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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不了

解中国共产党难以读懂中国。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是当前中国公共外交传播

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讲什么”与“怎样讲”是其中的核心要义。“中共党员是什

么样的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问题是外

国公众长期关心的重要议题。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之际，应抓住时
机，主动设置议题，积极回应海外公众关切。在公共外交与全球话语格局发生

重大变革的背景下，应积极探索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新路径、新方略；应充分

发挥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技术优势，强力构建全社会、多主体、多层次讲好中国共

产党故事的公共外交叙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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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遭遇世纪疫

情，使国际局势和对外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消

除他国的偏见与误解、赢得他国的理解与认同，

成为当前中国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任务。长期

以来，由于全球话语权和叙事体系一直被西方

媒体操控和主导，中国面临着“有理说不出、说

了传不开”的话语传播困境。面对世界新形势

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

事体系［１］。外交叙事是在外交语境下采取故事

化、情节性的话语方式，旨在获得国际受众的情

感共鸣和心理认同的一门科学。中国共产党故

事是中国故事的核心内容［２］，要讲好中国故事，

首先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二者都与公共

外交传播工作密切相关。构建新型公共外交叙

事模式，可为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故事

提供学理支撑。

　　一、疫情背景下全球公共外交叙事

模式的新动向新态势

　　经济全球化和以互联网新媒体为代表的信

息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公共外交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两个体系

不再处于长期相对割裂的状态。事实上，现代

公共外交理念已逐渐从对外宣传走向国际传

播，国际传播已然成为公共外交的核心载体［３］。

依靠大众传播的公共外交叙事，以国外公众为

传播对象，以影响国际舆论、塑造本国形象为传

播目的，其发展态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全民广泛参与，非政府行为主体成为公

共外交的生力军

传统的公共外交以单向宣传式的说服为目

标，主要以国家和政府为中心，而当前的公共外

交则是一种以社会为中心的新公共外交。新公

共外交以文化交流活动为主要载体，旨在培育

他国公众对本国的良好认知［４］。从行为主体上

看，网络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使得信息传播和

接收的门槛不断降低，公民个体作为外交传播

者的主体性进一步增强，可以说人人都能成为

信息的传播者［５］。社会团体、意见领袖、普通网

民等非政府行为主体一跃成为公共外交的生力

军，他们在一些敏感的国际问题上勇于发表意

见、传递普通民众的声音，成为国家主体外交的

“风向标”。在中国故事对外传播中，长期生活

在中国的外国网红们同样充当着关键意见领袖

的角色。以色列短视频博主高佑思亲自前往新

疆游历，通过网络短视频，以在华外国人的视角

向全世界介绍新疆人民生活的真实情况，以此

戳破西方媒体编造新疆存在“强制劳动”的

谎言。

２．公共外交数字化和融媒化，网络空间成

为重要舆论阵地

公共外交行为主体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公

共外交形式的多样性［６］。人工智能、大数据分

析、５Ｇ、智能推荐算法、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

的运用与普及，使得公共外交愈加数字化、融媒

体化，网络空间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舆论阵地

和竞技领域。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统

计数据显示，截止到２０２０年１２月，中国网民规

模达到了９．８９亿，互联网普及率达７０．４％［７］。

在万物互联的时代，互联网新媒体在中国故事

的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桥梁和媒介角色，赋予

了广大网民参与公共外交事务的广泛发言权。

在２０２０年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数字化公

共外交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优势。中国社交媒体

组织“全球疫情会诊室”的线上直播活动，进行

国际援助、传授抗疫经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全

球对中国的舆论偏见，有效地塑造了中国良好

的国家形象［８］。此外，中日韩三国民众守望相

助，携手抗击疫情，所谱写的“山川异域，风月

同天”“道不远人，人无异国”的外交叙事也在

国内外网络上广为流传，获得了海外民众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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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认同。

３．以公众需求为导向，传播对象更加精细化

与政府间外交相比，公共外交是一种以公

众需求为导向的外交形态［９］。公共外交的传播

对象是海外公众，主要目的是影响公众的认知

和行为，进而为外交政策的实施创造良好的国

际舆论环境。因此，为了实现公共外交效果的

最大化，必须对外国公众进行有意义的精细划

分，从“以我为主”式的“自说自话”转向以外国

公众的信息需求为导向，开展有针对性的公共

外交。一个国家的公众舆论主体主要分为普通

公众、专注公众、舆论精英和舆论领袖［１０］。不

同的社会公众主体关注的国际问题以及关注程

度不同，在公共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

精准化对外传播必须明确传播对象，聚焦国外

舆论精英和舆论领袖对中国存在的信息偏差与

信息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回应和解释，以实现

公共外交传播效果的最优化和最大化。就欧美

国家的舆论精英阶层不断污名化中国抗疫的事

件，对外传播应有针对性地解释和说明中国的

防疫政策和抗疫成果，以减少信息偏差所造成

的舆论偏见［１１］。

４．文化在公共外交叙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

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也进入了空前繁

荣的时代，文化元素在外交事务中的作用愈加

突出。除文化交往本身外，文化元素及其影响

还内嵌在政治、经济合作与民间交往方面。与

政治、经济外交相比，文化外交具有柔和性与和

平性，能够淡化政治色彩，缩小社会制度和意识

形态差异的裂痕，从文化亲近最终走向政治亲

近和经济合作［１２］。正如赵启正所指出的，在美

国，公共外交做得最好的不是政府，而是好莱

坞，好莱坞将美国的声音传遍世界［１３］。好莱坞

电影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作为一种无意识的文

化形态，渗透着美国的文化内涵和意识形态。

中国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创作的《三体》三部曲

经过翻译顺利“出海”，作品中蕴含的中国特色

文化元素和思想精神深受海外读者喜爱。全国

人大外事委员会原主任委员傅莹也曾引用《三

体》里面的“黑暗森林”法则来回应朝核问题［１４］。

５．西方虚假信息泛滥成灾，肆意抹黑中国

共产党形象

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调整，西方媒体

借助“西强中弱”的国际传播秩序，站在世界舆

论的“制高点”，蓄意制造、散播误导国际受众

的外交谎言与虚假信息，企图对中国进行全方

位的舆论攻击。话语强势群体为煽动仇恨、制

造隔阂、转移责任，利用公众既有的信息偏见，

动用各种手段将之扩大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

状态，进而影响公众的认知和判断，这种污名化

行为往往具有严重的渗透性与破坏性［１５］。因

此尽管中国的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工作始终致

力于对外阐释中国方案、中国主张，但西方鼓吹

的“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新殖民主义”

仍甚嚣尘上，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中国共产党的

执政形象。围绕此次新冠疫情，西方大肆炮制

“中国病毒”“武汉病毒”“东亚病夫”“中国隐

瞒”等妖魔化、污名化中国的话语，试图将疫情

政治化，丑化中国抗疫形象，给公共外交传播提

出严峻挑战。

　　二、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叙事

内容

　　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故事，需要强

化受众意识，推进外交叙事模式的故事化、形象

化构建［１６］。公共外交传播发展的新动向新态

势也表明，以国际公众信息需求为导向的定制

化、故事化的传播内容具有更好的传播效果。

以西方受众理解和熟悉的叙述方式，讲述真实

生动、贴近个体的情感故事，可营造正面积极的

中国形象。塑造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的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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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涉及“讲什么”的问题。需要重点分析不

同国际受众的群体心理和文化特征，精心选择

国际受众好奇、存疑的议题，以答疑解惑的方式

有针对性地解答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问题。

１．讲好普通中共党员的故事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受众对中国共产党和

中共党员都存在着严重的误解与偏见。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之际，对外讲好普通中共

党员的故事、揭开中共党员的“神秘面纱”是公

共外交传播工作的重点之一。讲好中共党员的

故事，要善于利用以小见大的视角，选取大量有

代表性的党员事迹进行个体写实，让国外受众

切实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由众多普通个体汇聚

而成的旨在为人民服务的大国政党组织。身患

渐冻症仍坚守在抗疫一线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院长张定宇、托举起无数大山女孩求学梦的华

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以及许多长期坚

守在扶贫路上的基层党员干部，都是当代中共

党员的优秀代表，是讲好普通中共党员故事的

生动案例。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４日起，《人民日报》

（海外版）开设了《感人肺腑的中国故事》栏目，

选取报道了大量基层中共党员事迹，以生动故

事改善了国外民众眼中的中共党员形象。此

外，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党员也可以结合自

身经历，成为中国共产党故事的讲述者。学生

党员的叙事语言生动朴实、贴近生活，更具有感

染力，传播效果不容低估。同时，举办中外大学

生线上对话，可坦诚回应国外民众对中共党员

长期存在的质疑与误解。

２．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纵观中国共产

党的发展史，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新中国成

立、改革开放时期，一直到新时代这建党１００年

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与使命不断前

进［１７］。不少美国政客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

态偏见，肆意渲染和炒作各种反华议题，以“阴

谋论”“渗透论”等荒谬论调来诋毁中国共产党

的性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果。事实

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利益当作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新冠疫情肆虐之际，无数

冲在抗疫一线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粉碎这些妖

魔化论调的最有力自辩［１８］。讲好中国共产党

故事，必须讲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心连心、

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胜利８０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述的

长征途中女红军赠予湖南汝城县沙洲村村民徐

解秀半条被子的故事，生动讲述了中国共产党

与人民血脉相连、同甘共苦的初心与使命［１９］。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其背后所发生的诸多

真实而动人的故事是对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与

使命的最好诠释。

３．讲好中国共产党与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

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普遍渗透

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与实践中，“求同存

异”“合作共赢”“天下为公”等执政理念不仅与

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而且代表着国际社会

的共同愿望和精神追求，具有普适性的世界价

值［２０］。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必须向世界人民

阐释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和中国所秉持的平等、

合作、互惠、共赢等理念对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与

普遍意义。针对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提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实施“一带一

路”倡议，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执政党的

国际视野、时代担当与世界责任。讲好中国共

产党与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需要寻求两

·８５·



杨明星，等：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公共外交叙事模式

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延展中国与世界共通的

价值与利益诉求，以国际受众易于理解和接受

的叙述方式，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蕴含的世

界价值讲清楚、讲明白，进而获得世界人民对中

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执政形象的支持与认可。

　　三、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叙事

模式

　　当前，全球公共外交叙事在各个层面正经

历重大转变，国际传播的格局和理念也发生了

根本性变革，因此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公共

外交叙事模式同样需要与时俱进。

１．主动设置议题，强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

事的主体性与主导性

导向需求概念表明，每个人都有了解外部

世界的愿望，但外部世界的信息复杂而繁多，作

为个体难以判断自己应该关注什么、重视什么，

因此需要引导机制发挥作用［２１］。在开展公共

外交与对外传播中，中国共产党应增强在讲好

自身故事工作中的主体性与主导性，主动设置

议题，及时回应海外公众对中国政党制度与中

国共产党的好奇心与关注点，掌握国际舆论的

主导权与解释权，积极引导国际舆论走向。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是主动设置议

题、回应海外公众关切的最佳时机。公共外交

应围绕“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议题，

积极发挥自身的主导性和联动作用，组织社会

各界通过文化交流、公众对话、海外宣讲、视频

制作等传播手段，以及纪录片、影视剧、漫画、综

艺节目、电子画册等产品样态，多渠道向海外公

众普及中国共产党知识、介绍中国改革发展所

取得的最新成果。

２．注重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全球化、区域化、

分众化表达

讲述中国共产党故事时要用国际社会听得

懂的、喜闻乐见的、易于接受的方式介绍中国智

慧、中国方案，为不同语言、不同地区、不同群体

的国际受众定制、生产精准化的故事内容。在

中国共产党故事全球化表达过程中，翻译扮演

着重要的桥梁角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

重要党政文献，蕴含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精神实质与思想内涵，是外国读者走近中

国，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外交政策

的重要载体和窗口。目前中央文献的非通用语

版本的翻译、出版和发行往往滞后于中英文版

本，导致非英语国家的受众群体不能及时了解

中国最新的政治思想与发展成果。因此中国外

宣部门、外文出版机构应更加主动地与国外出

版社及海外营销渠道进行合作，加快推动中央

文献的多语种翻译和出版，及时满足海外非英

语国家读者了解中国的信息需求。

３．植根红色文化，以文传声，在中外人文交

流中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

在多元包容的全球文化迅猛发展的今天，

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需要植根红色文化的沃

土，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推动中国红色文化元素走向世界，增强外国公

众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了解和认同。中国共产

党百年发展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红色文化素材

与红色故事。应依托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

富有地方特色、兼具趣味性与纪念性的文创产

品，吸引海外年轻游客主动认识中国共产党的

独特优势。与此同时，还应不断丰富红色文化

产品样态，根据不同外国受众群体的习惯与特

征，将 ＶＲ／ＡＲ沉浸式体验、实景表演与红色文

化宣传进行融合，以打造可视化、立体化的创意

文化产品。此外，红色文化对外传播，还需要翻

译先行。各地红色纪念馆与革命遗址应加大外

文网站建设力度，提高外文导览和传播水平，推

进红色文旅服务的数字化与融媒体化，以更好

地服务于红色文化与红色故事的对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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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全社会共同参与，一致对外讲好中国共

产党故事

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需要共产党员、

政府官员、社会组织、民间团体、舆论精英、普通

公民等所有中国公民的共同参与，在全社会范

围内营造自上而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公共

外交氛围。在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过程中，

国家领导人直面国外公众，讲述十八大以来党

和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会取得理想的传播

效果。在故事内容上，不仅要讲述中国深化改

革所取得的成就，还应讲述发展过程中所面临

的挑战和困难；不仅要讲经济、文化方面所取得

的成绩，还应讲中国在实现现代化、强国梦过程

中所经历的曲折和艰辛。

与此同时，学术团体、民营企业乃至普通民

众都应主动参与到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故事的

讲述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民营企业从

“中国制造”逐渐走向“中国创造”，引领全球开

启５Ｇ时代；边远农村贫困户易地搬迁，脱离贫

困，实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双富裕等，这些都

是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十分鲜活的素材。

５．依托互联网和新媒体，传播好中国共产

党国际形象

塑造中国共产党良好的国际形象，还需要

依托网络技术对外传播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在

互联互通的数字化时代下，借助互联网和新媒

体的力量讲述和传播中国共产党故事，能够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通过新型国际社交媒体平

台与全世界年轻人进行对话交流，高效传播中

国特色发展理念。同时，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

应在国际社交媒体空间中打造以官方媒体为主

导、自媒体与商业媒体协同发力的多主体、多层

次的话语矩阵。精准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形

象，应以建党１００周年为契机，围绕国际社会关

注的重要议题，在优兔、脸书、照片墙等国际社

交媒体平台进行广泛传播。

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不仅要擅于利用

国际社交媒体，还要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创建

中国自己的传播平台。百度、阿里、腾讯中国三

大互联网公司（ＢＡＴ）以及以字节跳动为代表的

新兴互联网科技企业不断开拓全球市场，已拥

有广泛的国际用户，尤其是字节跳动旗下的

ＴｉｋＴｏｋ视频内容生产平台，备受西方年轻网民

群体的喜爱。在后疫情时代传播中国共产党国

际形象，应充分发掘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海外市

场与用户的潜能。

　　四、结语

　　在世界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的复

杂背景下，西方国家利用虚假信息与谎言，肆意

抹黑，贬损中国共产党形象。这给中国国际传

播工作带来严峻挑战。中国公共外交叙事体系

在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对象、传播内容和

传播媒介方面应与时俱进，进行战略调整。对

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需要聚焦国际受众好

奇、存疑的议题，集中讲好中国共产党普通党员

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讲好中

国共产党与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应提高

国际传播中的议题设置能力，增强讲好中国共

产党故事的主动性和主导性；构建多主体、多层

次、多角度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大外

宣”格局；依托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充分发挥

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技术优势，以国际化的表达

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共产党可信、可敬、

可爱的大国政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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