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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西藏事件”报道研究

●  杨　庆  任　安

从“西藏3·14 事件”看西方

媒体的“新闻帝国主义”

连日来，西方媒体对“西藏3·14事

件”的报道中，出现了许多违背新闻客

观性、真实性原理的错误，这些错误带

有明显的倾向性和偏见，是西方媒体带

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典型表现。大

致而言，国外媒体关于西藏事件报道的

谬误可分为以下4 类：

1.以偏概全，混淆视听

3月 17 日，CNN 和法新社在各自的

网站上使用了同一张图片，图片中两辆

绿色卡车一前一后正向两名平民驶来——

事实上，如果完整展示图片的话，可以看

到当时军车旁有约10名暴徒在向军车投

掷石块，虽然CNN 网站的图片说明写着

“藏人向军车投掷石块”，但图中却看不

到这一已被裁去的场景。

2.看图说话，编造故事

德国《柏林晨报》网站在3月 18日

刊登了一张图片，并说明“警察在抓捕

人”，而事实上，图片上显示的是西藏公

安武警正解救被袭击的汉族人。

3.张冠李戴，恶意栽赃

德国RTL 电视台在其网站的新闻栏

目登出了一副表现4 名挥舞棍棒的警察

追打游行者的照片，图片说明为：“中国

警察在西藏镇压抗议者”。而照片实际

上反映的是尼泊尔警察3月 17日在加德

满都驱散游行者。

4.颠倒黑白，断章取义

3月 17 日，BBC 在其网站上刊登了

题为“藏人持续骚乱”的报道，所配照

片的说明是“西藏目前有大量军队”。而

事实上，配图是西藏当地公安武警协助

医护人员将在骚乱中受伤的人员送进救

护车的场景。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西方媒体在

整个事件的报道中公然违背了新闻最基

本的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进行歪

曲、虚假报道，从根本上践踏了新闻从

业者的职业操守。同样，这样有失偏颇

的报道在2007年多次出现，西方媒体对

于中国的偏见报道由来已久，分析其原

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造成：

首先，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

文化观念的差异，更由于国家利益的相

互冲突与矛盾，西方主流媒体一直不遗

余力地对中国进行妖魔化报道，从而达

到遏制中国、边缘化中国的目的。在这

些传媒的塑造下，欧美公众心目中的中

国依旧停留在改革开放之前，甚至更落

后的年代。同时伴随着诸如国家内部缺

乏法制、践踏人权，在国际上大搞军售、

压制不同政见者的负面形象。

其次，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能够

使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传播，从

而产生强大的影响力，但因为媒体“把

关人”角色的存在，造成了大众媒介中

的真实与现实世界的真实之间的完全不

同，“这种不对等关系所带来的对某一

事件或现象的信息不完整甚至偏颇会造

成他们对特定问题、事件和人群等认知

的不完整甚至扭曲”，①久而久之产生

了对某一事件的刻板印象。对于欧美民

众心目中不真实的中国形象，我们可以

归咎于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长期以来有

失公正的报道，从而在欧美民众中形成

了对中国形象的刻板印象，并且这种刻

板印象反过来又影响媒体的报道，从而

逐渐加深欧美民众对中国的偏见认识。

互联网对中国话语权空间的延展

网络传播时代，互联网构建了一个

互联网对话语权表达空间的延展
——从“西藏 3·1 4 事件”谈起

“人人都是传播者”的传播空间。世界正

在进入一个“我们即媒体”(we are media)

的自媒体时代，任何草根平民都可以通

过互联网记录生活的所见所闻所感。

其次，网络媒体一对一、多对一、多

对多的传播模式是一种去中心化传播。

这与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传统媒介有很

大不同。因此，网络开启了“平民化”的

传播时代，社会公众以网络为载体，自

由表达自己的言论或观点进而形成了网

络舆论。

再次，互联网因为其开放性、交互

性、即时性等特点为全球网民提供了开

放的话语表达与交流空间。这种特性彻

底瓦解了西方媒体的单极化话语霸权的

垄断，受众可以通过网络这一快捷方便

的媒体了解事件发生的真实情况，从而

掌握真相，改变看法。

面对西方媒体对西藏事件匪夷所思

的失实报道，此次中国网民的表现可以

用“理性的愤怒”来形容。他们通过博

客、视频等，搜集各种证据，用事实驳

斥部分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3 月 20 日

现身内地网络的《惊！西方媒体竟然是

这样做西藏事件的新闻的！》这篇文

章，是较早揭露西方媒体错误百出报道

的文章，它用大量CNN、BBC、华盛顿

邮报等西方主流媒体网站有关西藏暴力

事件的报道截图，客观真实地指明了西

方媒体的歪曲报道。该文随后立刻被网

友转载到内地各大小论坛，引起了一股

旋风，从Google键入该文章题目，相关

转载已达26 万条。

同期，网名为“情缘∮黄金少”的

一个21 岁的加拿大华裔青年做的一段7

分钟的视频《西藏过去现在将来永远是

中国的一部分》②火爆网络，3 天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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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量接近120 万次，各种语言的评论

达7.2 万多条，并引发了各国网民关于

西藏问题的大辩论。甚至有外媒认为其

影响超过温家宝总理的记者招待会，让

世人刮目相看，让西方人瞠目结舌。 

另一个名为《西藏骚乱：西方媒体

的真实面孔》③的视频又成为了

Youtube 上的新宠。与“情缘∮黄金少”

一时气愤涂鸦而成的作品不同，此视频

的作者无疑是“有备而来”，搜集和整理

了大批的西方媒体报道并各个击破，引

起了中国普通大众的一片叫好之声。

与此同时，网民在国内的网站上也

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声讨行动。以揭露西

方媒体失实报道西藏暴力犯罪事件的

“反CNN”（anti-CNN.com）网站刚刚成

立5天时间，浏览量就超过20万人，近

2000人给网站提供了各种证据。④其实

并不仅仅只是针对CNN，网民还申请了

“反BBC”、“反美国之音”的网站。很多

网友表示：CNN 只是一个代表，在它背

后，是部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误解和偏

见，对此网民有必要将真相公布。

由此可以看出，在“西藏3·14 事

件”的网络舆论“反击战”中，正是因

为中国网民数量的增长与媒介素养的提

高，对西方媒体传播信息的真伪提出了

质疑，同时利用各种新媒体手段与传播

渠道向世界网民介绍发生在西藏的真实

情况，从而拓展了中国主流媒体表达之

外的民间表达。在强大的谴责声中，一

些做出错误报道的媒体做出了更正。德

国RTL 电视台网站于3 月 23 日发表声

明，承认对中国西藏发生的暴力事件的

报道存在失实问题，并对此表示遗憾。

互联网时代的国家形象建设与

对外宣传

在当今的国际新闻中，有2/3 的消

息来源于占世界总人口1/7的发达国家，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中占

据着垄断地位。虽然，近年来随着中国

新闻事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中国媒

体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中央电视台和中

国国际广播电台都有专门的对外节目和

频道，《中国日报》、《新民晚报》等报纸

在海外也有专门的版面，但由于种种因

素，这些中国媒体的影响仅限于华裔华

侨及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外国商人，而

对西方主流媒体与普通民众的影响并不

大。同时，由于缺乏了解以及受片面信

息蒙蔽，不少西方民众对于中国官方及

其媒体持怀疑甚至逆反态度，因此新时

期的对外宣传不可一味依靠官方媒体，

而应拓展多种渠道与形式的对外宣传模

式，从而重塑中国的国家形象。

1.重视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应用，建

设权威的对外宣传英文网站

“实践证明，塑造国家形象的宣传

手段越先进、越现代。其声音就越强、传

播就越快、范围就越广，影响也就越

大”，⑤互联网因为其开放性、便捷性与

跨国界的性质，逐渐成为现代公民获取

信息的首要渠道。但在全球的互联网信

息中，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英文信

息占有90%以上，中文信息只占1%。所

以，要扭转这种局面，就要加强我国互

联网对外宣传的力度，通过构建权威的

对外宣传英文网站，更加详细、全面、具

体地介绍中国的发展情况与存在的客观

问题，从而改变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

报道，为西方民众了解中国实情提供更

为便捷与详细的渠道。

2.提高中国网民的媒介素养，多方

面拓宽宣传渠道

以互联网为主的新技术带来的广泛

应用，以及网民公民意识的觉醒，对社

会公共事务的参与表现得尤为突出。在

这次“西藏3·14事件”的传播过程中，

中外网民做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对于事

件真相的展示与西方媒体的反击尤为引

人注目，“人人都是记者，事事都见真

相”已成为现实。

在日常的传播过程中，随着中国网

民人数的急剧增加，同时应该注重对网

民媒介素养的培养，媒介素养的基本含

义是“批判性思考能力”（critical thinking

skill）和“传播能力”（communication

skill）。⑥对于我国网民媒介素养的培

养，应该在不断提高网民“批判性思考

能力”的同时，不断加强网民在实际传

播中的“传播能力”，例如网民对视听元

素的整合能力，对传播渠道与传播形式

的选择等方面。从而使网民在对外交流

中，自觉地逐渐肩负起拓展中国话语

权，维护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任务。

3.利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通过

互联网重塑中国国家形象

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

上独特的风景线。其绵延5000年，博大

精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自我更新能

力。而对外文化交流是打破意识形态壁

垒，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沟通了解

与合作信任，以及与国外民众进行交流

对话的有效形式。网络的多媒体功能为

新时代传播中国优秀文化与价值观念提

供了一条便捷有效的新途径。1999 年 2

月，故宫被搬入Inter公司的网站，3周

内有150 万人访问，被英国报纸评为当

周最热门网站。这说明世界人民对中国

文化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了解欲望。

因此在新时期我们要注重发挥互联

网的多媒体功能，在网络上全方位展示

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遗产与思想观念，

从而加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度与国际认

同度，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为中国

的和平崛起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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