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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形象宣传片作为建构国家形象的有力工具，能够在传播真实、全面、立

体的中国形象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在外宣工作中愈发受到重视。如

何借助国家形象宣传片在国际舞台上塑造并传播良好的国家形象，提升国际话语

权变得日益紧迫。基于此，本研究以历时性的研究视角，将迄今为止我国的国家

形象宣传片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文献研究法作

为主要的研究方法，运用叙事学、跨文化传播学等相关理论，研究我国国家形象

宣传片在建构和塑造国家形象上所使用的叙事策略，分析其所塑造的中国形象。 

本研究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通过文献检索和资料整理，对国家形

象、国家形象宣传片以及叙事学理论进行了综述，并将我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发展

历程分为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深化阶段。第二部分对起步阶段的国家形象宣传

片进行研究，运用叙事学理论分析其叙事策略以及塑造的国家形象，并探讨其不

足之处。第三部分着眼于发展阶段的国家形象宣传片，研究其叙事策略，总结该

阶段所建构的中国形象并分析其困境。第四部分对深化阶段的国家形象宣传片进

行研究，对其所运用的叙事策略进行分析，探究其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并总结归纳

出其目前所处的困境。最后一部分对我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发展历程中发生的转变

进行阐述，探究成因并提出今后我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创作及传播的策略及建议。 

本研究发现了三个转变：首先，我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中国形象的塑造上从

单一、片面的形象日渐转向了多元、全面、立体的形象。其次，纵观我国国家形

象宣传片的整个发展历程，在国家形象塑造的意识层面上，从最初对于国家形象

塑造的一种模糊的无意识状态，再到今天完全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积极主动的塑

造意识。在叙事策略上，也呈现出了一种手段从单一向多元的转变。本研究旨在

为我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建构和传播良好的中国形象提供借鉴性建议，以便今后更

好、更科学、更精准地使用叙事技巧来组织话语，塑造与建构积极正面的中国形

象，实现中国话语的跨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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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世界各国间的合作变得日益频繁，交流与联系也愈发

紧密。大国之间的争霸早已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硬实

力的较量，如今则更多地综合了以国家形象的塑造能力、本国文化的输出能力等

方面的“软实力”的竞争。近年来，一国所具备的软实力也愈加成为衡量国家整

体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国家形象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标识系统，不仅是国家

展示自身形象的重要途径，也是评判与衡量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和核心内容，

同时也是国家整体综合实力的象征。因此，国家形象直接关系到一国的国际地位。

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有助于提升国家的影响力，促进各国间的合作与交流，使其

在国际事务中更容易获得支持与帮助；而消极负面的国家形象则会影响一国在国

际社会上的声誉与地位，成为国家进步与发展的阻碍。国家形象的重要性由此可

见。 

时代不断进步、发展，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不断地以更加强大的

形象与姿态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去，在国际社会上日益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与义务，

因此塑造正面积极的中国形象变得日益重要。国家形象宣传片作为外宣工作中宣

传与传播中国形象的重要工具，能够有效地向全世界传达中国国家形象，是新时

代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有力武器。基于此背景，如何借

助国家形象宣传片去塑造出一个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形象变得日益紧迫。因

此本研究着眼于我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对我国国家形象的呈现与建构，试图以一种

历时性的视角去梳理我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建构国家形象的阶段性特征，分析其叙

事策略，为今后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的创作及中国形象的建构与传播提供可借鉴

的策略与方法。 

（二）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中不少研究都以多模态隐

喻与转喻理论和视觉语法框架为基础来研究国家形象宣传片对国家形象的建构

与呈现。而本研究试图以一种历时性的视角，运用叙事学理论、跨文化传播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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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系统性理论对我国历年来的国家形象宣传片进行研究，试图去研究我国国

家形象宣传片的叙事策略，探究不同阶段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如何通过叙事理论来

建构国家形象，挖掘其塑造中国形象的阶段性特征，以期拓宽国家形象宣传片对

于国家形象呈现与建构领域的研究视角。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研究我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对于国家形象的建构具有较强

的现实针对性，能够为我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提供实操性较强的建议与参考，

有利于更加科学、精准地使用叙事技巧来组织话语，更好地实现积极正面的中国

形象的塑造与建构，实现中国话语的跨文化传播。 

二、研究现状 

（一）国家形象 

所谓国家形象，是指一国的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体形象和

综合实力的认知和判断，其中涵盖的领域可涉及到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

技、外交、历史等多个方面。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展示自身形象和实力的重要途

径与手段，直接影响到国家利益的实现。目前，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已经成为传播

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多个学科交叉研究的重要课题，其重要程度由此可见

一斑。 

国家形象的研究始于西方学界。西方政治学家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Ewart Boulding）最早提出“国家形象”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国家形象就是

一个国家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是这两种认知

的一种结合，是一个系列信息输入与输出产生的结果”，分别受到“国家的地理

空间”、“国家间的敌意或友好（国家间关系的稳定或安全）”、“国家实力”三个

方面的影响。①根据该定义可知，国家形象是国家与国家间社会交往和互动的产

物，是在一系列信息的输入与输出过程中产生的，是一国对自我的认知和态度与

国际社会的各个独立行为体对其的认知经过博弈之后产生的最终结果。② 

中国学术界对于国家形象的研究起步则较晚，最早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

1999 年首次把建构国家形象纳入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部署之中。自此，国家形

象的研究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截至

2022 年 12 月，在知网中将“国家形象”作为主要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可检索到

 
① Boulding K E . 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59,3(2):120-131. 
② 覃亚林.当代美国涉华纪录片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变迁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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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形象的中文期刊论文数量高达 1.23 万篇，现有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

但大都主要集中在国家形象的内涵、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以及媒体与国家形象

的关系研究等领域和视角。 

首先，在国家形象的内涵和定义界定方面的研究中，学界对于国家形象的定

义较为丰富，展开的讨论也较多。管文虎在其所主编的《国家形象论》中首次对

“国家形象”给出较为明确定义。他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

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

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

的体现。”①此外，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孙有中教授则认为：“国家形象是一国内部

公众和外部公众对该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地理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

可分为国内形象与国际形象，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国家形象在根本上取

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但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家的实际状况，它在某种程度上

是可以被塑造的。”②可见，国家形象的内涵与界定一直是学界广泛讨论的重要话

题，各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国家形象也基于众多不同的角度和视角，给予了国家形

象以不同的定义和内涵。 

其次，众多相关文献和研究则着眼于国家形象的塑造、建构和传播。从国家

形象塑造的传播媒介角度出发，强调大众传媒的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国家形

象传播不能依赖单一媒体，必须全方位的制定和执行整合传播策略。综合利用报

刊、广播、电影、网络及新兴媒体，多重覆盖。”③从国家形象塑造的主体出发，

有学者认为要发挥政府、企业、人民主体等多个角色的能动作用，强调：“国家

形象是一项由上到下的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参与，主体不但包括政府还应包括

企业和全体国民。”④ 

最后，还有部分文献将视角放在了国家形象与媒体的关系以及在媒体上的呈

现。媒体在塑造国家形象上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且包含着强烈的政治倾向与偏

见。郭小平在 2010 年时，研究西方媒体对中国环境形象的建构时就发现，西方

媒体通过新闻报道的强化与弱化、话语置换与议题转移等叙事策略，建构了中国

的负面国家形象。⑤ 

 
① 管文虎.国家形象论[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23. 
② 孙有中.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J].国际论坛,2002(03):14-21. 
③ 张昆,刘旭彬.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思考[J].理论月刊,2008(09):95-99. 
④ 韩源.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家形象战略框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01):99-104. 
⑤ 郭小平.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环境形象建构——以《纽约时报》“气候变化”风险报道(2000-2009)为例[J].新

闻与传播研究,2010,18(04):18-3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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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国家形象在学界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国

际形势，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摆脱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与偏见，充

分地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迫在眉睫。本研究试图以一种历

时性的视角，基于叙事学理论去研究国家形象宣传片如何建构正面、良好的国家

形象，试图为今后国家形象的构建以及国家形象宣传片的制作与宣发提供可行的

建议与策略。 

（二）国家形象宣传片 

国家形象宣传片是一国为宣传本国真实状况、建立良好国家形象、提高中国

国际地位而使用的重要手段。在如今视觉文化大行其道、视频传播为主的图像时

代，国家形象宣传片愈发成为了一种直观的、强有力的宣传手段和工具，它对特

定的观众进行传播，让受众接受宣传内容，并且对宣传对象产生正面积极的印象。 

通过学界对于国家形象宣传片的研究与分析界定，我们可知，国家形象宣传

片的内涵都包括如下几个特点：首先，国家形象宣传片以各国政府为主导；其次，

国家形象宣传片的主要传播对象是各国公众；第三，国家形象宣传片的题材大都

是本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关的内容；第四，借助特定的媒介平台，

运用特定的视听语言展现本国形象符号。①2014 年学者侯洪对国家形象宣传片进

行界定：“国家形象宣传片是以代表主权国家的政府为主导，通过组织、调动社

会各种力量，借助现代视听技术，以影视媒介及新媒体为载体，运用剪辑和音效

等多种表现手段，从本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与人文等多方面提炼

素材，展现其国家和民族特点，传播民族文化，树立国家形象的艺术样态。”② 

根据对已有的文献进行检索与整理，截至目前，学界对于国家形象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中国早先发布的两部形象宣传片进行的分析研究以及提出建议与策

略。如 2012 年，张颖以商务部推出的《中国制造》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推出的

《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为个案进行详细分析，研究其传播特点、传播效果，

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反思。这些文章大部分基于符号学、传播学和广告学的视角

进行研究，对其制作和传播的特征以及传播过程中存在问题与不足进行了探讨，

进而针对问题提出若干传播策略与可行建议。③ 

 
① 薛玉洁.影像中的国家形象建构—国家形象宣传片研究[D].山西大学,2015. 
② 侯洪.国家形象宣传片的界说、发展策略及国际传播[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1):95-100. 
③ 张颖.论国家形象宣传片的创作与传播[D].苏州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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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比较研究。包括对我国与他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的对比研究。如有研究

通过运用横向的共时性和纵向的历时性的对比分析方法，主要将中国与越南从走

进国家公关时代起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在制作方面进行比较，得出两国在视觉表达

和制作上的优缺点。① 

最后是个案分析与研究，包括对别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的分析。有相关研究基

于多模态隐喻理论对俄罗斯国家形象宣传片中多个模态如何建构俄罗斯国家形

象进行了系统研究，为我国如何在国际上建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提供了借鉴。② 

（三）叙事学理论 

所谓叙事，顾名思义即叙述事情，是对故事或事件的描述。叙事在文学领域

是极为重要的概念，叙事是文学作品中常用的手段和方式。“叙事”的研究最早

可追溯到两千五百多年前。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三卷中提出了“纯叙事”和“模

仿”两个概念。但叙事学正式被命名则要从茨维坦・托多洛夫的作品《<十日谈>

语法》一书中说起，他在书中讲到：“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

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述学，即关于叙述作品的科学。”叙事学是受结构主义

影响所产生的研究叙事的理论。叙事学的研究一般可分为两个阶段，经典叙事学

阶段和后经典叙事学阶段。③前一阶段主要针对小说等文本的研究，其中包含了

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范式为基础的叙事研究，是对叙事作品的结构关系、

构成成分展开研究；后一阶段叙事学将注意力转向跨学科的研究，关注作者、文

本、读者和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④因此，叙事学发展到后经典叙事阶段后开始

逐步呈现出了多样化的态势：与艺术、电影、女性主义等多个领域融合，逐渐形

成了电影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社会叙事学等多个分支，自此后经典叙事学

蓬勃发展起来，如今学界对于叙事学的研究也大都集中在后经典叙事学阶段，学

术成果也较为丰富多样。 

而影视叙事学作为叙事学的重要分支之一，也受到越来越多学界学者的关注

与研究。如学者宋家玲就在其著作《影视叙事学》中详细地比较了电视叙事与电

影叙事的特性与叙事规律，构建了影视叙事学的框架。此外，学者尹兴也曾著《影

视叙事学研究》，分析了影视叙事中的空间、时间、情节和结构模式，为影视叙

 
① 阮锦诗.中越国家形象宣传片对比分析[D].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7. 
②  管少阳.俄罗斯国家形象的多模态概念隐喻塑造——以《俄罗斯国家形象宣传片》为例[J].东北亚外语研

究,2018,6(03):16-20. 
③ 宋家玲.影视叙事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9-11. 
④ 申丹.叙事学[J].外国文学,2003(03):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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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学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本研究将从叙事主题、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语言四个角度对历年的中

国国家形象宣传片进行研究。 

叙事的主题是叙事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讲什么样的故事”成为一

部优秀作品的“灵魂”。 

叙事结构实质上就是叙事文本的内部规律，通过研究构成作品的各个要素之

间的关系，分析创作者如何安排和设置各个要素，如何通过叙事技巧讲述故事，

从而最终挖掘出作品整体的叙事框架。叙事结构多种多样，根据学者李显杰的分

类，他认为电影叙事结构大致有五种：因果线性结构、回环式套层结构、缀合式

团块结构、交织对比结构和梦幻式复调结构。①而学者李劲松在谈到电视纪录片

的叙事结构时，提出了自己的分类，他将电视纪录片的叙事结构分为以下几类：

阶梯递进式、中心串联式、板块式、漫谈式、绘圆式和套层式结构。②也有的叙

事结构依据实践、因果或并列等线性结构将素材安排和整合在一起，大体上分为

时间顺序结构、空间顺序结构、因果关系结构、交织对比结构等。 

叙事视角即作品的叙述角度。在叙事学中，托多洛夫对叙事视角的三分法流

传最为广泛。他将叙事视角分为三类：全知视角、内视角和外视角。全知视角，

即叙述者>人物，在这种视角下，叙述者比其中的人物所知的信息更多。内视角，

即叙述者=人物，叙述者和人物知道的信息量同样多。外视角是指叙述者<人物，

即叙述者比任何一个其中的人物所知的信息都要少。而热奈特则用聚焦一词代替

视角，将叙事分为三类：零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和外聚焦叙事。③ 

声音和画面是叙事语言中最基础的手段，也是影视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

时二者也承担着作品叙事和表意的功能。 

三、研究对象 

国家形象宣传片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影

像视听符号与文字符号相比更加具备跨文化的传播性质，视觉文化的特性决定了

国家形象宣传片可以更加直观地传播和塑造国家形象，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

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① 李显杰.电影叙事学：理论与实例[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② 李劲松.谈电视纪录片的叙事结构[J].现代视听,2007(06):22-24. 
③ 黄昌林.电视叙事学[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31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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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段划分及划分依据 

根据侯洪教授对国家形象宣传片的定义与分类，可将国家形象宣传片以广义

和狭义相区分。从公共关系学的角度出发，就其属性、表现形态和传播功能性而

言，纪录片、专题片和 MTV 也可划入广义的国家形象宣传片范畴，因为其既遵

循真实性原则和艺术想象，又体现出宣传的功能性和公关的效果与作用。而狭义

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就其表现形态和传播功能而言，是 “一种介于电视广告和电

视专题片之间的电视作品样式”，长度一般为 30 秒 ～10 分钟左右。①根据清华

大学周庆安教授的分类，从表现形态来看国家形象宣传片可分为三种。一种是主

题导向型，主要是针对某一问题，属于固定时间有针对性的投放；一种是旅游推

介型；第三种是全景综述型，集中描述一个国家的风土人情文化历史、政治经济

模式，往往在大型国际活动、国际会议或者论坛中投放。②因此，本研究在对我

国国家形象宣传片进行梳理和阶段划分时，采用了狭义的国家形象宣传片的定义

与内涵。 

经过上文对国家形象宣传片历时性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相对完整的文献整理

和资料检索后，基于其所使用的叙事策略、塑造的中国形象的不同，本研究将我

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的发展阶段归纳为以下三大阶段： 

起步阶段：该阶段起始时间为 2001 年至 2009 年。这一时期，我国分别在

2001 年和 2009 年先后推出两部主题导向型宣传片。2001 年我国为申办 2008 年

夏季奥运会，奥组委邀请导演张艺谋担任申奥宣传片的总导演，推出了《新北京，

新奥运》。该片目的性较强，是为申办奥运会而专门推出，也是我国第一次以宣

传片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新气象。2009 年，我国商务部又推出一则时长 30 秒，

名为《中国制造》的全球广告片以展示“制造大国”的形象，以此来展现中国制

造的软实力。这一时期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在叙事主题上导向性较强，分别以“奥

运”和“中国制造”作为中心主题贯穿全片，着重塑造与呈现的也仅仅只是一个

侧面且单薄的形象。叙事结构上以板块式为主，通过板块的结构来安排叙事内容；

叙事视角上将全知视角作为主要的视角，并没有与其他视角进行结合；叙事语言

的运用上也较为保守，较多的限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多运用航拍与特写镜头。

整体而言，本阶段已开始出现了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宣传意识，但在叙事策略的安

排与运用上局限于导向性主题、板块式结构、全知视角以及传统的叙事语言，传

 
① 侯洪.国家形象宣传片的界说、发展策略及国际传播[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1):95-100. 
② 周庆安.国家形象宣传片的历史规律与现实挑战[J].对外传播,2011(03):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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