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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传播影响力比较研究
———以 《人民日报 》、《中国日报 》、《纽约时报 》为例

“对外传播效果研究 ”课题组
(国际关系学院 文化与传播系 , 北京 100091)

　　[摘要 ]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 ,如何树立正面国家形象 ,发扬和传递多元文化 ,在国际市场的竞

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都是真正实现 “全球化 ”,而使之避免沦为西方主导的资本全球化的重要条件;

这也正是传播业应该积极应对并有所作为的领域 。因此 ,通过对三家具有代表性和一定影响力的

日报———我国的 《人民日报 》、《中国日报》和美国的 《纽约时报 》进行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 ,对比它

们在传播手段 、编辑技巧 、内容选择 、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得失 ,比较其长短优劣 ,从而为提高和改进

我国的新闻传播技巧提供有益的参考 ,进一步提高我国的传播媒介在对外传播中的影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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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融入全球的程度越来

越高。但我们清楚地认识到 , “全球化 ”是西方主导

下的资本全球化 ,因而如何处理好与西方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的关系 ,如何树立正面的国家形象 ,为国家

在战略机遇期赢得有力的地位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重大课题。

在这样的环境下 ,中国报业传媒所面临的市场

情况 ,已经不再只是国内同行之间的竞争 ,而是还要

应对来自境外的竞争对手提出的挑战;相应地 ,中国

的报业传播媒介施展身手的平台也不应只局限于国

内 ,同样也可以在全球的大背景下 ,发挥其影响力 。

这样看来 ,中国的报业传播媒介在多元化且日益激

烈的竞争环境中 ,必须思考如何发展得更快 、更强和

更好这个问题。

伴随着信息革命的全球化进程 ,麦克卢汉的

“地球村 ”预言已经成为现实 。在这个信息超载的

社会中 ,媒介成为信息 “把关人” ,为受众提供关于

这个世界的讯息 ,营造了 “拟态环境 ”。因而大众媒

介对于当今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关系有着重要的影

响。在任何一种政治文化体制下 ,新闻传媒实际上

都同时扮演着社会政治角色 、文化角色和经济角色。

任何一个国家的新闻传媒都在一定程度上为特定的

政治形态服务 ,支撑着社会中的某种价值体系。我

国的新闻传媒作为传达党的声音的喉舌 ,其意识形

态性就更加明显:它们背负着舆论导向的责任 ,必须

做到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 ,维护和宣传社会主义价

值观念和道德规范 。

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之后 ,传播媒介

也同时扮演着政治文化事业和经济实体两种身份。

这两种 “身份 ”之间既有合力 ,也有张力 ,在这张张

本文是 “对外传播交果研究”课题报告的缩写 , 原文约 55, 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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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合之间 ,传媒业形成了在运营 、作用和影响力方面

的特殊之处 。因此 ,有必要通过对比研究 ,探索中国

传媒业的发展模式和运营策略 。

而且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大 ,报业

传媒也正在与国际接轨 ,报纸不再只是单一的传播

工具 ,更要在发布信息 、社会认知 、公众交流 ,乃至提

供娱乐等方面起到一定作用。而要实现这些功能 ,

也需要报业的经营者同时理解宣传工具和经济实体

这两大定位 ,在新闻报道 、内容来源和议题选择等方

面体现这一认知 ,并且找到与之相应的运营理念和

操作模式。如果要实现既定的对内 、对外传播效果 ,

就有必要研究境外成功报纸的有效经验。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 “对外传播效果研究 ”项目

课题组于 2006年 3月 1日正式启动 ,选取了国内外

三家比较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报纸:我国的 《人民

日报》、《中国日报 》和美国的 《纽约时报 》进行个案

分析和内容分析 ,目的是通过比较三家报纸在传播

技巧 、内容选择等方面的得失 ,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

为改进我国的新闻传播技巧 ,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

在对外宣传中的形象 ,做出有益的贡献。

一 、研究对象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的选择

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分别为:《人民日报》、《中国

日报》 (ChinaDaily)和 《纽约时报 》 (TheNewYork

Times)。这三家报纸在其所出版发行的国家乃至全

球都有比较大的影响 ,或者是以世界性的影响为其

发展理念。

《人民日报》创办于 1948年 6月 15日。作为中

共中央机关报的 《人民日报》是中国最具权威性 、发行

量最大的综合性日报 ,其承担着每天向全国和世界传

播与介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方针 、政策及主张

的重任 ,具有高度政治性。其中《人民日报》的言论

(尤其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等),已成为 《人民日报》的

一面旗帜 ,被认为直接传达着党中央的声音 ,倍受海

内外读者 、外国政府和机构的重视。可以说 , 《人民日

报》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的 “领航员 ”。

《中国日报》(ChinaDaily)创刊于 1981年 6月 1

日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份 ,也是目前唯一一份全

国性英文日报。 《中国日报》的办报宗旨是:“让世界

了解中国 ,让中国走向世界。”虽然它的历史较短 ,但

它是目前我国被境外各大通讯社 、报刊 、电台 、电视台

转载频次最高的报纸 ,在全球信息交流中代表中国的

声音 ,被公认为中国最权威的英文刊物。 《中国日报 》

担负了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重任和使命。

美国出版的《纽约时报 》(TheNewYorkTimes)

在全世界发行 ,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 《纽约时报 》原

名为《纽约每日时报》(TheNew-YorkDailyTimes),

由亨利·J·雷蒙德(HenryJ.Raymond)和乔治·琼斯

(GeorgeJones)创办。 1896年阿道夫·奥克斯(Adolph

Ochs)收购了濒于破产的《纽约时报》,并同时确定了

该报的新闻报道原则:“力求真实 ,无畏无惧 ,不偏不

倚 ,并不分党派 、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 。” 150多年

来 , 《纽约时报 》享有 “可靠的新闻来源 ”的声誉。它

的社论一般被认为是比较开通的 ,甚至有许多人就

《纽约时报 》对美国政治界的影响而著书 。

鉴于以上三家报纸的情况 ,课题组认为就 “对

外传播效果研究 ”这个课题来说 ,它们都具有代表

性 ,而且由于相似的出版发行目标 ,具备进行相互比

较的基础 。

在本项研究中 ,通过对比分析各自的优势和特

性 ,以利于我们借鉴世界主流媒体的经验和长处 ,从

而提高我们对外传播的技巧 。

(二)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分别采取定性的个案分析研究和定量

的内容分析研究。

(三)样本选择

个案分析的样本是 《人民日报 》、《中国日报》和

《纽约时报 》对 2006年 4月胡锦涛访美及其相关事

件的报道 。

选取 《人民日报 》和 《中国日报 》2006年 2月至

2006年 4月的各个版面的头条新闻 , 《纽约时报 》

2006年 2月至 2006年 4月的涉华报道 。课题组以

此为标准 ,最终确立的样本容量为:《人民日报》279

篇报道 , 《中国日报 》299篇 , 《纽约时报 》24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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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关报道内容的研究发现

(一)有关新闻来源的研究发现

《人民日报 》的 279篇文章中:本社记者 71%

(198/279),新华社 27%(75/279),其他媒体 3%(7/

279),中央文件 3%(7/279),投稿 1%(2/279)%。

《中国日报 》的 289篇文章中:本社记者 63%

(183/289),法新社 9%(25 /289),路透社 1%(2/

289),新华社 2%(6 /289),改写 20%(57/289),其

他媒体 6%(16 /289)。

《纽约时报 》的 248篇文章中:本社记者 85%

(210/248),美联社 7%(17 /248),法新社 1%(2/

248),路透社 4%(9 /248),其他媒体 1%(3 /248),

读者来信 3%(7/248)。

分析发现 ,三家报纸在不同版面根据各个板块

的不同特点和需要 ,在对新闻来源的选取上趋向不

同 。 《人民日报》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 ,要发出党和

政府的声音 ,因而对于自身的采写力量很重视 ,这样

才能发挥出引导国内舆论走向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

面 ,却又显得新闻的来源过于单一 ,加之受众易产生

对其性质的联想 ,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信息

来源与受众的亲近性 ,减弱了传播效果的实现 。

《中国日报》的定位是 “向世界介绍中国 ”。其

经济版在着重介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的前提下 ,在

所选定时期内的报道 ,大都是来自于本报记者 。

《中国日报》对于法新社稿件的采用量非常地突出 ,

有将近四成的比例 ,在其它的版面这种情况也相对

存在 ,除本报记者和新华社之外 ,往往更多地采用法

新社的稿件。 《中国日报 》采写力量相对来说比较

弱 ,而这在国际新闻中尤为明显 。

《纽约时报 》在信息来源处理上 ———既保证了

自己的特色得以体现 ,又在新闻的采用上灵活变通 ,

三大通讯社的稿件都予以采用 ,保证了视角的多元

性 。此外还刊登读者的来信 ,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而

这一点是中国两家报纸做得不够的地方。 《纽约时

报 》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它的采写力量

上 ,还体现在对于专题的关注与报道上 ,如专门的社

论版和专版的深入报道 。

(二)对新闻报道内容选择的研究

1、三家报纸在报道内容选取方面的特征

新闻报道的选材是一项繁杂的工作 ,它往往体

现着报纸的自我定位和品质:首先 ,新闻选材在任何

环境下都必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其次 ,选材必须

与办报的宗旨相一致 ,要承载一定的社会责任;第

三 ,选材必须满足受众的需求 ,而受众的满意度则直

接关系到报纸的发行量和广告销售收入 。

下列表格中的数据显示了 ,在 2006年的 4月 13

日——— 4月 26日之间 , 《人民日报 》、《中国日报》、《纽

约时报》三家报纸在新闻报道选材方面的统计。

上表数据显示 , 《人民日报》和 《中国日报 》对美

国政治方面的报道较多 ,而在经济 、文化 、科教文卫 、

知识产权等方面 , 《中国日报 》的报道篇幅却明显多

于《人民日报 》;相对来说 , 《纽约时报》在有关中国

的政治 ,以及与中国文化交流方面的报道 ,较另两家

报纸来说较少 ,反之 ,它关注的更多是中国的人权 、

军事领域 。而这一段时期在中国国内屡屡见报的知

识产权保护问题 , 《纽约时报 》上却未曾提及 。

三家报纸在报道角度上的区别与中国人民大学

舆论研究所对中国记者与美国记者的职业意识对比

研究的结果相互呼应 ,这项调查发现 ,美国记者更看

重接近性 ,而中国记者则通过现实的政治 、经济形势

确认当下的大主题 、大事件 、大人物。
[ 1]

2、三家报纸在 2006年 4月 21日有关胡锦涛访

美的报道选题比较

我们选取了 4月 21日的 《人民日报》、《中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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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和《纽约时报 》,比较它们在同一话题的新闻报 道选材上的差异。

　　该日《人民日报》 ,主要是对胡锦涛访美的意义

的讴歌 、对场景的详细描写 、以及全文引用领导人发

言 。 《中国日报 》是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叙述

政治事件 ,可读性比较强。 《纽约时报 》保持其一贯

的特色 ,在报道中正反面消息都有涉及 ,关注冲突性

且善于深挖材料 。

总体看 ,这三份报纸各有特点 , 《人民日报》重

视政治性 ,体现党报特色;《中国日报 》用语较为中

庸 ,既有政治 ,又不拘于政治;《纽约时报》取材较为

独特 ,以小见大 ,较多元性 。

(三)关于时效性的研究

“新鲜性是新闻的生命 , 是新闻的本质属

性 ”,
[ 2] (P.30)

作为对科技依赖程度很高的新闻业来

说 ,现代科技的发展对于报纸新闻的时间性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对即时报道的保证是报纸的

生命所在 。而三家报纸对于即时报道的新闻都给

与了足量的保证 ,并注重发挥纸媒体的独特优势:

对新闻事件的持续跟踪报道 ,向受众呈现出在新

闻现象中所看不出的内容。三家报纸都有相当数

量的持续性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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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三家报纸的反馈机制对比分析

《纽约时报 》可以算是实现了美国传播学家

梅尔文·德弗勒(MelvinL.DeFleur)提出的 ,比较

全面的传播过程互动模式的一个范例 ,它不但考

虑到了受众的反馈 ,而且专门设立了一个反馈机

制:每一期的 《纽约时报 》都有刊登读者来信的专

栏 ,反映读者对于当前某个热门事件的看法 。

《人民日报》虽然不如 《纽约时报 》那样每期都

有登载读者反馈情况的内容部分 ,但每周二的第十

三版也都是刊登读者来信的区域 ,上面会有几封到

十几封社会各个阶层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反映或看法

的信件被展示出来 ,大到对国家大事的议论 ,小到文

章里的错别字问题。

《中国日报 》虽然没有设一个专门给读者反馈

意见的板块 ,但其许多新闻报道 ,都是以一个普通人

为主角 ,这有一定的互动效果 。 《中国日报 》考虑到

了受众可能的反馈 ,但在模式体系上尚待完善。

三 、有关报道形式方面的研究发现

(一)关于篇幅的对比研究

新闻文本的基本特征表现为:文本结构简单

性 ,文本语境低度性 ,文本语义封闭性 ,文本语言

明确性 。
[ 3] (P.217-221)

这些特征在篇幅上的体现就是

“短些再短些 ”。
[ 2] (P.62)

作为比较成熟和有一定影

响力的媒体 ,三家报纸在对稿件的处理方面 ,还是

比较符合新闻文本的基本特征 ,三家报纸各自样

本都有一半及以上的文章篇幅小于 1/4版。文章

的篇幅简短也是为适应时效性的要求 ,这种要求

在当前信息化的大背景之下 ,体现得更为明显 ,因

此为了达到这种要求 ,三家报纸在新闻稿件的处

理上 ,着重采用了短篇幅的形式。

46



但是在时效性得到重视的同时 ,在新闻的深度的挖

掘上 ,三家报纸就显现出了差距。深度报道是随着

形式的发展 ,对媒介的核心竞争力提出的新要求 ,在

这方面 《人民日报 》表现出的竞争力就相对弱一些 ,

而 《纽约时报 》在文章篇幅的处理上显示出了其媒

介竞争力之所在 ,不仅在数据的整体分布上 ,而且在

各个板块的数据分布上都相对比较均衡 ,这显示出

了 《纽约时报 》灵活的掌控能力 ,也是国内报纸媒介

可以考虑借鉴 、学习之处。

(二)有关图片运用的对比分析

从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来看 ,传播媒介通过重

复性新闻报道来提高某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性。

科恩(BernardCohen)有关于报纸威力的一段名言:在

多数时间 ,报纸在告诉人们该怎样想时可能并不成

功 ,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些什么时 ,却是惊人地

成功 。所以 ,各报纸都会努力做好并实现自己的议程

设置 ,以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威力。图片因其具有

形象性 、现场性 、直观性和贴近性 ,也是报纸进行议程

设置的重要工具 。 《纽约时报》很显然更看重新闻图

片在议程设置方面所起的作用 ,对图片和空白的使用

相当大方 。与其他美国大报一样 , 《纽约时报 》组

织头版版面时 ,首先是确定大幅照片的位置 ,而且每

天报纸一版必有醒目的大照片 。刊发重要人物和重

要事件的报道也必定配发大照片。

在图片来源上 , 《人民日报》的 80篇文章中:图

片来自本社的占 22.5%(18/80),图片来自其它新

闻机构占 80.0%(64 /80)。 《中国日报 》的 167篇文

章中:图片来自本社的占 55.1%(92 /167),图片来

自其它新闻机构占 55.1%(92/167)。 《纽约时报 》

的 137篇文章中:图片来自本社的占 52.6%(72/

137),图片来自其它新闻机构占 38.7%(53 /137),

内外都采用的占 12.3%(17/137)。

从图片类型来看 , 《人民日报 》的 80篇文章中:

照片占 90.0%(72 /80)、漫画占 1.3%(1/80)、图

表占 7.5%(6 /80)。照片与图表的比例为 12:1、

照片与漫画之比 72:1、图表与漫画占 6:1。 《中国

日报 》的 167篇文章中:照片占 85.0%(142 /

167),漫画占 2.4%(4/167)。图表占 5.4%(9 /

167)。照片与图表的比例为 142:9、照片与漫画之

比 142:4、图表与漫画占 9:4。 《纽约时报 》的 137

篇文章中:照片占 72.3%(99 /137),漫画占 8.0%

(11/137),图表占 8.8%(12/137)。照片与图表

的比例为 99:12、照片与漫画之比 99:11、图表与

漫画之比占 12:11。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 《人民日报 》在图片使用

上的手段过于单调 ,几乎全部(90.0%)使用照片;

《中国日报 》与 《纽约时报 》的手法就比较丰富 ,两者

相比较又会发现 , 《纽约时报 》善于使用图表和漫

画 ,这或许是由于其深厚的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和

比较擅长幽默的原因而造成的。

(三)有关新闻类型的研究

《人民日报》的 278篇文章中:纯净报道 79.9%

(223/279)、新闻评论 4.3%(12/279),深度报道 6.8%

(19/279)、新闻特写 5.0%(14/279)、访谈 2.5%(7/

279)、对话 0.0%(0/279)、其他 1.1%(3/279)。

《中国日报 》的 289篇文章中:纯净报道 68.5%

(198 /289)、新闻评论 13.8%(40/289)、深度报道

15.2%(44/289)、新闻特写 2.4%(7/289)、访谈 0.7%

(2/289)、对话 0.0%(0/289)、其他 0.0%(0/289)。

《纽约时报 》的 248篇文章中:纯净报道 43.1%

(107/248)、新闻评论 21.4%(53/248)、深度报道 29.0%

(72/248)、新闻特写 4.4%(11/248)、访谈 0.0%(0/

248)、对话 0.8%(2/248),其他 0.8%(2/248)。

人作为社会动物 ,对于信息的需求是基于人的

本能 ,即 “消除人们对周围环境最新变动认识或心

理的不确定性”。
[ 2] (P.96)

因此 ,报纸的基本功能就是

信息功能 , 三家报纸的版面的大部分都用于提供

“纯信息 ”。在此基础上又有一些延伸功能 , 这包

括:环境监测功能 、教化引导功能 、传播知识功能 、娱

乐功能等 。对于新闻事件的深层内容的 “挖掘 ”方

面 , 《纽约时报 》表现的非常突出 ,这也是 《纽约时

报》的竞争优势之所在。 《中国日报 》体裁的丰富程

度比 《人民日报 》高 ,在纯新闻报导和新闻评论的传

统题材之外 ,加大了深度报道的比重 ,但这一比重主

要体现在与中国有关的内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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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关表达方式的研究发现

(一)权威式与聊天式

“表现”与 “陈述”被认为是中西新闻表达方式

的本质不同 。所谓表现 ,就是通过各种鲜活的手法

生动地展示新闻内容 ,让读者有读新闻的兴趣 。而

陈述则被认为是干巴巴地再现新闻事件。
[ 4]

我们在分析三家报纸时也明显感到了这一点 ,

西式的报道善用一组对话 、一个生活场景或故事作

为新闻的外衣来表现新闻 ,而中式的新闻是通过对

新闻事件的情景再现来表现的 。

通过对 2006年 4月份的三家报纸有关胡锦涛主

席访美的报道进行分析 ,我们找出最典型的代表各自

风格的三篇文章进行比较 ,三篇均为作者发表对胡锦

涛访美这一事件的态度与看法的文章。 《人民日报》是

一篇专家的评论 ,题为《定位中美关系的关键性访问》。

由 “首先”、“其次”、“第三 ”引出作为文章主干的三部

分 ,最后达到论证访问关键之目的。 《中国日报》的文

章题为 “Huwinspraisefrombusinesscommunity”,但其

主旨却是在表明胡锦涛访美的成功。文中作者没说一

句胡锦涛访美成功的话 ,这些话完全出自美国人对胡

锦涛的盛赞 , 文章也是由直接或间接引语构成 。

《纽约时报》的文章 “TheGreatChineseFake-out”以

两个美国人的聊天作为形式 ,通过他们的口将作者

不满胡锦涛访美的看法表现出来。

正是由于表达方式的不同 ,产生的传播效果也不

同。在《人民日报》的《定位中美关系的关键性访问》一

文中 , “首先”、“其次”、“第三”无疑像一种报告的标识 ,

文章中阐述的观点更像是对国家相关政策的概括。

《纽约时报 》强调生活口语化 , 注重平视的角

度 ,也重视感性的交流 、互动的体验 ,并且突出记者 、

编辑的个人特色 ,比较自如地将自身的文化知识背

景与话语特性色彩融合在文章中。简练也是美国新

闻作品在语言方面的一大特色 ,为了做到这一点 ,编

辑 、记者们很少使用华丽的辞藻 ,而是通过大量使用

有实质含义的动词来缩短句子和段落 。

《中国日报 》的 “Huwinspraisefrombusiness

community”虽然运用了不少引语 ,但让人感到是记

者为了将亲近官方的言论组织起来 ,这些由直接引

语和间接引语构成的例证一个紧接着一个 ,让人有

种密不透风的压抑感。但是 , 可以看到 , 《中国日

报》已经在注意报道中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语言风

格了 ,强调报道语言不演说 、不布道 、不训人 。

(二)单面信息和正反两方面信息

巧妙的宣传技巧 ,即如何去展示 “单面信息和

正反两方面信息 ”:“单方面消息对受教育程度低

者最有效 ,而正反两方面消息对受教育程度高的

人最有效 。”
[ 5] (P.135)

作为新闻媒体 ,三家报纸都有

着传播信息的职能 ,但不同的手段 ,就决定其不同

的宣传效果 ,以及受众对信息的不同信服度。相

比起来 , 《纽约时报 》之所以能有更强的可读性 ,除

了其熟练的 “讲故事 ”手法外 ,还在于其所提供的

信息量大 ,跌宕起伏的 “故事 ” ,从正反两个方面 、

不同的角度对事件进行报道 。

例如 ,同时对胡锦涛首抵西雅图开始对美国进

行访问的报道 ,三家报纸在信息维度和信息量上就

存在明显的差别。 《人民日报》在题为 《应邀出访美

国和亚非四国首抵西雅图胡锦涛开始对美国进行国

事访问》的报道中之侧重于胡的 “讲话 ”,接连用了

两个 “指出 ”、“表示”和 “表示相信 ”,内容全是对中

美关系的高度评价和美好愿望。 《中国日报 》则侧

重引用其他人士的评论 ,并不全然避免此次访美所

遇到的困难与阻碍:“However, thetwocountrieshave

somefrictionsintheeconomicandtradesectors…”

“Thetwoleadersnowfaceanewchallenge…”(“然

而 ,两国仍存在一些经贸领域的矛盾 。” “两国领导

人面临着新的挑战。”),事实上通过这种 “负面消

息”的报道可以避免主观专断的色彩 ,从而使受众

更容易信服 。 《纽约时报 》则在此基础上有更详细

的报道 ,如人权问题 、法轮功和反华分子等 , “Hedid

notsignalthatheplannedtoreachmajornewaccords

withMr.Bush”(“他没有表示要与布什达成重大协

议的计划 。”)这一句甚至包含一些悲观的信息 ,但

这种悲观的信息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文章后半部

分列出了一个小标题:“DeclarationsofloveforB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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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whichinturnchirpsatribute:̀Chinarocks' ”,重

在说明中国对波音的重大利益 ,结尾是 “Mr.Mulally

saidsimply, `Chinarocks' ”,简短而余味无穷 ,留下

思考的余地 ,让读者通过正反两方面信息角度看待

胡锦涛的访美。

五 、有关报纸语言的比较

(一)在报纸的语态比较中的研究发现

我们在研究中所指的 “语态 ”,并不是语法范畴

上的主动 、被动语态 ,而是指媒体的表达方式 、叙事

方式 、传播方式 ,媒体对读者 、观众说话的口气 。一

篇新闻报道所用的语态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读者对

这篇文章的信任度和好感 ,进而影响大众媒体在读

者和观众中的受欢迎程度 。

《人民日报》因其特殊的性质 ,还保持着它一贯

的语言风格 ———即激情饱满 、铿锵有力 、姿态严肃等

特征 ,这种风格可以说代表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内中国报纸 、广播和电视报道的语言风格 ,在人们心

中已经成为政治文化的符号和官方垄断话语权利的

标准象征。

《纽约时报 》的文章则展现了另一种新闻报导

的语态 ———作者力图创造一种与读者进行平等交流

的氛围 。比如《纽约时报》2006年 4月 12日的一篇

文章 “TradingupinChina”(中国贸易逐步上升),文

章第一句便是一个问句:“Whoeverthoughtitcould

happen?”(谁能想到这会发生 ?)记者用一个问句引

发思考 ,也吸引着读者继续往下读 , 读到一半的时

候 ,记者用一个转折句:“Butitisafarmorecompli-

catedstorythanthat, atextbookcaseofhowtheglobal

economyhasdeveloped.”(但事实比上述情况要复杂

得多 ,简直可以作为反映全球经济发展状况的经典

案例),引出这篇报导所反映的问题的关键 。接着

再陈述事实 ,再用 but引出文章的另一个关键点。

《中国日报 》的读者定位为国内外的西方人士 ,

应更多地借鉴西方报纸的成功经验 ,用话语的亲切

和传播方式 ,叙述方式的鲜活去赢得读者的喜爱和

信任 。改变语态 ,给读者 “呼吸 ”的空间 ,使报纸和

读者的交流和互动成为可能 。

(二)有关三家报纸引语运用的对比分析

在作为样本的《人民日报》的 278篇文章中:无引

语占 33.1%(92/278);直接引语少于 5句占 18.1%

(45/278)、多于 5句占 8.6%(24/278),间接引语少于 5

句占 28.8%(80/278),多于 5句占 23.7%(66/278)。

《中国日报 》的 289篇文章中:无引语占 0.3%

(1/289);直接引语少于 5句占 51.2%(148/289)、多

于 5句占 45.3%(131/289),间接引语少于 5句占

70.2%(203/289)、多于 5句占 27.0%(78/289)。

《纽约时报 》的 248篇文章中:无引语占 16.9%

(42/248);直接引语少于 5句占 45.6%(113/248)、多

于 5句占 26.6%(66/248), 间接引语少于 5句占

33.9%(84 /248)、多于 5句占 37.1%(92/248)。

这里 ,我们又选择了三家报纸对 2006年 4月胡

主席访美之行的全程报道。 《纽约时报》对此的报道

始见于当地时间 4月 19日 ,结束于 4月 22日。 《人

民日报》和《中国日报》均在国内时间 4月 20至 4月

23日之间报道。另外这次行程的前期和后续报道也

值得关注 ,故在原来基础上各加上前后 3天。因此我

们收集了 《纽约时报》在当地时间 4月 16日至 4月 25

日间全部涉华报道和《人民日报》、《中国日报 》在国

内时间 4月 17日至 4月 26日间全部涉美报道 ,其中

所有的引语都是我们的统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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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数据分析上来看 , 《人民日报 》在客观化的报

道手法上略有欠缺 ,从而在读者对媒介的选择过程

中 ,被 “选择注意 ”的机会弱 ,进入下一过程的机率

就较小 。

《中国日报》每篇文章的引语数量比较多 ,没有

采用引语的头条新闻报导只有 1篇 ,在形式上表现

得较为客观 ,它通过借口说话 ,使受众认同自己在新

闻报道中所采持的立场 ,因此其可读性会加大自己

被受众选择注意的机会。

《纽约时报》对于引语的采用表现很灵活 ,在各

种情况中的数量分布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 ,这是成

熟的媒体 ,一方面有自己的立场 、观点 ,能深度分析 ,

又有巧用引语借口说话的能力 ,使自己的立场表现

得不是那么的直接 ,从而不引起受众的反感。另外 ,

需要指出的是 ,在被选入 《纽约时报 》的样本文章

中 ,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新闻报导 ,还有介绍性的文

章等 ,这些文章中没有使用引语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使得这里所得的数据有一定偏差。

我们注意到 ,采用直接引语的方式使新闻报道

显得真实 、客观 ,但也注意到经过编辑选择而使用的

引语 ,也确实是一种非常巧妙地表达偏见的方式。

六 、结语

我国的经济已经多年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 ,在

世界上创造了一个奇迹。然而现在中国的发展已经

进入了攻坚阶段 ,为了在 “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

不利大环境下 ,保持住发展的势头 ,让世界接受一个

不断强大的中国 ,改善外宣工作 、改进在主流媒体上

的形象就显得尤为关键 。另一方面 ,我国在高速发

展的同时也积聚了不少问题 ,如何提高新闻宣传的

技巧 ,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以营造良好的国际环

境 ,为国家解决问题和进一步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 ,

同样也很重要 。

报纸 ,尤其是像 《人民日报 》、《中国日报 》这样

的主流大报 ,不仅是权威的信息发布机构 ,也是文化

产业中的主力 。我国的开放过程不仅是打开国门 ,

也要求我们要走出去。为了能在国际舞台上对全球

范围的目标读者产生相应的影响 ,我们就需要分析

研究西方诸如 《纽约时报 》这样的强势媒介 ,研究国

际受众的文化背景 、信息接收心理和接收习惯 ,以国

际受众对信息的需求为对外传播的出发点 ,增强针

对性 ,增加对外传播信息的实用性和趣味性。而传

播技巧也是对外传播中的一门学问 ,如何以客观的

报道方式影响受众倾向性的态度 ,是我国对外传播

工作者需要修炼的技能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与西

方的强势媒介 、媒介集团展开竞争 。这不仅是报道

内容与报道内容的竞争 、报道方式与报道方式的竞

争 ,也是传播效果与传播效果的竞争 ,更是媒介品牌

与媒介品牌之间的竞争 。而这些竞争的内涵和核心

其实是文化之间的竞争 ,是传播东方文化 、增强中国

在各方面的实力所必需参与其中的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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