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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国家形象研究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热门研究课题。对一个城市形象的研究则可以起到支撑国家形象的

基础，但国内这方面的扎实研究却不多见。作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学者，我们也理应关注国家形象的研究。我们可以充

分发挥我们的外语优势，一方面考察和研究国外媒体和文学作品中关于中国乃至中国某一城市的形象，将其用中文写成论

文呈现给国人参考; 另一方面则用外语著述对国外，尤其是对西方主流媒体中塑造的中国形象进行分析批判，或者用外语

重新讲述中国的故事，使得世人对中国有一个真正的了解。在这两个方面，王宁教授著述甚丰，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多篇

论文。本刊特邀请王宁教授的团队就德国和法国媒体中有关北京的城市形象撰写了两篇论文，作为跨学科协同研究国家

形象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以期为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学者开辟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德国媒体中的北京形象:

基于《明镜》周刊 2000—2015 年涉京报道的批判性话语分析

徐 剑1，董晓伟1，袁文瑜2

( 1．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艺术研究院 上海 200240; 2． 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240)

摘 要: 本文对 2000 至 2015 年《明镜》周刊涉京报道进行批判性话语分析。研究发现，在主题报道中，中德之间密切

的经贸关系鲜有涉及，重点关注政治、文化、环境等领域，且都呈现出负面形象。这表明德国媒体依然沿袭意识形态的

偏见去塑造北京形象，并反映出两国存在的政治意识形态、历史发展经历、社会历史和风俗、语言文化等多方面的差

异，而这些差异并未在全球化的经济融合中得到弥合。
关键词: 北京形象;《明镜》周刊; 批判性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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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has conducted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Beijing-related reports on Der Spiegel from 2000 to 2015．
We find that there were fewer reports on the strong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while more re-
ports focused on political，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with a negative ton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erman media still
reported China with persistent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biases． In addition，there was a huge difference on political，historic，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which has not yet bridged with the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Key words: Beijing image; Der Spiegel;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在全球的崛起，以北京为代表的国际大都

市形象越来越受到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基于新闻报道

的内容来分析中国形象和北京城市形象也成为了学术

热点。如史伟通过对奥运会北京报道的分析，发现西方

媒体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显著变化，其报道视角由质

疑、抵制北京奥运会转向肯定和赞扬( 史伟 2009 ) 。张

颖通过对《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间涉京报道的内容分析，发现该报一方面

肯定北京的经济成就和文化水平，但也对人权、新闻自

由等政治议题，环境污染、医疗卫生等社会问题进行负

面渲染，反映出美国媒体对北京的报道依然带有根深蒂

固的“冷战思维”( 张颖 2014) 。对于北京国际形象的研

究，目前以英语为主，选取的多是英美两国的主流报纸。

而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另一主体，欧洲大陆国家的非英语

涉京报道，相关研究较为匮乏。

2． 研究设计

德国作为欧盟的发起国，在中欧关系中有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本文选取《明镜》周刊( Der Spiegel) 为样本，

了解北京城市形象在德国主流媒体的呈现。《明镜》周

刊是德国最知名和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周刊，每周平均发

行 110 万册左右，它也是在欧洲发行量最大的新闻周刊

之一。该刊以政治批判报道见长，风格严谨，在整个欧

洲和世界范围内都有重要影响。
本研究选取自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明镜》周刊的相关报道，通过 Lexis-Nexis 新闻数

据库( https: / /www． nexis． com) 获取。我们按报道内容

出现“Peking”进行检索，一共有 2320 篇; 为剔除那些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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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及“北京”而实质和北京无关的报道，我们进一步的

将“Peking”出现次数定在三次以上，一共有 716 篇报道。
为客观反映北京在德国媒体的新闻重视程度，我们采用

同样的检索方法查询了伦敦、巴黎、莫斯科、东京和新德

里，并发现除了个别年份，上述 6 个城市在《明镜》周刊

的报道数量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该刊最为关注的是

伦敦和巴黎，其次是莫斯科，第四是北京，第五是东京，

该刊对新德里的关注度极低。如图 1 所示，2008 年北京

奥运显著提升了北京在该刊的曝光率。
本研究对“Peking”出现三次以上的 716 篇报道进行

编码分析。研究聘有 2 名德语编码员，他们是上海交通

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的本科生，在编码前进行了 2 个

月培训和训练。我们先从总样本中抽取约 10% 的样本

( 70篇) 进行双人编码，并进行编码效度检验，结果为

0． 93。然后将其余的 646 篇分摊给两位编码员独立开

展编码工作。我们发现其中 186 篇( 25． 9% ) 是“提及北

京城市报道”，306 篇( 42． 7%) “提及北京，但指代中国

报道”，195篇 ( 27 ． 2% ) 是“中 国 主 题 报 道”，29篇

( 4． 1% ) 是“北京主题报道”。本文的最终样本选定为

29 篇“北京主题报道”作为分析样本，并采用批判性话

语分析 (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 ) 进 行 深 入 解

读。

图 1． 北京、伦敦、巴黎、莫斯科、东京和新德里的媒体

曝光数量

话语分析是一种语言学研究方法，在 20 世纪 90 年

代以后与新闻传播研究的结合日益紧密。在传播学领

域，梵·迪克( van Dijk) 的《作为话语的新闻》和诺曼·
费尔克拉夫( Norman Fairclough) 的《话语与社会变迁》提

供了一种新的、跨学科的新闻话语分析理论。相对于内

容分析的社会科学的视角，话语分析更倾向于人文视

角，它将一切传播活动归结为符号( 语言) 问题，而用符

号和语言的视角透视传播现象，探索传播现象的精神内

涵。批判性话语分析则进一步地把话语从文本中解放

出来，对话语中蕴藏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进行考察

( 李敬 2014) 。

3． 研究发现

3． 1 词频分析和词云图

为从整体洞悉《明镜》周刊所呈现的北京城市形象，

我们使用 Nvivo 软件对 29 篇“北京主题报道”进行词频

分析。在词频分析中，由于文章的停顿词( stop-word) 没

有实质意义，我们采用以 Feinerer 和 Meyer 构建的德语

分词表将其剔除( Meyer et al． 2008 ) ，进而产生出有意

义的词云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词云图

在 29 篇“北京主题报道”中，出现词根( stem) 最多的

依次是“中国”、“北京”和“奥林匹克”三组词汇。由中国

词根派生出来的相关词汇一共出现了 318 次，包括中国

( China) 、中国人( Chinesen) 和汉语( chinesisch) 等词汇，该

词根高居词频榜的榜首。其次是北京词根共出现 229 次，

包括北京( Peking) 和北京人( Pekinger) 等词汇。接下来出

现频率最多的是“奥林匹克”( Olympia) 和其派生词，一共

出现了 131 次，并集中在 13 篇报道中( 2003 年 1 篇，2007
年 4 篇，2008 年 6 篇，2012 年 2 篇) ，近一半北京主题的文

章都涉及到了“奥林匹克”。围绕体育运动的词汇有比赛

( Spiel) 出现了 87 次，运动( sport / athlet) 出现 52 次。通过

词频分析，我们证实，北京 2008 年奥运会这一主题新闻事

件对北京在《明镜》周刊的曝光率有极大的提升作用。此

外，《明镜》周刊对政治和文化艺术议题比较关注。词根

政治( politik) 一共出现 67 次，艺术家 /画家( kunst /mal) 出

现 60 次，政府( regierenden) 出现 51 次，德国( deutsche) 出

现 50 次，西藏( Tibet) 出现 49 次，这说明《明镜》周刊在报

道北京的时候，政治、艺术和西藏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对象。
除此 之 外，说 ( sagt，59 次) 、国 家 ( Land，48 次) 、城 市

( Stadt，48 次) 、世界( Welt，44 次) 、工厂 /工人( Fabrik，44
次) 、见 面 ( tag，44 次 ) 、道 路 ( Straβe，37 次 ) 、经 济

( Wirtschaft，35 次) 、国际( internation，35 次) 等词根也频频

出现。对于北京的态度评价，在《明镜》周刊中体现在反映

程度的“副词”和“形容词”。比如，广泛被提及的形容词

有更多( mehr) 出现 91 次，多( viel) 出现 84 次，新( neu) 出

现 74 词，美丽( schon) 出现 62，大( groβ) 出现 52 次等等。
转折词“但”( doch) 出现的次数也较多，为 56 次，“前扬后

抑”的报道方式常常被《明镜》周刊用来报道涉京新闻。
3． 2 报道议题

在分析样本中，《明镜》周刊的主题报道对北京的关

注聚焦在城市建设、文化发展和环境污染三个重要议题。
作为重要新闻线索的北京 2008 奥运会按照“奥运事前”、
“奥运事中”和“奥运事后”三阶段，频频地穿插在三个重

要议题的报道中。该刊对北京奥运上述三个阶段的关注

程度并不是均衡分布，主要集中在“奥运事前”阶段，对于

“奥运事中”和“奥运事后”的报道则寥寥无几。
在城市建设方面，《明镜》周刊关注北京的“地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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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比如国家大剧院、人民日报大楼和中央电视台等，

对北京奥运场馆建设尤为关注。该刊认为，为迎接奥运

的举办，北京的城市建设有些疯狂，比如“整个北京城内

推土机从未停止过工作———即使颐和园、故宫这样的受

保护单位也不例外，而上世纪 80 年代存在的 4000 条传

统街道和胡同，到 2003 年只剩下区区几百条左右”。临

近奥运期间，该刊跟进奥运场馆( 包括奥林匹克体育场、
鸟巢、五棵松等 31 个场馆) 的“建设进度”，并表示各场

馆现场均在“有条不紊”地开展和进行。“奥运事后”的

报道是关注奥运场馆的后续使用情况，并反映部分场馆

的利用率不高。
在文化建设方面，《明镜》周刊关注的比较广泛。一

方面是外国人在北京的生活，如报道中国籍的原奥地利

人魏璐诗( Ｒuth Weiss) 的去世，以及其文化大革命的经

历; 艺术家 Christine de la Garenne 和 Via Lewandowsky 用

摄影的方式记录下来他们在北京生活 4 个月内的各种

中西文化差异和困惑; 以及某欧洲人于中国纪念二战胜

利 70 周年阅兵期间，在北京的养“大狗”生活体验( 北京

禁养大狗) 等等( Zand 2015 ) 。另一方面该刊还关注北

京的前卫文化艺术，如北京 798 文化创意产业园，以及

“八五新潮”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厦门达达”和“北方艺

术群体”艺术家们在国际拍卖会的崛起 ( Jung 2015 ) 。
此外，该刊还把“北京奥运”看作西方可对中国施加政治

影响的议题，企图通过对中国的环境污染、人权等问题

的评说，对北京施加影响。
在环境污染方面，《明镜》周刊主要关注北京的环境

污染( 重点是雾霾问题) ，以及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影

响。在 2005 年对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的采访中，

用潘岳透露的数据强调“在北京 70% -80% 的癌症是环

境污染造成的，尤其是肺癌”( Lorenz 2005 ) 。2015 年该

刊报道了“坚果兄弟”在 100 天内用工业吸尘器吸北京

雾霾，并最终将这些灰尘制作成一块板砖的故事，进一

步表达对北京环境污染的担忧( Bza 2015 ) 。并引用习

近平主席的话强调北京的发展不能再像“摊煎饼”一样，

强调北京、天津、河北( 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重要性。“奥

运事中”的报道也聚焦环境污染，认为北京的雾霾不仅

会影响运动员的健康( 如咳嗽，哮喘) ，也会影响他们的

运动成绩。空气污染导致欧洲和日韩的部分运动员要

么尽可能迟地来北京，要么到北京参赛前专门配备口

罩，如英国和日本运动员( Lorenz 2008) 。

4． 批判性话语分析

根据形象学理论，异国形象并不是对“异国现实状

况”的复呈，而是形象塑造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欲求创

造出来的映射，在这里形象塑造者一般指代媒体( 张月

2002) 。具体而言，异国形象是形象塑造者将“自我( the
self) ”投射于“他者( the other) ”的一种主观意识。形象

塑造者以“自我”，以及其对“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

的认识为出发点，对“他者”进行描述和评价，通过将在

场的“自我”与不在场的“他者”的主观与客观、情感与

思想进行混合，进而建构起来的关于“他者”的异国形

象。在这里“他者”是相对的，是用来证明自我正确性的

一种工具，事实上它已经被形象塑造者进行自我化处理

( 周海霞、王建斌 2011) 。
据此，我们认为，《明镜》周刊所呈现的“北京”城市

形象也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复呈，而仅仅是折射出德

国媒体基于自身的思想价值倾向来呈现的中国城市。
整体来看，我们认为，21 世纪以来《明镜》周刊所呈现的

北京形象颇为“负面”。这种负面既有对现代城市病的

批判与反思，又掺杂着基于西方( 德国) 文化现代文明优

越感而形成的“傲慢”与“偏见”。
4． 1 对城市建设的批判

《明镜》周刊对北京城市建设着墨颇多，在语调中充

满着“冷嘲热讽”和“无情地奚落”的色彩。固然，德国

的城市规划工作程序严谨，通过法律来推进从框架指导

到具体建设的完整城市规划体系，重视对自然环境、人

工环境以及古建筑的保护等，如约 60 万人口的莱比锡

市旧城改造区就是此类典范( 李兵弟 1996) 。在这种视

角指引下，《明镜》周刊忽略了北京的城市规模和城市人

口，以及北京所面临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等方方面面

的压力，而对北京的城市更新横加指责。北京大都市的

面积是柏林 20 倍，甚至比德国瓦登海( Wattenmeer) 的面

积还大( Fichtner 2007 ) ; 北京的人口有 2100 多万人，然

而整个德国才 8000 多万人，德国第一大城市柏林的居

民仅有 340 万。“小城市”的经验能否移植到“特大城

市”，这些《明镜》周刊虽然提到，但却未予以重视分析。
《明镜》周刊对北京市政府仅仅保留少数作为“民族

符号”的历史建筑( 如故宫、天坛等) ，而“拆迁”大量“历

史悠久街道”的行为出离愤怒，并直呼北京为“没有灵魂

的城市( Stadt ohne Seele) ”，引述中国文化历史学家的话

来表示北京是在“文化自杀( kulturellen Selbstmord) ”，并

把这种行为看作是“系统性地摧毁( systematisch vernich-
ten) ”这座城市。借此该刊讽刺北京 2008 年奥运口号

“新北京( Neues Peking) ”和城市定位“先进的亚洲大都

市( fortschrittliche asiatische Metropole) ”。该刊用“奢华

( extravagantes) ”来形容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

的“水滴( Wassertropfen) ”状国家大剧院，并引用中国建

筑学家的批判性意见来说明国家大剧院和中国“传统”
的不协调，并认为国家大剧院“摧毁( zerstren) ”了北京

市中心的“国家身份( nationale Identitaet ) ”。此外该刊

借用了中国网民的调侃来形容周琦教授设计的人民日

报大楼为“一柱擎天( Pekings Penis) ”、形容荷兰建筑师

雷姆·库哈斯设计的中央电视台为“大裤衩( Groβe Un-
terhose) ”等等( Lorenz 2003) 。

在报道北京奥运场馆“有条不紊”地“按进度”建设

的同时，《明镜》周刊还伴随着基于意识形态的嘲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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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会关联起因为“人权问题”而败北悉尼的申请举办

2000 年奥运会; 在参观奥运场馆建筑工地，看到工地附

近 301 医院，便关联到在此医院去世的邓小平。这一系

列的背景关联只是为了讽刺中国的“雄心”，认为中国政

府在北京奥运投入大量金钱，只是追逐奥运金牌; 希望

展示“古老的帝国”在 21 世纪的辉煌( fulminant) 。这些

都说明《明镜》周刊习惯于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

无法正视北京乃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把经

济发展和体育成绩依然和政治意识形态紧密关联。
4． 2 对文化发展的批判

尽管《明镜》周刊在北京文化建设方面的报道秉承

多元的文化视角，但其“西方中心主义”和“冷战意识形

态”的思想无时无刻不在作祟。该刊对北京 798 文化创

意产业园颇多关注，这源于北京 798 厂和德国的历史渊

源，北京 798 厂是计划经济时代前苏联和前民主德国

( 东德) 的援华项目之一，由东德建筑师设计的包豪斯风

格军工厂，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北京 798
厂的工业不可避免地衰落，并转变为艺术区。由于北京

798 厂不仅吸引艺术家的注意，也吸引着商业开发商的

关注，因此在 2004 年的时候，北京 798 的建设存在于保

护性再 利 用 与 商 务 性 开 发 之 间 的 激 烈 较 量 ( 于 雪 梅

2006) 。该刊尤为欣赏其中的“85 新潮美术”，“85 新潮

美术”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出现的一种以现

代主义为特征的美术运动，当时的年轻艺术家试图从西

方现代艺术中寻找新的血液，从而引发的全国范围内的

艺术新潮( 黄专 2008) 。这种欣赏进一步印证了形象学

理论，形象塑造者( 《明镜》周刊) 对“他者”( 85 新潮美

术) 的描述和评价，是用来证明自我正确性的一种工具，

它已经对“他者”的形象进行了自我化的处理。
《明镜》周刊将北京奥运文化建设的关注点放在“政

治化”方面，视北京奥运为西方给中国政府施加政治影

响力的工具，如衬托异见人士的抵制，奥运火炬海外传

递受阻，以及对在北京言论自由的担忧等。罔顾事实真

相，歪曲 2008 年拉萨 3． 14 暴动; 甚至该刊将中国比喻为

侵犯人权的“警察国家”，并希望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来

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这些报道都无处不体现西方媒

体一贯的偏见。
4． 3 对环境污染的批判

《明镜》周刊对北京的城市环境污染问题颇多诟病。
该刊通过引用国家领导人、中央和地方官员、民间人士

的话语和行为艺术来反映北京环境污染的严峻现状。
相关报道看似客观，但有时候难免夸大。《明镜》周刊多

次形容北京“又大( so groβ) ”而“又脏( so schmutzig) ”，

表示“天安门广场的日出美景只有在荧屏上才能看到”。
该刊认为北京的“绿色奥运”的承诺已经失败，只有通过

减少污染( 如关停工厂) 的方式来隐藏，而超过 10000 名

运动员 将 在 世 界 奥 林 匹 克 竞 赛“最 肮 脏 的 城 市 ( der
dreckigsten Stdte) ”之一竞争( Schmundt 2007) 。

这种批判忽视了北京为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努力，

事实上，北京在奥运期间环境质量已经有跨跃式提升。
比如谢付莹等利用中韩气象观测资料分析了 2008 年 7
月到 9 月期间北京的 PM10 污染，发现这段时间北京共

有 8 天出现 PM10 污染，包括 1 次持续污染，但奥运会赛

时和 残 奥 会 赛 时 没 有 出 现 过 污 染 情 况 ( 谢 付 莹 等

2010) 。因此，该刊认为北京的雾霾不仅会影响运动员

的健康，也会影响他们的成绩，甚至需要迟来北京，有些

过于夸大。
尽管《明镜》周刊的相关报道略微夸张，但同时为北

京的环境污染的严峻性敲响警钟。运动式的环境治理

并没有使北京的城市环境质量得到根本改善。相反，随

着人口数量的不断攀升，北京的城市规模像“大煎饼”一

样扩张，北京的“大城市病”也愈发严重，城市环境质量

也持续恶化。研究显示，2012 年因 PM2． 5 造成早逝的

北京人数达到 2589 人，直接经济损失达 20． 6 亿( 朱相

宇、乔小勇 2014 ) 。在这种情况下，环境污染严重制约

北京城市国际化水平，并成为吸引跨国公司、国际组织

和全球高端人才的绊脚石。从这一角度而言，《明镜》周

刊的批判反映了国际人士对北京环境质量深深的忧虑。

5． 结语

新世纪以来，中德经贸关系一直稳步推进，中国于

2016 年成为了德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最大贸易伙伴，但吊

诡的是，作为德国的主流媒体，《明镜》周刊并未将注意

力集中在经济领域，而是将关注重点放在政治、文化、环
境等领域，且都呈现出负面形象。这种形象塑造反映出

《明镜》周刊“只有坏消息才是好新闻”的新闻价值观，

但并未折射出两国之间密切的经贸关系和文化交流，中

国的整体崛起和北京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都未得到客

观的报道。这种德国媒体从意识形态偏见的角度去塑

造的北京形象，反映出两国存在的政治意识形态、历史

发展经历、社会历史和风俗、语言文化等多方面的差异

并未在全球化的经济融合中得到弥合。《明镜》周刊这

种固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和“冷战意识形态”的

偏见与中国媒体对德国制造和欧洲领袖的高度肯定形

成了强烈反差。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虽然是全球化的

后来者，但基于改革开放的社会心态，不仅埋头发展国

内经济，也能更客观地看待他国的经验和优势，融入世

界。这也是习近平主席在 2017 年达沃斯经济论坛演讲

中强调的，在反全球化情绪增长的背景下，当西方大国

从世界舞台退出时，中国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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