕｐｐ ｉ ｆａｎｋｌｕｂｂａｒ

） 的大背景下 ， 名人不被允许炫富 ， 但谷爱凌适用完全不同 的规则 （ ｇ Ｓ
ｌ ｌ ｅ ｒ

ｈ ｅ ｌ ｔ ａｎｄｒａ ｒｅｇ
ｌ ｅｒ

） ？

《每 日 新闻 》 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进行报道时 ，
直接赋予了

“

国家体育学校的培养
”

明显

的否定态度 ． 这不仅质疑了 中 国对培养运动员的举 国体制 ， 还肯定了 偏西方化的
“

个人主义
”

训

练方式的优越性 。 此外 ， 将谷爱凌代表中 国 队参赛贴上
“

被共产党收买
”

的标签
， 表明其对 中 国

代表团和 中美民间舆论存在误解 。 在名 人崇拜上 ，

“

打击
’ ’

与
“

清洗
”

等词妖魔化了 中 国对资本

的打击 ，

“

共同 富裕
”

并非无差别地打击所有名 人 ，
而对谷爱凌的绝对个人崇拜浪潮也与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奧会期间的 中 国 民间舆论不符 ．

２ ．３丄４ 政治宣传与言论 自 由

在言论 自 由方面 ，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被 《每 日 新闻 》 描述为 自 １ ９ ３ ６ 年柏林奥运会 以来
“

最

令人作呕的
”

 （
ｄｅ ｔｍ ｅ ｓ ｔｍ ｏ ｔｂ

ｊ
ｕｄ ａｎ ｄｅ

）
— ■

次 ， 运动员被堵住 了 嘴 巴
（

ｉ ｄｒｏｔｔａ ｒｅｈ ａｒｂ ｅ ｌ ａｇｔ ｓｍ ｅｄ

ｍ ｉｍｋａｖ ｌ ｅ
） ，

志愿者要在得到
“

特别许可
”

 （
ｓ Ｓｒｓｋ ｉ ｌ ｔ  ｔ ｉ ｌ ｌ ｓ ｔＳｎ ｄ

） 后才被允许与外国人谈论疫情防控

政策 。 在
“

敏感
”

 （
ｋｍ ｓ ｌ ｉ

ｇ ｔ
） 事件前夕 ，

＇ ■

被喝茶
”

 （

ｂ ｌ ｉｄｒｕ ｃｋｅｎｔｅｍ ｅｄ
） 现象也普遍发生于重

要城市 ． 其 目 的不再是过去那样为了
“

防止采访和异议
”

（
ｆＳ ｒｈ ｉ ｎ ｄ ｒａ ｉｎ ｔｅ ｒｖ

ｊ
ｕｅ ｒｏ ｃｈ ｋ ｒ ｉ ｔ ｉ ｓｋａｕ ｔ ｔａ ｌ ａｎｄ ｅｎ

） ，

而是传达警告 ：

“

消失并保持安静
”

 （
ｆｂ ｒｓｖ ｉｎｎｏ ｃｈｈ Ｓ ｌ ｌ ｔｙ ｓ ｔ

） ，

此外 ， 国 际奥委会也被认为取代 了 中 国 国家电视台的功能 ，

巴赫完全
“

被中 国宣传机器压倒

了
”

 （
ｂ ］ ｉｖ ｉ ｔ ｆｕ ｌ ｌｋｏｍ ｌ ｉ

ｇ
ｔｄｖ ｅｒｋｄ ｒｄａｖｄ ｅｎｋ ｉ ｎ ｅｓ ｉ ｓｋ ａ

ｐｒｏｐ
ａｇａｎ

ｄ ａ ａｐｐａｒａ ｔｅｎ
）

。 每次２ 〇２２年北京冬奥会

３ ３



的 电视转播都是
“

种族灭绝
ｎ

 （
ｆｏ ｌｋｍｏｒｄ

） 期间该政权
“

政治宣传
”

 （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ｓｋａ
ｐ

ｒｏｐ
ａ
ｇ
ａｎｄａｎ

） 的

一

部分 ？ 同时 ， 《每 日 新闻 》 也将北京奥运会形容为
一

个
“

政治舞台
”

 （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ｓｋａｒｅｎ ａ

）
： 主办

方 中 国
一

再强调 （
ｕｐｐ

ｒｅｐ ａ ｔ
） 不应把体育与政治混为

一

谈 ， 但在奥运会新闻发布会上 ， 中方发言

人严家荣
“

不请 自 来
”

地提出 了政治观点 （
１）他 丫３ １１ 〗 丨 ３ １

＇

０叩 （＾ １？１ １ １ ３ １ 丨 １１
）

．

中 国
一

贯奉行和平崛起的发展路径 ， 但 《每 日 新闻 》 将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与 １ ９ ３ ６ 年桕林奥

运会相提并论 ， 暗指中 国与二战前的纳粹德国有
一

定相似度 ， 曲解 了 中 国的政治体制与政治立场 。

同样地 ， 《每 日 新闻 》 将中 国政府对不当言论的正常监管污名化为
“

防止异议
”“

镇压异见人士
”

。

与此 同 时 ， 《每 日 新闻 》 也曲解了新疆维吾尔族人的境遇 ， 将职业培训夸大为
“

种族灭绝
”

， 并

将中 国发言人防卫性地对新疆状况的澄清行为上升为
“

不请 自来地谈论政治
”

． 总体来看 ， 《每

日 新闻 》 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和 中 国 国家形象存在明显的抹黑现象 。

２ ＿ ３丄５ 疫情防？施与
“

奥运泡泡
，

在 《每 日 新闻 》 的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中 。 中 国处理疫情的策略
一

方面被形容为
“

西方

民主国家无法处理的
”

 （
ｖａｄ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 ｉ ｅｒ ｉ ｖＳｓｔ ｉｎｔ ｅ ｋ ｌ ａｒａｒ ａｖ

） ，
另
一

方面 ， 也将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奧

会 中 的
“

奥运泡泡
”

 （
ＯＳ

－ｂｕｂｂ ｌ ａｎ
） 进行夸大表述 ： 有机玻璃将泡沬 内外的两群人隔开 。

一

大群

守卫也保证了两个世界不会相遇 。

上述内容体现了 《每 日 新闻 》 对于 中 国特色防疫模式的矛盾心态 ： 认同 中 国能做到西方国家

办不到的事 ，
但仍无限放大中 国防疫政策的消极面 ． 瑞典长期 以来对中 国的政治制度抱有偏见 ，

因此包括 《每 日 新闻 》 在 内 的瑞典主流媒体始终认为 中 国政府坚持
“

人民至上 ，
生命至上

”

、 为

人民谋利益是不可理解的行为 。

２ ．３ ． １ ． ６
“

毛骨悚然的
”

冬奥会筹办状况

在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筹备上 ， 《每 日 新闻 》 的评价为
“

令人毛骨悚然的
”

（

ｋｕ ｓ ｌ ｉ

ｇ ｔ
） ，２ ０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主办方中 国企图
“

驯服
”

 （
ｔ＆ｎ

ｊ
ａ

） 大 自然 ： 雪是人造的 （
ｋｏｎｓ ｔｇｊ

ｏｒｄ
） ，

山坡上移

植 厂
“

半大
”

 （
ｈａ ｌｗｕｘｎ ａ

） 的树 ；

“

仁立在废弃工业区
”

 （
ｒｅｓ ｅｒ ｓ ｉ ｇ

ｉｅ ｔ ｔ ｎｅｄ ｌ ａｇ ｔ  ｉｎｄｕｓ ｔｒ ｉ ｏｍｒａｄ ｅ
）

的滑雪大跳台赛场周 围布满 了
“

破旧
”

 （
ｕｒｂ ｌ Ｓ ｓ ｔａ

） 的建筑物 ，

一

旁是
“

空荡荡的看台
”

 （
ｔｏｍｍ ａ

ｌ ｉ ｉ ｋ ｔａ ｒｅ
） ， 非常

“

不真实
”

 （
ｏ ｓａｎｎ ｏ ｌ ｉ ｋ ａ

） ； 而
“

高高的 围栏
”

 （
ｈＳｇａ ｓ ｔａｋ ｅ ｔ

） 将奥运酒店与 民众

隔开 ． 当地普通居民也永远没有机会购买 比赛门票 。 唯
一

明显的成功就是奥运吉祥物冰墩墩 ． 人

们在寒冷的温度下睡在外面 ， 以获取
“

包裹在冰壳 中
”

 （
ｉｎｎ ｅｓ ｌｕ ｔｅｎ ｉ ｅ ｔ ｔ ｓｋ ａ ｌ ａｖ ｉ ｓ

） 的
“

熊猫样本
”

（
ｅ ｔ ｔ ｅｘ ｅｍ

ｐ
ｌ ａｒ ａｖ

ｐ
ａｎｄ ａｎ

）
。

中 国建造和 优化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场馆的初衷是为各国运动员提供能力范围 内最好的赛事

体验 ， 《每 日 新闻 》 对奥运场馆吹毛求疵的报道态度与对民众感受的主观臆测是不合理的 。 其对

２ ０ 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防疫政策 、 比赛场地及文化产品等方面暗含的主观否定与质疑 ，

一

定程度上

３ ４



反映了 以 《每 日新闻 》 为代表的瑞典主流媒体对中国敌对的立场预设 ．

２ ．３．１ ．７
＊

民不聊生
■

的中国人民

在民众生活方面 ， 《每 日新闻 》 特别提及了２〇〇８ 年夏季奥运会举办前的拆迁问题 ： 数以百

万计的人
“

被迫
”

 （
ｔｖ ｉｎｇａ ｔｓ

） 离开他们代代相传的家园 ， 搬到北京郊区的公寓 ， 抗议活动不时爆

发 （
Ｐｒｏｔｅｓｔｅｒ ｕｔｂｒｄｔ ｍｅｄ

ｊ
ａｎｍａ ｍｅｌｌａｍｕｍ

） ； 而在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中 ， 普通民众除了庆祝了 中

国 队的奖牌获得者外 ， 更关注关于
一

位生 了八个孩子的可怜母亲
“

在厕所里被锁住脖子
”

（
ｆａｓｔｋｅｄ

ｊ
ａｄ ｉ ｈａ ｌｓｅｎ ｉ ｅｔｔ ｕｔｈｕｓ

） 的视频 ． 《每 日 新闻 》 的评论员指出 ， 中 国大力支持
一

切关于奥

运会夺冠的帖子 ， 但存在于农村的贫困仍
？ ？

被掩盖
”

（
ｄ６ １

ｊ
ａ

） ．
—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应取决于如

何对待
“

不幸者
”

（
ｄｅ ｍｉｎｄｒｅ ｂｅｍｅｄｌａｄｅ

） ，
而非是

“

特权者
”

（
ｄｅ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ｉｅｒａｄｅ

｝ 的成功程度 ．

可以发现 ， 《每 日新闻 》 对中国普通民众生活状态的报道是相对客观的 ，

２００８ 年奥运会与

２０２２ 年冬奥会前后 ， 拆迁及
“

八孩铁链女
＂

等事件确实在中国国 内掀起了较大的舆论关注度 ． 中

国当局也在民众的反馈与监督中跟进了
一系列的解决措施 ， 但这些后续动作并未出现在 《每 日新

闻 》 的报道中 ．

总体而言 ， 《每 日新闻 》 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报道呈现消极态度 ， 明显带有词汇选择负

面化的现象 ， 字里行间暗示 中国是
“

专制
”“

独裁统治
”

下
°

民不聊生
”

的国家 ，
监控与审查严

苛 ， 缺乏人权与环保意识 ，
重点报道了与事实不符的负面形象 ，

且极少提及中国社会中的积极面 ．

而大量负面词汇对主体的过度修饰 ， 极大地丑化了 中国形象 ， 直接导致读者潜意识中对中国的敌

视 ．

２ ＊３ ．２ 修辞 ： 凸显意识形态的
？

文字游戏
，

合理地使用修辞手法可以帮助受众更好地理解与接收 《每 日 新闻 》 构建的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

会形象 ． 在重点分析的 ３ ０ 篇样本中 ， 使用 比喻和对比修辞手法的文章较多 ， 本节主要就此两种

修辞手法的典型运用案例展开阐释 ？

２ ．３ ．２ ． １ 比嗆 ： 引导不良认知

比喻手法是新闻报道中常见的修辞手法之
一

，
能够将报道对象及事件的特点更鲜明 、 更具体

地呈现出来 ， 使读者能更清晰地理解作者的表达 ， 并留下深刻的印象 ？

《每 日 新闻 》 在疫情防控方面的报道中 ，

比喻手法出现频率较高 ：

１ ．Ｐａｎｄｅｍ ｉｎｋｏｍｍｅｒａｔｔｐｒａｇｌａＯＳ ｉＰｅｋｉｎｇ ，ｍｅｎｆｒａｍｆｏｒａ ｌ ｌｔｋｏｍｍｕｎ ｉ ｓ ｔｄｉｋｔａｔｕｒｅｎｓｋｖａｖａｎｄｅ

ｈａｎｄ ．Ｍ ｅｎｄｅ ｋｉｎｅｓ ｉ ｓｋａｍｙｎｄｉｇｈｅｔｅｍａｓ ｎｏｌ ｌｔｏｌ ｅｒａｎｓ ｍｏｔ ｖｉｒｕｓｅｔ ｓｋａｐａｒ ｅｎ ｋａｎｓｌａａｖ ｋｌａｕｓｔｒｏｆｏｂ ｉ ．

（译 ： 新冠疫情成了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标志 ， 但最重要的是共产党独裁统治令人窒息的手 ．

中 国政府的动态清零政策令人产生幽闭恐惧症的感觉 ． ）

３ ５



２ ．Ｈ ａｒ ｓ ｔａｒ  ｔ ｉｄｅｎｓ ｔ ｉ ｌ ｌ ａ  ｓｏｍｏｍｄｅ ｔ
ｇａ

ｌ ｌ ｄ ｅｃｏ ｒｏｎ ａｖ ａｒｅｎ２ ０２０ ．Ｋ ｉｎ ａａ ｒ ｍ ｅｄｓ ｉｎｓ ｔｒ ｉ ｋｔａｃ ｏｖ ｉ ｄ ｓ ｔｒａ ｔ ｅｇ ｉｓｏｍ

ｅｎ ｂｕｂｂ ｌ ａ ｉｖａｒ ｌ ｄｅｎ ． Ｄｅｎｓｋ ａｐ
ａｄｅａｖ

ｇ
ｒａｎ ｓｎ ｉｎｇ ｅｎｕｎ ｄｅｒ ＯＳａｒ  ｉｓ ｉｎｔｕｒ ｅｎｂｕｂｂ ｌ ａ ｉｄ ｅｎｂｕｂｂ ｌ ａｎ ．

（译 ： 时间在这里静止——仿佛是 ２０２ ０ 年新冠爆发的春天 。 中 国在严格的防疫政策下 ， 就像与

世隔绝的
一

个泡泡 ，
而奥运会期间划定的界线又是泡泡中 的泡泡 ．

）

可 以看 出 ， 《每 日 新闻 》 的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 中 ， 借 比喻手法对中 国 的疫情防控政策

进行了极端负面的揣测与评判 。
２０２２ 年初 ， 疫情并未在 中 国境 内有大规模爆发 ， 将其喻为

“

２ ０２ ０

年新冠爆发的春天
”

是不恰当的 ； 且当时未解除新冠防疫管控措施的国家和地区远不止中 国
一个 ，

中 国也并未切断与境外的联系 ， 其表述与实际不符 。 可以看出 ， 《每 日 新闻 》 关于疫情防控部分

的描写言过其实 ，
与主流西方媒体的 口径

一

致 ．

此外 ， 在运动员 、 教练 、 外国记者的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参与体验及感受方面 ， 《每 日 新闻 》

也运用 了 比喻手法 ：

１ ．Ｖａｇｅｎｍｏ ｔＦａｇ ｅ ｌｂｏｅ ｔｋａｎ ｔａｓａｖｖ ｉｎｋａｎｄｅｖｏ ｌｏｎ ｔａｒｅｒｓｏｍｏｎ ｓｋａｒ
ｇｏ ｔｔ ｎｙｔｔ ｋｉｎ ｅ ｓ ｉ ｓｋ ｔａ ｒｏ ｃ ｈ

ｐｏ
ｌ ｉ ｓ ｅ ｒａｖ

ａｌ ｉａｄ ｅ ｔｓ ｌａｇ
．Ｐａｒａｍ ｉｌ ｉ ｔａｒ

ｐ ｏ
ｌ ｉ ｓ

，
ｍ ｉ ｌ ｉ ｔａｒｐｏ

ｌ ｉ ｓｏ ｃｈｃ ｉｖ ｉ ｌｐｏ ｌ ｉ ｓ ｅ ｒ ．Ｖ ｉａｒｓｏｍｅｎｓｋｏ ｃｋｆａｒｓｏｍ
ｇａｒｍｏ ｔａ ｒｅｎ ａｎ

ｍｅｄｅｎ ｋｖｉｎｎ ａｓ ｏｍ ｈａ ｌ ｉｅｒ  ｉ ｋｉｎｅｓ ｉ ｓｋａｆｌａｇｇａｎ ｓｏｍ
ｇ
ｕ ｉｄｅ ，

（译 ： 通往鸟巢的路上 ， 挥手致意的志愿者与形形色色的警察和士兵排成
一

排 ， 我们就像
一

群羊 ，

在一位举着中 国国旗的妇女的带领下走向赛场 。 ）

２
．Ｓ ｔｒａｎ

ｇａｒｎ ａａｖｋｏｎ ｓ ｔｓｎｏｍ ｅ ｌ ｌ ａｎｄｅ
ｇｒｏｎａｋｕ ｌ ｌ ａｍ ａａｒ ｌ ｉｋａｓ ｏ ｌｋ ｉ ｇａｓｏｍｄ ｉｋｔａｔｕｒｅｎ ｓｆｉｒ ｇ ｅｒａｖｔｒｙｃｋ ．Ｓｅｄｄ

ｆｒａｎ ｌｕｆｔｅｎ ｌ ｉｋｎ ａｒ ａｎ ｌ ａｇｇｎ ｉｎｇｅ
ｎｅｎ ａｖ ｌ ａｇｓ ｅｎｏ ｃｈｆｒｕｓ ｅｎｓ ｔｒａｆｆｋｏ ｌ ｏｎ ｉ

．

（译 ： 青山 间的那
一

缕缕人造雪 ， 清晰得像独裁者 留下的指纹 。 从空 中看 ，
这个场地就像

一

个偏

远且寒冷的流放地 ．
）

３ ．Ｈ ａｎｂ ｌ ｉｖ ｉ ｔ ｆｕ ｌ ｌｋｏｍ ｌ ｉ

ｇｔ ｏｖｅｒｋｏｒｄａｖａｎｇｖａ
ｌ ｔｅｎｓｏｍａｒ ｄｅｎｋ ｉ ｎ ｅ ｓ ｉ ｓｋａ

ｐｒｏｐａｇ ａｎ
ｄａａｐｐ ａｒａ ｔｅｎ ．

（译 ： 国 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
？

巴赫已经完全被中 国宣传机器的压路机压倒了 。
）

根据 以上 内容 ，
不难发现 ， 《每 日 新闻 》 报道相关参赛人员的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体验上 ，

也倾向于用 负面的描述 ， 不断地将独裁统治与强硬政治宣传下的压迫感融人普通经历之 中 ， 整体

而 Ｒ ， 《每 日 新闻 》 的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通过 比喻手法的运用 ，
将中 国刻画成

一

个充满
“

恐

怖主义
＂

的
“

专制
＂

的 国度 ，
体现其客观报道背后对屮 国隐含的认知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 。

２ ． ３ ．２ ．２ 对比 ： 观点的暗中表达

对比是将存在显著矛盾和对立的双方进行对照 比较的 修辞手法 ． 通过对比手法 ， 有助于充分

展示双方的冲突 ，
凸显其本质特征 ， 从而使观点更具感染力 。 《每 日 新闻 》 主要运用对比手法描

写 ２ ００ ８ 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及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异 同 ：

１ ，２ ００ ８ｂ ｌ ａ ｓ ｔ ｅｆｏｒｖ ａｎ ｔｎ ｉｎｇ ａｍａ ｓｖ ｉｎｄ ａ ｒ ．Ｋ ｉｎ ａａｎ
＇

ａｎ
ｇ
ｅ ｒ ａ ｄ ｅＯ Ｓｆｏｒｆｏｒ ｓ ｔａ

ｇ
ａｎｇ ｅｎｏ ｃｈｓ

ｐ
ｅ ｌ ｅｎｓｋｕ ｌ ｌ ｅｅｎ ｌ ｉ

ｇ
ｔ

Ｉ ｎ ｔ ｅｍ ａ ｔ ｉ ｏｎ ｅ ｌ ｌ ａｏ ｌｙｍｐ ｉ ｓ ｋ ａｋｏｍｍ ｉ ｔ ｔｅｎ（
ＩＯＫ

）
ｓｋａｐａｂａｎ

ｄｏ ｃ ｈｏｐｐｎ ａｄｏｒｒａ ｒａｖｅｎｕｔ ａｎ ｆｏ ｒ ｉ ｄ ｒｏ ｔ ｔ ｅｎ ．Ｄ ｅｎ

３ ６



ｄａｖａ ｒａｎｄ ｅａｍ ｅｒｉｋａｎ ｓｋｅ
ｐ

ｒｅ ｓ ｉ ｄｅｎ ｔｅｎＧｅｏｒｇ ｅＷＢｕｓ ｈｏｃ ｈＳｖ ｅｒｉ ｇ ｅ ｓｓ ｔａ ｔ ｓｍ ｉｎ ｉ ｓ ｔｅｒ Ｆｒｅｄｒｉ ｋＲｅ ｉｎｆｅ ｌ ｄｔｆａｎｎ ｓ

ｂ ｌ ａｎ ｄｖａ ｓ ｔ ｌ ｅｄ ａｒｅ
ｐａ

ｐ
ｌ ａ ｔ ｓ ｉＰ ｅｋ ｉｎ

ｇ
．Ｎｕ

ｇ
ｅｎｏｍ ｆ ｏ ｒｍ ａｎ

ｇ
ａａｖｄ ｅｒａ ｓ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ｓｋ ａｅｆｔ ｅｒｆｏ ｌ

ｊ
ａ ｒｅｅｎｄ ｉ

ｐ
ｌ ｏｍ ａ ｔ ｉ ｓｋ

ｂ ｏ
ｊ
ｋｏ ｔ ｔａｖＫ ｉｎ ａ ｓｐ ｅ ｌ ｅｎ ．Ｉｎｎ ａｎ ｆｏ ｒ ｌ ａｋ ｔａｒｅｎｕｍｇａ ｓ

Ｘ ｉＪ ｉ ｎｐ
ｉ ｎ
ｇｍ ｅｄｓ ｉｎ

ｐｒｅ ｓ ｉｄｅｎ ｔｋｏ ｌ ｌ ｅｇａ ，ｈ ｅｄ ｅ ｒｓｇａ ｓ ｔｅｎ

Ｖ ｌ ａｄ ｉｍ ｉ ｒ Ｐｕｔ ｉｎ ．

（译 ： ２００ ８ 年 ， 期待之风吹过 ． 中 国首次举办了奥运会 ， 据国 际奥委会 ，
奥运会将建立联系 ， 打

开体育以外的大 门 。 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和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等西方领导人出席 了２ ００ ８ 年北京

奥运会 ． 现在 ， 他们 中的许多政治人物正在对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 。 在看台 内 ，
习

近平与他的贵宾弗拉基米尔 ？

普京共度时光 。 ）

２ ．Ｅｎｄ ｅ ｌ ａｒ ｓ ｉ
ｇ 

ｌ ｉｋｔ ． Ｆｏｒ １ ４ａｒ ｓｅｄａｎａｎｆｏ ｌ ｌ Ｒ
ｙｓｓ ｌ ａｎｄ Ｇｅｏ ｒｇ ｉ ｅｎ ． Ｎｕｓ ｔａｒ  ｌａｎｄ ｅ ｔｓｓ ｔｒｉｄ ｓｖ ａｇｎ ａｒ ｏ ｃｈｓ ｏ ｌｄａ ｔｅｒ

ｖ ｉ ｄ Ｕｋｒａ ｉｎ ａ ｓ
ｇｒ

ａｎ ｓ ． Ｄ ｅｎｈ ａｒ ｋ ｉｎ ｅｓ ｉ ｓｋａ  Ｉｃｖ ａ ｌ ｌｅｎ ｂ ｌ ａ ｓ ｅ ｒ ｄ ｅ ｔ ｋ ａ ｌ ｌ ａｒｅ ｖ ｉｎｄａｒ ｂａｄｅ ｂ ｉ ｌ ｄ ｌ ｉｇｔ ｏ ｃｈｂｏｋｓ ｔａｖ ｌ ｉ

ｇ
ｔ ．

（译 ： 有些方面是相似的 ．
１ ４ 年前 ， 俄罗斯袭击了格鲁吉亚 。 现在俄罗斯的坦克和士兵站在乌克

兰边境 。 在这个中 国的晚上 ，
冷风从 比喻和宇面意义上吹来 ．

）

３ ．Ｆａｇ ｅ ｌｂｏ ｅ ｔｓｏｍ ｋａｎ ｔａ９０００ ０ａ ｓｋ ａｄａｒｅａｒ ｌ ａｎｇ ｔ ｉ ｆｒａｎｆｕ ｌ ｌ ｔ ．Ｎ ａｒＯ Ｓ ｉｎｖ ｉｇ
ｄｅｓ２００ ８ｖａｒｄｅ ｔ ｈ ｏｇｓｏｍｍ ａｒ ．

Ｆ ｏ ｌｋｓｖｅｔ ｔａｄ ｅ ｓｏ ｃｈｓａｔｔ ｔａ ｔ ｔ ．Ｉａｒ ｈｕ ｔ ｔｒａｒ ｖｉｓｏｍ ａｒ ｓｐｅ ｃ
ｉ ｅ ｌ ｌ ｔ  ｉｎｂ

ｊ
ｕｄｎ ａｏ ｃｈｓ ｉ ｔｔｅ ｒ ｍ ｅｄａｖ ｓ ｔ ａｎｄ ．

（译 ： 可容纳 ９ ００ ０ ０ 名观众的鸟巢远未满座 。
２ ００ ８ 年奥运会开幕时 ，

正值盛夏 。 人们大汗淋漓
，

坐得紧紧的 。 今年
， 受邀的我们瑟瑟发抖 ，

远远地坐着 。 ）

由此可见
， 《每 日 新闻 》 的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 中 ， 对 中 国仍存在误解 ，

并试图 以西方

立场片面地抹黑 中 国外交与防疫政策 。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 ，
区别于西方社会的躺平和不作为 ，

屮

方始终坚持
“

人民至上
，
生命至上

”

， 以保护广大老年人与儿童的生命安全为重要任务 ， 严格的

清零与封控是手段而非 目 的 。

尽管 《每 口 新闻 》 自诩
“

中立 自 由
°

的政治立场 ，
但在瞬息万变的国 际局势 中 ， 其受到 自 身

的意识形态及立场的裹挟 ，

无法公正 、 客观地报道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 ． 因此
， 对于我 国媒体而

言 ， 有必要加大对中 国防疫政策积极效果的宣传 ，
让瑞典媒体和 民众了解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前

后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后的暖心背景 ，
由表及里 ， 消除偏见 ，

寻找共识 ．

２ ．３ ． ３ 情态 ： 态度传递

情态能体现媒体及作者的态度与立场＇也是媒体将意识形态注人语篇的主要工具
８ ２

，
通过情

态动词 ， 能
一

窥作者的倾 向和价值观 ， 与英文 中
“

ｓｈｏｕ ｌｄ
＂“

ｃ ｏｕ ｌ ｄ
”

及
“

ｍ ｉ

ｇ
ｈ ｔ

”

等情态动词的功

能类似 ， 瑞典语 中 的不 同情态动词也代表了不 同 的语气 。 瑞典语中常用的情态动词有以下几个 ：

岱
，

ｓｋｏ ｌ ａ
，ｋａｎ

，ｖ ｉ ｌ

ｊ
ａ

，ｂｒｎｋ ａ
，ｍ ｄ ｓ ｔｅ

，ｂ６ ｒａ
， 用于表达猜测 、 命令 、 要求 、 需要 、 能够等态度 。

本节以 ｆｌ
，ｓｋｏ ｌ ａ

，ｖ ｉ ｌ

ｊ
ａ 三个情态动词在选取的 ３ ０ 篇样本 中 的使用状况为 例 ， 剖析 《每 日 新闻 》

Ｘ １

ＦＯＷＬＥＲ Ｒ ． Ｌ ａｎ
ｇ
ｕ ａ

ｇ
ｅ ｉ ｎ  ｔ ｈ ｅ Ｎ ｅｗ ｓ Ｄ ｉ ｓ ｃ ｏｕ ｒ ｓ ｅ ａｎ ｄ  Ｉ ｄ ｅｏ ｌ ｏｇｙ

ｉ ｎ  ｔｈ ｅ Ｐ ｒｅ ｓ ｓ
ｆ
Ｍ

］
． Ｌ ｏ ｎ ｄ ｏ ｎ ＆Ｎ ｅｗＹ ｏ ｒｋ ： Ｒ ｏ ｕ ｔ ｌ ｃ ｄ

ｇ
ｃ ，

１ ９ ９ １ ： ６ ７ ．
＾一

８ ２

张延续 ．批评语言学与大众语篇——对美 国 新 闻 尚 刊 的批评性分析 ［
Ｊ

］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 ，

１ ９ ９ ８
（
０ ６

）
： ２ ６

－

２ ９ ．

３ ７



的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态度 。

２ ．３ ．３ ． １ 情态动词 Ｗ

瑞典语中的情态动词
“

ｆａ
”

意为
“

被允许
”

，
用法类似于英文 中 的

“

ｂ ｅａ ｌ ｌ ｏｗ ｅｄ  ｔｏ

＂

， 其
一

般

现在时形式为 ｆ＾ ｒ
，
一

般过去时形式为 ｆｉ ｃ ｋ 。 当 伐与瑞典语单词
“

ｉｍｅ

＂

连用 时 ，

ｆＳ的表意强化为

“

必须
＂

， 如下文 ：

Ｉｖａｎ ｔａｎ
ｐ

ａ ｉｎｖ ｉ

ｇ
ｎ ｉｎｇ ｅｎｍ ｏ ｔｅｒＤＮｆｒｏｋｅｎＸ ．Ｄｅ ｔａ ｒｈｏｎｓｏｍ ｔａｒｋｏｎ ｔａｋｔ ． ． ．ｖ ｉｆａ ｒ ｌｏｖ ａａ ｔ ｔ ｉ ｎ ｔｅ ｉｎ ｔｅｒｖ

ｊ
ｕ ａ

ｈ ｅｎｎｅ ． Ｄ ｅ ｔ ａｒ ｉｎｔｅ ｔ ｉ ｌ ｌ ａｔｅ ．

（译 ： 在等待开幕式期间 ， 《每 日 新闻 》 遇到 了Ｘ 小姐 ． 她是联系人…我们必须保证不采访她 。

这是不被允许的 ？
）

在该句 中 ，

“

ｉ ．
ｉｎ ｔｅ

”

意为
“

必须不
”

， 表明 《每 日 新闻 》 报道 中 ，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工作

人员收到 了
“

必须不能接受外媒采访
”

的强硬指令 ， 再次 印证了 《每 日 新闻 》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

报道中多次提及的言论 自 由与新闻 自 由 问题 。

２ ． ３ ． ３ ．２情态动词
“

ｖｌ ｌ
ｊ
ａ

＇

？

瑞典语中 的情态动词
“

ｖ ｉ ｌ
ｊ
ａ

”

意为
“

想
，
愿意

”

， 用法类似于英文中的
“

ｗａｎ ｔ  ｔｏ
”

， 其
一

般

现在时形式为 ｖ ｉ ｌ ｌ
，
—

般过去时形式为 ｖ ｉ ｌ ｌ ｅ
，
具体应用如下 ：

１ ．Ｘ ｉＪ ｉｎｐ ｉ ｎｇ
ｖ ｉ ｌ ｌ

ｇａ
ｍａ ｈｙ

ｌ ｌ ａ ｓｓｏｍｃ ｏ ｒｏｎ ａｖ ｉ ｒｕｓ ｅ ｔ ｓｂ ａｎ ｅｍ ａｎ ．

（译 ： 我们愿将习近平誉为新冠病毒的克星 ． ）

２ ．Ｍ ｅｎｍ ｅｄ ａｎｓ ｔａ ｔｅｎ
ｇ

ａｍ ａｕｎ ｄｅｒｓ ｔｏｄｅｒ ｉｎ ｌ ａｇｇｏｍ
Ｅ ｉ ｌ ｅ ｅｎＧｕｏ ｃｈＳｕＹ ｉｍ ｉ ｎｇ

ｖ ｉ ｌ ｌｍ ａｎｄｏ ｌ

ｊ
ａｄ ｅｎｈ ａ ｒ

ｓ ｉ ｄａｎａｖｄｅ ｔ ｆａｔｔ ｉ

ｇａ
Ｋ ｉｎａ ｓｏｍ ｆｏｒｔｆａｒａｎｄｅｆｍｎｓ

ｐａ
 ｌ ａｎｄｓｂｙｇｄｅｎ ．

（译 ： 国家乐于支持关于谷爱凌和苏翊鸣的帖子 ，
但另

一方面 ，
国家也想掩盖仍存在于农村的贫

困 ． ）

可 以看出
， 尽管 中 国疫情防控的手段遭到 了诸多批判 ， 《每 日 新闻 》

一

定程度上对习近平总

书记的疫情防控效果还是认可 的 。 但在 中 国的社会民生 问题上 ， 《每 Ｒ 新闻 》 又否认了
“

全面小

康
”

的功绩 ， 称 中 国当局主动地掩盖了 尚存于 中 国农村的贫 困现象 。 这一定程度上展现了 《每 日

新闻 》 在报道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及 中 国情况时较为矛盾的心态 ：

一

方面 ，
在少数报道 中给 出客

观事实 ，
另
一

方面 ， 基于其反华的惯性 ，

又对 中 国 当局及社会现状进行抹黑 ，

２ ．３Ｊ ．３情态动词
“

ｓ ｋ ｏ ｌ ａ

”

瑞典语中 的情态动词
“

ｓｋｏ ｌ ａ

”

意为
“

将要
”

或
“

应该
”

，
用法对应于英文 中 的

“

ｗ ｉ ｌ ｌ

”

或
“

ｓｈｏｕ ｌ ｄ

”

，

其
一般现在时形式为 ｓｋａ

，
—

般过去时形式为 ｓｋｕ ｌ ｌ ｅ ． 研究样本 中 的具体应用 案 例如下 ：

Ｋ ｒｏｋ ａｒ ｖ ｉ ｄｍ ａｎ
ｇ
ａａｖｂｏｒｄｅｎａ ｒ ｒｅ ｓｕ ｌ ｔａ ｔｅｔａｖｋ ｒｅａ ｔ ｉ ｖ ｉ ｔｅ ｔ ．Ｄ ａｒｓｋａ

ｇ
ａ ｓ ｔｅｍ ａ ｉ ｎ ｔ ｅｈ ａ ｎ ｇ

ａａｖｓ ｉ

ｇ
ｈ ａ ｔｔｅｎ

，ｕ ｔ ａ ｎ

３ ８



ｍｕｎｓｋｙｄｄｅｔ ｍｅｄａｎ ｄｅａｔｅｒ  ｉｄｅｓｓａ ｂ ｉｓｔｒａ ｔｉｄｅｒ ，

（译 ： 桌子上的许多隔板都是创意成果 ． 在严峻的疫情形势下 ， 来吃饭的客人不仅应该戴着帽子 ，

还要戴上 口罩 ， ）

在该句中 ，

“

ｓｋａ
”

指代的是
－

应该
”

， 透露出 《每 日 新闻 》 的报道对中国当局对戴 口罩等防

疫措施的不适应与轻微的批判 ， 较为隐蔽 ， 但具有
一

定的操纵性和煽动性．

媒体的报道逻辑影响着受众 ，

一

定程度上促发受众的认同与共情 ． 受众在接收与解码新闻 内

容的过程中 ， 也是透过报刊媒体的视角来对客观世界倣出价值评判的 ． 根据以上分析 ， 《每 日 新

闻 》 通过对不同情态动词的使用 ， 来体现 自身的观点和立场 ． 通过对中 国的社会现状进行无端的

恶意揣测 ，
迎合了多数受众

“

猎奇
”

的心理需求 ，
也在无形中 向更多受众传达了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

奥会和中国的负面形象 ， 进
一步引发受众产生对中国畸形的不 良认知 ．

３ ９



３ 《每 日新闻 》 报道的新闻框架及成因分析

上一章通过对 《每 日 新闻 》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框架分析 ， 探究了其报道的宏观 、 中观 、 微

观维度的框架 内容 ． 不难发现 ， 《每 日 新闻 》 塑造的 ２ ０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形象与 屮 国形象与现实

不符 ， 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偏见 。 基于此 ， 本章对 《每 日 新闻 》
２ ０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新闻框架特

征进行总结 ， 并进
一

步探究其背后成因 。

３ ． １ 新闻框架

通过对 ３ ０４ 篇样本从报道的高 、 中 、 低框架的分析 ， 得出研究结果如下 ：

从宏观层面的分析来看 ， 《每 日 新闻 》 的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 中 ， 报道对象 以瑞典本国

为主
，
主办国 中 国为辅 ，

兼有美国 、 俄罗斯等大国及邻国芬兰 、 挪威等 ， 对欠发达国家关注较少 ；

报道主题上 ，
注重赛事赛况及运动员特写的报道 ， 符合重大体育赛事 中专业媒体的特性 ； 报道倾

向上 ， 中立的报道态度 占绝对多数 ，

正面报道次之 ，
而负面报道数远低于前两项 ， 体现 《每 日 新

闻 》 相对客观的立场 ； 标题类型上 ， 《每 日 新闻 》 偏 向于使用 利于表现事件客观结果或人物反馈

的标题类型
，
而较少使用强调主观感受 、 想法的精神型标题及强调动态性的行动型标题 。

从 中观层面的分析来看 ， 《每 日 新闻 》 对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报道篇幅 以 中篇为主 ； 报道

体裁多为通讯 ， 同时也伴随相当数量的评论体裁 ，
对比赛以外的事件给予了

一

定关注度 ； 消息来

源上
， 以西方信源和西方叙事为主导 ，

而在少数中方背景的消息来源为英文媒体 ，
证明 中 国处于

西方媒介框架和话语构建的劣势 ； 在图式结构上
，
背景类结构最多 ，

也注重赛事过程 ． 赛事结果

及相关参赛人员的反馈 ．

从微观层面的分析来看 ， 《每 日 新闻 》 除了 中立的赛事报道 ，
也借助特定词汇 、 修辞及情态

动词来引导受众 ， 暗含对中 国防疫措施 、 外交政策 、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筹备及 中 国当局的言论审

查等方面的指责与质疑 。

结合三个层次框架的分析 ， 可 以发现 ， 《每 日 新闻 》 的 ２０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 中 ，

全面报

道了 以瑞典为核心的赛事赛况外 ， 符合受众需求 。 但 《每 日 新闻 》 的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中

构建的部分主观媒介事实影响 了瑞典群众
？

中 国的正确认知 ， 受众在接受报道信息传播的过程 中 ，

一

定程度上也被其中暗含的文化意志支配 。

３ ．２ 原因探讨

通过文本层面的分析 ，
可 以看 出 ，

瑞典 《每 日 新闻 》 关于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报道存在明

显的倾 向性 ． 在框架理论的基础上 ，
通过媒介文本及话语分析 ，

可以
一

窥新闻生产过程 中各种 因

４ ０



素的互动关系 ，
得 出话语在不平等 、 不公正或歧视性的权力 关系 中 的作用 ．

Ｓ ３

基于此
，
本节从政

治 、 媒介及文化三大方 向 ， 探究 《每 日 新闻 》 内嵌于 ２ ０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报道话语 中 的意识形

态操控及其成因 ．

３ ． ２ ． １ 政治因素

３ ． ２ ．Ｕ 瑞典的政治立场与现实需要

新闻话语的生产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通过分析报道文本背后不平

等的社会权力结构 ，
能得出 《每 日 新闻 》 对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框架的成因 ．

二战后
， 曾经处于世界中心地位的西欧被战争严重削弱 ，

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 中 国的经

济实力得到 了大幅度提升 ， 在国 际舞台 中崭露头角 ， 脱颖而 出 。 当前 ，
中 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和主要贸易 国 ，
是国 际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

已成为许多 国家和地区的 贸易伙伴 ， 令西方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感受到 了强大的威胁 ，

“

中 国威胁论
”

等论述也逐渐増多 。

８ ４

中瑞间政治立场

的差异 ， 使瑞典本身就对中 国存有
一

种不信任感与敌意 ，
往往将中 国置于对立面 ， 借对 中 国

“

他

者
”

之想象 ， 来满足瑞典国 内 的政治需要 ， 以强化和延续 自 身意识形态与价值观 。 可以发现 ，
是

瑞典的社会矛盾与政治立场推动着瑞典社会与 民众对中 国 的臆测 ．

８ ５

因此
， 《每 日 新闻 》 对中 国

的负面态度本质上是在遵循瑞典的对外政策 。

３ ． ２ ． １ ．２ 中瑞两国关系

瑞典在 １ ９９ ５ 成为欧洲联盟的
一

员 ，
是
一

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 在俄乌冲突 的大背景下 ，

瑞典放弃了
一

贯的 中立姿态 ， 倒 向北约 ，
是北约东扩的前沿阵地 ，

也加剧了 中瑞 、 俄瑞的对立 ，

中瑞两国关系进
一步恶化 ． 但事实上 ， 瑞典是第

一

个同 中 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国家 ．
１ ９ ５ ０ 年两国建

交后
，
关系总体发展顺利 。

８ ６

直到 ２ ０ １ ８ 年发生的华裔瑞典人桂某被 中 国警方逮捕后 ，
两国关系 出

现波动 ，

一

定程度上也引 发了 中 国游客事件 ， 两国关系进
一

步恶化 ．
２ ０２ ０ 年

，
时任 中 国驻瑞典大

使桂从友表示 ， 瑞典媒体存在抹黑 、 批评和指责 中 国的 习惯 ， 却被瑞典视为对本国媒体的
“

威胁
”

；

同年
， 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决定不再续签与上海的双城友好协议 ， 瑞典境 内 的所有孔子学院也

被关停 。
２ ０２ １ 年

，
中 国 国 内掀起抵制瑞典服饰企业 Ｈ＆Ｍ 的热潮

，
因其拒绝使用新疆棉 ， 两国关

系降至冰点 ．

中 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正影响着全世界的政治经济走向 。 作为欧盟成员 国之
一

， 瑞典

面对 中 国 发展的强劲态势 ， 难免产生担忧与焦虑 ， 在主动与 中 国进行经 贸往来 ， 牟取经济利益的

８ ３

杜涛 ．框中世界 ： 媒介框架理论的起源 、 争议与发展 ［
Ｍ

］
． 北京 ： 知识产权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４ ： １ ３ ２ ．

８４

李宇 ．我析西方
■ ■

中 国威胁论
”

的诉诸恐惧策略及应对 ［
Ｊ

］
． 对外 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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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
也担心 中 国会对欧盟及瑞典 自 身构成威胁 ．

综上 ， 《每 日 新闻 》 作为 以 中立著称的瑞典标志性严肃新闻早报 ， 其报道 内容具有相当的公

信力与权威性 ？ 但究其根本 ， 《每 日 新闻 》 的报道倾向也是从瑞典本国 的政治立场与 国家利益 出

发的 。 在此次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报道 中 ， 《每 日 新闻 》 作为瑞典主流媒体之
一

， 不可避免

地被政治立场左右 ，
对 中 国采取敌对的态度 ，

通过新闻媒体 向瑞典民众传播有损 中 国形象的不实

信息 ， 巩固 以西方为主导的话语霸权 。

３ ．２ ．２ 媒介因素

３ ．２ ． ２ ． １ 新闻媒介体制与媒介组织

新闻媒介体制处于特定的宏观制度环境之 中 ，

遵循某种新闻观念 ，
从事新闻媒介组织和工作

的人员 、 新闻媒介管理机构和新闻媒介制度规范相统
一

； 新闻媒介体制 同时也是
一

种历史存在 ，

不仅取决于社会的整体体制 ，
而且还可以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 ，

且存在形态具有多元性 ．

８ ７

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是世界上最早实现新闻 自 由 制度化的地区 ， 保护新闻业的法律法规

早于欧洲其他地区和北美颁布 ，
而
一

以贯之的新闻 自 由传统和 同质化的社会环境 ，
也使北欧新闻

业具有较高的专业精神和制度化的行业 自律 。

８ ８

其 中 ， 瑞典对新闻传播的调控主要表现在法律和

政策上 ．

法律上 ，

１ ７ ６ ６ 年 ， 瑞典制定 了保护 自 由 出版的法律条例 ，

至此
， 新闻言论 自 由在瑞典得到 了

充分的保障 ． 基于此 ，

一

切媒介行为均受制约 ．

８ ９此外 ， 瑞典公 民有建立网站的 自 由 ，

且 内容无

限制 。 无正式出版商负责的互联网发布的 内容受法律管制 。

９ （ １

总体而言 ， 在媒体政策上 ， 瑞典各

层级政府机构都强力支持新闻 自 由 ．

政策上 ， 瑞典的媒体政策制定的 出 发点是支持言论 自 由 、 媒体多样性 、 独立性与可及性 ，
并

打击媒体 中的不 良影响 。

一

方面 ， 政策限制特定媒体 内容的传播 ， 如 电影的年龄限制 ； 另
一

方面 ，

政策也为媒体的生存与多样性创造条件 ， 如 国家对私营新闻媒体提供财政补助 ．

９ １

最有标志性的

政策是瑞典政府始终坚持的媒体多元主义原则 。 从历史上看 ， 瑞典的政党与新闻媒体紧密相关 。

瑞典新闻业有依附政党的传统 ，
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曾在言论版上公开宣传其背靠政党的主张 。

２ 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 ， 具有不 同政治立场的报刊竞争格局受广告市场影响 ， 瑞典政府就此引人了媒体补

贴制度 ， 旨在为弱势媒体提供补助 ， 防止新闻市场过度集中和言论的垄断 。 因此
， 瑞典得以保持

多元的报业结构
，
维护报刊媒体的政治多样性 ．

Ｍ
值得注意的是 ，

政党报纸在 ２ 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

８ ７

秦汉 ．新闻媒介体制 ：耍素 、 内涵与特征 ［
Ｊ

］
． 国际新闻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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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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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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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与传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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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出现衰落的迹象 ．
１ ９７４ 年 ， 瑞典当时发行量最高的全国性大报 《每 日新闻 》 宣布独立 ，

不再依

靠 自 由派政党 ， 是政治与媒体分离的标志性事件 ．
２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起 ，

北欧报纸进入所有权商业

化阶段 ， 报业逐渐脱离政党的操控 ．

９ ３

目 前 ， 除国家法规外 ， 瑞典媒体格局也越来越受到国际法

律法规的影响 ， 尤其是欧盟内部的法律法规 ．

Ｍ

传统媒介组织在传媒业中
一

般起到 内容提供或渠道经营的作用 ，
而新兴媒介组织大多包含提

供综合服务的职能 ， 即媒介平台 ．

９５

除此之外 ， 瑞典国内的媒介组织还包含新闻 自律和工会性质

的机构 ， 主要可分为以下四种气 如表 ３ ． １ 所示 ：

表 ３ ． １ 瑞典主要媒介组织类型及典型代表

媒介组织类型典型代表 职能简介

经济联盟瑞典记者协会 （
Ｓｖｅｎｓｋａ强大的瑞典记者工会 ， 捍卫言论 自 由 、 新闻 自 由 、 版权保

Ｊｏｕｍａ ｌｉｓｔｆｏｒｂｕｎｄｅｔ
）护及媒体多元化等利益 ， 参与瑞典新闻机构的劳资谈判

记者组织公关俱乐部 （
Ｐｕｂ ｌ ｉ ｃ ｉｓｔｋｈｉｂｂｅｎ

） 主要由瑞典出版商和记者组成 ，
重点关注瑞典媒体的新闻

伦理道德

新闻通讯社瑞典通讯社 （
Ｔｉｄｎｉｎｇａｍａｓ由瑞典多个公司共同持有所有权的新闻机构 ， 为各大报刊

Ｔｅ ｌｅ
ｇ
ｒａｍｂｙｒＳ

）媒体提供瑞典国 内外的独家新闻来源

研究机构北欧媒介与传播研究信息中心 对报刊 、 电视 、 广播等不同形式媒体的覆盖面 ． 盈利情况 、

（
Ｎｏｒｄｉｃｏｍ

）媒体品牌等方面进行研究测算

由上表可知 ， 瑞典的媒介组织种类多样 ， 形态丰富 ， 贯彻了新闻 自 由与媒介多元化等原则 ，

注重对新闻从业者的道德约束与权益保护 ．

３ ．２ ．２ ．２ 《每 日新闻 》 的商业属性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 ， 瑞典得益于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 ， 传媒经济迅速发展 ， 但必须注意到 ，

现代社会中 ， 以盈利为出发点的商业集团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 。

９７

近年来 ， 瑞典报业

的重要程度有所下降 ， 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 报业运营的商业模式存在收益急

剧减少的 问题 ，
而多数瑞典报业的互联网版本也无法补偿纸质版报纸广告收人的减少 ． 就互联网

媒体而言 ， 瑞典民众更多使用国际性社交媒体而非传统媒体的互联网版本 ， 瑞典互联网 中的广告

激增 ， 但大部分资金并未转移到传统的瑞典在线媒体 ，
而是转移到 国际媒体公司 ．

９ ８可以看出 ，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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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传统报纸及传媒集团面临十分严峻的竞争形势 。 即便隶属于瑞典最大报业集团的 《每 日 新闻 》

也不可避免地向商业收益倾斜 ，
这直接影 响其新闻 内容的客观性 ．

随着报刊市场竞争的加剧 ，
读者基础对报刊媒体而言愈加重要 ． 而

“

独立
”

与
“

自 由
”

是市

场上受欢迎的标签 ， 为迎合市场 ， 越来越多 的报纸切断了和政党之间的正式联系 ． 最初 ，

一些不

依赖政党补贴的 自 由派报纸可能会反过来补贴政党 ， 其后的市场竞争加剧使 自 由派报纸成为第
一

批宣布独立的报纸 。
１ ９ ８ ０ 年 代 以后 ， 越来越多的政党报纸开始独立 ， 投身于市场竞争 ， 以赢取更

为市场化的 自 由派报纸读者 ． 然而
，
多数报纸并不避讳提及 自 身的意识形态倾向 ， 纷纷公开宣布

其保守 、 自 由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 如 《每 日 新闻 》 就称 自 己 的政治立场为独立的 自 由派 ．

９ ９

综上 ， 即使在被认为新闻 自 由 的瑞典
，
仍然存在着

一

只看不见的手在影响新闻 。 为了满足特

定的价值标准和利益 ，
媒体会对新闻报道进行 自我审查 ． 尽管瑞典有看起来相对宽松的报刊政

策 ， 但 《每 日 新闻 》 也无法摆脱从瑞典的利益角度报道新闻 ． 由此可见 ，

２０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期间

《每 日新闻 》 中涉华报道的负面倾向是其受瑞典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必然结果 ．

３ ．２ ． ３ 文化因素

３ ．２ ．３ ． １ 中瑞文化差异

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 ，
是各国媒体 了解世界各地新闻素材的关键 。 《每 日 新闻 》 也较频繁地

引 用 以英文刊 出 的西方信源 ， 即便是引 用 中 国媒体的报道 ，
也多为英语报纸 ， 如 《南华早报 》 ．

相 比于汉语－瑞典语的直译 ，
汉语 － 英语 － 瑞典语的

“

二次转化
”

更易产生误读 ，
不可避免地带有

信息来源媒体的报道立场和价值判断 。

纵观北欧传媒业发展历程 ，
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传媒市场始终规模较小且无统

一

语言 ，
对国

际传播形成了较高的文化壁垒 ，
因此北欧报业体制相对较少地受到外部环境冲击 ； 同时 ，

北欧媒

体集 中于少数北欧传媒巨头 ，
而国 际性的社交媒体平台仅在中青年群体 中广泛使用 ； 更重要的是 ，

北欧五国间相对同质化和平稳的历史文化背景减少了 内部分歧与外部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
北欧

国家内部的 国际交流与传播较为频繁且畅通 ，
而除了英语文化以外的异国文化传统较难在瑞典开

拓市场 。

ｍ ｌ

社会及民众的认知受文化思维及语言习惯的影响 ， 要避免传播过程 中 的语言误差 。 必须要能

在两种或多种语言间高效切换表达方式及思维方式 。 但 中瑞两国的文化差异与 中瑞双语新闻人才

的短缺 ， 使这
一

文化鸿沟短期 内较难弥合 ．

３ ． ２ ．３ ． ２ 东西方意识形态碰撞及欧洲中心主义

９ ９

陈红梅 ． 国家 、 市场和媒体信念 ：北欧报业体制 ２ ０ 世纪 ７ ０ 年 代以来的变迁 ［
Ｊ

］
．新闻与 传播研

究
，
２ ０２ １

，

２ ８
（
０２

）
： ８ ６

－

Ｉ ０５＋ １ ２ ８ ．

李希光．转型中的新闻学 ［
Ｍ

］
． 广州 ： 南方 日 报 出版社 ，

２ ０ ０ ５ ： ４ ９ １ ．

ｍ

陈红梅 ． 国家 、 市场和媒体信念 ：北欧报业体制 ２ ０ 世纪 ７ ０ 年 代 以来的变迁
［
Ｊ

］ 新闻与 传播研

究 ，

２０２ １
，
２ ８

（
０２

）
： ８ ６

－

１ ０５＋ １ ２ ８ ．

４４



中瑞关系在近几年急剧恶化 ， 瑞典政治 、 文化与人权等方面与 中 国持有完全不同的立场 ？ 《每

日 新闻 》 在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 中体现出 的恶意揣测与评判 ，
主要原 因在于瑞典始终 以欧洲

中心的视角看待中瑞关系 ．

受欧洲文化影响 ， 欧洲 中心主义萌芽于 １ ８ 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期 间 ， 以西北欧为 代表的欧

洲国家 自 此认为其地理位置具有天然的 区位特殊性 ， 整个欧洲的文明都优于其他地区 ，

并统领着

世界的先进文明 ？
１ ０ ２

地处北欧的瑞典难以免俗 ，

也不可避免地被
“

欧洲 中心
”

的观念裹挟 ？ 时至

今 日
， 欧洲 中心主义变换了表现形式 ，

欧洲 中心主义与西方 中心主义并没有性质上的严格区分
１ Ｑ３

．

在瑞典国 内舆论场 中 ，
所谓 西方

”

不过是
“

欧洲 中心
”

这
一逻辑与权力体系的放大 ，

即西方 中

心主义
一定程度上就是扩大化的欧洲 中心主义 ．

欧洲 自视为世界文明 中心的 同时 ，
还将文明与野蛮 、 自 由 与专制之间的二元对立 以及等级观

念
，
投射到欧洲 、 亚洲和非洲及其民族身上 ， 塑造

“

非西方
”

的这
一

概念 ，
构成

“

欧洲优越论
”

的逻辑起点 ， 背后暗含对不 同文明和价值观的优劣对比 ， 确立欧洲对非欧洲的文化 自信和心理优

势 ，
从而制造

“

欧洲优越论
”

的
“

合法性
”

在其意识形态 中 ，

一边是以西方为代表的
“

白种

人
”“

有序
”“

理性
” “

文明
”

等观念 ，
另
一

边是亚非拉等西方语境 中的
“

他者
”

， 具体表现为

“

有色人种
”“

混乱
１
１“

神秘
”“

无序
”“

野蛮
”

瑞典 因受到历史上的单
一

的北欧文化环境

和现今欧洲
一

体化影响 ，
难 以跳出欧洲 中心的视野局限 ， 对不 同 的价值观较为排斥 ？

但欧洲 中心主义的产生与延续并未使多数现代欧洲 国家拥有面对世界的 自信 ， 欧洲传统与国

际地位面临着各种 内忧外患 ，
这也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瑞典等欧洲 国家 自卑又 自 负的心态 。 欧洲 中

心地位的身份塑造也需要来 自 外部
°

他者
”

的刺激 ，
通过攻击与否定

°

他者
”

， 确立 自 身的文化

自 信与心理优势 ． 这导致欧洲 国家固守本民族的优越感 ， 抗拒对
“

他者
”

进行客观理解与评价 －

在此背景下 ， 瑞典媒体及瑞典民众在认识中 国时先人为主地产生负面评价是顺理成章的 ． 但这样

的主观臆测与否定无法从根本上阻止
“

中心
”

从欧洲偏离 ，
也无益于消解对

“

他者
”

的恐惧 ，
只

会抑制 中瑞双边交流 ，
进而封堵两国跨文化交流的桥梁 。 现代瑞典的地理版 图直到 ２ ０ 世纪才确

立
，
因此在文化与历史发展 中深受欧洲 中心主义思想的浸淫 ，

影响着现代瑞典价值观的生成与传

播 ，
也左右着瑞典媒体对

“

他者
”

的认知视角 。 但随着 自 身 问题的显现与
“

他者
”

的逐渐强大 ，

欧洲 中心主义视角下的两者现实差距正在缩小 。 而持续强大的 中 国
，

正是瑞典不得不面对的
°

他

者
”

之一 。 中瑞关系逐渐恶化 ， 瑞典媒体在今年的涉华报道 中大力传播负面的 中 国形象 ．

正是其

在优越感受到挑战后的应对之策 ： 选择性放大 中 国 的负面信息 ， 借此强调
“

落后
”

和
“

混乱
”

的

中 国对瑞典乃至于欧洲构成威胁 。

１ ０ ２

任东波 ．

“

欧洲 中心论
”

与世界史研究 兼论世界史研究的
“

中 国学派
”

问题Ｐ ］

． 史学理论研究 ，

２ ００ ６
（
０ １

）
：

４ ２
－

５ ３＋ １ ５ ９ ．

１ ０ ３

邹诗鹏 ．马克思对欧洲 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
】
］

．哲学研究 ，

２〇＾ （
〇９

）
： １ ６

－２４＋ 〗 ２ ７ ．

１ ０４

艾仁贵 ．从
“

陆地二分说
”

看欧洲 屮心主义下的洲际想象 ［
Ｊ

］
．历 史研究 ，

２ 〇 ２ ２
， （
〇 ４

）
： １ ２ ５

－

１ ４ ５＋２ ２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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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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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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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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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每 日 新闻 》 对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报道中 ， 欧洲 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仍主导着报道立

场与基调 。 即便少数报道客观阐述 了 中 国 的抗疫措施 ，
却也放大了 中 国的人权 问题与政治体制 问

题 。 东西方意识形态碰撞后 ， 掌握话语权的仍然是西方媒体 ， 以 《每 日 新闻 》 为代表的瑞典主流

媒体再次倒 向西方价值观 ， 中 国在国 际舆论 中 的声音被淹没 ，
在话语权争夺中处于劣势地位 ．

在 中瑞交流 中 ， 瑞媒的涉华报道依 旧被欧洲 中心主义视角 制约 ，
无法全面 、 客观地理解中方

的政策 。 《每 日 新闻 》 的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中 ， 始终充斥着对 中 国防疫措施的怀疑 以及对

中 国宣传的警惕 ，
体现 了对中 国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 。

整体而言 ， 《每 日 新闻 》 笔下 的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形象及 中 国形象与横向的政治 、 文化因

素及纵向 的历史因素都是分不开的 。 了解瑞典的政治立场 、 媒介制度及文化需求 ， 有助于更好地

理解产生这种形象的过程 ，
同时也有利于从 中寻找改善 中 国形象及中 国 国 际传播策略的着手点 ．

４ ６



４ 《每 日新闻 》 报道对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启示

通过对 《每 日 新闻 》 中 ２ 〇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的深入研究 ，
可 以发现 ， 《每 日 新闻 》 不仅

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部分细节存在抹黑 ， 而且对于 中 国 国家形象有着误解 ， 其对 ２ ０２ ２ 年北京

冬奥会形象及 中 国形象的报道与 实际情况是有 出 入的 。 这
一

定程度上体现出 当前 中 国媒体的 国际

话语权及传播能力并未与高速发展的政治经济实力相 匹配 。 因此
， 提升 中 国 的 国 际话语权在当前

情形下刻不容缓 ． 本章从三方面讨论我国对瑞典传播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 ， 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 ，

为我 国
“
一

国
一

策
”

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参考 。

４ ． １ 加大我国对瑞典传播的力度

目 前 ，
中国 国际传播更重视与美国 、 英国等英语国家的国际交流

，
与欧洲大陆的非英语国家

互动较少 ， 是我国 国际传播 中 的薄弱地带 。 在 《每 日 新闻 》 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报道 中 ， 有

关中 国的新闻报道大量引 用 了西方主流媒体的二手消息 ，
仅有少部分信源来 自 中方背景的英文媒

体 。 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目 前中国国际传播的视野不够开阔 ，
也限制 了端典民众对中国的直接 了

解 。

要解决这
一

问题
， 首先需要从瑞典广大受众的需求人手 。

一

项瑞典新闻 、 广播和电视管理署

（
Ｍｙｎｄ ｉ

ｇ
ｈｅ ｔ ｅｎｆ６ｒ

ｐｒｅ ｓ ｓ
，
ｒａｄ ｉｏｏ ｃｈ ｔｖ

）
对民众新闻 习惯的调查显示 ， 尽管瑞典民众对国外新闻 的兴

趣略低于国 内新闻 ，
但关心国外新闻 的人数 占 比仍高达 ８ ６％

，
且关心政治的人群与关注早报新闻

的人群高度重合 ； 此外
，
中青年群体更多地从社交媒体平台获取新闻信息 ，

对传统媒体的关注普

遍低于老年人 。

＿
由 此可见 ，

瑞典 民众对国 际新闻给予了较大的关注 ， 其新闻需求反作用于瑞典

商业媒体 ； 同时 ， 瑞典媒体对 中 国产生改观能很大程度地影响瑞典民 间的对华态度 。 这一事实对

我国改善对瑞传播的策略有
一

定参考价值 。

同时 ， 由于 以 《每 日 新闻 》 为代表的瑞典传统媒体的覆盖范围 多数情况下局限于 中老年群体 ，

我国在对瑞传播中也应借助新的传播方式 ， 全面触达各类群体 。 而我国在新闻传播上
一

直沿用较

为保守的传播策略 ， 以单向传播为主 ， 缺乏双 向互动 ， 使传播效果趋于停滞 。 由于 中瑞文化传统

存在较大差异 ， 缺乏反馈将影响对瑞传播策略的调整效率 ， 影响瑞典受众对传播内容认可度 ， 从

而使其退 回西方话语的 同温层 中 ， 逐渐拒绝从中 国媒体获取信息 。 因此
， 以瑞典各群体易于接受

的方式进行传播是十分重要的 ，
而对其接受效果 了解只能通过反馈获得 。

此外 ， 在当 下的信息社会 ． 技术对新闻传播的方式和途径产生了重大影响 ， 新媒体 以其灵活

多样的传播优势 ， 在各个国家都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耍渠道 。 我国媒体可 以借此建立起新媒体的传

１ ０ ６
Ｍｙｎ ｄ ｉ ｇｈ ｅ ｔ ｅｎ ｆｏ ｒ

ｐ
ｒｅ ｓ ｓ

，  ｒ
ａｄ ｉ ｏ ｏ ｃｈ  ｔｖ ． Ｍ ｅ ｄ ｉ ｅｕ ｔｖ ｅ ｃ ｋ ｌ ｉ ｎ

ｇ 
２ ０ ２２ ：Ｓｖ ｅｎ ｓｋ ａ ｎｙｈ ｅ ｔ ｓｖ ａｎ ｏ ｒ ２ ０ ０５

－

２ ０ ２ １
［
Ｒ

］
，Ｓ ｔ ｏ ｃｋ ｌ ｉ ｏ ｌｍ ： Ｍ ＰＲＴ

，

２ ０２ ２ ．

４ ７



播矩阵 ， 拓展传播渠道 ． 目前 ， 中 国媒体尚未在瑞典建立落地平台 ，
通过直接渠道向瑞典民众传

播中 国声音较为 困难 。 与英美等主要国家的媒体发展趋势一致 ， 瑞典的主流媒体平台正逐步从传

统的报刊媒体转 向社交媒体平台 ，
成为瑞典中青年接收新闻的主要渠道 。 然而

， 目 前中 国在国际

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影响力较弱 ， 今后应利用社交平台来传达中国的声音 ， 打破西方媒体的话语垄

断 ，
进而提高 中国的国 际影响力 ．

４ ．２ 以精准传播策略弥合中瑞文化鸿沟

传播对人类的重要性在于其对话功能 ， 令人们能够越过时空限制来相互沟通与理解 。 在全球

互联互通的背景下 ，
具有偏向性的话语会对受众产生或隐或显的影响 ． 而要尽可能地降低其中 的

偏 向性对跨文化传播的负面影响 ， 就应积极促
“
一

国
一

策
”

的精准化传播 。

１ １ ）７

要构建中 国主导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 提升中 国 国际传播的精准度 ， 就需要用瑞典学界 、 政

界 、 媒体及民众能够理解 、 乐于接受的话语讲述中 国故事 。 尤其如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
一

般的重

大国际盛会及疫情防控措施等中国特色的决策 ， 要用瑞典受众想了解 、 听得懂 、 愿接受的方式全

面地阐述前因后果与积极意义 ． 目前我国对瑞传播的关键问题在于 中国话语体系 国际化程度低 ，

瑞典受众并不能理解中 国媒体的核心观点 。

因此
，
在对瑞传播过程中 ， 中方媒体应注重瑞典本地文化 ，

充分考虑中瑞双方的文化 、 社会 、

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差异 ，
抓住中瑞价值观的共通之处 ； 此外 ， 也要积极与当地媒体合作 ’

通过加

强与瑞媒的合作与交流 ， 将等富有 中 国特色文化的词汇以接地气的瑞典语表达传递给读者 ， 使之

成为易于接受和理解的通俗表达 ， 赢得瑞典民众的情感共鸣 ， 服务中 国形象的建构 。 减少瑞方对

中 国形象的认知偏差 ， 更精准地向瑞典民众传播中国文化与价值观 。

１ （ １８

在 中瑞交流过程中 ， 语言起着关键作用 。 现代瑞典语使用大量缩略词和合成词表义 ，

且常省

略主语或使用倒装句 ， 兼有 日 益简化的语法与发音方式 ， 导致瑞典人简洁直接的思维方式与沟通

表达习惯 ． 相反 ， 汉语更讲究委婉与工整 ， 语言文化和思维上的差异造就了 中瑞双边交流的障碍 ．

因此
， 培养复语复合型人才提升我国 国际传播能力的关键 。

综上 ， 要建构具有 中 国特色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 更好地向瑞典等西方国家传递中 国友爱 、

和平的声音 ， 语言是其 中的关键 。 因此
， 我国要积极培养多学科领域的翻译人才以及了解瑞典历

史文化 、 掌握瑞典语的复语复合型新闻从业者 ， 更精准地传播中华文化 ， 赢得西方社会的理解与

认可 ，
加快建构具有 中 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

４ ．３ 弱化瑞典对华的意识形态偏见

１ １ ） ７

胡正荣 ．国际传播的三个关键 ：全媒体 ？ 一

国
一策 ？ 精准化 ［

Ｊ
］

．对外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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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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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瑞典对 中 国的态度迅速恶化 。 在瑞典视角 中 ，
中 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和全球影响力是

柏林墙倒塌 以来较为显著的 国 际局势变化 ，
急剧降温的 中瑞关系也被归结于 中 国政府对瑞典的

“

战狼外交
”

与强硬 、 专制 的态度 。

１ 在此背景下 ， 瑞典政府认为有必要对中 国 问题进行更深人

的研究与探讨 ．
２０２ ０ 年 ， 瑞典政府颁布

一

项对华战略 ，
与瑞典国 际政策研究所合作成立了 国家级

的 中 国研究 中心 （

Ｎ ａ ｔ ｉｏｎ ｅ ｌ ｌ ｋｕｎ ｓｋａｐ ｓ ｃ ｅｎ ｔ ｒｕｍ ｏｍ Ｋ ｉｎ ａ
） ， 旨在全方位分析中 国与瑞典的经济 、 政

治动态 ， 为瑞方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 其 中 ，
对 中 国官方在瑞典境 内进行的宣传活动是研究重

点 。 中方背景的媒体 、 企业及社会精英在瑞的交流活动与宣传被描述为
“

渗透
”

， 隐藏在各大瑞

典高校中 的学生组织也存在大量的
“

告密者
”

和
“

自我审查
”

。

１ １ １

由此可见 ， 官方色彩浓厚的 中

国 国 际交流组织与媒体在瑞典受众中接受度较低 ， 传统的公共外交与 国 际传播手段并不适用于当

今瑞典社会 ，
甚至会起到反效果 ．

除了新闻报道 ，
西方 国家对 中 国 的认知偏见还体现在教育体系 以及民众的 日 常娱乐 中 。

１ １ ２

在

西方文化背景 中成长起来的瑞典民众对东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有着天然的抵触 ， 典型表现之
一

就是

认为 中 国媒体都是 由 中 国政府或 中 国共产党掌控的 ， 其内容传播与输 出始终是政治宣传 ， 因此拒

绝接受中 国媒体的传播 内容 。

１ １ ３

由 此可见 ， 在对瑞传播 中 ， 树立 良好的国家的形象不能仅通过直

白 的政治宣传或意识形态 、 价值观宣传 ，
应从接受度较高的文化层面入手 ， 如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

会期间备受瑞典运动员称赞的 中 国特色饮食 ， 或风靡
一

时的文化符号
“

冰墩墩
”

。

在 以美国 、 瑞典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对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及 中 国形象肆意攻击与恶意丑化的

背景下
，
我国媒体澄清客观事实的 同时 ，

也可 以发掘更多的体育活动背后的故事 ， 以 中 国特色的

人情与文化打动西方媒体和参加 ２ ０ 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外国运动员 ． 通过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丰富

的文化产品 ，

一

定程度上能减轻瑞典民众在媒体渲染下对中 国产生的抵触情绪 ， 消解部分敌意与

偏见 ， 提高其对中 国政治科普报道与事实澄清的接受度 。

与此同时 ， 中 国媒体在国际传播过程 中 ，
也可借助受众更易理解和接收的西方话语和西方信

源来消除偏见 ， 减少使用直接的 中 国官方作为信息来源 ，
摆脱国外公众眼 中政府宣传机器的 印象 。

通过对多样化的西方信源进行最大程度地有效利用 ，

无形 中能帮助瑞典民众更好地理解中 国 ，
重

塑舆论格局和舆论形象 ． 其中 ， 对具有典型象征意义的 明 星运动员的
“

包装
”

和推广
，

让他们通

过国际主流和社交媒体来
“

发声
”

， 是在短时间 内改善 中 国体育国际传播能力 的
一

种重要方式 。

１ １ ４

如近年来主动代表 中 国 队 出 战的谷爱凌和能够用 中文流利沟通的外国运动员福原爱等 ， 在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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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都与西方国家更为相似 。 借他们之 口 向世界讲述
？ ？

中 国故事 更具说

服力与可信度 ，
对提升我国国际舆论话语权与引导力具有积极作用 。

在国 际舆论场 中 处于非核心地位的 中 国媒体可 以用 西方民众所熟悉并乐于接受的词汇 、 符号 、

表达方式和主题来为 中 国 的国 际传播和 国家形象重塑服务 。 将瑞典媒体的部分话语进行解构甚至

消融 ． 用 隐性的方式实现 自 身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 唤起瑞典民众的批判意识 ，
并借机解构 以西方

发达 国 家为主导的话语体系 ， 为我 国 国 际传播能力的进
一

步提升奠定基础 ．

综上 ，

西方主流媒体在当今的国际传播格局 中处于垄断和强势地位 ，
中 国媒体想要拥有与综

合国力相 匹配的国 际传播实力还有很长
一

段路要走 。 未来的对瑞传播 中 ，
应充分提高 中 国媒体在

瑞典乃至北欧的影响力 ，
把握 中 国形象媒介塑造的主动权 ， 提升用瑞典语报道的能力和质量 ，

抢

占报道先机 ， 同时充分利用瑞典受众接受度较高的新媒体平台 ， 如脸书 、 推特及 Ｓｐｏｔ ｉｆｙ 等 ， 拓

宽国 内媒体发声的受众面 ，
让 中 国媒体的直接报道在第

一

时间传播到位 ； 其次 ， 在做好中 国媒体

“

走 出去
”

的 同时 ，
也要确保中瑞媒体交流的长效化 ， 保证中瑞双边媒体及记者的实地交流 ， 使

之全面地了解 中 国是如何在
“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下开展对外合作 、 承担大国责任的 ，

通过一手

报道
，
将最真实的 中 国形象呈现给瑞典民众 ．

５ ０



结语

通过对瑞典主流媒体 《每 日 新闻 》 在 ２０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至闭幕期 间 的新闻报道进行分

析 ，
可 以得出 以下结论 ：

结合高 、 中 、 低三个层次框架的分析 ，
可 以 发现 ， 《每 日 新闻 》 的 ２ 〇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

中 ，
全面报道 了 以瑞典为核心的赛事赛况 ， 符合受众需求 。 但 《每 日 新闻 》 的 ２〇２２ 年北京冬奥

会报道 中构建的部分主观事实刻意抹黑 了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筹办情况 、 中 国防疫政策及 中 国

政治体制 ， 影响 了瑞典群众对中 国的正确认知 ．

之所以会塑造 出这样的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形象和 中 国形象 ， 有以下六方面原因 ： １ ．瑞典出于

亲欧亲美的政治立场 ， 倾 向于支持意识形态相似的 国家 ；

２ ． 中瑞关系持续恶化 ；
３ ．瑞典在立法及

政策层面大力支持新闻 自 由与新闻多样性 ；
４ ． 《每 日 新闻 》 的商业属性决定其报道倾向与立场必

须符合瑞典国家及民众的 偏好 ；
５ ． 中瑞语言障碍及刻板印象使 《每 日 新闻 》 报道失之偏颇 ；

６ ． 瑞

典作为欧盟成员 国 ． 在意识形态上与 中 国完全对立 ，
无法摆脱欧洲 中心主义的叙事及立场 。

研究认为 ，
中 国 的对瑞传播模式存在

一

定 问题 ，
应制定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 １ ．相较于美国 、

英国等英语国家 ，
中 国对瑞典的国 际交流与合作不够紧密 ，

应加大研究瑞典受众新闻习惯和对瑞

传播中 国文化的力 度 ；
２ ． 中瑞文化差异较大 ，

中 国对瑞传播 中 习惯性沿用 中 国视角 的思维习惯与

表达方式 ， 易引起受众的 困惑与反感 ，
应大力培养熟悉瑞典语言文化的各领域人才 ， 破除国 际传

播 中的文化壁垒 ；
３ ．瑞典舆论场 中 ，

对 中 国及 中 国媒体的意识形态偏见始终存在 ，
应借助瑞典和

西方的话语及思维模式进行国 际传播 ，
重塑屮 国形象 。

受限于时间与可行性 ，
本研究只选取了 《每 日 新闻 》 作为研究对象 ，

无法全面地体现瑞典报

刊的立场 ，

也不能代表所有瑞典媒体 ，
因此仅作为

一

种典型案例研究 ； 其次 ， 在研究样本 中 ，
只

包含了２ ０２ ２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至闭幕式当天 ， 共计 １ ７ 天内 的报道 内容 ，
而开幕式前几 日 的预

热以及冬季残奥会的相关报道未覆盖在本研究的样本中 ； 同时 ， 在
“

报道倾向
”

这
一

类 目 的编码

与分析过程中 ， 个人理解上的主观差异使研究结果 出现偏差成为必然 ； 此外 ，
本研究只集 中在新

闻生产的过程 ，
未涉及新闻受众 ，

并对受众效果进行研究分析 ，
这也是本研究待完善的方向之

一

。

基于 以上不足 ， 本研究还可在后期做如下改进 ： 第
一

， 增加研究样本 ，
将不 同立场的多个瑞

典主流媒体有 关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相关的报道均纳人研究范畴 ； 第二 ， 在类似报道倾 向 的主观

性类 Ｈ 中 ， 对编码 员进行更严格的训练 ， 力求客观 、 科学的定义与分析 ； 第三 ， 在 《每 日 新闻 》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奧会相 关报道的框架分析之外 ，
加人受众效果分析 ． 因此

，
在今后的研究 中 ，

可 以

扩大样本选择的时间范 围 ，
在客观研究新闻生产过程的前提下 ，

将研究拓展至受众框架 ， 研究此

议题下的框架效果 。

本研究以 《每 日 新闻 》 对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报道框架的研究为典型案 例 ， 管窥重大国 际赛

５ １



事中主流瑞媒视角下的 中 国形象 ， 为我国优化国 际传播策略提供
一手参考资料 ， 期望能为我国国

际传播研究开辟新视角 、 新思路 ， 助力我国完善
“
一

国
一

策
”

的国 际传播能力建设 ．

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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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 １
， （

１ １
）

：
１ ８

－２ １ ．

［
５ ７

］ 马立明 ，黄泽敏． 中 国 国家形象建构的逻辑演变及其深层原 因 以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为 例 ［
Ｊ
］

．对外传播 ，

２ 〇２２
， （
０ ３

）
： ２ ６

－

３ 〇 ．

［
５ ８

］ 诺曼
？

费尔克劳夫 ．话语与社会变迁 ［
Ｍ

］
．殷晓蓉 ， 译 ．北京 ： 华夏出版社 ，

２００ ３ ．

［
５ ９

］ 潘忠党 ．架构分析 ：

一个亟需理论澄清的领域 ［
Ｊ
］

．传播与社会学刊 ，

２００６
（
１
）

： １ ７
－４ ６

．

［
６ ０

］
漆亚林 ，李秋霖 ．全球媒介事件视域下

“

讲好奥运故事
”

的逻辑理路 ［
Ｊ

］
． 国际传播 ，

２０２２
， （
０２

）
：  １

－ ９ ．

［
６ １

］ 秦汉 ．新闻媒介体制 ：要素 、 内涵与特征 ［
Ｊ

］
． 国际新闻界 ，

２０ １ ８
，

４０
（
０ ７

）
： ７９

－

９９ ．

［
６２

］ 任东波 ．

“

欧洲 中心论
”

与世界史研究——兼论世界史研究的
“

中 国学派
”

问题 ［
Ｊ

］
． 史学理论

研究 ，

２００６
（
０ １

）
：４２ － ５ ３＋ １ ５ ９ ．

［
６ ３

］
沈小蒙 ． ＣＧＴＮ 冬奥报道的 中 国叙事构建与 国际传播创新 ［

Ｊ
］

． 国 际传播 ，
２０２２

， （
０ １

）
： ７ ９

－

８４ ．

［
６４

］
谭天 ．基于关系视角 的媒介平台 ［

Ｊ
］

． 国 际新闻界 ，
２ ０ １ １

，

３ ３
（
０９

）
： ８ ３

－

８ ８ ．

［
６ ５

］
王润珏 ， 张若溪 ． 以 多模态话语提升北京冬奥会主题 口 号 国 际 传播 的 长期 效能 ［

Ｊ
］

． 国 际传

播 ，

２ ０２２
， （
０ １

）
： ３ ９

－４７ ．

［
６ ６

］
王 袁 欣 ， 车 梓 晗 ． 技 术 与 媒介 的 交 融 ： 北 京 冬 奥 会 塑 造 国 家 形 象路径研 究 ［

Ｊ
］

． 中 国 出

版
，

２ ０２２
， （
２ １

）
： ２ ７

－

３ ０ ．

［
６ ７

］ 魏伟 ．提升 中 国 体育国 际 传播
“

五力
”

的路径 ［
Ｊ
］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

２０２２
，

４ ８
（
０ １

）
： ２ １

－２ ５ ．

［
６ ８

］ 魏 伟 ．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北 京 冬 奥 会 国 际 传 播 影 响 力 研 究 ［
Ｊ
］

． 中 国 广 播 电 视 学

刊
，

２０２２
， （
０４

）
：
２ ７ －

３ ０ ．

［

６ ９
］ 相 德 宝 ， 李 伊 玲 ． 北 京 冬 奥 组 委 官 方 推 特 的 网 络 议 程 与 国 家 形 象 建 构 ［

Ｊ
］

． 对 外 传

播 ，

２ ０２ ２
， （
０ ３

）
： ４ ６ －

５ ０ ．

［

７ ０
］ 薛可 ，古家谕 ，陈炳霖 ．共情

？

创新
？

融合 ： 文化符号与 国 家话语体系构建——基于
“

冰墩墩
”

的社交

媒体平台 内容分析 ［
Ｊ

］
．新闻与写 作 ，

２０２２
， （
０ ５

）
： ３ ５

－４ ５ ．

５ ６



［
７ １

］ 薛文捧 ，张麟 ，胡华 ．仪式 ？意义 ？认同 ：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与 中国形象塑造 ［
Ｊ
］

． 中国广播电视学

刊 ，
２０２２

，（
０４

）
： ８

－

１ ２ ．

［
７２

］ 杨凤娇 ，张贵徽 ．北京冬奥会的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传播策略 ［
Ｊ
］

．对外传播 ，
２０２２

， （
０ １

）
： ５ ９

－６２ ．

［

？

７３
］ 杨铮 ，

王灿发 ？瑞典大众传媒产业发展现状 、 特色及趋势分析 ［
Ｊ
］

．新闻爱好者 ，

２０ １ ９
（
１ １

）
： ８

－

１ ３ ．

［
７４

］ 尹子强．北京冬奥会吉祥物跨文化传播研究￣￣基于符号学视角 ［
Ｊ
］

．中国报业 ，
２０２２

， （
１ ８

）
： １ （Ｍ  １ ．

［
７５

］ 臧国仁 ．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 ： 媒介框架与真实构建之论述 ［
Ｍ

］
． 台北 ： 三民书局 ，

２００３ ．

［
７６

］ 曾庆香 ．新闻叙事学 ［
Ｍ

］
？ 北京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２００５ ．

［
７７

］ 张磊 ， 高 飞 ． 平 台 化 的 奥林 匹 克 ： 英 文社 交媒体上 的 奥运 国 际 传播研究 ［
Ｊ
］

． 国 际 传

播；
２〇２２

，（
０３

）
：２４－

３４ ．

［
７８

］ 张延续 ．批评语言学与大众语篇——对美国新闻周刊 的批评性分析 ［
Ｊ
］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

报 ，
１ ９９８

（
０６

）
：２６－２９ ＿

［
７９

］
赵蓓 ，张洪忠 ．有关北京冬奥会的社交机器人叙事与立场偏向一￣基于 Ｔｗｉｔｔｅｒ数据的结构主题

模型分析 ［
Ｊ
］

？新闻界 ，

２０２２
，（
０５

）
： ６２－７０ ．

［
８０

］ 郑亮 ，夏晴 ？国际媒体海外在地化建设与传播力提升研究 ［
Ｊ

］
？ 中国出版 ，

２０２ １
（

１ ６
）

： 丨 ２ －

１ ７ ．

［
８ １

］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 驻瑞典大使馆 ． 中 国 同 瑞典的 关 系 ［
ＥＢ／ＯＬ

］
．

（
２０２２ －０５ －０９

） ［
２０２３ －０３ －０９

］
．

ｈｔｔ
ｐ

： ／／ｓｅ ． ｃｈｉｎａ－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ｇｏｖ ． ｃｎ／ｚｒｇｘｓ／ｓｂｇｘ／２０ １ ８０８／ｔ２０ １ ８０８ １ ５２９９４ １ ５７ ．ｈｔｍ．

［
８２

］ 钟新 ，蒋贤成 ，
王雅墨 ．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共情传播 ： 北京冬奥会国际传播策略及效果分析ｍ．

新闻与写作 ，
２〇２２

， （
０５

）
：２５

－３４ ．

［
８３

］ 周榕 ，吕诗俊 ，张德胜 ．奥运会中的跨文化共情传播与实践创新路径一对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

传播的思考 ［
Ｊ
］

．新闻与写作 》
２０２ １

， （
１ ０

）
：  １ ００ －

１ ０４ ．

［
８４

］ 邹诗鹏 ．马克思对欧洲 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
Ｊ
］

．哲学研究 ，

２０ １ ８
， （
０９

）
： １ ６－２４＋ １ ２７ ？

５ ７



附录 Ａ 类 目建构与编码表

序号类 目 编码说明

一

报道对象 ①瑞典 ②中 国 ③美国 ④俄罗斯 ⑤挪威 ⑥芬兰 ⑦丹麦 ⑧其他

二报道主题 ①举办地筹办情况 ： 包括人员安排 、 场馆设施 、 奥运村的衣食住行及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相关的文化活动

②运动项 目 介绍 ／技术解析 ： 详细解析某冬奥运动项 目 的发展历程或

动作技巧

③人物特写 ／专访 ： 针对运动员个人的心理状态 、 训练状况 、 赛前准

备 、 比赛过程等细节的特写或专访

④赛前分析预测 ／赛程预告 ： 对 尚未进行的 比赛赛况的预报 、 预测或

分析

⑤单项比赛进展 ： 某
一

项赛事的多数运动员在比赛 中 的实况播报

⑥结果播报 ／赛后评价 ： 对比赛阶段性结果 、 运动员 比赛表现或决赛

成绩的播报及分析

⑦多项赛事综述 ： ２〇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期间多个赛事的综合性报道

⑧体育丑闻 ： ２ 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前后爆出体育领域内的丑闻 ， 如对兴

奋剂 、 行贿受贿等 问题进行的报道及讨论

⑨疫情防控 ：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期间 ，
与 中 国疫情防控政策及运动员

隔离情况相关的报道

⑩其他 ： 性别 、 人权 、 政治等与运动赛事不直接相关的议题

三报道倾 向 ①正面报道 ： 正面积极的人物 、 事件及结果

②负面报道 ： 冲 突 、 社会黑暗面 以及对事件或人物的批判 、 质疑

③中立报道 ： 客观陈述事实 ，
无明显倾向性

四标题类型 ①行动型标题 ： 着重体现
“

动态
”

， 即报道对象的动作或过程

②状态型标题 ： 强调
“

静态
”

， 指对既成事实的总结或评析 ，
包括结

果 、 发展程度等

③精神型标题 ： 指主观感受 ， 如赛后感受 、 心理活动等

④言语型标题 ： 突出
“

表达
”

这一行为 ，
包括

“

表示
” “

认为
”“

称
”

５ ８



等指代表达动作的信息

五报道体裁 ①消息 ②通讯 ③评论 ④特写 ⑤深度报道 ⑥专访 ⑦其他

六报道篇幅 ①２００ 词以下 ②２００－５ ００ 词 ③ ５００－

１ ０００ 词 ④ １ ０００
－

１ ５００ 词 ⑤ １ ５ ００

词以上

七消息来源 ①政府机构／官员 ： 代表政府的官方发言 ， 或政府发布的权威数据

②＃国体育代表团 ： 各国体育代表团及其官员 ， 如代表团的新闻发言

人等

③体育组织 ： 国际奥委会 、 各国家地区奥委会 、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组

织委员会 、 体育仲裁法庭 、 反兴奋剂组织 、 某运动项 目 的国际协会以

及
一

切相关人员 以该组织官方身份接受的采访透露的消息等

④媒体 ： 指各国电视台 、 报刊 、 通讯社等各类媒体及其记者 、 评论员

⑤北京冬奥会工作人员 ： 包括志愿者 、开闭幕式演职人员 ， 不属于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组委会官方的工作人员纳入这
一

分类

⑥相关参赛人员 ： 包括运动员本人 、 队友 、 教练 、 裁判及运动员亲属

⑦专家学者 ： 与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相关的各类专家和学者 ， 如气象

学家 、 医生等

⑧无明显消息源

糊来源

⑩其他 ： 如社会公众 、 除体育组织外的国际组织 、 社会团体等

八图式结构 ①事件景况 ： ２０２２ 年北京冬奥会的主要事件及其结果或影响

②反应及反馈 ： 主要事件中的相关人物的反应或其表达的内容

③评价分析 ： 对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行为做出的评析

④预测 ： 以媒介身份对某
一

新闻事件的走向进行分析判断

⑤背景．

？ 与主要事件有间接关系的背景 、 片段或历史描述

５９



附录 Ｂ 低层次框架分析样本表

编号标题 日 期主题倾向体裁

１Ｕｉｇｕｒｉｓｋ ｓｋｉｄｄｋａｒｅ  ｔｄｎｄｅ ｄｅｎ ２ ．４其他 （政治 ）负面 深度报道
ｏ ｌｙｍｐ ｉｓｋａｅ ｌｄｅｎ

２Ｌｅｄａｒｅ ．Ｋｉｍ ｔａ ｒ ＯＳ－

ｇｕ ｌｄ
 ２ ．４其他 （政治 ）负面评论

ａ ｔｍ ｉｎｓ ｔｏｎ ｅ ｉ ｄｉｋｔａ ｔｕｒ

３Ｊｏｈａｎ Ｅｓｋ： Ｓｖｅｎｓｋａｓ ｔｊｄｒｎｏｒ ２ ．４举办地筹办情况负面评论

ｓｋａｐａ ｒ Ｋｉｎａｓ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ｓｅｇｅｒ

４Ｔｏｒｂ
ｊ
ｄｍ Ｐｅ ｔｅｒｓｓｏｎ ：Ｓｄｄｒ ｌ ｉｖｅ ｔ２ ．４疫情防控负面评论

ｉｎｎ ｅ ｉ ＯＳ－ｂｕｂｂ ｌａｎ

５Ｐｅｋｉｎｇ
－ＯＳｐｄｇｄｒ ｍｅｎｈ ｅｒｒＧａｏ２ ．４人物特写 ／专访中立特写

ｆｕｎｄｅｒａｒ ｍｅｓｔ
ｐｄｅｎｆｌｙｔｔ

６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Ｂｊｏｒｋｌｕｎｄ：Ｖｉ ｖａ ｌｌａｓ２ ．４其他 （开幕式 ）负面评论
ｓｏｍ ｅｎｓｋｏｃｋｆａｒ ｂａｋｏｍｄｅｎ

ｋｉｎｅｓ ｉｓｋａＪｌａｇｇａｎ

７Ｔｏｒｂｊｄｍ Ｐｅ ｔｅｒｓｓｏｎ ：Ｂｊｕｄｅｎ ｐｄｔｅ２ ． ５其他 （政治 ）负面评论
ｈｏｓ

ｐｏ ｌｉｓｅｎｅｎｋｉｎｅｓ ｉｓｋ

ｐａ ｒａｄｇｒｅｎ

８ＯＳ－

ｊｏｕｒｎａＵｓ ｔ ｍ ｏ ｔａｄｅｓｂｏｒｔ ｍ ｉ ｔ ｔ  ｉ２ ． ５其他 （新闻 自 由 ）负面消息

ｓａｎｄｎ ｉｎｇ

９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Ｂｊｏｒｋｌｕｎｄ： Ｐｏ ｌｉ ｔ ｉｋｅｎ
ｇａｒ２ ． ６其他 （政治 ）负面评论

ｓｏｍｅｎｒｏｄ ｔｒａｄ
ｇｅｎ ｏｍ Ｐｅｋｉｎｇ

－ＯＳ

１ ０Ｆｉｎ ｌｄｎｄｓｋ ｉｌｓｋａｏｖｅｒ ｉｓｏ ｌｅｒａｄ ２ ． ７疫情防控负面通讯

ｐｒｏｊｉｌ ：
＾

Ｉｎｇｅｎｂ ｒａｒｅｋｌａｍ
ｆｏｒ



Ｋｉｎａ
”



１ １Ｅ ｉ ｌｅｅｎＧｕ
ｇｏｒ ｏｓｓ ｓ ｔｏ ｌ ｔａｏｖｅｒ Ｋｉｎａ２ ． ８人物特写 ／专访中立特写

１ ２Ｈｉｓ ｔｏｒｉｓｋＯＳ－ｍ ｅｄａ ｌ
ｊｆｏ ｒ Ｈｅｎｒ ｉｋ２ ． ９结果播报 ／赛后评价 正面通讯

Ｈａｒｌａｕ ｔ 

－

ｂｒｏｎｓ ｉ ｂ ｉｇ 

ａ ｉｒ

１ ３Ｍａｒ ｉａｎｎ ｅ Ｂ
ｊｏ

ｒｋｌｕｎｄ ： Ｉｎ ｔｅ ｉ

－

ｖ
ｊｕｎ２ ． ９体育丑闻负面 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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