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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外交专题

微观视角的中拉媒体传播
———拉美社会的中国知识体系建构与传播效果的文本研究

万　 戴

内容提要: 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媒体报道和交流是中拉人文

交流的组成部分ꎬ 也是交流成果的具体表示之一ꎮ 媒体传播成效不

仅体现于双方报道的数量和覆盖群体ꎬ 微观层面的报道方式、 受众

对于报道内容的理解与反馈情况也是衡量传播效果的重要标尺ꎮ 本

文选取智利主流平面媒体 «信使报» 作为具体案例ꎬ 考察了该报

在 ２０１６ 年习近平访问智利期间的相关报道组稿ꎬ 结合其媒体经营

历史和报道倾向ꎬ 分析报道组稿中具体文本的构成、 语言特色以及

在网络平台的受众反馈情况ꎮ 同时ꎬ 也通过实地调研重构智利知识

阶层有关中国的知识体系ꎬ 考察智利媒体受众对涉华新闻的理解能

力和解读方式ꎮ 研究表明ꎬ 对象国的历史和政治环境、 媒体受众有

关中国的常识体系、 相关媒体平台的语言体系和政治倾向ꎬ 均会在

一定程度上对传媒产品的实际传播效果产生影响ꎮ 这种实际影响对

于传播受众的微观影响具有持续性ꎬ 导致传播的实际效果与生产预

期产生一定偏差ꎮ 中拉双方媒体需要从微观层面进行分众传播来消

除或改变这种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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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国和拉丁美洲的交

往逐渐深入ꎬ 在政治、 经贸、 科技、 文化等宏观领域都有着长足的进展ꎮ 双

边经贸的高速发展、 政治上的高层互访频繁、 双边伙伴关系升级、 地区一体

化协议意向的达成以及科技和文化交流成为中拉关系飞速发展的明证ꎮ 需要

看到的是ꎬ 中拉双方在宏观领域的交往成果要转化为微观领域的基本常识ꎬ
也许需要更加长期的过程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 在各个微观层面ꎬ 尤其是在舆论

层面上会展现出丰富而繁杂的现象ꎮ 虽然这些现象的成因复杂多样ꎬ 难以在

一篇论文中对其进行详尽阐述ꎬ 但我们可以从文本入手ꎬ 考察新闻产品和受

众反馈里每种叙事和评论方式ꎮ 与宏观性的分析不同ꎬ 这种研究不具有普遍

的统计学意义ꎬ 但却可以在更具体的层面上对媒体产品和传播效果进行重构ꎮ

一　 «信使报» 对于 ２０１６ 年习近平访问智利报道文本例析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７—２３ 日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就任国家主席后第三次

访问拉丁美洲ꎬ 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 ２４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同时对厄瓜多

尔、 秘鲁和智利三国进行国事访问ꎮ 在整个访问时序中ꎬ 习近平于 １１ 月 ２２—
２３ 日对智利进行正式国事访问ꎮ 智利媒体无论立场如何ꎬ 均对此次访问表示

出了高度重视ꎮ 智利最大的平面媒体 «信使报» (Ｅｌ Ｍｅｒｃｕｒｉｏ) 在习近平访问

智利前夕就在纸质报纸上全文刊登了习近平的署名文章 «共同开创中国和智

利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ꎬ 并对此次访问进行了较为立体的组稿报道ꎬ 在 ４８
小时内发布了 ４ 篇不同角度的长篇报道、 １ 篇专栏和 １ 篇社论 (见表 １ꎬ 不包

括消息稿)ꎮ
这六篇文章写作的侧重点非常明显ꎬ 其中四篇涉及高层访问期间中智双

方签订的各项合作协议、 中智贸易、 中国在智利的投资、 中智自贸协定的升

级谈判ꎬ 几乎囊括两国间所有重要的经济议题ꎮ 这种侧重点是由智利对华交

往的战略重点决定的ꎬ 同时体现出智利的国家特点和受众偏好ꎮ 智利是南美

洲乃至整个拉丁美洲最为开放的经济体ꎬ 经济发展向好ꎬ 因此经济是其主要

议题ꎮ 此外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的军政府执政和政治高压也在一定程度上导

致经济议题成为更稳妥的舆论话题ꎮ 其余两篇则关注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的个人经历ꎬ 以及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盛行的情况下中国采取的

积极应对措施ꎮ 整体而言ꎬ 无论是从时间排序上还是从内容排序上看ꎬ 六篇

报道都形成了一个较为立体的序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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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信使报» 习近平访智新闻报道序列

标题

长篇报道

１ «习近平在智利: 此次访问力求巩固中国投资»
２ «习近平: 被称为 “新毛泽东” 的中国领导人到访智利»
３ «习近平签署双边协议ꎬ 并邀请巴切莱特访华»
４ «习近平访智: 与巴切莱特签署的十二项协议细节»

专栏 ５ «中国领导力在行动»

社论 ６ «中智两国元首决定深化双边自贸协定»

　 　 资料来源: １ Ｅｍｏｌꎬ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ｅｎ Ｃｈｉｌｅ: Ｌａ Ｖｉｓｉｔａ ｑｕｅ Ｐｒｅｔｅｎｄ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ｒ ｌａｓ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ｅｓ ｄｅ Ｃｈｉｎ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ｍｏｌ ｃｏｍ / ｎｏｔｉｃｉａ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２２ / ８３２２７６ꎻ ２ Ｅｍｏｌꎬ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ꎬ ｅｌ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ｅ Ｃｈｉｎｏ
Ｃｏｎｏｃｉｄｏ ｃｏｍｏ ｅｌ ‘Ｎｕｅｖｏ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ｑｕｅ Ｖｉｓｉｔａ Ｃｈｉｌ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ｍｏｌ ｃｏｍ / ｎｏｔｉｃｉａ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２１ / ８３２１３７ꎻ ３ Ｆｅｐｉｌｅ Ｖａｒｇａｓꎬ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Ｆｉｒｍａ Ａｃｕｅｒｄｏ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ｅｓ ｃｏｎ Ｃｈｉｌｅ ｅ Ｉｎｖｉｔａ ａ Ｂａｃｈｅｌｅｔ Ｒｅａｌｉｚａｒ
ｕｎａ Ｖｉｓｉｔａ ｄｅ Ｅｓｔａｄｏ ａ Ｃｈｉｎａ ｅｎ ２０１７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ｍｏｌ ｃｏｍ / ｎｏｔｉｃｉａｓ /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２２ / ８３２４０８ꎻ
４ Ｆｅｌｉｐｅ Ｖａｒｇａｓꎬ “Ｖｉｓｉｔａ ｄｅ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ａ Ｃｈｉｌｅ: Ｅｌ Ｄｅｔａｌｌｅ ｄｅ ｌｏｓ Ｄｏｃｅ Ａｃｕｅｒｄｏｓ ｑｕｅ Ｆｉｒｍó Ｊｕｎｔｏ ａ Ｂａｃｈｅｌｅ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ｍｏｌ ｃｏｍ / ｎｏｔｉｃｉａｓ /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２２ / ８３２４２３ꎻ ５ “Ｅｌ Ｌｉｄｅｒａｚｇｏ ｄｅ Ｃｈｉｎａ ｅｎ Ａｃｃｉóｎ”ꎬ ｅｎ
Ｅｌ Ｍｅｒｃｕｒｉｏ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ｌｍｅｒｃｕｒｉｏ ｃｏｍ / ｂｌｏｇｓ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２２ / ４６７８０ / Ｅｌ － ｌｉｄｅｒａｚｇｏ － ｄｅ － Ｃｈｉｎａ － ｅｎ －
ａｃｃｉｏｎ ａｓｐｘꎻ ６ Ｃｒｉｓｔíａｎ Ｃｕｅｖａｓꎬ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ｅｓ ｄｅ Ｃｈｉｎａ ｙ Ｃｈｉｌｅ Ｃｏｎｃｕｅｒｄａｎ ｅｎ Ｐｒｏｆｕｎｄｉｚａｒ ｅｌ Ｔｒａｔａｄｏ ｄｅ Ｌｉｂｒｅ
Ｃｏｍｅｒｃｉｏ”ꎬ ｅｎ Ｅｌ Ｍｅｒｃｕｒｉｏ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ｌｍｅｒｃｕｒｉｏ ｃｏｍ / ｂｌｏｇｓ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２３ / ４６８１６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２３]

图 １　 «信使报» 关于习近平来访报道的时间与内容排序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ꎮ

在文本的叙事方式上ꎬ «信使报» 也体现出了一些独特的风格ꎮ 尤其是在

作为访问预热稿的、 讲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个人经历的 «习近平: 被称为

“新毛泽东” 的中国领导人到访智利» 一文中ꎬ 其独特性体现更为明显ꎬ 可以

作为例证进行分析ꎮ
首先是对于西方话语权的让渡和对中国式话语的尝试性使用ꎮ 拉丁美

洲媒体在国际新闻甚至国内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的报道中ꎬ 有一个被称为

“北上南下” 的传统ꎬ 即在事情发生之初ꎬ 观望欧美主流媒体的采访和报

道ꎮ 即使是发生在拉丁美洲内部的事件ꎬ 也会由北美强势媒体 (在 ２０ 世纪

以强势的新闻社为主ꎬ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以旗舰媒体为主) 先发布传媒产

品ꎬ 然后当地主流媒体再以类似的观点进行二次加工ꎮ 这种新闻产品加工

方式借用了欧美主流媒体的报道辐射能力和受众公信力ꎬ 大大降低了本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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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构建全球报道体系的成本ꎮ 但放弃建设一线报道团队意味着让渡了媒体

自身的话语权ꎬ 导致拉美媒体成为新闻产品的二传手ꎬ 并长期呈现 “国内

强势、 国际弱势” 的局面ꎮ
智利传媒学者雷耶斯马塔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发表的一篇论文中ꎬ 表达了

对于这种现象的担忧: “许多在拉丁美洲发表的新闻ꎬ 都是由欧美大新闻社生产

加工而来ꎬ 合众社和美联社的新闻产品分别占据拉美主流日报的 ３９％ 与

２１％事实上ꎬ 强势的欧洲大新闻社只把最没有意义的新闻内容留给了第

三世界的新闻社来报道ꎮ”①

时至今日ꎬ 该现象在宏观层面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ꎬ 但在微观层面和

具体事项中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ꎮ 由于中国在全球事务尤其是拉美事务中的

重要性日益增加ꎬ «信使报» 在新闻写作过程中除保留了一部分 “崇西” 报

道传统外ꎬ 也逐渐尝试使用中国式的表达来书写中国问题ꎮ 如在介绍习近平

青年时期插队经历时ꎬ «信使报» 以第三方转述的视角进行了这样的处理:
在不利的情势下ꎬ 年仅 １５ 岁的习近平需要和许多同龄的少年一样ꎬ 从中

国首都来到 (农村地区) 梁家河村ꎮ 在这里他度过了七年时光ꎮ 习近平作为

一个 “知识青年”ꎬ 在 ＢＢＣ 采访中ꎬ 得到了当年乡亲的肯定: “坦率真诚”
“人人都喜欢他”ꎮ 这些经验成为他成长中的关键要素ꎬ 在今天建立了他谦虚

和勤奋的形象ꎮ②

在这个文本中ꎬ 叙述方为 «信使报»ꎬ 但发出此评论的则是更为强势的国

际新闻媒体 ＢＢＣꎮ 这种文本书写方式的动机不可臆断ꎬ 但方式和结果都是确

定的ꎮ 虽然这是一种随机的模式选择ꎬ 但从中可以观察到对于 «信使报» 而

言ꎬ ＢＢＣ 做出的评论足以代替该报的态度 (至少部分内容如是)ꎬ 而这种代替

也默认一定会被读者所接受ꎮ 事实上ꎬ 在本篇目下 ７２ 组评论中没有任何读者

对于 ＢＢＣ 话语的带入表示质疑ꎮ
在接下来的文本中ꎬ «信使报» 的表达选择了更倾向于中国式话语ꎬ 有一

些是对于中国式话语的尝试性引述ꎬ 而另一些则是对于中国现象的创造性表

达ꎮ 在表述习近平的治国理念思想时ꎬ «信使报» 以 “ ‘中国梦’ 和终结腐

败” 为小标题进行叙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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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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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有两个伟大的理想: 一个是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ꎬ 其标志是在

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ꎬ 另一个则是 “强力反腐败” 习

近平提出了 “中国梦”ꎮ 这个相对理想主义的提法让国际社会在数年间都无法

准确理解和把握ꎬ 直到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才逐渐清晰ꎮ 在证券市场出现了危机的苗

头时ꎬ 中国政府立即开始注资ꎬ 以保证股市的稳定和公信力ꎮ①

在这里可以清楚地观察到ꎬ «信使报» 在讲述中国当代政治经济议题时ꎬ
自主选择了其认为是核心的事项ꎬ 并且尝试直接引用中方的表达方式如 “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及 “中国梦”ꎮ 而在这个表述上ꎬ «信使报» 也以自己的

方式进行了梳理: 经济发展、 消费、 创新、 可持续发展 (环境保护)、 反腐

败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可以看出ꎬ «信使报» 在报道中对 “中国梦” 等概

念的理解是外向性的ꎬ 愿意将其更多理解为一种国际战略ꎮ 在宏观处理中ꎬ
我们倾向于将这种文本表达认为是 “媒体倾向”ꎻ 而在微观视角里ꎬ 在没有直

接证据和旁证 (比如同一报道序列中的其他新闻产品) 的情况下ꎬ 本文认为

该倾向是 «信使报» 涉华报道团队对中国知识体系的系统性认知错误以及习

惯性报道方式造成的结果ꎬ 具体讨论将会在后面展开ꎮ
在习近平访问前夕ꎬ «信使报» 就开始着力向受众传播中国当前的面貌

(具体报道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可再商榷)ꎮ «习近平: 被称为 “新毛泽东” 的

中国领导人到访智利» 这篇文章由于其题目中独特的说法 “新毛泽东”ꎬ 在习

近平访问前后被中国多个媒体和研究机构摘选为典型的外媒舆论ꎮ 在这篇文

章中ꎬ “新毛泽东” 的说法实际上来自于中国十八届六中全会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② 这一说法ꎮ «信使报» 认为ꎬ 这种说法让习近平在中国领

导人中的重要性足以和毛泽东、 邓小平的历史重要性相媲美ꎮ 这个题目的确

定并非单纯吸引读者眼球ꎬ 在文本内部也有一定的逻辑ꎮ «信使报» 选取这个

角度ꎬ 既是媒体的传播战略需要ꎬ 也是在以比喻的方式向其读者介绍这位来

访领导人的重要性ꎮ 然而从读者评论来看ꎬ 这种传播意图达到的效果非常复

杂ꎮ 相比照于其他文章的回复数量和内容ꎬ 可以认为这种传播策略得到的直

接反馈相对负面ꎬ 但是有病毒性扩张的能力ꎮ

—９２１—

①

②

Ｅｍｏｌꎬ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ｅｎ Ｃｈｉｌｅ: Ｌａ Ｖｉｓｉｔａ ｑｕｅ Ｐｒｅｔｅｎｄ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ｒ ｌａｓ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ｅｓ ｄｅ Ｃｈｉｎａ”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ｍｏｌ ｃｏｍ / ｎｏｔｉｃｉａ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２２ / ８３２２７６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２２]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ꎬ 新华网ꎮ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２７ / ｃ＿ １１１９８０１５２８ ｈｔｍ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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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信使报» 习近平访智报道序列的受众反馈例析

从反馈数量上来讲ꎬ «信使报» 以上报道序列中的六篇报道所获评论数量

并未超过其智利国内新闻的平均水平ꎬ 表明该序列虽然是该阶段报道的重点

议题ꎬ 却并非网民的舆论热点ꎮ 在这六篇报道中ꎬ 读者评论数最高的恰恰是

介绍习近平个人经历的 «习近平: 被称为 “新毛泽东” 的中国领导人到访智

利» 一文ꎮ 同时ꎬ 该文的评论倾向性也最为复杂ꎬ 各种立场的、 极端或中立

性言论ꎬ 受众间相互辩论乃至人身攻击均有所涉及ꎬ 形成了规模有限但是较

为完整的舆论场 (见表 ２)ꎮ

表 ２　 «信使报» 习近平访智报道序列的受众反馈

受众 评论内容

受众反馈中强势对话
方对争论的回复

罗贝尔托阿拉亚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Ａｌａｙａ)

为什么会说中国是奴隶制? 能否请您提出证据?
按我的理解ꎬ 中国 (比起奴隶制) 更偏向资本主
义吧?

卡洛斯卡雷尼奥
(Ｃａｒｌｏｓ Ｃａｒｒｅñｏ)

如果你要证据ꎬ 你就自己去中国ꎬ 从内部看看他
们的奴隶制农场ꎮ 我到过中国ꎬ 我了解ꎮ 我
对我的祖国有信仰ꎬ 我觉得智利不需要依靠两个

或三个合作伙伴ꎬ 我们能做的要更好ꎮ∗

受众反馈中的响应正
文立论

莱昂诺尔摩西
(Ｌｅｎｏｎｅｌ Ｍｏｉｓｅｓ)

我觉得中国自成一方世界ꎮ 美国欠了中国好多债ꎬ
中国一旦要债美国就惨了ꎮ 有趣的是美国人口有
２ ５ 亿ꎬ 中国军队就有 ２ 亿人ꎬ 贸易平衡也是中国
占优ꎮ 我最喜欢的是中国不搞价值观输出ꎬ 不贩

卖民主ꎬ 不相信老美那套道德说教ꎮ∗

受众以国内事务立场
反 驳 他 人 的 攻 击 性
评论

贡萨洛奥利瓦雷斯
(Ｇｏｎｚａｌｏ Ｏｌｉｖａｒｅｓ)

你描述的这些皮诺切特的暴行描述得很好ꎬ 祝贺

你总结了这个暴君所有的破事儿ꎮ∗∗

　 　 注: ∗ 评论包含事实偏差ꎬ 为研究需要保留原文翻译大意ꎻ ∗∗该评论是对于其他网友对于中国
诸如 “极端腐败” “犹如地狱” 等攻击性言论的回复ꎬ 为研究需要依照原文保留网友立场ꎮ

资料来源: 参见 Ｅｍｏｌꎬ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ｅｎ Ｃｈｉｌｅ: Ｌａ Ｖｉｓｉｔａ ｑｕｅ Ｐｒｅｔｅｎｄ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ｒ ｌａｓ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ｅｓ ｄｅ Ｃｈｉｎ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ｍｏｌ ｃｏｍ/ ｎｏｔｉｃｉａ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２２ / ８３２２７６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２２]

就基本内容判断而言ꎬ 其中较大一部分的评论与新闻文本本身无关ꎬ 而

是源于当地读者对于中国混乱的知识体系ꎮ 其中最为明显的部分ꎬ 是对于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共产党” 等基本概念的混淆ꎮ 在新闻正文部分只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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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 ５ 次 “共产”① 一词ꎬ 而在评论中则出现了 ４９ 次ꎬ 而在所有评论中均没

能对以上概念形成基本正确的认知ꎬ 只是粗暴的情绪发泄ꎮ 在此层面上进行评

论的读者对于中国的理解基本停留在符号对应阶段ꎬ 而在实际文本中这些评论

占据了留言的开始部分ꎮ 对于其他读者的质疑或者疑问ꎬ 他们也多以情绪化方

式回应ꎬ 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占据这个迷你网络舆论场中的强势话语地位ꎮ
很明显ꎬ 在该部分对话中强势对话方是完全封闭性的ꎬ 没有表现出舆论

场域的几个重要特征 “平等性” “交互性” “参与性”ꎬ 甚至也没有体现出

“碰撞性” 和 “交锋性”②ꎬ 完全是强势话语者的单方面叙事ꎬ 不仅完全不提

供例证ꎬ 同时也明显脱离了这篇新闻正文的标的ꎬ 成为独立于文本的价值观

攻击ꎮ 随着持不同立场且相对而言有实际例证的强势异议者出现ꎬ 在对话过

程中逐渐与非理性对话者趋于平衡ꎬ 前者不得不与后者形成交互ꎬ 虽然对于

实际问题的交流没有体现出实质性的帮助ꎬ 但已经构成了一个真正可以让各

方进入的网络舆论场域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这样的舆论场域体现更多的是话语权的直接碰撞ꎬ 而不是

道理的争论ꎮ 这种现象在这条新闻的评论中也得到充分显现ꎮ 在讨论的各方立

场中ꎬ 也出现了对智利本国事务立场的投射ꎮ 受众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支持和

反对ꎬ 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智利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发生的阿连德执政与皮诺切特政

变以及其后长达 １７ 年的军政府统治造成的思想阵营之间的对立ꎮ 这种独特的历

史背景使得智利受众在面对特定概念时会发生自身感情的投射ꎮ 在这种投射的

影响下ꎬ 对于中国问题的攻伐也包含着智利受众本身所秉持的政治信念ꎮ

三　 «信使报» 报道传统与智利媒体集团新闻话语的垄断

从文本的书写方式和整体报道序列的安排来看ꎬ «信使报» 的这组报道相

对温和ꎬ 尤其是有关中智经济的议题更是专注于双赢问题ꎬ 受众本不应该出

现过于偏激的反应ꎮ 但是对于相关新闻评论的具体受众反馈的考察显示ꎬ 各

种评论立场鲜明ꎬ 而且受众的观点和态度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极端化倾向ꎬ
单纯以本文角度考量是与正常逻辑相悖的ꎮ

—１３１—

①

②

此处对 “共产” 的统计包括 “共产主义” (ｃｏｍｕｎｉｓｍｏ) 和 “共产主义的、 共产主义者” (ｃｏｍｕｎｉｓｔａ)
两词ꎮ

聂德民: «对网络舆论场及其研究的分析»ꎬ 载 «江西社会科学»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８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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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从智利的历史维度与新闻媒体现状来考察这组报道ꎬ 新闻话语构成

和读者反馈则会呈现出更多的理解维度ꎬ 报道内容和受众反馈都具有了一定的

合理性ꎮ 首先需要考察的是 «信使报» 的报道传统与智利媒体话语构成情况ꎮ
作为智利最大的平面媒体ꎬ «信使报» 最初由智利财团爱德华兹家族负责人奥古

斯都爱德华兹麦克雷 (Ａｇｕｓｔíｎ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Ｍａｃ － Ｃｌｕｒｅ) 于 １９００ 年 ６ 月在圣地

亚哥创办ꎬ 其前身 «瓦尔帕莱索信使报» (Ｅｌ Ｍｅｒｃｕｒｉｏ ｄｅ Ｖａｌｐａｒａíｓｏ) 于 １８２７ 年

９ 月创刊ꎬ 为西语世界最古老的日报之一ꎬ 是智利发行量最大的报纸ꎬ 同时也是

智利的传统右派媒体ꎬ 在其媒体话语历史中有着非常明显的精英主义和反左倾

向ꎮ 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ꎬ 爱德华兹家族及其旗下媒体集团 (包括 «信使报»
在内) 作为重要的右翼话语平台ꎬ 在智利新闻舆论场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ꎮ

１９５８ 年ꎬ 奥古斯都爱德华兹伊斯曼 (Ａｇｕｓｔíｎ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Ｅａｓｔｍａｎ) 接手

«信使报» 和爱德华兹家族旗下所有媒体ꎮ 爱德华兹伊斯曼是该报现当代发

展历程中最重要的经营者ꎬ 其漫长的职业生涯贯穿智利当代史ꎬ 其鲜明的政

治立场也给 «信使报» 带来了清晰的媒体定位ꎮ 在他的经营下ꎬ «信使报»
达到了该传媒集团的黄金发展期ꎬ 在智利重要的历史变革时期对于国内公共

话语体系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ꎮ
在 １９７０ 年智利大选期间ꎬ «信使报» 及爱德华兹家族旗下多家媒体持鲜明

的保守主义立场ꎬ 亲自参与构建保守主义叙事活动①ꎮ 该报以新闻报道和评论文

章对左派选举联盟 “人民团结阵线” 和阿连德政府进行了全方位的批评与狙击ꎬ
与当时尚存的左翼立场媒体形成了国家层面的平面媒体舆论场 (见表 ３)ꎮ

表 ３　 智利 １９７０ 年大选期间国内平面媒体的政治立场对比

持左翼倾向的平面媒体 持右翼倾向的平面媒体

«国家报» (Ｌａ Ｎａｃｉóｎ) «信使报» (Ｅｌ Ｍｅｒｃｕｒｉｏ)

«世纪报» (Ｅｌ Ｓｉｇｌｏ) «最新新闻报» (Ｕｌｔｉｍａｓ Ｎｏｔｉｃｉａｓ)

«号角报» (Ｃｌａｒíｎ) «第二报» (Ｌａ Ｓｅｇｕｎｄａ)

«最后一点钟» (Ｐｕｎｔｏ Ｆｉｎａｌ) «论坛报» (Ｌａ Ｔｒｉｂｕｎａ)

«今日智利» (Ｃｈｉｌｅ Ｈｏｙ) «政治、 经济与文化»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Ｐ Ｅ Ｃ )

　 　 资料来源: 陈丽丹、 刘慧: «走向法治化新闻自由的智利新闻传播业»ꎬ 载 «新闻界»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７ 期ꎬ 第 ４５ － ５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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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Ｖíｃｔｏｒ Ｈｅｒｒｅｒｏꎬ Ａｇｕｓｔíｎ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Ｅａｓｔｍａｎ: Ｕｎａ Ｂｉｏｇｒａｆíａ Ｄｅｓｃｌａｓｉｆｉｃａｄａ ｄｅｌ Ｄｕｅñｏ ｄｅ Ｅｌ Ｍｅｒｃｕｒｉｏꎬ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ｅｂａｔｅꎬ Ｓａｎｔｉｇａｏ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３８０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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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使报» 这种鲜明的政治立场并没有随阿连德在大选中获胜而结束ꎮ 美

国尼克松时期政府的相关解密文件显示ꎬ «信使报» 作为当时智利最重要的反

共媒体ꎬ 无论是在智利大选期间还是在阿连德上台执政以后ꎬ 均受到美国中

央情报局直接授意对智利左翼政府、 左翼执政党以及阿连德本人进行攻讦ꎮ 在

阿连德胜选后ꎬ 美国政府负责海外隐蔽行动的 “４０ 委员会” 针对智利局势召开

专门会议ꎬ 将对 «信使报» 的资助纳入针对智利的有效舆论攻势范围ꎮ 委员会

负责人基辛格在会议中指出ꎬ 尽管资助该报风险很高ꎬ 但依然值得一试ꎮ 为此ꎬ
基辛格同意向 «信使报» 提供 ７０ 万美元的资金支持①ꎬ 而 «信使报» 也配合

美国中情局的计划针对阿连德政府乃至其本人进行了高密度的负面报道ꎮ
在客观上ꎬ «信使报» 积极参与了 １９７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政变发生之前的舆论

战ꎬ 并且作为意识形态相近媒体ꎬ 在皮诺切特上台后的高压政策下ꎬ 享受到了

长期垄断性发展的红利ꎮ 皮诺切特军政府执政期间通过暴力镇压和颁布法令对

智利左派媒体进行了彻底的取缔和封禁ꎮ 当时整个圣地亚哥首都区只有四家报纸

得以正常出版ꎬ 其中包括 «信使报» 在内的三家媒体为爱德华兹家族所拥有ꎮ②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ꎬ «信使报» 的精英主义政治话语逐渐形成和稳固ꎬ
在智利社会乃至拉美媒体界形成了明晰的社会形象和媒体定位ꎮ 在智利全国

左派媒体遭到彻底破坏的十几年间ꎬ «信使报» 作为商业媒体也赢来了自己的

黄金发展期ꎮ 左派媒体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重新返场后并没有再次形成与该报

相同体量的平衡舆论场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ꎬ «信使报» 仍然为智利国内发行量最

大的报纸ꎬ 日发行量 １２ 万份ꎬ 周日版发行量达到 ３３ 万份ꎬ 同时在地方省份

拥有独立发行的子报子刊③ꎮ 在当前智利社会中ꎬ 该报引导的舆论倾向和新闻

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智利信息平台的主流话语ꎬ 也培养出了与该话语体系

共生的读者群体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尽管网络和新媒体平台逐渐成为信息平台ꎬ 皮诺切特

时代对于智利传媒业的影响并没有自然消弭ꎮ 事实上ꎬ 拉丁美洲媒体的发展

轨迹与中国呈现出了非常大的差异性: 传播手段的更迭并没有过多造成优势

传统媒体的弱化乃至退场 (如大规模本土网站平台、 新媒体平台挤占传统媒

体空间现象)ꎬ 而是由传统媒体不断进行自我业态更新ꎬ 在适应新模式的同时

也充分保持了媒体自身的报道传统ꎮ «信使报» 的发展历程同样如此ꎬ 其网站

—３３１—

①
②

舒建中: «美国宣传战与智利 “９１１ 政变”»ꎬ 载 «史学月刊»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８３ －９０ 页ꎮ
③　 陈丽丹、 刘慧: «走向法治化新闻自由的智利新闻传播业»ꎬ 载 «新闻界»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７

期ꎬ 第 ４５ － ５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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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ｏｌ ｃｏｍ” 成为智利最重要的网络新闻平台之一①ꎮ 在拥有 １０２％ 的网络接

入率、 ８２ ９％的网络接入为移动互联网的智利②ꎬ «信使报» 成功的网络转型

继续保持了其坚持的新闻话语和价值观在智利主流社会中的影响力ꎮ
传统媒体自我更新的成功ꎬ 避免了新兴网络媒体和新媒体的过多入场ꎬ

智利各大传媒集团继续保持其垄断性发展ꎬ 主流平面媒体和其他媒体平台逐

渐集中于几大传媒集团ꎮ 仅仅 «信使报» 集团旗下就集中了 «信使报» «瓦
尔帕莱索信使报» «第二报» «最新新闻报» 等多家重要媒体ꎬ 形成了巨大的

集群报道优势ꎮ 在重大的国内议题中ꎬ 只要几个集团之间达成协定ꎬ 便能较

为轻易地达成一致的舆论导向ꎮ 而与之意见相悖的媒体平台ꎬ 无论是用户覆

盖率或是发行量都无法与之相比ꎬ 造成的实际影响也就会小很多ꎮ
«信使报» 形成其精英主义和反左倾向的报道传统ꎬ 即使由阿连德执政算

起ꎬ 也已经接近半个世纪ꎮ 该报在漫长的报道历史中ꎬ 对 “共产主义” “社会

主义” “左派” 等词汇和表达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负面价值判断ꎬ 也培养出

价值体系与报道风格相吻合的受众体系ꎮ 而由于 «信使报» 同时扮演了 “反
左媒体” 与 “主流媒体” 的双重角色ꎬ 发展至网络平台难免有不同价值体系

的受众进入ꎬ 导致新的媒体现象出现ꎮ

四　 智利媒体受众有关中国的常识体系构建

需要注意的是ꎬ 前文所述的 «信使报» 传统右翼立场ꎬ 在冷战之后更多

集中于智利国内问题的报道立场ꎮ 在理解其媒体话语时ꎬ 并不能够将其国内

和地区新闻的立场与其在国际新闻中的立场等同ꎮ 受众对于具体涉华新闻的

反应ꎬ 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媒体在报道中国时存在主观故意的负面报道ꎮ
在媒体的传统报道立场之外ꎬ 智利一般媒体受众有关中国的常识体系构

建形成了问题的另一方面ꎮ 在宏观层面上ꎬ 智利是南美洲第一个与中国建交

的国家ꎬ 也是全球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ꎬ 同时也是孔子学院拉

丁美洲中心所在国ꎬ 可见智利在政治、 经济和文化层面都与中国有着深入交

往ꎮ 然而以微观视角来看ꎬ 通过新闻评论的文本分析可以窥见ꎬ 有相当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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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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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智利民众对于中国的体制和现状缺乏基本认知ꎬ 在表达中难以对中国问

题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讨论ꎮ
２０１６ 年笔者参加国家留学基金委 “国际区域问题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

养项目” 赴智利就 “拉美社会中中国形象” 相关议题进行访学ꎮ 访学期间ꎬ 笔

者对智利大学位于圣地亚哥某学院的在读本科及以上学生进行了多次随机采访ꎬ
其中涉及有关中国常识建构的问题 (见表 ４)ꎮ 由于智利贫富差距较大ꎬ 本次调

研对象集中在出生于 １９７５—１９９０ 年期间的、 来自智利中产及以下阶层家庭的学生ꎮ

表 ４　 智利大学某学院学生有关中国的常识构建状况

问题 回答

在义务教育阶段是否能够得到有关中国的教育 公立学校中基本不设置相关教学内容

家庭成员对中国是否有了解 除有从事对华贸易人员外ꎬ 了解较为有限

是否、 从何时开始对中国有基本认知
对于有认知的答者ꎬ 大部分来自于高校教育或工
作接触

有何渠道能够了解中国信息 渠道相对有限ꎬ 多为被动接受传媒产品

　 　 资料来源: 作者编制ꎮ

虽然该项调查不具备统计学意义ꎬ 但是可以合理推断ꎬ 对于出生于 ２０ 世纪

七八十年代的智利普通中产及以下阶层青年知识分子而言ꎬ 通过学校教育和家

庭教育建立有关中国的常识体系较为困难ꎮ 在有机会直接接触中国前ꎬ 传媒也

就成为其接收有关中国信息的主要渠道ꎮ 于是现实中出现了媒体、 认知主体、
认知客体三种元素ꎬ 主体实现对于客体的认知必然要通过媒介进行ꎮ 而正如英

伽—奥拓 (Ｉｎｇａ － Ｏｔｔｏ) 思想实验所体现的一样ꎬ 人们会发现主观认知和利用工

具实现认知最后达到了一样的效果ꎬ 但并不能反推两者的认知加工过程完全相

同①ꎮ «信使报» 这样的媒体并不完全是客观事物ꎬ 而是如上文论证的那样有自

身价值观的语言体系ꎬ 自然也就在多年的报道中培养了受众以及受众的阅读习

惯ꎮ 其文本叙事中产生的意象在媒体受众层面上引起的冲突ꎬ 正是在这种熟稔

的语境之中由于一些 “隐喻式批评” 被解读而产生的ꎮ 在前文引述的 «信使

报» 单篇报道中ꎬ 引起读者评论的正是 “新毛泽东” 这一说法ꎮ 同样的说法在

邻国乃至智利其他媒体的网站中未必会引起舆论冲突ꎬ 这正是由 «信使报» 的

特殊语境决定的ꎬ “语境” 和 “关键词” 正是读者认知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５３１—

① [美] 弗雷德里克亚当斯、 肯尼斯埃扎瓦著ꎬ 黄侃译: «认知的边界»ꎬ 杭州: 浙江大学

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２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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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根据媒体的一篇或一组报道中体现出来的传播效果ꎬ 并不能够测定媒

体报道的动机ꎮ 更为合理的推测是ꎬ «信使报» 在本次报道文本中试图维持中

立ꎬ 然而长期形成的新闻报道语境和受众难以改变长期以来对某些意象的理

解ꎬ 同时也缺乏相关知识体系的建构ꎬ 最终造成了现在的传播效果ꎮ

五　 宏观理论和微观视角: 从效果出发的拉美传播方式

由于 «信使报» 受众群体的具体个人倾向和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水平差距ꎬ
在中国国家元首访问智利期间的系列深度报道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传播效果偏

差ꎬ 但是也不能因此完全否定该组传播的作用ꎮ 正如前文所言ꎬ 该组报道整

体表述较为温和、 客观ꎬ «信使报» 及其网站 (Ｅｍｏｌ ｃｏｍ) 在智利国内平面

媒体中的传播力也有着绝对优势ꎮ 因此如果回溯该报道ꎬ 仍然可以发现其由

媒体传达到受众的过程得到了很好的完成ꎮ
在报道内容和报道倾向都偏向积极时ꎬ 传播效果与传播预期的差距在很

大程度上是宏观传播策略和微观情况的碰撞所造成的ꎮ 简言之ꎬ 就是由于对

传播对象和传播语言体系的不熟悉ꎬ 仅仅以宏观层面习得的传播内容和手段

进行大面积覆盖的传播ꎬ 从而造成传播效果偏离预期ꎮ 这种现象无论在中国

媒体的拉美报道还是在拉美媒体的中国报道研究中都非常普遍ꎮ 这是由于在

惯常的中拉相关报道中ꎬ 报道方仅仅需要按照事件内容制定单次的传播策略、
生产传播产品ꎬ 而学术研究中则侧重于对报道数量、 发布平台、 内容倾向、
受众覆盖等方面进行定量宏观研究ꎮ 此类研究关注具体事件、 单个或单组媒

体、 固定传播平台或固定时间内传媒产品的发表数量、 内容和受众分析ꎬ 可

以探究国家和地区传播影响力、 受众的兴趣类别及媒体传播能力ꎮ 由于其科

学性、 务实性ꎬ 以及与网络传播、 新媒体传播和大数据相接驳ꎬ 宏观角度的

研究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中拉传播研究的主流方式ꎮ
依照上述宏观理论做出的报道规划ꎬ 在现实层面上也出现了类似于上述

«信使报» 事例的效果偏差ꎮ 这是由于对任何具体的媒体和受众群体ꎬ 都存在

依照时间线发展的常识系统、 话语体系、 报道和阅读习惯ꎬ 任何单个事件的

传播效果都需要综合考虑微观层面的所有因素ꎬ 不能够对某一次传播行为进

行孤立研究ꎻ 同时对于整体而言作用积极的报道ꎬ 也并不能保证在各个微观

层面效果相同ꎮ
具体到中拉传播领域ꎬ 拉丁美洲各个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 国情、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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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ꎻ 不同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 不同社会阶层、 不同母语 (西班牙语、 葡

萄牙语和印第安方言) 及不同教育水平群体对于同一传媒产品的理解能力和

具体反映也会体现较大差异ꎮ 以本文所使用的例子来说ꎬ 在文本分析和背景

分析中可以发现ꎬ 由于长期形成的知识体系和阅读习惯ꎬ 智利部分普通受众

在对中国缺乏基本常识的情况下ꎬ 对于某些意象形成了条件反射式的反应

(其中一部分反应也是由媒体叙事逐渐培养出来的)ꎻ 同时ꎬ 由于智利本身的

历史、 文化和社会分层ꎬ 对于国内政治倾向的立场和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会

投射至国际新闻领域ꎮ 因此ꎬ 在受众对于中国整体情况认知水平没有变化的

情况下ꎬ 智利媒体在涉华报道中需要尽量避免使用指向性强的意象或比喻ꎬ
才能够部分避免传播失焦ꎮ

为了弥补这种差异ꎬ 需要在微观层面坚持针对不同受众制作和传播相关

产品ꎮ 具体到中拉传播领域ꎬ 则应在了解传播对象的涉华知识结构 (或中方

对于拉美事务的知识结构) 的同时ꎬ 让自身的传媒产品有针对性地参与到受

众群体的常识体系建立中ꎮ 由于中拉媒体性质不同ꎬ 需要制定不同策略ꎮ① 中

国目前涉拉媒体 (以汉语为主要报道语言) 主要为覆盖全国的传统主流媒体ꎬ
传播覆盖面广ꎬ 受众群体多元ꎮ 在目前的涉拉报道中ꎬ 需要关注国情背景与

新闻时事的结合报道ꎬ 为中国受众提供了解拉美新闻内容所必要的知识基础ꎬ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武断解读和主观对比ꎮ 拉美涉华媒体形态多样ꎬ 有专门报

道中国新闻的媒体、 门户网站ꎬ 也有如 «信使报» 一样的主流媒体和新闻机

构ꎮ 拉美不同媒体需要根据媒体自身报道方式以及受众群体的特点改进传播

方式ꎮ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涉华报道中的语言组织和意象指向ꎬ 即使在较长

时间内难以形成完全积极的报道氛围ꎬ 也应有利于在读者反馈中形成较为健

康、 均衡的舆论场ꎮ
微观层面的报道和研究是一个细分且长期的工作ꎬ 短时间内成效可能并

不显著ꎮ 然而通过多种语言体系、 报道方式的对接让不同思想方式和行为模

式进行沟通ꎬ 最终达到不同国家受众间的互相理解ꎬ 达到传播实效ꎬ 也是新

闻单位和传播研究者可以持续关注的现实维度ꎮ

(责任编辑　 高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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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不讨论个别媒体在报道中出于政治和商业目的偏差报道或故意误导受众的情况ꎬ 仅讨论

正常传播行为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