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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两国青年眼中的彼国形象

———基于民意调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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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青年眼中彼国形象的民意调查看，中俄两国青年互认程度较高，对两国关系现状比较认可，对
未来抱有良好预期；地缘位置、认识方法、情感、语言文化和美国等是影响中俄两国青年互识的五大因素；我国应通过加强自

我认知、加强对象国研究等有效措施，积极主动地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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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形象，既包括对一国政治、经济、文化、军
事、科技、历史等国家实力的综合评判（即国之形

象），也包括对其国人言行举止、精神风貌、生活方

式、价值取向等综合素养的整体认知（即民之形象），

既是他者的评判，也是自我的认知，四者交叉作用，

合而构成“国家形象”。近年来，各国政府及学者对

国家形象的研究热度有增无减，研究视角涵盖国际

关系学、大众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比较

文学等多个领域，研究方法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军

事等经验性的理论阐释，转向实证分析与理论阐释

相结合，研究者来自政府、民间组织、大学等科研机

构和学者等多个层面。相较于欧美国家，中俄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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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形象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研究态势日渐形成，

但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视角。据笔者不

完全统计，近年来两国关于对方国家形象的研究，著

作有 ЛукинА．В．“Медведьнаблюдаетзадраконом．
ОбразКитаявРоссиивＸＶＩＩ－ＸＸＩвеках”（М．：
АСТ；Восток－Запад，２００７），杨青《Ｇ２０国家形象
俄罗斯》（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５），薛冉冉《苏联解
体后俄罗斯小说中的苏联形象研究》（浙江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７），ЮйЦзе“ВосприятиеобразаРоссиивци
нскомКитаевＸＶＩＩ－ＸＩＸ вв．（К постановке
проблемы）”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заимное
восприятие прошлое， настоящее， будущее）．
ТезисыдокладовнаＸＶＩ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Китай，китайскаяцивилизацияи
мир．История，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перспективы”
（Москва，２５－２７октября２００６г．）等。以对方
国家为视角研究本国形象的有 ТихвинскийС．Л．
“ВосприятиеобразаРоссиивКитае（Введ．к
историч．обзору）”（Москва：Наука，２００８），
ГаленовичЮ．М．“ВзгляднаРоссиюизКитая．
Прошлое и настоящее России и на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 Китаем в трактовке китайских
ученых．”（М：Время，２０１０），孙芳、陈金鹏《俄罗
斯的中国形象》（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李玮《俄罗斯
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等。
学位论文有邱小红《论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中国在

俄罗斯的形象》（２０１３），郑明燕《俄罗斯新闻报道
视角下的中国形象———以俄罗斯＜消息报 ＞、＜共
青团真理报 ＞及 ＜商业咨询日报 ＞为例（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杨明明《沙俄时期俄罗斯的中国
形象》（２０１５），杜莎《俄罗斯纸媒报道中的中国形
象变化研究———以 ＜论据与事实 ＞周报为例
（１９９１—２０１４）》（２０１６）等。对 比 研 究 有 Т．
Алагуева，К．Васильева，А．Островский“Образ
россиянвглазахкитайцевиобразкитайцевв
глазахроссиян насопредельн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４，２００７：１２６－
１３４．），ВладимироваД．А．“Проблемыэтнокульт
урн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взаимовосприятия
китайцев и русских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м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и Северо －ВостокеКитая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ＸＩＸ －началоＸＸＩв．）”（Канд．дис．
Владивосток，２００３），李随安《中国和俄罗斯：国家

形象之比较》（西伯利亚研究，２００７（４））等。
本文运用中国和俄罗斯针对两国国家形象所

进行的民意调查之结果，结合笔者在２００８年时针
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年轻居民（被调查者年龄在

１９—２５岁之间的占７３．５％，１８岁以下占 ２１９％）
眼中的中国形象所作的问卷调查，就中俄两国国家

形象的互识问题，特别是两国青年的互识问题展开

探讨，以期在数据分析中总结两国在对方国之国家

形象的特点和影响因素，在互识比较中提出改善中

国国家形象、推进两国关系的合理化建议。

　　一　中俄两国青年眼中的对方国形象

当人们在谈及某人、物、事的“形象”一词时，常

常是先将其存在于脑海中的印迹或片段进行搜寻、

整理，然后进行表述，那些与之相关的记忆被称之

为“印象”，表述后的结果则称为“形象”；因此可以

说，“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抽象的“印象”所

进行的具体而真实的表述。时间、情境和表述者不

同，“印象”和“形象”也就不同。时至今日，我们无

法直接询问中俄两国公民对彼此的印象，但我们或

许可以从史料文献所记之两国的称呼而窥其一斑。

在早期的中俄两国交往中，俄罗斯或俄罗斯人

在中国有“罗刹”“罗斯”“鄂罗斯”等官方称呼，更

有“老羌”“老毛子”等民间称呼，这些称呼既有中

国因对俄罗斯的不熟悉而进行的模糊音译，也有对

沙俄侵扰中国领土的恶魔行径的最直接表述；而俄

国则是将中国或中国人称为“Богдойскоецарство”
“Кита” “Кара －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манжуры”“китаёзы”“манзи”“Хинова”等。至
２０世纪中叶，因国际形势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友好
时期的中苏两国带着“同志加兄弟”般的情感称呼

对方，而敌对时期则是将对方称为“修正主义”的代

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随着中俄两国交往的加
深和意识形态因素的逐渐弱化，彼此的称呼也褪去

了情感色彩，我们也有机会和可能从各种民意调查

的数据和相关研究中，探究两国的互识问题，这也

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对国家的整体印象与评价

俄罗斯方面。在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２００８
年７月３１日发布的题为“中国形象”的民意调查
中，当被问及“提及中国文化，你最先想到的是什

么”，因该题的开放性而有半数的俄罗斯人认为很

难回答，即便得到的回答答案也很分散。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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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美食，６％的人首先想到的是中
国人传统、友善、勤劳的国民性，４％的人首先想到
的是中国人全家居住在一起、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

生活方式，５％的人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的艺术和建
筑，５％的人首先想到的是中国商品。［１］同样的问题
也出现在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 ２００７年和 ２００９
年进行的两次调查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中国商

品（２００７年 ３６％，２００９年 ２５％）、人口众多（２００７
年１８％，２００９年１７％）和国家的高速发展（２００７年
９％，２００９年１４％）。［２］

２０１１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美国、德
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进行了全球性网络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在回答“以下五个国家中，您最喜欢

哪个国家”时，２９．９％的俄罗斯人认为是中国，在五
国选项中位居第一，比日本（第二名）高了４．４％，
比印度（第四名）高了１２．７％。喜欢的原因依次为
灿烂文化 ７５．８％，环境优美 ５８．６％，公民素质高
４９．４％，经济发达４７．９％，社会稳定３０．１％，和平
外交２５．２％，政治民主１４．１％，其他１３．５％。中国
文化对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的贡献率在俄位居八

个因素之首。［３］

可见，提到中国一词时，俄罗斯人首先会想到

中国文化，而当进一步问到何为中国文化或者说提

到中国文化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时，俄罗斯人往往会

将中国文化的概念扩大至衣、食、住等生活层面，而

非我们所想象的文学、艺术、历史、民族等层面。

与上述针对俄罗斯人的整体调查不同，在笔者

专门针对俄罗斯年轻人的一次问卷中，当问及“提

到中国时，你最先想到的词汇是什么”这个问题时，

这些年轻的俄罗斯人的脑海里浮现出来的词是各

种各样的，３８％的人想到了“长城、北京、龙、丝绸、
火药、筷子、象形文字”等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事

物；３０％的人形容中国是一个“远在东方的、有着悠
久历史和独特儒教文明的、神秘的”的国家；２４％的
人想到了“人口众多、劳动力过剩”；１７％的人认为
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繁荣昌盛、充满希望的国家。

显然，猎奇、猎新特点同样存在于俄罗斯年轻人身

上，与俄罗斯及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化对他

们具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

中国方面。２００６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面
向居住在赤塔、外贝加尔的中国人，进行了一次关

于赴俄打工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形象的调查；同

时，也在居住在上述地区和常赴华旅游的俄罗斯人

中进行了关于中国形象的调查。调查显示居住在

俄罗斯的大部分中国人对俄罗斯了解很少，６５．４％
的人回答说他们了解一些，并希望了解得更多，而

且只有一个人回答说他是从中学的课本上了解俄

罗斯的。尽管不了解，但８３．９％的中国受访者表示
尊重俄罗斯文化，７７．６％的人表示尊重俄罗斯人的
传统和习俗。［４］

调查中，同样让中国学生写出在提到俄罗斯时

最先想到的词语。中国学生首先想到的是俄罗斯

首都莫斯科、红场和克里姆林宫，其次是严寒和大

雪，第三个是俄罗斯广袤的疆域，第四个则是普希

金、普京、列宁和伏特加等词语。接下来他们还联

想到一连串的俄罗斯作家的名字，以及作为俄罗斯

文化象征的大剧院、芭蕾舞，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还

有代表俄罗斯传统民间文化的茶炊、套娃、萨拉范、

熊、白桦树、面包、盐。［５］

（二）对国人的印象与评价

俄罗斯方面。２００６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
的调查中，当作为开放性的问题问到“你喜欢中国

人的哪些性格特点时”，３３．７％的赤塔年轻人认为
是勤奋，在外贝加尔居民中６０．７％的人认为是集体
主义。而要求进行选择回答“你最喜欢中国人的什

么性格”（选择三项）时，排在前３位的分别是集体
主义（５８％）、坚韧（４８％）和爱国主义（２９．６％）。
我们看到，一旦要求俄罗斯人将中国人积极方面的

性格特点进行选择排序时，“勤奋”只占到了４％；
“集体主义”反而居首位，得到了半数以上的俄罗斯

人的认可。“你最无法接受中国人的什么缺点”

（选择三项），贪婪（４３．３％），谄媚（３９％），自私自
利（２８．３％），冷漠（２６．３％），胆小（２２％）都占了不
小的比例。［４］

在笔者的调查中，俄罗斯青年认为中国人的优

点中最突出的是工作认真肯干（４９．１４％），第二是
对人热情（１４．１３％），第三是不怕困难（１０．８８％）；
而缺点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不讲卫生、随地吐痰和乱

扔垃圾（４０．２％），第二是喜欢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
（３４．０５％），第三是衣着邋遢、不爱洗澡（７．９２％）。
看来，俄罗斯青年人对中国人的性格持肯定态度，

但对中国人的衣着和行为举止无法接受甚至是

排斥。

中国方面。在俄罗斯《秋明消息报》针对中国

学生眼中的俄罗斯人的问卷调查中，“请中国大学

生写出对典型俄罗斯人的印象，包括外貌、性格、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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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许多学生都看到俄罗斯人身材高大、眼睛和头

发的颜色。多数大学生指出俄罗人的性格特征是

开放、真诚、热情好客。中国学生这样评价：俄罗斯

人很有内涵，他们看起来很漂亮，举止有教养。他

们还注意到俄罗斯的这些品质：精力充沛，平易近

人，求知欲强，认真、勇敢、温柔、乐观。”［５］

在２００６年对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进行的调
查中，问及中国人最喜欢俄罗斯人的性格时，大部

分中国人都给出了正面评价，认为俄罗斯人善良

（７５％）和诚实（５０％），缺点是酗酒（７２４％），而与
酗酒相比较，认为俄罗斯人贪婪（２７．６％）、自私
（２５９％）和不劳而获（２０，７％）所占比例就小得
多了。［４］

（三）对于中俄关系的评价

俄罗斯方面。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曾在

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４年和 ２０１７年追踪
调查过俄罗斯人对中俄关系的评价，认为中国是俄

罗斯的战略和经济伙伴的比例逐年增高，由 ３４％
（２００５年）增至 ５０％（２０１７年）；是经济和政治对
手、竞争者的比例除２００９年略有上升与２００５年持
平外，基本呈递减趋势，由 ２４％（２００５年）减至
１０％（２０１７年）。以此为基础，俄罗斯民众对两国
关系的未来发展也持乐观态度，认为２１世纪两国
是亲近的盟友和伙伴国家的由４４％（２００５年）提高
到７６％（２０１７年），认为是敌人、危险的邻居和竞争
者的由３１％（２００５年）降至１６％（２０１７年）。［６］

同样的结果也出现在笔者针对俄罗斯青年所

做的调查中。对中俄关系的评价，受访的俄罗斯年

轻人多持积极和乐观态度，认为“中国是俄罗斯在

政治上的合作伙伴”的占３０．２％；“中国是俄罗斯
的经济伙伴”的占４５．８％；“中国是俄罗斯保障国
家安全的伙伴”的占９．１％；“中国是俄罗斯国家安
全的威胁”的占６％；“中国是俄罗斯在经济上的竞
争对手”的占６．８％；“中国是俄罗斯在政治上的敌
人”的占２．１％。虽然被调查者中多认为中俄两国
政治伙伴关系高于经济伙伴关系，但是他们也承认

现阶段中俄两国的经济交往好于政治交流（７０．２％
比７．９％）。

中国方面。２００７年８月至１０月，中国社会科
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课题组以发放调查问

卷和网上征询的方式在我国部分地区进行了题为

“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的舆论调查，调查显示中国

人对中俄关系的评价为：“认为非常好和良好的占

了总数的７０．９％，其中选择良好的又以６４．３１％的
比例占了绝大多数，形成选择倾向性在两者之间高

度集中于一项；而选择不好、很不好的仅有区区

２．７％。”［７］

两国进行的民意调查均显示出中俄两国人民

对两国关系现状的认可和对未来的良好预期，这为

两国积极的国家形象在对方国的树立和宣传提供

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二　影响中俄两国青年互识的因素

（一）地缘因素

２００７年４月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显
示：在对于“谁是当前俄罗斯最重要的亚洲伙伴”的

回答中，俄远东地区的居民认为是中国；西伯利亚

地区民众对印度、中国、日本一视同仁；中央联邦区

更青睐中国和日本；而其他地区的俄罗斯人则青睐

日本。与中国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州省地区民众，对

中国怀有更大的期待这一点不难理解，但对中国的

崛起感到威胁、担心中国转移危机的也是他们。

（二）认知方法因素

毫无疑问，认知方法能够影响人们对认知对象

的态度。地理位置的接近和中国日益开放的政策，

促成了中俄两国青年人更直接的接触和交流，没有

人会怀疑现实接触比书本知识更可信这一点。正

如笔者的调查中，当受访者被问及“到过中国以后，

你对中国的印象有什么变化”时，５９．９％的回答是
印象变好了，３２．８％的回答是没有变化，只有７．３％
的回答是变坏了。当然，笔者并不是要对大众传媒

等认知方式持否定或怀疑态度，相反地，笔者更加

看重舆论宣传，毕竟并不是所有的俄罗斯人都能够

来到中国。“据俄罗斯对华合作发展基金会的调查

结果，中俄两国互办‘国家年’活动以来，俄媒体涉

华月均报道量从此前的５１８篇次上升到８３４篇次，
猛增了６１％。其中，正面报道的比重从２９．３％增
加到３９．２％，而负面报道的比重则从１５．５％下降
到１２．１％。”［８］

（三）情感因素

如果说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了苏联人对中国形

象的评价，那么如今俄罗斯人的对华心态，则完全

取决于国家利益和民族意识。一方面，他们认为中

国是俄罗斯最重要的亚洲伙伴之一———日本

（２６％）、中国（２１％）、印度（１６％）。而在笔者的调
查中，４９．６％的俄罗斯年轻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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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俄罗斯的经济发展，３０．２％的人认为中国的
经济发展阻碍了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认为没有影响

的人占了２０．１％。另一方面，他们也对中国作为强
大邻国这一现实表示忧虑。２００７年全俄社会舆论
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表明：虽然俄罗斯远东和西伯

利亚地区劳动力奇缺，但只有１６％的俄罗斯人认为
可以允许中国公司和工人参与此地区的开发，而在

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居民中，这一比例就更低，只有

９％～１１％；６２％的俄罗斯人认为，允许中国公司和
工人参与开发俄罗斯东部地区是危险的。笔者的

调查中，也有１０．１％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俄罗斯
在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和“俄罗斯在政治上的敌

人”。面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大多数俄罗斯民

众并没有将其看作是中俄两国互利共赢的机会。

中俄两国经济合作中，４５％的人认为中国是获利
者，６％的人认为俄罗斯是获利者，认为双方都是获
利者的人占３５％，认为不好回答的占 １５％。２００６
年３月，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曾向认为中国的
强大会威胁到俄罗斯的人群追问原因，得到的答案

是：中国人向俄罗斯非法移民以及抢夺俄罗斯领土

（２２％）；他们人口太多了（８％）；中国是高速发展
的国家，他对世界领导地位的追求对俄罗斯不利

（４％）；中国的廉价低质商品充斥俄罗斯市场上，损
害了俄罗斯商品的利益（４％）；中国是核大国，俄罗
斯存在着来自中国方面的军事威胁（３％）；中国人
图谋俄罗斯自然资源，偷猎（２％）；中国是侵略性的
国家（１％）；我们拥有共同的边界，我们是邻居
（１％）。［９］而且，“２００年来，俄罗斯各方面的成就、
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一直处于中国之上，俄罗斯对

中国是‘俯视’。”［１０］长期形成的大国心态仍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俄民众的对华态度。同时，“随着国

际移民数量的不断增长和全球化趋势的逐步扩展，

移民对原籍国、途经国与目的地国及相关的个体带

来了巨大的挑战，甚至可以说国际移民已经成为本

时代最典型的问题之一。”［１１］移民作为一个国家在

他国的形象代表和形象塑造者，其作用不可小觑。

（四）语言文化因素

中俄两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和悠久的交往史，

两国的语言也因此在对方国经历了漫长的传播过

程。历史上，在俄罗斯，俄国传教士和汉学家对汉

语的传播功不可没，而俄语在中国的推广则依赖于

清政府的外交需求。如今，俄语在中国和汉语在俄

罗斯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态势。

俄罗斯方面，在“孩子学习何种外语更实用”的

调查中，汉语占１５％，成为俄罗斯人选择的次于英
语和德语的第三大外国语。［１２］据统计，１９７８年赴华
俄罗斯留学生７２６１人，其后一直呈上升趋势；２０１４
年增至１７２０２人；２０１５年出现首次下滑，为１６１９７
人。“目前，中国２５０多所高校都有俄罗斯留学生，
分布在２１个省、４个直辖市、５个自治区。近年来
中国吸引俄罗斯留学生的主要区域仍为东北地区

（黑龙江和辽宁）以及北京和上海。”［１３］

中国方面。至２０１５年底，中国在俄留学生总
人数达到２．８万人。另外，中国的 ＣＣＴＶ设有俄文
频道，《人民日报》网络版设有俄文版块，一些高校

经常举办俄语竞赛，孔子学院也成为对外推介汉语

和鼓励汉语学习的重要手段。据孔子学院公布的

数据，截至２０１６年，俄罗斯已有１７所孔子学院、５
个孔子课堂，覆盖俄罗斯１６个城市。

俄语和汉语都是世界公认的最难学习的外国

语言之一，但语言又是了解一国不可或缺的手段。

因此，中国和俄罗斯政府确定２００９年为中国的俄
语年，２０１０年为俄罗斯的汉语年，希望通过语言交
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应该说，中俄两国政

府的语言推介政策已初见成效，但值得我们注意和

考虑的是，在民间实际交往中，中俄两国民众表现

得不一样。在中国对俄边境，随处可见中国商铺悬

挂着标有汉俄两种语言的牌匾，随处可听见中国商

人用带着各种口音的俄语与俄罗斯客户交谈；与此

相反，在俄罗斯的对华边境我们却很难看见汉字和

听见汉语。究其原因，一是与中国商品在俄罗斯的

热销有关。二是与民族性格相关。在俄罗斯人看

来，中国人天生具有经济头脑，曾有俄罗斯人表示，

“中国人可以用两元钱办任何事情”［４］。三是或许

也与俄罗斯人对本国语言的过分热爱与保护有关。

笔者就不止一次听见有人抱怨在俄罗斯街头俄罗

斯人不愿意与其用英语交谈，虽然俄罗斯人的英语

水平普遍不错。

（五）美国因素

不论是在中苏还是中俄关系中，美国的影响无

处不在。我们还应看到，在中俄两国国家形象的塑

造中，美国仍起到了“镜子”作用。可以说，在美国

这面“镜子”中，中俄两国的形象更加立体。苏联解

体初期，俄罗斯曾希望通过激进的西式改革而达到

融入西方社会的目的，但俄罗斯的“投怀送抱”不但

没有得到美国与西欧国家的认可，反而造成了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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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和人民的不满情绪。普京上

台后，俄罗斯不再看西方脸色行事，努力奉行独立

的对外政策，在能源问题、中东问题，特别是乌克兰

问题上与美国展开明暗较量；而在诸多涉及俄罗斯

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中国政府表现出的与美国截然

相反的态度得到了俄罗斯民众的广泛认同。俄罗

斯列瓦达社会舆论分析中心曾在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２—
２５日进行了关于“俄罗斯的敌人与朋友”的调查，
并将所得数据与２００５年数据进行了对比，结果显
示：２００５年有１２％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
亲密伙伴和盟友，２０１５年比例达到 ４３％，稳居首
位。而美国则在俄罗斯敌人的排名中，由２００５年
的２３％（排名第五位），变成了２０１５年７３％（排名
第一位）。而且对中国和美国的印象排名均在

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发生明显变化。［１４］

另外，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曾专门对中、俄、

美三国关系进行了问卷调查，对于“美国总统特朗

普对华发表了激烈言论。中美两国关系紧张，许多

人认为两国将有更大的冲突。此时俄罗斯怎样做

更好”这一问题，超过半数（５３％）的受访者认为俄
罗斯应保持中立，不介入冲突。因此，在国家利益

面前，我们不能指望“患难见真情”，也不能高估中

俄关系友好情况下中国的地位与形象。

　　三　对策与建议

国家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的存在。在

当今国际社会，一国国家形象的构建包含着自我塑

造和他者认识两个方面。其中，他者认识的产生与

变化既受其国家利益、自身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

等内在因素的影响，也受时代背景、两国及国际关

系等外在因素的制约，因而一国对本国形象的主动

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改变他者认识的。基于

此，我们认为，中国的国家形象是可以从自身角度

主动建构和改变的。

（一）加强自我认知，正确认识中国形象

不论是自我塑造还是他者认识，究其根本首先

都是“人”对“国家（国人）”的认识问题。只有正确

认识了自我形象，正确了解了别人对自己的认识，

才能谈及塑造问题。中国对形象问题的研究滞后

于西方，但近年来，随着中国更大程度地参与到国

际问题和事件的处理中，国家形象逐渐成为研究的

热点之一。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一研究更趋向于

理论，缺少实证性的调查和分析。自我认识绝非自

我想象，认识中国形象更多地是认识他人对中国的

定位与评价。笔者并不是反对研究中国形象的历

史变迁和建构过程，甚至认为这种研究对解决现实

问题有着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但笔者也认为，实

证研究因其科学性和普遍性特点更有利于增强国

家形象研究的客观性。

实证研究离不开民意调查和专门的民调机构。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俄两国民意调查机构建立的时

间较晚。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ФОМ，Фонд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мнение”）（１９９１年）、俄罗斯列瓦
达社会舆论分析中心（АНО Левада－Центр，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центрЮрияЛевады）（２００３年）、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ВЦИОМ，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изучения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мнения）（１９８７
年）是俄国三家主流民调机构，常年进行包括国家

形象在内的各种民意调查。而我国的民调机构多

属官方或半官方性质，１９８７年建立的中国社会调查
系统就是由国家体改委批准成立的。目前，我国的

许多民意调查任务都由统计局完成。官方调查机

构因其资源优质和行动力强而在民意调查中有着

先天优势，但缺点在于其数据常为不公开或半公开

状态，学术研究人员或普通民众无法获取，而且其

调研缺少灵活性和学术敏感性。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
期开始，我国的媒体、大学（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成立的我国第一家学术性舆论研究所
和调查机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此外还

有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市场与媒

介研究中心、上海复旦市场调研中心、中国传媒大

学调查统计研究所，以及南京市舆情调查分析中心

等”［１５］）、学术团体及个人也加入到了民意调查队

伍当中，调查所得的相关数据和分析结果常会以研

究成果的形式公布，但此类调查往往缺乏连贯性，

调查力度也有欠缺。商业性质的调查机构虽然近

年有上升趋势，但在整体实力和学术性方面有待加

强。因此，我们应该整合政府、媒体和学者三方力

量，对中国形象的相关问题进行追踪调查、统计和

研究，以实证手段加强理论研究的客观性、真实性

和有效性。

（二）加强对象国研究，有针对性地塑造中国

形象

人的认识因兴趣、动机和需要而具有倾向性，

这就使得一国形象会因认识者的兴趣、动机和需要

而发生改变，甚至是被其臆造；因此，我们在塑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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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形象时，也要注意了解对象国特点。这种塑造并

不是“投其所好”，而是要避免其对中国的误读，消

弭误解，促进两国间的理解与互信。

以本文为例，笔者在了解中国形象在俄罗斯的

演变问题时发现，俄罗斯人对中国有着复杂和纠结

的情感，他们既羡慕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又担心

中国成为俄罗斯的竞争对手；既承认中俄友谊是常

态，又担心中国会索要历史上被帝俄劫掠的土地；

既希望中国人和中国商品充盈俄罗斯市场，又担心

移民潮出现。笔者认为，这种纠结情感主要就是出

自俄罗斯民众对国家利益的担忧，就连时不时出现

在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也更多地是源于其经济

实力上的不自信和对领土问题的担忧，还有对两国

文化差异的过分夸大。

因此，我们应重视和加强中国形象在俄罗斯的

良性建构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形象研究推进形象塑

造。如笔者根据前文提及的影响中国形象的情感

因素，认为我国应开展边境地区两国人民的文化艺

术交流，改变俄罗斯人认为中国人只懂生意而不懂

艺术的印象；加强赴俄劳动力的教育培训，鼓励中

国高学历人员赴俄学习，监管赴俄旅行社，提升在

俄、赴俄华人的素质水平，减少俄罗斯人对中国人

素质的诟病；译介和推广中国文学，文学是一国文

化最传统最有效的承载方式，但中国文学在中俄交

流中却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俄罗斯是一个有着

浓厚阅读传统的国家，有调查数据显示：“表示能接

触到中国哲学的受访者主要为２５～４５岁年龄段的
青壮年（占接触总人数的８１．５％），说明中国精神
文化在俄罗斯青年人中开始有较高的认知，这是一

个很好的开端。”［１６］

（三）密切注意他国对中国形象的建构与宣传，

及时有效地采取应对措施

中俄两国虽为邻国，但真正能够亲自前往中国

的俄罗斯人并不多，绝大多数的俄罗斯人仍然是通

过媒体的宣传了解中国。就笔者面向俄罗斯青年

所做的调查看，有近５０％的人是通过互联网、电视、
广播和报纸了解关于中国的消息的。２０１５年４月，
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在询问“你认为，现在媒体

上关于中国的信息是过多、过少还是恰好”时，２３％
的人认为很难回答，２９％的人认为过少，４５％的人
认为正好，只有３％的人认为过多。［１７］“你是否看过
有关中国的文章、书籍或电影”时，４７％的人回答看
过，４９％的人回答没有看过。［１８］

毫无疑问，认知方法能够影响人们对认知对象

的态度。地理位置的接近和中国日益开放的政策，

促成中俄两国青年人更直接地接触和交流，没有人

会怀疑现实接触比书本知识更可信这一点。正如

笔者在前文中所提到的，当受访者被问及“到过中

国以后，你对中国的印象有什么变化”时，５９．９％的
回答是印象变好了，３２．８％的回答是没有变化，只
有７．３％的回答是变坏了。当然，笔者并不是要对
通过大众传媒认知等认知方式持否定或怀疑态度，

相反地，笔者更加看重舆论宣传，毕竟并不是所有

的俄罗斯人都能够来到中国。针对青年人喜欢接

触新鲜事物且接触途径广泛的特点，我们应增加中

俄两国青年的互派与互访，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两

国青年提供更多的互访和学习机会，借助政府、大

学和民间组织的力量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从而在

俄罗斯青年学者中塑造正面和积极的中国形象。

综上，近年来，俄罗斯正面宣传中国形象的比

例有所上升，既是因为俄罗斯民众对华了解的增

加，也是由于中俄两国关系的切实需求。两国具有

相近的战略利益，相较于曾经的意识形态因素，国

家利益才是联系国民情感和推进国家关系的最稳

定的纽带。两国面临相同的国家复兴的挑战，同样

要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自己的妖魔化宣传，同样

要面临邻国的不信任甚至是敌对，同样要面对国内

在经济发展、政策认同、社会稳定、民众安全等方面

的诸多问题。中俄两国均把对方视为值得信赖的

伙伴，也是由于对方形象的正面确立，由于两国政

府和社会舆论的积极努力。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７年的中俄
国家年、２００９和 ２０１０年的中俄语言年、２０１２和
２０１３年的中俄旅游年，以及２０１４和２０１５年的中国
青年友好交流年的成功举办，都推进了两国的民众

互识。

长久的睦邻关系只能是建立在两国民众关系

友好的基础之上，而良好和积极的国家形象无疑是

民众互信、国家合作的推动力量。青年关系着国家

的未来与命运，其世界观和国家观是可以塑造和改

变的，今日之青年是明日之中国与俄罗斯，而中俄

两国青年今日的互识也正是明日之中俄关系的基

础。因此，了解和研究中俄两国青年的国家形象互

识问题，对我国塑造国家形象、应对对外事务、构建

大国地位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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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９９页）炼，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民主革命家、
宣传家、文学家和诗人，最终成为一位名垂千古的

革命烈士。

宁调元被害后，其英勇事迹广受后世称颂，《楚

攸甯氏六修族谱》卷三《簪缨英名》中载有傅熊湘

所作《二房太一事略》［１１］２２７、
'

亚子所作《二房烈士

太一传》［１１］２２８和刘谦所作 《二房太一革命纪

略》［１１］２３９；卷四《世系世录》中宁调元的条目下记

载：“幼负天才，著述甚富，留学日本，志切排满，光

复后历任要职，振聋摘伏，不避怨劳。袁项城继任

总统，帝制自为，霞谋彻底革命，进行联络，被捕阳

夏，就义武昌，年才三十一，海内惜之。”［１１］４６３－４６４这

些记载，使得宁调元成为宁氏后人学习的光辉

榜样。

参考文献：

［１］王　符．潜夫论全译［Ｍ］．张　觉，译注．贵阳：贵州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７３４．

［２］郑　樵．通志：第二十七卷［Ｍ］．庠刊本，１３２２．
［３］林　宝．元和姓纂［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６３０．
［４］杨秀源．锦屏姓氏史话［Ｍ］．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２０１３：９５．

［５］司马迁．史记［Ｍ］．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２０１４：６１．
［６］杜　预．春秋左传集解［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７７．
［７］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１册［Ｍ］．上海：汉语

大词典出版社，２００４．
［８］焦锦淼，耿开昌．中华姓氏河南寻根：第 １卷［Ｍ］．郑

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６４．
［９］获嘉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获嘉县志［Ｍ］．郑州：中

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６６７．
［１０］宣威宁氏修谱委员会．宣威宁氏族谱［Ｚ］．１９９４：１．
［１１］楚攸宁氏六修族谱理事会．楚攸甯氏六修族谱［Ｚ］．笃

亲堂，２００６．

责任编辑：黄声波

３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