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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德国主流媒体对其关 注 的 广 度 与 深

度均持续上升。其关 注 焦 点 呈 现 出“由 东 向 西”的 历 时 动 态 变 化

的同时，报道态度也 由 初 期 的“疏 离 旁 观”转 变 为 近 期 的“质 疑 与

合作”并存。对话语 事 件 冲 突 中 心 的 分 析 显 示，“冲 突 化”是 德 国

媒体传递质疑与批 评 声 音 的 主 要 话 语 策 略，并 借 此 塑 造 了“雄 心

勃勃的中国”与“质疑忧虑却无应对之策的世 界 主 要 国 家”的 对 比

形象。鉴于中德经济 互 补 性 减 弱、竞 争 性 日 增 的 社 会 背 景，以 及

德国媒体将中国的和平崛起更多视作为“威 胁”的 话 语 背 景，德 国

媒体对“一带一 路”倡 议 话 语 的 建 构 方 式 及 认 知 一 方 面 延 续 了 其

批判性写作文风，另 一 方 面 也 折 射 出 其 对 中 国 崛 起、欧 洲 将 在 全

球新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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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９月与１０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与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

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合称“一带

一路”倡议）。在过去五年中，“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受到了全球媒体的密切

关注。鉴于媒体在舆论塑造、公共议程设定等方面有重要影响力，其对“一带一路”

倡议的认知与形象塑 造 也 成 为 国 内 学 术 界 的 研 究 热 点：迄 今 为 止，学 界 已 经 对 美

国①、加拿大②、日本③、巴基斯坦④等世界主 要 国 家 以 及“一 带 一 路”倡 议 沿 线 国 家

的媒体中的“一带一路”相关报道，从议程设置、文本分析、内容分析、形象构建策略

等各个视角进行了分析解读。其研究结果对系统分析把握外国媒体对“一带一路”

倡议的认知以及积极构建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对外传播话语具有重要参考

价值。

德国作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北线在欧洲的终点

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同样具有重要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项目的落

地实施，德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度与关注视角呈现出显著的动态

变化⑤。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德国主流媒体关于“一 带 一 路”报 道 的 议 程 设

置特点、话语构建策略等尚未进行系统分析⑥。鉴于德国媒体在舆论塑造，甚至是

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对其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是认识把握德国乃至欧盟对我国

“一带一路”倡议认知态度的重要途径。本文以语料库批评话语分析为研究方法，

通过分析归纳所采集报道的议程设置与话语事件的构建策略，呈现德国媒体对“一

带一路”倡议的话语构建模式以及由此投射出的认知特征，进而从宏观层面阐释剖

析其产生的话语及社会背景原因，并提出应对建议。

一、研究方法与语料

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为“语料库批评话语分析法”。批评话语分析作为一种

将话语分析与社会批评理论相结合的研究范式，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确立了其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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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社会学科中的研究地位①。在过去三十年中，批 评 话 语 分 析 在 国 外 学 界 得 以 快

速发展并形成了诸多不同研究学派②。该研究范式在德 国 主 要 是 以 西 格 弗 里 德·

耶格尔（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　Ｊｇｅｒ）为代表的杜伊斯堡学派③。其概念理论基础是米歇尔·福

柯（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的话语思想，分析焦点为揭示话语、知识、真相与权力之间的

复杂关系：知识是通过话语（思考与言语）以及非话语（行为）实践产生并发挥作用

的。在其获得具有绝对优势的真值权以后，则化身为社会真相。权力的实施即隐

藏（隐性）或体现（显性）在此转换过程中④。因此，作为知识的重要载体，话语并非

仅仅反映社会真相，而是参与并影响社会真相的构建。批评话语分析旨在揭示在

此构建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真相扭曲以及对真值权（权力）的争斗，并阐释其产生的

社会背景原因⑤。在研究方法层面，批评话语分 析 通 常 采 用 的 是 将 话 语 结 构 分 析

与话语片段（文本）分析相结合的定性分析方法⑥。关 于 具 体 的 分 析 流 程，学 界 已

存在诸多分析方法⑦。如耶格尔指出，对话语文本进行精度批评话语分析，可以从

机构语境、文章表征、语言－修辞方法、内容－意识形态观点分析等各个角度切入，

或者对其进行综合性分析⑧。本研究将主要从话语表征的“冲突中心”角度对话语

事件进行分析，以展示媒体在同一话语事件中呈现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命题观点

的话语方式，提炼媒体在话语事件中关注的焦点、报道视角以及借此所传递的对该

事件的态度，并阐释其产生或存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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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话语分析方法的优点是能对所研究文本进行详尽深度分析，缺陷则是由

于该类分析多通过人工阅读完成，文 本 数 量 通 常 较 少，其 分 析 结 果 常 被 质 疑 主 观

解读性过强，普适性、客观性与可信度较低①。在此背景下，语 料 库 批 评 话 语 分 析

应运而生：德国话语分析学者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尝试将语料库

方法引入到（批评）话 语 分 析 领 域 中 来②，以 弥 补 上 述 缺 陷，为 阐 释 定 性 的 话 语 分

析提供实证定量的数据支持，从 而 提 高 分 析 结 果 的 客 观 性 与 可 信 度。现 如 今，伴

随着语料库分析方法的飞速发展，使 用 语 料 库 方 法 对 话 语 数 据 进 行 解 读，已 经 成

为当下（批评）话语分析 领 域 不 可 或 缺 的 研 究 方 法③。语 料 库 与（批 评）话 语 分 析

的结合方法通常分为以下两类：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方法以及语料库驱

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前者研究的出发点是定性话语分析，即在对典型话语数

据进行定性分析的基 础 上 提 出 研 究 假 设 或 结 论 以 后，采 用 语 料 库 方 法 搜 索 例 证

（单词、短语、论证范式、隐 喻 等），以 为 该 假 设 或 结 论 提 供 语 料 证 据，提 升 其 客 观

可信度；后者则 是 以 语 料 库 数 据 为 出 发 点，通 过 运 用 语 料 库 方 法（高 频 词、关 键

词、共现搭配、语言构式分布等）归纳提炼出所分析话语的典型语言使用模式与特

征，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并对 其 进 行 批 评 话 语 分 析，即 阐 释 该 语 言 特 征 构 建

的意义，并解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原因。在实际研究中通常会将上述两种方法结

合或循环使用④。

由于语料库方法与批评话语分析方法有着各自的缺陷：批评话语分析方法的

缺陷是分析样本数量较低，致使分析结果缺乏客观性以及普遍性；语料库分析方法

的缺点则是其分析局限在语言表层，无法提取抽象的语义、句法、文本以及话语关

系。将两种方法相结合，能够克服各自方法的缺陷，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增效。故

本文采取该理论方法展开研究，具体分析步骤如下：首先为本研究自建德国主流媒

体⑤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报道的话语语料库。该话语语料库的新闻文本来源为新

闻数据库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南德意志报”以及“法兰克福汇报”三个数 据 库，共 覆 盖１１

１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钟馨：《英国全国性报纸中“一带一路”话语的意义构建研究》，第６２页。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Ｂｕｓｓｅ／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Ｔｅｕｂｅｒｔ，?Ｉｓｔ　Ｄｉｓｋｕｒｓ　ｅｉｎ　ｓｐｒａｃｈ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ｓ　Ｏｂｊｅｋｔ？Ｚｕｒ　Ｍｅｔｈｏｄｅｎ－
ｆｒａｇｅ　ｄ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ｎ　Ｓｅｍａｎｔｉｋ“，ｉｎ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Ｂｕｓｓｅ／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Ｔｅｕｂｅｒｔ（Ｈｒｓｇ．），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Ｄｉｓｋｕｒｓ－
ａｎａｌｙｓｅ：ｎｅｕｅ　Ｐｅｒｓｐｅｋｔｉｖｅｎ．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３，Ｓ．１３－３０，ｈｉｅｒ　Ｓ．１６－１８．

Ｎｏａｈ　Ｂｕｂｈｅｎｈｏｆｅｒ／Ｊｏａｃｈｉｍ　Ｓｃｈａｒｌｏｔｈ，?Ｋｏｒｐｕｓ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Ｄｉｓｋｕｒｓａｎａｌｙｓｅ．Ｄｅｒ　Ｎｕｔｚｅｎ　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ｒ　Ｖｅｒｆａｈｒｅｎ“，ｉｎ　Ｉｎｇｏ　Ｈ．Ｗａｒｎｋｅ／Ｕｌｒｉｋｅ　Ｍｅｉｎｈｏｆ／Ｍａｒｔｉｎ　Ｒｅｉｓｉｇｌ（Ｈｒｓｇ．），Ｄｉｓｋｕｒｓ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ｋ　ｉｍ
Ｓｐａｎｎｕｎｇｓｆｅｌｄ　ｖｏｎ　Ｄｅｓｋｒｉｐ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Ｋｒｉｔｉｋ．Ｂｅｒｌｉｎ：Ａｋａｄａｍｉｅ－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３，Ｓ．１４７－１６８，ｈｉｅｒ　Ｓ．１４７．

Ｎｏａｈ　Ｂｕｂｅｎｈｏｆｅｒ，Ｓｐｒａｃｈｇｅｂｒａｕｃｈｓｍｕｓｔｅｒ．Ｋｏｒｐｕｓ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ｋ　ａｌｓ　Ｍｅｔｈｏｄｅ　ｄｅｒ　Ｄｉｓｋｕｒｓ －ｕｎｄ
Ｋｕｌｔｕｒａｎａｌｙｓｅ，Ｂｅｒｌｉ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２００９，Ｓ．１０２．

本文对主流媒体的定义标准主要是 其 政 治 严 肃 性 与 发 行 量。所 收 集 媒 体 皆 为 德 国 政 治 严 肃、全 国

性、发行量（阅读量）大的纸质以及网络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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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德国印刷以及网络媒体的新闻文本。这１１家媒体分别为：《明镜》周刊、“明镜在

线”、《时代》周报、“时代在线”、《世界报》《星期日世界报》《日 报》《法 兰 克 福 汇 报》
《法兰克福评论报》《南德意志报》与德国广播电台。① 检索词为“一带一路”倡议的

德语译名“ｎｅｕｅ　Ｓｅｉｄｅｎｓｔｒａｅ（新丝绸之路）”②，所设定检索时间段 为２０１３年９月

１０日到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８日。经过对所检索结果进行相关性核对筛选，最后将３８１
篇新闻 文 本 纳 入 语 料 库，共 包 含４２８　７８３个 形 符。该３８１篇 文 章 是 指 所 有 包 含

“ｎｅｕｅ　Ｓｅｉｄｅｎｓｔｒａｅ”这一表达的新闻文本。在此基础上，经过人工阅读筛选，提取

到８２篇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专题报道文章，总形符数为８４　３７９。该８２篇文章构

成本研究的专题语料库（简称“ＢＲＩ语料库”）。语料库构建完毕后，首先分析报道

数量的变化过程，然后采用语料库驱动方法，提取ＢＲＩ语料库的关键词及其历时变

化，以提炼德国媒体“一带一路”报道的特征话语及 话 语 事 件③。最 后 采 用 语 料 库

批评话语方法对话语事件进行案例剖析，从“冲突中心”视角解析德国媒体构建话

语事件的话语策略。

二、德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的历时变化

本章节通过分析德国主流媒体“一带一路”报道的数量、关键词及关键词历时

变化三个层面，呈现其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报道的议程设置特点以及报道焦点，进
而宏观解读由此反映出的德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一）德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报道数量的变化

如上文所述，通过语料库检索以及人工核实方法，本研究共收集到３８１篇包含

“一带一路”字符的新闻文本。其逐年数量分布及变化如下表所示：

表１　德国１１家主流媒体提及“一带一路”倡议概念的报道数量逐年分布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总计

《法兰克福汇报》 ８　 ２６　 １７　 ６２　 ４１　 １５４

《世界报》 ３　 ５　 ３　 １８　 １１　 ４０

《法兰克福评论报》 ２　 ５　 ４　 １１　 １０　 ３２

１０３

①

②

③

其中《法兰克福汇报》以及《南德 意 志 报》的 新 闻 分 别 来 源 于 其 报 社 自 建 语 料 库“法 兰 克 福 汇 报”与

“南德意志报”。此外，德国广播电台不在上述三个数 据 库 中，其 专 题 文 章 是 通 过 网 站 关 键 词 搜 索 方 式 获 取。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新闻语料库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没有公开其收录文章的具体标准，因此从该语料库检索到的新

闻文本数量可能与实际数量有一定偏差。

作者通 过 抽 取 新 闻 样 本 阅 读 分 析 发 现，“一 带 一 路”倡 议 在 德 国 媒 体 中 普 遍 被 称 作 “ｎｅｕｅ
Ｓｅｉｄｅｎｓｔｒａｅ（新丝绸之路）”。“一带 一 路”倡 议 的 字 面 德 语 翻 译“ｅｉｎ　Ｇüｒｔｅｌ，ｅｉｎｅ　Ｓｔｒａｅ”或 是 其 英 译“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在所抽取新闻样本中仅限于解释其为该倡议的字面翻译。

媒体报道中的“话语事件”是指被多家 媒 体 报 道 关 注 的、对 其 所 属 话 语 分 支 走 向 以 及 质 量 产 生 重 要

影响的事件。参见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　Ｊｇｅｒ，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　Ｄｉｓｋｕｒｓａｎａｌｙｓｅ．Ｅｉｎｅ　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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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总计

《南德意志报》 　０　 ０　 ０　 １６　 １３　 ２９

“时代在线” １　 ５　 ２　 １０　 ８　 ２６

《日报》 ２　 ５　 １　 ８　 ６　 ２２

“明镜在线” １　 ２　 １　 ６　 １１　 ２１

《星期日世界报》 １　 ４　 ２　 ５　 ４　 １６

《明镜》周刊 ０　 ０　 ３　 ５　 ７　 １５

《时代》周报 １　 ０　 ０　 ９　 ４　 １４

德国广播电台 ２　 ４　 ０　 ２　 １　 ９

总计 ２１　 ５６　 ３３　 １５２　 １１６　 ３７８

　　　　来源：作者自制。

如表１所示，各媒体文章提及“一带一路”倡议报道的数量差异较大，其中《法

兰克福汇报》相关文本数量最多①。然而，尽管 数 量 差 异 较 大，其 数 量 变 化 走 势 却

非常相似：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文章 数 量 最 少，经 过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缓 慢 增 长 阶 段，迎

来了２０１７年相关 报 道 数 量 的 井 喷 式 增 长（１５２篇）。进 一 步 分 析 发 现，这 主 要 与

２０１７年５月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举办以及“一带一路”项目逐步落

地有关。２０１８年度相关报道仅收录到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８日，然而其数量（１１６篇）已经

超过了２０１３到２０１６年报道数量之和（１１０篇）。２０１８年的月平均报道数量也已经

超过２０１７年，由此 预 测２０１８年 与“一 带 一 路”相 关 的 报 道 数 量 总 数 可 能 会 超 过

２０１７年。综上所述，“一带一路”这一概念被德国主流媒体提及的年度总数量以及

月平均数量在过去五年中持续上升。鉴于大众媒体的传播作用可做出推论：“‘一

带一路’倡议”这一概念在德国大众中的熟知度或呈现持续攀升的态势。

德国媒体提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数量反映的是该倡议传播的广度。研究

德国媒体对该倡议报道的深度以及报道视角，需要深入分析专题报道的数量与内

容。本研究自建的ＢＲＩ语料库所收集的专题报道呈现如下逐年分布：

表２　德国１１家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专题报道逐年分布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总计

《法兰克福汇报》 ２　 ４　 ４　 １８　 ７　 ３５

《世界报》 ０　 １　 ０　 ３　 ２　 ６

《南德意志报》 ０　 ０　 ０　 ２　 ２　 ４

１０４

① 这可能与《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来源于其自建语料库“法兰克福汇报”有关。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检 索 标 准

不透明，可能会出现文章遗漏缺失。各报纸之间报道数量的差异并非本文研究重点，因此该数据差异对本文

研究结果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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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总计

《法兰克福评论报》 ０　 ２　 ０　 ３　 ３　 ８

“时代在线” ０　 １　 ０　 １　 ２　 ４

《时代》周报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日报》 ０　 ０　 ０　 ６　 １　 ７

“明镜在线” ０　 ２　 ０　 １　 ３　 ６

《明镜》周刊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星期日世界报》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德国广播电台 １　 ３　 ０　 ２　 １　 ７

总计 ３　 １４　 ６　 ３７　 ２２　 ８２

　　　　来源：作者自制。

在报道数量变化趋势方面，表２与表１非常相似：不同媒体专题报道的数量差

异显著，其中《法兰克福汇报》对“一 带 一 路”倡 议 专 题 报 道 的 数 量 依 然 位 列 第 一。

从年度总体专题报道数量来看，２０１４年到２０１６年整体较低（分 别 为３、１４、６篇），

２０１７年同样呈现井喷增长趋势（３７篇）。２０１８年的月平均专题报道数量（３．１４篇）

相较２０１７年（３．０８篇）小幅度增长。综合表１、表２所展示的数据可得出结论，德国

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关注的广度与深度在过去五年中整体呈现持续上涨的

态势。

表１、表２呈现的是报道数量年度变化趋势。如上文所述，初步分析发现，报道

数量以及关注度的变化与相关重要事件，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举办

等，密切相关。为验证该假设，本文进一步对专题报道的月份数量进行了分析，获

得以下图表：

图１　德国１１家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专题报道逐月分布

　　来源：作者自制。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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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１可以看出，专题报道不同月份的数量呈现出显著差异。其分布趋势的几

个高峰数值（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１７年５月等）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重要事件的发

生对媒体关注度有重要影响：２０１４年３月到２０１７年４月专题报道的唯一高峰出现在

２０１５年４月，这与该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ＡＩＩＢ）的成立相关。此后一段时间德

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专题报道力度较低，直至２０１７年５月“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的举办，专题报道数量在该月到达绝对高峰值。尽管之后关注度有所回

落，月平均报道值（３．８７篇）已远远超过了高峰论坛举办之前的数量（０．５２篇）。图中

指数增长曲线同样证明，德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度持续上升①。

德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关注度持续上升的同时，其关注的焦点与视角

是否也呈现出动态变化，以及如何变化？下文将采用语料库关键词提取分析及可视

化方法，呈现并解析德国媒体“一带一路”倡议报道的关注焦点及其动态变化过程。
（二）德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专题报道的关键词及其动态变化

关键词分析是借助参照语料库进行统计分析的定量分析方法②。该方法是有

针对性地提取特定话语特征词汇的重要语料库工具。在（批评）话语分析中，通过

提取分析关键词能够挖掘该话语的特征词汇。在将其进行归纳提炼后，则可获取

相应的话语事件以及话语子主题。尤其是在话语样本数量较大情况下，关键词分

析能够呈现跨语篇及超语篇的话语信息，从而为话语分析者提供话语主题结构线

索③，这是传统定性（批评）话语分析所不可及的。在此 基 础 上 应 用 可 视 化 处 理 方

法能够一目了然地展现出关键词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提取关键词所用参照语料库是“Ｔｉｍｅｓｔａｍｐｅｄ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ｏｒｐｕｓ（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语料库④。该语料库动 态 抓 取２０１４年 至 今 的 众 多 德 语 媒 体 网 站 的 新 闻 报

道，包含３　５０４　１６６　５１１个字符（２０１８年９月）。作为媒体话语的大型综合语料库，

其在均衡性以及代表性方面均非常适合做本研究的参照语料库。检索分析所获取

ＢＲＩ语料库关键词发现，前一百个关键词可被划分为与“一带一路”相关的人物、属

性、机构以及地区四大类别，如下方词汇云图所示：

１０６

①

②

③

④

图中的曲线是在将月专题报道数量做成图表之后，由ＥＸＣＥＬ表格自动生成的指数增长曲线。

关键词分析过程中，形符的绝对频率并非其关键参数，形符在所分析语料库中的频率与参照语料库

中频率的关系决定所获关键词列表。因此参照语料库的均衡代表性对分析关键词有重 要 影 响。参 见：Ｎｏａｈ
Ｂｕｂｅｎｈｏｆｅｒ，?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　ｉｎｆｏｒｍｉｅｒｔｅ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ｋｕｒｓａｎａｌｙｓｅ“，ｉｎ　Ｋｅｒｓｔｅｎ　Ｓｖｅｎ　Ｒｏｔｈ／Ｃａｒｍｅｎ　Ｓｐｉｅｇｅｌ
（Ｈｒｓｇ．），Ａｎｇｅｗａｎｄｔｅ　Ｄｉｓｋｕｒｓａｎａｌｙｓｅ．Ｆｅｌｄ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ｅ，Ｐｅｒｓｐｅｋｔｉｖｅｎ，Ｂｅｒｌｉｎ：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３，

Ｓ．１０９－１３４，ｈｉｅｒ　Ｓ．１１０．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Ｚｉｅｍ，?Ｗｏｒｔｓｃｈａｔｚ　ＩＩ：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ｚｉｅｒｅｎｄ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ｖｅｒｆａｈｒｅｎ“，ｉｎ　Ｋｅｒｓｔｅｎ　Ｓｖｅｎ　Ｒｏｔｈ／Ｍａｒｔｉｎ

Ｗｅｎｇｅｌｅｒ／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Ｚｉｅｍ（Ｈｒｓｇ．），Ｈａｎｄｂｕｃｈ　Ｓｐｒａｃｈｅ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ｋ　ｕｎｄ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Ｂｅｒｌｉ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２０１７，Ｓ．４７－６８，ｈｉｅｒ　Ｓ．５５．

参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ｋｅｔｃｈｅｎｇｉｎｅ．ｅｕ／ｔｉｍｅｓｔａｍｐｅｄ－ｇｅｒｍａｎ－ｃｏｒｐｕｓ／，访问日期：２０１８－０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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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ＢＲＩ语料库关键词词云

　　来源：作者自制。

词汇云图中关键词字体的大小代表其关键性得分：字体越大，其关键度越高，

表明该词对自建ＢＲＩ语料库特征词汇的代表度越高。左 上 角 云 图 展 示 的 是 关 键

人物：其中最能代表ＢＲＩ语 料 库 的 人 物 是 中 国（国 家 领 导）人。此 外，出 席“一 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 坛 的 德 国 经 济 部 长 齐 普 里 斯（Ｚｙｐｒｉｅｓ）与 德 国 杜 伊 斯 堡 港

口集团董事会主席史塔克（Ｓｔａａｋｅ）均位列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哈萨克斯坦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Ｎａｓａｒｂａｊｅｗ）也 是“一 带 一 路”倡 议 的 特 征 人 物。上 述 代 表 人 物 与

右上角的代表地区相 互 吻 合：关 键 地 区（右 上 角）主 要 为 中 国（北 京）、中 亚、哈 萨

克斯坦。杜伊斯堡也位列关键地区之中。此外，前一百个关键词中涉及地区的词

汇明显比人物词汇多：希 腊 的 比 雷 埃 夫 斯 港（Ｐｉｒｕｓ）、中 国 诸 多 城 市（如 义 乌、新

疆、重庆以及武 汉 等）、巴 基 斯 坦、斯 里 兰 卡 以 及 欧 亚 大 陆 等 地 区 词 汇 亦 位 列 其

中。由此可看出，德国媒体在其“一带一路”倡议话语中对该倡议所涉及的地域给

予了较大关注。左下角云图呈现的是 与“一 带 一 路”倡 议 相 关 的 机 构。右 下 角 云

图包含了与“一带一路”倡议属性相关的关键词：其中最显著的关键词是贸易路线

（Ｈａｎｄｅｌｓｒｏｕｔｅ、Ｈａｎｄｅｌｓｗｅｇ）以 及 基 建 项 目（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ｋｔｕｒｐｒｏｊｅｋｔ）。在 所 有 的 基

建项目（铁路、港口、石油天然气管道等）中，最 醒 目 的 是 与 铁 路 货 运 相 关 的 词 汇，

如 货 运 列 车 （Ｇüｔｅｒｚｕｇ）以 及 铁 路 线 （Ｅｉｓｅｎｂａｈｎ、Ｅｉｓｅｎｂａｈｎｌｉｎｉｅ、Ｅｉｓｅｎ－
ｂａｈｎｓｔｒｅｃｋｅ、Ｚｕｇｖｅｒｂｉｎｄｕｎｇ、Ｒａｉｌｗａｙ）等。此外，地缘政治（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产 能 过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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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ｂｅｒｋａｐａｚｉｔｔ）、国 有 企 业（Ｓｔａａｔｓｕｎｔｅｒｎｅｈｍｅｎ）、全 球 化（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ｉｅｒｕｎｇ）、经

济大国（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ｍａｃｈｔ）等词也位列该属性类别之中。分析相关词条可看 出，

德国主流媒体对“一带 一 路”倡 议 的 基 建、贸 易、经 济 属 性 给 予 高 度 关 注 的 同 时，

也对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目的进行了诸多揣测与解读。

通过提炼归纳ＢＲＩ语料库的关键词，获取ＢＲＩ语料库的特征词汇，可以快速

了解德国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报道的概貌特征。对关键词词条进行进一步分

析发 现，不 同 关 键 词 的 年 度 分 布 差 异 较 大。从 该 差 异 分 布 可 推 论 出，２０１３年 到

２０１８年相关报道的焦点呈现出历时动态变化。为具体研究该变化趋势，本研究将

ＢＲＩ语料库按年份进一步切割为三个子语料库：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以及２０１８
年语料库，并以ＢＲＩ语料库作为参照语料库，分别对三个子语料库进行了关键词提

取，结果如下：

图３　ＢＲＩ三个子语料库关键词词云

　　来源：作者自制。

如图３所示，以ＢＲＩ为参照语料库的三个子语料库提炼出完全不同的关键词。

该关键词的差异反映出，从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８年（７月份）德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

倡议的报道焦点发生了显著变化：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６年，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召开之前，相关报道的关注焦点相对集中在中国西部地区、中亚与南亚邻国

等。除相关地域名称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ＡＩＩＢ）（以及美方反应）及中巴走

廊（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ｋｏｒｒｉｄｏｒ）的成立均是该年度的关键词汇。２０１７年报道关注的焦点

有所分散：“会议（Ｋｏｎｆｅｒｅｎｚ）”，德国经济部长的名字（Ｚｙｐｒｉｅｓ），东南欧多个国家、

首都以及领导人的名字（Ｓüｄｏｓｔｅｕｒｏｐａ、Ｇｅｏｒｇｉｅｎ、Ｂｕｄａｐｅｓｔ、Ｓｅｒｂｉｅｎ、Ｏｒｂáｎ等）均

为本年度关键词。通过分析关键词具体词条可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与“１６＋１”论坛举办为该年度的话语事件。２０１８年云图显示，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

以及中法“一带一路”的合作计划、美国全球发展中心关于“一带一路”债务问题的报

告均位列关键词之中，成为当年话语事件。此外，“杜伊斯堡港口集团（Ｄｕｉｓｂｕｒｇｅｒ）”
“杜伊斯 堡（Ｄｕｉｓｂｕｒｇ）”“武 汉（Ｗｕｈａｎ）”“杜 伊 斯 堡 港 口 集 团 董 事 会 主 席 史 塔 克

（Ｓｔａａｋｅ）”等关键词显示，与其他年度相比，德国内陆港口城市杜伊斯堡通过“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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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铁路线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案例也成功成为２０１８年德国媒体关注的

话语事件。

借助对子语料库提取关键词的方法能够重塑并呈现德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

议关注焦点的历时动态变化过程，并借以提炼历时话语事件。对不同话语事件的

相关文章阅读分析发现，德国媒体对不同话语事件的报道，在报道视角、措辞以及

态度等方面均不尽相同。如上文所述，本研究将主要从话语表征的“冲突中心”角

度切入，对话语事件进行分析，以展示媒体在同一话语事件中呈现不同甚至互相矛

盾的命题观点的话语方式，提炼媒体在话语事件中关注的焦点、报道视角以及借此

所传递的对该事件的态度。

三、ＢＲＩ语料库话语事件的“冲突中心”分析

同一话语主题或者话语事件多数是由多个不同社会参与者共同构建。而话语

参与者对相同事件往往持有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话语“冲突中心”正是此类

观点之间争夺“真值权”以及“阐释权”在语言表层的体现①。冲突中心的主要作用

是在展示两个不同或 相 左 观 点 的 同 时，将 读 者 的 注 意 力 聚 焦 到 二 者 之 一（多 为 后

者），从而达到突出强调该观点的语用效果②。因此，媒体通过构建话语冲突中心，

一方面能够展示不同话语参与者的立场，塑造其客观中立的形象，另一方面也直接

或间接借他人观点传递其对某话语事件的视角与态度。此外，冲突中心并非静态

存在的，而是处于动态转化之中，是话语事件的不同命题在不同话语片段中持续博

弈的结果。在语言表征方面，“冲突中心”是对具体冲突点归纳提炼而得出的抽象

层级的概念，“冲突点”的 构 造 则 主 要 通 过 连 词、副 词、介 词（转 折 类、让 步 类、替 代

类）、名词、动词（冲突、斗争、矛盾类）等各类词汇得以 实 现③。本 文“冲 突 中 心”是

围绕某个特定主体展开，如中国、欧洲、俄罗斯等。在冲突中心基础上概括抽象所

得的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冲突性，本文称之为“冲突关系”。

在话语篇章数量较大的情况下，通常运用语料库共现搭配的定量分析方法，分

析语料库中与上述词汇高频共现的搭配词，并将其总结提炼为话语的冲突中心④。

本研究作为话语事件案例分析，话语样本数量较低，因此采用高频搭配共现与人工

１０９

①

②

③

④

Ｅｋｋｅｈａｒｄ　Ｆｅｌｄｅｒ，?Ｐｒａｇｍａ－ｓｅｍｉｏｔｉｓｃｈｅ　Ｔｅｘｔａｒｂｅｉｔ　ｕｎｄ　ｄｅｒ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ｓｃｈｅ　Ｎｕｔｚｅｎ　ｖｏｎ　Ｋｏｒｐｕｓ－
ａｎａｌｙｓｅｎ　ｆüｒ　ｄｉ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Ｍｅｄｉｅｎｄｉｓｋｕｒｓ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１３７．

Ｇｉｓｅｌａ　Ｚｉｆｏｎ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ｋ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Ｓｐｒａｃｈｅ，Ｂｅｒｌｉ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ａｌｔｅｒ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１９９７，Ｓ．２４０３．
Ｅｖｉ　Ｓｈｅｌｄｌ，?Ｋｏｒｐｕｓ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Ｚｕｇｎｇｅ　ｚｕ　Ａｇｏｎａｌｅｎ　Ｚｅｎｔｒｅｎ“，ｈｔｔｐｓ：／／ａｒｃｈｉｖ．ｕｂ．ｕｎｉ－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ｄｅ／ｖｏｌｌｔｅｘｔｓｅｒｖｅｒ／２２８２３／，访问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１２．
此方法适用于提取大型语料库的冲 突 中 心。然 而 该 方 法 无 法 确 定 两 种 相 左 观 点 中，哪 一 个 观 点 是

被突出强调的，或者哪一个观点是被修改的。为了获取该类研究结果，需对词条进行阅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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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阅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提炼归纳德国媒体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的召开这一话语事件中制造的冲突中心①，在此基础上 呈 现 并 阐 释 德 国 主 流 媒 体

叙述话语事件的话语策略。

如上文对ＢＲＩ数据库的宏观议程设置分析所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以下简称“带路峰会”）的召开可视作为德国主流媒体过去五年关于“一带一路”

倡议报道的主要话语事件。ＢＲＩ数据库包含１８篇与“带路峰会”相关的报道，共有

９７个冲突点。以 其 主 体 为 标 准，可 将 其 冲 突 点 划 分 为 以 中 国（５２）、欧 洲 与 德 国

（１３）、俄罗斯（９）、印度（９）、美国（６）以及亚洲其他邻国（８）为主体的“冲突中心”，具
体如下：

表３　德国媒体在话语事件“带路峰会”中构造的“冲突中心”

命题一 “转折” 命题二

中国

１）中国 在“一 带 一 路”倡 议 框 架 内 进 行 巨 额

投资

２）中国企业在全球投资

３）中国倡导全球化

４）“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实现 “双赢”

５）中国想要借此成为世界贸易中心

６）在中亚，阿 富 汗 等 地 投 资 可 能 有 助 于 打 击

恐怖主义

７）“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大多由中国企业主导



１．１）因贷款苛刻引发争议批评

１．２）某些项目出现质量问题

１．３）项目多由中国企业主导

１．４）存在浪费现象

１．５）面临融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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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ｎ，ｔｒｏｔｚｄｅｍ，ｔｒｏｔｚ，ｓｏｓｅｈｒ，ｏｂｚｗａｒ，ｏｂｗｏｈｌ，ｏｂｓｃｈｏｎ，ｏｂｇｌｅｉｃｈ，ｎｉｃｈｔｓｄｅｓｔｏｗｅｎｉｇｅｒ，ｎｉｃｈｔｓｄｅｓｔｏｔｒｏｔｚ，

ｎｉｃｈｔｓｄｅｓｔｏｍｉｎｄｅｒ，ｇｌｅｉｃｈｗｏｈｌ，ｅｎｔｇｅｇｅｎ，ｄｅｓｓｅｎ　ｕｎｇｅａｃｈｔｅｔ，ｄｅｓ　ｕｎｇｅａｃｈｔｅｔ，ｄｅｎｎｏｃｈ，ｄａｆüｒ　ｄａｓｓ，ｄａｂｅｉ．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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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命题一 “转折” 命题二

欧盟 ＆
德国

俄罗斯

印度

美国

亚洲其

他邻国

许多国家领导人参加峰会

欧盟（德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怀疑态度

欧洲有观察者对“一带一路”持积极态度

普京出席峰会

对“一带一路”倡议心存质疑

许多国家领导人参加峰会

印度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其构成威胁

美国之前声明不参加峰会

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实行保护主义

年轻人对“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好奇的态度

在这些国家可能产生新的经济中心

民众能够从项目中受益



德国总理默克尔未出席，经济部长代为出席

欧盟无有效应对策略

“一带一路”倡 议 框 架 内 无 明 确 规 则，多

为双边规则或临时规则

俄罗斯心存疑虑

俄罗斯需要与中国结盟

印度拒绝参加

印度无有效应对策略

美国派代表团参加峰会

美国曾经主导全球化

亚洲邻国担心中国势力过大

需要较长时间

这些国家精英政客获益更大

　　　　来源：作者自制。

如表３所示，德国媒体围绕“带 路 峰 会”构 建 了 以 不 同 主 体 为 出 发 点 的 多 种

冲突中心。以中国 为 主 体 的 冲 突 中 心 数 量 最 多，共 有 七 组，其 中 第 一 组 最 为 醒

目。其基本论述框架可提炼 为：德 国 媒 体 指 出 中 国 政 府 以 及 企 业 在“一 带 一 路”

倡议框架内 在 沿 线 国 家 进 行 巨 额 投 资，这 构 成 冲 突 中 心 左 侧 命 题，即 命 题 一。
“投资”通常意味着能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促进当地经济 的 发 展，因 此 是 一 个 隐

性积极命题。然而，在所有相关新闻文本中，作者均未对 该 隐 性 积 极 命 题 展 开 论

述，而是话锋一转，将读者的 焦 点 引 导 到 投 资（可 能）带 来 的 问 题 上：贷 款 条 件 苛

刻、质量问题、浪费问题、双边条件不对等等（可能存在的）问题构 成 了 与“巨 额 投

资”这一隐性积极命题相对比的冲突中心。该冲突中心的建 立 显 示，“一 带 一 路”

倡议的投资规模令德国媒 体 印 象 深 刻，因 此“巨 额 投 资”这 一 表 述 出 现 在 多 篇 文

本中。德国媒体通过构造“冲 突 中 心”，将 其 表 述 重 点 置 于 该 倡 议 投 资（可 能）存

在的问题上。进一步分析发现，德国媒体在对其提及的“问 题”进 行 论 证 时，论 证

模式多为列举个 例 法。如《法 兰 克 福 汇 报》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０日《亚 洲 国 家 对 中 国

承诺的怀疑加重》一文在 介 绍 中 国 在 马 来 西 亚 投 资 的 项 目 及 金 额 后 指 出：“……
（项目）经常出现质量缺陷。中国在新几内亚岛上建造 了 一 个 巨 型 会 议 中 心。但

是由于其未建造合适的厨 房，明 年 在 太 平 洋 国 家 峰 会 时 可 能 无 法 使 用。”用 一 个

案例作为论据得出“经常”出 现 项 目 质 量 问 题 的“普 适 性”结 论，这 种 论 证 的 方 式

的可信度较低。针对中国提出的“双赢”、倡导的“全球化”等理 念，德 国 媒 体 采 用

类似论证方法提出质疑。总 体 说 来，德 国 媒 体 通 过 构 造 以 中 国 为 主 体 的 冲 突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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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将读者焦点引导到其眼 中 的 问 题 之 上，传 递 的 是 质 疑 批 判 的 态 度，塑 造 的 是

“意欲借此成为世界超级经济大国”的中国形象。

通过构造以欧洲 ＆ 德国为主体的冲突中心，德国媒体塑造了“质疑焦虑的欧

洲”形象：尽管诸国国家首脑均莅临峰会，德国总理默克尔并未出席，而且欧洲代表

国家没有签署联合公报。此两种举动均表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对“一带一

路”倡议持怀疑态 度。在 此 基 础 上，德 国 媒 体 塑 造 的 冲 突 中 心 是 质 疑 却 无 应 对 之

策，强调欧洲迄今无法提出与“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的计划。以俄罗斯为主体的

冲突中心展现的则是“进退两难的俄罗斯”的形象：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同样

心存疑虑，然而由于欧美的经济制裁，俄罗斯亟需与中国结盟，因此主动参与到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中来。德国媒体通过冲突中心塑造的印度的态度则是视“一带

一路”倡议为对自己的威胁，拒绝参加“一带一路”峰会，然而其亦没有能力提出有

效应对策略。与美国相关的冲突中心是美国宣称不参加峰会与派代表团参加峰会

这一转变，德国媒体将其视作中国外交的胜利。此外，“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推行

贸易保护主义”与“美国曾经倡导全球化”这一对比也成为一组冲突中心。以亚洲

邻国为主体也构成了几组不同的冲突中心：这些国家的年轻人大多积极看待“一带

一路”项目，然而这些国家同时担心中国实力过于强大。另外，“与民众从‘一带一

路’倡议中获益相比，这些国家的政客精英可能获利更大”也是德国媒体构造的与

亚洲邻国相关的冲突中心。

表３所列举的冲突中心 是 将 在 词 汇 层 面 表 达 的 具 体 冲 突 点 进 行 第 一 层 级 抽

象提炼所得。将上述冲突中心从“冲 突 主 体 之 间 的 关 系”的 视 角 进 行 第 二 层 级 抽

象归纳，可提炼出德国媒体在“带路峰 会”话 语 事 件 中 构 建 的 两 种 冲 突 关 系：第 一

种是“中国”与“世界其他 主 要 国 家”的 关 系：中 国 意 图 或 可 能 借 助“一 带 一 路”倡

议发展成为世界超级 经 济 大 国，世 界 其 他 主 要 国 家（欧 洲、俄 罗 斯、印 度 等）对 此

表示质疑与忧虑的同时，迄今无法提出应 对 之 策。第 二 种 关 系 是“中 国”与“倡 议

沿线邻国”之间的冲突关系：尽管倡议沿线邻国对该倡议普遍持积极的态度，然而

它们同时担忧中国影响势力过大。通过整合上述两种冲突关系，进一步进行第三

层级抽象归纳，可 得 出 结 论：德 国 主 流 媒 体 在“带 路 峰 会”这 一 话 语 事 件 中 采 取

“冲突化”策略，将“中国（通 过“一 带 一 路”）的 发 展”与“世 界 其 他 国 家 的 发 展”对

立起来，由此间接传达出“中国威胁论”的论调。

四、结　语

本文结合语料库与批评话语分析方法，自建专题语料库，对１１家德国主流媒

体过去五年（２０１３年９月到２０１８年７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尤其是专题报

道进行了语料库批评话语分析，旨在呈现德国媒体对该倡议的议程设置特点，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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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关注的焦点、报道的视角与态度，从而把握德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首先，德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度与关注焦点均呈动态变化。一方

面（专题）报道数量呈上升趋势，反映了德国媒体对该倡议的关注度持续增加；另一

方面报道关注的焦点呈现明显“由东向西”转变：由倡议初始阶段对亚洲区域的报

道转向近期对倡议相关项目在欧洲落地实施的密切关注。与之相对应的是报道态

度的转变：倡议初期相关文章的基调多为疏离旁观，内容为介绍“一带一路”倡议的

规划以及亚洲邻国对该倡议的反应，欧盟（德国）多以旁观者身份出现其中。而近

期与欧洲相关的报道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与立场：既有对中国在东南欧的

投资会损害西欧的利益甚至欧洲的团结的质疑与警告，以及对欧洲至今无法制定

与“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的策略的忧虑；也有对欧洲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

项目以切实获益的希望，以及呼吁更多的欧洲企业加入“一带一路”项目中，拓展与

中国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然而，后者报道数量显著低于前者。

其次，通过分析２０１７年“带路峰会”话语事件冲突中心，本文揭示了德国媒体

传递质疑与批评声的话语模式：通过构造冲突中心的“冲突化”策略，德国媒体将其

表述重点置于对“一带一路”倡议可行性的质疑以及对伴随着投资或项目实施可能

产生的问题的批判之上，鲜少提及“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投资基建给当地带来

的积极影响以及蕴含的发展潜力。尽管德国媒体标榜客观公正，在报道中也展示

了不同话语参与者的 观 点 或 结 论，然 而 这 样 的 报 道 模 式 具 有 明 显 倾 向 性，有 失 偏

颇。除此之外，通过构建冲突中心，德国媒体塑造了“雄心勃勃的中国”与“质疑忧

虑以及无应对之策的世界主要国家”以及“积极期待倡议同时存在隐忧的倡议沿线

国家”的冲突关系。尤其是 “崛起的中国”与“衰弱的欧洲”这一冲突关系在峰会之

后的相关报道，特别是在关于中国在欧洲的投资以及“１６＋１”合作的报道中，被德

国媒体反复使 用，借 以 呼 吁 德 国 政 府 与 欧 盟 制 定 应 对 策 略①。不 过，需 要 指 出 的

是，如上所述，“一带一 路”倡 议 话 语 亦 包 含 以 传 递 希 望 与 合 作 为 侧 重 点 的 冲 突 中

心，２０１８年 “杜伊斯堡港口城市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这一话语事件即为该类

冲突中心的典型代表。这种异质“冲突中心”共存的现象反映了话语冲突中心的多

元性、可塑性以及处于持续动态博弈进程的特征。②

综上所述，德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态度呈现出复杂化与矛盾化

１１３

①

②

欧盟近期发布的《连接欧洲和亚洲———对 欧 盟 战 略 的 设 想》（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９日）以 及《欧 中 战 略 前

景》（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２日）两份文件均可看作对该类呼吁的回应。

笔者对德国媒体关于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７日）相 关 报 道 进 行 初 步

分析发现，德媒构建的关于新一届高峰论坛的冲突中心部分与本文结果相吻合，部分发生迁移。这进一步证

明话语冲突中心具有连续性及多变性的双重特征。对德媒构建的关于第二届带路高峰论坛的冲突中心的具

体特征，尚需进行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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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可概括为“质疑 ＆ 焦虑与希 望 ＆ 合 作”并 存。① 从 中 折 射 出 其 对 中 国 发

展的复杂认知与情感：一方面德国媒体仍 然 囿 于 冷 战 时 期 的“对 立”以 及“欧 强 中

弱”的思维模式，将中国的发展崛起视作对西方发展模式以及西方经济的威胁；另

一方面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其又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希望欧洲包括德国能从与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中获 益。鉴 于 德 国 媒 体 在 舆 论 塑 造 以 及 政 策 制 定

方面的影响力，本文提出应对建议如下：首 先，秉 持“一 带 一 路”和 平 合 作、开 放 包

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的 核 心 丝 路 精 神，在 尊 重 德 国 媒 体 批 判 性 写 作 文 风 的 同

时，继续关注且系统分析其指出 的 相 关 问 题。在 核 查 此 类 问 题 是 否 属 实 后，或 主

动提出问题解决方案，或根据事实证据给予有力回应，以及时消除误解，扭转话语

走向，掌握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话 语 构 建 权。第 二，积 极 利 用 冲 突 中 心 可 塑 性 的

特质，以其“抱有希望、期待合作”的态 度 为 出 发 点，以 成 功 合 作 项 目 为 范 例，寻 求

中国“一带一路”倡 议 与 欧 盟“欧 亚 互 联 互 通”计 划 的 对 接 点，共 同 打 造 优 质 合 作

项目，强化共建共赢合作模式，以积极创造共赢的国际舆论，减弱或消弭其对中国

发展的质疑与担忧。第三，加强中德媒体 的 沟 通 交 流，提 升 国 内（德 语）新 闻 网 站

对德传播影响力。报道视角的偏差多源于认识上的缺失，因此建议相关部门与机

构积极打造交流平台，推动国内（德语）媒 体 与 德 国 本 土 媒 体 的 交 流 沟 通，促 使 德

国媒体反思其报道模式，在相关报 道 中 更 多 纳 入 中 国 视 角，传 递 塑 造 更 加 客 观 全

面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形象，这亦符合媒体的基本行业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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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上文所述，德国媒体的报道视角及态度，在本文所分析语料时间段２０１３年９月至２０１８年７月内，

发生了显著变化。故此结论对于德媒后续涉华报道的适用性，如关于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的报道，须通过

进一步实证话语分析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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