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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话语理论与实践

施　旭
（杭州师范大学，浙江 杭州３１１１２１）

摘　要：西方学术总是带着偏见看待中国话语。“中国威胁论”“政府人民对立论”“政府操纵媒体论”“中国
称霸论”都是典型代表。（逆）全球化时代，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有何语境，有何特征，有何

规律，跨文化交际应该如何展开？本文提出，必须从文化、历史和现实语境的角度解读中国话语；这样不难看

出，“霸权语境”“变化发展”“平衡和谐”“天下融通”“虚实相生”等等，是当代中国话语的重要方面和方略，同

时也是中国突破西方大国围堵、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机遇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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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困境：西方学术的陈词滥调
国际主流学界对中国话语有一套特殊的解读定势。只要翻阅一下近些年国际期刊关于中国

大陆话语传播的研究论文（且不包括用中国语言现象验证西方“普世”理论或“纯”语言现象分析的

论文），就会发现这条规律。理论上它们设定，“中国政府总是为自身权威而操纵媒体、左右国内／
外舆论”（Ｃｈａｎｇ＆Ｒｅｎ２０１８；Ｈｉｎ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Ｌｉ＆Ｒｕｎｅ２０１７；Ｌｉｎ２０１５；Ｓｕｎ２０１０；Ｗａｎｇ２０１７）；
“中国政府与人民／民主分离对立”（Ｅｓａｒｅｙ＆Ｘｉａｏ２０１１；Ｇｌｅｉｓｓ２０１６；Ｈａｎ２０１５；Ｎｏｒｄｉｎ＆Ｒｉｃｈａｕｄ
２０１４；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３）；“中国话语与正统话语有差异”（Ｃａｌｌａｈａｎ２０１２；Ｈａｒｔｉｇ２０１６）；“中国图谋称霸世
界”（Ｇｏｎｇ２０１２；Ｌｅｅ２０１６；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３）。在研究现象和问题上，便聚焦政府如何“控制”媒体 （Ｇｏｎｇ
２０１２；Ｌｉｎ２０１５；Ｌｉ＆Ｒｕｎｅ２０１７；Ｓｕｎ２０１０；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３）、“摆布”人民，或反过来，人民如何“反抗／托
举”政府（Ｅｓａｒｅｙ＆Ｘｉａｏ２０１１；Ｈａｎ２０１５），或中国如何“坑害”美国、“愚弄”世界（Ｈｉｎ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６）。
方法上，套用西方工具和模式，或凭借孤立个案，或拘泥只言片语，或依托“内容分析法”，以偏概全

（Ｗａｎｇ２０１７）。结论也就不奇怪：中国媒体与“国际媒体”存在鸿沟（Ｓｕｎ２０１０），人民有各种“反／
托”政府声音（Ｅｓａｒｅｙ＆Ｘｉａｏ２０１１；Ｈａｎ２０１５），中国给美国挖“陷阱”（Ｈｉｎ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政府／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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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操纵媒体的各种策略（Ｌｉｎ２０１５；Ｌｉ＆Ｒｕｎｅ２０１７；Ｗａｎｇ２０１７），政府有掌控世界的“企图”“局限”
（Ｇｏｎｇ２０１２；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３）等观点成为批评、质疑、诋毁中国的主旋律。

这套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不仅罔顾中华文化、历史变迁、细节全貌，而且仔细分析会发现，支撑

这一“奇葩”体系的是一套隐秘的“公理”：“美国西方代表的国际秩序是正道，不应改变”，“中国是

国际社会的另类”。按照这样一套逻辑推导出来的“中国知识”，与 Ｓａｉｄ（１９７８，１９９３）所揭示的
“东方主义”话语，或与Ｏｒｗｅｌｌ（１９４９）在其《一九八四年》所展示的东方社会，本质上毫无区别，不过
是新瓶旧酒，陈词滥调，只是在效果上强化了西方对中国的偏见。

２．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出路：创新理论思维
如何突破西方学术传统的藩篱？我们认为，必须去认识和解释当代中国话语。从中国文化、中

国历史、中国现实、中国学术的角度去看，就会发现，当代中国话语有其特殊的国际语境、时代特征、

行为原则、交际策略。一味承袭西方学术俗套，无视中国视角，只能加深误解，导致误判，失去中国

和世界发展的良机。坚持民族文化、历史、现实和学术视角，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话语，推

动合作共赢，开创世界未来。其实不难看到，一方面，中国在巨变，并在（逆）全球化的激荡中改变

世界。４０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领衔开启的一带一路建设，连通欧亚
非大陆人民；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得到多项联合国决议文件的采纳；十九大以

后，国家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另一方面，五千年延绵不断的文化传统在新时代里勃

发生机。当代中国提出的“和谐”“民本”“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体国家安全观”等等，无不与中华

传统中的“和而不同”原则、“整体辩证”世界观等思想有关。再者，中国不（再）是孤立的话语主

体。在（逆）全球化的激荡中，世界在改变中国，中国也在改变世界，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合作、竞争

的主要参与者。尽管西方大国仍然操控着全球话语体系，分裂世界，压制包括中国的非西方国家，

但是中国也在积极以自己的声音和行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的方向发展。另外，围绕着中国话

语、传播，有一群积极探索的学者，逐渐推动形成了一套中国话语学术体系（Ｃｈｅｎ２００１；Ｊｉａ２００１；施
旭 ２０１０；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２０１０），他们的工作为消解西方主流偏见，构建植根本土放眼世界的中国话
语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本文的主要目的，正是要采取上述提出的中国视角，勾画当代中国话语的重要方面和方

略———当代中国话语的基本理论构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实现中国国家战略目标和人类发

展理想的话语战略和策略。建设中国话语理论体系，揭示中国话语的现实与规律，筹划中国话语

发展的战略策略，不仅可以展示中国的新气象、新品质、新作为，而且可以为中国发展、世界治理找

到新指针、新启示、新路径，助力中国突破西方学术舆论围堵，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建设人类命运共

同体。

３．当代中国话语的理论想象
“文化话语研究（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可以为中国话语理论体系建设提供指导。从人类

话语文化不一致、不平等的基本观点出发，文化话语研究强调植根本土、胸怀全球的视角，提倡通

过话语研究文化多元对话实现学术创新，推动人类文化和谐发展（Ｓｈｉｘｕ２００９；施旭２０１８）。从研
究成果上看，文化话语研究揭露主流学术体系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缺陷与后果，挖掘东方话语体系

的特征与问题，凸显东方话语社群的身份与位置，开拓东方学术发展的战略与策略（Ｍｉｉｋｅ２００９；
Ｐａｒｄｏ２０１０；Ｐｒａｈ２０１０；Ｓｃｏｌｌｏ２０１１；Ｓｈｉｘｕ２００５，２００９，２０１４；Ｓｈｉｘｕ，Ｐｒａｈ＆Ｐａｒｄｏ２０１６；Ｘｉａｏ＆Ｃｈｅｎ
２００９）。比如，亚洲学者提出，亚洲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将社会和谐作为话语的基本原则（Ｍｉｉ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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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非洲学者提出，语言学家须致力于众多非洲土著语言的标准化，以扶持本土的经济发展
（Ｐｒａｈ２０１０）；拉美学者提出，话语研究的目标应从语篇转向语境，进而提出新的研究问题 （Ｐａｒｄｏ
２０１０）。

除此之外，“当代中国话语研究”（Ｓｈｉｘｕ２０１４；施旭２０１０）已经提供了先期基础。作为“文化
话语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具体实践，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在跨文化和跨历史的学术对话与反思

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中国思维、视角、观念、策略、手段、议程，并将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衔接中国的

现实需求。比如，哲学框架强调整体辩证的话语概念，理论框架强调言不尽意、平衡和谐的话语原

则，方法框架强调多元材料、本土立场的分析策略，问题框架强调对于和平与发展事务的关怀（如

城市发展、贸易纠纷、人权事业、国家安全）。但是，学术体系不能停止发展，中国话语及其国际语

境更不会停止不前。恰恰相反，当代中国话语的发展及世界风云的变化呼唤理论的不断创新。

以“衰落的国际霸权秩序”为话语环境　在人类文化话语不平衡的互动、竞争、合作的复杂秩
序中，美国为首的西方话语，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处于排斥、支配、霸主地位。在此大语境里，中国话

语，就像整个东方话语一样，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但是，这种东西方不平等的话语秩序，在权力多

级化的趋势下，出现了逆转迹象。以中国话语为代表的东方话语呈上升趋势。中国及新兴国家和

国际团体不断进取和开拓，改变了以往“一超”主宰的世界秩序，为扭转国际安全危机、增加世界和

平几率、提升国家安全水平，带来了新的希望。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受到世界

多数国家的响应，并被多项联合国决议文件采纳。在国家利益不断延伸的时代，中国牵头并积极

参与“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五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联动机制，为本国及相关各国乃至

整个世界创造了共筑安全、共护安全、共享安全的新契机、新空间、新渠道。从中华文化哲学的角度

看，代表着东西方文明或文化的不同话语体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是西风压倒东风，

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君不见，文化多元，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东方话

语的理想和心声，正成为回应新冷战、二元世界、“美国优先”、逆全球化话语体系的新主题、新乐

章。对于当代中国话语的实证研究来说，一方面应该揭露、削弱文化霸权的秩序和行径，另一方面

应该关注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发展。而在实践方面，中国应该把握这一国际秩序改革的机会，一

方面采取反对文化霸权的战略和策略，另一方面努力提升自己的话语软实力，包括建设中国话语

体系。

以“动态发展”为话语常规　除了国际、全球语境的迁移之外，当代中国话语本身也发生了广
泛而深刻的变化。易，变，运动，被中国人认为是世界万物的本质。经过短短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

国话语主题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和谐社会／世界”，进而走向“新时代”。中国报纸期刊
及其他传播平台出现了井喷式增长。新媒体、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国家的普通公民可以在公共空

间发声并得到迅速广泛传播。一反几十年形成的国家、精英主导大众媒体的“常态”，普通民众和

社会集团可以通过各种空前顺畅的途径对国家政府或政策提出批评或建议。另一个特别突出的

深层次变化是对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的新理念和新表述：觉悟到人类文明、文化、话语的多样性和

竞争性，中国人提出了极具中国色彩的争取国际“话语权”和呼吁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新概

念、新范畴。那么，中国话语实证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发掘、描述、阐释、评估中国出现的新主

体、新话题、新概念、新范畴、新方略、新符号、新媒介、新渠道、新目的，等等，以及构成、支撑、统筹这

些话语要素的“话语体系”。在话语实践方面，中国应该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积极推动话语发展，

创造新理念、新范畴、新表述、新机制、新平台、新空间，使话语变革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目标。

以“平衡和谐”为话语原则　当代中国话语，从道德原则的角度看，最为讲求社会的“平衡和
谐”。贯穿中国历史的社会伦理主线是儒家文化，其在当代中国依然起着突出的作用。特别是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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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中的“和”，连同相关的“和为贵”“和而不同”“礼”“仁”“天人合一”“先礼后兵”等教义，可

以说催生了当代中国话语的“和谐”“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多元文化”“合作共赢”“人与自然的

和谐”等价值观。值得一提的是，传统的“和”是建立在社会等级制度之上，而当代中国的“和”含有

多元、包容、平等之意，因此是平衡和谐。这种原则不仅反映在国家当今特别倡导的“民本”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民主、自由、和谐等，而且也体现中国始终坚持的国际关系立场，

即避免冲突对抗，争取合作共赢。中国社会多元组织的出现，移动通讯、社交媒体的普遍运用，社会

监督机制的加强，政府与人民沟通渠道的增加，等等，也都是该话语原则的体现与实施。那么，话语

研究者的眼光应该投向社会和谐关系的话语构建、维系、发展、运用；同样道理，也应该投向社会矛

盾的话语制造、升级、扭转；特别要挖掘影响该话语原则的要素、技术、机制、程序。实践上，中国应

该努力揭示倡导“平衡和谐”原则在当代中国和当今国际社会中的特殊意义和作用，并在与世界的

交往中努力实践这一原则。

以“天下融通”为话语策略　中国人看问题处理事务的方法向来是以其“整体辩证”世界观为
基础的；从话语的角度看，就是中国人在遇到困难、阻碍、僵局、危机、灾难或其他“坏事”时，往往谈

及、讲求、强调、利用事物的全面性、联系性、两面性、转换性，以克服困难、排除阻碍、突破僵局、应对

危机、化解灾难、淡化“坏事”。中华传统文化里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阴阳”

“气”等等，都表达了中国人的“整体辩证”世界观，为中国人认识世界提供了一种方法；而“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以柔克刚、良言逆耳等等，又给中

国人提供解决这种世界矛盾的思考、辩解方法。这是中国人的心理，也是智慧，更是解决社会问题

的话语策略。当代中国国内外面临诸多矛盾。西方大国围堵中国，中国提出“亚投行”、“一带一

路”等的倡议，以实现合作共赢的目标；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来临时，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主张，指出贸易保护主义损人不利己的后果，以阻止这种分裂破坏世界的做法。那么，

中国话语研究，一方面，要运用这种“天下融通”的话语策略，去解构二元对立、孤立片面静止地论

事的做法；要发掘该策略的使用语境、方式、效果，以评估具体话语实践；另一方面，可以针对中国

社会面临的问题，挖掘、设计“天下融通”策略的具体操作模式。实践上，特别是在当今“逆”全球化

的涌动中，中国应该努力运用整体辩证思维，通过该话语策略的运用，大力推动人类的合作共赢，

共享安全与繁荣。

以“虚实相生”为话语策略　由于意义不可、不易、或不应以语言来表达或理解，中国人往往采
取“声东击西”“锣鼓听音”的办法，以克服语言－意义的“不对称性”矛盾。在中国这个国度里，语
言从来就是被当作不可靠的东西：“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谨言慎行，沉默是

金，“听其言察其行”，等等———都是言说视角下对语言形象的写照；“得意忘言”“依象尽意”“立象

以尽意”“以少总多”“依经立义”———又是理解视角下对语言形象的写照。今天时过境迁，社会的

发展，价值的变化，科学的要求，特别是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发达，等等，使传统的“言意关系”以及

“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话语策略发生变异。但是，中国人对于语言和意义关系的非确定性、非相通
性的根本观点和体验，没有改变。在中国人眼里，许多事物“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说和做，不是一

回事；“虚实相生”“听其言察其行”还必须是克服语言 －意义困境的基本路线。因此，缄默、寡言、
间接、含蓄、笼统依然是当今中国人的话语策略；寓言、诗句、成语是中国话语中常见的语言形式。

那么话语研究应该探究“虚实相生”话语策略的具体构成方式、语境、效果，与实现中国话语原则的

关系；对于实践来说，一方面必须找到该策略使用的合适语境（类型），另一方面提供充足的实现该

策略的手段和机制。

当代中国话语还有许多其他影响其实践的概念、价值、规则、策略等。爱国主义、艺术性、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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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缘，等等，都在特定的场合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这里只是提出体现在当代中国话语中最为

普遍的境况、变化、原则、策略。

４．结语
从西方话语分析、传播学角度研究中国的大量文献，不仅未能创造新知，而且起着强化中国刻

板印象、甚至妖魔化中国的效果。为消解西方中心论影响，服务人类文化多元和谐发展，文化话语

研究，一方面研发、倡导话语学、传播学的文化创新战略，另一方面实践话语传播研究的不同文化

模式，为当代中国话语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和框架。本文提出，从文化、历史和现实语境角度

看，当代中国话语是以衰落的国际霸权秩序为语境，以动态发展为常规，以和而不同为原则，以融

通天下、虚实相生为策略；这些特点是中国突破西方大国围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机遇和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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