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News Review
中国新闻评论

2022 年 4 月第 3卷第 2期

作者简介：阎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文艺学方向专业负责人。2009 年在华中师

范大学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委，中国人权委员会理事，现任学院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比较文学学会

理事、湖北省文艺学学会理事、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2011 年—2012 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访问学者，

2018 年再次成为英国伦敦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Centre of Chinese Studies）的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比较诗学、国际传播与萨特研究；

黄成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

课题项目：2021 年度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视域下‘中国故事’的文学叙述及抗疫精神

的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1ZD009）”；2021 年度部校共建重点项目“危机传播视域下中国百年瘟疫文学的‘信息疫情’书写及国家

形象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 2021-02-02-04）”。

文章引用：阎伟，黄成希．“共识”理论下二战时期中法报刊媒体的镜像报道研究［J］．中国新闻评论，2022，3（2）：1-18．

https://doi.org/10.35534/cnr.0302001

A Study on the Chinese and French Newspapers’ Mirror-style 
Coverag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ensus” Theory

Yan Wei Huang Chengxi

Abstract: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hinese and French newspapers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mirror-style coverag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onsensus” theory as the perspective and adopts 

comparative methods to make clear the causes of these news: appreciating each other’s active role in 

the anti-fascist war; seeking a way out of their own dilemmas b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other one, 

thus forming “consensus” to against the common enemy and to persevere in persistent resistance. 

“Consensus” is an important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the latter is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the former.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consensus” reflects the conceptual form of national image,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demonstrates its practice methods, and mass media displays its communication configuration. 

Key words: “Consensus” theory; Mass media; Mirror-style coverage;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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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理论下二战时期中法报刊媒体的
镜像报道研究

阎  伟  黄成希

摘  要：二战时期，中法两国报刊发表了大量镜像式的报道。本文以“共识”理论为视角，采

取比较法研究，发现这些报道产生的原因；欣赏彼此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关注

对方寻求打破自身困境的出路，由此形成同仇敌忾、坚持抵抗的“共识”。“共识”是“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重要的价值取向，后者又是前者的具体实践。在传播过程中，“共识”体现

国家形象的观念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示其实践方式，大众媒体显现其传播构型。

关键词：“共识”理论；大众传播；镜像报道；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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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在美国社会学研究会上，芝加哥学派著名学者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做了《共

识与大众传播》（Consensus and Mass Communication）的发言，发言稿后被收录于《美国社会

学评论》一刊。该文被视为“共识”理论的起源。

一、“共识”理论提出的背景及内涵

沃斯“共识”理论的提出，与二战期间各国政府的宣传技巧与舆论导向有密切联系。关于

大众传播的重要性，他在《共识与大众传播》一文的开篇指出，“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需要

一种与物理领域近来发现的、导致了原子弹爆炸的知识相应的知识，才有望达成和平利用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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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目的。”a 沃斯以当时的原子弹爆炸一事为起兴，强调“大众传播现象的重要性绝不亚于

原子能，对大众传播的研究与控制，也可与对原子能毁灭性潜质的遏制相提并论”b，这就是

他研究“共识”理论与大众传播现象之间关系的主要动机。

沃斯认为所谓“共识”，并不是就所有事件达成统一一致的意见，而是容许争议和协商的

存在，只需要“大体意见一致”即可。因此，达成共识，“与其说是对所有问题，甚至是最基

本的实质性问题的一致意见，不如说是相互交流、探讨、辩论、谈判和承诺的既定习惯，以及

容忍异端邪说，保持冷静，直到社会生活中不会出现明显而突发的危险。”c在形成共识的过程中，

大众媒介的信息传播作用不可或缺。但是，如果没有“大体意见一致”的前提，争议、协商的

过程也不可能存在。因此，大众传播不仅仅是达成“共识”的方法和途径，也是“共识”达成

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大众传播可以等同于大众业已形成“共识”。

因此，为达成共识，大众传播媒介充当起“传话筒”或“扩音器”的角色，提供彼此交流

的方式与渠道。如果国家或地区之间“共识”度很低，彼此交流就存在距离或隔阂，那么在信

息传播方面也易于“失声”或“失真”。相反，如果“共识”度较高，那么彼此不仅更容易求

同存异，而且在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会更加密切融洽。“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共同的

利益前提会促使双方更关注对方传播的有关信息。在形成共识和实施有效的传播之间，往往会

出现一种“良性”或是“恶性”循环的关系。

那么，如何形成“共识”？沃斯认为，彼此的共同经验是前提之一。在他看来，“尽管具

有不同背景、经验和兴趣的人，在他们第一次接触时，无法彼此沟通和理解，更不用说达成协

议，他们最初必须满足最随意和肤浅的联系，即根据稀缺和简单的共同经验提供基本理解。”d

也就是说，“共识”来源于交流，而有效交流的前提是双方拥有共同的经验，这样信息的接收

者容易与放送者易于形成共鸣，并产生“共识”。在二战时期，中法两国无疑拥有着共同经验，

即国家都处在生死存亡之际。两国相似的遭遇，以及抗击侵略者的不屈意志，使得彼此两两相望，

惺惺相惜。

另外，形成共识的另外一个技术条件就是大众媒体。沃斯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就像人类发

明的所有技术工具一样，本身都是中立的，但由于使用者意图的差异，“它们可以用来灌输一

种战斗的信仰或和解的意志”。e 二战期间，大部分民众只能通过报刊获取信息，因此报刊媒体

极大地影响了民众舆论。就本文关注的研究对象而言，中法两国报刊通过报道同盟国的战斗意

aWIRTH．Consensus and Mass Communication［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48（13）：1．

b［美］伊莱休·卡茨．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M］．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13．

cWIRTH．Consensus and Mass Communication［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48（13）：9-10．

dWIRTH．Consensus and Mass Communication［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48（13）：5．

eWIRTH．Consensus and Mass Communication［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48（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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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以及取得的胜利，极大鼓舞了彼此抗击法西斯的信心和决心。在两国人民形成“同盟国必胜，

法西斯侵略者必败”的共识方面，报刊媒体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沃斯将“共识”理论放在国际关系中，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共识的形成。要想

使世界各国达成一定的共识，则必须依赖大众传播的沟通协调功能。一方面，一国媒体除了塑

造本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外，还要积极建构他国的正面形象，为达成共识打下坚实的舆论基础；

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还要发挥其影响力和传播力，将“共识”的内容广而告之，促使“共识”

在大众舆论与国家意志两个层面的深度融合，这样各国之间达成的“共识”才会更加坚实具体，

而不是镜花水月。

基于以上理论背景，本文试图运用“共识”理论，分析二战时期中法报刊有关对方的报道。

在两国的报刊中，本文各选择三种代表性刊物，予以对位、比较研究，以期形成关于两国报刊

媒体的镜像式观照。研究重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二战时期中法报刊报道彼此的内容；

二是通过内容分析法，发现中法报刊媒体观察报道对方的镜像方式，并从这种镜像报道中析解

出背后的“共识”观念。通过比较中法两国历史中这一特殊的传播现象，发现“共识”理论对

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启示。

二、二战时期中法两国报刊媒体的镜像报道现象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法西斯不断蚕食中国。1937 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

国又沦陷了大片土地，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法

西斯强势横扫欧洲大陆，老牌资本主义强国——法国沦陷。此时，中法两国面临着相似的历史

处境，共同命运使得彼此产生更多的关注。这是因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

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a 中国和法国在为

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浴血奋战，这不仅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全人类。从新闻传播史来看，

这一时期中法两国报刊大量报道对方，并借对方反观自身，已成“镜像”报道之势。

所谓“镜像”报道，本文认为主要是指两国媒体在报道对方时，如同在镜子里看到了自身

的影像。以彼观己，自鉴得失，即“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之意。二战时期中法两国报刊媒体，

在报道对方时多与自身相比照，以他国镜鉴本国，这种报道的立场和方式可视为“镜像”报道。

以下对两国的“镜像”报道加以参照比较，在析出各自的新闻立场之时，渐显彼此持存的“共识”。

（一）中国报刊上的法国

本文从研究对象的权威性、影响力和时效性这三个标准出发，主要选取了抗战时期《时事

a毛泽东．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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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报》《时与潮》和《东方杂志》这三大中文报刊为分析文本，归纳和总结其相关的报道内容（资

料采自“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 a）。

1．《时事月报》中的法国——正义、自由然而悲惨

《时事月报》是民国时期发行的一种大型时政类期刊，于 1929 年 11 月创刊于南京，至

1944 年 10 月停刊。该刊十分重视对世界重大事件的介绍，尤其是关乎中国自身利益的事件。

由于《时事月报》对当时国际问题介绍与研究非常详细深入，不仅体现了媒体的基本论调，而

且也可从中了解到当时政府高层人士秉持的态度及立场，所以该刊能够代表当时中国评价法国

的主流观点。

本文搜集了《时事月报》在二战期间（从 21 卷第 3 期至 30 卷第 1 期）所有文章，经过筛选，

对其中 36 篇相关度较高的文章予以分析，见表 1。

表 1  二战时期《时事月报》报道法国文章汇总

Table 1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on France in the Monthly Journal of Current Affairs during world 

War II

作者 刊期 年份 文章（图片）标题
陈民耿 第 21 卷第 3 期 1939 从英法苏谈判破裂到德苏缔约
丁作韶 第 21 卷第 5 期 1939 英法决定继续战争以后

秀 第 22 卷第 1 期 1940 英法金融合作
陈钟浩 第 22 卷第 1 期 1940 法众院通过战时预算
陈序经 第 22 卷第 2 期 1940 暹罗与英法（附图）
陈钟浩 第 22 卷第 2 期 1940 法总理发表告国人书
刘光炎 第 22 卷第 3 期 1940 美法抗议倭炸滇越路
陈钟浩 第 22 卷第 3 期 1940 法战时金融政策、法日关系严重
陈钟浩 第 23 卷第 1 期 1940 加紧抵抗德军之侵入、法政治经济要讯
陈钟浩 第 23 卷第 2 期 1940 法国政治制度激变
陈钟浩 第 23 卷第 3 期 1940 法日谈判越南问题
陈钟浩 第 23 卷第 4 期 1940 法国内阁改组
陈钟浩 第 23 卷第 5 期 1940 贝当发表告国民书
陈钟浩 第 23 卷第 6 期 1940 法国再度屈服
陈钟浩 第 24 卷第 1 期 1941 德法关系、法国政讯、自由法国消息
陈钟浩 第 24 卷第 4 期 1941 魏刚谒晤贝当、法阁变更组织
陈钟浩 第 24 卷第 4 期 1941 维琪政府之改组与法德关系、贝当发表耶诞演说

Owedrue M. 春丞 第 24 卷第 4 期 1941 魏刚—法国的救星
陈政和 第 24 卷第 5 期 1941 译述：贝当将军
陈钟浩 第 24 卷第 5 期 1941 法国：法德关系将重新调整、法阁将局部改组

Prevost R. 春丞 第 24 卷第 5 期 1941 法国还有力量
陈钟浩 第 25 卷第 1 期 1941 达尔朗宣布施政方针、魏刚飞返维琪
陈钟浩 第 25 卷第 2 期 1941 维琪出让越南、魏刚任阿尔及尔总督

a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EB/OL］．［2021-05-31］．http://61.175.198.136:8083/rwt/134/http/GEZC6MJZFZZUPLSSGV3UVPB 

RHE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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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刊期 年份 文章（图片）标题
陈钟浩 第 25 卷第 3 期 1941 贝当广播施政计划、达尔朗握军政大权
陈钟浩 第 25 卷第 4 期 1941 民族委员会正式成立、维琪政府政情一般
陈钟浩 第 25 卷第 5 期 1941 大批人质被德残杀、达拉第等被判处刑
陈钟浩 第 25 卷第 6 期 1941 维琪解除魏刚职务、维琪陆长乘机失事

无 第 26 卷第 2 期 1942 维琪元首贝当哀鸣、法国横遭纳粹劫夺
无 第 26 卷第 3 期 1942 维琪政府否认援敌、法国政情

严可为 第 26 卷第 3 期 1942 译述：法国之罪人及其罪状
无 第 26 卷第 4 期 1942 自由法军击敌建功
无 第 26 卷第 5 期 1942 法国维琪内阁改组、维琪海军实力
无 第 26 卷第 6 期 1942 墨索里尼谋夺法国领土
无 第 29 卷第 4 期 1943 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九月二十八日核准设立国防公署

Hoden M. 史纪钧 第 29 卷第 4 期 1943 法国崩溃后世界情势概述（续）
无 第 30 卷第 1 期 1944 民族解放委员改组、吉罗德会辞军职

《时事月报》报道的法国形象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仗义执言的正义形象。例如《美法抗议倭炸滇越路》a 一文，重点介绍了法国政府抗议

日本在滇越的轰炸行为，体现了法国对中国的声援。

二是自由法国的反法西斯贡献，如《魏刚——法国的救星》《法国还有力量》和《自由法

军击敌建功》等文。《魏刚——法国的救星》一文中论及墨索里尼是希特勒的“拖油瓶”，这

预示着轴心国即将崩溃，而关键在于“有一个人有力量是以促成此种崩溃的，即是魏刚将军”b，

《时事月报》翻译并刊载这篇文章，体现了该刊为法国声援的态度。

三是时下法国的悲惨境遇，如《法国再度屈服》《墨索里尼谋夺法国领土》等文。在《法

国横遭纳粹劫夺》c 一文中，《时事月报》为国人介绍了法国在纳粹德国铁蹄下的悲惨现状。

除此之外，《时事月报》也经常发表关于“欧战”的文章，约有 33 篇。在这些论述“欧战”

的文章里，时常提到法国，并与中国抗战的时局相比较。在《由欧战说到日本侵华军事的失败》

一文中，作者由欧洲战场中荷兰、比利时以及法国的相继陷落，谈到中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

斗争，否定了欧洲英、法等国在二战前期的“绥靖政策”，转而肯定中国三年抗战成功的策略，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日本不是德国，中国不是波兰比利时，中日战争，不是欧战，尤其

是日本开战来，一贯地彷徨不定，而中国采取了长期抗战这胜利的策略。”d 这种论断在当时

是极具眼光的。

《时事月报》认为，法国是正义且极具希望的国家，它的沦陷是由于二战前期国家施行不

a刘光炎．美法抗议倭炸滇越路［J］．时事月报，1940（3）：131．

bOWEDRUE M，春丞．魏刚——法国的救星［J］．时事月报，1941，24（4）：33．

c佚名．法国横遭纳粹劫夺［J］．时事月报，1942（2）：35．

d王兴槐．由欧战说到日本侵华军事的失败［J］．时事月报，1940（1）：9-1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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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的政策，给了纳粹德国机会并最后遭其残害。但在整个反法西斯同盟里，法国仍是强大的

有生力量。该刊对自由法国报以信心，对法国人民持以同情，对法国罪人予以批评，将心比心，

立场鲜明。

2．《时与潮》中的法国——失败、地狱、抵抗与光复

《时与潮》是一本时事评论型刊物，半月刊。1938 年 4 月在汉口创刊，1949 年 2 月停刊，

共出版 33 卷。主要有“社论”“时与潮半月述评”以及“时与潮点滴”等栏目，前两个栏目主

要是对二战时期世界的战争局势进行述评。在二战期间，《时与潮》从第 4 卷第 5 期至第 24 卷

第 5 期有 32 篇专门报道法国的文章，见表 2。

表 2  《时与潮》报道法国文章汇总

Table 2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on France reported by Time Tide

作者 刊期 年份 标题
沈默 第 4 卷第 5 期 1939 德国进攻法国的计划
梦觉 第 5 卷第 5 期 1940 北欧新形势、巴尔干更将多事、法国政局的动态

Gallicus 关梦觉 第 7 卷第 1 期 1940 谁断送了法国：民族他山（附图）
吴一凡 第 7 卷第 2 期 1940 杜德论法国失败内幕（附图）

觉 第 7 卷第 4 期 1940 贝当法国的殷鉴
Simone A. 宋品石 第 8 卷第 5 期 1941 谁出卖了法国？

Iean S. 戴尔卿 第 8 卷第 5 期 1941 法国失败的内幕（附图）
Wilson W. 张素 第 10 卷第 3 期 1941 一个断送法国的女人（续完）
Burman 邓莲溪 第 10 卷第 4 期 1941 自由法国在刚果

无 第 10 卷第 5 期 1941 时与潮点滴：饥馑的法国
Wilson W. 张素 第 10 卷第 1 期 1941 一个断送法国的女人（未完）
Wilson W. 张素 第 10 卷第 2 期 1941 一个断送法国的女人（续）

Rochemont 冯和侃 第 12 卷第 4 期 1942 维琪法国内幕（续）
无 第 12 卷第 1 期 1942 赖伐尔袍笏登场，法国人民又被出卖一次
无 第 14 卷第 2 期 1942 时与潮点滴：英国人与法国人
无 第 14 卷第 4 期 1942 土伦法舰自沉，法国民心不死

Vinde V. 潘焕昆 第 15 卷第 1 期 1943 法国人的抵抗精神
无 第 15 卷第 1 期 1943 北非战局僵持不下，法国内部渐趋统一
无 第 15 卷第 2 期 1943 北非战事及法国政局

冯和侃 第 15 卷第 6 期 1943 法国的秘密光复运动
无 第 16 卷第 5 期 1943 北非成立协议法国政府统一
无 第 16 卷第 2 期 1943 北非战事大捷，法国政局微妙

楼邦彦 第 15 卷第 1 期 1943 法国民主政治的前途
葭沁 第 18 卷第 6 期 1944 法国的地下运动

黄竞存 第 20 卷第 6 期 1944 法国的地下战斗（附图）
无 第 21 卷第 4 期 1944 盟军登陆法国，巴黎重见光明

Gaunt J. 孙家澄 第 22 卷第 5 期 1944 法国政党政治展望
Callender H. 何欣 第 22 卷第 5 期 1944 新的法国大革命

无 第 22 卷第 6 期 1945 法国制衡欧洲
Rcchemont R D. 翼如 第 23 卷第 6 期 1945 解放后的法国前途

（美）Bess D. 王宜佳 第 23 卷第 1 期 1945 法国向何处去？
Slocombe G. 钱震夏 第 24 卷第 5 期 1945 法国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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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报道的内容大致分为以下四类。

一是分析法国失败的原因。在吴一凡翻译自美国的《杜德论法国失败内幕》一文提到关键性的

两点：一为“从一九三六年以后历届法国政府都是英国政策的奴隶。英国政策是有计划的毁损法国

在欧洲的同盟体系。”a；二为“对法国共产党判处死刑的法令就是对法兰西共和国判处死刑的法

令”a。排除军事原因，对法国共产党的排斥以及对英国的严重依赖，是法国失败的主要原因。

二是批判法国维希政府，支持法国人民。如在《贝当法国的殷鉴》一文中，开篇就批判维

希政府：“近来维琪政府所表演的丑剧，已经把具有光荣历史的法兰西拖入了十八层地狱”b，

紧接着又针对维希政府与德国之间的合作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但不知在法国广大人民的继续

反抗之下，这种‘威风’还能持续几天”b，而《维琪叛国真相》一文开头就表明，“这篇历

史的文字，系一九四二年出版的，但因我们对法外交关系，不能提早发表。现在维琪政府的卖

国勾当已为世人所共晓，不妨将一位法国人所写的内中黑幕介绍给国人。”c

三是赞扬以戴高乐为首的自由法国和法国人民的抵抗精神。在《法国人的抵抗精神》这篇

译文中，描述法国各地各阶层的人民对德国的敌视心理，并坚信法国人的翻身日子即将到来。

文章开头表达了对法国人民的尊重：“法国是惨败了，可是法国人并没有屈服”d，《自由法国

在刚果》一文则是将贝当政府与自由法国相比较，表达了对自由法国的肯定，“在遥远的法国

本国的人们，还在谈论着怎样帮助他们的敌人，而这里的法国人们，则在谈论该怎样打败他们

的敌人。这个地方不再是黑暗的中心，这是刚果，这是新法国的摇篮。”e 文章将自由法国称为

新法国的摇篮，既肯定了自由法国抗击法西斯的功劳，更看到了法国的未来必定属于自由法国。

四是战争后期分析法国的未来。针对苏联与法国签订的苏法同盟互助协定一事，《法国制

衡欧洲》一文认为，“戴高乐将军的外交胜利，是得自于他在外交上的广阔胸襟和坦白的作风，

这是值得钦佩的。类似苏法协定的条约，任何联合国间都应该缔结，以期维持世界的永久和平。”f

文章肯定了戴高乐在外交上的出色表现，并表达了对未来世界和平的憧憬。此外该刊还刊登了

一系列分析法国未来的文章，包括《解放后的法国前途》《法国向何处去？》，都体现了同盟

国对法国光复后的美好期待。

总的来说，《时与潮》笔下的法国，大致分为两种形象：一是以维希政府为代表的投降附

敌的负面形象，该刊大力批判；二是以戴高乐将军为首的勇敢抗德的自由法国形象，为刊物所

a吴一凡．杜德论法国失败内幕［J］．时与潮，1940（2）：38-41．

b觉．贝当法国的殷鉴［J］．时与潮，1940（4）：7．

cLASSAIGNE T，宋国枢．维琪叛国真相［J］．时与潮，1944，18（6）：47．

dVINDE V，潘焕昆．法国人的抵抗精神［J］．时与潮，1943（1）：22-27．

eBURMAN，邓莲溪．自由法国在刚果［J］．时与潮，1941，10（4）：33．

f佚名．法国制衡欧洲［J］．时与潮，1945，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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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许。《时与潮》积极看好二战后法国的未来。

3．《东方杂志》中的法国——分裂、失败及友人

《东方杂志》于 1904 年 3 月在上海创刊，1948 年 2 月停刊。它经历了 20 世纪上半叶的时局

动荡，是旧中国时期出版发行历史最悠久的刊物。在二战期间，该刊坚定地反法西斯主义，声援

欧洲被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欧亚两洲的法西斯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东方》从抗日爱国立

场出发，必然反对与日本军国主义具有共同本质的德、意法西斯主义，必然支持那些与中国同样

遭受侵略的国家和人民的反抗斗争。”a 这确实是它的一贯立场。其间《东方杂志》（从第 36 卷

第 19 期至第 41 卷第 17 期）刊载与法国相关的文章有 23 篇，见表 3。

表 3  《东方杂志》报道法国文章汇总

Table 3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on France in Oriental Magazine

作者 刊期 年份 标题
镜如 第 36 卷第 1 期 1939 法国工潮
东序 第 36 卷第 1 期 1939 意国要求法国割让突尼斯

张骥青 第 36 卷第 2 期 1939 法国在华权益之现状（附表）
召君 第 36 卷第 9 期 1939 法总理达拉第演说法国态度

李泽珍 第 36 卷第 10 期 1939 世界各国著名杂志论文摘要：二、法国在北菲的安全
东序 第 37 卷第 8 期 1940 法国莱诺新阁成立
东序 第 37 卷第 12 期 1940 法国加强作战机构

郑允恭 第 37 卷第 13 期 1940 法国会单独停战言和么
璇珩 第 37 卷第 15 期 1940 英国接管法国舰队

颜虚心 第 37 卷第 19 期 1940 法国近百年东方学研究历程（注）
李泽珍 第 37 卷第 1 期 1940 欧洲大战与法国
汪家禎 第 37 卷第 20 期 1940 谁葬送了法国
吴泽炎 第 37 卷第 18 期 1940 法国崩溃的教训

Amstrong H F. 杨亿 第 37 卷第 24 期 1940 法国崩溃的始末（下）
璇珩 第 37 卷第 14 期 1940 法国与德意停战（附图）

无 第 37 卷第 18 期 1940 世界小讽刺：希特勒接收不成法国海军：［画图］
汪家禎 第 38 卷第 2 期 1941 漂摇不定的法国殖民帝国

适蒪 第 38 卷第 20 期 1941 法国国民委员会成立
无 第 38 卷第 5 期 1941 法国海军实力的现况

颜虚心 第 38 卷第 6 期 1941 法国东方学之亚洲古代地理学
吴泽炎 第 38 卷第 4 期 1941 日薄崦嵫的法国维希政府
陈钟浩 第 39 卷第 14 期 1943 法国未来的地位
潘楚基 第 41 卷第 23 期 1945 法国选举揭晓

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分析法国沦陷的原因，并与中国的抗战相比较。《法国崩溃的原因——内部的腐败》

a李斯颐．抗战时期的《东方杂志》［J］．新闻研究资料，1989（1）：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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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认为法国之所以溃败，在于“在战事发生以前，法国内部早已四分五裂，战事发生并未使

大家团结一致”a，法国的失败如同抗战以前的中国一样，四分五裂，内部尚不统一。《法国崩

溃的教训》一文通过总结法国沦陷的教训来反观中国，以助国人自省，“前车之辙后车之鉴……

这一点应该是已经抗战三年了的中国国民朝乾夕惕的一个教训。团结和战斗才能有胜利，才能

有胜路，法国之不免于崩溃是因为内部的涣散瓦解和失败主义。中国之所以能够抗战三年，就

是因为能够全国团结，就是对抗战的胜利抱有旺盛的信心。”b《法国会单独停战言和么》一

文同样将中国与法国相对比，“到了最近，欧洲一等大国民治国堡垒法国也有放弃抗战的模样。

独有我中国已抗战了三年，却愈战愈强，值得世人的惊叹和赞美，我中国人也许引以为自豪罢。”c

可以看到，刊物对我国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十分自豪。

二是对法国未来出路的分析。《日薄崦嵫的法国维希政府》一文，先是肯定了“英国胜利是

法国得救的唯一道路”这一当时国际社会对法国前景的普遍认知，同时又点出了关键所在，一针

见血地指出：“天助自助者，这是一句通贯乎古今中外而皆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d。《法国未

来的地位》一文认为，“今后的法国，在欧洲能取得防德的代表，在国际政治上能保守相当地位。”e

但是这种地位的取得，前提是法国能够快速统一与复兴。另外，文章还视法国人民为友，称其为“法

国友人”，足以看出二战时期，中国对法国抱持的友善态度以及与之交好的愿望。

三是介绍法国政府的变化和工业、军事、文化等方面情况，此类文章多属普及性文章，较

少涉及政治立场，兹不赘述。

总之，《东方杂志》更多的是在介绍法国在二战中的遭遇和表现，并与中国相对比。面对

法国的前车之鉴，该刊希望中国引以为戒。同时，该刊视法国人民为友，希望法国在二战结束

后能够恢复其西方大国的地位，这也表现了中国民众的友善态度。

（二）法国报刊上的中国形象

二战以前，法国“巴黎现存的报纸，总数不下四五十种”f。二战期间，法国的报刊业遭受

了巨大的挫折。以前的报纸仅剩数家，如《晨报》《法国劳动报》（France au Tra var）、《工

作报》《小巴黎人报》《人民呼声报》（Cri du Peuple）、《民族解放周刊》（L’  Emanciparion 

Nationale）和《巴黎晚报》（Paris Soir）g。共产党机关报的《人道报》和《今晚报》（Ce 

a吴泽炎．法国崩溃的原因——内部的腐败［J］．东方杂志，1940，37（18）：39-40．

b吴泽炎．法国崩溃的教训［J］．东方杂志，1940（18）：3．

c郑允恭．法国会单独停战言和么［J］．东方杂志，1940，37（18）：2．

d吴泽炎．日薄崦嵫的法国维希政府［J］．东方杂志，1941，38（4）：4．

e陈钟浩．法国未来的地位［J］．东方杂志，1943（14）：12．

f章征言．每天离不开的报纸（法国通讯）［J］．生活（上海 1925A），1930（32）：536．

g任希之．法国今日的报纸［J］．新闻学季刊，1941（1）：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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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r），在战事爆发之初就被迫停刊。1944—1945 年间，经历了占领时期的挫折之后，法国日

报的数目再次回升。1944 年有 19 种，到了 1945 年有 26 种 a，其中《人道报》等得以复刊。

这些报纸最大的特征是自带强烈的政治倾向，它们或是政府的喉舌，或是各政团的机关

报，根据它们的立场，可以分为右、中、左三种类型。该特征成为法国报界的传统，而且格局

在战后也大致不变。其中代表性的右派报纸有“法兰西行动派”的宣传机关报《法兰西行动

报》（L’action Francaise）和《费加罗报》（Figaro）；立场居中的代表性报纸有《时报》（Le 

Temps）和《小巴黎人报》（Le Petit Parisien）；左派代表性报纸有《人道报》（L’  Humanite）（法

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巴黎晚报》（Paris-soir）和《晚报》（Le Soir）（左派社会党的机关报）

和《工作报》（L’oeuvre）（急进社会党的机关报）。

为求综合客观，本文选取左、中、右派报纸各一种，即《人道报》《法兰西行动报》和《小

巴黎人报》作为研究对象，以观照当时法国报刊媒体关于的中国报道状况。b

1．左派报纸《人道报》的中国——苦难、英勇和解放 

《人道报》（L’Humanite）是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1904 年由法国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

（Jean Jaurès）创办，1920 年成为法国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报。法国沦陷后被迫停刊，二战末期

复刊。由于这一原因，《人道报》在二战时期关于中国的报道文章，目前可查的仅 28 篇。（从

1944 年 8 月 21 日开始至 1949 年 9 月 2 日）。

《人道报》对中国遭受侵略表示同情，也谴责了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围剿的政策。1944 年

10 月 5 日，法国的《人道报》第二版发表了《英勇的中国抵抗日本》一文，表达了对中国的同情，

“事实上，自 1931 年 9 月日本帝国主义首先进攻满洲，然后在 1937 年进攻大中国以来，中国

一直饱受战争之苦。”c

《人道报》进一步批判了蒋介石的政策，“在中国，蒋介石也必须重新考虑他的反民主和

反共产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导致了最近几次危险的军事失败。”d 另外，该报还在《巴黎华人向

解放了的法国人致敬》一文中，表达了对中国的信心，“由于我们的事业与你们的事业息息相关，

我们相信，中国很快就会从日本的枷锁中解放出来。”e《人道报》的报道对中国遭受的侵略

a［法］让—诺埃尔·让纳内．西方媒介史［M］．段慧敏，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81．

b法国国家图书馆里面的“Gallica”数据库［EB/OL］．［2021-05-31］．https://gallica.bnf.fr/．

cLa Chine，en effet．souffre de la guerre depuis septembre 1931 depuis que les Impérialistes nip pons attaquerent la Mandchourie 

d’abord，puis la，Grande Chine en 1937．La Chine héroique Face Au Japon［N］．L’Humanite，1944-10-05（2）．

dEn chine également．Tchang Kaï Shek doit revenir sur sa politique antidémocratique et anticommuniste qui a conduit aux 

dangereuses défaites militaires de ces derniers temps．Tchang Kaï Tchek fait appel a l’armée rouge chinoise［N］．L’Humanite，1944-

12-07（2）．

eComme notre cause est apparentee avec la vỏtre，nous sommes persuadés que bientót la Chine sera libérée du joug japonais．Les 

Chinois de Paris saluent les Français qui se sont libérés［N］．L’Humanite，1944-09-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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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表同情，并对中国抗战保持信心；同时，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表示不满，并谴责其

在抗战中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2．右倾报纸《法兰西行动报》的中国——抗日、进攻与受援

1908 年，《法兰西行动报》由法国民族主义者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和莱昂·都

德（Léon Daudet）创办，该报高举民族主义和反共和党的旗帜。作为保皇党的机关报，言论极

为右倾。法国沦陷期间，其办报主旨是不触怒占领者，左右逢源，所以得以幸存。从 1939 年 9

月 1 日至 1944 年 8 月 24 日，《法兰西行动报》共出版 1535 期，涉华报道高达 714 篇，属极为

关注中国的右派报纸，见表 4。

表 4  《法兰西行动报》涉华报道统计

Table 4 China coverage statistics of France Action

时间 出版期数 涉华报道数量 占比
1939 年 9 月 1 日至当年年底 122 50 41%

1940 年 302 107 35%
1941 年 293 142 48%
1942 年 312 195 63%
1943 年 305 171 56%

1944 年年初至 8 月 24 日（停刊） 201 49 24%
总计 1535 714 47%

它对中国的报道内容可分为三种。

一是中日战况，在涉华报道中占很大比例，主要报道了日本在中国的战争进展，以及中国

政府为抗击日本所做出的努力，这些报道都比较客观真实。例如在战争前期，该报刊登了《日

本眼中的中国战争》一文。文章引用日本政府的官方报告，报道了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进展，“日

本陆军部大臣畑俊六将军说，经过两年半的战争，日军目前在中国占领的土地是日本的两倍，

并造成中国军队 300 万士兵伤亡。”a 随后，又通过日本官员的表述，展现了蒋介石政府为抗日

所做的努力：“但是，他承认，蒋介石政府对日本表现出强烈的抗日意志，迫使日本需竭尽全

力去克服所有困难。”b 此外，1940 年 3 月 6 日第三版上刊载的《日本人完全占领海南岛》（Les 

Japonais achèvent l’occupation de l’î le de Haïnan）和《日本在中国的损失》（es pertes japonaises 

aLe général Hata，ministre de la Guerre，a déclaré qu’après deux années et demie decampagne，l’armée japonaise occupe 

actuellement en Chine un territoire deux fois plus étendu que le Japon et a infligéaux armées chinoises des pertes évaluées à 3 millions de 

soldats．a guerre de Chine vue du Japon［N］．L’Action française，1940-02-02（2）．

bLa cependant admis que le gouvernement de Tchang Kaï Chek fait preuve d’une forte volonté de résistance au Japon，ce qui oblige 

ce dernier a ne rien négliger pour vaincre toutes les difficultés．a guerre de Chine vue du Japon［N］．L’Action française，1940-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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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Chine）等文，以旁观者的视角向法国民众介绍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内容客观真实。

二是中国内政情况。《法兰西行动报》对中国内政的报道，主要集中报道蒋介石、汪精卫

等中国政局变化情况。如 1940 年 1 月 22 日在第二版刊登的《汪精卫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协议》

（L’accord Enter Ouang Tching Ouei et le gouvernment japonais）、1942 年 5 月 8 日在第二版刊登

的《在中国的东海岸 蒋介石部队发动全面进攻》（UR LA COTE ORIENTALE DE LA CHINE Les 

forces e Tchang Kaï  Chek ont déclenché  ne offensive géné rale）、1943 年 6 月 2 日第一版刊登的《中

国战争的新阶段 蒋介石将会做什么？》（UNE NOUVELLE PHASE DE LA GUERRE EN CHINE 

Que va faire le maréchal Tchang Kaï  Chek ?）等文。

三是中国的国际关系。《法兰西行动报》在报道中国与英美的关系时，一方面报道了英美

两国与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冲突，如 1940 年 1 月 22 日第二版刊登的《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

（Les droits économiques des Etats-Unis en Chine）、1940 年 10 月 20 日第二版刊登的《英日冲突》 

（e conflit anglo-japonais）； 一 方 面 又 报 道 了 英 美 两 国 对 中 国 的 援 助， 如 1940 年 10 月

20 日第二版刊载的《200 辆载有汽油、武器和弹药的卡车越过缅甸边境》（200 CAMIONS 

TRANSPORTANT DE L’ESSENCE， DES ARMES ET DES MUNITIONS， ONT PASSE LA 

FRONTIERE BIRMANE）、1942 年 5 月 29 日第一版的《惠灵顿先生说 中国不会放弃战斗》（La 

Chine n’abandonnera pas le combat déclare M. Wellington Koo），就报道了英国对中国的援助与

态度。在报道中法关系上，1941 年 2 月 8 日第二版刊载的《来自中国的新闻》（NOUVELLES 

DE CHINE）一文写道，“由于他们在法国的朋友慷慨相助，传教士们得以在 5 月底之前分发救

济物资。中国农民被这种诚挚所感动，可以说，业已蓬勃发展的新基督教，就是从这种慈善机

构中诞生”a，报道热情洋溢地宣传了法国传教士对中国农民的救助。

总之，作为法国右派报纸的《法兰西行动报》，虽然保持着“大法兰西”的民族主义，但

在新闻立场上没有为日本侵略行径摇旗呐喊，反而对中国的抵抗表达了敬意。

3．中派报纸《小巴黎人报》的中国——斗争、防御及贡献

1876 年，《小巴黎人报》（Le Petit Parisien）由路易斯·安德里厄（Louis Andrieux）创办。

该报并无党派之分，主张公允，拥护共和。新闻报道中多载社会事件，标题多采用较为温和的语调，

内容通俗易懂，读者对象多为劳工阶级。报纸温和亲民，受众广大，“前会在巴黎本埠拥有很大销路，

且为新闻最详实的报纸之一的小巴黎人报……”b 在法国沦陷期间，《小巴黎人报》为维希政府

发声。它《巴黎晚报》的处境一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只可发表德意官方的战报，而不

aLa générosité de leurs amis de France a permis aux Missionnaires de distribuer des sécours jusqu’à la fin du mois de mai：le 

paysan chinois a éte touché par cette fidélté，et l’on peut dire que les nouvelles chrétientés déjà florissantes sont nées de cette charité．

Nouvelles De Chine［N］．L’Action française，1942-02-08（2）．

b任希之．法国今日的报纸［J］．新闻学季刊，194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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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刊载同盟国所发表的消息。”a 二战后期被封停。这一时期，其涉华报道共有 453 篇，见表 5。

表 5  《小巴黎人报》涉华报道统计

Table 5 Statistics on China coverage in Le Petit Parisien

时间 出版期数 涉华报道数量 占比
1939 年 9 月 1 日至年底 122 32 26%

1940 年全年 337 92 27%
1941 年全年 329 117 36%
1942 年全年 310 105 34%
1943 年全年 307 79 26%

1944 年年初至 8 月 17 日（停刊） 192 28 15%
总计 1597 453 28%

它对中国的报道只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中日交战状况，这是该报报道内容最多的一部分。其消息源也大多标注为“Tokio”，

刊登从日本东京发回的消息，主要报道日本在中国所取得的进展以及中国在战争中的损失。比

如《日本驻法武官介绍中国战役成果》一文中写道：“今年 4 月初，日本在中国发动了进攻，

在中国北部和南部都展开了行动”b。这些报道介绍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进展，属于信息性新闻，

基本是有事说事，几乎没有展示观点。

二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包括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国共两党的关系及霍乱等。如《在中国，

蒋介石开始了和共产党之间的影响力之争》一文中报道了国共两党的斗争，“斯大林的使者在

莫斯科和中国北方小城延安之间往返，中国的支持者在那里建立了他的总部。”c 在报道中国

国共两党的关系时，《小巴黎人报》保持中立的立场。

三是分析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小巴黎人报》在分析中国的抗战时，看到了中国具有“地利”

优势：“日本人的想法是从云南进入重庆。后一个省是中国最偏僻的省之一，它的地形条件非

常困难，这使得中国的防御成为可能”d；而在《如果苏联或中国屈服，我们就无法打败轴心国》e

a任希之．法国今日的报纸［J］．新闻学季刊，1941（1）：89．

bC’est au début d’avril dernier que l’offensive japonaise a pris corps en Chine．Les opérations se sont e développées tantn  au nord 

qu’au sud de ce pays．L’attaché militaire nippon en France Expose les résultats de la campagne de Chine［N］．Le Petit Parisien，

1943-02-27（2）．

cInoessant des hommes de Staline entre Moscou et la petite ville de Yenan，en Chine du Nord，ou lepartisan chinois a établl son 

quartier genéral．En Chine，une lutte d’influence est entamée entre TchangKaï Chek et les communistes［N］．Le Petit Parisien，

1944-03-29（1）．

dL’idée des Japonais est d’arriver à Tchoung-King en venant du Yunnan．Cette dernière province estune des plus sauvages de la 

Chine，Son terrain présente de grosses difficultés，ce qui permet áux Chinois une defensive．La Chine de Tchang Kaï Chek est devenue 

maintenant le principal objectif des Nippons［N］．Le Petit Parisien，1942-05-26（1）．

eSi l’U．R．S．S．ou la Chine capitulent nous ne pourront vaincre l’Axe［N］．Le Petit Parisien，1942-02-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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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报道了美国共和党代表汉密尔顿·里什（Hamilton Rish）在众议院向中国提供 5 亿美

元贷款时的讲话，高度评价了中国在二战期间为击败轴心国所做出的贡献。

总体来说，二战期间，《小巴黎人报》在报道中国时立场比较客观公正。这与它在二

战之前的倾向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的《小巴黎人报》对中国充满偏见，“现在法国人之观

察远东的政局，差不多专靠他们笔锋底下的事实。东方老大的中国，充满了土匪、难民，

与自私自利的军阀，值得一帮帝国主义者来代管一下。”a 限于自身处境，《小巴黎人报》

在二战初期报道中日战争时，它还是重日本轻中国。而在战争后期，该报通过刊载分析中

国时局的文章和他国政要的发言，逐渐显现了对中国关注和敬意。二战共同的遭遇以及中

国不屈的抗战，使《小巴黎人报》对中国的认知发生巨大变化，开始由偏见自私的立场转

变为认可欣赏。

由上文可以看出，抗战时期中国报刊对法国的报道从未中断。《时事月报》《时与潮》和

《东方杂志》这三大刊物几乎是每出版一期，就必定刊登有关法国的文章，并且在分析欧洲时

局时，法国经常是重点。而法国的《人道报》《小巴黎人报》有关中国的报道期数，大约占全

年总期数的 30%，大约每三天就有一篇；《法兰西行动报》则更为突出，有关中国报道的期数

占据 50%，几乎每两天就有一篇。显而易见，中法两国在战时十分关注彼此的局势。究其原因，

一是中法分别作为东西方的传统大国，国际影响力较大，又都是抗击轴心国的主要力量，在反

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中法两国相似的历史处境，使得两国高度关注对方的所作

所为，并以对方为镜像，寻求打破自身困境的出路。

而且，从双方报道的新闻措辞来看，两国媒体表现了彼此的同情之理解。从出现的高频词

可以看出，中国的三家报纸都对法国因分裂、失败导致的沦陷表示同情，同时欣赏其追求自由

的抵抗，并期待法国早日光复，视其为患难之交。同样，三家法国报纸也同情中国的苦难，赞

许中国人民为寻求解放的英勇抵抗，并积极评价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两国如兄如弟，

如切如磋。无论是法国《人道报》的《英勇的中国抵抗日本》一文，还是中国《时事月报》的《法

国还有力量》一文，既体现了两国媒体相互示好，又为对方打气鼓劲。

中法两国对彼此的报道，由于共同的利益诉求，逐渐展示了一种“共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对法西斯敌人的憎恨。中国人民所抗击的日本法西斯，法国人民所抵抗的德国法西斯，既

是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也是世界的敌人。只有打倒共同的敌人，两国才会得以解放，世界才

能重新拥有和平安宁。二是对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和人民所抱有的同情。中法两国都遭受法西

斯的侵略，时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两国人民都对彼此的遭遇深表同情，并希望对方早日击败

侵略者。三是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充满希望。两国通过报刊报道中法军队取得的胜利，使彼

a镜渌．巴黎的新闻报纸（法国通讯）［J］．生活（上海 1925A），1933，8（3）：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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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深受鼓励，不仅意味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更加巩固，而且离最终的胜利又前进了一步。总之，

二战时期的中法两国惺惺相惜、互相鼓励，这是中法两国“共识”形成的基础，而这个“共识”

的形成，又得益于中法两国报刊彼此的镜像报道。

三、“共识”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在《共识与大众传播》一文中，沃斯一再强调，唯一能够消除原子弹威胁的，就是在世界

范围内达成共识——和平利用原子能。因为“原子弹不会屈服于消除其潜在破坏力的物理防御

或反武器，我们唯一的防御手段是社会——建立世界共识”a 而建立世界共识，就是要使世界

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以满足人类自由、秩序与和平的需要。在战争期间，“共识”可以避

免原子弹带来人类同归于尽的危险，也可以凝聚中法两国人民的意志，打败共同的敌人。同样，

在和平时期，世界共识的建立也有助于人们加强合作，减少冲突，携手解决全球性危机等问题。

（一）“共识”理论与国家形象的传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和法国由于相同的命运和相近的立场，以致同声相和、同气

相求。从中法报刊媒体关于对方的镜像报道中，可以管窥两国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共识”

状态。在沃斯看来，共识是一种“观念现象”，达成共识的意味着共同观念形成的过程。同样，

国家形象的传播属于不同文化（文明）的交流，实现交流的客观性与相互理解的前提是——双

方对交流内容应该有一个较为客观的共识，即承认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如何公正、客观地介绍

他国，以及如何在世界格局中确定他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共识”理论为这种尝试提供了更

多的思想认同和话语保障。共识则通，歧见生异，误解则一片幻象。中法两国的镜像报道，为“共

识”理论如何解决大众传播中他国形象的传播问题，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注解。

一般说来，“国家形象”既包括本国如何构建并塑造的“自我形象”，也包括其他国家如

何看待本国，以他者为本位的“他我形象”，即他国媒介、民众对某国的总体印象。由于不同

文化的差异，特别是核心价值观的区别，会直接影响不同文化环境下大众及媒体对同一事件、

同一过程完全不同的理解。观念是建构主义国家形象观的核心要素。国家形象作为不同认识主

体的观念，其形成也是观念的调整和分配，最后形成共识的结果。因此，“自我”与“他我”

形象不可能完全一致，甚至常常会出现错位、反差。“共识”理论作为一种“观念现象”，“既

提供了解决社会学核心问题的方法，又提供了解决当代世界问题的方法”b。它一方面弥合不同

文化之间交流的鸿沟，消除不同文化主体之间误会、曲解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从人类共同属性、

aWIRTH．Consensus and Mass Communication［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48（13）：14．

bWIRTH．Consensus and Mass Communication［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4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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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追求的价值体系角度，考察此国的“自我形象”与彼国的“他我形象”各自构建了一个“什

么样的世界”。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观念

当今，中国在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时，审时度势，从世界大局出发，提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a，希望世界各国求同存异，和平

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世界观，平等对待不同民族文化的“多

样性和平行性问题”，给世界秩序引入新的秩序。“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

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这种主张“包容的”“和

而不同”的世界主义，超越了旧世界秩序局限于民族范式的“小我”利益观，真正实现了“以

天下观天下”的人类价值观。它是中国对现行世界秩序的概括性表达，作为中国奉献给人类的

世界秩序理念范式，为解决国际社会的终极问题提出了“中国方案”。

在这个“中国方案”中，同样也非常强调达成“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嘴

皮功夫”，而是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共同为世界的美好发展而努力。有合作就必须加强交流，

正如习近平指出，“各国应该加强沟通交流，完善网络空间对话协商机制，研究制定全球互联

网治理规则，使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b

只有不断加强各国之间的沟通交流，完善国际对话协商的机制，才能保证各国能够在不断地协商、

谈论和辩驳中达成“共识”，才能促进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

历史证明，为了更好地协作发展，世界各国曾就一系列涉及彼此根本利益的事项达成共识。

为了避免核武器带给人类毁灭性的打击，世界各国就核武器达成“共识”——签署《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共有 180 多个国家参与协定，这些缔约国可视为“不扩散核武器共同体”；随着

全球气温上升，地球生态环境恶化，各国也积极商议全球的人环境保护问题，召开哥本哈根世

界气候大会，签署《巴黎协定》，都是为了应对全球气候恶化，并试图构建“全球气候保护共

同体”。2020 年 5 月，在中国防控新冠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性成果”之后，为推进全球抗疫合

作，习近平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发表《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致辞，

呼吁各国携起手来，守望相助，风雨同舟，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总体而言，“共识”观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要的价值取向，成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思想精髓。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是“共识”观念的延伸、发展，是关于“共识”

观念的具体实践。如果说“共识”观念表达了大家“如何想”，世界应该形成某一共同精神；

a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7-01-20（2）．

b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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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展示了大家该“如何做”，即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美好愿景

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分别是和平与发展，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希望

人类能够建立一个互利互助、合作共赢的世界，它强调的不仅是在这一前提下形成世界“共识”，

而是更注重在“共识”基础上为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奋斗。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国家形象传播

最后，“共识”理论所强调的共同经验和大众传播媒介，同样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

的借鉴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套系统的有关世界各国和各文明如何在尊重多样性和差

异性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共赢形成命运攸关、利益相连、相互依存的国家集合体的理论。“这

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

共同体。”a 它为我们探索中西文明如何交流互鉴，如何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是竞争

还是合作，是互通还是排斥，提供一条具体可行的实践路径。作为镜鉴西方媒体建构中国形象

立场的价值理念，它可以辨识历史中西方文化交流如何求同别异。

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组成部分，是与

世界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发展相关的一种具体表现。只有将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置入世界

历史发展的格局之中，通过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与对话，才能寻求不同文化中的“共通价值”，

并培养“共同命运”感。为实现这一宗旨，大众传播在媒介领域完成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传播构型。“共识”体现了国家形象的观念形态——“如何想”，“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示

了国家形象的实践方式——“如何做”，大众媒体则表达了国家形象的“传播构型”——“如

何传”，即一个国家秉持何种世界观，以及在观念指导之下所进行的国家形象的生产与传播。

就本文研究而言，通过中法两国报刊媒体的镜像报道，把大众传播中的中法关系与世界秩

序纳入形成“共识”的领域来，不仅可以了解当时法国媒体塑造中国形象的话语机制，而且还

有助于比较同时期中国自我设定的形象，从而掌握“他我形象”形成的异同和动因，以及意在

建立的国际秩序关系。在中西交流的历史中，西方媒体在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各个时间节点呈

现出累积效应，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形象类型”和“传播构型”（Configuration）方式。本

文就是通过观察特定时期的中法镜像传播，辨析不同国家媒体所代表话语体系的同一性和差异

性，从而透视形式背后深层的“观念形态”。

最后，本文认为，国家形象产生的决定因素不仅来源于自己，而且也取决于他国媒体“如何传”

的方式及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不同文明（文化）之间实现平等交流、有效传播和

互为镜鉴，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中国道路。

a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N］．人民日报，2013-03-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