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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新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创新

讲好中国故事，重在传递共鸣与
共情的叙事艺术。在国际传播的叙事
之中，既要有黄钟大吕的主流叙事，
也要有涓涓细流的人情之美。世间的
悲喜千姿百态，故事的讲述也应该生
动多样。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形象要注重传播的亲和力，在实事求
是的叙事之中，传达真情实感，让说理

成为国际传播之中的心灵共鸣。
传播中国声音，重在以和为贵实

现心灵相通。世界各国文化渊源与传
承不同，思想观点多元，国际舆论的
声音也势必是混杂各异。在国际传播
过程中，加强中国话语说服力的建
设，遇到歪曲事实、抹黑中国形象的
报道，不能回避问题，需要第一时间

澄清谬误、回应是非，以正视听。在
建设中国特色国际传播体系的过程
中，要顺应时代诉求，以文化人，实
现同频共振，让以和为贵的传播思想
引导和组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
传递共鸣到升华共情。

提升传播能力，重在加强国际传
播人才队伍建设。机构媒体、开设传

播专业的高校要培养年轻人挑大梁、
当主力的担当，创造机会让有“网
感”的人到海外讲中国故事。新闻
传播学界和业界必须同心协力，有
针对性地开展国际传播教材课程体
系、专业培养模式、继续教育方案
的设计，以适应当下与未来的精准
国际传播需求。

讲好中国故事，重在精准传播
□徐平

6月8日，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之新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创新分论坛在深圳举

办；6月9日，在紫荆文化集团重点文化项目发布会上，正式宣布纪录电影“神奇动物”

三部曲即将在全球上映，吹响了动物题材精品佳作进入国际纪录片市场的号角；6月10

日，“深圳全球传播使者”计划启动，深圳报业全球传播中心也正式挂牌……

新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创新分论坛与紧随其后的这些国际传播事件相呼应，形成具有

鲜明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组合拳”“协奏曲”。讲好中国故事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

任务和实践基础，如何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站在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发

出最嘹亮的中国声音？多家媒体机构的负责人、一线采编从业者结合工作实践与心得体

会，探索传播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主张的智慧方案。

站在世界舞台中央
发出嘹亮中国之声

□本报记者 徐平

不久前，香港国泰航空空乘人员歧
视讲普通话的乘客，“侠客岛”微信公
众号针对此事发表了一篇评论，指出国
泰航空不能只是道歉了事，还得从深层
次反思企业文化，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
生。该文章除了被港台媒体广为转载
外，CNN、路透社、ABC News 等众
多海外媒体也纷纷转引，这恰好说明

“侠客岛”在海内外舆论场的影响力。
作为《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新

媒体品牌，“侠客岛”从诞生之日起，
就肩负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
音的使命担当。这些年，“侠客岛”作
为舆论场的轻骑兵，受到很多境外媒体
重点关注。

“当某一事件的热度起来了，绝不
能犹犹豫豫、瞻前顾后，而是要冲到前
面去发声，主动回击并击碎不实言论，
这个时间窗口一定要抓住。”“侠客岛”
微信公众号负责人张远晴表示，在重大
突发事件、重大国际关切和热点问题
上，第一时间传播事实、表达观点，是
抢占国际舆论场话语权的应有之举，是
中国媒体人责无旁贷的事。

针对香港国泰航空事件，张远晴表
示：“学者对于传播有各种定义，但作
为媒体一线工作者，我觉得传播就是一
种供需关系。”在张远晴看来，传播就
是“你想知道的事，我能告诉你；我想
告诉你的事，你还愿意听”。

“在加强国际传播的过程中，首先
应破除三种‘迷信思维’。”微信公众
号“明叔杂谈”负责人明金维说，“第
一种‘迷信思维’是一说到国际传
播，就想着要去改变国外对中国的偏
见；第二种‘迷信思维’是一说到国
际传播，就想起西方的舆论场；第三
种‘迷信思维’是一说到国际传播，
就觉得这只是媒体的事情。”明金维认
为，做国际传播也要看到广大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国家，他们是国际社会真
正的大多数。

“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耐心，只
要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好，中国的综合国

力越来越强，从世界历史的经验来看，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相信会越来
越大。”明金维信心满满地说。

作为对外宣传工作的从业者，新华
社对外部徐泽宇工作室负责人徐泽宇曾
在西方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上回击某西方
媒体抹黑中国形象的报道，并引起了西
方受众的广泛关注。仅仅一天之后，这
家西方媒体便迫于社交平台上的舆论压
力，对那篇报道作出了撤稿处理。这让
徐泽宇意识到，在国际传播中，对于西
方媒体的各类报道作出快速反应是非常
重要的，这可以让真实的中国形象在世
界舞台上得到进一步推广。

徐泽宇说：“在国际舆论场上，既
有对中国故事的正面评价，也有不少质
疑的声音，但只要我们的立场和故事能
借国际传播走出去，哪怕引起一些讨论
和不同看法，就一定不是坏事。”在他
看来，中国媒体应当寻找更多的机会进

入西方主流媒体去真诚发声，在外媒的
平台上发出声音、放大音量也是增进相
互了解的重要方式之一，只有这样，通
过呈现我们自己的话语和叙事，争取更
多的知华、友华、爱华力量。

快速反应，直面问题发声

“EyeShenzhen”听起来像中文的“爱
深圳”，意为热爱深圳这个城市。深圳报
业集团主办的EyeShenzhen九语种网站试
运行上线，这是深圳多语种信息官方门户
网站，是深圳资讯和服务面向全球的国际
传播品牌。

深圳报业集团党组书记、社长丁时照
表示，为聚合深圳国际传播资源，全域全
民构建国际传播大格局，在EyeShenzhen
试运行上线的同时，揭牌成立深圳报业全
球传播中心，启动“深圳全球传播使者”
计划，充分激发民间人士，尤其是外籍人
士爱深圳的热情，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讲
述、传播深圳故事，为推广深圳国际形象
贡献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打造深圳国际
传播共同体。

“精准传播是方式方法，话语构建是
内容定位，有好的方法、好的内容，才能
有好的传播。”在丁时照看来，当前国际
传播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内外失衡、

“撒胡椒面”、“胡子眉毛一把抓”等。他
认为，这与大家对国际传播比较陌生有很
大关系，导致很多问题没有深究细研，这
就产生了“低效传播”现象。

互联网是全知全能的，但是传播不能
做到面面俱到。丁时照认为，需要做到价
值传播和有效传播。一方面，价值传播看
起来最难，但更应该理直气壮，把人类共
同的价值观进行传播，这是阻力最小、见
效最快、影响最深远的；另一方面，要进
行“快乐传播”，让有意义的事变得有意
思起来。他说：“国际传播不是上课，不
是传达文件，不是高考，因此‘好感传
播’‘快乐传播’显得特别重要。有一个
成语叫做‘近悦远来’，但我觉得在传播
中应该叫‘近悦近来、远悦远来’。只要
做到了精准传播，一定能达到有效传播。”

2016 年 ，澎 湃 新 闻 客 户 端 推 出 了
Sixth Tone（第六声），其定位特点是专门
讲述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澎湃新闻总
裁、总编辑刘永钢介绍，这个产品推出时与
央媒宏大叙事和主题报道做了差异化定
位，一开始就选择了讲述“小而美”的中国
故事这样的一条“赛道”。通过鲜活、立体、
有温度的叙事手法，将中国立场、中国视
角、中国气象融入“有人情味的报道”中。

香港是中西文化的深度交融地，是世
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也是国际舆论的
交锋地，更是中国做好国际传播的最佳赛
道。“国际传播面对的是不同国家、区域
和不同受众，语言文化和思维习惯不同，
要求我们做国际传播的内容和渠道与之高
度适配，特别是要培养适合国际传播的语
言体系和意象表达，让海外受众能够读得
懂中国故事。要把内容、技术和国际审美
有机结合，可以幽默，可以诗意，也可以
简单粗暴，但一定要有力量、有亲和
力。”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深圳新闻中
心主任黎冬梅说。

黎冬梅笑言：“香港作为中西舆论的
交锋地，更像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对
于歪曲失实报道，一定要据理力争，但国际
传播是不是一定是“非此即彼”“你死我
活”？针对“斗争说”“战场论”，丁时照提出
了不同看法。丁时照补充道：“有时候，我们
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里面的‘斗争性’太
强，总跟别人说‘我要跟你打架’，别人肯定
会相应作出防范准备。如果更多采用和平
传播的姿态和心态，会更容易让大家真正
地接受传播的内容。”

让有意义的事情
变得有意思起来

新华社国际部作为国际新闻、国际
传播的主力军和“国家队”，顺应移动
化、社交化、可视化的传播趋势，及时
作出转型，更好地向世界传递中国文
化，讲好中国故事。《美美与共——

“一带一路”上的文明对话》系列微纪
录片是他们今年推出的典型可视化产
品，海外网民浏览量超千万。

新华社国际部海外社交媒体采编室
主任徐海静介绍，新华社国际部原本是
一个传统的图文报道部门，这些年把握
趋势，从传统的图文报道向可视化产品
生产转型。结合新华社在国际传播融
合创新、技术赋能方面的实践，徐海
静表示，中华文化“天下大同”的理
念，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交
流互融，而国际传播就是把中华文明特
质介绍给世界，向世界传递中华文化。

“做好国际传播，最重要的是传播
效能。只要能够提升传播效能，很多的
创新点都可以激发。媒体人不要束缚自
己，一定要永远都有‘从零出发’的心
态。”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新媒
体部主任张施磊如是说。

在过去 10 年，CGTN 新媒体发展
迅猛。张施磊介绍，CGTN新媒体全球
粉丝超过4亿，其中海外粉丝3.6亿，每

天的海外阅读量达 8400 万，有 30 个百
万以上粉丝的海外博主。

在人工智能爆发性发展的当下，如
何创新对外话语体系和国际传播策略？
张施磊聚焦重要性、颠覆性、创新性、
相关性四方面，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在聚焦重要性方面，张施磊提出了
“三个转化”，即把国内的主题主线转化
成社会民生的报道、把国内的舆论监督
转化成深度报道、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思

想转化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中国担
当。以“三个转化”为指导，CGTN在
一些传播产品中作了积极尝试，赢得了
海外的高流量。

张施磊表示，在聚焦颠覆性方面，
要颠覆海外对中国已有的偏见和认知；
在聚焦创新性方面，要努力做到技术
创新、范式创新；在聚焦相关性方
面，国际传播的内容要与时代相关、
与中国相关、与世界相关，要向海外

不断地释放中国的价值、中国的意义、
中国的主张。

中国新闻社“东西问”融媒体栏目
发挥其高端智库资源优势，以“新闻+
学理”为内容定位，以“文明互鉴，
理性对话”为宗旨，倾力打造集新闻
性、学理性、国际性为一体的品牌栏
目，探索既是中国的、又能为世界所
接受的话语表达方式，提升理论阐释
力、现实说服力、传播影响力。

中国新闻社评论理论部副主任、
“东西问”团队代表文龙杰介绍，“东西
问”自2020年年底创立以来，已持续访
谈中外专家学者1200余人，播发中文稿
件1300余篇，原创英文学理性文章200
余篇，网络综合阅读量超25亿。

“‘东西问’很注重国际性，致力
于多语种传播。”文龙杰表示，“东西问”
的国际传播实践，特别注重引入知识生
产、知识传播、知识对话，以传播的学理
性努力解决内容的逻辑自洽问题。通过
将“陈情”与“说理”相结合，从中华
文化立场出发，应对西方中心主义历史
叙事的挑战，跳出了过去被世界“凝
视”和“诘问”的客体地位，探索一种
以“我就是我”的主体话语实践，阐释
好中国故事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阐释中国故事背后的思想力量

■短评

新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创新分论坛第三场沙龙对话以“创新迭代·赛道转换”为主题。 本报记者 徐平 摄

新华社国际部联合新华网共同推出
《美美与共——“一带一路”上的文明对
话》系列微纪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