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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３年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倡议以来，该倡议备受国内外媒

体关注。然而，西方媒体视野 中 的“一 带 一 路”是 何 形 象？ 学 界 尚 未 对 此 展 开 深 入 研 究。本 文 从

“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新闻数据库”中提取西方媒体对“一带一路”的英语报道，自建语料库，并通过索引行考

察西方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总体态度，借助聚类分析手段探索西方各国对其评价的差异，采用主题

词分析呈现英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五国对其关注的焦点。研究发现：（１）误读和“中

国威胁论”的消极声音虽时有存在，但西方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总体态度是肯定的；（２）美、加等北

美国家某些媒体对“一带一路”有消极评价，而沿线国家，特别是中东欧国家，多为积极评价；（３）西

方各国媒体对“一带一路”的关注焦点不同，主要是出于国家利益、经济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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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以下简称“一带一路”）是

习近平总书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提出

的重大倡议。２０１３年９月和１０月，习总书记分

别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 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此后“一带一路”受到国

际社会高度关注。２０１６年１１月，第７１届 联 合

国大会首次 将“一 带 一 路”倡 议 写 入 决 议，体 现

了国际社会对推进“一带一路”的支持。
虽然“一带一路”早已成为国内外媒体争相

报道的热门话题，但有关它在西方媒体视野中的

形象，学界的 研 究 却 不 够 充 分。比 如，朱 桂 生 和

黄建滨（２０１６）以美国《华盛顿邮报》为语料来源，
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层面探讨了该

报对“一带一路”的形象建构。左言娜（２０１７）探讨

了美国媒体对“一带一路”的话语建构，从话语呈

现方式和消息来源视角探索美国主流媒体对“一
带一路”倡议的解读、评价和话语建构，揭示媒介

化的政治话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但是，以上研

究多局限于一国甚至一家媒体，西方媒体对“一

带一路”总体评价如何？各国的评价有何差异？

对其关注的侧重点在哪些方面？迄今为止，学界

尚未 就 此 展 开 系 统 的 实 证 研 究。本 文 以“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为检索词①，通过“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新闻

数据库”收集了自２０１３年９月至２０１８年５月近

五年来西方媒体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建成“一
带 一 路 语 料 库”（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ｐｕｓ，以下简称ＢＲＩＣ），利用索引行和聚类分析

呈现西方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总体态度以及差

异化评价，并通过主题词分析探究英、美、德、澳、
新等国对其关注的焦点，从而为更好地推广“一

带一路”提供参照。

２．文献概述及研究视角介绍

批 评 话 语 分 析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ＤＡ）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兴

分支，旨 在 分 析 语 言、权 力 和 意 识 形 态 的 关 系

（Ｗｏｄａｋ　＆ Ｍｅｙｅｒ　２００１：１）。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１９８９）
将话语视 为 一 种 由 社 会 结 构 决 定 的 社 会 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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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批评话语分析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话语的语

言学分析，挖掘话语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从而

揭示话 语、意 识 形 态 和 权 力 之 间 的 复 杂 关 系。
然而，之前批评话语分析多采用定性研究方法，
故 有 学 者 质 疑 其 合 理 性。比 如，Ｗｉｄｄｏｗｓｏｎ
（１９９５）认 为，批 评 话 语 分 析 从 特 定 角 度 出 发 进

行阐述，带有意识形态的倾向，选择分析的是文

本中能够支持观点的特征，不免失之偏颇。
有鉴 于 此，Ｈａｒｄｔ－Ｍａｕｔｎｅｒ和Ｓｔｕｂｂｓ等 学

者提出借助语料库方法进行批评话语分析的思

路，以增强其实证性和客观性。Ｈａｒｄｔ－Ｍａｕｔｎｅｒ
（１９９５）认 为，采 用 语 料 库 技 术 进 行 批 评 话 语 分

析能有效融合定量与定性分析的优势。Ｓｔｕｂｂｓ
（１９９６：２０－２１）也认为，语料库能提供大量自然发

生的 语 言 例 证，而 语 料 库 分 析 技 术 则 能 让 研 究

者在分析 时 注 意 到 一 些 反 复 出 现 的 语 言 型 式，
这些型式在语言和意识形态的研究中处于中心

位置。简言 之，语 料 库 技 术 使 得 批 评 话 语 分 析

更具客观性，更有说服力。
近些年来，越 来 越 多 的 国 内 外 学 者 将 语 料

库与 批 评 话 语 分 析 相 结 合，通 过 实 证 方 法 来 揭

示话语 的 内 在 含 义。比 如，Ｂａｋｅｒ和 ＭｃＥｎｅｒｙ
（２００５）广 泛 收 集 英 国 报 刊 对 难 民 的 报 道，将 其

与联 合 国 难 民 署 官 方 网 站 报 道 文 本 相 对 比，利

用索引行、词频、搭配等分析手段解读英国媒体

视野 中 的 难 民 形 象，发 现 英 国 媒 体 倾 向 于 用 消

极态度 和 语 气 来 建 构 难 民 话 语。采 用 类 似 方

法，Ｂａｋｅｒ等（２０１３）对英国媒体眼中的穆斯林形

象也做 了 详 细 的 探 究。通 过 在 线 语 料 库 工 具

Ｓｋｅｔｃｈ　Ｅｎｇｉｎｅ对 Ｍｕｓｌｉｍ（穆斯 林）一 词 的 搭 配

词分析发现，英 国 报 刊 中 穆 斯 林 与“冲 突”、“暴

力”频频搭配，常以消极形象出现。基于语料库

的政治话语及军事话语建构也是学界的研究热

点。Ｋａｎｄｉｌ（２００９：７３－１４７）以美国、英国和阿拉伯

的主流媒体对巴以冲突的报道建成语料库，通过

词频、搭配、索引行和主题词分析，阐述不同国家

的媒体对巴以冲突的评价，并以此探析其背后不

同的政 治 立 场。Ｋｉｍ（２０１４）则 通 过 语 料 库 对 搭

配、索引行的分析，探索美国主流媒体对朝鲜形

象的政治话语建构，发现美国媒体往往将朝鲜塑

造成一个威胁国际社会安全的国家。
国内学者对该领域也给予了高度关注。钱

毓芳和田海龙（２０１１）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出

发，对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的十年间两届政府工作报

告进行主题词、索引行和搭配分析，讨论政府工

作报 告 话 语 与 中 国 社 会 变 迁 之 间 的 关 系。

Ｃｈｅｎｇ和Ｌａｍ（２０１３）通过收集香港回归以后十

年间西方 有 关 香 港 的 报 道，对 比 分 析 西 方 媒 体

视野中的香港形象。邵斌和回志明（２０１４）自建

“中国梦语料库”，借助索引行、搭配网络等分析

手段，解 读 西 方 媒 体 视 野 中 的“中 国 梦”形 象。
钱毓芳（２０１７）收 集 英 国 报 刊 对 中 医 的 报 道，通

过主题 词 分 析 解 读 英 国 媒 体 对 中 医 的 话 语 建

构。此外还有李娜和张琦（２０１５）有关西方媒体

视野下中 国 女 性 形 象 的 研 究，胡 江（２０１６）对 西

方媒体涉华军事报道中的意识形态研究等。
总体而言，国 内 外 基 于 语 料 库 的 批 评 话 语

分析研究 方 兴 未 艾，但 仍 存 在 一 定 局 限。一 是

以往研究 中 所 涉 语 料 来 源 不 广，并 未 呈 现 大 数

据特点，二是数据挖掘的方法有待提升，深度的

数据挖掘以及可视化呈现较为缺乏。本文拟通

过索引行、聚 类 分 析 以 及 主 题 词 分 析 等 方 法 来

考察西方媒体视野中的“一带一路”形象。

３．“一带一路”的语料库分析

本文借 助 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新 闻 数 据 库 收 集 语

料。该数 据 库 的 新 闻 内 容 涵 盖 近２５年 来 的

２６００多种报纸、３３００多种期刊以及６００多种新

闻简报，大多数做到即日更新，是理想的新闻数

据库。本文 从 中 提 取“一 带 一 路”的 报 道，建 成

ＢＲＩＣ语料库。语料库共含８４７篇英文文本，总

计７４４，２４６词。

３．１　索引行分析

索引行分 析 能 提 供 检 索 词 的 上 下 文 信 息，
从而揭示其搭配、类联接、语义倾向和语义韵规

律。语义韵 最 能 体 现 评 价 和 态 度，因 此 本 文 在

此聚焦语 义 韵。语 义 韵 是 一 种 评 价 意 义，这 种

意义蔓延 在 文 本 中 的 扩 展 意 义 单 位 里，蕴 涵 了

说话者对某一话题的态度，通常包含积极、消极

和中性三 方 面。因 此，基 于 索 引 行 的 语 义 韵 分

析对于揭示媒体的评价态度具有特殊意义。
本文利用语料库检索工具 ＷｏｒｄＳｍｉｔｈ　６．０

提取“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索引行共计１２４６条。
借助梁茂 成 等（２０１０：７１）开 发 的 索 引 行 抽 样 工

具Ｃｏｎｃ＿Ｓａｍｐｌｅｒ随 机 抽 取１００条 进 行 分 析。
分析发现，１００条索引 行 中，对“一 带 一 路”持 肯

定态度 的 占５５％，持 否 定 态 度 的 占１９％，客 观

介绍“一带一路”具 体 内 容 的 占２６％，可 见 西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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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多为正面或中性。部 分正面报道的索引行如下表１所示。

表１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正面报道索引行

１ Ｍａｄｒｉｄ．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ｏｆ　ｒｅｖ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ｉｌｋ

２ ｏｆ　Ｍｒ．Ｘｉ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ｌａｎ　ｏｆ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３ ａｗｉｎ－ｗｉｎ　ｆｏｒ　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Ｔｈｅ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　ｈｕｇｅ　ＰＲ

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ｅ　ｓａｙｓ．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Ｗｈａｔ　ｉ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ｉｎｋｓ

５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ｓｙｎｅｒｇ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６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　ｔｒｕｍｐ　ｃａｒｄ　ｍａｙ　ｂｅ　ｉｔ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ｐｌａｎ　ｔｏ　ｌｉｎｋ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Ｅｕｒｏｐｅ

７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ｎｅｗ　ｃｏｒｎｅｒｓｔｏｎｅ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８ ｍａｃｒ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ＯＢＯＲ），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ｕｎｌｏｃｋ　ｕｎｔａｐｐ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９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ｔｈｅ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ｉｓ　ａ　ｐｌａｎ　ｔｏ　ｂｏｏｓｔ　ｔｒａｄｅ

１０ ｔｏ　ｉｔｓ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ｔｓ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ａｃｅ，

１１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１２ ｔｈｅ　ＡＩＩＢ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

１３ ｗａ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ｗｏｕｌ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１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ｒ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Ｇｏｌｄｗｉｎｄ　ｉｓ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ｉｓ

１５
ＰＡＴＨ　ＦＯＲ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ｏｌｄ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ｐｌａｎ　ｗｏｒｔｈ　ｊｏｉｎｉｎｇ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ｆａｒ　ｎｏｒｔｈ

　　表１为“一带一路”的正面报道索引行。其

中节点词“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周围的搭配词和

上下文语 境 均 呈 现 积 极 语 义 韵。例 如，西 方 媒

体 认 为 “一 带 一 路”可 重 振 古 代 丝 绸 之 路

（ｒｅｖ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它不仅能推动

中国 经 济 的 发 展，也 为 区 域 经 济 乃 至 世 界 经 济

注入活力，是一个双赢的（ｗｉｎ－ｗｉｎ）区域性经济

计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ｌａｎ），值 得 各 国 加 盟（ｗｏｒｔｈ
ｊｏｉｎｉｎｇ）。

就中国而言，西方媒体认为，“一带一路”是

开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引擎。一方面，“一

带一路”框 架 下 的“设 施 联 通”建 设 将 提 高 中 西

部地 区 基 础 设 施 水 平（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ｉｎｋｓ），激活内 陆 与 沿 边 地 区 经 济 活 力，促 进 中

部崛起和西部开发；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框架

中的“贸易 畅 通”与“资 金 融 通”建 设，进 一 步 增

强了东 部 地 区 同 东 南 亚、西 亚 和 欧 洲 的 连 接

（ｌｉｎｋ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Ｅｕｒｏｐｅ；ｅｎｈａｎｃｅ　ｓｙｎｅｒｇｉｅｓ），促

进中 国 海 外 投 资 增 长（ｈｅｌｐ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激 发 新 一 轮 经 贸 发 展 活 力（ｂｏｏｓｔ
ｔｒａｄｅ），从而推动东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就全

球而言，西方媒体认为，“一带一路”是各国合作

发展的里程碑。“一带一路”倡导的“政策沟通”
通过对接 各 国 政 策，创 造 了 更 多 区 域 合 作 机 遇

（ｃｒｅａｔ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挖掘区域发

展潜力（ｈｅｌｐ　ｕｎｌｏｃｋ　ｕｎｔａｐｐ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促 进

区域经 济 增 长（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实

现多边共赢。
然而，囿于“中 国 威 胁 论”和“中 国 霸 权”等

意识形态的 成 见，一 些 西 方 媒 体 对“一 带 一 路”
存在误解，甚 至 刻 意 歪 曲 和 丑 化“一 带 一 路”的

内涵，将其视为中国企图控制邻国、称霸世界的

策略。表２为负面报道索引行例示。

·２４· 当代外语研究



表２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负面报道索引行

１ Ｉｎ　ｉｔｓ　ｂｉｄ　ｔｏ　ｓｅｌｌ　ｉｔ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ｅｎ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ｉｔ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ａ　ｓｕｐｅｒ－ｓｉｚｅｄ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Ｐｌａｎ　ｕｎｄｅｒ

３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ｍｂｉｔｉｏｕ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ｎ

４
ｔｈｒｅｅ　ｗｅｅｋ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Ｂｅｉｊｉｎｇｓ　ｍｕｃｈ－

ｂａｌｌｙｈｏｏｅｄ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ｆｏｒｇｉｎｇ　ｃｌｏｓｅｒ　ｔｒａｄｅ

５ ｂｕｔ　ｎｏｎｅ　ｆｒｏｍ　ｍａｊｏ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ｔ，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ｉｓ　ｔｈｅ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ｏｆ　ａ　ｓｅｒｉｅｓ

　　在表２中，节点词“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周围

的词汇和语境则呈现出消极语义韵。一些西方

媒体称，中国野心勃勃（ａｍｂｉｔｉｏｕｓ）的“一带一路”
政策正带来很多问题（ｒａｉｓ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认
为“一带一路”是中国自吹自擂、大肆炒作（ｍｕｃｈ－
ｂａｌｌｙｈｏｏｅｄ）的宣传。还有媒体将“一带一路”比作

二战后带有霸权性质的马歇尔计划（ａ　ｓｕｐｅｒ－ｓｉｚｅｄ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Ｐｌａｎ）。有媒体对２０１７年５月在北京召

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冷嘲热讽，称
该论坛没有西方主要国家到场（ｎｏｎｅ　ｆｒｏｍ　ｍａｊｏ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可见一小撮西方媒体仍然戴

着有色眼镜看待“一带一路”，显然这是由意识形

态差异所导致的充满偏见的不实报道。
索引行分析表明，虽然部分西方媒体对“一

带一路”存在误读与曲解，将“一带一路”视为中

国扩张霸权 的 表 现，但 西 方 媒 体 对“一 带 一 路”
的主流态度 是 肯 定 的，认 为“一 带 一 路”是 一 个

合作共赢的倡议。

３．２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根据数据的内在特点将数据聚

合的 统 计 方 法，其 聚 类 原 则 是 组 内 成 员 距 离 最

小化 和 组 间 成 员 距 离 最 大 化，即 同 类 成 员 相 似

性最大，异 类 成 员 差 异 性 最 大。本 文 根 据 文 本

中评价词 语 的 频 率 将 各 种 媒 体 进 行 自 动 聚 类，
从而确定西 方 国 家 对“一 带 一 路”的 态 度 异 同，
分析话语中潜藏的隐性意识形态。

ＢＲＩＣ语料库 包 含６２家 西 方 媒 体，按 其 所

属国家逐 一 标 注，如 英 国 媒 体 标 为 ＵＫ１、ＵＫ２
等、美 国 为 ＵＳＡ１、ＵＳＡ２等。借 助 ＷｏｒｄＳｍｉｔｈ
６．０可 得６２种 西 方 媒 体 报 道“一 带 一 路”的 词

表。在词表中，以 词 语 的 分 布 率（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不

低于５０％为标准（即至少覆盖３１家西方媒体），
按照频率高 低 选 择 的 十 个 评 价 性 词 语（积 极 与

消 极 词 语 各 五 个）如 下 所 示：ＧＲＯＷ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ＥＬＰ、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ＢＯＯＳＴ、ＰＲＯＢＬＥＭ、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ＩＳＫ、

ＤＥＣＬＩＮＥ、ＴＥＮＳＩＯＮ②。之 后，计 算 上 述 十 个

评价词语 在 各 个 媒 体 中 的 使 用 频 率，即 每 百 万

词中的词语频数（ｎ／ＭＷ）（见表３）。

表３　“一带一路”报道中的评价性词语频率表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ＧＲＯＷＴＨ　 ２．５７　 ２．３１　 １．６８　 １．２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２９　 １．３８　 ２．１０　 １．５４

ＨＥＬＰ　 １．４３　 ０．３８　 ０．７３　 ０．９８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１．４３　 ０．６５　 ０．８２　 １．１０

ＢＯＯＳＴ　 ０．８６　 ０．５４　 ０．４０　 ０．０７

ＰＲＯＢＬＥＭ　 ０．００　 ０．６９　 ０．４２　 ０．４９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６．２９　 ０．５８　 ０．９１　 ２．３７

ＲＩＳＫ　 ０．５７　 １．０８　 ０．４６　 ０．３９

ＤＥＣＬＩＮＥ　 ０．４３　 ０．０４　 ０．１４　 ０．２２

ＴＥＮＳＩＯＮ　 ０．２９　 ０．４２　 ０．３３　 ０．６１

·３４·西方媒体视野中“一带一路”形象的语料库探析



　　基于各家媒体对上述词语使用频率的相似

性，本 文 对 ６２ 种 西 方 媒 体 进 行 层 次 聚 类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层 次 聚 类 对 不 同 样

本之 间 的 相 似 性 进 行 度 量，相 似 程 度 表 现 为 样

本 间 的 距 离 远 近。本 文 采 用 欧 氏 距 离

（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计算 两 个 样 本 间 距 离。将

频率 转 换 为 距 离 后，层 次 聚 类 每 次 将 距 离 最 近

（即频率最 为 相 似）的 样 本 归 为 一 类，之 后 再 与

距离最近的类合并，如此反复，直到合成一个大

类。同 时，本 文 采 用 离 差 平 方 和 法（Ｗａｒｄ’ｓ
Ｍｅｔｈｏｄ）计算类 间 距 离。该 方 法 的 基 本 思 想 来

自于方差分析，每缩小一类，离差平方和就要变

大，选择 使 离 差 平 方 和 增 加 最 小 的 两 类 合 并。
若分类正确，则同类元素离差平方和较小，类与

类 之 间 离 差 平 方 和 较 大。通 过 Ｒ 语 言

ＰＶＣＬＵＳＴ数据包，聚类结果如图１所示。

图１　西方媒体“一带一路”报道聚类分析图

　　图１展 示 了 三 类 数 值，节 点 下 方 数 值 显 示

类别顺序，节点上方数值为数据包提供的两种ｐ
值：左侧为 ＡＵ值，右 侧 为ＢＰ值，ＡＵ 值 比ＢＰ
值更能显 示 聚 类 的 有 效 性。ＡＵ值 越 接 近１００
则说 明 两 个 类 别 之 间 相 似 性 越 大，聚 类 效 果 越

强。图１所示的６２种西方媒体被分成两大类，
类５７与类５８，前者有２５种媒体，后者有３５种，
有两种媒体并没有明显的评价性，不在聚类中。

类５７的西方媒体倾向于消极评价，聚集媒

体大多属于美、加两国，以及部分英国媒体。比

如，在该 类 最 左 侧 的５５小 类 为 例，ＵＳＡ８（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ｉｔｉｏｎ）与

ＵＳＡ９（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首 先 合 为 类１０，
且ＡＵ值为１００，说明两者对“一带一路”的评价

一 致。接 着，类 １０ 同 ＵＫ９（Ｔｈｅ　Ｓｕｎｄａｙ
Ｔｉｍｅｓ）聚 集 为 类 ３２，之 后 与 由 ＵＳＡ５（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Ｔｉｍｅｓ）和 ＵＳＡ７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组 成 的 类２７合 为 类３７，再 同

ＵＳＡ１（Ｔｈｅ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Ｉｎｑｕｉｒｅｒ）构成类５３，
最终和ＵＫ１０（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合为类５５。ＢＲＩＣ
语料库中共有九种美国媒体，六种均归于类５７，
多数美国 报 道 突 出“军 事”、“战 争”与“问 题”等

关键词，不难 看 出 部 分 美 国 媒 体 对“一 带 一 路”
所持的消极态度。此外，ＢＲＩＣ语料库中所有加

拿大媒体（共四种）全部聚在类５７，其对“一带一

路”的 消 极 态 度 显 而 易 见。需 指 出 的 是，ＢＲＩＣ
语料库中共有１９种英国媒体，其中有五种具有

右 倾 政 治 倾 向 的 保 守 派 媒 体，如 ＵＫ７（Ｔｈｅ
Ｓｕｎｄａｙ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ＵＫ９ （Ｔｈｅ　Ｓｕｎｄａｙ
Ｔｉｍｅｓ）、ＵＫ１２（Ｃｉｔｙ　Ａ．Ｍ．）等，以 及 两 种 较 为

激进 的 左 倾 媒 体，即 ＵＫ１０（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和

ＵＫ１７（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聚合于类５７，由此可见，
少数英国媒体对“一带一路”抱有消极评价。综

上所述，美、加等北美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多

存在曲解，把“和平崛起”误读为“军事扩张”。
类５８的西方媒体则倾向使用积极词汇。其

中，三种 新 西 兰 媒 体 均 归 为 类５８，其 对“一 带 一

路”的报道更关注“发展”和“增长”，可见新西兰在

倡导“一 带 一 路”方 面 走 在 西 方 发 达 国 家 前 列。
此外，三种德国媒体中有两种位于类５８，可见德

国媒体也看到了“一带一路”的广阔前景。更值

得关注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合作的中欧国家如

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媒体均聚合于类

５８。这些国家受惠于“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机

·４４· 当代外语研究



遇，对“一带一路”也多正面报道，如例１所示。
例 １：“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ｕａｎ－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ＢＳＥ，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ｉｔ　ｃａ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ＢＳＥ　ｗｒｏｔ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ｎｅｗｓ －Ｈｕｎｇａｒｙ　Ｔｏｄａｙ，

２４Ｊａｎ　２０１７）

例１为匈牙利媒体对中国银行与该国签署

《战略合 作 备 忘 录》的 报 道。该 报 道 称，匈 方 认

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将有助于中国资本

进入 布 达 佩 斯 市 场，既 有 利 于 中 国 投 资 者 在 匈

牙利 开 展 投 资 活 动，也 有 利 于 匈 牙 利 企 业 提 高

知名度。由 此 可 见，对 于 受 欧 债 危 机 影 响 的 中

欧国家而言，“一带一路”是其发展的强心剂。
聚类分析采用定量方法将不同国家媒体对

“一带一路”的态度进行自动分类。通过聚类分

析可以发现，各 国 媒 体 对“一 带 一 路”的 评 价 不

尽相同，同一 国 家 的 不 同 媒 体 对“一 带 一 路”也

存在不同看法。总体而言，囿于意识形态对立，
美 加 等 北 美 国 家 考 虑 到 国 家 利 益，对“一 带 一

路”仍存偏见，刻意误读“一带一路”。英国和澳

大利 亚 媒 体 内 部 分 歧 较 大，而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阵

营内 也 存 在 与 中 国 开 展 合 作 的 积 极 声 音，如 新

西兰和 德 国。而 中 东 欧 国 家，特 别 是“一 带 一

路”的沿线国家对其发展潜力则十分肯定，普遍

期待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

３．３　主题词分析

在语料库 分 析 中，文 本 中 具 有 超 高 复 现 频

率的词称 为 主 题 词。主 题 词 分 析 可 以 快 速、有

效地 提 取 文 本 中 具 有 特 殊 频 率 的 词，挖 掘 文 本

词语特征，解读复杂的语言现象，因此被广泛地

运用于主题挖掘中（Ｂａｋｅｒ　２００４）。
作为国 家 顶 层 设 计 的“一 带 一 路”涵 盖 金

融、贸易、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领域。
为了解读不同国家媒体对“一带一路”关注的主

题焦点，本文借助 ＷｏｒｄＳｍｉｔｈ　６．０，获取英、美、
德、澳、新等五国的主题词表③，并按照关键性顺

序分别 提 取 前 十 个 主 题 词，如 表４和 表５所 示

（表中的关键性是统计显著性的指标，其ｐ值都

为０．００，因此都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４　英国、美国“一带一路”报道主题词

英国 主题词 关键性 美国 主题词 关键性

１ ＲＭＢ　 ６７２．８６　 １ ＮＡＭＩＢＩＡ　 ２９１．０３

２ ＢＯＮＤ　 ５０４．７６　 ２ ＮＯＲＴＨ　 ２０１．２３

３ ＢＡＮＫ　 ２４０．０４　 ３ ＭＹＡＮＭＡＲ　 １９９．９５

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１１９．６４　 ４ ＮＡＭＩＢＩＡＮ　 １９６．５３

５ ＡＤＢ　 １０２．２５　 ５ ＨＵＳＡＢ　 １６２．５１

６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１００．４５　 ６ ＫＯＲＥＡ　 １２４．２２

７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９４．５９　 ７ ＵＲＡＮＩＵＭ　 １１７．３７

８ ＰＢＯＣ　 ９２．２６　 ８ ＤＥＦＥＮＳＥ　 ９６．９５

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７９．９７　 ９ ＡＮＤＡＭＡＮ　 ９０．７０

１０ ＡＩＩＢ　 ７７．７９　 １０ ＡＵＮＧ　 ８３．５２

　　表４为英国和美国媒体的主题词。英国媒

体对“一带一路”的关注点集中在金融领域，ｂａｎｋ、
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ＰＢＯＣ（中国人

民银行）等主题词都表明这一点。具体地说，中

国人民 银 行 计 划 在 伦 敦 发 行 短 期 人 民 币 债 券

（ＲＭＢ　Ｂｏｎｄｓ）的事件、作为“一带一路”重要组成

部分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ＡＩＩＢ）的成立以

及前亚洲开发银行（ＡＤＢ）副行长金立群先生出

任亚投行行长等相关新闻引起英媒的极大关注。
英媒对“一带一路”金融领域高度关注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首先，英国被动的地缘位置加之其脱

欧所引发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亟需中国投资以保

持经济平稳发展。其次，伦敦正积极打造全球最

大的人民币离岸和清算中心，故英媒对“一带一

路”的金融方面尤为关注。
美国媒体的“一带一路”的主题词则聚焦地

缘政治领域。如表４所示，美国媒体报道主题词

中 出 现 大 量 国 家 及 地 区 名 称，如 Ｎａｍｉｂｉａ、
Ｍｙａｎｍａｒ、Ａｎｄａｍａｎ、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在报道中直指

中国利用“一带一路”进行全球扩张。如《纽约时

·５４·西方媒体视野中“一带一路”形象的语料库探析



报》借 报 道 中 国 企 业 在 哈 萨 博 铀 矿（Ｈｕｓａｂ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Ｍｉｎｅ）的投资项目无端指责中国在纳米

比亚实行新的殖民主义。对于缅甸国务资政昂

山素季（Ａｕｎｇ　Ｓａｎ　ＳｕｕＫｙｉ）出席“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一事，美国媒体则称中缅关系仍存

在许多问题。另外，大量美国媒体对印度邀请日

本在印属安达曼尼群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大肆

报道，称之为遏制“一带一路”的重要举措。可见，
“一带一路”倡议对美国重返亚太实施霸权主义

具有一 定 的 遏 制 作 用，因 而 引 发 美 国 媒 体 的 不

安，进而从地缘政治角度歪曲“一带一路”。表５
为德、澳、新三国媒体的“一带一路”主题词。

表５　德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带一路”报道主题词

德国 主题词 关键性 澳大利亚 主题词 关键性 新西兰 主题词 关键性

１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８４８．２０　 １ ＯＲＥ　 ４１３．５７　 １ ＬＩ　 １４６．３５

２ ＤＨＬ　 ５９４．５０　 ２ ＩＲＯＮ　 ３６６．２１　 ２ ＵＰＧＲＡＤＥ　 １４３．７１

３ ＫＥＲＲＹ　 ３８６．７８　 ３ ＦＯＲＴＥＳＣＵＥ　 １９７．１９　 ３ ＦＴＡ　 １１６．０７

４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Ｓ　 ２３１．４４　 ４ ＦＯＲＲＥＳＴ　 １４８．８５　 ４ ＴＲＡＤＥ　 １０２．７３

５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２０８．２４　 ５ ＲＩＯ　 １２６．１７　 ５ ＰＲＥＭＩＥＲ　 ９９．８１

６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１６９．５１　 ６ ＣＯＡＬ　 １０９．０１　 ６ ＩＣＢＣ　 ９０．４４

７ ＦＲＥＩＧＨＴ　 １６３．９２　 ７ ＰＲＩＣＥ　 １０２．１９　 ７ 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　 ７９．３２

８ ＥＸＰＲＥＳＳ　 １５１．６２　 ８ ＴＯＮＮＥ　 ９９．７７　 ８ ＡＳＥＡＮ　 ７８．３６

９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９１．４０　 ９ ＢＨＰ　 ９４．８４　 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６６．９９

１０ ＨＵＢ　 ８５．２６　 １０ ＢＲＯＯＭＨＥＡＤ　 ８３．８９　 １０ ＭｃＣＬＡＹ　 ６５．１６

　　表４的德国关键词有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ａｉｒｐｌａｎｅ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ｆｒｅｉｇｈｔ、ｅｘｐｒｅｓｓ、ｃａｒｒｉｅｒ、ｈｕｂ
等，从中可以看出，德国对“一带一路”主要聚焦

物 流 领 域。比 如，德 国 物 流 巨 头 德 国 邮 政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Ｐｏｓｔ　ＤＨＬ）宣 布 推 出 依 托“一 带 一

路”的三条洲际运输线路，期待共享“一带一路”
机遇。同时，也 有 众 多 德 国 媒 体 聚 焦 宣 布 加 盟

伦敦－义乌货运班列的第三方物流供应商嘉里大

通（Ｋｅｒｒｙ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德 国 媒 体 对 物 流 运 输 领

域的关 注 主 要 原 因 是 中 欧 国 际 货 运 班 列 的 开

通，从 中 国 出 发 到 欧 洲 的 国 际 货 运 班 列 的 八 条

线路中，有五条终点均位于德国，这让德国物流

行业看到了“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发展潜力。
澳大利亚媒体更关注“一带一路”在能源领

域的布局，如ｏｒｅ、ｉｒｏｎ、ｃｏａｌ、ｐｒｉｃｅ和ｔｏｎｎｅ等词所

示。多家澳媒报道全球第一大矿业公司必和必

拓公司（ＢＨＰ　Ｂｉｌｌｉｔｏｎ）董事马尔科姆·布鲁姆荷

德（Ｍａｌｃｏｌｍ　Ｂｒｏｏｍｈｅａｄ）被 任 命 为 澳 中“一 带 一

路”产业促进会顾问委员会主席；澳大利亚第三

大 铁 矿 石 （ｉｒｏｎ　ｏｒｅ）出 口 商 ＦＭＧ（Ｆｏｒｔｅｓｃｕｅ
Ｍｅｔａｌｓ　Ｇｒｏｕｐ）以及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力拓集团

（Ｒｉｏ　Ｔｉｎｔｏ　Ｇｒｏｕｐ）则对澳媒表示，他们对“一带一

路”所带来巨大铁矿石及钢材需求很有信心。澳

大利亚媒体对能源领域的关注与中澳贸易密切

相关。中国是澳大利亚铁矿石的最大进口国，澳

大利亚能源矿产企业对“一带一路”带来的合作

机遇充满期待。
新西兰媒体的报道焦点主要集中在贸易领

域，并对２０１７年３月李克强总理的新西兰之行

尤为关注。如新西兰媒体多次报道李克强总理

访问期间中 新 双 方 签 署“一 带 一 路”合 作 协 议，
扩大现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ｕｐｇｒａｄｅ　ＦＴＡ）、深
化贸易 关 系（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等。新 西 兰 贸

易部部长托德·麦克莱（Ｔｏｄｄ　ＭｃＣｌａｙ）更 是 在

《新西兰先 驱 报》发 表 文 章，高 度 评 价 李 克 强 总

理访问成 果，称 之 为 中 新 两 国 关 系 进 一 步 发 展

的里程碑。新西兰媒体对中新贸易合作的高度

聚焦主要 有 两 方 面 原 因。一 方 面，中 新 关 系 长

期稳定发 展 为 合 作 提 供 基 础，新 西 兰 在 对 华 关

系上始终 走 在 西 方 发 达 国 家 前 列，是 首 个 签 署

“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西方发达国家。另一方

面，新西兰经济高度依赖海外市场与自由贸易，
在经济危 机 之 后，世 界 贸 易 增 速 一 直 低 于 经 济

增速，而“一 带 一 路”所 蕴 含 的 贸 易 合 作 机 遇 为

新西兰经济带来活力。
通过主题 词 分 析 可 以 发 现，西 方 各 国 媒 体

出于各自 的 国 家 利 益、经 济 利 益 以 及 意 识 形 态

的原因，对“一 带 一 路”的 关 注 点 各 不 相 同。英

国媒体着重关注“一带一路”在金融领域的中英

合作空间；美 国 媒 体 从 地 缘 政 治 角 度 曲 解 中 国

·６４· 当代外语研究



“一带一路”；德 国 媒 体 更 多 考 虑“一 带 一 路”为

其物 流 业 带 来 的 发 展 机 遇；澳 大 利 亚 媒 体 主 要

关注“一带 一 路”对 其 能 源 领 域 的 影 响；新 西 兰

媒体致力于报道“一带一路”为中新两国在贸易

上带来更宽广的合作平台。综上所述，“一带一

路”是一个多面体，各国媒体在对“一带一路”进

行报 道 时，都 选 择 与 本 国 密 切 相 关 的 部 分 进 行

报道，从而对“一 带 一 路”进 行 差 异 化 的 话 语 建

构与解读。

４．结论

本文通过自建“一带一路语料库”对西方媒

体关于“一 带 一 路”的 话 语 建 构 进 行 了 深 入 剖

析。借助索 引 行、聚 类 和 主 题 词 分 析 揭 示 西 方

媒体视野中“一带一路”的形象及其报道的态度

以及关注焦点。
研究结果 表 明：（１）虽 然 部 分 媒 体 对“一 带

一路”存在误读与曲解，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

扩 张 霸 权 的 表 现，但 西 方 媒 体 整 体 对“一 带 一

路”的主流态度是肯定的，认为“一带一路”是一

个合作共赢的倡议；（２）美加等国部分媒体通过

“军事”、“战 争”等 消 极 词 语 对“一 带 一 路”进 行

消极评价，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中东

欧国家，多积 极 报 道“一 带 一 路”；（３）西 方 各 国

媒体对“一 带 一 路”的 关 注 焦 点 不 同，如 英 国 主

要关注金融领域，美国多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
德国聚焦物流业，澳大利亚着重报道能源行业，
新西兰关注经贸领域，这主要是出于国家利益、
经济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的考量。

附注

①２０１５年９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外交部、商

务部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一带一路”官 方 规 范 英 文 译

法：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但是，考虑到西方媒体大多使

用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的译法，为了尽可能覆盖近五年

的报道，本文在检索时，仍使用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
② 需指出的是，本文的检索词是上述 词 语 的 词 族，比 如

ＧＲＯＷＴＨ 就 包 含 ｇｒｏｗｔｈ、ｇｒｏｗ、ｇｒｏｗｓ、ｇｒｅｗ、
ｇｒｏｗｉｎｇ、ｇｒｏｗｎ等。

③ 以英国为例，本文在制作主题词表时，以ＢＲＩＣ中所有

英国媒体文本为观察库，以除英国之外的所有国家媒

体文本作为参照库，来提取英国媒体的主题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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