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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家形象是指在国家历史和现状、国家行为和活动以

及外部影响的基础上，在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中产生的印

象、认知和评价。中国国家形象因以主导国际话语权的西

方国家敌对而未能得到真实完整的表达。《中国国家形象

全球调查报告2013》显示，约25%的国外受访者认为中国对

国际社会有威胁，15%的国外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

的国际成员，12%的国外受访者认为中国对国际社会贡献不

大，并且中国国家形象整体趋于稳定，国际负面形象的固

化便很难使民众再认可，[1]这为打造国家良好的国际形象带

来了极大的挑战。崛起中的中国尽管在政治、经济等方面

取得显著成就，但在跨文化交流中仍然面临着重塑国家形

象的重要议题。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习近平强调，要“加

强同外界对话和沟通……让外界能够更多以客观、历史、

多维的眼光观察中国，认识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

国”[2]，并且对打造国家形象提出具象化的目标，从历史文

化、国情特色、外交政策和社会制度四个角度构建了国家

形象的蓝图，重点展示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

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3]。建设良好的国家形象

既是提高国家地位、维护国家安全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1　文明大国形象 

中国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是中国开展文化建

设工作的重要资源，也是构建国家文明形象的底气。总书

记在国际上多次提及中国古诗词、典故和历史文化传统，

彰显了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的文明

观，展示了我们的文明大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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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国在浩瀚的文明史中形成了厚重的文化积淀。

这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各个要素交融渗透、体系完整、内容

丰富、底蕴深厚的文化魅力。纵观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

从先秦文化的发端开始，中华文化历经与其他民族和国家

的交融，在思想上、科学上、伦理上以及文艺上愈发博大

精深，历久弥新，从精神上支撑着华夏子孙。几千年来，

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精神家园，形成了特有的文明体系和

文化模式，并且影响了其他国家，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历程，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影响深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作为一只觉醒的狮子开始在国际舞台上

展示风采，更高频次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据《中国国家

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显示，约63%的海外受调查者感受

到中国国家形象在过去70年的改善。多数国际民众认同中

国是文明古国的说法，61%的受访者愿意了解中国文化。由

此可见中华文化在今天仍然具有独特的魅力，对世界人民

有极大的吸引力。

其次，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

化。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统一国家，五十六个

兄弟姐妹相亲相爱，每一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

可缺少的成员。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历经数次民族间

的统一和割据，在客观上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充分交融。

在统治者奉信大一统观念下，中国历史上统一时间远远长

于分裂时间，形成了以华夏文化为中心，兼容各民族文化

特色的文化共同体。因此中国文化的形成过程表现出极强

的包容性，可以在一套多元性的制度模式下使五十六种民

族文化长期共存共荣，在历经数千年的文化交锋和融合中

最终形成了一种超越民族区域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

最后，我国多样文化共生、共存、共进、共享。文化共

生是指多样文化共同发育于同一片土地；文化共存是指多

元文化之间和谐共处；文化共进是指多样文化在交融中发

展；文化共享是指多样化的文化成果由全体人民共有，服

务于全体人民。作为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文化

呈现了多样性的态势。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不同文化

不断相互交融，使中华文化更加具有包容性和活力，也使

中国社会的文明水平在世界长期居于领先位置。

2　东方大国形象

东方大国在国际上早已被当作中国的代名词。早在2017

年央视联合中国外文局在全球范围做了万份电子调查中国

形象的问卷，其中，超过半数的调查者认为中国是一个“

充满魅力的东方大国”。西方历史上的“东方大国”多面

而复杂，一方面暗含乌托邦式的想象性憧憬，例如，古希

腊神话中美好的东方传说，马克·波罗在旅行日记里将

中国东方描述为“人间乐园”，文艺复兴时期塑造中国的

大中华帝国形象，以及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里对中

国文明古国的方方面面描述，蕴含着对东方国家的美好想

象。另一方面，东方大国在西方的恶意描述和操纵下也包

含着很多负面形象。在过去西方拥有绝对霸权的世界，中

国作为东方大国，没有自我表达的能力和权力，在国际上

处于“失语”状态，形成了有理讲不出来，讲出来也没有

人听的被表述的尴尬局面，这种被支配的宿命一直困扰着

中国的形象。在西方占据绝对话语权的社会中，低劣、被

动、愚昧、专制、邪恶、落后是东方形象的代名词，是与

西方预设的自由、民主、幸福、进步形象相对立的东方形

象，使东方和西方成为两元对立、矛盾和冲突不可调和的

对立体。只要是东方的就是落后的，只要是西方的就是先

进的，这就是西方在现代性观念确立的过程中，在普世价

值和理想社会想象中遮蔽其利己性和攻击性，对所有民族

和国家在地缘空间中位置和身份的确认。这种不怀好意的

国家形象塑造，造成中国国际形象的羸弱。

总书记提出打造中国东方大国的形象，这是对西方话语

霸权的一种解构，瓦解了强加于东方社会之上的政治话语

结构，是对西方话语权的想象中的、虚构的、丑陋的东方

形象强有力的驳斥，也有助于消解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

为东西方从对峙转向对话和互动关系提供可能性和可行

性。总书记提出的东方大国形象包含着对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人民群众、生态六个方面的具体阐述。第一，

政治清明。政治清明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党员干部队伍

的目标要求。习近平铁腕反腐，打虎生威，拍蝇显力，擎

起了朗朗乾坤的政治新气象，多次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展

示中国从严治党的成果，引起世界各国喝彩。第二，经济

发展。2012   -2019年中国国家形象海外调查显示，中国的国

家形象因经济发展状况连续7年不断改善。近年来，中国

多次在国际场合不断发起人类命运共同的倡议，提出要搭

建“一带一路”战略平台，和沿线各国形成利益共同体，

共享发展成果。第三，文化繁荣。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

记开启了我国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新布局，身体力行地以

自身影响力弘扬民族文化，更积极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

界，扩大世界影响力。第四，社会稳定。我国一直竭力维

护社会发展稳定，在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中将发展和稳定因

素通盘考虑，同度考量，在稳定中促发展，在发展中求稳

定，决不顾此失彼，有所偏颇。第五，人民团结。中国人

民立足共同的国家身份认同，建立民族文化统一战线，在

文化交流中展现出了团结进取的中国形象。第六，山河秀

美。为了把中国的真实形象展示给世界，中国与国外电台

进行了深度合作，通过纪录片的形式展示中国博大精深的

历史文化和丰富多彩的自然地理。如《鸟瞰中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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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中国》和《我们诞生在中国》等中外合作的纪录片在海

外相继播出，展示中国的人文自然魅力，在一定程度上改

善了西方因偏见对中国的恶意解读。

3　负责任大国形象

负责任的大国应充分尊重、平等对待每一个国家。一

个国家无论面积大小、人口多少、国家实力强弱都应该享

有同样的权力，都应该被无差别的对待。负责任的大国应

该尽可能平衡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和意愿，决不能搞霸权主

义、单边主义，不应该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建立有失公正的

国际规则。大国不应恃强凌弱，而是要有更大的格局和更

强的责任感，为世界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依靠实力对他

国的权利的打压，实施所谓的制裁，实质上是行使霸权主

义，是为世界进步设障，退回“丛林法则”的表现。

负责任的大国就意味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大国凭借国

家实力在国际上有着更多的话语权，同时也要承担更大的责

任。大国要有大国的担当。[4]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中

国也不断地被世界要求承担更多的责任。日本外相河野太郎

提出，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上已经扮演引领的角色，应该

在今后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早在多年前，西方就开始指责了

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能源消耗、生态环境方面的压力，其真

正意图是对中国知识密集型的科技行业制造拦路虎，使中

国科技在起步阶段就遭受市场淘汰，企图迫使中国在核心科

技方面实行全面对外开放，借机打压中国，要求中国承担超

出自身实力的国际责任。中国在崛起之后，依据权责平衡原

则，理应在受益的同时担负起世界治理的责任。中国作为负

责任的大国在履行国际责任时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在发展

自身的同时，帮助弱小国家是中国对于世界的承诺，也是国

际对于中国的期待和要求。但是中国目前和发达国家经济还

有一定差距，应秉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不能

超出自身承受能力和程度。

负责任的大国意味着要为世界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中国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一方面承担相应的责任，另

一方面为全球发展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毫无疑问，随着

中国的崛起，中国已经成为站在世界前沿的斡旋者，中

国应该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增加对世界的贡献。早

在2015年，习近平会见英国首相卡梅伦时表明了中国的态

度，世界是一个命运紧密相连的共同体，中国愿担负起一

个大国应有的责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出访澳大利亚时，习近平指明中国确实是一个“大块头”

，但并不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发展。中国欢迎世界各国搭便

车，愿意同世界人民协同发展，共享发展成果。

4　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社会主义大国形象是一个更加友善开放、更加包容的形

象。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经济、科技领域取得的成

就赢得了世界的关注与赞赏，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之间的

差距正在缩小，已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作为全球综合实力最强的社会主义

大国，一直在以包容的态度不断深化改革。中国对非洲国

家实施了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以平等友好的态度

给予他们需要的帮助。这反映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

责任感，同时也是非洲国家，甚至是世界各国了解中国的

一个窗口。

社会主义大国形象是一个具有朝气的形象。一方面，社

会主义在革命中的中国、建设中的中国、改革中的中国、

复兴中的中国中被充分激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自共产主义

思想萌芽至今已经500余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实现，从

弱小到壮大，在革命和改革中受强烈共产主义信仰驱使，

中国共产党以带领中华民族点燃了奋勇直前的激情干劲，

吹响了追逐梦想的“冲锋号”，使社会主义发展呈现出螺

旋式上升的趋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中逐步凸显，并表现出与中国国情强大的适配性

和与时俱进的能力。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交流中，让

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磅礴的生命力。另一方面，

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照进了中国现实。与资

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建立时间还比较短，

发展还不十分成熟，但是中国社会多年来持续健康发展是

对社会主义制度科学性坚强有力的证明，社会主义毫无疑

问成为最具生命力的政治制度。在与世界各国的跨文化交

流中展现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让世界

人民看到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如何对无产阶级进行最真切关怀，成为照亮人民幸

福的指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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