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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暋要:当下主流的现代化叙事是一种关于西方现代性的神话故事,讲述

了西方如何发明、创造以及向世界传播和扩散现代性的过程。德

国、瑞士和奥地利等德语国家的新闻媒体在这一元叙事框架下借

助四类典型话语叙事建构出不同的中国形象:一方面通过西方扩

散主义叙事和中国式现代化缺陷叙事把中国塑造为西方现代化

的“受惠者暠“模仿者暠和“叛逆者/另类暠,另一方面则借助现代化

中国威胁叙事和政治家长叙事进一步塑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他

者性质,中国因而被建构为西方现代文明国家的“未来风险暠乃至

“安全威胁暠。近年来,军事现代化主题框架下的现代化中国威胁

叙事占比扩大,中国式现代化议题呈现出“泛政治化暠和“泛安全

化暠的趋势,这值得我们高度警惕。我国可以从时间和空间尺度

上重新配置西方现代性的反叙事,还原西方现代化进程的真实历

史叙事,并讲述多样化和根植于中国文明的现代化经验故事,从

而打破西方对现代性的霸权叙事垄断,为建构可信、可爱和可敬

的现代化中国形象开辟新话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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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暋言

叙事(narrative),即讲故事,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语言实践形式。栙 德国学者赛

巴斯提安·雅尔泽布斯基(SebastianJarzebski)曾指出:“政治交流就意味着讲故

事。暠栚人们通过叙事理解和建构政治现实,并赋予其意义。栛 复杂的政治事件只有

通过不断被讲述,才能被大众广泛认知和理解,从而基于此形成集体评价和行动方

案。栜 叙事能够塑造特定的国家形象,建构出与现实相符或迥异的国家认知。中

国国家形象是我国“自叙暠和“他叙暠相互交织与作用下的结果。当前在我国日益走

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之际,我们需要更多可以重塑中国形象、弥合自我与他者叙事鸿

沟的新叙事和新话语。在党的二十大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概括提出

并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新理论,擘画了新发展时期的宏伟蓝图。如何更

好地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从而有力形塑现代化中

国的可信、可爱和可敬形象,是当前研究亟待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
本文尝试在我国近三十年现代化建设背景下,聚焦德语新闻媒体话语中的中

国式现代化叙事,借此探讨“中国式现代化暠故事传播以及我国新时代国家形象建

构等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一)现代化叙事

现代化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元叙事,栞它隐含地规定了各国应该以及

允许以何种路径实现社会发展和转变。有学者很早就指出,现代化叙事在各种形

式上都可以被视为一种“神话暠(myth),它向我们展示了关于当代社会与文化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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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ahBubenhofer/Nicole M湽ller/Joachim Scharloth,锇Narrative MusterundDiskursanalyse:Ein
datengeleiteterAnsatz》,Zeitschriftf湽rSemiotik,Nr.3,2015,S.419 445,hierS.421.当前学界对于“叙
事暠和“故事暠等概念的定义尚不统一,本文亦不做严格区分。但区别于上述两个名词概念,“叙述暠和“讲述暠
作为动词,更强调一种动作过程。

SebastianJarzebski,Erz昡hltePolitik:PolitischeNarrativeim Bundestagswahlkampf,Wiesba灢
den:Springer,2020,S.230.

HaydenWhite,“TheValueofNarrativityintheRepresentationofReality暠,CriticalInquiry,No.
1,1980,pp.5 27;Albrecht Koschorke,Wahrheitund Erfindung:Grundz湽geeinerallgemeinen
Erz昡hltheorie,Frankfurtam Main:Fischer,2012.

ReinerKeller,M湽ll.DiegesellschaftlicheKonstruktiondesWertvollen:Die昳ffentlicheDiskussion
湽berAbfallinDeutschlandundFrankreich,Wiesbaden:WestdeutscherVerlag,1998,S.39.

“元叙事暠(meta灢narrative)可以理解为与特定社会或时代相关的“主叙事暠(masternarrative),它充当

着所有相关叙述的预设,甚至无需被人们所意识到。例如玛格丽特·萨默斯(MargaretSomers)指出,从传统

社会到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发展就是当代元叙事的一种,参见 MargaretSomers,“TheNarrativeConstitution
ofIdentity:ARelationalandNetworkApproach暠,TheoryandSociety,No.23,1994,pp.605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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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发展故事。栙 在这个意义上,当前主流的现代化叙事本质上是一种关于西方

现代性的神话故事:它以西方社会为背景,将其描述为现代性形成的“中心暠“起源暠
和“扩散起点暠,并把现代性化作西方独有的“发明暠和“财产暠。栚 在许多社会科学

论著中都可以看到这一叙事的踪迹。现代性理论奠基人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就曾把“现代性暠描述为“西方生活方式的独特工程暠,栛即“那些大约从十

七世纪起出现在欧洲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方式,并随后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围内产

生了影响暠。栜 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也在其著作

中写道:
所有文明都经历相似的出现、兴起和衰落的过程。西方与其他文明的

不同之处不在于其发展方式,而在于其价值观和制度的独特性……这些使

西方能够发明
踿踿

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并成为其他社会羡慕的对象。栞

这几处引文的相似之处并不在于它们的观点内容,而是它们高度一致的叙事

结构,即把现代性的出现与单一时期和地域(这里是欧洲或广义的“西方暠)相绑定,
从而将现代性的形成化约为该地域所属国家或民族的独特性质。现代化在这类叙

事中也常被展现为一系列连贯的历史事件———从欧洲的文艺复兴发端,历经宗教

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最后发展为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等等。故事中的“英
雄暠主角往往是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它们被刻画为积极的行动主体,其他地

区国家则多是被动的接受者、边缘的陪衬者或注定要被打败的对抗者以及模仿

者。栟 由此类叙事衍生出的还有对于“现代性/现代化暠一种极为僵化的定义:
现代性概念被看作一个具有一组可确定的固定特征的名词……这些

静态名词包括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官僚制度、民主、公民权和公民

生活、世俗主义、科学、资产阶级主体和家庭等。人们通常把从早期现代到

二十世纪初在西方观察到的某些历史现象概括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普遍原

则,并宣称这些原则定义了所有地方
踿踿踿踿

、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
踿踿踿踿踿踿踿踿踿

的现代性。栠

西方本土化的特殊现象就以这样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姿态被定义为“普遍性

的暠和“先进的暠,其他地区的现代性则沦为“衍生的暠或“迟到的暠,是西方征服、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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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ttiAlasuutari,SocialTheoryandHumanReality,London:Sage,2004,p.147.
SusanS.Friedman,PlanetaryModernisms:ProvocationsonModernityAcrossTime,NewYork:

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15,p.61.
AnthonyGiddens,TheConsequencesofModernity,Cambridge:PolityPress,1990,p.175.
同上,p.1。

SamuelP.Huntington,TheClashofCivilizationsandtheRemakingofWorldOrder,NewYork:

SimonandSchuster,1996,p.311.
同注栚,p.119。
同注栚,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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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影响后产生的苍白复制品。事实上,不仅欧洲特有的现代化路径被普遍假定为

现代化本身的定义模型,栙其现代化模式也被视为“理想原型暠和衡量其他国家现

代化发展的主要标准。栚 脱离欧洲和所谓“西方暠现代化模式的发展道路自然而然

被视作“异常暠“偏差暠乃至“缺陷暠,从而失去了对于全球现代化进程的独特意义与

参考价值。
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叙事是西方维持全球霸权的重要战略工具。栛 它

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本质,目的在于确保西方的利益、价值和生活方式得到其他国

家的追随和认同,栜并赋予其在“现代化使命暠下以“发展暠或“进步暠为名来对其他

国家和社会展开干涉的正当与合法化理由。栞 例如,对于非洲而言,现代化叙事属

于欧洲帝国主义叙事的世俗变体,其不仅把欧洲殖民者塑造成文明和改善的代理

人,还迫使非洲国家通过“自由化暠全面转向西方主导的全球资本体系。栟 西方现

代化叙事所制造出的所谓“发达暠与“不发达暠、“文明暠与“不文明暠等不平等权力体

系,至今仍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着强大的“规训暠效用。而只有通过揭示和剖析它“作
为一个故事暠栠(asastory)的结构,才能更好地削弱其意识形态力量,进而打破西

方国家长期以来对于现代性的霸权叙事垄断,为全球多样化的现代性故事开辟新

的话语空间。
当前,国内多位学者关注到了现代化叙事的重要意义,从宏观思辨层面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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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昳rnWittrock,“EarlyModernities:VarietiesandTransitions暠,Daedalus,Vol.127,No.3,1998,

pp.19 40,herep.19.
ShmuelN.Eisenstadt/WolfgangSchluchter,“Introduction:PathstoEarlyModernities:ACompa灢

rativeView暠,Daedalus,Vol.127,No.3,1998,pp.1 18,herep.7.
DavidWashbrook,“From ComparativeSociologytoGlobalHistory:BritainandIndiainthePre灢

HistoryofModernity暠,JournaloftheEconomicandSocialHistoryoftheOrient,Vol.40,No.4,1997,

pp.410 443,herep.413;PercyHintzen,“AfterModernization:GlobalizationandtheAfricanDilemma暠,in
PeterBloom/StephanF.Miescher/TakyiwaaManuh (eds.),ModernizationasSpectacleinAfrica,Bloo灢
mingtonandIndianapolis:IndianaUniversityPress,2014,pp.19 40,herep.26.

EllaShohat,“TheNarrativeoftheNationandtheDiscourseofModernization:TheCaseofthe
Mizrahim暠,Critique:JournalforCriticalStudiesoftheMiddleEast,Vol.6,No.10,1997,pp.3 18;

MasoudKamali,“MultipleModernitiesandMassCommunicationsinMuslimCountries暠,GlobalMediaand
Communication,Vol.8,No.3,2012,pp.243 268.

MarcusTwellmann, 锇 Was war 敩Modernisierung《斂F湽reineallgemeine Geschichtesituierter
Erz昡hlungen》,in Michael Neumann/Marcus Twellmann/Anna灢Maria Post/Florian Schneider (Hrsg.),

ModernisierungundReserve.ZurAktualit昡tdes19.Jahrhunderts,Stuttgart:J.B.MetzlerVerlag,2017,

S.7.
AndrewApter,“ModernizationTheoryandtheFigureofBlindness:FilialReflections暠,inPeter

Bloom/StephanF.Miescher/TakyiwaaManuh(eds.),ModernizationasSpectacleinAfrica,Bloomington
andIndianapolis:IndianaUniversityPress,2014,pp.41 64,herepp.42 43.

SusanS.Friedman,PlanetaryModernisms:ProvocationsonModernityAcrossTime,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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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内容表达、方式方法和体系建构等话题。栙 然而,其中少有结

合具体叙事实践的实证性研究,也较少从国家形象的视角加以分析。本文拟在此

方面做出尝试性探索。
(二)话语与叙事分析

叙事概念最早源于文学研究,是一种特定的文学体裁。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它
逐渐实现了一种“生产性的边界跨越暠,栚在文学以外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修
辞学和符号学等多个学科确立了自身地位。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国外

学者就开始将叙事概念应用于特定主题的公共话语研究。栛 其时涉及的主要是环

境话语,叙事在其中被视作“存在于各类型话语中的结构性元素暠。栜 二十一世纪

初,德国学者维利·斐赫弗(WillyVieh昳ver)主张将叙事分析与话语研究相结合,并
提出“叙事话语分析暠(NarrativeDiskursanalyse)研究范式,以探析与特定主题话

语相关的叙事结构与模式,并借此描述特定社会场域中的不同叙事图景与话语叙

事竞争。栞 斐赫弗基于经典叙事理论提炼出多类叙事要素,如事件、人物、时间、空
间、因果情节和价值冲突等。栟 叙事因而可在一种行动概念的意义下被理解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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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参见张永刚、喻志荣:《基于世界历史视域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23年第3期,第142 151页;陈金龙、李越瀚:《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载《广东

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第15 22页;吕列霞、陈锡喜:《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结构与叙事话语建构》,
载《学习与实践》,2022年第11期,第32 42页;张国启、蔺叶坤:《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的建构时代旨趣、
思维逻辑及实践向度》,载《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3期,第1 8页。

Vera N湽nning/Ansgar N湽nning (Hrsg.), Erz昡hltheorie transgenerisch, intermedial,

interdisziplin昡r,Trier:WissenschaftlicherVerlag,2002,S.1.
例如参见 MaartenA.Hajer,ThePoliticsofEnvironmentalDiscourse:EcologicalModernization

andthePolicyProcess,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5;AngelikaPoferl,锇Derstrukturkonser灢
vativeRisikodiskurs.EineAnalysederTschernobyl敩mediastory《inderFrankfurterAllgemeinenZeitung》,

inKarl灢WernerBrand/KlausEder/AngelikaPoferl(Hrgs.),瘙kologischeKommunikationinDeutschland,

Opladen:Westdt.Verlag,1997,S.106 154;ReinerKeller,M湽ll.DiegesellschaftlicheKonstruktiondes
Wertvollen:Die昳ffentlicheDiskussion湽berAbfallinDeutschlandundFrankreich,Wiesbaden:Westdeut灢
scherVerlag,1998。

Rom Harr涹/Jens Brockmeier/Peter M湽hlh昡usler,Greenspeak: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ThousandOaks,CA:SagePublications,1999,p.72.

WillyVieh昳ver,锇DiskursealsNarrationen》,inReinerKeller/AndreasHirseland/WernerSchnei灢
der/WillyVieh昳ver (Hrgs.),HandbuchSozialwissenschaftlicheDiskursanalyse,Band1,Opladen:VS
Verlagf湽rSozialwissenschaften,2001,S.177 206;WillyVieh昳ver,锇Die Wissenschaftunddie Wieder灢
verzauberungdessublunarenRaumes.DerKlimadiskursimLichtdernarrativenDiskursanalyse》,inReiner
Keller/AndreasHirseland/WernerSchneider/Willy Vieh昳ver (Hrgs.),HandbuchSozialwissenschaftliche
Diskursanalyse,Band2,Wiesbaden:VSVerlagf湽rSozialwissenschaften,2004,S.233 269.

WillyVieh昳ver,锇Die Wissenschaftunddie Wiederverzauberungdessublunaren Raumes.Der
KlimadiskursimLichtdernarrativenDiskursanalyse》,S.246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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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元素关联为一个意义整体的配置过程暠,即“叙事化暠(Narrativisierung)。栙 换

言之,话语通过对现实事件的叙事化将其纳入特定的叙事结构,从而赋予其意义和

因果性。因此,叙事往往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潜势,是实施话语操纵的重要工具。
话语视角下的叙事不再局限于单个文本,而是可以来自于多个篇章或是作为

主题篇章集合的话语。艾娃·格雷多(EvaGredel)和露丝·梅尔(RuthMell)强调,
一个复杂的叙事不会仅出现在单个文本或语域中,而是被多个话语参与者反复使

用而散布在多个文本和体裁类型中,最终表现为一种跨篇章乃至跨符类的结构模

式。栚 这种结构模式可被称为“叙事模式暠(narrativeMuster),属于话语中模式化

语言使用的表现之一。叙事模式因而也可被视作由语言模式组成,即那些集中反

映叙事内容、结构和评价以及呈现事件的时间、空间和因果等关联的语言形式。栛

借助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可以系统和便捷地提取模式化的语言表达,从而把握话语

中的典型叙事模式与特征。因此,本研究将以叙事话语分析为框架,通过自建语料

库展开探究。研究回答以下问题:第一,德语新闻媒体话语中存在哪些中国式现代

化叙事类型? 它们反映了德语新闻媒体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何种关注及其历时变

迁? 第二,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建构出何种中国形象,同时又折射出何种现代

性观念?

三、研究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这一历史进程

包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工业化建设、“四个现代化暠战略发展以及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等不同时期。栜 1979年,邓小平同志最早提出了“中国式

的现代化暠这一概念表述,确立了“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暠的思想路线。栞 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栟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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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为系统考察德语新闻媒体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叙

事建构,本文使用LexisNexis的新闻数据库获取媒体的相关报道。通过在数据库

中搜索“chinesische* Modernisierung*暠栙关键词,并限定新闻的报道语言为“德
语暠以及报道截止时间为2023年12月31日,共检索到库中782篇与“中国式(的)
现代化暠直接相关的德语报道。根据检索结果,所涉及的新闻媒体包括德国主流媒

体《明镜》(DerSpiegel)、《世界报》(DieWelt)、《法兰克福评论报》(Frankfurter
Rundschau)、《时代报》(DieZeit)和《每日时报》(DieTageszeitung)等,奥地利媒

体《新闻报》(DiePresse)、《标准报》(DerStandard)以及瑞士媒体《新苏黎世报》
(NeueZ湽rcherZeitung)、《联邦报》(DerBund)和《一瞥报》(Blick),等等。剔除由

网络通讯社转译的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和《环球时

报》(GlobalTimes)等中国媒体的报道,所有检索到的德文报道可建成一个含602
篇新闻报道的语料库。该库总形符数为465985词,总类符数为44163。

按照德语新闻媒体报道的发布年份,其数量变化如图1所示。

图1暋德语新闻媒体的中国式现代化报道数量变化(1993—2023年)

暋暋暋暋来源:作者自制。

如图1所示,德语新闻媒体针对“中国式(的)现代化暠的主题报道最晚始于1993
年,但早期的关注并不多,报道数量偏低。从2002年起,对“中国式(的)现代化暠的
关注度逐渐攀升,报道数量增长较快,2004年曾高达36篇。此后报道数量稍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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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中国式(的)暠在德语中对应形容词“chinesisch暠,并可出现在多种搭配中,如chinesischeModerni灢
sierung,ModernisierungchinesischerArt,derchinesische Wegder Modernisierung 等。故 本 研 究 使 用

“chinesische* Modernisierung*暠作为检索表达式,可搜集同时包含chinesisch和 Modernisierung语词的新

闻篇章。并且由于研究并不旨在全面分析德语媒体关于现代化与中国的所有报道,因此并没有将“Moderni灢
sierung*暠+“China*暠或“Modernit昡t暠等检索词囊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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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但整体平稳维持在每年15—25篇的数量区间。从2019年起数量开始进一步上

涨,到2022年报道数量已然翻番,达60余篇。可见,中国式现代化议题近三十年已

从早期的低能见度逐渐转变为一个较受关注的媒体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各个德语

国家的新闻媒体对“中国式(的)现代化暠主题的关注度不同(见图2)。其中最关注该

主题的为德国媒体,其数量达88家,占语料库中媒体总数的68%,其报道占全部语

料的58%;瑞士媒体的关注度次之,以22%的媒体数量占比制作了约30%的相关报

道;奥地利、卢森堡和其他国际德语媒体总计约13家,共有不到15%的报道。需要

说明的是,德语区不同国家的新闻媒体将德语作为主要叙事语言,叙事风格具有相

似性,受众具有共通性,在此意义上可作为研究语料的来源。但是,新闻媒体并不能

直接代表国家立场,德语国家官方的外交立场也不属于本研究的范围。

图2暋德语区不同国家的媒体数量分布(左)及其所制作的报道数量占比(右)

暋暋暋暋来源:作者自制。

在数据分析方面,本研究主要采取语料库辅助的话语分析方法(corpus灢assis灢
teddiscourseanalysis),借助在线语料库平台SketchEngine栙 和语料库分析软件

AntConc对语料展开综合探索,具体可分为以下四个分析步骤。
(1)关键词分析(keywordsanalysis):将全部语料导入SketchEngine平台,借

助平台自带的参照语料库(deTenTen)栚生成关键词表,从中提取核心叙事主题。
(2)词项特征分析(WordSketch):通过SketchEngine平台的 WordSketch

功能获取词项“Modernisierung暠的整体搭配特征(如名词结构、定语修饰、动词搭

配等),进一步确定核心叙事主题以及主题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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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etchEngine是由 LexicalComputing公司于2003年开发的语料库管理和文本分析平台。其库容

十分庞大,现已有高达有一百多种语言的语料,自带语料库七百余个,最大的语料库EnglishTrends含821亿

字符。其中,部分语料库经过标记和注释,可以对短语和语言结构进行复杂的搜索。
德语 GermanWebCorpus2020(deTenTen20)是一个由从互联网上收集的文本组成的语料库。该

语料库当前的大小为175亿词。其中,半数的语料文本进行了半自动筛查,并删除了质量不佳的文本和垃圾

邮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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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索引行分析(KWICanalysis):对各叙事主题的关键词组合(如“*moder灢
nisierung* + *wirtschaft*+*wirtschaftlich*暠)进行共现索引行检索(跨距

为左15右15),并将相应索引行收集进Excel表格,以便之后的分析和统计。这一

步主要通过索引行阅读提炼叙事元素,从中归纳叙事模式与特征,然后对其进行类

型定义和命名。
(4)词图分析(plotanalysis):借助 AntConc的词图功能抓取叙事主题词群的

文内分布,考察不同叙事主题类型的话语分布情况及其历时演变。
如上节所述,语料库辅助的分析旨在挖掘话语篇章中的典型叙事模式及其相

应的叙事结构特征,然后基于此提炼典型叙事类型。整个分析过程遵循“归纳—演

绎—再归纳暠的循环往复程序,以充分识别不同叙事主题中的典型叙事类型。对特

定叙事类型的解读则会进一步结合话语语境及其社会实践背景展开。

四、德语新闻媒体话语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类型

由关键词分析和词项分析结果(图3)可见,德语新闻媒体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

中出现了多类叙事主题,涉及中国经济现代化、中国军事现代化、中国工业现代化、
中国铁路交通现代化、中国社会现代化和中国政治现代化等不同主题框架。对上

述叙事主题的索引行分析可进一步识别出四类典型的话语叙事:(1)西方扩散主义

叙事,(2)中国式现代化缺陷叙事,(3)现代化中国威胁叙事,(4)政治家长叙事。研

究所提炼的叙事类型主要基于对语料的实证分析得出,但与已有的现代化叙事类

型有部分重合。例如,西方扩散主义叙事和中国式现代化缺陷叙事是对前述西方

现代性神话故事的直接反映,现代化中国威胁叙事和政治家长叙事则主要表现出

新的叙事类型特点,它们共同建构了西方视野中一种“非正统现代性暠的现代化中

国形象。

图3暋总语料库关键词云图(左)和“Modernnisierung暠词项特征云图(右)

暋暋暋暋来源:作者借助微词云软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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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扩散主义叙事

西方扩散主义叙事是西方现代性元叙事的核心叙事。它把西方描绘为现代性

的源泉,即现代性是从欧洲/西方“流出暠,然后“流入暠世界其他地方。栙 这一叙事

强调西方对于其他国家在现代性生产中的作用与影响,并常常伴随着一种“西方决

定论暠和“非西方否定论暠。
这一叙事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德语新闻媒体针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主题叙述

中。从索引行分析可见,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常被叙述为“中国对外部世界开放的结

果暠,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成就也大多被归因为外部影响(搭配词:ausl昡ndisch* ),即
“外国资本暠和“国外技术暠的流入。例如,2006年的一篇报道就写道:“中国经济的

现代化本质上曾经是且至今仍是这个国家对外开放的结果。没有外国资本和技术

的输入以及繁荣的出口就永远不会有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暠栚中国因而从自身经

济现代化的中心变成西方现代性扩散的外围地带,成为西方现代性的“受惠者暠。
在这期间,德国被形塑为“帮助者暠的故事角色,可通过自身“先进暠的产品、技术、
专业能力和知识等帮助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例如,2015年的一篇报道写道:
“巴登 符腾堡州可以为此提供创新、技术、环境友好的产品和职业教育模式。我们

可以在中国伙伴的经济现代化方面予以助力。暠栛

在中国工业现代化的主题叙述中也出现了这一类叙事。以德语新闻媒体尤为

关注的话语事件“中国制造2025暠为例,该计划被描述为中国实现工业现代化的

“蓝图暠和“路线图暠,并强调其受到了德国“工业4.0暠计划的启发。栜 德国因此再次

凭借其“领先暠的理念、知识和经验成为中国的“榜样暠(Vorbild)和创新的“来源暠
(Quelle)。例如,2015年的一篇报道写道:“差距是巨大的,因此中国想学习德国的

先进技术。暠栞中国在此类叙事中还常被塑造为不光彩的“模仿者暠形象,其特征是

对西方现代化技术的一种贪婪渴求与攫取。例如,中国政府被指控通过在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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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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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技术购买和战略并购(Aufk昡ufe)来“不当暠获取西方的“高新技术暠。栙 媒体还

引用德国研究机构的数据将中国投资者对德国企业的正常收购渲染为“值得警惕

的行为暠,认为这不仅会损害德国关键产业,还会造成重要技术的流失。栚 这种担

忧也出现在了针对中国铁路交通现代化的主题叙述中:媒体认为中国铁路公司通

过技术转移和经验实践已不再是“西方技术的模仿者暠,而是成为了竞争者。栛

德语新闻媒体话语中的西方扩散主义叙事重现了西方现代性元叙事中的“中
心—边缘暠角色结构:德国与欧洲作为世界现代性的“发源地暠和技术创新的“起
点暠,可以决定是否让“先进暠的现代化理念、生产模式和技术“流向暠位于远东的中

国,而中国只有在西方的引领下,靠其资金和技术才能实现和发展现代化,中国式

现代化的内生性由此被极大地消解和否定。尽管如此,德语新闻媒体仍无法全盘

否认后发国家的创新能力,中国推进现代化的速度也远超其预期。这因而也在其

话语中唤起了对于中国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追赶者暠和“未来竞争者暠的恐惧与

焦虑。
(二)中国式现代化缺陷叙事

西方现代性元叙事的另一种固有逻辑是二元论,即一种基于自我—他者、现
代—传统、文明—野蛮、进步—落后等的二元对立结构,栜其核心是实现对他者的

贬低和对自我优越地位的维护。这种西方自我想象的现代化共同叙述给非西方社

会的“缺陷暠“失败暠与“不足暠主题留下了空间。栞 因此,德语媒体话语热衷于凸显

中国在全面现代化转变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事件,例如在社会现代化主题叙述中

渲染中国政府所谓对西藏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不利暠影响。栟

德语新闻媒体针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主题叙述中同样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类缺

陷叙事。尽管它们普遍承认中国快速实现经济现代化堪称一项“史无前例的暠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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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国大量人口摆脱了贫困,过上小康生活,但更受其关注的仍然是这一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例如城乡差距、贫富分化、生态环境问题、劳动者保障不足等。话语中还

频繁出现了关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系列“缺陷暠(Defizite)故事,如缺乏“透明的现代

税制暠“私人财产保护暠“知识产权保护暠“良好法治环境暠乃至“全面的政治改革暠等。
这些对所谓“缺陷暠的叙述清晰地反映了德语媒体所认知和参照的现代化理想型,即
一种以西方现代化为基准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现代化的核心要素是

私有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自由市场以及有利于个人财产权的法律体系,并且经济

现代化最终应该服务于政治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暠,即所谓“民主化暠和“自由化暠。
显而易见,德语新闻媒体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缺陷叙事是西方现代性元叙事框架下的

必然产物,旨在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原型和标准来衡量与评价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借此维护和巩固西方现代化经验模式的优越性地位。例如,2013年的一篇报道讨论

了中国式经济现代化道路能否成为全球性的经济模式和西方经济政策的替代,结论

是否定的,理由就在于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的“特殊环境暠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问

题暠。栙 由此可见,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和所谓“缺陷暠的建构实质上是为了质疑

和否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与贡献,即通过将其贬低为一种特殊且带有缺陷的

地区性经验,来消解其对于全球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意义与价值。
(三)现代化中国威胁叙事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的发展速度之快及其在各方面所显现

的与已有西方现代性的差异,都给西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在德语新闻

媒体话语关于军事现代化的主题叙述中,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发展被叙述为引发国

际疑虑和担忧的威胁性事件。这一叙事的主角包括美国、中国,以及日本、菲律宾

和印度等多个与中国有着领土争端的国家。叙事的空间背景主要被设置在太平

洋、东海和南海等海域,中国式军事现代化也因而在一种地缘政治的冲突框架中被

赋予了具体意义。
由对关键词群栚的索引行分析可见,最早营造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不安暠

情绪的国家是日本,它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发布报告称要对中国海军和空军

的扩员保持关注,并将此举与南海岛屿争端进行了关联。栛 美国政府随即在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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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纪初也开始在国际上煽动对我国军事现代化发展的“忧虑暠(Sorge)和“疑惧暠
(Zweifel,Bef湽rchtung),不仅多次质疑中国推进军事现代化的目的,批评我国军

事预算快速增长和缺乏“透明暠,甚至宣称我国军事现代化的目标是为了准备台海

战争。栙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多次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把中国军事现代化所带

来的军事实力增长描述为“对美国太平洋利益的威胁暠栚和影响地区和平局势的

“不稳定因素暠栛,借此形塑中美之间以及中国与区域内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

突关系。德语新闻媒体对美日政府塑造的这套叙事照单全收,不仅在话语中继续

宣扬所谓针对“民主自由台湾暠的现代化军事战争叙事,还进一步把更多的领土争

端和海域资源开发等冲突事件与之相关联,把中国塑造为一个“雄心勃勃的暠和具

有“侵略性暠的现代化扩张者形象。俄罗斯作为中国进口武器和能源的来源国被描

述为中国的“帮手暠。欧洲和德国在这一叙事中的角色则相对较为微妙。它们远在

太平洋之外,因此立场略不同于可能与中国有直接利益冲突的美国及其亚太盟国。
与之相关的叙事多集中在武器禁运和技术领域,欧洲和德国在其中被描述为拥有

“先进暠武器和军事技术的行为体,须“提防暠和“努力避免暠这些技术被用于助力中

国发展军事现代化。栜

简言之,德语新闻媒体话语在军事现代化议题上讲述了中国通过国家意志全

面推进军队和武器装备现代化,并日渐成为美国以及太平洋多个“现代文明国家暠
的安全威胁与挑战的叙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语新闻媒体在这一叙事上与美

国政府保持了亦步亦趋的话语同盟关系。可以说,美国政府在德语新闻媒体中起

到了极强的议程设置作用。其所编造的叙事不仅可以迅速得到传播,还被自觉地

以各种方式加以强化和再生产。事实上,德美话语同盟对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关

注也绝非偶然。历史上,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扩张正是通过其经济、军事帝国主义和

殖民主义逐步实现的,因此德语新闻媒体认为,中国会走上和西方类似的现代化霸

权道路。

130

栙

栚

栛

栜

锇DieGro昚machtmussnoch湽ben》,DieTageszeitung,2002 08 01,https://taz.de/Die灢G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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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四)政治家长叙事

为进一步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非现代性暠,德语新闻媒体还着重从政治维度

形塑了中国“他者暠特质。中国的现代化项目在此常被置入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

的政治话语场域。媒体所选择的话语事件包括早期“斯大林式的现代化计划暠以及

中国历届领导班子对继续推进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承诺和要求等。因此,语料关键

词中出现了大量与政治人物相关的词汇表达(详见图3的关键词云)。其中,特征

化的叙事模式主要通过采取距离化的叙事视角,对中国最高政治领导人或政府官

员代表的话语进行直接引用或转述,进而表明自己的叙事立场。
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还被呈现为一种区别于西方以市场为主导的、自

上而下发起的国家行为。例如,媒体讲述了中国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各种手段快速

推进工业现代化的故事。不仅中国的产业发展措施被批评为“破坏市场原则暠的歧

视性措施,就连中国民营企业的跨国收购活动也屡屡被渲染为“国家和政府行为暠,
借此为德国政府实施干预提供合法化理由。事实上,现代化究竟是一种“国家项

目暠还是“自由市场经济下的产物暠,两者并非绝不相容。英国早期现代化的实现就

是一种由政治精英主导的国家项目,国家和政府权力都被用于推进英国在其国内

以及全球范围的工商业发展。栙 因此,国家导向的经济秩序并不是“失常暠,它从一

开始就构成了西方现代性的经济秩序。栚 西方现代性元叙事在其后期将“自由市

场经济暠标榜为其定义特征,并长期“污名化暠国家和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实际上既

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在动机上也是相当可疑的。
简言之,德语新闻媒体通过政治化的意识形态话语将中国式现代化描述为家

长式作风下的政治产物,把党和政府刻画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唯一行动者和

绝对主导者,严重忽视了中国人民的主体性和参与度,同时还通过叙事凸显了所谓

市场化和非市场化的差异,建构出中国式现代化一种“非自由开放暠的专制与封闭

的另类形象。

五、德语新闻媒体话语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演变

如上所述,德语新闻媒体借助多种话语叙事将中国建构为西方现代性的“受惠

者暠“模仿者暠“叛逆者/另类暠以及“安全威胁者暠和“未来竞争者暠等形象。这些叙

事类型及其建构的中国形象散布在其话语场域内的多个叙事主题中。因此,对叙

事主题的话语分布分析可侧面考察其相应叙事的历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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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暋德语新闻媒体话语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分布及其历时演变

根据叙事主题的频数统计,栙德语媒体话语最为关注的叙事主题为中国经济

现代化、军事现代化以及工业现代化,其次也部分关注了中国在铁路交通、社会、政
治和生态等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从历时角度考察,中国军事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

主题叙事出现最早,同时贯穿话语始终。铁路交通现代化叙事主题具有较强的时

效性,主要集中在2000—2005年,即我国高铁建设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的关键发

展期。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关注主要出现在2005—2013年,并且大

多与中国经济现代化叙事主题紧密交织,着重刻画了中国快速实现经济现代化过

程中所带来的问题与尚存的“缺陷暠。中国工业现代化叙事作为新近十年逐渐发展

壮大的主题领域,反映了我国现代化事业新时期所取得的重要进展。尤为值得注

意的是,与现代化中国威胁叙事紧密关联的军事主题近年来占比越发扩大,业已成

为了当前的主流涉华叙事之一。这很可能意味着,德语主流媒体话语的着力点已

经从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缺陷性暠转向为“威胁性暠,国家安全逻辑随着这一转向

而被逐渐引入,现代化议题因而被泛安全化和泛政治化,西方国家对中国现代化发

展的越发严厉的遏制态度也借此得以“合法化暠与“正当化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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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国现代化叙事的应对之策

德语新闻媒体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清晰地反映了西方现代性的元叙事架构。
西方现代国家在其中被描述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理念、经验、知识、技术乃至资金的

提供者,中国则是“受惠者暠和“模仿者暠。中国实现自身现代化的成就被主要归功

于西方国家的积极影响,现代化进程所出现的问题则被归为政府、政党乃至制度本

身的问题。西方现代化模式依然被默认为理想型和全球标准,中国式现代化经验

在此参照下是带有诸多“缺陷暠和“问题暠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手段也长期遭到抹

黑,要么被描述为借助国家和政府力量的“非自由市场行为暠,要么是对西方“先进暠
现代技术的“模仿暠“剽窃暠或“抢夺暠。然而,尽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长期被唱衰,中
国仍然不断取得新成就和新进展,从西方现代国家的“模仿者暠日渐成为“追赶者暠
和“竞争者暠。中国在德语新闻媒体话语中也从西方投资的一片乐土转变为会造成

现代技术和竞争优势流失的“中国风险暠。而在地缘政治的叙事框架下,现代化进

程中的中国被视为凭借其经济现代化的成果大肆扩张军事实力、谋求实现全球现

代化霸权地位,从而被进一步框定为对西方现代文明国家的“安全威胁暠。
德语新闻媒体话语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还呈现出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

叙事的双重杂糅的特点,重现了东方主义传统中先进与落后、文明与不文明的世界

等级秩序。长期以来,中国在这一体系中被分配了“东方落后国家暠的位置———不

仅发展水平低下,且不具备西方现代文明的精神内核与“高暠道德标准。因此,即使

中国可以部分地实现物质和技术上的现代化,那也是受西方先进现代性影响的结

果,亦或是中国采取了“不道德暠或“不正当暠的手法。更重要的是,一个不具备所谓

“西方文明内核暠且没有遵循西方模式,却又实现了现代化发展的国家是具有威胁

性的,会从根本上动摇当前西方主导的现代社会秩序和国际关系格局。这也是德

语新闻媒体话语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最终与中国威胁叙事合二为一的关键原因

所在。中国不会是西方现代性自我的复制品,而是作为“永远的他者暠被视为西方

现代性霸权的挑战者和对手。
整体而言,德语新闻媒体话语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折射出一种传统的、以西

方为中心的单一现代性理念。这种现代性理念脱胎于西方社会学的近代经典现代

性理论,其核心是把现代化看作一种“首先发生在欧洲,并终将扩散至其他所有地

方暠的不可逆过程。栙 这种在二十世纪早期大为兴盛的理论观点早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后就已濒临破产。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学者们也纷纷开始质疑这种

现代性理论中所暗含的“欧洲起源假说暠“同质化假说暠和“线性发展假说暠等系列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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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前提,并主张在新的全球背景下对“现代性/现代化暠进行重新概念化。在这一思

潮中出现了譬如“多元现代性暠“另类现代性暠“全球现代性暠“交织现代性暠和“行星

现代性暠等新概念。栙 这些概念的提出者都强烈抨击了传统现代性概念对于西方

现代性霸权所起到的意识形态作用,并强调用一种复数的现代性概念来取代以往

过于单一和同质化的现代性理解。用比恩·维特洛克(Bj昳rnWittrock)的话表述就

是“现代性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暠。栚 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构建可与西方社会

科学中这一股现代性理论反思运动充分结合,在此基础上重塑世界现代化叙事的

话语格局,树立现代化中国新形象。
一是重新配置现代性叙事的时间与空间秩序,塑造中国早期现代性创造者

形象。现代性可以有多重起源。在非西方地区广泛存在着未知的或被遗忘的现

代性。栛 研究表明,大多数对西方通往现代性独特道路起到支撑作用的历史和文

化基础其实并不牢固,例如中国宋朝时期的典型城市文明就远远领先于中世纪

的西方。栜 通过中国早期现代性的叙事将“现代性暠重新“空间化暠,栞以使其脱离

与特定时期、空间和文明的固定联系的方法,可以有效打破西方扩散主义叙事,
消解“西方暠在现代性话语中的时间性和地理性特权。此外,不同空间现代性之

间的相互影响也应被纳入其中。英国的现代化进程早期就广泛受益于印度的棉

花种植和生产技术。栟 因此,现代性文化不是孤立和封闭的,而是在相互接触和影

响中产生的。
二是讲述多样化的现代化经验叙事,塑造中国现代化经验分享者形象。当今

的现代化叙事仍处于由西方经验和价值观主导的阶段。实质上,西方现代化从一

开始就不是一个同质的发展过程。在过去两个世纪里,西方国家之间在社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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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政治的最佳组织形式上都有着深刻的差异。栙 美国革命维持了奴隶制,并
且直到1970年左右才从制度上废除了种族主义。栚 即使以西欧为背景,现代性也

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再者,现代性的不同经验产

生的不会是同质的现代性,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地区的崛起将创造新的现代化

模式,并为现代性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奠定基础。栛 因此,统一的现代化过程自始至

终都是不存在的。拒绝以西方为理想型的同质现代性叙事,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

现代化经验叙事,可以将全球多个现代化社会的声音、经验和文化带入当代现代性

话语场域。
三是还原西方现代化历史的真实故事,塑造中国和平现代化建设者形象。西

方的现代化进程历来被叙述为一种伟大文明的发展与传播过程。然而,这绝不是

历史的全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后殖民学术研究已然证明西方现代性与殖

民主义的紧密关联。栜 事实上,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与欧洲内外的殖民战争和

帝国主义战争是同步进行的,西方对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影响也伴随着大量殖民化、
种族灭绝和压迫等现象。栞 这些都充分显现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内在固有的破坏性

特征。这种破坏性的根源不仅在于其自带的排他主义、等级主义和扩张主义逻辑,
还在于其以民族国家为最重要基础的组织和动员方式。栟 在这方面,无论是法国

大革命中的暴力或是二战期间的大屠杀都可被看作西方现代性的象征与极端表

现。栠 充分揭露西方现代性的弊病及其给世界多数民族带来的苦难,才能更充分

地彰显出中国以和平方式实现现代化的难得可贵和中国现代性区别于西方现代性

的根本特征。同时,这也是对现代化中国威胁论的有力驳斥:中国无需像西方那样

依靠殖民压迫和战争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依赖于当今和平与相互

依存的全球化体系,从本质上区别于西方掠夺式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因此不会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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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研究》 2024年 第4期 第39卷 总第156期

Deutschland灢Studien

应被视为“威胁暠。
四是讲述特殊文化空间下的现代性叙事,塑造中国古老现代化文明形象。近

二十年的新现代性理论主要强调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认为现代化总是在特定的

文化或文明背景下展开的,不同的现代化起点会形成各异的现代性发展与现代化

模式。栙 现代化方案在这种意义下也被理解为受特定社会文化塑造的对于未来的

共同愿景。栚 欧洲的现代化愿景只是其中的一种,不应被视为通往现代性的唯一

有效模式。栛 这里需要讲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与我国特定社会经济、政治和传统

文化特征的有机联系,从而讲好中国这一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故事,全面反映中国式

现代化的独特社会渊源与深厚文化底蕴。
五是把握好共性叙事与个性叙事的关系,塑造中国多元现代性倡导者形象。

亦如学术话语中的“印度现代性暠“亚洲现代性暠和“伊斯兰现代性暠等概念一般,中
国式现代化叙事也需要构筑“中国现代性暠(chinesemodernities)。当然,这并不是

要重现“东方—西方暠的二元对立,也不应塑造新的“中国中心主义暠和“边缘暠。而

是如苏珊·弗里德曼(SusanS.Friedman)所主张的,打破西方现代性作为原始和

单一现代性形态的意识形态元叙事,然后在世界历史和话语中呼吁现代性故事的

多样性。栜 这也是为了给受各国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影响的多种现代化项

目留下空间,从而为未来提供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现代文明新愿景。在这种意

义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既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栞 中国同样可以成为世界多元

现代性的发源地、创新源泉以及全球现代化经验、模式与道路的重要贡献者。
综上所述,叙事形塑了人们对现实事件的认知、理解与评价。栟 本世纪仍将是

世界多国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关键时期,中国正在以自身的智慧和发展成就深度参

与到全球现代化浪潮中。各国主流媒体话语折射出各国社会关于“现代暠的特定愿

景、欲望和逻辑,同时也是不同现代化愿景得以重新协商的重要场所。本文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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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作为中国叙事的产物,通过语料库辅助的叙事话语分析方法探究了德语新闻

媒体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及其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借此剖析了德语主

流社会的现代化观念与集体认知。本研究收集了最具代表性的德语新闻媒体篇章

作为语料,但数量规模和语料种类仍可进一步扩大,以便更全面地把握德语社会中

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叙事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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