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92 

跨文化交际视域下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以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为例 
张彩霞 

（泰国格乐大学（中国国际语言文化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10220） 

摘要：随着网络世界市场经济社会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联系也愈发密切。在经济交流日不断加强的共同体
前提下，文化交流沟通共融也成为了各国更加注重的板块。“地球村”的概念也愈发的被世界各国认可，但信息膨胀式的传播、刻板
的主观意识印象、负面不客观的媒体报道也使得文化交流沟通过程中产生了国家间、受众间的一些不必要的文化误解，甚至文化冲
突，国家形象因此也会受到扭曲。 

为了向世界展示新时代、新中国的国家形象，诸多带有宣传国家形象的影视文化应运而生。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典礼 70

周年，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是献礼祖国成立 70周年的电影，该片讲述了新中国成立 70年来的风雨艰辛，讲述了七个普通百姓与
国家血脉相连息息相关的故事，更是一部对内激发文化自信，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对外刻画中国国家形象，反映我国实情的国家形
象宣传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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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联系也

愈发密切。在经济交流日不断加强的共同体前提下，文化交流沟通
共融也成为了各国更加注重的板块。“地球村”的概念也愈发的被世
界各国认可，但信息膨胀式的传播、刻板的主观意识印象、负面不
客观的媒体报道也使得文化交流沟通过程中产生了国家间、受众间
的一些不必要的文化误解，甚至文化冲突，国家形象因此也会受到
扭曲。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自上世纪七十年
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打开世界大门，“一带一路”不仅让
中国走出去融入“地球村”，而且中国不断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自
己的重要作用，积极承担大国责任，“中国决策”“中国经济”在
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大环境下也越来越重要。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得一
些“老牌强国”“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危机感，加之其媒体中国
的了解不够全面，传播一些负面因素的报道，导致中国形象受到了
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影响。 

一、国家形象与中国的国家形象 
（一）国家形象的重要性 
关于国家形象的定义，国内外众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进行

分析研究，并且给出了不同维度的定义。在诸多研究分析中，有以
下三种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 

北京广播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杨伟芬这样进行定义：“国家形
象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①中国人民大学新
闻学院刘晓燕则认为：“国家形象是指国家的客观状态在公众典论
中的投影，就是社会公众对国家的印象、看法、态度、评价的综合
反映，是公众对国家所具有的情感和意志的总和。国家形象是存在
于国家传播中社会公众对国家的认识和把握，是公众作为主体感受
国家客体而形成的复合体，以及国家行为表现、形状特征、精神面
貌等在公众心目中的抽象反映和公众对国家的总体评价和解读。”②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龚文库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
的政体、外交、内政、导人、官员、人民、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
在国际上的综合形象。” ③ 

从上述学者的分析角度可以看出，国家形象分为对内和对外两
个层面，其中对内反映了社会人群和公众对国家的整体反馈，包括
主观看法、态度和评价的整体感知。对外而言，它是一个国家软实
力的外部表现，代表了其他国家和其他国家人民对国家政治、经济、
文化和社会多样化的看法和整体印象。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对外的
部分，国际层面上其他的国家对一个国家的评价和看法也显得尤为
重要。由此也可以看出，国家形象的内在塑造和外在宣传是相辅相
成紧密相连的，而国家形象的内部塑造和外部宣传也会影响到全世
界人民对自己感知的整体印象。 

（二）跨文化交际视域下中国国家形象现状发展影响因素 

1.跨文化交际视域下中国国家形象现状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钟新、潘亚楠的《中国国家形象

十年回顾：基于多家权威调查的分析》一文中指出：我国近十年国
家形象的整体认知、好感度有变，正负评价趋于均衡态势。这一均
衡态势主要是由国家群体、经济、年份重大事件有关。其中好感度
提高，青年群体更为积极，同时中国经济方面 GDP 的增长也与一些
负面评价也有所降低有关联。 

中国国家形象的主要方面也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中国经济
的国际影响力得到了世界的普遍认可，中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世界
经济的发展的看法也得到了世界上更多的关注。但从各国的评价来
看，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认可度仍然高于发达国家。 

2.跨文化交际视域下中国国家形象发展影响因素 
（1）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 
随着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趋势越来

越明显。有很多时候我们通过新闻报道或者影视传播亦或是书籍阅
读等方式都会或多或少了解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虽然不算真正的
了解其国家和文化，但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会对它产生一些大致的
印象。 常见关于中国人的“大致印象”描述为：国字脸、眯眯眼；
关于中国旅游文化的“大致印象”描述为：长城、故宫；关于中国
法治社会的“大致印象”描述为：注重人情，不讲法制……这些“大
致印象”就属于刻板印象，是因为一些不公正的角度或者审美导致
的认识片面和僵化，是具有个人主义的成见的。 

（2）民族中心主义影响 
民族中心主义就是受众会按照自己所处的本民族的文化观念和

自己的文化标准去衡量他族文化的思想。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生化
在自己的文化大环境中，文化的不同影响着个人发展的不同，指导
着个人的决策、思想、处事方法、行为行动，所以当人接受了另一
种文化的某些东西时，他会无意识地用自己国家的文化来衡量它。 

民族中心主义是带有主观主义色彩的。它对内可以激发本民族
群体的团结意识，紧系本民族群体的感情纽带，但是由于主观主义
色彩的影响，民族中心主义也会由于情感把握不好而带来偏激看法
和保护主观主义的攻击性，这就更容易影响群体对外界事物的感知
和判断，从而导致文化冲突和误解。 

（3）文化价值观的不同 
价值观是人们行为行动的出发点，也是有不同观点的人的决定

因素。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人从出生就开始的累计形成的，也是影
响一个人文化中 深层的部分，价值观也具有相对稳定性，一经形
成就很难发生改变。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群体影响等
都影响着个体价值观的形成。价值观影响着个体的思维模式、思考
层次、认知程度、行为规范等方面。价值观的不同会导致不同个体
和个体发展之间、群体和群体文化之间、个体和群体社会之间的矛
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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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影《我和我的祖国》解析 
（一）影片创作内容 
为了向世界展示新时代、新中国的国家形象，诸多带有宣传国

家形象的影视文化应运而生。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典礼 70
周年，该片讲述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风雨艰辛，讲述了七个普通
百姓与国家血脉相连息息相关的故事，更是一部对内激发文化自信，
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对外刻画中国国家形象，反映我国实情的国家
形象宣传电影。该片是由陈凯歌担任总导演，张一白、管虎、薛晓
路、徐峥、宁浩、文牧野联合执导，采用单元叙事的方法，用《前
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星》《护航》七个
故事从不同角度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七个大事件，涉及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以小人物见证大时代，生动传达出中
国历史的发展阶段以及当今中国的发展新貌和外交理念。 

影视中的故事 能引起受众的共鸣，《我和我的祖国》就是讲述
建国七十多年来无数个岗位上平凡的“我”与祖国的故事。小人
物，小事情体现大的家国情怀，它们对内不仅是爱国主义的教育片，
对外更是向受众讲述中国见过七十多年的真实历程，让受众从小故
事小人物中看到不一样的中国面貌，听一个不一样的中国故事。 

（二）影片传播特点 
1.政府主导性 
献礼建国 70 周年的影视作品的制作和宣传投放是国家的一众

公关交流方式，关乎国家形象的软实力主导者也应该是政府和国
家，所以《我和我的祖国》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政府鼓励下的一众
文化宣传工作，政府从准法到审核到宣传推广，都起着至关重要的
主导作用。《我和我的祖国》用切合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创作手法，虽
不是特意突出国家形象为出发点而宣传制作，但却无时无刻不向世
界展示中国的人文特色、文化气息和价值观念。 

2.受众广泛性 
随着现代社会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信息交流与文化交流日益融

为一体。全球化已经不单单体现在经济层面了，科技、文化、信息、
人文等也在“地球村”紧密连接，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各种
各样的中国。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代表的国家形象宣传影视作品
可以使受众更加多元深入的了解到中国，不仅了解人文风俗，更了
解历史与彼此特有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形态。 

3.多元传播性 
以电视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受众中的接受程度是 高的，

也是大众接受跨文化内容与信息比较直接的途径。影片就是通过剪
辑手法，将图像、文字和语言音乐相结合起来，形成具有艺术性的
吸引力的故事。《我和我的祖国》就是利用大众传媒中的电视媒体为
载体进行制作和宣传，不仅在国内的线上线下电影平台，借着文化
全球化和流媒体全球化的东风登上了世界的传播平台，也的得到了
很高的播放量及评论，达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三、跨文化交际下国家形象宣传的方法探究 
1、各美其美---坚定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是主体对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思和理性审视”，

文化自信则是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肯定和坚守”。④文化自觉
起到文化建设的总领作用，是文化发展的定位点。文化自信是对本民
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广博丰富而由感到自豪，只有对本民族文化持有
积极自信的心态，文化建设才会焕发出更多不一样的生机与活力。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
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⑤坚定文化
自觉与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打造更加多元丰富且富有感情的国
家形象新名片是我国国家形象宣传的一切出发点。 

2、美人之美---尊重他国文化，树立文化平等意识 
中国是一个地域面积广阔的国家，拥有 56 各民族。每一个地域

都有自己风味的文化，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丰富独特的文化，就
是这些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华
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当今世界有 233 个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
化等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之间也在不同的维度和方向上进行着
文化间交流碰撞与融合创新。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每种文化都有其
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每种民族和国家文化都是独立且不可重复的独
立体系，各国家各民族文化是平等的。在传播自己的民族文化或接
受新的民族文化时，要提高自己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尊重他国文化，

保持文化平等的心态。 
3、美美与共----改善固有观念，消除文化偏见 
为了避免由于文化差异而引起的不必要的文化误解与冲突，我

们就要从根源上去尽量避免一些带有主观意识色彩的偏见和固有观
念。无论在对外宣传本国形象或本民族形象，还是学习了解其他国
家的民族形象与文化时，都要做到怀有包容和开放的心，完善自己
固有的观念，不断更新自己的认知和对待事物的看法态度，全面真
实的传播文化、学习文化。 

四、结语 
国家形象的对内塑造与对外宣传，历来都是各个国家重视和关

注的部分，是大国外交的第一张明信片。新时代中国的发展速度大
步前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民素质也在不断上升，新时代新面
貌的中国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表现，亦是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
靓衣。跨文化交际既影响着国家形象的对内塑造部分，也影响着国
家形象对外的宣传部分。在跨文化的视域下，能够探寻塑真实客观
的中国形象是本文所求，让世界了解真实和谐美好的中国的存在，
也是汉语国际教育从业者肩上的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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