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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1

實
張錦華 (台灣1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海內外知名的中國經濟社會學者何清漣女士一向十分關注

中國的新聞言論控制，她在 2006 年出版的《霧鎖中國:中國

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 ， 至今為止，幾乎仍是系統的分析

中共控制媒體的唯一專著。 2019 年初，何女士繼續再接再厲

出版本書 《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 ，補上了中

共對國際社會輸出言論和媒體控制的各項事實和數據分析，並

說明近兩年來國際社會如何覺醒和反擊 。 同時擁有歷史和經濟

學專長的何女士 ，也曾是一名優秀的記者 ，著作一向嚴謹、分

析犀利、數據資料確實豐富 ，更堅守自由與人權的核心價值。

相信本書的問世同樣將是學界瞭解中共外宣的必讀之作 。

。本書簡介

本書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簡介中共的對外宣傳史， 資料很

珍貴 ，尤其是回溯到中共早期建制時期，西方媒體左派記者如

愛德加﹒史諾 (Edgar Snow ) 等人如何讚譽共產體制，卻完全

無視於中共如何剝奪人民政治權利 。 本章也說明澳洲、加拿大

以及美國政府如何在 2014 年之後，才警覺到中共的外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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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影響該國的自由民主及政府決策，於是相繼質疑中共的外宣

媒體其「問諜」性質，並修訂了相關法案，包括澳國政府重修

反間諜和外國政府平涉內政的法律、美國修訂《外國代理人登

記法》等。

第二章主要分析中共自 2003 年後，如何將外宣「本土

化 J '也就是為了執行「外宣工作三貼近原則」一一即貼近

國外受眾的思維習慣、貼近對中國訊息的需求，以及貼近中國

發展的實際。中共在其經濟大幅成長之際，編列了巨大資金，

或是直接建立中共主要喉舌媒體分社、或是收編或聘用外國的

記者編輯、或是入股或併購外國的媒體等等。執行的範圍廣及

歐、美、亞、非、拉美等地。在習近平上台後大力推動的 「一

帶一路」計劃下，各項外宣計劃更是要「營造良好的國際輿論

環境 J '而對於多個國家在該計劃下出現「債務外交」等惡果，

則是隻字不提。

本章也評價了這些用鉅額經費操控下的外宣成效，作者認

為「傳播力不等於公信力，信息、發布也不等於資訊的到達、資

訊的到達也不等於受眾按照發布者的意圖解讀」。她語重心長

強調，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歸根結抵是由其「國內」政

治社會狀況來決定的。中共無法杜絕互聯網上各種管道傳出的

有關中共的高度腐敗、貧富不均、環境汙染、生態災難、暴力

鎮壓人民等，其外宣內容充斥的正面形象就缺乏公信力了。

第三章是詳細分析國際上的「中文媒體」如何被中共籠絡

及收編，目前多半已逐漸靠向中共。中文媒體是中共所謂「海

外統戰三寶 J (中文媒體、華人社團與中文學校)之一 ，本章

主要以美國為案例 ， 分析中共如何以入股、收購、主辦交流會

紅色滲透

議、研修班、論擅等等積極且規模龐大的交流平台，影響海外

的中文媒體 。結果是 : 「自 2 1 世紀中國強力推行大外宣以來 ，

世界中文媒體版圖已呈現紅色和粉紅色 J ' 還能夠堅持獨立和

批判立場的中文媒體已屈指可數，如美國之音 、 BBC 、自由亞

洲電台、以及《大紀元時報》和新唐人電視台等。

第四章則是專門談香港九七回歸後的媒體「喉舌化」現

象。本章記錄香港在港英殖民統治下曾經享有的新聞自由已成

明日黃花。無論是所有權、言論 、編採及廣告等均多遭控制 ，

甚至批判性強的記者遭到威脅、離職或暴力攻擊。連外國新聞

機構的記者都遭到整肅，例如， 2018 年|時任香港外國記者會

副主席馬凱 ( Victo r Mallet) ，也是《金融時報》的亞洲新聞

編輯 ， 因邀請「港獨」人士演講而遭到驅逐出境， ，-香港已

死」終已到來。作者更痛心控訴，北京藉財閻之手操控香港傳

媒市場 ，縱容中資媒體肆意攪亂香港輿論 ， 這不是在幫助香港

發展 ，而是導致香港大陸化、中共化。這對香港市民來說 ， 不

宮是一種「國家犯罪」。

第五章是談中共對台灣媒體的紅色滲透。作者直指

新聞自由度的升降明顯受到兩岸局勢的變化。 2008 年馬政府

上台後 ， 兩岸交流日多，親中商人也大張旗鼓進入台灣媒體市

場。很明顯的 ，所有權的變化也同時伴隨著新聞編採立場的變

化(如親中的正面報導 、迴避負面的公共議題) 、 甚至是棄守

新聞專業(偏向的報導和新聞置入等)。由於當時的執政者強

力的推動 ECFA 及《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 導致公民社會

發動了反服貿的「太陽花運動 」 。作者認為在中國挾持強大的

政治和經濟影響力之下，值得肯定的是 ，台灣的知識分子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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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於抗衡，包括旺旺三中集團大規模併購有線電視的計劃終於

挫敗、《服貿協議》也終於罷簽，新聞言論的自由環境獲得暫

時的維護。 2016 年至 2018 年的國際新聞自由度評比，台灣連

續三年重新獲得亞洲第一的排序(總名次則是在 40 名左右) , 

而中國則是在全球近 200 個國家中排名倒數十名以內。不過，

作者也警告，中共汲汲於對台灣媒體滲透和言論控制 ， 台灣必

須時時警惕。

第六章是「中國的形象焦慮症與『大外宣』效果 J '作者

總體分析為什麼中共要花費巨資，營造中國的正面形象，又

獲得什麼樣的效果。其實做為 GDP 世界第二大總量的中國，

絕對是任何國家不容小的「強國 J ' 為何還要不計成本地

「爭奪話語權 J ?作者首先用《環球時報》及其英文版 Global

Times 為例，諷刺地指出其對內對外是「陰陽臉 J ' 一方間對

外宣的報導故意顯示中國的「自由開放 J '例如凸出其對異議

人士的公開採訪報導;男方面，對內則是不惜扭曲訊息'撒謊

編造中國的正面假象 。作者認為 ， 由此也可看出，中共原有的

其實面孔太醜惡，不能以本來面目示人，因此投入巨額經費，

打造一副好看的面具。但作者認為，不管中國大外宣如何妝扮

自己，世界總有看穿中國真面目的一天。 2018 年 10 月 4 日，

美國副總統彭斯在華府哈德遜研究所發表的演講，強烈指責中

國的軍事侵略、盜取商業機密、各種間諜活動、侵犯人權，以

及干預美國選舉等，顯然將使中國的大外宣不能再像以往般無

所顧忌。

最後一章是進一步分析 í 2018 年:美國阻擊中國大外宣

之始」。本章說明美國如何從早期將中國定位為「經濟合作夥

紅色滲透

伴 J '因此秉持「接觸、合作、改變」的基本原則，希望最終

實現中國的民主化。但是，前述「擁抱熊貓派」在 2016 年川

普當選後，遭到「屠龍派」的打擊，使得中共經營多年的美國

外宣工作，幾乎趨於互解。 2018 年由美國智庫、國會或政府

出台的幾項報告，直接揭露了中國「學術問諜」、由中共出資

和影響的「孔于學院」、「中國研究中心 J '以及收買人才的

「千人計剖」等等，如何利用美國的開放社會，出巨資打造平

台，伸長臂監控與議者 、 壓制談論「六四」、台灣、新疆、法

輪功等議題，利誘和影響美國政策和意見領袖。

尤其是，獨裁中共的外宣計創實際上結合著黨國的經濟戰

略計割，壓制負面批評 ， 背地卻以「掠奪、複製、取代」的策

略，長期盜取高科技知識技術、然後複製生產，在全球市場中

取代美國公司，甚至忘形高聲宣傳「中國製造 2025 J '讓美

國戚受到強烈的不公平貿易帶來的威脅， 川普終於堅決地發動

了中美貿易戰。本章內容是當前最新的發展 ，作者又是長期觀

察中美經濟社會的專家 ，內容精彩詳賀，值得仔細閱讀。

本書付梓之際，美國以 23 項罪名起訴華為副董事長兼財

務長孟晚舟'這些罪名中包括違約出售伊朗禁用技術、竊取商

業機密、涉及電信欺詐、竊取機械人技術等等，並要求從加拿

大引渡。司法及貿易大戰才要開始。無論後續如何發展，這些

指控顯示中共不公平的貿易手段，各種金錢收買或盜取專利的

行為，實為所謂的「強國」之恥。目前已有美、英、德、日、

加、荷、澳、法，以及台灣等地均開始抵制華為產品。這些年

來中共為了維護其黨國政治經濟利益的大外宣投資恐將陸續付

諸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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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實力和軟實力的不岡

也許有人會間，任何國家都在從事外宣工作，中共巨資投

人的大外宣有何不當?文宣工作又稱「軟實力 J '各國都在努

力經營，當然也投入大筆金錢，像韓國影視產業行銷全球，還

被奉為國家投入文創的典範。中共的大外宣策略，例如孔子學

院推動中國文化教研和中文教育，有何不妥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分辨兩個名詞:軟質力和銳實力 。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在 201 7 年 12 月初公布一份報告: {銳實

力:威權主義影響力在民主國家中漸增~ (5，仰伊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nfluence in the Democratic 協rld) ， 即首先區別「銳

實力」與「軟實力」的不同，後者主要是透過文化傳播增強其

本身的吸引力或說服力(形象) ，如韓國的影視文化風行全球

就是典型。但「銳實力」則是以「利誘」及「威脅」並用的方

式，令有利於己方的輿論變成主流，迴避或壓制負面議題或間

責言論，從而減低威權強國在海外拓展經濟項目和國家形象上

所遇到的阻力。

這份報告主筆之一賈勒德納(Juan Pablo Cardenal) ，是西

班牙記者，現旅居於香港，在 2013 年出版《中國悄悄占領全

世界~ (China s Silent Army: 1he Pioneers, Traders, Fixers and ，路rkers

Who Are Remaking the Wo rld in B吋ings !mage) ， 即詳細分析中國

如何從媒體、經濟、學術與文化等各層面影響拉丁美洲。藉由

各種經濟優惠、交流參訪或論壇平台的方式，拉攏他國社會的

公/民間社會團體成員，其目的就是達成「中國積極設定的政

治議程，與黨國立場都相當一致，且明顯是為減弱海外批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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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聲音」。也就是說，其最終目的，就是藉由「銳實力」所

發揮的經濟利誘，達成強制的 「輿論操控 J '壓制批評中共的

言論 ，俾維護中共的政治影響力和經濟利益 。

2017年 12 月 ]4 R的英國經濟雜誌《經濟學人~ (Economist) 

也以「銳實力 J (Sharp power) 為題，形容中國日增的國際影

響力，主要是指巾國通過收買與攏絡等多種做法，影響輿論取

向，操控各國的決策。有別於國際社會認可的「軟實力」作法 ，

銳實力的影響力其侵略與頗覆性、能削弱他國主權，是一種獨

裁國家利用白山國家開放社會的「不對稱作戰」。各國隨著中

共愈發高姿態的大外計作法，因而開始警惕並定位中共為具威

脅力的「外關勢力」。

。rl1共銳質力的案例

中共銳質力運作於全球的案例包羅萬象，台灣應有最明顯

的廠受，例如:針對擁有中國市場的影制I~YJ.M或企業商家、跨

國企業如航空公司成旅的飯店等綱的，對其有|鍋台灣的言論立

場，或台灣籍屬有稱等，均要求「屈服、道歉、並宣示配合既

定政治原則，甚至進一步自我審查、限制需論或學術自由，或

違背自由意志而配合做特定的發言、表態，甚至迫使他人也配

合表態 」

國際上的文化學術界亦有多個案例受到關目和警惕。例

如，本書中提到的中國在多所大學設立的孔子學院，就是操作

「銳實力」的具體事例 。近年來澳洲及美國各地均持續揭露以

中共資助(補助、捐助)等方式在各大學建立的孔子學院，表

面上宣稱從事中國文化教研 ，但隱藏在背後的則是 ，中方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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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手段干涉學術自由，因而引起學術界覺察和反彈。近年已

有多起大學關閉孔子學院的案例 。 美國國會也擬提案將孔子學

院列為《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的登記範圍。

另一個引起強烈反彈的言論操控案例 ， 是 2017 年劍橋大

學出版社屈從中方壓力，將旗下重要刊物《中國季刊~ (The 

China Quarterly ) 中超過 300 篇論文和書評從其中國網站下架，

據報導其背後有中方大量捐款。本案引起上千名的該期刊作者

連署抗議，劍橋大學才撤回下架的決定。另一世界最大學術悶

書出版商施普林格 . 自然集團 (ωSpr戶rdin呵g伊er Na缸肌叫tl仙ur

從旗下《中國政治學期干刊u> (J戶b仰ur附nalofCω'hin仰衍仰e Pof.似iU仰tical S扣CdiE仰nc，臼e)

及《國際政治學~ (b叫en叫仰zal Pof.仰zt吋tic.ω5ο) 網站|刪11帥削It削m除了 1000 多

篇文章。這些文章均含有被中國政府認定》為誨政治「敏鸝」的關

鍵詞 ， 如「台灣」、「西藏」、「文化大革命」等。施普林格

顯然是為了他們在中國的圖書市場 ， 其說詞是他們必須遵守中

方合作夥伴一一中國間書進出口總公司執行n甘「本地分銷法

規」。

由以上討論可知，中共銳實力是透過中國在經質市場、工

作權乃至生存安全上的影響力 ， 也就是威權國家的綜合實力，

公開或非公開地施壓、影響特定對象，讓對方屈從或自我審

查，達到其操控、影響輿論的效果。這並不只是影響言論向由，

更威脅民主制度和國家安全。

至於如何有效對抗來自中共的銳實力攻擊和影響呢?在

2018 年 12 月 2 日的一場「台美如何共同面對中國銳實力? J 

國際論壇中，多位學者均指出應加強分享台美和區域資訊和法

規制度;在傳播面向的作法，則建議媒體應盡力透過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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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去進行調查與揭發任何 「紅色資本 J ( C hinese capital and 

and inves tment )隱藏的利益勾結。

「台灣灣:守護 J (Taiwan Sen叫叩戶IIimn肘el) 赤總恩恩、編輯寇諭 ;將恃 (υJea叩n

Micha吋εel Cole) 認為，互聯網和社群媒體的時代 ， 中共的外宣操

作 ， 更可以透過假新聞(faI也 news) 、假消息( misinformatio n ) 

和假資訊( disinformati o川等，利用自由開放社會的保障 ，

進行不對稿的滲透和影響。台灣即將到來的 2020 年總統大

選值得密切注意。因此， 民眾與媒體都有責任 ，加強認識中

國銳質力手段與其背後的意識形態。方式上包括定期舉行雙

方學者專家和公民社會團體的交流會議 ， 有系統地分享資訊

與調查成果。透過共用平台 ， 提升民眾情境意識( si tuatio naJ 

awareness ) . 從而揭露中國銳實力直接或間接的威脅。

而本書的出版 ， 正是揭露中國銳實力的力作。 也是作者做

為公共知識分子 ，關心人類自由 、 公義與人權的長期而深刻的

重要成果之一 。

張錦華

201 90208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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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2

「
d三丘，

旦 」﹒ 共與

程翔(香港媒體人、《天安門的反思》作者)

中共向從 2008 奧運會之後向國際社會開展其「大外宣」

工作，至今已經十年。所謂「大外宣 J '是「中國對外宣傳大

布局」的簡稱。開始時，國際社會對此並無太多認識，十年後

的今天，大家終於看出「大外宣」對其社會帶來的潛在危機，

從而開始自覺地抵制它。在此時此刻問世的何清漣女士的新作

《紅色滲透 : 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 (以下簡稱《紅色滲

透~ )就顯得十分及時。

對中共宣傳工作的組織結梢、體制、政策、手段等各方

面，何清漣女士堪稱是最權威|的專家。她在 2006 年出版的《

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 ， 一直成為研究中共

宣傳工作的學者不可或缺的經典參考書，迄今尚未有能出其右

者。十餘年之後，她再接再厲出版了《紅色滲透》 一書，可以

說是前書的姐妹篇，詳細分析了中共「大外宣」對國際社會的

危害性，這對西方世界主張對中共採取緩靖政策的人可以說是

當頭一棒。

中共的「大外宣」是什麼東西? 2013 年 8 月 19 日，習近

平在全關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 : 「要精心做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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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宣傳工作，創新對外宣傳方式， . .. . . .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

中國聲音 。 」其目的就是要爭奪國際話語權 。一篇間述他這個

觀點的文章說 :

國際話語榷的拼爭，就是爭奪影響和調控國際輿論的權

力 。 當今世界 ， 誰掌握了國際話語權，誰就能先發制人 ， 在解

讀紛繁複雜的國際現象 、 評說國際事件，甚至在制定和解釋各

種國際遊戲規則的複雜競爭中占到優勢 ， 從而達到「不戰而屈

人之兵」的目的 . . . . . . 。讓世界在第一時間聽到中國的聲音和觀

點、最大限度地爭取國際受眾的對中國觀點和中國道理的認同

和認可 。 1

從這裡可以看到 ， 中共的「大外宣 J ·是要進行一場沒有

硝煙的戰爭 ， 力圖做到「不戰而居人之兵」 。在另一篇間述習

近平思想的文章，更殺氣騰騰地強調要「敢於亮劍 J . 他說 :

「在面對事關國家利益的大是大非問題和國際社會普遍關切的

重大議題上 ， 必須始終站在黨和國家的立場 ， 旗幟鮮明 、 理

氣壯地發出中國聲音 、 閻明中國觀點、講明中國立場 ， 絕不能

失語 、 缺位。特別是對西方社會在針對涉華重大熱點敏戚問題

上別有用心的造謠 、歪曲和惡意汙蔑 、攻擊，更是要正面交鋒、

敢於亮劍 、 堅決批駁 、 嚴厲回擊 ， 絕不能當左右迎合的『搖擺

人』 、 態度曖昧的『兩面派』 、 獨善其身的『老好人』 。 外宣

工作 ， 需要的是『戰士dI . 絕不需要『紳士』 。」 2

從這些闡述文章可以看到 ， 中共的「大外宣 J . 事實上是

在意識形態領域挑起一場與西方的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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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會問:為什麼國際社會必須警惕中共的「大外宣 J ? 

美國 、英國、法國、德國等西方國家不也是通過官方支助的傳

媒及文化機惜在國際上宣揚他們的觀黑，lj 1 \馬? 筆者認為這裡有本

質的分別 。

第一 ，從凹的看 ，西方的宜傅 ，是屬於「意見臼由市場」

( Marketplace of ideas )上不同意見互相競爭受眾的支持，它是

經濟學上向由市場( free market )概念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延伸。

它是指讓人民昨戚、讓各iE千守派都利用報刊充分r' 11士i地表達科

白的意見。|叮充分表達意凡的前jill是給予人民布|謝各頃 IJ5;物的

充分資訊。 3 '41共的H的則不然 。 'F'-在 t [lt紀 50 年代末期. ,-[-, 

共領導人毛澤東就向新問亡作者技liHI 「把地球管起來，讓全 [lt

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討」的:要求。 4 ,_[ ，共的 |一I 1怕是要「把地球

管起來 J • r(ij不娃棋不同意地紛挂。

第一 ，從制衡君 . JJJ於|柯力社會強制多元性 ，即使官方刻

意宣傳某一種制則或抒芯識形態，必然、于1村子截然科|皮的ibi貼和|

意識形態出現來|司官方的抗衡，從而j避免恆端思?也!氾濫 。 例如 l

上世紀 50 年代，美國盛行極端反共的「麥卡錫主義 J ·卻完

全無礙美國共產黨的生存和發展就足一 矽卜但娃，中共的字(傳

就完全不同，它的宣傳娃單一 、絕對，而又不符其他意見存在 ，

更遑論挑戰 。人民也無選擇不接受其宜傅的自由。

更何況，近七十年的歷史已經兒證了中共的宣傳對大陸、

台灣 、 香港等社會造成的破壞 。

首先看看中國大陸。中共自 1949 年奪得全國政權後 ，出

於建立「一黨專政」制度以及鞏固共產黨權力的需要 ，它對中

國人民實行嚴格的思想控制，而這種思想控制工作就是中共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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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部門的核心工作內容。

這種立足於鞏固共產黨政權的宣傳工作，具有幾個特點:

一 ，由於中共崇尚「階級鬥爭」、「 :暴力革命 J ' 這些

觀念經過長達七十年的宣傳後，使人們漠視任何道德及法律

上的規範。中國青年作家韓寒說過:「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環境

裡，前幾十年教人兇殘和鬥爭，後幾十年使人貪婪和仁l 私，

於是我們很多人的骨子裡被埋下了這些種子;我失落在我們的

前輩們摧毀了文化，也摧毀了那些傳統的美德，摧毀了人與人

之間的信任，摧毀了信仰和共識，卻沒有建立起一個美麗新世

界。」 5 這種宣傳造就了今天的中國人既殘暴又貪婪的一個現

實的寫照。這種宣傳使中閥人民變得庸俗化、鄙夷化。

二，由於中共認為普世價值(自由 、民上、法治、人權等)

是「 一黨專政」的最大障礙 ，因而視這些人類社會共同發展出

來的價值為危害國家安全(實質是危害，其執政地位) ，故千方

百計予以封殺。在它的宣傳下，中國人民普遍敵視反主動排:J:1:i

普世價值，這就使中國社會離開現代文明越來越遠。

三 ，為了方便控制人民的思想，中共壟斷訊息資源，人民

只能夠獲得單一的資訊，這使他們不但肉身閉目失聰，而且不

願意接受不同意見，更遑論虛心反思反省自己的問題，這使人

民愚昧化。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有這樣一句話:「任何

專制的國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極力降低國民的心智。」這就是

中共宣傳「愚民化」的最佳總結。中美貿易戰打響後，內地有

個網民(新浪的「慕良博客」張建華)發了一個帖子，在論壇

和微信上瘋傳，列舉了十八項「第一次才知道」的事實 ，包括

原來中國的經濟並非如宣傳的那麼好、中國很多技術是來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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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等等，認為是貿易戰使他獲得做蒙。 6 這就充分說明，中共

的宣傳使人愚昧。

四，為 r鞏固政權，增強其執政的合法性，中共不情大肆

宣傳狹隘民族主義和盲目愛國 E義，從狹隘和宙間的人群中汲

取源源不絕的無彤的精神上及心理上的支持。最近正值巾美

貿易戰之際，巾共13媒新華社 1 1 月 13 日發表 一篇報導，題為

「民族意識覺醒一一義和閻反帝愛閩運動 J '日的就是要調動

起狹隘民族巨義不Lln仆愛|團主義，來支持中共對抗美國。長久

通過宣傳狹隘民族主義和宵|可愛國主義來支援lþ共，必然使部

分受影粹的中國人潛存﹒種「暴力」傾向，隨H在准俯以語需品

或肢體暴力來對待持不同意見的人。 2018 年 9 月 30 1::1 ' I I~I共

央視國際古巴 (CGTN) 記者孔琳琳大鬧英|竭保守照年會並動手

打「漢奸」就是一例。

五，中共比 J LJ之私，不↑FI扭曲整fl，!îl中華民族的敵我

觀，造成方向性的封信具。從近i5年的大歷史看， r!-I華民族的敵

人是北方的俄羅斯(清朝時期的沙俄及民國時期的蘇聯)而不

是美國 ， 這僅僅從兩者有沒街掠奪過中國領 t就足以說明之。

但由於中共是蘇聯催生並蒙主逢的，所以除了上世紀 60 年代布

過短暫時間反蘇外，基本上外交政策都是反美為主(改革開放

後雖然強調了對美友好，但骨子裡仍然視美國知假想敵〉。這

種宣傳影響所及，人民動輒視美國搞過制中國發展的頭號敝

人。這種錯誤的敵我翻不利於中國向美國及西方關家發展長遠

穩固的關係。

七十年的宣傳，也是中國人受洗腦的七十年。每個中國人

在經歷過這個個人沒有選擇、卻又無從迴避的強制性洗腦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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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很多中國人在不知不覺間被塑造成為庸俗的、愚昧的、

盲動的、反美、反西方的群體。當然，不是所有中國人都是這

樣，但由於中國人口基數大，只要十分之一的人是庸俗、愚昧

和盲動，這本身就足以對國際社會構成莫大的威脅。

其次，從香港近二十年的歷史看 ， 香港自從 1997 年|叫歸

以來二十年的歷史經驗，就是中共的「大外宣」政策成功地把

一個原本崇尚自由、法治的社會，漸次變成一個半白由，、拉法

治的社會(篇幅關係無法在此展開來談)。香港的經驗，向國

際社會提供了一個教科書式的、近乎完美的範例來說明中共如

何可以憑藉其「大外宣」力量成功地改造一個社會於無形。

從以上的歷史經驗看，中共的「大外宣」就值得引起國際

社會的警惕。

令人不安的是，中共使內地人民庸俗化、愚昧化和盲目J化

的宣傳工作;現在正通過其「大外宣」策略向國際社會推進。

從 2008 年開始，中共憑藉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向國際社會強力

推銷它的價值觀，就筆者親身接觸到的活動包括:

一，中共的價值觀、是非觀 、歷史敘述等;

二 ，中共的發展模式;

三 ， 為杜絕國際社會對中共的批評，不惜維穩、於國門之外

及把防火牆築到別人的家門口;

四，在海外(特別是西方國家)尋找中共的代言人，替中

共說話;

五，對西方國家進行意識形態及政治上的滲透和改造。

以上僅列舉其直在學大者。經過整整十年的「大外宣」工作，

西方國家終於開始認識到「大外宣」對其國家安全及政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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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制度帶來的危害性，從而採取防衛性措施。亡羊補牢未為晚

也，如果所有道行普世價值的國家都能夠團結起來共同應對中

共的「大外宣 J '則庶幾可以抑制中共如病毒般的意識形態荼

毒國際社會。至於如何做?何清漣的《紅色滲透》有詳盡的分

析。

筆者認識何j詩經女上超過三十年。作為一個記者，她為新

聞工作者樹立了一個專業的典範，方13就是:對事質負責、對歷

史負責、對冉己的良知 |負責。正因為此，筆者看到她在新聞

作中，敢發言、軍證據、不輕信。例如，她對中國「潰而不崩」

的論述，就比一般「支爆」論展現出一種難得的冷靜。此外 ，

她對新聞有獨特的敏銳，往往能夠洞察事件的因由及預見其結

果，因而對形勢的發展能夠有精闊的分析 。 她是筆者一個十分

敬重的行家，蒙她邀約為新書寫序，我欣然答應。

程翔

2019 年春誌於香港大學儀敝堂

導讀 2 '大外宣」:中共與西芳的意識形態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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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中倒 2009 年決定投入 450 億元人民幣巨資在全球推

廣「大外宣計剖 J '藉此與西方媒體「爭奪話語權」以來， 1

有關中國大外宜的新聞不斷出現。共巾比較Ij r人說 IJ的行巾國

官方通訊社新確社的北美總分社進駐組約時報廣場 ， 與路透社

(Re叫ers) 、《紐約時幸|。、新|詞集團等世界著名新聞機梢為

鄰， 2 中國《人民 H啊。旗下的《人民網》在紐約曼哈頓區帝

國大廈三十)曾租用辦公場所等。 3 如果說這些消息還只娃讓媒

體同行吃驚 ， E~I娶當巾國投入巨資在號稱「世界廣角業的入口

處」一一時報廣場租下一塊高約 19 米、寬約 12 米的巨型戶外

液晶螢嗨，在那裡 1 :1 夜播放北京精心製作n甘《中國國家形象

片》後， 4 西方社會不得不開始關注這種豪|相投入的目的是什

麼。

但西方社會並不知道 ，中閻的所謂 「外宣」並不始於現

在，中共當年作為在野政治勢力之時 ，就已經行之有效地開始

了「外宣」公闕 ，而為其「外宣」主動效力的就是西方諸多左

派記者 ;西方社會也不暸解，中共建政後經過七十多年磨繭，

其「外宣」早就形成了成熟的整套方略 。在西方的中國觀察者

前言 「大外宣」是中國推行主全球戰略的文化工具



聽到北京將投入的0 億推進「大外宣」計劃之時，遍布全球的

華文媒體大多已歸附北京旗下，非洲更是結出「大外宣」的碩

果。這種由中國政府投入大量金錢，由中國國家媒體、香港、

台灣或其他地區的華人資本出面打造的媒體集團，形成 f一種

「恩庇侍從」結構，這種結構支配下的媒體，就是中共宣傳機

構的延伸，而非自由媒體。此前，中國政府對海外媒體的紅色

滲透基本不張揚，之所以會在 2009 年突然高調宣稱，是出於

兩個原因: 一是 2008 年奧運火炬傳遞過程中在全球範|到內遇

到主張西藏獨立的支持者的抗議，讓北京深感「爭奪話語權」

的重要。二是中國的 GDP總最終於在2009年高達 5. 11 兆美元，

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從此有了底氣，開始在全

球範圍內大張旗鼓地推行其大外宣「宏個偉業 J ' 在美國等西

方國家肆無忌VI'草地進行紅 。

這些醒目的攻勢終於讓美國媒體業廠到「中國人來 fJ 。

在西方世界堪稱翹楚的美國傳播媒體業對中國的來勢洶洶多少

有點無奈，因為近十年以來，傳統媒體業進入嚴冬，不得不開

展併購整合，但這種併購整合的失敗率據說「比離婚率還向」 。

中國正是看準了這一時機，以較低的資產價格大肆收購。亞洲|

協會美中關係中心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 主任夏偉

( Orville Schell) 表示:「當我們的媒體王國正像喜馬拉雅的

冰川一樣在融化，北京卻正在擴張 。 他們想盡可能地在世界上

任何一個有信譽的新聞業地標搶占一席之地，所以他們要到紐

約，要到(時報廣場)這一標誌性的地點，這就是他們計劃的

一部分。」 5

美國在「冷戰」結束後確實曾有一段昏睡時期一一典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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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 2009 年歐巴馬剛進白宮， ，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

夫 ﹒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前美國常務副國務卿

勞勃 ﹒佐利克 (Robert Bruce Zoellick)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

學家林毅夫、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等

人就向歐巴馬提由，要將構建或 G2 (兩國集團)作為中國和

美國之間一個非正式特殊關係'以此作為中美關係的中心。 6

所謂 G2' 就是讓中美兩國共同承擔世界領導者的責任。但美

國的媒體工作者對， l'國這些密集的外宣攻勢還是能夠Æ~受到其

咄咄逼人之勢。他們當然知道中國政府掃灑金雨形成外宜攻

勢，是為了在世界純國內搶奪話語槍 ， 因為中國官方對此有相

當直白的表述， í 世界上詞語權的分配很不平衡， 80%的資訊

被西方媒體壟斷」， 7 也知道中間的大外咒娃為中國的公共外

交服務的，瞭解中國的公共外交主要是文化公闕 ，共目標是五

點:「對外宣傳巾闊的主張 ，建立良好的國家形象，反駁海外

對中國的歪曲報導，改菁'-1_1圓周i鑿的國際環境，對外國的政策

決定施加影響。」 8

西方媒體當然也觀察到，新華社已經在近幾年迅速擴張，

派駐全球各國記者的人數很快將超過 6000 人， 其雇員規模將

超過美聯社 (AP) 、法新社 (AFP) 、路透社等|立界老牌的通

訊社。 9 一位頭腦清醒的西方記者看到這些變化，看到昔門的

同行一個個為了優涯的薪資待遇而加入中國大外宣隊伍，不無

遺憾地總結 :「在過去十年(指從 2009 年開始的大外宣)

巾國推出一種更為精巧、更為主動的策略，日益轉為以國際觀

眾為對象。中國正在嘗試以大把大把的金錢來改變全球資訊環

境，由撥款購買包含置入性行銷的評論 ，到贊助宣揚正面資訊

市iI言 「大外賓」是中國維行全球惋|咯的文化工具



的新聞報導等，不一而足。在中國境內，媒體受到的控制口益

嚴密;在海外，北京則尋求利用新聞自由的弱點來推進向己的

利益。」 10

本書將從回溯中國大外宣的歷史入手，分析中國向本位紀

初以來形成的外宣媒體本土化(即在地化)策略，以及在此策

略推動下的海外「大外宣」布局 。 本書將幫助人們暸解到北京

在推廣其價值觀上如何不遺餘力 。 與北京有關的資木，正在全

球購入不少媒體，美國一家百年老報《洛杉磯時報~ ，亦被- .. 

家親北京的華人財團收購。刊

美國《獨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湯瑪斯﹒傑弗遜 (Thomas

Je長rson) 在 1787 年寫道:「如果自我來決定我們是要一你做

有報紙的政府還是沒有政府的報紙，我將毫不猶豫地選擇後

者。」本書展示的是與美國先賢傑弗遜所言完全相反的景象:

中國在全世界(包括美國在內)建立了一個由政府資本控制的

大外宣網路一一一一個由多種語文媒體組成的紅色媒體家族，這

個龐大紅色媒體家族存在的目的只有一個:為極權中國的全球

戰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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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和議會制同蘇維埃的或無產階級的氏主制之間的差別在

於:前者是把重心放在冠冕堂皇地宣布各種自由和權利上， ......無產階級

的或蘇維埃的民主制則不是把重心放在宣布全體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土，而

是著重於實際保證那些曾受資本壓迫和剝削的勞動群眾能實際參與問家管

理，實際使用最好的集會場所、最好的印刷所和最大的紙J$. (儲備)來教

育那些被資本主義弄得愚昧無知的人們 。

一一列寧

國的「大外宣」計剖引起外界關注是在 2009 年 。這一

年 1 月 13 日香港的《南華早報》率先報導一則消息說，

「中國中央政府準備耗資 450 億元人民幣，推動它的主要媒體

機構向國際擴張，以改善國家在國際上的形象」 。 此後，這條

消息「出口轉內銷 J '2 月 3 日由新華社旗下的《環球時報》

以「中國全面敢動國家公闕，或耗資的0 億元人民幣」為題報

導，並由新華網轉載，此後又在《鳳凰週刊} 2009 年第 7J胡(總

320 期)上以封面文章出現， 1 「外宣」這一 「國家公關」頓時

成為熱門話題。

其實，中國的對外宣傳由來已久。在人類的各種社會運動

當中，共產主義運動以重視宣傳著稱，中國共產黨當然也不例

外。

蘇共創始人列寧最重視宣傳工作，本文開頭的引文證明，

主張不計成本、不需要市場，投入巨額資金並利用權力為讀

者洗腦，列寧堪稱首創者。但列寧當政的時間太短，只來得

及教育蘇維埃政權管轄下的人民，他要「教育那些被資本主

義弄得愚昧無知的人們」的理想，在大約半個世紀之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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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列寧為 「革命導師」的中共將其付諸實施了，這就是中國

的「大外宣」

一 、 中共創辦新聞媒體與外宜的草創時期:從

延安到西柏坡

據史料記載，中共還處在蘇聯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控制之

下，就富有成效地開始了外宣活動，並將這種對外宣傳當作外

交活動的一部分。不過那時的「對外 J '指的不僅是外國，而

是指共產黨統悄區域(中共自稱為「解放區 J )之外的國民政

府統治區域與共產黨之外的各種勢力，這種對外宣傳，還得

到了一批美國左派的「制度套利者」如愛德加 ﹒ 史諾( Edgar 

Snow) 等人的積極贊襄 。說這批人是「制度套利者 J '是指這

些人明知共產黨政權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權利，

卻利用自己身處西方社會、由政治制度保障的言論自由這一便

利，幫助宣傳紅色極權政治，以此建立聲望並獲得名利。這種

利用西方民主制度保證的權利、歌頌另一剝奪人民政治權利的

制度之人士，可以被稱為「制度套利者」。

1 、延安時期:窯洞通訊社與馬背通訊社 2

1935 年，毛澤東率領紅軍經歷長征進入延安後不久，就

充分瞭解對外宣傳的重要性，在著手建立紅色宣傳體系之時 ，

就兼顧了外宣工作。當時共產黨的對外宣傳有以下幾種方式 :

一是通過報刊、廣播等媒體宣傳。 1938 年 1 月 11 日正式

第一章源遠流長的中共對外宣傳史



在湖北省武漢創刊的《新華日報~ ，是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以

下簡稱「國統區 J )的主要宣傳工具。此外，中共在上海租界

借用外商名義創辦或利用進步人士創辦的《每日譯報》、《導

報》、《譯報周刊》、《評論周刊》等，在香港創辦和利用進

步人士創辦的《華商報》、《華僑通訊》、《國際新聞社》、《脊

港中國通訊社》等，對中共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所謂「抗戰

業績」進行宣傳。 31941 年 3 月至 12 月，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出

版了第一份外文刊物《中國通訊~ '1942 年 7 月，晉察與軍

區政治部主辦的《晉察冀查報》創刊， 4 刊登共軍攝影人μ拍

攝的戰時新聞照片，以英文作文字說明 。 5 中共建政以後使山

的種語言( 38 種外語、漢語普通話及漢語 4 種方言)向世界

開播的中國國際廣播電台 (CRI) ，就是 1941 年 12 月 3 ，-，創

辦的，據稱該電台擁有遍布世界各地的聽眾組織 3600 多個。 6

二是主動邀請外國記者、軍人、作家、傳教士等，到延

安和敵後抗日根據地訪問。 1936 年愛德加﹒史諾所寫的《內

行漫記~ (Red Star over China ' 亦名《紅星照耀中國~ )發表

後，在西方走紅。受史諾的影響，許多外國記者和中國研究專

家相繼訪問延安，形成外國記者訪問中共控制區域的第一次高

潮。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情況介紹，在世界形成了一股「中國

共產黨熱 J '不僅為世界各國人士暸解中共打下了基礎，還幫

助中共與國際社會建立聯繫。據統計，從 1937 年盧溝橋事變

到 1939 年 9 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被中共視為「國際友人」

的外國人有 20 批近百人次訪問俠甘寧邊區和敵後抗日根據地。

1944 年 6 月， í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形成對中

共領導地區訪問的第二次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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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中外記者西北閻」此行的文宣產品(這些

產品都被中共視為「外宣產品 J ) : 1944年 6 月 10 日， 美國《星

期六晚報》刊登史諾題為 <6000 萬被忘掉的同盟者〉的文章;

7 月 1 1=1' {紐約時報》刊登〈中共領導下的軍隊是強大的〉

一文。兩篇文章一致肯定中共軍隊在抗仆戰爭中的重大作用，

認為這些對於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處黨領導下的軍隊，在

對日戰爭巾是美關有價值的盟友。哈里森-福爾曼( Harrison 

Forman) 在 6 月 23 r I 的《紐約先驅論iE報~ t將延安描繪成「邊

區人民頑強與決心的偉大象徵」。愛潑斯坦( Israel Epstein )則

在 6 月 27 "的《基督教科學鐵青報~ 1:宣稱，任何盟國的指

揮官「都會以指揮這樣頑強、營養充足和剛毅的部隊而戚到驕

傲」 7

這些言己者|叫國後將此行見間寫成冉的共行十餘本，其中最

苦名的行三毛本 :帕爾曳的《北行過記:紅色巾國報導~ (Report 

斤。m Red China ) ，史坦( Günther Stein) 的《紅色巾國的挑戰》

( The Chaflenge Of Red China) ， 以及愛潑斯坦的《人民之戰~ (The 

Peo戶的協r) 。儲管這些書屬於效啤之作，在西方世界引起的

反響不如史諾的《西行漫記~ ，仍為中共贏來了極大的國際活

動空間。美國研究遠東問題的專家裴斐 (Nathaniel Peffer) 當

佈讚福爾曼的書是「迄今為止，有關世界上最引人入勝之處的

，個最全面的報導」 。自

愛德加﹒史諾的《西行漫記》 一直被中共視為延安時期外

，l-f工作的極品 。 幾乎所有回顧這段時期外宣工作的文章都要提

到這部讓世界改變對中共看法的書。 9 中國政府如果想稱讚某

i\L幫助中共對外宣傳的「外國友人 J '最高的褒獎就是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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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愛德加 - 史諾」這一稱呼送給這位「外國友人」。比

如那位寫《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 (The Man Who C加nged

Chù此 MELt斥 and Legacy ofl仰!g Zemin) 的作者羅伯特﹒勞倫斯 ﹒

庫恩 (Robert Lawrence Kuhn) 就得到了這一稱號。的在中共視

為傑出的外宣作品當中，能與史訢《西行漫記》比肩的作lhi只

有通過安娜﹒路易絲 ﹒ 斯特朗 (Anna Louise Strong) 俾向世界

的毛澤東名言 : 「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這段時期 ，中共姆精竭慮向美國示好 、極力爭取美國的同

情支持。其代表作是 1943 年 7 月 4 日的《新華日報》社論〈民

主頌一一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 ，該文這樣稱頌美國 :「自

從世界上誕生了這個新的國家之後，民主和科學才在自由的新

世界裡種下了根基。 J r 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

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占過中

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

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戚，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巾發散出來的

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在中國，每你!小學生者I~女|趟華盛頓

的誠實，每個中學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與慈悲，傑弗遜的博大

與真誠。這些光輝的名字，在我們國土上已經是一切美德的象

徵。讓民主與科學成為結合中美兩大民族的紐帶，光榮將永遠

屬於公正、誠實的民族與人民。」這麼一篇《民主頌} ，中共

當然不願意再提，但前年被一些人發現引用後，中國網友廣泛

張貼於部落格中。

當時還是青年學生的李慎之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

長)曾談到過同時代青年深受中共宣傳之蠱惑，其中特別提到

《西行漫記》的巨大影響:「無論如何不能忘掉的還有史諾的

紅色滲透

〈西行漫記} ，此書 1938 年出版後立刻風行全國。 一個美國

人以客觀的立場讚揚共產黨 ，使我們那一代的青年無不為之傾

倒。我曾把此書介紹給一位比我大四十歲而對共產黨素無認識

的老先生看過。他的評語是 :『照這書裡寫的看 ， 共產黨人不

但個個是天兵天Ji寺，而且個個是大聖大賢 。 』這本書的作用抵

得過許多一般性的歐蒙讀物與理論著作。比《西行漫記》半兩

年出版的范長江的《中國的問北角》也是一個歐蒙讀物的範

例，雖然分量與影響要小得多。」刊李慎之先生的文章發表之

11' 正值巾國國內學術界開始研究中共當年取得政權的其體歷

史條件及原因之|峙 ，中共歷史上的紅色宣傳的巨大影響才被少

做知識分于注意到。

2 、西柏坡時期:中共新聞及宣傳成型期 12

1948 年 5 月，隨著中共中央進駐西柏坡，中共在這裡

成了新聞機構的重組。新華社晉冀魯豫總分社與晉察冀總分

I11 t合併，的成立華北總分社;晉冀魯豫邊區《人民日報》與晉

快冀邊區《晉察冀日報》合併 ，出版新的《人民日報} ，作為

1 11共中央華北局的機關報。 1948 年 6 月 15 口 ， 合併後的《人

I~ 日報》在平山縣里莊村正式創刊，毛澤東題寫的報頭使用

任今。 1948 年 5 月 23 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前身一一俠北

約7華廣播電台一一遷至平山播送，信號覆蓋南京、上海甚至歐

泛地區。這一時期，新華社從「馬背通訊社」、「窯洞通訊

I11 1: J 一路走來 ，政治水準和業務能力等方面迅速提升 ， 成為集

洞的氏、通訊社 、 廣播電台三重任務於一身、黨中央最信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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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發言人 J 0 {工人日報》 、 《解放軍畫報》 、 《中國

青年~ 14 、《人民郵電報》等行業報和專業報刊均於此時期創

立。 15

西柏坡時期還專門培訓了「華北記者園 J ' 先後有 2 1 人

參加受訓 ， 其中有鄧拓、范長江 、 李莊 、安崗、杜導正、張盤

石 、陳克寒等人 ， 這些人都是中共宣傳戰線的骨幹 (鄧拓後來

於文革中慘死) 0 16 

如果說，延安時期只是中共初嘗「外實 」 這顆甜果之l味，

到了西柏坡時期，中共就很善於打新聞戰了 。不過， 這時候毛

澤東已經帝王寶座在望，加之當年悉心結納的「盟友」美國在

中共眼中已經失去了政治價值，所以以美國為主要目標的「外

宣」工作這時暫時擱置一邊，主要精力放在籌建國內|喉舌班底

上了。

二 、單向輸出的「外宣」與自以

外宣

的「文革」

中共建政後，外交與宣傳不再像延安時期那樣混為一體;

在宣傳方面，對內宣傳與對外宣傳有了明確的區分 。 從 1949

年開始，直至 1976 年「文革」結束， 這一時期的「外宣」

作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1949 年至 1966 年，隨著外交的一邊倒，

中國外宣也成了一邊倒的意識形態單向輸出; 1966 年至 1976

年，則屬於完全服務於國內政治「文革」外宣時期 。 必須指出，

這一時期中共的外宣帶有極強的毛澤東個人色彩 ，幾乎可以說

是毛個人意志的完整體現。

紅色滲透

1 、一邊倒的對外意識形態宣傳( 1949 至 1966 年)

從 1949 至 1966 年這十七年，按外宣的重心又可分為兩個

階段 : 1950 年代，中國在政治上視蘇聯為「老大哥 J '亦步

亦趨地向其學習 ，外宜的特點主要是服務於聯蘇抗美這一政治

要求 ， 呈現 「 一過程。」傾向，再也不像延安時期那樣向美國示

好，而是制美因為敵，高度讚揚蘇聯的一切 。在這一時期， 毛

澤東的一些作lllb主持 r整俐「夕|、宣 J (當然還行外交)主調 。

必須提到的持毛澤東的幾部針對美國的作品。為了向蘇

聯示好並上海國內輿論，毛澤東親筆寫作《為什麼要討論自

皮書~ ，回應美間國務卿迪安 ﹒艾奇遜 ( Dean Gooderham 

Ach口011 ) 0 17 這篇文章的所有論調正好與 1943 年 7 月 4 rl 那

篇由毛親 1-'-1審定發表的《新華 !一|啊。社論〈民主頌:獻給美國

的獨立紀念 FI > 的主旨完全相反。毛用他那恣肆晰I[腸的文聾 ，

指責美國 r I~I 1840 年幫助英國人進行鴉片戰爭 ， 立到被巾國

人民轟出 I ~I國為止 J '其間一百零九年，從來沒有放鬆對巾圓

的侵略。特別是 1946 至 1948 年，美國把對中闋的侵略推向兩

嗨，目的是想讓巾國人做美國人的奴隸 。毛澤東提山，要以艾

;奇遜為反而教材，滿懷信心地「另起僻;仕 J '推行新中國獨立

臼主的外交政策 (即向蘇聯一面倒的外交政策)。毛澤東這篇

文章奠定了中共政府今後幾十年的對美政策宣傳基調，即使在

1970 年代中美建交之後 ，中共政府緊握美國政府的雙手時 ，

對民眾的宣傳也視美國為敵，只不過美國成為「中國人民敵

人」的原因視政治需要不同而有所變化 。

在對蘇聯一邊倒的外交中 ， 毛澤東累積在延安利用國際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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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經驗，善於主動出擊。比如，毛在 1949 年 12 月 6 日至

1950 年 3 月 4 日訪問蘇聯期間，由於蘇聯媒體保持沉默，未

報導雙方會談消息，引起外界猜測，毛利用蘇聯共產黨機關報

《真理報》訪談的機會，就《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以及

其他中蘇關係問題，把沒有與史達林明說不日沒有說透的話，以

回答記者問題的形式公示世界。中國方面認為，這是一次成功

的「領袖外宣實踐 J '為中國的安全 、 經濟恢復與發展，以晨

在世界樹立「新中國」的形象發揮了重要作用。 18

到了 1960 年以後，中蘇關係惡化， 1=1 1闊的外宜就增加 f
一項任務，即在批判美帝國主義之外，增加了批判蘇聯修正午

義的任務。這一時期中共著名的外宜作品就是與「蘇聯修正主

義」論戰的《九評蘇共中央的公17甘情} 0 19 這場論戰起|犬|站|桐

份報告， 一是蘇共領導赫魯雪夫 1956 年 2 月在蘇共一三十六』

所作的，題為《關於個人崇拜泣其後果》的秘密報告，該報(勻

的主題是批評史遠林的獨裁統的與市;1反擴大化; 二是赫魯遲早夫

於 1957 年 11 月發表的《關於和平過渡的意見提甜的 。 「|lJK認

為，這兩份文件標誌中共與蘇共在國際共運總路線問題仁p{生

嚴重分歧，對所處時代的基本問題的若法不一致，例如此(按乎與

和平問題、與西方世界的「和平共處」、資本主義制度向社會

主義「和平過渡」等問題，加之蘇聯對毛澤東發動的「人民公

社運動」和「大躍進」持反對態度，毛澤東又對史達林與蘇共

的「老子黨」態度積怨甚久，由此引發了雙方長達十年的論賊。

論戰最終導致了社會主義陣營兩大國一一中國與蘇聯的分

裂。在當時， <九評》是部頗令中共自豪的作品 ，讓毛澤東出

了一口惡氣，非常滿意 。 20 直到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有學者出

紅色滲透

來批評 ，所謂 《九評》其實「左得不得了 J '有的根本是錯

的。 21 當年主持《九評》寫作的鄧小平對《九評》也有過反思 ，

他指出:「-f|ih|黨評論外國兄弟蕪的是非 ，往往根據的是已有

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宜證l把這是行不通的。各國的

情況下差用別， ......各國的事情， 一定要尊重各國的黨、各國

的人民， I二H他們!可已去尋找道路，去探素，去解決問題，不能

由別的滋充1古老于娘，去發號施令。這應該成為一條重要的原

則。」 22 鄧小平還說 : 「多年來，存在- --{I前的馬克思主義、社

會主義的問僻山涵。從 1957 年第一次失斯科們談，到 60 年代

前半期 ， 1 lî你剛結!反1m了激烈的爭論。我知士是那場爭論的當可1

人之一 ，扮演 f不是無足II~重的角色 。給過一二 卡多年的質踐，

回過頭來莉，雙方都講 f許多空前。馬克忠去世以後一月多

年，究竟發乍 f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 F' 如何認識和發展

馬克思主義，沒打JA泊楚。」f23

至此， 1叫叫IJ以說，以{)九L評f穌抹聯J共怎產鎮)) 1犯志代表的 ]吵96ωO 年

代中共外笠 ，雌然祺毛j澤單束本人:甚ιι.扎f得♀:蔥官 ， {仙但|吐斗垃木上娃

說白話的?咒『旬{俾專，不f~未對同方社會內生任何影響，在社會(共

產)主義陣營中也屬於孤芳自賞。

2 、「文革」時期的外宣工作( 1966 至 1977 年)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 r 文革 J i]寄則的中國對外宣傳頗像一

場政治滑稽劇，以至於中共自身也不能坦然面對。按照中國外

宣專家 、前新華社社長朱穆之語焉不詳的說法 ， r 文革」時期

對外宣傳基本取消，僅有的一點外宣工作就是把「文革」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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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文章、言論等往外發送。 24 但根據程映虹的研究，朱穆之

的說法並非事實，由於毛澤東一直懷抱「輸出革命」的理怨，

「文革」的外宣工作就是不計成本地對外宣傳毛澤東的「無產

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J 的理念。

「文革」初期，中共中央確定 f為推動世界革命高潮|前全

力輸出「文革」意識形態造條總路線之後，甚至取消 f外交業

務和宣傳工作之間的分工。「文革」前的外計被斥之為 í p' IJ帝

國主義投降、向修正主義投降、向何必!反動派投降」的「 三不r 1 

一滅」路線。 25 1966 年 10 月，中共中央批准，把'向傳毛澤*

思想和「文革」作為駐外使領館的主要任務， |fd海外山 11毛澤

東語錄是外宣工作的屯點 。 據研究冉ft闕，與很多「文J1t 」 |ls

期的重要文件不|司，中共巾央這份行|捌「文1，:;: J 外有的「批准」

之具體內容至今未見公開。根據新情i仕統計，從 1966 年 10 J J 
下發兩個「批准」到 1967 年 11 月，共1} 25 棚外x版毛若計

460 萬冊發行到世界 148 個岡家和地區 。 26

中國以反微宣傳毛 k義和「文 t!在」 Jfb主要任務的外't[ ( 外

事)工作，從 1966 年 10 月開始， - f[延給到 1969 年。 JC形

式五花八門，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除了在外事活動中向外

賓和駐在國官員作鬥頭有傳外，還山駐外使領館的仁作人只、

記者、留學生、專家、國際列車員、海員等，在所在國散發毛

澤東著作、語錄、像章、「文革」文件、圖片，並在使領館、

宿舍區和援建工地等地樹立「文革」標語牌和毛澤東畫像、展

出「文革」資料、放映宣傳電影，連外銷商品和援外物資的包

裝上都印製了毛澤東語錄和毛畫像。中共在很多鄰國有華僑組

織、友好協會和僑校，這些組織也從使領館接受指示，傳播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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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和「文革」資料，甚至建立海外「紅衛兵」組織。中共使

領館還負責篩選親毛派人士和青年學生，送他們到中國「朝

聖」或培訓，這些人間其母|割後，或是肩負為「文革」作宣傳

的任務，或是被發展成「革命有」。 27

中間政府不順意向首文itE 「外宣 J '還閃為當時的外宣手

段極不文明，在他國領土上常採取一些極端方式強力|淤人，引

發不少街笑。

例如， 1967 年， rl'間在緬甸的大使朗和新華社分社在華

僑中大)J宜傳文恨，鼓勵￡|Ef向學生帶著毛澤東的像章和《毛

主席語錄》上學。緬甸政府 F令祭止。nil絨毛澤東像章和|毛的著

作，開除有關的有叫商學生，關閉華僑學校，並因此發生以推騷

亂，華僑學校、新草草t和中1!，rJ(;1大使館都受到街喂，造成|宗接你|

嘻僑和 I一名 11'1~J4IW家死亡。 I 1'悶在北京組織 r 20 多此人的示

威遊行，經毛澤*同意，人們喊山了打，倒緬甸市政府領袖!划已

恆的口號。 l中紳ilNJ係徹底惡化。 1967 年，在同 rl' 國 1-分友好

的非洲協|家組尚)已妞，中方4家將「文革」帶到中國按煌的紡

織廠，除了在 ι地上噎起毛澤東的畫像不rl語錄牌，放毛澤東的

活錄歌不n í 文桔」:狀曲，抓「走資派」之外，還組織「毛澤東

jB想宣傳|橡 J '在坦尚尼亞工人中宣傳「造反有理 J '鼓動他

們對坦尚尼亞政府造反。類似的舉動遍及非洲很多國家，這些

|晶家最後不是將巾|甜的外交官驅逐出境，就是採取措施，把兩

I!J~I關係|降溫、降級。最極端的是中閻政府出錢出人，直接支持

馬來西亞、泰國、緬甸、新加坡、東埔泰、寮閥、菲律賓、印

出、印度、斯里蘭卡、秘魯、哥倫比亞、玻利維亞和墨西哥等

闋的共產黨以及非掛卜些國家的組織從事反政府暴力活動。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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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外國不接受中國這種充滿強加並帶有政治目的的外

宣 ，採用各種方式抵制 ， 1"文革」外宣持繳了一年左右就只好

結束了。此後的外宣工作陷入停滯狀態。中共政治文化的不誠

實特點在這一段歷史中的表現是:「文革」時期這種極左的外

宣本來由毛默許鼓勵。今天在中共左派那裡 ， 毛又成為制止

「文革」極左外宣的英明領導了。 29

中國「文革」時期在海外這些幾近野蠻且嚴屯下涉他國內

政的外宣與外事工作，中國人並不知曉。程映虹近年來研究IE

非拉地區的共產主義革命， 30 發tm! f不少這方甜的資料並股文

敘述。為研究中共諱莫如深的「文 l怔」外宣提供 f贊賞的資料。

三 、 1978 年「改革開放 J 以來中國的「外宣 」

工作

1978 年以後，隨著巾國國際iï~J野的 118間與經濟質力的)1士

大 ，中國的外宣工作逐漸成形並擴張。

1 、 1978 至 1989 年:中國外宣工作逐步成型

這一時期「外宣」工作逐步成型，除了建立各種專村外宜

的機構、新創辦了外宣刊物，最重要的是調整外宣目標與策

略。

。建立了「對外宣傅小組」與新開發言人制度

1978 年 ，中國開始改革開放，按中共的說法，既然對外

紅色滲透

開放，也就必然要對外宣傳。 1980 年中共中央成立「 中央對

外宣傳小組 J (1988 年至 ]989 年中央對外宣傳小組曾一度撤

銷，這段時期對外宣傳工作剖歸中宣部管理) ，先後擔任過新

華社社長 、 cl二!宣部副部長 、文化部部長的朱穆之出任中央對外

宣傳小組組長直至 1 992 年底離休。 1 991 年，這個「巾央對外

宣傳小組」 刮歸國務院領導 ，就是至令主導對外宣傳的「國務

院新聞辦公室 J (簡稱為「國新辦 J ) 的前身 。在那段時期，

對外宣傳機恰是「一套人馬 、兩塊牌子 J '對國內是「中央對

外宣傳小組 J ' 對閥外是「國務院新lüJ辦公室」。 31

這段時期，中|或|在 26 f間有、區、!行還成立了對外宣傳小

組，並在中央 40 多fl;til 古巴委和群眾間，膛，自IJ工會、 青年閩 、婦

聯等由政府財政撥款供贅的機構，竹稱是「群眾組織 J '先

後建立了新I:lJJ發言人制度 ， 對外宣傳的組織架梢已初步成型。

「群眾組織」在 1990 年代巾)的已「與時俱進」地被歸入「非

政府組織 J '以便與|耳|外的 NGO 交流。

。擴充對外立傅刊物的種類

1980 年以來，除 f {北京周報》、《中國建設》、《中

國畫報》 、《中國婦女》 等老牌外宣刊物之外，還創辦了英文

《中國日報》 、《人民|司報》海外版、《望》海外版 、 《台聲》

雜誌、《華聲報》等近 20 種新的對外報刊 。新華社的新聞稿

L982 年以前主要靠無線廣播對外傳送，很少?為國外報紙等刊

用;從 1983 年開始，新華社在國外開闖了 30 多條電傳線路 ，

每天為近 200 家外國報紙、 電台 、通訊社提供大量的國內 、國

際新聞。雖然採用者主要是發展中國家(朱穆之稱之為「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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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國家 J ) ，但中國方面已經覺得是很大成就了。

。重新定位宣傅對象

文革前以及文革期間的對外宣傳定位，主要侷限於共用馬

列主義意識形態的各國左派 。 從 1980 年代開始，轉為前向所

有外國人以及「台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華僑和外籍華人」 。

80 年代中國的外宣確定了兩個重點， 一是因向堆偽「內買傅，

這點在「文革」前一度重視過 ， 當時行僑鄉宣傳，刊物 60 îiif哥 ，

「文革」中萎縮至 10 餘家， 80 年代擴展至 130 家。 二是邊境

宣傳一一所謂邊境宣傳巾的「邊境 J '是指與中國接壤的TE洲

鄰國 ， 比如越南、緬甸、東士111暴、寮國、印度、俄羅斯等賊!這

一重點一直延續到現在 。 在宣傳內容和方式上，逐步擺脫「 可

左、 二窄、 三套話」的模式，內容與形式上都變得多樣化，訊

言也稍顯活潑 。

。開始有計割地捏造 r rf1國形象」

對所謂「中國形象」有一些具體的原則規定 。 比如，堅持

有特色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實行開放政策、實行民主 、

加強法制，反對霸權主義等等 。 32

2 、 1990 年代至 2015 年:從外宣脫困至主動進攻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外宣媒體在 1990 年代

曾一度衰落。這段時期中國的國際處境不利，按照鄧小平的說

法是「忍辱負重 J '努力發展經濟。從 21 世紀開始，隨著中

紅色滲透

國經濟實力的增強， r 外宣」開始成為中國政府的工作重點。

2008 年以後中國外宣媒體開始海外大擴張 。

。 1990 年代巾 「外宣」的重新定位

對於這段困難時期，中國方面視為恥辱，很少有文章談

及。 經多方查找 ， 有幾的文章談及這段時期的困難，其中一篇

是翟東升的《外宣工作脫困》 。 在這的文章中，翟東升將中國

的外宣工作困境總結為「負起點，逆水行舟，馬力不夠 J 0 r 負

起點 J '足指中國!原來在閻際上背了一個不利的國際形象，原

|且是由於冷戰、中國在毛H寺代曾向鄰國推行過的「世界革命」 ;

「逆水行舟」娃fH閥際社會存在多種「反華反JG 」勢力在積極

活動， 這種「反嘻皮共」勢力包f市政的流亡人士以汝一切發表

過批評'-ï'i圍環境汙染、人權、 宗教以泣新把民主義(指仁I '悶不

批評非訓、卜些專制獨裁國家人權、與其在資源方面合作)的媒

體 。 翟東升認為，在這種「反華反共勢力」占主導地位的情況

F' 中國的外宣工作有如「逆水行舟」般悶難。作者提山的解

|材方法，比女「隨n~~利用外國的 NG。不IJ商業媒體網路、希望與

'Þ國合作的學者及學術交流專案、中國企業在關際市場上 |一| 漸

|二升的優勢，以及駐各國的使領館教育處的對外交流專案(其

11就是當時中國政府正在做或者準備做的外宣工作) 0 33 比較

務實的外宣官員基於對外交流的經驗 ， 承認由於中國的政治制

皮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不一樣，在對外交流

巾，既有意識形態的巨大差異 ， 也有話語系統的差異，需要在

而言上找到契合點，以便有一個共同的交流平台 。 34

上述文章都提到應該加強大外宜的資金投入 ， 說明中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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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比較迷信「外宣」攻勢的效力與投放的金錢成正比。這些思

考與逐漸成長的經濟實力為 2010 年代中國政府的外笠工作打

下了基礎。

。「外宣期刊本土化」戰略的提出

中國外文局副局長兼總編帕黃友義是一位資格fH老(i位外宜

專家，自 1980 年代以來一直在美國從部外，宣工作， 1989 年之

後曾親身經歷了中國外宣工作最閃難的H寺划。他在一篇I.!::!_I憶丈

章裡很清楚地展示 f中國外宣峨晰重新定位的過程 。 35

據黃友義回憶 ， 1 989 年「六四事件」之後，西方|到家的

公眾對中國產生強烈的f~制情緒，中國對外岡喜出版和發行

進入 1949 年中共建政以來f內第一例嚴冬 。從 1950 年代就開始

代理發行中文書刊的美國的巾國書刊總代理一一中國持刊社|劍

閉了在紐約第五大道的門市部。德國專門發行中國|誣陷的「社

發公司」斷絕了與巾國的書 FU貿易關係 ， 其他西方國家銷售1'1甘

中國書刊數量也銳減，外文局的對外合作出版頂開紛紛擱淺。

在這段艱難時期， 一位美國出版界的左派人士詹姆斯﹒派克

C James Park) 的出現，不僅為中國外宣工作籽解了|柯:吭，迫

使中國外宣工作走上 r依靠西方社會的內部人的模式。這一模

式經過後來不斷地豐富與改進，終於形成「外宣期刊本土化」

這一新戰略。

詹姆斯﹒派克是美國出版業巨頭蘭登公司 C Random

House) 原高級編輯、對華合作部主任 ， 早年在哈佛大學師從

費正清 (]ohn King Fairbank) 教授，後投身反對美國越戰的群

眾運動，以《西行漫記》的作者愛德加﹒史諾為師，參與美國

紅色滲透

知識界推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活動 。後來 ，他與一些美國

出版界名人成立了美中國書設計社，為中國外文局與美國出版

界的溝通架設了橋樑。對詹姆斯 ﹒派克的影響力， 黃友義心存

j述激地予以高度評價 :「他對美國出版業的暸解以及對中國的

友好態度 ，成為後來合作成功的必不可缺的條件 。 」

這項行作帶來的重要成果娃中國外文局與耶魯大學出版社

共同編輯山版的「巾|矗|文化與文明」了佳話(這套叢苦至今仍然

被用作rl'國外交的「閻跑 J ) 0 36 通過這套叢書的運作， 倍的

所﹒派克川仁1 '閻外文同IJ封信U f -種代作IU版模式，即組織中國

與海外失11丰14家學省共同寫作 ，利用美國主流竹迫山版和發行

|禍於中|峭訢陋的回告。這次合作除 f~真迎受挫折的 '~~'I叫對外山

版出現了轉機之外 ，主立屯要的是，讓巾|朝外笠部門認識到，他

提推銷 ， l'值l人自己的著作這種忠i的過時了，於是開始依靠四方

社會的內部人士 ， ZE求一種新的合作出版模式 ， r 外宜l-W刊本

1::.1七」策 111許 r-I 此開始，此後被發展為「外宣媒ifa本土化 J '成

為新華ii曰:、， l' V之市視台 CCCTV) 及Jt他外宜媒惚共同舉行的

新策略。

2008 主|三北京奧運火炬在世界傳遞過程巾迎遇到很多抗議，

國際社會對西藏民眾的反抗表示民泛同情 ，對中國人權狀況予

以嚴厲的批評指責。 {且中國政府從巾l汲取的教訓並不是改善中

國的人權狀況 ，而是認為 ， r 中國的聲音和文化影響在國際上

沒有相應的地位」。這種錯誤的反思造成了荒謬的決策， 認為

只要花錢建立「國家公關 J '將外宣工作提升到「一個系統性、

i戰略性的層面 J '把中國反人道的政治價值觀包裝好後推向國

際社會，就可以成功「奪取話語權 ，改善國家形像」。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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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國政府的構想， r大外宣」海外擴張的第一步是以

擴大中央媒體的海外業務為主，包括建立新媒體、增設辦事

處、吸納外語人才等。這方面主要是依託中國已有的對外宣傳

體系，包括新華社、1-(-'新社、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央視衛星電

視 、 ~，仁中二

民 H 幸報目昀》、 t海文廣集團、南方報業集團的海外市場拓展計剖

都是在 2008 年以後開始的。 38

這些媒體各自承愴的功能如下:日報者重於報導、港台拌

眼於評論、 tE視1勻的屯頭戲是表演、對(~誌(告知)則從中解釋。

中國官方一直認為， r 世界仁語言再榷的分配很不平衡， 80%的

資訊被同方媒體略斷」。 39 從 2008 年美閩金融危機發生以來，

西方不少老牌媒間如《起督教j在青幸|扮等為了降低成本，申11繼

停辦實體報紙、粥f誌， I 1=' 闕政府認為， 這種局勢比中國媒i闊

的大肆擴張提供 f新空間，土足已它們j海每外J擴t肢間3芯5張長缸f的內帥魚絕芭好H

才有了投人 450 怯元人民幣E質、打造大外實計創的燒錢「祟

舉」。中閥，而，方通訊社新推社北美總分社進駐H粹的立場， EUJ路

透社 、 《紐約H時寄幸轍恆防》 、 新蚓|叫均集悶等 H川f主拌?♀L孟才拌r抨已坪』f竿軒I新|山叫機fi村仲悄|Ih恃"啥1Gt1為芯辨湖鄰15 ' 泣

一舉動成7索為言志br一一一-曰--{I

「中國人來 r J 0 4伺0 

四、國際社會對中國大外宣開始阻擊

中國大外宣在世界各關都暢行無阻，如果說哪個國家還沒

有中國的大外宣，唯一的原因就是那個國家太小，在中國政府

全球戰略的沙盤推演中無足輕重，方才成了被中國大外宣「逍

紅色滲透

忘的角落」。但巾國沒料想到的是 ，世界各國中率先對中國大

外宣說「不」的，竟是澳洲，這是個被中國視為西方國家當中

的「弱者」國家。

1 、澳洲與加拿大的反中國間諜滲透

2014 年 4 月 21 刊， ~需梨)其鋒幸|員》刊登「質問司法克J-tJT媒

體集團 J (Fair伽 Media)EE太區結i帕高安四(Joh n Garnaut) 

的文章，稱I l'國在在澳洲(1甘主要大學內部組立庸大的秘密敝人

網絡，迫使澳洲不得不加強共反情報能力。並稿中liJx: 1情報，自口

曾向費爾法克斯克!LiTEZ長|剖諮哎， 't'I!!lt1正在他梢}Ij於!誰控措人社

區的網絡，以保被北京的「核心利益克」。 41 泣的報導發表之後，

澳洲關於中|必紅色滲透的輿論風潮何也未鬥J[_}斗過 。

澳洲是餓f~l~衍生禪大闕， I l'國對鐵礦朽的需求 一度非常旺

盛，該|革|因此與rl'關村經 s皮J[_~f 。但 I 1'1羽控此機會向澳洲進

行滲透 ， 這種滲透遍泣政界 、學術界與媒體，引起澳洲 t下般

壺的焦慮。 2016 年 , j澳奧洲純總!E叫阻勝↑悶峙峙.β啊爾居向爾|闆哥 (Makolm Tl刊urn

權發起 A項制才冉哇。逗項調至盜E顯示 ，可巾， 1國劃足對i澳奧洲滲透最j站志般屯

的國家，中共不僅試|FK|對澳洲的政治施加影響，還f恩(打開通往

澳洲政府各fj，'îlwi [面的竹迪。勻。17 年 6 ) J '由於擔心中闊的影
響，澳洲下令研究重修反間諜和外風|政府下涉內政的法律， 43

這部法律涉及如何界定中國駐外媒體與外宣媒體記者的工作，

澳洲親華人士不少都對此戚到恐慌。

2016 年 11 月 28 U ' 雪梨科技大學澳中關係研究所舉行

了一場關於在澳洲中文媒體的研討會，對澳洲中文媒體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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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定位進行討論，會上特別討論了這些媒體是否是中國軟賞力

的一部分等話題。據澳洲國家廣播電台 (SBS) 報導，參加討

論的成員當中，有四位成員包柄研討會的主持人本身，都是當

時在澳洲的主流英文媒體以及華文媒體巾備受關注的人物，前

外長鮑勃﹒卡爾 (Bob Carr) 教授領導的澳中關係研究所-TI

處於輿論的風 1-1浪尖， {~梨!接鋒幸ID 9 月 8 R 的一篇報導就

，澳洲|一些大學不要因為接受來 11與中國關係密切的扣款

者的金錢，而成}志為外國利益的宣傳工扎 ，很明顯地的向該

所。 44

2018 年 8 月 24 仆，美國|載!會刊麗的美 r[ ，經濟與安全審宜

委員會 (USCC) 發布題沁 r , [ , I樹(共)的海外統i俄工作 J 1'1甘

報告披露，近 95%0甘澳洲中文報紙都在一定程度 t被，-[ ，共政

府滲透。該報告除了披露，-[ ，共在海外實施統戰工作的一些附闢

組織之外，還提到了巾共對海外'iJ文媒體的控制。 45

中國駐外媒體的紅若為何們被列人「間諜」行列?這位然

是中國駐外媒體記者的角色比較特殊所致。在媒體外交的發展

歷史中，除了政Yh家不IJ相關外交人民外，駐外言己冉一 血有巨大在

其中最活躍的角色 ，但主要限於溝通作川 ， 一般悄況下，很少

有政府會賦予媒體記者搜集情報的任務，言已有得到重要情報主

動與本國政府溝通的情況經常會發生，但那並~F政府派定的任

務。

中國的情況不一樣，新華社等有媒記者負有搜集情報的任

務，這一任務是政府指派的。當擔任新華社非洲總分社、倫敦

分社編輯和記者的馬建國認為， r )，蛀外記者既是資訊的收集

者 ，又是新聞的發布者 ，甚至可以扮演一個國家或民族代言人

紅色滲透

的角色。從這個意義上諦 ， 駐外記者似乎在自覺不自覺地從事

公共外交活動 ，記者的觀點有時甚至比官方的觀點更有說服

力。」馬建國的重點是想間述中國駐外記者的公共外交職能 ，

但我更關沌這段話無意間揭示的第一功能「資訊的搜集者」

英文 Ìnformation '含有資訊 、情報、耳|斗等多重語義 ， 日

文的「情幸I~ J ' 與資訊其t:!'就是|可一個詞攏 。

儘管巾國政府不承認，但國際社會早就女|適中國駐外記冉

擔任的角色 ， 其 ， ~，又以 1999 年在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

事件中死亡的三名包者一一新曜社(1甘邵雲琪、。它I !J=J I [ 幸|丘} 1的

許杏虎和妻子朱穎的案例最為人知 。當時美國媒仙也言 ， {31~雲

環和許杏虎均足中共情報人μ ，隸厲於中共安全部。 2011 年

加拿大發生的郵件風波，對新堆社海外角色的質疑一皮成為該

國媒體熱誠訊題。

近幾年 ，加拿大涉及， [-'1劉紅者的 r UU諜」傅|叫 11寺斷11主約 。

2017 年 5 ) 仆仆，加拿大法語《新|叫報} ( La Presse) 輔導說，

加拿大安奄情報局 (CSlS) 在過去幾年 ， 懷疑新-掉;而-Un {人

民日報》等tkfm派駐拼太梧的記者從事搜集悄報的活動 。《新

聞報》記軒喬爾 ﹒ 丹尼斯 ﹒ μ拉H王斯(Joel -Denis ßellavancc) 

報導說 ， 該報獲得的未公開消息顯示 ，加拿λ安全情報局對駐

握太華中國記者一一尤其是《人民 I [ 報》和新華社記者一-1;采

取了反間諜措施。 一個曾在哈們 (Stepben Joseph Harper ' 2006 

年至 20 15 年擔任加拿大總理)政府中任I傲的官員也證寶說，

|司層知道這些媒體的雇員有收集情報的任務。 46

據加拿大《環球郵報》報導， 2011 年 9 月 8 日，逾 240

位媒體 、 學術和政治圈人士收到了大量電子郵件 。 郵件是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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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外交部長國會秘書鮑勃﹒德克特 (Bob Dechert) 寫給中

共新華社駐多倫多記者施蓉的，信中包括「妳很漂亮」、「我

很想、念妳」等調情內容。據信，曝光者為施蓉的丈夫 ，他是通

過駭客進入其郵箱的。這一郵件風波，在如此大的範園內傳

播，讓德克特的形象受損是比較次耍的問題，人們對新華社記

者在新聞報導之外的角色產生般重懷疑。《環球郵幸的在報導

中指出，中共一直積極從事海外情報收集 ， 2010 年，加拿大

安全情報局局長法登鬥警告，中共間諜已滲透到加令大的政治

界當中;而凹方|晶|家1'1甘反間諜組織一 11將l|IjC行蹤新華社當作

個情報機梢。《赫拉頓郵報》也桶，德克特作為外交部長的

國會秘書，能參與、接觸到加拿大政府的機密資訊。誰又能保

證沉迷在「情色」中的德克特不會「一不小心」洩露點什麼|說|

家機密|呢 ?47

2 、美國政府重歐《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2015 年 11 月， l的透社發表一篇報導，揭露:r遍布美國十
多個城市的一個|怨秘鹿插電台網絡的存在。這些城市包Ífi桔峰

頓、費城、波士頓、休士頤和舊金111 0 例如，華盛頓當地一家

名為 fWCRWJ 的電台不斷播放親巾國立場的內容。據路透

社披露，這家電台播出的很多節目內容都已被巾國政府控制。

在播放有關南中國海地區緊張局勢的內容時，這家電台沒有提

及中國政府在南中國海備受爭議的填海造島計剖 ， 而是強調造

成這一地區緊張的原因是有「外部勢力」想借島嶼爭議插手區

域事務。這家廣播電台位於維吉尼亞州，訊號覆蓋範圍遍及華

紅色滲透

M地區 ，在國會山莊和白宮也能收聽到這家電台的廣播。路透

![i[懷疑這家電台已被中國政府控制。這只是冰山一角，中國不

你在十多個美國城市有這樣的廣播電台，而且正在世界各地建

尚隱蔽的電台網絡。 48

這篇報導引起了美國政府關注 ，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和

1 iJ法部針對)]11州一家公司幫助中國竹方電台廣播一事展開制

內，並且發現以下事實 : 2005 年， 一家名為「波多馬克肢播」

( Potomac Radio LLC ) 的公司收購 f這家市台 ，並於 2009 年

(r:勞登郡增迎了三座發射的 ，將發射}jJ率版大了十{芹， 達到汽

III瓦，廣播訊號也能龍到華府地區。然而直到發射的越好之

後，勞登郡叭，其_，j-發叫這家站台H守廣播11寄段有IHil給-r 11 1國國際

jUT播電台和它的 f公吋 G&E' 波多馬克廣播有l 扣訪中並沒行

l站及他們要把jEE插 n寺段山租給 1 1 '1盡|國際廣播公司和 G&E 公司

;丘一計劃 。

這家 G&E 公斤JI的拉開蘇彥稿(James Yantao SU) 有巾國

|lT景， 1970 年生於上海， 1989 年赴美 ，隨後成為美國公民 '

之009 年創辦 rG&E 公司。據l的透社報導， j掠彥韜只占有公口j

少部分股分， 1中凶國$在世紀傳媒公司擁有該公吋 60%肢分。

1 (ü國廣世紀傳媒公司娃'1了辦媒體1 11國關際廣播公司的全資于公

l 司 。這家電台也於 2011 年更名為 fWCRW J '據電台董事長

艾倫﹒彭德爾頓(Alan Pendleton )對外公布 fWCRW J 的意思

ji先是華盛頓中國廣播 (China Radio Washington) 。公開記錄顯

示中國國際廣播公司的這位美籍華人商業夥伴和他的公司還沒

臼註冊成為合法的外國代理人。的

上述這些情況 ，終於在 201 7 年發生了變化。 2016 年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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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國總統川普奉行美國優先原則，對外國間諜在美國的活動

深惡痛絕。 201 7 年 11 月，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 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ry Review Commission) 在提交給國會

的一份報告中指責 ，中國在美國連作的官媒有間諜和政治宣傳

行為 ， 美國應該要求這些媒體在美員工登記為外國代理人。

該報告引述美國政府資助的人權組織 「自由之家 J ( Freedom 

House ) 對委員會所做的證詞說 : 「新華社嫂集資訊並為中國

領導層提供有關國內外大哥的秘密報告 ，兼有情報機梢的某ι

功能」。因此，該報告指出，新華社和《人民 u啊。等在美

工作人員沒有被包括在《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 問稱 FARA ) 之內是一項漏洞。

《外國代1世人登記法》娃美國 1 938 年通過的刊i法律 ，

當時美國為 f l:íHHjú德國在三戰之前的政的宣傳而立 f遠行1)法。

該法要求為外間政府- 、政;IE以反他們在美國雇用、 11LE遊說于

國政府的人LRi' 必須向美|孟|司法部登況 。手|二i俄結束後 ， 美國

並未對盟國使川j這部法律的相關規定。立到 201 7 年，俄級)昕

衛崖通訊社在在美國日j法部要求下按照《外國代E屯人登記法》

進行了登記。美|車間法官15對該通訊社表示 ， 美國這一法律「沒

有妨礙言論向巾， 沒有限制傳播資訊的內容」。司法部國家安

全局的代理檢察長達納 ﹒ 邦特 (Dana Boente ) 說 : 「美國人打

權知道，誰在美國以外國代表的名義為了影響政府或民眾進行

活動。」

在華府巨大的政治壓力下 ， 2018 年 9 月， 美國司法部命

令新華社駐美分支機構和中央電視台海外平台中國環球電視

網，依據美國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 註冊為外國代理人 。

紅色滲透

似據美國這部法律規定 ，凡登記為「外國代理人」的媒1盟， 必

;(i要披露他們每年的預算和開支，以及所有權梢成等資訊，而

1 1.這些媒體還必須要在廣播和出版物中包括他們作為外國代理

人的「免責聲明」 。 50 與中國大外宜的高調進擊相比， 這種阻

收其實比較微弱。

就在美國司法部要求新華社等 1-1'國官媒登記為「外國代

Jll(人」之後數天， 20 18 年 9 月 23 仆， 中國竹，方媒體{ '-1 'i矗11 1 

料。英文版就在愛何'EI主州第一大報紙《狄蒙~I紀卓幸ID (Des 

MoÍ1的 Register) 增刊Lj '以 r 1 l' 國 ~~J祭 J Ã tl湖位 ，刊登 p 月fi，'il版

I (1 i的廣告文章 ， 其 '1' 一的題為 〈予端:總統做竄郁的後果 〉

(Dispute: Fruit of a president's folly) ，直拍， l'美貿易摩擦給該

州大豆農.L~帶來的路紳士是「總統也益行泌的後果 J ' 致使該州

大豆農民釗失慘車， '1' 1車|也不得不峙向從l甘美洲進鬥大豆。 51

這篇文章被|斗 4月m沁 r , l'閥 F涉美國 2018 年，1' jQj選舉 J 1的舉

j 1切 。

中國政府近年在美國以與大校合作的形式|划辦了多所:fL f 
巾院，派駐不少，白皮JL分支，~日辦 f不少華文媒惚，但從未按這

;而法案的主要求登記。 ， 1-'1樹在美關設jit各在巨大外控機梢更是暢通

J!性阻 ， 這封15法案的重耿 ， 多少祺't'l辜!有所做d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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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駐外記者派得太少，沒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應該大發展，

儘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記玄，發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

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 J倍膏。 1

一-毛澤東

豆豆瞭解'1-'1圍的大外，門，必須暸解巾共 r'-I往政之後就地)j抓

行的對外宣傳工作， 1大|泊中國 1 '-1 2003 年開始推行的「外

宣工作本土化」策略並非橫空山世， rl '1圈外文局這艘外宣老旗
艦早就開創出一套行之行效的外，在模式， )成泊中國大外有的經

lt深外宣人士外文出版社原副總編輯肖師齡的話來說 ， r 只有

|采用符合受眾接受習慣和心理的宣傳手法，才能使宣傳內容為

它眾所接受。反之只能是無效宣傳 ， 而『無效的宣傳』不是宣

Nt J 0 3 

、中共建政後外宣期刊的製作與發行

要瞭解叫 l國對外宣傳的時史 ， 就必須l暸解 '-1'岡外宣最老的

1 :牌一一國家外文日，這是一糾正走集了各種語文的 ， I::J外專家 、

朮擔特殊政fh使命的l1I要部門，許多|圍內有.:f，的外國專家都拉

I}於此。

典模式。~. 1 、外宣期刊本土化的 「旗艦 」 國家外文局

巾國對外?有{~{的受思主單是各外宇〔媒體在地|呦，向前者。要

讓外國前者將r Þ' 凶!外有刊物~19t為1僚解巾|訓，向「街，- ， 、梢樑、 朋

友 J '仁l'國宣傳部門對此絞謹腦汁， 二半年買下 r -番 ;可功夫鎖閉 ，

最後還是'-1 '闕外貿的名旗艦一一|盛|家外文局jE!jill司的，率先於

2003 年提出「外宣工作三附近原則 J : r 附近國外受眾的思

維習慣、附近國外受眾對， 1-'國資訊的需求、貼近'Þ國發展的質
際」， 2 這「 三三附近原則」的實施，對當時已很不景氣的外宵

工作確實發揮了起死回生的作用。此後還一策略經過充質加

後，被中國外宣部門慨捐為「外宣媒體本土化」 。

何謂「外宣期刊本土化 J ?簡言之 ， 就是依靠金錢優勢，

在外宣媒體對象國聘用外國記者、編輯，將外宣產品包裝成普

通的媒體產品，對受眾實施越來越不易被察覺的滲透。用中國

紅色滲透

在巾圓的外有體系巾，堪柄「旗自晶l匠L」等級(1

立丈;出版發行吐'j1業j岫吋 (f筒臼研干稱再j知f也b 「 l巾~I倒函蚓|抄夕外←文)局茍 J ) 。這叫悶咱介紹

.下其由予來|卡￡ : l巾|扣」國夕外F文局的成f立Z與l巾I::J共荐有畸{(:布 l的1昀甘煌政川肖時，日IJ

1949 年 10 叫 1 1_1 '當時的干l稱是「中央人民政府新|刮總署國

際新聞局 J '1952 年改為現扣 。 中國外交界的有名人物喬冠

I !"j是其首任局長。|工|前仍然是擁有壯大最多外宣資源的它辦機

仙。每年以 20 種語言文字出版 2000 多種園書、 21 種印刷版

lV J刊和 25 種網路版期刊。上述出版物由中國國際間書貿易總

公司向 180 多個國家和地區發行。
4 由於中國外文局成立時間

|去，實力雄厚，經驗豐富，被中國銀外宣機構捧為是「外宣領

I，~裡老牌的國家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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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局作為中共統一負責編譯出版對外宣傳書刊的機構 ，

以編譯出版領袖著作、政府文告、政策文件、基木國情介紹 、

中國文學作品的外文圖書和期刊為主要任務 。自成立以來 ，

中國外文局累計用仍種語言出版書刊近 13 億冊，發行到世

界 180 多個國家和地區 ， 業務ib宙間滷蓋潮詩、採編、出版、印

刷、發行、網路宣傳( r 中國網」是其官方網站， www.china. 

co仇cn) 、興情研究等領域 。 該局自稱已經形成「菁、刊、網

齊頭並進、夕|、宣理論研究與外宜貨踐互相促進、國內國外出版

基地互相支援的新局面」 ， 5 其出版物內巾國出n總盔的 50%

以上 。 6

參與外文局工作的先後有中共文化界重量級精英人物茅

盾、巴金、蕭乾、劉時棋、馮亦代、楊承芳、戴望舒、茉莉位:I! 、

了聰!、徐遲、陳依范 、 蜴;最說等。 7 其出版物是「國家!借口方

式 J '自 1 1所有山版物均FIJ政府不計成本出資購買，並發送到巾

國駐外大使館 ， 由其免費贈閱給當地政要及各界精英 。 8

2 、 外宣期刊的種類

林林總總的外宣期刊可依據各凹的所屬機梢，被創分為一

大種類:

( 1 )中國外文局所闊的外宣期刊

這類刊物包括《北京周報》、《中國畫報》 、 《今日中國》

(原名為《中國建設} )、《人民中國》。這些期刊目前用中、

英 、 法、日 、 俄 、 西、阿 、 韓文等出版 11 個版本。 9 其中 ，

紅色滲透

英文《北京周報} , {今日中國》阿文版 、 西文版 ， 日文《人

民中國} ， 俄文《中國》、韓文《中國》等 6 種外宣期刊實施

f本土化運作模式 ， 即在刊物所在國印刷發行。目前該局在美

|函、德國、英國、日本 、 埃及、墨西哥、香港等 10 個國家和

地區設有海外分支機構。 1日

(2 )中國邊境省區的對外文化交流協會主辦的師向周邊國家

的邊境期刊

面向俄羅斯、韓國、越南、緬甸、按國、泰閥 、 蒙占反中

1lE五國等問逛國家發行的雜誌計有 : {布達拉} (藏語)、《金

橋} (韓語〉、《大陸橋} (f我認)、 {1;~1Ë} (越3月)、《夥

1l} (俄語)、《吉祥} (細語)、《前i公河} (泰語)、《索

倫嘎} (袋語)、{r'ï芭} (按語)、《友手I)} (r們隊克語)

等。刊 巾共政府認為，邊境外宣工作是中國外宣事業的重要組

成部分，關係釗中間在)吋逛國家的影響力，因此極為重視。幾

于每年都要輪流在中國的過境管分如黑龍江、廣西等地召開過

境外宣工作會議。 12

(3) 中國政府一些以NGO而貌的現的部委主辦的外文朋刊，

如英文的《中國婦女》 、 《中國體育》 等。

3 、中國政府聘請外宣「專家」的標準

按中國外宣部門的設想，中國外宣期刊的受眾主要包括二

部分人群 : 一 、在外宣期刊發行國的外國人 ; 二 、 在中國的外

第二章 中國「大外宣」的「本土化戰略」



國人; 三 、在海外的華人華僑。的目前這類外宣刊物當中唯

能夠盈利的是《人民中國》日文版，但其生存模式有非常獨特

的原因，不可能為其他同類刊物所仿效。本章在後面將對此分

析。

目前中國在外宣媒體在地國聘請外國人做記者，以外國

受眾能接受的方式從事宣傳，這 一經驗來自中國外丈局。早

在 1950 年代初，叫 I國外文周就聘請 f不少外國崢家從事外有

工作。被中共樹為棋竿的「國際友人」行愛潑斯剋、蛾妮絲

(Denise Lee Lebrcton )、沙問理 (Sidney Shapiro) 、魏磁詩( Ruth 

Weiss) 、史克( Bersa Sneck) 、 96 歲|可齡的 1 1籍專家土肥楠 f 、

烏拉圭籍專家科f~森特 ﹒ 羅維塔 (Vicente Rovetta ) 等。從 2003

年以來，外文局成立 r r 境外特殊人才資格評審委主i會 J '負

責境外特殊人才的資格審定，及聘任工作 。 14

由於外文局已經積呆六1-11:企年聘川外凶專家的純驗，參考

國家外文局選拔「外|義!專家 J 1的標准，就會|則 l' 1 中國方關是如

何挑選外國合作者 。據中國外文局常務副局長享1)1曉93透品，做

至 2009 年 I-~I 臨!決定投人且資:J=J造大外貿計創之|峙，區|家外又;

局總共聘請了十幾fi，til國家， 7 種語文 40 多名外籍專業工作人

員。 他們主要承擔全局系統書刊制的鞠祿、 d文稍不1-1文字潤色以

及編輯、採訪、撰稿、選題策剖等工作。旭

先說聘用「外國專家」的日的。據中國外文局國際合作

部官員劉東介紹，為了彌補外宜刊物主辦者遠離在地國、遠

離讀者的缺陷。外宣刊物選題時， r 外國專家當作對象國的代

表 J '認為這些專家與預想的讀者是「在同一種文化氛圍下長

大的 J ' r 有他所代表的人群的特質 J '知道「本國人對什麼

紅色滲透

lj呂題戚興趣，並採用本國人喜歡的方式與語言風格介紹」。在

外宣部門眼中， r 外國專家」被視為外宣刊物對象國的「第一

渡者 J '相比中國外宣記者而言 ，外國專家能夠更好地與母國

讀者溝通。

入選者除 f有較強的母語寫作能力之外，還要「具備 二三fi，til

條件: 一是要對草莓木友好， 二是願意正1Î在報導中國， 三是有

新聞寫作的經歷」。被rl'國政府繳納甄選並聘用的外它 「專家」

字有較高待遇，他們的專業 E作就足利用 I1身的文化優勢，為

lþ國政府從事外，向t作。他們涉足的領域包指間祥、期刊、網

路對外傳桶，主要是往外7(刊物的選旭、採訪 、編tI時、設計等

方面提lL;他議 。 16

11 文版《人llÇ 1 1 "墟。編委科委只橫掃(克已也許 nJ被視};:JUl|1

|週挑選外;向專家的汁I~il樣板 。 1979 悍，棋力lil克已隨《相JII 新

聞》代表關訪問北京，受到鄧小平按此，此 ~l被他而~~比人中 

大榮耀。 ]981 年，他成為~ l~ÿJ r 1 新問 }I，駐北以特派;4 。 1990 年，

橫掘克已除任《材j仆新聞》北京文同支j社長 。 {E此期間，他採

拍了許多中國領導人干1 1' 1' ， 1 灰好人上，發表 f大jTt行利於1-1 "戒|

開放干11 FI 巾友好的文字豈不L1WIZ論，立fZ在新權社發行f內《參考消

息》上 刊登過署名報導和評論。 2001 年被《人民 I-r國》聘為

口文專家，此後職位 FI 說直要; 2002 年聘為編!I時關|旬， 2004 

年聘為編委會委員。他為日文版《人民巾國》撰寫1'1守 〈棚開歷

史新篇章 :再現毛澤東和田中角榮會談的情景〉、〈吋1 EI 間有

共同的文化基礎〉 等文 ，被認為在日本有很好的宣傳效果。

橫掘克己因而於 2003 年獲中國政府頒發「友誼獎」 。 17 該獎

1991 年設立，被稱為中國政府授予來華工作外國專家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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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最高獎項。

對這些外宣專家的待遇與工作，中國專門頒有各類《外國

專家管理條例》。中國外文局的相關條例中規定:工作滿 5 年，

甘史不再續聘。但後來發現， 5 年過後，正是「專家」瞭解巾

國情況比較到位的H到|吏，也是巾國編輯與外國專家比較熟悉、

且有台作經驗的時候， 1天|此對所謂 5 年服務期限有所放寬，有

些專家就長期盼J-B 0 18 

(共職於仁[ ，例外丈局J'I甘「外建專家」從唱的主要娃翩譯文業

工作。|聶|家外文局還以俄羅斯、 11 本;為突破 1"1 '發展IU 1't外?可

刊物在地闡鵬訪;當地專家)Jm盟，提高外，趕出lfI質的收式。峙的方

式千]J;，lij楠， 車直娃(E 刊物對象|戒|就地聘請。人選有多是，訊地打

新聞從業經!種符; JJ -f直是如果布'-lJ能，還聘的對象|或|的政府

fÇ員出任外亢科院志的顧問，參與選題策剖，並約前對當地主流

媒體行影特J'I甘人物}誠的志撰稿，們他們的 r I J:!; rl'lgJGl說話。泣類

經過巧妙包裝的文 l言行!侍候被惜地 k流9~1啞引用，增強 fTt傳

效果。

以俄文外宣雜誌比例，中 l創刊)j)日俄文的版的索拉克志有多

種: ~人民LI'I晶~ (f.我文版， 1950 年創辦)、~'-I"盛I~ (2005 

年 12 月創刊)、《大陸橋~ (創刊於 2000 年 5 月，山仁[ ，凶新

疆維吾爾自治區對外文化交流協會主辦)等。其叫， ~ L[ ，閻》以

本土化方式在俄羅斯創刊，該刊以介紹中闕經濟、文化、社會

生活為重點，誼者定位為對中國感興趣的俄羅斯和其他獨聯體

國家的中青年知識階層，理由是該刊認為這個階層有消費能

力，是一個處於發展、上升階段，將來可影響國家的主流階層。

《中國》雜誌巧妙地借用了俄羅斯當地的資源，聘請了兩

紅色滲透

f \'/.有俄羅斯官方身分的著名漢學家作《中國》雜誌的願間，
﹒位是前俄羅斯駐華大使羅高需( Igor Alexeevich Rogachov) , 

川 一 位是俄'-1=' 友協主席季塔連科 (Mikhail Leotheyevich 

I 'j tarenko )。此外，該雜誌還聘請了兩位俄羅斯記肩，他們的

心作語言l跤中國人鮮活， {史剩tE志選題更適合俄羅斯詞有鬥昧，

!北京印象」生動幽默。這種寫作 nJ以軟化宣傳色彩。叮:找它

W09 年， 't'l盈|外文府在這些木土化機情但共聘有 30 多小廿;;'地

II~員 ，讓共參與書 刊的選題策訓、設計和發行等工作 。 20

發展到後來，北京意識到通過與(我雖Wr~刺叩開展各種交流

(，月動，讓俄闊的本土媒悅fit-忙于〈俾，-[ ，闕，效果 "J能史衍 。《人

1 ~*罔》副總編輯RtZlE?可撰文介紹俄羅斯斯維爾德消夫斯克州

《州報》與門 l國的《黑龍江經濟報》符卅一 -次定JVJ交換杭州的

1月(驗 ，特別捉到 2014 年， 1::1國外交部組織(我提斯立足他去 ， lî [盛|採
,r/j ，這家紗|悴的1'1喘已有參加了這次採訪， ri 11來發 f -~倍版的

litl文報導。 21 叫 l俄兩|喝口方還設 ILf 一Wi忱b 屁)J 2 年、 (1 20 16 

; 1三開始的 r f訟中媒fl世交流年 J '而人文領域|湘風的合作頃 11共

li 1- 250 多例。合作WJ I叫， 共舉辦三次 ，t，俄媒體論l笠，共 '1-"1我

irt斯政府機關報《俄維斯報》擔*Iì~主辦媒恤，配合 rl' 國推進

'之 22
J心。

i的」多次製作中國專版，中國政府對其笠M效呆很滿

-、中國大外宣 「海外布局」

大外宣這種「戰門在敵人心臟裡」的宣傳方式，是世界在

冷戰之時並未發明的一種輿論戰方式。 2009 年，中國的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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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量接近刊木，世界預測 2010 年中國將超過 u本，成為世界

第一大經濟體。中國政府認為 í j句話起」已成為事哎， 爭奪話語

權時不我待，開始大張旗鼓地推行。大外噎i!我峙。

1 、金錢開道，大外宣急劇擴張

中國大外旬的旗艦當然是巾國'(-';1J通訊社新華祉，它的擴

張分為間11M階段 。

1950 年1至 1965 年:新"，&社 r [ 1948 年在社們已站 |戒|家

克斯消伐克|叩門郁布拉格旭立 f第一11叫 I~I外分il'U:以來，就

向外擴張。這純擴?反:b主ILJ'I'共領導毛澤版欽定、 -t竹外交|叮叮

恩來負責TI施的。 1955 年 10 月， 毛澤東在'i '共， 1 'jç政fh

議扛強調，新華社豆豆愉快|九世界各|函|派山山已f向記拌 ， í 把

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惚到我們的聲汗 J 0 1956 年|施以IJ

出要加速迎設世界'1呢通訊社，並尬 (L f大批|晶|外分11ft 0 1 司正|三

月，時任總理兼外交Pili長i'I叫吋恩來批准 f外交你不11新主|刊上共同

發出的「關於劍華l駐外使自1月間新華社|函|外分社、言已持16M係的既

定 J '到 1965 年底， [車|夕|、分社已有 5 1 俐，已在 6711古11蚓家派

有常駐記者成報導員，自己派山的駐外人員共 225 人，其， 1 '記

者的人。 23

「文革」期間，新華社的海外擴張暫時停止。 1978 年中l

國改革開放後才恢復，但速度緩慢， 2007 年之後進入快速擴

張時期。

新華社的海外戰略調種從 2007 年開始，其時新華社的海

外記者站已達 120 餘個，而 2009 年，中國政府投入。0 億人

紅色滲透

[~幣作為大外宣資金，新華社一年當中就在全球增設了 30 個

{)r分社，並計剖擴展至 20011月 。 24 當時海外用戶達 1450 多家 ，

u天用 7 種語言向全球發表上千條快訊。 25

這種擴張引起外媒的注意 ，法國《世界外交論衡~ (Le 

Monde Diplomat.叩，te) 於 2011 年 3 月發表一篇文章，對全球各

人;新聞是1:當時的運作叫校做 f比較，指「|-l: 法新社在令球擁有

j j 0 個分社， 50 ;f，特約記者，」IE圓的的透社擁有 IjJ 1 50 fl;'îl特約

11lJ者組成的通訊網絡 ， 美聯社的在J全球 72 11~jl國家設行分社。

除美國《新|叫迦刊》透露 ，未來新的附:派駐全球科|盛|言已有的人

I).t~將超過 6000 人。 2日 。1新可吋士的海外版[~長速皮，遠超過問方

。從體的預計， 1成至 2016 年，新τ懼而+.{E境外設行 1 80 11 ， 'îl分文機
7, <dL

O S 
li te-

中國蝴蝶股掃市內的擴張與新:1'1'1; "U:同樣快捷， 1rLLtJ正式:Ji

JA隱蔽。關透社於 20 15 作 1 1 ) J在斗1，月|專題報導， l' , t皮ÍJÍ~巾|剖

Ji~府通過合作 、控股!.J，lG:vlll'主|EY段等方式，悄悄地在召全球斜地往

lk起廣播禍， 1::正起插 l|;科j北京i'I位的J 1 IIÂJ料和新|凶 。行些節 11 甚

叭直接的 ， 1 "戒1 1蝴蝶前懦地代製作、提供 ， ~IJ I其在美|蚓、澳圳、卜

敝洲控制的媒體公 1 îJ製作從供 。

路透社的2)44ii還發現， r仆Ii前泊泊.這-屁插綱已至少有 3仍3 1引例I ， 'j同川吉司耐1I偵吏

1 ，11'兩昨特甘，1屯l

|忱)J此J此t到舊金山，遍布四大洲 14 例|遮|家。它們通常忽略對中共的

IJ L 1萍，避開任何對北京負面的描述。 28 但巾隘|肯方資料顯示的

r<J華範園遠比路透社披露的多。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台長王庚年

外開透露 :該台每天使用包括西班牙語 、葡萄牙語在內的 65

j I[ ( ，語言，面向全世界傳播，覆蓋五大洲 200 多個國家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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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廣播、電視、報刊、網路和移動媒體等傳播手段 。 29

美國是中國有聲媒體的重點傳播區域。據美國網路媒體

「華盛頓自由燈塔」報導，設於紐約的華人金融投資公司「鴻

慧資本 J (H&ιH Cap.itaJ Partners) '20] 8 年 7 月從墨西哥|的

「拉丁電台集團 J ( Grupo Lati.l1o de Radio )手捏買下一家 7 萬

7500 瓦的調11I高電台 ， 頻道 AM690 ' ï句號為 XE\'V啊 。

據報導披路，這家電台的位|際民主娃芥浴具有'-1 1共背景

的鳳凰衛視。鳳凰衛ffifl幾年來， J.處心拍臆想打入大消杉磯地

區的廣播市場，們是有1)因為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í 外 Iillì:

人擁有電台不得超過 25 % J ，的法規而難以成功。但通過這種

2 、重金吸引「洋人雇傭軍團」加盟大外宣

隨著新華社與中國國際廣播電台這兩艘大外宜的航空母艦

也海，招聘外籍記者就成 f í 外宣媒體木土化」戰略的重要一

氓。新蒂社雇用美籍只工的到象最早受到美國政府關注 ， 美悶

「中央情報局開放來源 'i 1心 J (Open Sourcc Center) 於 2009

年發布一份1'1 1為<， r國:新主持社「外籍」特派記者人版愈發tw

多趨勢> ，的報告顯示，新子控制;從 2007 年開始屁用西方言已在為

JL海外綱的工作，般至 2009 年共有 5 :71內方言已有受屐於新曜

l|;上。 31 該社除|划設 '-1 1 、英、法、肉、俄等多補文字網路新|均制
曲線購買後，這家民桶前1付不受美國lBR手I~通訊委員侖的法規| 頓，還加緊î，:HW移動新|叩服務 。 32

柯:束。根據 1992 年的美主體條約 ， 該市1L?可以從略問吋境內距

美墨邊境 10 英里處 ，向美|割EE捕 ， 1m忱可遠去 300 英主11 (約

500 公里) ，被蔬程11山|嘻地址二吋菲n大消杉磯都會隘的一 |士[多 1噶

華人。電台在完成收購後，將從西班牙語轉變成中文，在洛

杉磯製作節凶 ， 然後通過網路把節 Il傳送到墨西哥的電台技

射塔向美國廣播。

美國境內的詗1 1厲 (AM) 電台 ， 最大功率僅為 5 ，噶瓦 ， ，叮

目前洛杉磯地區最大的華語電台，功率也只有 2 萬瓦。鳳凰衛

視所購買的這家電台，超過當下最大的推詢電台三倍以上，

旦開播，將成為南加州也可能是全美國最大的華語電台。位於

加州、I í 洛城之聲 FM104.7 J 華語公共電台，向聯邦通訊委員會

遞交申訴書，要求阻止這項電台買賣。申訴書說，這家新電也

將替中共做宣傳，對南加州的美國華人社區實施洗腦，影響美

國華人社區的政治和經濟狀況。 30

紅色滲透

馬修 ﹒ 拉斯林(Mattbew Rusling) ~立新喀布 t屁1J，H1'，位官ï t"，美

|過籍記者， 2009 年 5 ) J 進入新司|主祉， jC工作駐地注美國的確

}，Æ:頓。受雇於新緝捕t之前，他在 11本與)招牌 ζ作~4 年 ， 幣1品

《紐約時報》 、《今仆美|盛1> 等美|明上流媒體封日本:1 ， 怯的任過

-f分小型美國|卓|防科if志的助也編輯。 33 馬修 . f\iJ析，非本的報導鈍

|呵較!查，經吭，就美國外交政策、時療改 JlESij經濟復甦等熱點議

也寫報導。

在美闊，新華社原有駐聯合國、駐菲|主盛頓和駐洛杉磯三個

分社， 2010 年又建立了芝加吋、舊金山菲r I休士頓三例分社，

這些後來合{卅lii成了新華社北美總分社。 6 個記者的有1)雇用了

本地記者 ， 新主持社加拿大分社也開始在本地招聘記者。新都社

1|E盛頓分社社長葛相文表示，以後還會招募更多本地記者。 |隨

昨「外宣本土化」策略的步步推進，新華社的鬥號變成了「傳

播中國，報導世界」。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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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英文媒體更需要以英語為母語的記者。新華社於 2009

年 7 月 1 日開通英文電視新聞 ， 此前中國就推出了幾種面向外

國讀者的英文報紙 : 2008 年 8 月，巾新社主辦的《中國新聞

周刊》推出該刊的英文版 : News CHINA 0 2009 年 2 月末 ， (巾

國 1-1報》推山北美版，並在車盛頓設立記者的，並計創在全球

布局 ， 陸續推l ll德語、法語等多種語文版本 。

與此同時，中央TE制台除央研頻道之外，還推UI阿拉伯訊

和俄語頻道，主主立採編|嫁他的方法與新華I)J i仕 Æfl間，均從閥|燦

社會的騁 。據 CCTV 機關照委書記張海的計稱: CCTV 的英

語頻道早就引進了外|品專家，今後在繼紹完祥駐外記者的布)"J

n手，採月j人本木土化策略，在紀朽的所在|謹|家不1 1地ldli鴨山伯地

人才。 35 到 20 1 7 年， CCTV 1的中、 fki 、法、 1) q 、(我、|呵不|| JJIE

語紀錄等 7 仰il岡f~祭頻道，已進人 1 70 多例|蚓家和地區插山。 36

在全球新聞界，過去十年( 2008 年至 20 1 7 作)已被定義

為傳統媒體哀裕的十年， 1 11於綱際網路的興起，社交ýJR j'1盟等

新傳媒的出剔，以生應版}':[lr新|句為 l~ (1甘傳統媒i他 |午4人生存|木|

境， 37 當西方媒體凶Jtu網路資31tHil金融危機1'1甘徑jr!接ITlj被氾「愷

身」之時，中間對各種語文編lfti言已有的需要為 一些新|划從業人

員提供了看起來不錯的就業機神。中國外宣媒體優糊的薪酬，

足以讓西方媒體記者「忘記」他們從小接受的觀念。

「德國之聲」廣播電台一位主特 間的故事。該有

曾有意招聘幾位 BBC 中文部前職員，當時正逢中共數家大|喉

舌(包括央視、新華社、人民日報及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計剖

擴大歐洲業務招聘記者，結果她發現自己開出的條件遠遠不及

中國官方媒體，無論是薪水還是其他待遇，者1)比不上中共將在

正l 色滲透

歐洲開張的英文媒體。據報導，在歐洲以銀彈挖角的是《人民

|司報》屬下的《環球時報》歐洲版，中方允諾年薪起點1月至少 5

1噶歐元(約 180 萬新什幣) ，遠高於德國之聲的閱(賀。中國資

深媒體人上指桶 ，中共巾央媒體派駐外國紀者的薪金待遇 ，據

不同地區水准I叮定，工資與所在地向業人 t收入水準本1-1若，但

另有-- -些駐外沖~，Jí '女n交通、伙食津}!JI等。在優恆的薪資收1) [ 

F' 不斷有同方媒ifafl人);11 !d{.{巾|載|付方傳媒。 2008 年 1 月，

美國民怖公 l寸 ABC 41.frf閔行紀者、後任教美閻印第安納大學

新聞系的托出 ﹒ 1[I(i金斯 (Tony Perkins ) ，加曰:中|卓1*111鈍，成沁

:J之前見英文頻lli l::播 ; 2010 年 1 月，尖叫間隔公司 BßC 的資深

玄主播蘇fllff ﹒奧Wr~ (Susan Osman) 加JIll|l凶頤|際怯懦電台，

攝動一I峙 。 38

2009 年~ 4) J 20 lî ' {耳;球!侍宇ID 英文版削刊，成犯總( 1 [1 

|遮|日報》之後川|立的仙台 :份 1[_j ~I'I\辦英文報紙 o 'I' r;-JJ)品 f支持

這份報紙，對Jt~JZ1支布經濟效益的考址，第 一年預計運營虧ttt

2000 月元。泊在削辦之前(i甘 2008 年 12)J ， (品是 f:1HI ，j報~*

丈版就開始在外l著llEE于世紀者 11-1 :lfl r間主編;i 、編輯與記抖，做4已:L主

60 名」43月新|地把可持不1 1編輯、 J 0 1'1外主持專家以及 5 ::fl行政人峙。

不少駐京外|述i媒體的英語記品都悴收到 {J起球時幸10 1的邀請，

海碼是提供「恆共競爭力的工資棋準」 。 一位參力LIJ過招聘的外

籍記者被告知 ， r 普通言已有和編輯年薪都在 1 0 ， 1，克元以上， 資

深記者 、編輯能得到 30 禹元人民幣的年薪，並上L還提供一套

住房」。 4日

對受到資金削減影特而土氣低落的西方記者來說，中國環

視網 (CGTN) 提供了極其吸引力的選擇 : 領取優瀝的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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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酬 。 一位西方資深記冉描述了同行競相加入中國外電媒體的 l 側的媒體並無公信力可言。他們觀察到 :「最近幾年 ， 英語頻

「盛況 J : r 在位於倫敦西部奇西克地區那設備先進的 CGTN

前身為中國國營廣插機梢央關國際，負責招聘的小組在翻

閱簡歷的時候面隔一個令人羨慕的難題:太多求職者[ ，只有

90 f!,tîl IJ'以中國制悟出來報導新聞』的空缺，申請的人數計IJ幾乎

有 6000 之多。光是閱讀中詰占:這 一偕J \11. L.作也會需n年接近兩

(同刀 。」 41

3 、洋人雇傭軍團遵守的「媒體原則」:宣傳高於真相

重金之 F山效率，夕!、7fkkltlNF|此顯何非常1月1程，收初 一段

時期，西方認可的刊I~!t!大外7fkJL的受到 1) lf方向行n甘排斥: ， 11-1制人

沒弄清這些外媒來!唔，覺得巾|是|政府獲得的凶11燦祥的越來越

的 。

對中間i口方斥1 í.贊助?的英文報紙，丙)]1白j行毫不懷疑是，口，

方的宣傳lilt ，其J)~ (f天|之一站 1 [-1 1戒|媒恤受蛇於政府|大Ilí曰 ;I!k之公信

力， 二是針對、服誨的內容。

20 1 0 年 3 月《環球H字報》英文版 ﹒ 北京都市版 1 11 的「 IE

歷山德羅問答 J (Ask Alessandro )專欄被認IJu創造了新1'1位低俗

紀錄， r 諂起來就像是內容低俗的影}J， ' {波拉特} 1的丈字!l杖，

但卻沒有其中的喜劇成分 。專欄中充斥著仇視外國人的|揀詞濫

調及性別歧視， 11兩師胡言亂語和粗俗的字|恨，似乎千方商計地

以不到 400 字的篇幅惹怒幾乎每一個人」 。但 中國官方媒體從

業人員自己也很清楚，國際媒體業者在與中國媒體業者接觸

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忘記 CCTV-9 與政府的關係， 這種政府控

紅色滲透

近在海外影響與 11 1H梢， 國際輿論對英語頻道的議論不斷增

加。議論有好有壤，非議主要來自問方國家，時段 E要在大

外宣計占1推行初期。比如 12008 年年底美國 一家主流報紙釗對

CCTV-9 仰: 1呵|詢新聞主播做了 Ajf詳細|的長約報導 ， 文， 1 1捉到

的這位 k插在澳洲以!家電視台x作 f -:.卡年，被美|必|報紙稱hf

I)[j方新|蚓抖的叛徒。」 43

隨著問方媒體|朮悅的}Jn早晨，越來越多的「沖言iJ-rr. J 人職 1 11 

|峭大外丫(媒悅。 BBC 紀行趟雅月llt在她那篇<~iJ寸時，于記 : 1 1 -1例外

，lI隊伍州的作IfrÎ fL >祖!'作制II~己述 f她民~ r 1 1例外，內部門的「 nt

U者」 JtJLTK們地方政府組織的「肢*行 J ,1 1 I吋巾採訪(的學)榷 。

這些作itiJ -!r'就lW~於， 1 J I晶11必|家動t外， l司JVJ FU一-'1 1[戒|外丈川的r 1'" 1的

《中國制》 、 {J七;~{)司制》 、 《今 1 1'I I[JJxl } ，以泣比， l' 卅日記11付

大眾熟知 l的《眼球n捕。英文版、{ 1 1 "叫什報》、{ IJIJ I 1 械》

，在英夫:媒悅 。 通過敏 fl 紅心按:喲，她發別;』PE 「 TFii已可Þí' J 1J 圳

大特點: 心li古 i i能)Jf面妞，不少人能通 JITI þL:利用相訶 r f ;

:是並不1:你 r :l )XI人外，llf侃侃之l)50克夫1 111ft泣類服ifli的遊J5'!WJWJ ' 
對中陸l>>frf:L\J的運作心鉗制正 E~UH f佩他的適應，阱 。

最令趟雅月lt印象深刻的足:這些外字(媒憾的「洋訶可lf| 從

小接受內)j1!JQI家關於首論和1新|圳， 11 t I的教育，在外，門媒惜!做記

1年五、然會j妾，又何俾任務，站到新|用審究，但他們「能在新聞it

相和賢(4|:作的阱尖1 ~，取得平衡 J 。比如在「股東行」的採訪

巾，他們非常配合諂的政府的需要，在記τ哥們 i-.阱j安排好的問

題。每到一處採訪點，當地政府需要拍照常傳峙，總會要求-

1Ir'TI洋面孔H\現， 1叮這些外有媒體的沖記者也非常配合。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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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供職於中共外宣媒體的記者當巾 ， 最為巾岡人熟悉的

是「提問姐 J 0 2012 年] 1 月 10 i=I和 11 日，在中共十八大第

二次和第三次記者招待會上，採訪問大的外國媒體記者都背

無發問機會 。 Andrea Yu (余安迎 ， 背譯)口稱是來 11澳洲凱收

傳媒的記者 ， 台IJ獲得 4 次提問機會，這一超乎尋常的「運氣」

讓余安迪成 f網紅，可td隻「提|可9日 」之桶。當~IlJ在Jj;i蹋的澳

洲媒體記者，包1(， 1[.1任北京夕H~lfil已有協于守主席的澳洲廣插公 l 址

(ABC) 駐北以記持麥迪文 (Stephcn McDonnell) ，均不失111蹺

家媒體的作封及余安迪是firJ:1日(1[1 1哇!。

外Ý~同行發別余安ill!捉山的問題與巾共的計(4 |lf電[-分|吻

合，因此對她的必分無/1三懷疑。後來麥迪文牌找到余安池，與

她聊了 一下 ，發現以來她主jil而已經典主持行了默契，她的|河區

事前也獲得批准。

在交談之，[， ，余2立: illl 1:1 t 1 LII句麥i!1l丈收認，她這次1'1句角色確

實非一個真正的記持所泊，她)JII人該傳媒公 r1J也以行 -{I，'們，

所有的問題都延中國向自j叫:先寫好的，她fRWE拉il山 l二ILJ的川

題。她說:「政代表的娃 4個 r[ ，澳仟貨公 L址，所以:JJd哥拉已他們

想讓我提的問題。」

在各方窮迫之~，余安迪歧共供職的傳媒背景終於大 tl

於天下:余安迪畢業於澳洲塔爾本大學，酷愛 cl' 1過|丈化 。

2009 年安迪通過中國駐墨爾本總領事飾申請獲得中闕政府獎

學金，於同年 9 月赴西安外國語大學進行了為WJ十fi，'íl 凡的語

言學習 ，在 2011 年墨爾本的漢語橋中文比賽中獲得第一名，

前往中國參加決賽。因為她嫁給一位在澳洲長大的 ABC (現

泛指海外出生的華人第二 、 三代) ，因此有一個中國人的姓

年1包滲透

氏「余」。 45 她所供職的澳洲環球凱歌國際傳媒集團 (CAMG

Media Group) ，四年前成立於墨爾木 ， 是中國國際廣播電台

F轄的公司。該傳媒公司的它方介紹稱:截至 2013 年已經在

全球範間內擁有專業廣插電台 16家 、 多媒體節目製作室 10 家、

'l電視台 1 家、平聞媒體 5 家。致力於艾ht軒在跨文化交流的橋樑，

促進各地問文化、 藝術、經濟等領域的交流。 46

4 、對貧窮國家記者採取短期「國養」

近幾年 ， '1-1\圈外，而部門起閣將昕 一千里有錢看力也能取得|可

樣效果的|巷|設外媒缸，仟方式。對來臼1:li洲、非洲的國的記者採

)目短期前訓的方式 ， J:市訓Wj川給下(盛世nZJ物質待過，語是這些|劉

家的記街寫lll符代北41需要的刺件。據印度Mý.J+t r T he Prin t J 

報導，犯了門êfì ' 1 rj胡 |函|家恥的111近平的「斗!仔-kl?l J 了宣傳 ，從

2016 年開始， '-1'1明外交部每年都會招待大約] 00 Wil來自也洲

和非洲的媒11的己冉， 完成 一11叫以十俐) J l.;tJm的f研制「獎學台課

程」。這些紅著那位fG紅毯式的t<::待，免費佑在北京住|盛|門外

外交人峙的性所 ， 的地一{Ii'íl惋行雙臥房的市位月不11就要 22000

元人民幣 。 ~L者每11吉|刀可以免費到其他有分旅遊，而扎遐 '-'J獲

得每月 5000 元人民幣的|洞釗津貼， 計剖結束後同時還可以獲

得中國的大學頒發的國際關係學程的證善。

報導指出，印度駐北京大使館明嗨將上述這類記者與其他

獨立註冊在華工作的印度記者劃分界線，前者將不獲准邀請參

加印度官式活動或取得官方的背景資訊，參加「獎學金課程」

的記者們則可以採訪中國政府官員和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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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計剖配合了中國政府的兩大H標:習近平在 2的年 :1.1 1 、苦心經營 65 年的《人民中國》日文版 48

提出的「一帶一路」言十剖，以及習在 2016 年要求「向世界報

導中國更好的故事」。自 2016 年以來，參加中國這11~il計帥的

記者來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不[ I菲律賓以歧其他國家不[ I地

區。大多數記者所發出的新閱報導，布15獲得他們所闊的新|叫咱

位刊登，但沒布坦白說明這些記者都獲得， ~r國優優恆的款待 。

報導d|ULJ主 rl' 11~îl來 r' [來自liE|哉!家參與計割的記冉說，他

們IYJ抗拒:做現迫 U刊[[ ，絕對不可以報導任何有關|有， 1 rj齣翔的紛
爭。「王lG11"J去!支持女日，如果政們希望完成獎學位計剖，就要報導

中閻正凹的消息。」

峰經濟條件較差的 1-:述地ldlikkff悶，往往街15~建立即介， 1 rj戒|

這fi，'îl計創。 47

JL能說，金錢誘惑與生你壓力，在很多時候 "I以讓人it;把

原則， I叫)'1'([iJ:些原則是人們 r 1 ~)J)J'It在家庭9日學校教行， ~，叫沛 1 1 
染的， lltijjH足 |揖方國家的記卡比質的I~I家的記者所裂的的(16

要高得多。nJ利益誘惑融政府與商人之nu形成一種政;而保護|的

「恩庇侍從 J I#J係，是'H羽政府的長項，無論是用於歐II:AJ 、|或l

外資本，還是用於外國媒體及媒仙人，幾乎!型試不爽。

三 、司令宣媒體本土化」戰略，各國收效不同

「外宜媒體本土化 J (在地化)在世界各國的推行， 1封為

各國的文化、政倘有差異，與中|甜的歷史淵源也不相同，拉|此

在各國收穫的成效也不一樣。

紅色滲透

中國外文局在成立 60 周年紀念活動時，宣稱共有 24 種即j

FIJ印刷版和 27 種期刊網路版，發行到全球 ]82 你|國家和地區。

4些出版物均採用國家購買方式一一即所打出版物均由國家出

行購買 ，並發送到中國駐外大使館， Ll IH免對贈閱給當地政要

此各界將此。以《北京)吋報》比例 ， 主要贈送給北美國家國會

品員及位地令大恥l件館。但有一個例外，就娃《人民中 |鼓I } 1一|

文版達到 r d=j場化生存的 |三|襟 。

《人民 ， l' I成I } 仆 文版最初的境況EHUC他外，直刊物-樣 ，

1953 年創刊 r[:，J印屯以何 3000 份 ， 在 1990 年代 一皮哀糕。經

ItiI 2003 年的故版EHJ 屯新定位後 ， 改變 f原來刀15祖枯燥無味的

.Ist教 ， 1 叫別1 1叫人以反|到1位訂戶已經發展平: 25000 份，所刊文咕

，jit被日木、美|改|菲11歐洲的一些報刊!Ií刷品14日;而退成千lf 。訂戶過其

1 1 本的1!.'îl Fîß迫)的l1系，布 '-1二l 國|盛|內也行不少部卉。 川他11"J 1'-1 己

的話來說 ， ;在「以做ll克份銷售成龍ii削造 f外，古WJ刊走上市場泣

的的奇聞」。據本刊|制文于在介紹 ，這是|大|比換 f 一位得力的人物

!在管《人民 r l'閻 } 11 文版。

200 1 年， 曾在 仆本長期採訪並對 11 本行一定瞭解的王思

4接管《人民 '-1-' 1華1} 11 文版雜誌 。主娘一椒據向己對日本的

1肢解，並利川 |二| 己放巾國政府在口本多年的關係，對雜:誌從編

'1件方針 、作者及發行等三方面都做了I阪大的改進。 一是提出以

f 年齡中年 、中產階層、政治中間」為設有特定位的新編輯方針。

所謂「年齡中年」指不以絕對的年齡來剖分領者，因為不斷有

1現老齡化的讀者加入。「中產階層」指的是有錢有閒的社會

第二章 巾閥「大外立」的「本上化峨山各」



階層。「政泊中間」指該雜誌要發揮在門本積累多年的統戰優

勢，爭取中間偏右的人士。

一是改變雜誌風格及內容 。該雜誌在版型設計上借鑑了網

路雜誌 0 1 本風情} ((之 七) If' ，::_品 ， Nipponia) 1的風格 ， 約請

1-1本知名學有及各界人士、服仆芸|男人為雜誌撰tlfj ， 將刊物的政

治要求|吋辦刊技巧需切結合在一起， {史雜誌文章附近仆本創者

需要及閱諂有l慣 。該雜誌現在 |可發的稿件行 30% 出 |句|三述作

府之手。包折 |二|本質坊振興稍前北京事務所長江!J~創 |二甘、前 1-1

本!址:權大使夫人 1) 1 ~ 1有史代都在此《人民'I~'I盟》撰文。

弋是利月j對情l:l.好f向 |一| 本人士擴大發行管迎。的接受周恩

來邀請訪桔的訓，函，、于做夫婦， 60 年代鬥~b ~人民， l ' 1匙。 "文

版發展了大批"本的有。這桶|鍋係被利)二IJ *~:僅給阪大諂可þtJ作。

TIT森縣的 1 1 I二1 '友好協俯在位地Ti1育界影響很大 ， 該特常務Jl~可 i

l雄卷自(;j探布，12地發起γ 《人民 l二l ' 國》訕于門，神 ，沁《人民1 1 "成， }

拍的 f 一些新諂卉。

但《人民「↓， I矗1>) 1 1 文版的成功行許多獨特條件，是JC他外

行刊物無法複製與模仿的 。該刊聘任(i甘 1 1 籍編委的!)Id克已， 利

)一IJ r I 已曾在 "本媒帥的工作經驗， f有助該刊策創新嶼寫的文章

多被日木主流媒體轉載，同時使《人民'1 "益。在 仆本上流社會

的影響逐漸擴大。 "本前首相小品純一郎和I 55 平， H本 |盛|會議

員現已成為該刊誼者 。 中國官方承認， 這份新聞志的成功， r 橫

掘克己先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直到現在，這份雜誌一直是中 H雙方民間人士都認可的外

宣雜誌。 2013 年，該雜誌月j中 |才雙語發行過《共同走過六十

年一一《人民中國} FI文版創刊 60 周年紀念文集} ， 5。為 f

紅色滲透

你持讀者群對這本雜誌的興趣，在《中|司和平友好條約》締結

It O 周年的 2018 年 ， 還躍辦了各種活動。例如 I r 2018 年《人民

1 l'國》盃刊語國際潮譯(筆譯)大苦苦 J '設立多種獎項，口本

I.~ 1:華大使館和廣州1=1本總領館均給予支援。對於日本在苦的重

iU經濟合作夥伴，比如近年吸引 r-I \L 、東芝浮世界 500 強企業

(t內的多家仆資前去投資的安徽省， 該雜誌社則專門組織專題

|耘方。 51

利川"本甜可苛fZEh的 '1 1 1-1 JiH人上，與他們保持良好互

助，是《人民 ， I~"戒，}仆文版成功的訣殼， 這拍成功股式 ，中|去|

外宣業|付人上也失|姐姐f以被製 。

2 、創立「中拉媒體新聞共用」的新聞導向模式

這研方式 "I以GGi納為「扶恆協)J廠商代育人 J '讓他們川j

「把新|山學不"某種削芯寫作本11粘合」來才，IIJ1d.!' I'I~JGI妝品 。 ['1 泠 i俄

結束以來，誰峰'llfl)-，~本|二 -tU巴拉 r美洲I已1比「 美關的後院 J ' 

{11從 80 年代以來，拉美問家形成 f -1Ii~' !r:派共生闕 ， 美|峭的

這種地忱受到出|冉、 I)I~棋娃、 委內瑞1"1.、厄瓜多、烏拉圭和玻

利維亞等|圳的左派總統們的挑戰 。 I(Ü 什 I 閻川!他們旦這一"拼盤，開

始進人拉 r美洲，持~tl向拉美投資，並大)Jf而且甚經貿|圳系 。仁1-'

|過商務部資料顯示， 2017 年， l'拉貿易傾近 2600 億美元， LI'倒

是拉美第 三大貨物交易夥伴和第三大lU口市場。 52 中|讀|對抗美

丘接投資超過 2000 億美元， 53 拉美地區還被納入中國「一帶

-路」 ikG|詞，將共稱為海上絲綱之間的 r I勻然延{'I二'J 以及 「

惜一路」建設「不可或缺的參與方」。截至 2018 年 6 月，與

第 二 月2 中|峭 「 大外宜」的「木|二化戰略」



中國簽署雙邊協議的約 70 個國家中有 4 個位於拉美干U)J日勒比

海地區。

按照《紐約時報》的說法， r r[=1國一立審慎地在拉丁美洲

質施們已的一項影響深遠的計甜。中國恆大地擴大 f與拉美的

貿易，借助各|成|政府度過難闕，建設了龐大的基礎設施專案，

加強了軍事聯繫，買下了大屯的資源，;|守該地區好幾11，~1國家f向

命運與巾閥門身的命運J全不r~ 了 A起」 。 54

Æ:<.J f附合I 1 rj胡雄心勃勃的經濟擴張吉|訓， I ~ I 國1'E拉美的大

外TZ也緊緊跟逛，改變以n:邱純白說門前的夕|、于1位式，採取 r

~1J成效的方式。

很多人不知迫， 2004 {l三以前， I 1- 1 倒在不少國家的外吭刊

物採取從中間印刷成HU後 IJj.遲到在地|孟|泣不巨艦}布洛後的方式。

因此， J七以推進「外7fk!在閱本: i 1(: J 策略初始， ;433tfMtJH

「外宣期刊印刷發行的~[三化 J ' ([峰布對象|是|印刷出版 。從

2004 年開始， rl I I~I外7穹的旗艦一一 rr-I例外夫叫率先r:J:施「外

有期刊本 1"，化」策 111持。仿年 10 IJ , {今 1I I 1 I 1喝》雜誌社中!..t之

分社和拉夫分社在|划羅干11 '月三問:“品成立，該采ft誌|的阿拉伯文版

和同班牙文版分別在當地ljl版發行。稍後幾年， {今 1 [ I 11幽》

在拉丁美洲就ll;版秘魯版、出內fi訂仿牙火;版。內班牙文版則形
成「北墨西哥|有秘科」的格局，巴1}1:jf:筍倚牙文版據稱頃fltlfl~
國沒有爾文外電刊物的1空間。九005 年 6 月， {北京周報》英

文版的本上化綱站在北美開始運營。 56 但這種方式還是無法進

入拉美國家的木 k受眾當中，跟不上中國在拉美擴張的需要。

向習近乎接任中閥元首以後，拉美成為中國推行 r _帶門

路」計創的重鎮，對拉美地區的大外宣重點，是推進影視媒體

紅色滲透

俗地，並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擁有駐外記者的，在巴西建

成了拉美地區總的。

出於失|巳女n彼的需要，中國它方支援的注海i夕外卡《政.hο;

鬥刊發一篇主卓早文，幫助巾國|暸解拉美國家媒體'-1 I 1吋「中國形

象」。這篇文章介紹 f邁阿密大學拉 J美洲研究'1-1心主任安迪

業 (ArieJ C. Armony) 博士在《仁1 I闕季刊} 1'1月J:tï1:f美洲特制中

發表的文咕。

該文通過研究吋倫比凹的兩份1-:~媒體，作有以右側的

《時代幸|。不r IA寸的的《觀察家制。 為主要1iJf究對象，這兩份報

紙總部(仙台;' ;J倫比叩椅背1)不11恥大城市波哥大 。 研究表|則， lt倫

比亞兩大報紙對於中|峭的報導社創山3!控制主義不11除魅化的IÁI~~區

分化: 于:ï [l' rÎ認沁「吋倫比而在 三年內;|如此沁， Þ 1戒|通fU立 r美

洲的F"J尸i J ' )] 1捕X拍J_'l r l'I~I 1' r三 月:倫比刊的貨物充斥杆1 J 1築

lllb和假設; 兩方!而Jl!á延於 '-1 "峭的大的市揚( 13 億消控告，何

人每天吃 一笠雞翅的話) , -方 IÚÎ安心於難以拉j~lU 1'1甘走私 lull

JI守毀掉本 1!1l};f (的創作品，'fHq ( r 2000 ，'ï~雙鞋通過走私進人，你雙
倍賣 20ß分 J ) ; "力的if奇~ '1"必l取得的經1ft奇肘， ~} "):ï 

1(0也不忘捉1呵!前-!í-q ，側位式， IJ能造成的至1師澎響 。簡單慨捐就

足:既是帶來蓬勃機遇|的貿易合作夥伴，主<'.5是|戒11燦il坑里阿 I充滿

爭議的角色。

此外，保守 l三義的 {II寺代報》將， 1，區別的市場經濟根式，解

li控為社會主義﹒的失敗， 11':冀的《觀察家報》則強調巾凶經濟發

)民中的國家主導。嗯'，1盟 1M言，兩份報紙對中國的負面評論仍然

多於正面描述:報導中持明確批判立場的占 39% '正面描述

WJ占 27 % 0 
57 直到 2015 年 1 月「中國一拉丁美洲加勒比共同

第~. ~;1 tJ I凶 「火外7f 」的「本 I :化戰昀 」



體論壇」首府I部長會議召開，會議發表了《北京宣言~ • BBC 

記者參加了該次會議，發現拉美媒體對這次會議很冷淡. í 從

媒體報導來說，中拉論壇Si:質上基本上是 '=1'方的獨角戲 。至於

拉丁美洲媒體，除 f與中國貸款數向本刊祠的外電之外，幾乎沒

有什麼報導，而行關閻家官方也只布與會元常在北京發表的聲

明和所提及的主草案而已 J • í 巴拿馬媒體，~f它對該|戒i外交部次

長的聲明也柯:以做句俏訊帶過，特lT令人難以置仿」。 5日

經過這些挫折之後. rl' 1茲的的i發剔，與1' 1 辦外TI媒體比

較，不如何Jt山 1íl:美本 l二媒帥的jJfkoJ的，方1W媒學押在研究後發

樹，拉美媒闖一lí在政府和社科組織進行社1i1fì; J'lJ的迎和， l'發

揮著資訊傳遞、教育、輿論駝'1可、 1) 1導輿論等們要功能， juc

足新媒體的山.EJD布拉美iiH:們發展提供 f新的乎有不1 1使捷方式，

已逐漸自由入 J般的媒體節 1 1 LI' 。巾|蚓與上的Jy 耳tiffrJii守作時，門試

採用新媒體，打tJhf受眾數泣 。這忱刊方傳媒~~1佇立起議，今後

中國與拉美千年|函|媒體尤JEA主刊1 ，';1以前鍾的|峭家一一IS'HH娃、 J:旦

開忍不n巴間， jf的支採收媒1比!區域化介作方式:第 一 ，以AJLm合

作為契機，加強~ 11世媒體之間的J融合 ，杆|的，~Tlr.\ZíW播優勢、共

川重大新聞資源 ;第 一二 ， tff益融合新|叫人本 。 過去已經貿行的

媒體新聞人tjG肘，應該成為cl-IN:媒體代作發展的一(間 i主要內

容 ，巾拉報紙與民播?監視媒體互換新間仁作抖，學們彼此不同

媒體的操作技能;第二三 ，組建代作媒介集團，起精叫」拉媒i位聯

盟。在這一基礎仁形成的跨國聯合播報及製作節 1-1 的合作模

式，將大大提高輿論引導能力、加強媒體傳播能力。 59

中國國內宣傳越來越意識形態化，但在拉美地區的大外宣

中，中國政府還是比較注意宣傳的軟化. .是通過新興社交媒

紅色滲透

體與粉絲互動，聯絡戚惰，國際台通過移動端發布貼文、圖片

和音、視頻，國際台西語和葡語新興社交媒體|帳號的 200 多萬

粉絲，發布各種中國的正而消息 ， 並以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

的駐外記者站為基艙，在巴內建成了拉美地區總站，與這三{阿

拉美國家的十餘家媒體展開了廣泛的交流合作，推動《你好，

中國》電制片、紀錄片《間!撿， 1::1區I ~ 以此多部文巾|羽影視劇在

拉美地區辨地播山。《國際線上》丙EJ:E牙文 、 fdJf市牙文糊的還

與拉美主流媒體制可站的立換}!]結。

中倒政府的大外，在古巴川逃A特別注意與拉美 k要 I!II家的主流

媒體建立「本好行作關係 J ·用之於海外華文媒體的方法也施

之於拉美媒體 。 -il主選定一批;以坪)J大|帕拉美大|盛1 1三流叫:1位作

為重點公|制對象，讓它們在16hl~控 1 1寺刻發抑作用 。《已 Ff月聖保維

、服》、阿根延美洲通訊社、《盟問 :小 1 1 報》、科I利《美洲經濟》

雜誌等一大批拉美 -]::流AJLimlifJZI芷江!lli公關對象 。 20 1 6 年 9 月，

lþ國舉辦 G20 杭州111種梢，這些媒iri非常IUJ地在本國就此做

了深人報導，並與新'11J~社、<< 1 r 1到 | 恃lü 、 l| 1 :!把它視向等rl "高|

媒體深)立合作，大革::採}1j這些媒↑的提供的高llf|= 、 |El片，同時餒

受這些媒i12)布其製作的上年版專題 。的一是中1 l織拉美tillj盟代表到

中國兔設服遊考察。 20 1 7 年 7 ) J 3 仆 毛 8 11 ， cl'l喝一拉 f美

洲和力11勒比新|均交流ql心媒體代表團訪問凹川 ，該國l上|來自阿

根廷、巳 1)可、墨西吋等 8 f阿拉美國家的 1 0 名記者組成，考察

結束後，當然凹的以各種積飲式的報導。 61

中國政府現在正準俯將這種可二l外新聞媒體共用」模式推

廣至全球第一大國美國。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20 1 8 年 12 月

26 日報導，美聯社執行長普魯特( Gary Pruitt) 於 1 1 月底前

第 二羊，J i 川省「大外宣 」 的「本上化i誠昀」



往北京會暗中國新華社社長蔡明照，雙方同意兩家機構在新媒

體、人工智慧運用與經濟訊息等領域合作。 62 美聯社是世界首

屈一指的最大通訊社，如果美國國會未能阻止這項合作，遣將

成為西方媒體對，t，國大外宣所做的最高加持。

四 、 r 歐情投資」最大的非洲卻遭遇新殖民主

義的批評

在中國外實投入上， [11於歷史原|珊，非洲lâxl家是 l 十I閻甘方

外宣投入資金、人力最多之地。從策111作七分析， ' 1-'關在非洲的

外實經!慌了一1J.'il從援外，i寄:傳l伸向並提升為援外公|峭的過相 。

1 、中國「紅色文化」的非洲追隨者多為獨裁者

巾廠|紅色文化任非洲鬥行過 一段讓rl'國外咒叩門至今仍津

津樂道的光師傅懦腔虫。

J康方陣f~n甘統計， {E' i--'國之外，令|立抖JG仔 54 1J，'il國家Hij

地區棚譯出版 f毛澤*特作;有 39 fl ，lil國家興地區不Ejr.~ FU J二發

表毛澤東特作和《毛澤宋詩詞~ ;行 20 怕他傢以 20 種文字欄

譯IU版《毛澤東語錄~ ;共有 35 種版本 。其中受巾 l基|紅色文

化影響最大的地區當屬非洲、吋'.!-拒不口拉丁美洲 。叫中國至今還

津津樂道的往事，就是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毛澤東著作當成

為非洲大陸的超級暢銷書這一段外宣歷史。其中衣素比亞、貝

南、馬達加斯加、迦納等幾{回國家曾由政府領導人發出號召，

向中國人民學習，學習中國取得革命勝利的經驗 。因此，毛澤

紅色滲透

l抖著作在這些國家大受歡迎，毛澤東著作單行本《實踐論》

《矛盾論》在一些國家幾乎人手一冊 。 64 馬達加斯加把毛澤東

的哲學著作作為中學生閱讀輔助教材卒，學校成批購買。「衣索

比亞圖書文具店」長期以來是中國國際間醬進出口公司的代理

|俏，合作關係一直保持到 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後。 ]986

1987 兩年間，當地仍然訂購《鄧小平文選》、《周恩來傳!哨》、

《瞭解中國》 等岡苦 54 萬多川 。 65

中國至今不能忘↑蜜的是毛澤東者作對直非拉地區的「革命

領袖」 們所康生的思想影粹 。這些所訶「革命領村1 J 常 '1-' ，不

少人是歐1 1際社會「暴政俱樂部 J 1呵成員 。 比如在非洲地區，辛

巳威的總統穆刀11比就是毛澤東的JtLiT崇拜占，他的名育是「沒

何中國就沒行半也)或」 。多年以來， ~毛澤東選集》就娃穆加

比隨身先iJ僻的愛物。在拉力11比的宜路 F' 在 1980 1 f-.代末期，

告巴威執政黨終只人于-本《毛澤東訊錄》 。毛澤東的另 -f~íl

好學生就娃利比llE獨裁持格達對。格達叮當年不做學習毛澤東

「敢把皇帝拉 刊!J 」|的勇氣JIll政變，還終生鈴EU毛澤東「怕料

作里L1::'，政權」的故埠，對本|議|人民1'1行接力統治。“

這些受毛jiRJJdjafHij多粹的革命兮的11 ' ú主後都成 fl羽|襟JIi士?可

臭名HH存的獨裁杆，對道路的北京WJ避而不談。.些日|況在反而

在國內欺騙LtER: 「當時的 一些育，作學生已經成長為非洲、

拉丁美洲和巾呆地區的'-1'流磁性，毛澤東者作在這些地區的巨

大影響 ，都是『紅色世紀』留給今天 rl'圓的一筆巨大文化遺

崖」。 67

綜上所述，這一時期紅色文化在非洲的推進，與當時的國

際形勢有關。當時非洲、拉美等地區正在興起民族解放運動，

第一:車 司 l闕「大外在」的「本 l二化ii我 11們」



以毛澤東著作為主體的中國紅色文化得以推進 ， 是因為這些

書籍迎合了當時非洲|與拉美的左派政治之需要 ， 大量的左派書

店、政黨出版社等成為推銷中國紅色文化的管道。這些管道在

90 年代以後 ， 仍然是中國外宣產晶推銷的主要管道。

2 、 1990 年代以後中國在非洲的文化與經濟輸入

1 970 年代巾美建交與 '~I'間的故咕開放 ， 有1)使巾|著|失去 了

一批非洲與拉美的左派則友。但到 1 1:1國經濟IT力們強並屯拾

常年對發展中國家|的外援政策之後 ， 1 11國又何以車返非洲 。 與

1 978 年之前(背上的意誠形態的同質性做助力的j]友的推動不同，

1 978 年之後推動巾|胡文化1愉山的助)J足資本f向)Ji ，l ( !主~I=I r 市

場」 推動力)。 慨而言之 ， 從外立這方|而來看，今天的1 I~'i團是

借助於改革開放和i婊起來的凶家買力，在資本俏貨、庭的!除銷

等方間採取扶植政策 ， 在非洲 、 拉美建立起什1 ，';1 1 1 1閻卉 刊銷售

發行網路 。與此同時 ，北京不計成本地向全肛卯推且在 1 l' )毛的意
識形態 ， 在非洲選鋪開 f各種火化1_!)J隔竹逝。

這些新開闊n甘文化傳插竹道有 :

。在非洲廣設廣捕電台與T監視台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計劃在全球設立一再多家分台 ， 2006 

年 2 月首先在肯亞首都奈洛比閃過 f調頻廣播 ，月j中文 、 英文

和斯瓦西旦語 3 種語言播送。這是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在國外設

立的首家分台。 2010 年 8 月 ， 該台分別在基內加爾首都達卡

和尼日首都尼阿美設立分台，計劃用中文、法語和當地語言播

紅色滲透

忱。 2011 年 4 月 27 FI '據稱已經覆蓋全球華人實在居的主要國
位和地區的上海東方衛視與非洲投資聯盟，也在在北京簽署了

協助非洲幸存地合作備忘錄《東方衛視落地非洲合作意向書》。

似據合作意向害，東方衛制作內將在非洲投資聯盟協助下質現

(1:非洲大陸落地播jjj 。 68

。在非洲|胡家股設新才在社分社

近卡多年來，新:1!Eij上|吋非洲的埃晨、突尼I}q 1::lI、 F嚷:科叫:、

阿爾及利亞、敘利亞、剛柴、力H彭、多吋等數十Will翊家都簽;拜

f合作協定。 1E非洲，新主持社已經成}志，些倒家主要的消息來

ilJ; 1 '就il已被認};Ju是 1)可非法2月地區ih主;而權威的豆豆|均創 |閣將rl站前 t也

將新華而 1:列人共合作夥伴行列。新啦，jittj天月J七極認芹|fd全球

提表|二下條快訊，從 2010 年 7 ) J 開始叫插英語市制什 (CNC

WORLD) ，通過街泣不n市緻網路|fd全 |吐抖 24 小時滾動呵?送

促語新|用節仆，軒在 l叫美|戒|行線電視新|叫制 CNN 不1 1 夾|晶|民播

公司 BBC 競乎。

發行 l lnu

「文咕」時J-tJJ在非洲興辦的外計ifltZ志有一些鬥;但li解散，後

'x.復辦。比去Il {rl 'i都與非洲、I} 。這一雜誌在 1999 年曾被解散，

行關非洲的外宣任務111 {北京開報} !長擠，在該周報的制的仁

jW加了英文不1 I法文|的{ rlì國與非洲》網頁。 2006 年，隨著中

|峭在非洲的能源投資增長， { ，中圳|陸國亟函!與J非拉阿同討沙、+帥}

|闕呵與非羽枷洲、+刊ID 走上屑路線，共有英文、法文兩種，其重頭欄 11有

兩個:「大人物」訪談、「論捏 J 0 r 大人物」訪談先後採訪

第 -._~~I;: rf r 闌 「，大外立」的 「 水 1 ，化ri民間自 」



了近 20 位非洲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多位外長和數 1-位大使。

「論壇」的稿件主要由中國政府部門中的「涉~FJ 部門宵員撰

寫。 69 由於在非洲的宣傳過於順利， ~中國與非妙的新'fr誌甚至

精心策劃了一個「巾國 ABCJ 棚日，該欄↓ 1顯示 f中國在非

洲宣傳的特殊性與針對悅，專門介紹'-1'共的情況， JL半;涉及到

黨必的入黨條件、 rl'閥共熊熊大 'H言已等內容。 70

。為非洲仟國政府的新聞行民幣辦研修班

山'-1 1閩|調務院新|切辦公告豈不H商勝古1)H 'riyi '定期YM|:洲各|過

政府，|ILi縣辦新|划1日f修班，參加各h tl1Î)f究圳的人數約在 30 至

40 人之間，並美Jt;f，卜!沁抓住「 tklm梢」 。 據'(1γÍ.i~I)副部長、

間新辦上任王峙的說法，月L幼11î)f修班的刊的llt促進， l' J 1:之間的
新!封j合作，打破|用jJKALifEEFI資~I'l n 1!J~( (I'~ f1，l_f斷， r 在~I際輿論， I.J 

維誰授以什 l國家的共同利抓」 。 71 持樣的研修班到 2018 年為

止， J每月主辦 f 卡七Jri二i o 72 這1J，tiJ "I'~I.:新間交流q=，心」計創，每

f手為非洲lr:'，:司 11 1000 名新問領域從業人ii 。 九018 f(越多 lti 一

些花樣，比去11 2018 年 6 至 7 ) J 川， }特妨'F r Nr IWJ r ~I '. 洲凶|家ï1i

點媒體|虛|際自1)負tf人叫修班 J '沁WJ 20 犬， blDk r"-1 衣持這比EI 、

件比亞、迦納、 fY111 、賴采托、五E i比克、|付獻力， 、奈泣利可:1 、

烏 F達等 9 1同非洲[gJ(;1家的 28 仇恨Li組成，均就職於所在臨|政

府新聞部門及電要媒體機惰 。 74

這一時期巾圓的文化愉山有幾例特點:

第一 ，這個網路的主幹，就足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為中

國輸出紅色文化服務的非洲凶營岡占公司 。 如埃泣的「金字塔

報發行公司」、阿爾及利亞的「報刊間者發行公司」、摩洛哥

紅色滲透

的「謝里夫報刊發行公司」、突尼西亞的「突尼西亞報刊發行

外司 J '坦尚尼亞的「每H新聞發行公司」、奈及利亞的「貝

川大學書店」、迦納的「迦納大學審店」、塞內加爾的「塞內

圳爾報刊發行公司」、英三比克的「其三比克固輯:rr月片公司」、

|喘麥隆的 '1喀麥時報刊發行公司」、馬達加斯力川的「'嗎達)JII斯

}jll報刊發行公司」等大11月闕J筒，公司成站"二q!.!JZI[叫苦的經銷商。 一

心主要發行冉的，從 1978 年峽市開放至今 ， 仍在發揮作用，

I~II埃及|的 '1i依 t' tb札碎的」、馬達加斯加的「東方許府」和「綜

介書店」、模取西斯的「學乍哲:J;有」、衣索比區的「阿科文具

), i; J 、迦納的「萊內翁公司」、奈反利1:(1的「柯達完善。店」、烏

1'，達的「米梯T;E納普業， l'心」、 1l」內出血的「本前者問」不日「卡

，科書店」等。 i丘些冉的的經JIIJ 、負1是人品I~多次訪問中闕，被北

l j <視為 , , 1-'1闕口述或羽&;用:司l人j鼠3站划划￡扣扛叫抓J'I叭的'1叭叫昀!快內即月甘切仇j口几J人心J，μμL已〔

第 三 ，現階段中國主;化'1喻 11 r，i'IZJ被占~丘域，叫與巾|童I{E非洲

的海外投資、勞務以J立工科/民包255活動的夜吉克liilJL或半111司，也大

ifl未脫離常年深受以毛澤-*若作為主的 ， I-' I !.!J;I紅色文化影粹的區

域。前!前所列 ， 1::1倒抨刊在非洲發行網f內名單上行 6811盟國家，

心中將近一不|判家也足， (1 1對工程承包、勞務以及海外投資做多

的地區。 75

第三 ， 對立!叫做工作人品的利說輸送。 ， 1，閣官方媒體扣聘其

( 1:海外的記者的標準並非記者的專業水準 ， 而是他們對中國政

府的忠誠度 ， 因為他們既是巾國當局在海外的代言人，問時又

lii政府的情報工作人員。 76

非洲國家為什麼願意接受中國方式的宣傳?這與非洲國家

本來的媒體運作方式很有關係。非洲媒體的傳統運作方式無疑

第二章 中關「大外宜 J ，的 r 4= r.化1'1我略」



給中國官方媒體的滲透提供可乘之機。首先，非洲國家的政府

與中國政府對「新聞」的理解很接近，喜歡報喜不報憂。以中

國中央媒體駐非洲總軾的落腳之地肯亞為例，該國政府的新聞

理念很接近中國政府，總、希望在管制|矗|內媒體的同時，還能夠

主導世界輿論。肯盟國家新聞局局長兼肯TIE通訊社社長布的 ﹒

奧皮曾對新華社記者說:「西方媒體對非洲的報導往往過多地

關注甚至誇大陰暗面，希望'1-'[盛|媒體進 為步)xI0金對非洲的客觀

全面報導，讓世界暸解非洲國家的發展與進步，幫助非洲倒豆豆

擺脫西方媒體大量不公正報導所造成的負|而影幣。」 77

其次，非洲媒體本來就行與政界和企業界之間的所制「雙

贏合作」傳統， 1:L正的獨立媒體在非洲屈指口J驗。政府不1 1企業

如果要召開記者會威特要求媒體做報導，必須向氾府發送紅

包。中國人本來就稍於!!有路「公|胡 J '非洲媒 作方式

串戶:巾國滲透提供了 wJ乘之機。 2009 年 10)J ， '1'隘I )，~Ì~屋內 )JII爾

使館向位於該國肯郁的非洲第 一家私營新|聞社非洲新聞社H~'1送

了包合錄影機在內、價值相當於 9000 歐元的物llllll o l|I|述!駐非

洲機梢還經常邀請非洲政府行員以反媒體5已有參加討論會， 其

目的除了要加強相互之間的交流之外，也在於傲拉使各方對中

國企業在非洲的違法行為不聞不問。正|且如此，塞內加爾不11尼

日等國媒體 2010 年 10 月都發起運動，要求由各大媒體總裁負

責記者的專業費用 ，以杜絕記者收受紅包的現象 。 78

3 、中國在非洲的外宣效果受到質疑

儘管中國用盡各種方法籠絡非洲媒體 ， 但中國在非洲的大

紅色滲透

外宣效果卻遠低於其期望值 。

法國《世界外交論衡》曾發表〈一個中國版的 CNN ) 的

卅導，介紹新華社 、 《人民 FI 報》 等北京的媒體在非洲的擴張。

文章提到，今後在非洲，有關歐洲聯盟的消息來源將是中國官

Jj新華社在布魯塞爾的記者。同樣 ，由於新華社同非洲各國簽

。阿了雙;在代作協定 ， 導致非洲多個國家例如略麥隆、剛果以及

位內加爾等間往往是通過新草社的電稿來暸解他們鄰國所發生

的事情。這就使， 1-'1著|政府的181限1月滲透到非洲各國政界， 1.史非洲

人民能夠充分|瞭解， 1-'1盛|在聯合|盛|安理會的立場汝中國的「不干

w他國內政 J (即無~tfl他問暴政及惡劣的人權狀態)的原則，

JA中國推動 '1如何合作」的政策|佰敝呼。 79 所制「南南合作 J ' 

JH白發)成， [, I趟家I I口的經濟技術合作。吐!於大部分發展中倒家分

(1 j在南半球WG北半fJ的 l有郁 ， I天lïm發展， 1 '1現家俐的純濟技術合

作被稱Ib 「 |蚓、日代作」 。

可以說， ,[, I峭的外，市工作早就形成 f一條~業鎚，非洲的

外宣工作注JC巾屯主要-]袋。， l'共花費如此大的財力與人力向非

d+1推行芯織形態，汽1w:' 其效果到底如何呢 ?ιl'國政府常然認jh

坎果不針，總常援引JI王洲}J}JM(I"J fj1;~登可j這種外宜效果不針，比

1m借用 iY!;(2一些政府官員的|嘴說山中共也!說的話。例如J肯回國

去新聞局局長兼肯面通訊社社長椅治﹒奧皮就曾渲染西方媒體

1'1句不公正與 'Þ國媒體的公正;肯亞政府發言人穆國阿(Alfred

Mutua) 也持同樣看法，並認為西方媒體對非洲「大量不負責

爪的炒作，使世人無法全面地|僚解非洲| 。這不僅損害了非洲的

眼象 ，而且影響到了非洲國家的旅遊業、進出口貿易、吸引外

行等，從而阻礙了非洲國家經濟與社會的發展」。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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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自己的引證來看，肯E可能是中國外宣最成功的國

度， 一篇被中國國內翻譯並廣泛轉載的〈非洲媒體 : 世界上沒

有見過象中國這樣的國家〉據說來自肯亞的《民族 1-1 報} ，該

文盛讚中國工人有高的報酬、有多樣化的宗教信仰、擁有世界

上最先進的技術。 81 這些正好與內方媒體及 NGO 對中倒的印

象完全相反 :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廠，中國沒有宗教信

仰自由，中國是智慧財產權盜竊大國 。這些印象主要基於眾多

相關調查報告。

但來自夕干部的研究卻對這聞外實效果表示懷疑。)去訢 ﹒布

朗 ( Donal Brown) 在〈非洲媒體特|易，1 q劃仆誰I科長的影絆〉

(Afr叫n Press Wary of Chi na' s Growing lnHuence) 一立中們山 ，

「中國對非洲街影絆力不是新鮮事，可是這影絆jJ正顯拌增

長。非洲的媒體因而對新帝國走U f)!戈心 。它們在承認援助和商

貿增長的同時，就一個新的剝削|時代培否行將開始提lll 了疑

問 J ' r 中國堅持漠視其商貿違反人權的做法，使JC受到|有非

媒體的廣泛批評」。 82

中國在非洲外宜工作上的高投人引起世界關注，牛沖大學

在 2010 年的一份研究報告 1 1::]指出， r 仁1-'國儲竹把 l可己包裝成

沒有意識形態啊!非政治性，這種意識形態的欠缺也許本質上

反映了另一種意識形態，威者是川J軟質力包裝的一種隱蔽的宣

傳 J ; r 各種軟實力的個議在字面上看來間然美好，但卻不一

定能夠付諸實行 J 0 83 該報告用語委婉，但其實是對中國在非

洲的大外宣效果表示懷疑 。

上海《東方早報〉記者丁剛 2010 年曾到非洲旅遊 ， 曾專

門就中國外宣在非洲的影響寫過一篇文章。在他筆下，中國

紅色滲透

(E非洲的外宜並沒有產生什麼作用。在埃及開羅 ， 是 CNN 與

BBC 在主導當地的國際新間，當地人獲取當地的新聞，甚至也

足以這些西方媒體為主要竹道。中國媒體雖然在非洲各地都設

何記者站，但它們報導的當地新聞 ， 大多還是為中國受眾服務

的。而中國媒體的對外傳插，則主要是中國國內的新聞，以及

lþ國的觀點。在奈及利血， BBC 這類「西方主流媒體的觸角已

經伸到 f很多不同民族、不同語言的 1 1_1小城巾，對地方新聞的

懶導相當深人 J '似多 t憫人七收聽不n收新的全是 BBC I的節

|卜甚至有關 1 1_1 闊的新!封Jw:î I司，巴黎n年裝)及仁出現的仁1 1閩絲網

新裝，柏林市影節|二露面的中國新片等等，也幾乎全部土產由內

方媒體提供的。這枕巾l盛|媒體人得自結論 • r 在我們的非洲兄

弟眼妞，其質叫 l闢還是一fliíl十分遙遠f向地方 。」 84

假定這位新|叫人的說法可缸， Jt能說在1 1_1共政府苦心經營

f大半fl ，'íl 世紀f向非洲閻家，外，向效果也析!你有限，在大多被巾

|函官方宣傳制比「兄弟 J I'i'~ ~ 1三洲|劉家， 1-1::] I~外援的魅力似乎上

~來自於金錢， ïñJ JI三文化 。 以 IJ使在 I-III~J(; I花 f很大力氣經營 、外

，直工作也自認很成功的背亞，忱地人民對1 III胡也有相對較強的

排斥情絡。

中值|已經成為肯宙的最大金主。 2018 年 l 月，肯回國家

統計局公布「外|盛l投資調查」顯示， 1-1-'國已超越英國、美國，

成為肯亞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 FDI) 來源閣 。另據 2016 年麥

肯錫調查報告顯示，在肯中資企業已達 390 多家，集中在t程、

製造業和服務業。此外 ， 巾國還是肯盟第一大工程承包商。近

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進入該國市場 ， 工程承包領域也從

傳統的公路、房建專案擴展到鐵路 、 電力 、 港口、諮詢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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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排水、地熱井、石油管道和機場擴建等。肯亞也是中國外宜

重點， ，-環球電視網」的總部設在該國，中文學校在肯亞遍地

開花，肯亞人見面都能說聲「你好」 。

這些投資成就，當然是巾共努力經營與肯亞政府關係的結

果，但肯亞社會對此卻不買|悵。 20 1 8 年 9 月 5 口， ，-中國環

球電視網 J (X稱中國國際電視台)在肯兒首都奈的比的非洲

總部迦警方突擊搜查，多4月員工被短暫鴨j:ff' 0 理|土!是近期打曜

非法移民專項將俏。在1守回當地報刊的網頁亡，許多肯lE綱J正

在相關新聞下發表了們:訶激烈的評論，要求，- 1 Þ 1表|小矮豬滾I ~'I 

仁1-'闕去 J '指責，- 1 r 1必|人偷走我們的大象，偷11乞我們的青位和

政們的狗」。還有網友對中國Li工因持行合法證件而且獲釋放

表示不滿，認沁「 i吉亞政府怎麼 nJ以向這些破壞我|或|品境、掠

奪我國資源的 1 11 1謹|人發放1守法崗位證1'-1三 J ? 85 1叫一天 ， i守而

份才11是I 7he Standard !的報紙ûJ'I版川 、|叫I ， 'il J扳回|可守主- - 111而諷刺混

過，畫面上是-頭身|二搞特 CHINA (Ij 1j!J~ ) 'r-:樣的肥胖吋豬

倒臥在地，ftI}付新版有|址10趴二;再 10 Wil到行非洲鉛字!iJfl'~ ( AFRICAN 

LEADERS) 字樣的人物， ， 1三在予圳股"允母豬的乳汁 。

I-IJ國大力推自以英計為主要計文的外，IIKALI愷反外宣媒體本

土化策略， J~ 1-1 的是為中|刻的對外政策「營造良好的倒|際輿論

環境」。中國外交政策的總體布局是「大|謂是關鍵、湖邊娃|可

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 J '大外宣言「剖及其投資也是故照

戰略布局。但正如本章所述，西方世界的新聞理念與中閻媒體

的「喉舌論 J (即媒體是蕪的宣傳工具)在價值理念|二呈街突

對立狀態，這使中國的大外宣無法取得它們想要達到的宣傳叫

標 形塑巾國的良好國際形象，在國際社會主導話語榷。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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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周邊鄰國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取得了一些成效。 86 這

成效與其巨大的投入相比，不成比例地微小 。

真正的問題是，傳播力不等於公信力 ，也不直接導致良好

的國家形象。資訊的發布不等於資訊的到達 ， 資訊的到達更不

等於資訊被受眾按照發布者的意間解讀、儘柯:巾區1 ，-大外有」

很成功地運川了金錢!'!守力盔 ，但問業邏輯有時無法取代文化邏

輯。在|且方社會，公信)J是媒體的生命之源。 中國媒體與制的

均處於1 1-1j叫政府的版)函竹制之 F' 缺之n甘就是公估)J 。

在北京投llr巨大資令希望「攻陷」的|且方世界， '-IJ 鷗|

「大外有 J !咐效果不住 。凶為 .fl，叫國家的|戒|際形象 ，歸根結位

是由共閥內政的社會狀況來決定i'I甘，比如!美俐的|必l際形象就不

是依靠美|說|新|旬總署和 1 J r咒發許人， |ldk注依SIEJE本身1'VJ1丈其

對人權r r 山穹的們的遊塔夕kT怯地[內。 山於甜可|際網路的閑適， l!Jxl 
際社會對 1 IJ 1晶|政府|叮叮皮腐敗、過於懸殊的rt滔不均、般飛|的

農境H染與jilfj發的生態災難 ，以其政府對111-1:們反抗n甘暴力制單

你不15r'i恆。 1 111峭政府以單繼粒'1控制媒體，中間的以ijb與刊物的

報導就稍微，而LY品「 'I主1:傳山J! 」，很難逃人問方主流社啊。 87 在 1 11 

|團國內社會拉克月2|!育館，l程之時，這斑缺乏公倍力的外有媒體辦得

|耳多，也不 IIJ能憑藉它來改善巾幽的|垂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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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不是海外關係太多，而是太少 。 海外 r!自係是個好東西，可以打開

各方面的關係 。 1

-一一鄧小平

對華僑、華人的宣傳工作，是黨和國家封外立傳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 這

是一項增進廣大華僑、華人對中國的暸解和感情 、爭取人心的工作，也是

一項深層次的、基礎性的工作，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 2

1990 年代中期開始，世界各國巾文媒體進入政的|二的重

新定位，以及數量上的擴張時期，這種變化，既與1，在人

移民數童及原屑地構成變化有闕，也與小國的經濟貿力增長及

國際地位變化有闕，不變的是其擴張原則還是列寧主義式的:

用金錢買力辦媒體，教育生活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華人 。 封iE耍

的是，北京當局此時已經意識到將巾文媒體作為政的工H的重

要性，通過它可以控制海外帶人並通過草人社團影響共所在國

政治，可以1L蚊子地「維護中國形象」 。 3 中國的外宣負責人經

常引用一例調控資料說明這一屯耍，性:在美閥少數民族巾，四

分之一的人依版本民族語言媒體獲取資訊並表達向己的意見 。

這類媒體的價值觀、影響力超過僑j舌地媒體的影響。西方許多

媒體將這類媒體稱之為「躲藏在平常人視野之後的巨人」 J

一、中文媒體的生態變化

中國官方認為，中文媒體對海外華人能產生非常重要的影

響，中國經濟上1[1眉起之後，通過金錢統戰並創辦中文媒體，就

紅色滲透

情成中國「大外宣」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中文媒體、華人社

固與中文學校 ，也就成為中共「海外統戰三寶」。本章主要以

美國中文媒體為研究對象。理由如下:第一 ，在西方國家中 ，

歐洲的中文報紙無論從質還是從量上 ，均遜於美國 ; 5 第二 ，

美國在中國外交中居於第一位置，因而也是巾國「大外宣」攻

略的主要叫襟。

1 、 1980 年代:中文媒體的政治取向多元化

以美國為例，自 1950年代至 ]%0年代放寬移民限制之後，

大批港、台移民來此定居 ， 許多港、向研學生也改變身分成為

移民。 與 1明)雄人移民相比， 這批移民大多擁有較為雄悍的經

濟基礎和較高的學腔，成功地擠身於美國巾產階級行列 。 |髓44

華人移民朗(4 lt的，1;1:月1多、聚居區域的形成，以及移民文化Jø次的

提高，比rl '文報紙的興起提供 f社會條件 o -1ft以港台移民為

發行對象的報刊率先削辮 ， 香港的生向 I I lf. 1妙在謝謝印圳、發

行，台阿聯合報系則在美國削辦< 11 t界仆啊。 。

從語需與歷史傳承看，香港、 1勻的與巾|刮大陸向國 í '-1 ， ~W 

民族 J '{I .1 1 ι1 20 世紀中期以後，兩岸 -主i也不IZ社會制度、文化

環境、生活方式等方面多有不|司， I訕此決定 f兩岸三地的居民

在政fh坦念、伯伯取向以及 1-::1標訴求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且是 ，

這種差其決定 f三地移民的價值取向與閱認偏好不同。中文媒

體要想生存，必須適應這種口味不同的偏好， [1苗準誼者定位。

也因此，市場本來就不大的中文媒體還被切割成為港、台、大

陸讀者三個不|司的媒體區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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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文媒體的資金來源分析，最開始有居美華僑向營，及港

台報業財團投資等各種形態。以美國為例， 1990 年代中期以

前，中文媒體大致為三種資金來源，大陸、港、台; 1990 年

代巾期以後，大陸資金漸成主流，連台資背景的《世界 IJ 報} , 

也不得不依照有大陸背景的廣角資助。

。第一類是行大陸背鼠的巾文報紙

這類報紙的資金來源分兩種悄況， ，是中國政府成新|叫媒

體在美國投資經營的 。 這種類別包柄《僑報} (凶務院的務辦

公室投資)、《新民晚報} (叫報;是j-j1ü {新民晚報} )等;

二是大陸新移民創辦的報紙 。 這類報紙據說在 80 年代已經開

始出現，至 90 生「代以後，這類報紙的般地不斷躍升 。 據統計，

目前美閩中文報紙近們家，其1 ~I ::_分之‘以土京之， I f-l l戒l大隊新移

民所辦 ; JJIl令大約有 30 多家r 1- 1文報紙， JCi h的 70%為大|時新

移民所辦;澳洲的 20 多家中文報刊，其 1 11絕大部分 1 tl大|時新

移民所辦; f 1 本現有中文報 FU 30 餘楠， JC叫 180%1:y 111州大陸

新移民所辦 。

與原有的「港台化」中文報紙不同的是，這些報紙無論是

形式還是內容都頗為1大陸化:報紙的外觀設計大部分泌橫排、

右行文， 一些報紙使用簡體字 。 在行文風格、話語方式亦與

大陸趨向，比如大量引用新推社、 rþ新社的電訊稿或!可Ij必11叫內

報紙、網的上的資訊，大量報導與中幽行|祠的新聞。這種特色

是以前的巾文報紙所不曾見的 。 6 統計數字顯示，從 1990 年

到 2017 年，在美國各大移民族群中，來自中國的移民數呈由

此前的第四位躍升到了第二位。 二十七年問，總計超過 240 萬

紅色滲透

移民來自中關。據聯邦人口普查局發布美國亞太裔人口統計

數字，截止 2017 年，美國亞裔人鬥 214 1. 92 萬，其中華人以

508.17 萬人居肯。 7 在美國的華裔移民中，來向中國大陸的移

民占據多數。據統計，美國華裔移民每 5 11叫人當中，布 3 人來

自中區卜 B 這種移民人口結構，決定只打 1 Þ 1羽背景的媒體科研成

中文媒體的主流。

。第三類赴港訂新問媒體投資的

比去11 {月1陀 11 報} (香港)、{ IIt界 r 1 報} (台灣《聯代

報》投資)、 {n ElJ時報} (2000 年m改為授權代JEQ) 0 Ckl 
以上部分非本文上要關注的制俐， ~吹不多力11詳述。

|三述第 一笑t1&第 二類報紙由於資本投人大，據業可lpf分析，

這些報紙在|)H咒年開拓市場阿拉本)是於肪Ki狀態。初JþJ責全充

裕時， {1:1全美 l'日力11州、北力r 1州、美兩、 ;是 1 11 、美東亡事行~11 ，lil 市場

區域均能凡到。經營，狀態不仆1||;5 ， l!lj收縮 f13惕。近年來|大|綱怖

的街喂， 1 :述 三家港台報紙經研制恢 11漸縮小。只有《俯報》

背後有 1 ，!j必|政府資金，無?后 ~I fJ.扭虧，至今{f美閩東內部大、

中城市 一般;人要在!再!鍾的超市還吋見到兔tll派;萃的 {f~啊。。

。第二三EJila213|喝醉人們村經營的報紙

這類報紙花 21 世紀初期還nJ在 -些可lE人經營的超|行見到。

以後|站持網路對傳統媒體的街擊 I 1 益增大，這些小本經營1'1恃~

紙慢慢消失，即使存在也是慘滄經營。

媒體的風格往往由受眾塑造，這種情況顯然使得巾文媒體

很難走向規模化經營並提升文化品味。 一些媒體業者對此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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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比較清楚:「華人群體的大部分，對中文傳媒的需求還是比

較簡單的、淺層的。他們在這方面的需求，基本上還是在生活

資訊、經濟資訊和周邊所發生的事情的領域裡，而高品味的 、

深度的中文文化還只是一個較小群體的需求。」 9

由於資金來源不間，媒體的受眾存在政治區隔，整你!

1980 年代，中文媒體的黨爭、政乎現象都相當突出。不過

種局面與 90 年代以後的媒體價伯一元化圳比，更符合鬥 Ij~1媒

體原則。

2 、 1990 年代:中文媒體逐漸向「祖國」靠攏

隨著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地位的仆說m耍，各|函|來|勻 1 1 J國

大陸的移民憎多，于宇港|「1!Bbi 仆久、台灣烏內政悄生態亦發生屯

大改變，中文傳媒港、 1竹、大陸 王起jilll立世因政fhfillEill歧~而

發生爭執的情況到 1990 年代已行很大改變。金錢讓它們泊弧

了爭端，成了服務於|叫 一 「垃l t J I吋「侍從」。

這一時期，中共政府提出了「利、|乏統- J 而111甜的方針，並

形成「一國兩制 J I旬fitf息， 在全球 60 多11兩國家成立 f 100 多

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1日以消解「台獨」影響比主要 I I 

標。在政治環境與懿者仰體有15發生了電大變化之後，眾多 1 11文

媒體為了生存，逐漸向「組開大陸」靠攏，漸以刊程中國大但是

的新聞與各種消息為主，價值取向發生極大變化。

但是，這種靠攏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文媒體「向生存，因

為華人當中，有一大批人不認中文。在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

間來自大陸的華人，其巾大多數人通過接受教育，進入美國

紅色滲透

主流社會工作，早已融入網路世代 ，很少訂閱中文報紙。早期

的港澳華人移民的子女(即第二代華裔) ，他們成長於美國的

環境中 ，絕大多數對中文和中華文化很陌生 ，缺乏親近和歸屬

獻。中文媒體的生存越來越困難。中文媒體相關人士承認 :

「今天在美國的中文傳媒 ，能夠做到盈利的， 是很幸運的少數

幾家。因為中文傳媒的規模和影特有限 ，欠缺媒體的主要經濟

來源一一廣告和投資，顯然就會|末|難 。」 11

這種情況使得 1 IJ國政府與海外中文媒體產生 f一種特殊的

供求關係，經濟質)J 1::1 說雄厚的巾|函|政府需要在你外對華僑統

戰，並ßI~'î意為統戰工作支付大至1名錢;而可 l文媒體大都成多

或少地存在著資金|木|難的問題 。基於這隨互本刊需要的「供求關

係 J ，，1 1凶政府與海外 1 11文媒體之間的合作越來越多，形式也

日前多元化。

些聰明的巾文媒間從業并預訂閱: 「在全球 一片 1 1, 1戒|熱 1 11 , 

美國r 11文媒體立能盯身 'J 1:外，如何軾的i扮演好巾|說|媒體與it業

進軍美|成I lÍj場的精樑與合作夥伴的色，?泣' 1' 1 ' Lh主未來美|剖叫 1文媒

體發展的關鍵與機會。 J 12 {英 1 11 府制 >> r-i j;l~執行，鬥蜴騰波逼
不|恁詳地說:「從某種程度上說，海外 1 1，文媒間的發展，也是

中國全球影響力發展的 -11叫重要做;1日。」這段話等於/軒忍海外

中文~~iî也就是巾共延NI至海外的l喉舌。 13 比 f在眾多巾文媒體

中引起巾|品「當局關注，相關負責人競相 |表達忠誠 :「要發揮輿

論工具的導向功能 J ' ，大力宣傳和努力推動反獨促統(反對

獨立，促進大陸統一台灣)是我們海外中文媒體的光榮使

命和應史責任」。 14

海外中文媒體為何做意向「祖國母親」靠攏?日本一位中

第 三i"~ 11 1:界中文~)其他的政制出間



文媒體從業人員參加第三屆「世界中文傳媒論壇 J '回到口本

後寫了一篇〈在冷靜與熱情之間) 15 ，談了他本人對出席論柄

的感受。願意公開表達這種細微個人戚受的文章極為少兒，但

魔鬼往往藏在細節祖，所以筆者在此多摘錄幾段。

談到中國主辦方的熱情時，作者寫道:「海外人上在具國

他鄉學會了低頭，學會了忍耐，乍一下回歸故園字受嘉賓待

遇，還真有點受寵若驚的戚覽。開會之外，武漢市政府精心安

排了參觀活動，湖北省博物館祖的結iii鐘表演，武漢雜技間的絕

活，天下第一樓黃鶴樓，武漢市管理得最好、讓組家寶總理戚

動得落淚的社區，我們都一一制宜，或體驗了。」與武漢同樣熱

情的，還有會議代表們兵分三峙的參觀之地，如廣東、江1:1月、

山西等地。

這種接待的效果顯而易見，與會者均 rl為為海外巾文{伸崢

世界傅傳.媒中的『吋§弱g揖勢h群f體丘L』 ，在巾文的故土得到!前措)所背A末毛f打i的

重『視6屁i而歡欣鼓舞 J '11鼠E試￡勘釗閒始怨 1-'-1 己「能}為f志b這)片「川叫垃瓜肢;吉5三袁支的故

土做些什麼? J 。接下夕封來|卡( ，他對括一位參D加加"會議的 t皓喜人媒恨敝i作

者文揚所持自的甘 rf招召安」說法不以j犯z志U然，認認、7為志「與其說;扯注『去!史的

安.n '倒不如說是海外傳媒主動『靠攏組織』。已有4叮叮登

明，有『大陸背景』的海外中文傳媒聲勢更壯大，腰杆挺何=更

直些 J ' r 我承認，主辦方對海外中文媒體有所期待，誰能說

這種期待對海外辛苦經營的傳媒業者來說不是一個方向|呢?這

次論壇的主題很精練、很及時， ......給正徬徨著的海外中文傳

媒提了個醒，報導中國是我們永遠的主題，是生命力所在;以

自己的方式報導『中國熱.n ' 是最緊迫的課題。在海外為中國

說話，維護中國的利益不必羞羞答答， ......的確，能夠讓五湖

紅色滲透

四海的同行手牽手 ， 在世界範圓形成『中文網.n ' 這本身就是

了不起的事情。」 16

以希臘雅典為基地的中文報紙《中希時幸|。那奇特的生存

狀態 ，也許是說明海外巾文媒體生存的一個樣本。

這份周報創辦於 2005 年，每周也版一次。在該報的綱站

上有著這份報紙的「簡介」與「本報大事記」。有趣的是 ， 該

報對自身做為媒體的特質介紹很簡略，相當的I [J自用來炫耀該報

與中國政府放c[ -r聞官方媒體的關係，比去11 r 簡介」觀說 : r 2006 

年起 ， 木報陸紅紅ÞJ L[ì新社、新單社、 1-[-1央電視台 、鳳凰術椒、

人民刊報海外版等建立長期合作|胡係， I吋時在國務院倘圳、巾

宣古巴等國家機打li註|肘。」對於該報反共負責人與從業人民的再

業水准隻字未提，最榮耀的取情心 r 2008 年 3 月 ，不11國內外

眾多媒體一間見證 f奧運單火在希臘奧林匹血|上[迪llC點燃的前I [ I 

聖|瞬間，並作且l f大屯的文字及悶片報導。本報社長只海龍先

生也榮幸地成為全世界海外帶俯華人第一火炬手」。該報創辦

六年來，所經歷的大事一大半是該報全程陪同巾因政府|河口來

訪以及該報被邀請參加了中國政府舉辦的某項活動 ，去11 r 2006 

年 5 月， r [-r國全國人大委Li長吳邦國訪問希臘 ， 本報|髓|盛|全程

採訪報導 J ; r 2008 年 9 月，參加81國務院僑辦文教笠傳

和中國新聞社聯合主辦的第四)南海外中文媒體高級研修踮」

r 2008 年 9 月 ， 參加由國務院僑辦文教宣傳司和巾!哥|新間社

聯合主辦的第凹問海外巾文媒體高級研修班 J ; r 2008 年 11

月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希臘 ，木報記者隨代表團全程採

訪報導，本報也有幸得到了代表團成員的指揮出和好評」 。 17

如果不是該報網站上有時出現「本報」及「採訪」等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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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而是對「美國社會 J (whole-of-society) 的威脅，這需

要全美國攜起手來共同應對。瑞伊在聽證會上說，孔子學院是

FBI 重點監視的目標。因為它會跟美國的大學合作。

《華盛頓觀察報》報導了這次聽證會。該報導還說，美國

官員普遍認為 ，中國打算利用學術問謀和教育計翻來影響美國

的公眾輿論 ， 這都隸屬於肯在促進， 1='國力量增長的長期計甜的

一部分 ; 這項計割的外交政策被稱作「鬥年馬拉松 J '其最終

目標川是誕巾|割在本世紀rl'束取代美國成為超級大|塌。參議員

馬 nJ .平息比歐稱:「我不1確定在美It!JG[ 三 l叮 pq 1→年的歷史包:l二l' , 

我們可門而對過行去n此等級的競爭對手。」 3

4 月 11 仆， 美國關于持去lt議院一{l.til科技委必會就美國學術

機十llj被外 I~[情報機軒在滲透取行總證。聰證?可1:'多位證人指

山， '~I'閻 「學術|月諜」正滲透美國各1!ï'i!大專院校獲取科學技術 ，

威脅持美|塌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間諜學院 : '1-'央情報

局 、聯邦制才哇!司和外國情報機IllIi如何|lwh利)日美間大學} (學y

Schools: How the CIA , FBI, and Fore扭η 已Jnt.仿叫'ell.勾i扭ge肛eS品ecr.何et.吵步 Ex吵戶Jμ0iμt 

Arneri 

參加了這次聰證會 ，他特別J捐RJ出8 ，中國通過孔于學院來擴大自

己的軟質力以及長期的影響力，並試|剖影響美閣下一代的領

袖 。同時 ， 中間還試國通過向美國大學提供資金，打造們報收

集和影響政治議程的平合。

2 、智庫與 K 街遊說集國:中國的利益關連被曝光

「學術間諜」的指證對美國的中國研究學界的壓力相當

紅色滲透

大。美國智庫以公正客觀聞名 ， 政府與媒體對它們的研究多

有依賴 ， 成為影響政府和輿論的一種重要的間接權力。但近年

來 ， 智庫被指控接受資助為外國政府進行遊說。《紐約時報》

曾於 2014 年 9 月 7 日公布一項調查稱 ，過去幾年 ，十多家位

於華雌i頓的智庫接收了外國政府的大量資金 ，淪為遊說機槽 ，

推動美國竹員採取利於捐助國的政策。 一些學者當時也被迫承

認自己迫於陸力作出利於捐助國的結論 。 據《紐約時報》報

導 ，收買美國桔I廊的大部分資金來自歐洲、中東以及巨洲部分

地區。其中以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以及卡達尤甚 ， 中國亦名列其

上，收買的方式也多種 、 多樣。 4

|二述不光彩的耶情均涉及民主黨智)111及大佬們建立的

K街遊說機梢，雖然無人否定調查報告的其實性 ，歐巴馬

政府還娃裝作不見。 此後這類指控還有 ，比較有名的報告

與國們聽證你有這麼幾次 : 2016 年 7 月 30 FI ' 美國的網路

安全站吋I )i_防E司申!R1 「川|站j蚓甜}H!鍵控 2挂主礎設施技術砂圳研1:究所 J (ω111附s tl叫ltl叫tu叫』此te for Cr川. ikMEUi C叫aJ l 

l11f，凶1正的f白r附-

推山;姐l函盟為為I {←糾仁叫l' 國l'的'1叫l內甘間諜王朝 : 經j濟齊上千刀萬|翩同削d的凌遲之死》

(Cb .i na's Espionage Dynasty: Economic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的報告。報告說 ， rl:J國尋求的不僅是竊取商業機密，而

且是在經濟上破壞和打垮 ( inte rrupt and cripple) 包括美國在內

的西方國家。 5201 7 年 12 月 1 3 日 ， r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

區!委員會 J ( Congress io l1al -Executive Commission 011 China '簡

稱 CECC) 舉行題為「中共的長臂 : 向全球輸出有中國(中共)

特色的威權主義」聽證會 ，指責中共海外滲透威脅到民主國家

的核心價值 ， 委員會正在臨釀新的立法思路 ，以及堅決回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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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6

有了上述長達兩年的持續鋪陳， 20J 8 年 6 月， 美國高官

離職後為中國遊說、成為中國在美國的利益丘代言人這一多年存

在的問題 ， 陸~fl被《每日野獸》網站等媒體點名批評之後 ， 7

美國國會下闊的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查委員會 (United States

Ch in a Econom ic and SeCL山ty Review Commission ' t叮早稱再 USCC) 

於 8 刀 24 1日三弓|發表一{佔份7分J長遠 3矽9 頁的l研iT肝J汗l究報告《糾L叫l'共海夕外←統戰工

{作乍:背至景最立註c2汝丈對美國的影響} (Cω'hina叫a's Oversetl仰d削s Uí的/β勿n叫1

β卸a缸lck句'gYO仰da抑an叫2d ];抑mpμJ占tC4叫ti仰i仿on削sj升br t伽b衍eU仇}均叫1幻叫zte叫d St，臼d的) ，全問揭露中共

統職工作的歷史背景 、 同的、組織梨f.Nf '分析中共對美國 、澳

洲、 1勻灼的統1'1成手法J丈影響。 fl設計對孔于學院做了大起;披露 :

中共教育部澳辦所成立的孔子學院 ， 截至 2017 年在全球 140

多 11~íl國家設立超過 500 所，企恆|潔白中共形象。孔寸土學院准

許學生學中文，卻不准學生談論「 六四」、台灣、新啦、 法

II論功等議題 。到外，孔子學院與統戰部門合作1'1甘所訶獨立組

織「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 J '且IJ是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

成立，在全世界有 150 多個分會 。這你|組織與!住在國的中共使

領館有密切關係 ， 工作任務是監控海外留學生並介入當地學校

活動。 8

一 、彭斯副總統的演講集「屠龍派」觀點之大

成

20 18 年 10 月 4 日 ， 美國副總統彭斯在華府哈德遜研究所

( Hudson Ins titute) 發表講話 ， 公開指責中國的軍事侵略 、商

紅色滲透

業盜竊 、 侵犯人權以及試圖平涉 11 月 6 日即將舉行的美國期

中選舉 ， 其中一段話明確指向中共在美國通行無阻的「大外

'=至~ • 

主主」 . 

今天，中國共產黨政府正在獎賞或脅迫美國的工商企業、

電影製片廠 、大學、智庫、學者、記者、地方、州和聯邦政府

官員。最惡劣 的是，中國發起了前所未有的行動，以影響美國

公眾典論、 20 1 8 年選舉和 2020 年總統選舉前的環境。 . . . . . . 中

國希望美國有個不同的總統 。 毫無疑問 ，中 國正在干涉美國的

氏主運作。我們的情報界認為，中國正在瞄準美國的州和地方

政府和官員 ，以利用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上的分歧。中

國正在利用 一些可能引起意見分裂的議題 ，如貿易關稅問題，

以推動北京的政治影響力。今年 6 月，北京發出 了一份名為宣

傳管理通知的內部文件，其中提出了它的戰1咯 。該通知的原話

說 ，中國必須精準出擊 ， 分化美國國內不同的群體。為了達到

這一目的 ，北京調迫其地下行動人員、幌子組織和宣傳機構來

改變美國人對中國政策的看法 。 我們情報界一位資深官員最近

告訴我說 ， 跟中國正在美國各地所做的事情相比，俄羅斯正在

做的事情是小巫見大巫。 9

國際社會反應強烈，有的甚至評說這場講話「拉開了冷戰

的鐵幕 J ' 中美關係瀕臨破裂。持這種評論的人 ， 可能對華府

智庫圈派別及其觀點的多年演變及動態並不熟悉。

早在 2006 年 ，我就寫過一篇《美中關係的晴天版與陰天

版再次交戰} ， 介紹美國對華關係上的兩派 擁抱熊貓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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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da Huggers )與屠龍派 (Dragon 51叮ers) 的由來 。

多年前 ， 美國學者伊羅生( Harold Isaacs) 就已經意識到

美國人對中國的認識極端矛盾，他說:「在西方與中國接觸

的漫長歷史中 ， 我們指認中國的兩張臉一一高度文明或殘忍荒

蠻一一不斷變換，這兩張臉分別在不同時期進入或淡山人們的

腦際 。 {Ll它們從不會彼此取代，而是不f旺依存 。這兩張臉|妞，[宵

勢的變化而發生轉換 ， 進ïliI影輯人們對巾|甜的複雜|背后E一一或

同情r[ ，國或拒斥中國 ， 成呵護14兒遷怒 ， 成對中國熱情洋做成敵

意有加，熱愛或恐懼，幾至痛恨 。」 印地安刀巨大學教授蓋在志堅

( Jeffrcy N. Wasserstrom) 則用「悄天版」與「陰天版」 這兩個

詞來說句J美國社會對'l'國的兩極看法。 1 989 年 ， [ "或1 I 六凹事

件」以後，美國社會形成 JI邪息的， [-1國政府與韓良的r[ ，國人 」

這種看法。 10

1 999 年 4 月朱給基總Jr~訪問曜盛頓與柯林頓總統會談 ，

特別站在關於 ， [，國竊取核武情報的《考克斯報告》發表之後 ，

媒體和公共輿論對中國的問題愈炒愈烈， I 巾國」造和lil詞反覆

出現在新閱報導、社論與政治演說仁[ ， 。有時候，與中國杆|作的

措辭是「核武間諜」 ; 何時候 ， -些媒體和政客努力抽查出一

|幅景象 :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充滿了荐良人民的國皮(其中

也包括改革派的領導人) ，他們堅定地走I付了正確的道路 。 於

是，媒體出現了兩個極端對立的中國敘述: 一個是不斷製造人

權醜間的中國專制政府 ， 而另一個則是對中國領導人的美化報

導，這種報導後來陷入一個新套路:在無法美化老一代領導人

時 ，則努力美化新一代領導人，直到習近平上台之初還是這個

套路。《紐約時報》曾於 201 3 年 3 月 25 日發表〈彭麗媛為中

紅色滲透

國形象加分〉 一文，對習夫人極盡所能地予以讚美。甚至想像

出在從不允許夫人干政的中共政治舞台上，彭麗媛將會產生積

極作用。 11

這兩大觀點極為對立的陣營，在柯林頓總統主政時期被正

式命名為「擁抱熊貓派」與 「屠龍派」 。在兩派主張當中 ， 擁

抱熊貓派當道，中美關係是晴天;屠龍派當道，中美關係則是

陰天。從柯林頓以來美國三任總統長達二十四年的時間中，陰

天繩為短EI峙 ，絕大多數時候是晴天。

如果熟悉美國對華政策 ， 就會發現，彭斯講話的內容近年

來陸續在華府智悴的月3龍派研究中出現，彭斯講話中提到的白

邦瑞 (Michael Pillsburρ 就是屠龍派的代表人物 ，他於 2015

年出版的 {2049 I司年馬拉松 : 中國稱霸全球的祕密戰略~ (The 

Hundr，叫~ Year Marathon: Chinas Secγet Strategy to Replace Æγnerzca as 

the Clobal Supe中ower) 熱銷，該書的主題就是全面反思中美關

係及美國對，[，國判斷失誤而導致的外交政策失誤。

四、擁抱熊貓派長期主導中美關係的發展方向

擁抱熊貓派主張對華友好，僅僅只是對中國的美好想像在

做驅動力嗎?當然不是。

在美國 ， 影響白宮對華政策的至少有四支力量 : 一支是以

兩國經貿關係為優先考量的財政部與商務部(支持者為美國金

融界與產業界的跨國公司) ，代表美國的即期利益需求;另一

支以國務院為代表 ， 從柯林頓時期的人權外交開始 ， 一直希望

通過接觸、合作 、 說服 、 影響來引導中國進入西方體系。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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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支力量的主要人物卸下公職後，不少人進入各種智庫與' 1(
街遊說國|檬」一一即第三支力量。

中國人熟知的「季辛苦顧問公司 J (Ki臼inger Associates, 

lnc. ) ，出前國務卿季辛芹創辦，他鹿仰的人有不少退休外

交官， JC I FI 包站前駐華大使內效儉(J. Stapleton Roy) 、後
來 |士!立門戶開辦常詢公司的老布希|劉安廠向史考克羅( Brent 

Scowcroft) 、“J閥務卿伊哥們格( Lawrcnce Eagleburger )等人。

這 一現象在美|或|約為「旋轉門 J ( RevoJving door )。他

據美凶非政府組織「公共市民」的一頃統計顯示， ] 998 

年到 2005 年，在 198 :7，從美國聯邦眾議院離幟的議主! I l' ，有
43%成為 f職業說客 ; 36 11~íl退休雕幟的參議員中， 司干部成

為 f職業說客。 13 以美國第 1 11 至 11 3 )1-':'，間會([誼會兩年寸函 ，

這三}il:'dl刮目跨皮為 2009年至 2015 于|三 )1月Jf任成員任l做去向為例 ，
根據 CRP 資料統計，離任|叫凶神議μ'i-l有超過 30%的人選擇

加入遊說公司，超過 15%的人們充你私人機梢在tlEEE似的遊
說代理人，約 20%的人會去私人機Ilit擔任顧問 。 14 這一'Icr'f況在

川普總統上任後略有好轉: 2014 年， I調會議員退休後，其中

16%選擇當說秤，的%留在華j舟， 2%回家後准備做說宇平。因

為他在競選H季就承諾要， :J:I:I:I乾華府的消澤 J '美國前政府JG(員

在離職後 5 年內不得做遊說工作(原來規定的年限為 2 年) , 

並且終身禁止美國前政府官員為外國政府進行遊說。 2016 年
底退休的國會議員選擇留在華府的只占 5% '選擇當說客的降

至 8% '回家後準備進入遊說行業的古 3 % 0 15 政府高官同樣

如此，小布希政府的國務卿萊斯( Condoleezza Condi Rice) 、
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哈德利 (Stephen John Hadley ) 、國防部長

紅色滲透

蓋茲 ( Robert Gates) 在離任後迅速合創公司。像前眾議院撥款

委員會的主席、前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主席都是在離職後馬上

註冊了向己1'1甘遊說公司，轉身向原來的老同事或下屬作起了遊

說工作。

這三支力量加上主張接觸政策的企業界人士 ，以及深話中

國耶務的「中國通」們，包括學術界 、新聞界、政策研究與諮

詢機梢的中國問題專家，主張通過增加同中國的接觸影響中

國， '具有「和平演變 J '使l二十I國在意識形態、價值觀和社會制

度方面向美間更為接近 ，從而減少今後巾國強盛後與美國為敵

的!叮能性。這一派長期被稱為「接觸派 J ' 在柯林頓總統至小

布希總統IVHt日， 因這一派明確主張對華友好，被命名為「

熊貓派」。

在這 一派的全盛時期，對他們|略有批評，就會遭遇到猛

攻。 2007 年，經濟學家、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穆嘉

( Carsten A. Holz) ，曾在《遠東經濟評論》上發表一篇文章，

也為〈從取中國研究的學者都被收買了嗎) ，該文指出:「從

事巾凶伽究的學術界人士，包捐本文作者自己，習↑質性的討好

中共 ，仰|寄向已明確意識到了，有時沒有意識到。這麼做的動

機是為了適應生存環境，我們通過以下方式討好中共:提出

某些研究課題或者不提出某些研究課題 ，報告某些事實或者

忽略某些事實 ，我們使用的語言 ，我們講授什麼以及如何講

授。」 16 這篇文章觸到全球中國研究學界的痛處，我親眼見到

作者曾在一個「中國研究」的討論圈裡受到圍攻與嘲笑。

第四支力量就是與接觸派相對應的對華「遇制派 J '其

主力是 1990 年代後期11屆起的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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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policy communiry) ，最初只是七、八個志同道合的

朋友縱論國是的私宅聚會，後來便發展到四十來，人的「精英閻

子」。他們並1月:正式組織形式，因為它並沒有正式的規科和成

員，也沒有辦公機悄和領導人，但卻有毫不合糊的綱領干|膨半年

力。它的綱領非常明確，就娃要把在冷戰後「迷失了方向」的

美國外交「拉山正你軌道 J '尤共把司三點Jj放在美國對正在政策的
「糾偏」上。

這 一派後來拉克命名為「屠龍派」。到 f小布希第一三任J.t日，

仔人覺fG這一別字l對以龍為間騰的LI I1矗|來說顯得殺氣太屯，

皮故稱為「敲打熊都派」。布希執政以來， -批臆派人上進人

政府山任日級ULI ，但，-1 ，於「接觸派」以及行錢佇勢的 r 1 ~rJ盛l

遊說國 J (China Lobby) 多年來~I~於上流地位，在美|峭~J野根
深JiS茂。 1966 年r-IJ 1胡文，1 15: R、iWJ就成立的「美巾|蚓係且在凶!委員

侖 J (NationaJ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 - China ReJations) 成
μ多站傲的熊gill派主力，小而1希;(能採收Jr"f 'l q的「熊貓避I~ J 

策11俏。

最可怕的競爭者。前述參議員魯比歐視中國為美國建國以來等

級最大的競爭對手，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言論。因此，美國必

須採取行動，否則就會輸掉與中國的戰略競爭。 三 ， 美國不需

要放棄與中國接觸的政策，但必須用揖制、懲罰甚至報復的方

式，重塑'-1'國的行為，逼迫中間I '_foJ 酬。

在這種氛問中，擁抱熊貓派占主流的中國研究圈，被迫對

長達幾十年的， 1-'國研究做一番檢討。

2018 年 11 月 29 刊， 美閥史川，佛大學胡骨科研究所、 美國

亞洲協會美r::j'i捌係巾心與安納們格基金會陽光之鄉信託 ， 在華

盛頓共同發布《中倒影幣力與美閥利說 : 提高建設性瞥' 1窈》報

且
口
數 1-三科研究中 |盛|問題的美問學研參與 f該報告的撰寫，詳

述， IJ 1明對美i盛|大學、也1)111 、媒體、偽:w、 jt業、科研等領域n甘

影響與滲透活動 ，該報告承認美國的中國研究間對， 1=1國誤判，

指出， I-rj孟|利用美國的lJ i~放民上力11以滲透、大舉操弄美國政府、

大學 、幸YHi 、媒體、企業和僑界，希望俯此|也|新美國對巾圓的

批評、以及對hj憊的支持。幸lif等承認，正常的公共外交，如一|訪

客計胡、文化不I I教育交流、政府遊稅等，是很多國家政府使用、

是可以被怯受以展;fH軟買力的方式 。但是 ，報告認為，中共活

動的企間 ， 在資金投入的民度、深度，以及強度上 ， 需要進一

步加大審查。同時瞥告， r 中共從事的活動，更加有組織性，

最人美國生活的多元化結梢中，取得了更廣泛，可能更長期的

影響」。

份報告列舉了一系列中共活動的例子 ， 從合法的遊說活

動，到更加「暗中的、強制的或腐敗的」行為，例如向在美國

五、 《胡佛報告》 讓擁抱熊貓派「體面」

川并在，lmp選後公布一個「百 I I計剖」巾，明確提出要 r :lT~' 

i吃草府的沼澤 J (Drain tbe Swamp) ，上面所列舉的各種報告

陸領公布，打擊外國代理人的防諜工作列上美國政府的工作

I [程，在將近一年半的時間內，美國朝野終於在l于l國問題上達

成共識: 一 ，美國各界全面檢討對華政策，承認美國幾十年來

對華政策失敗; 二 ，承認中國是美國現代史上面臨的最有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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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中國留學生施壓，讓他們監視美國校園的中國同儕等

等 ，報告用了 22 頁來介紹中共對美國境內中文媒體的控制 ，

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如何指導其在海外的媒體終端運作，以支援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推行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以及

反對(美國的) r 霸權主義」。報告總結說， r換句話說，它

們就是反對西方的意識形態」。

值得注意的足，作者當中不乏)JR來對 1 ~I美交流的艾持可奇 ，

而對這一年美|著|各機梢陸續推IHl的千年椏報告有I~涉及的-fl指控

1 11共)ì.J利前收民代理人'\(ïf山仔Ij幸|if片} /fff忍一盤代學者對

中國的誤判是山於認識問題，而非利益收買問題，讓~lH包熊貓

派在巾美關係的舞1LT 仁暫時體隔離塌一-ll主拆散終雕場，還得

看 2020 美|戒|總統大選結呆。

六 、 失去 「擁抱熊貓派」加持， 意味中國失去

了美國

r};班抱熊貓派」暫時離場， I生l中國政府出資的孔子學院 、

放在大學中的中國研究(資訊) 1 11心等也紛紛關悶 。 中共多年

以來的全球擴張一一尤其是在美國的紅色滲透， 一直一帆風

順，終於第一次遇到|阻力。熟悉中美外交史、尤其是近二十多

年的兩國關係 ，對這種阻力的嚴重程度判斷並不一樣， 這些人

的主力雖然行將老去 ， 但中國仍然希望 2020 年美國民主黨或

許可以奪回白宮 ，擁抱熊貓派能夠捲-1- EEI 郁 。

擁抱熊貓派自身也對此充滿期待。 2016 年總統大選之後

的 40 天 ，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補辦了該機

紅色滲透

構成立 50 周年的慶典活動。說是「補辦 J '是因為該委員會

成立於 1966 年 6 月 ， 周年紀念活動本應在 6 月舉辦，遲至 12

月 15 刊補辦慶生活動，當然是向候任總統川普展示其政治力

量。中國媒體大書特書這次活動，繪聲繪影地描繪了會場景象:

美中 |胡係全國委員會會長歐倫斯 (Stephen Orlins) ，向參加慶

祝餐會的 500 多位嘉賓致辭時 ，用中文字正腔圓地念了一段
《毛澤東語錄} : r 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 ， 要

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 。」美媒稱， 嘉賓們的掌聲顯示

了大家都理解了會長的潛台詞，也反映了美中關係所面臨的壓

力 ， 並反覆從各種角度報導了季辛吉聲稱「一個中國」是美國

毫無爭議的主張 。他 中國官媒「環球網」於 2018年重提此舊事，

當然是對陳伯熊貓派重歸中美友好大政治舞台充滿期待 。 19

我認為，中國失去「擁抱熊貓派」的加持，就意昧著失去

了美國。失去美國 ，就意昧著中國將失去不小的國際空間 。

2018 年中美貿易掀開打之後 ， 各國一開始還!是於觀望狀態 。

到了 ] 1 月 分 ， 各國開始選邊站 ，不少「 一帶一路」國家紛紛

出來指責中國令他們深陷債務泥潭。 2日今後擁抱熊貓派的重歸

美國政阻，目前只能是期待 。 畢竟兩年當中 ， 美國政治將發生

什麼 ， 幾乎難以預測。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後 ， 中國苦無良策應

付美國 ，乃因遇到的第一道難題就是根本無法瞭解川普到底想

幹什麼。第二道難題則是無法通過原有的說客團隊對白宮加以

遊說。被譽為「知美派」的王歧山，雖然想方設法與到中國訪

問的商界領袖、學界精英 、 記者接觸，傾聽他們的意見。可惜 ，

這些人本來絕大多數就是擁抱熊貓派，都屬於反川普陣營 ， 既

無從瞭解川普國隊的所思所想，也無從介入遊說 。正因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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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川普幾乎無計可施，從柯林頓時期開始的中國方式

通過美國利說集闢施壓以改變 (-=1宮對華外交政策的方式完全失
r，:~'r y 

主~~。

中國過去得到美國，

方面施加影響。

白宮、 l盟會從各

直很有成效，僅從智慧財產權一項

來說 ，就知 '-[J 1竭贏得了足足二十年時間。 20 18 年 6 月 6 肘 ，

對國參議院小組委Li會對照行題為「千人計剖:中共滲透和利

用美國學術抖的運動 J I的聰證衍 ，披攝'Þ閻對美諜峨的內碎。

美國國防及情報官只在聽證會上表示 ， ，[-，共通過「下人計創」
吸引在美國受教育和工作(1甘科技人才，其間標是通過合法歧非

法的手段將美|著|技術、們Iiilj財產權利京11誠轉移至Lf-' 1剖， 形成強

大的國家競予)J 0 21 12 刀 1 2 1 I ' 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舉行

f/，'íll胡於巾國間諜川趣的總證會，英闡司法帝向部1)助型行向部1)長德梅斯

(John Dcm咒'lerε臼叮rω「

超迦 9卯0% (的Y'.J向甘叫|作間i叮日諜芳案追涉歧， ï' 國， , 小['i國矗掛l的行勘;速虛皮正在7加J丌川n川l '川，[快!央 J ' 

r I攝劇主剝4本f很Lμ4f昀臼缸主單1H司 :1諒京奪、梅製和L收|仗艾代 J ' r 掠奪美國公司的科慧

財產權，複製美國公司的技術，然後在r[ ，國 lH場菲u令球市蜴上

取代美國公司」。在這次會議上 ， FBI 阿富，嚴厲警告 :中國間

諜活動已演變成國家和經濟安全威脅。 22

但如哼起熟悉中美外交史，就會想起這些指控似曾相識 ，因

為二十年前被擱淺的《考克斯報告》對中國間諜類袍的指控與

20 18 年的陳述相比並無二致 ， 這些間諜Hï31î準的目標也是當時
美國最先進的技術 。

美國是世界上的科技大國 ， 筍:項科研成果的取得都花費巨

大，因而重視保護智慧財產榷。 1996 年 ， 美國通過了《經濟

紅色滲透

間諜法~ (Economic Espionage Act ' 簡稱 EEA) ，首次規定「竊

取商業機密或智慧財產權等無形資財」為刑事犯罪。 23 這種經

濟間諜何別於竊取政治 、軍事情報的間諜， 美國司法部為此特

別頒發m導手冊，指出經濟間諜罪必須同時具備四個要件:一 、

被情人竊取或在未獲得商業機密持有人允許的情況下獲取、破

壞成有俾播資訊 ; 二 、被告人明知|相關資訊是他人所專有; 三 、

資訊內粹是商業機嚮;[y 、被告人的行為是基於使外國政府 、

外做|機悄或持外國代理人獲益的 1 -1 的 。第四要件成為犯罪能否

成佳的關鍵。 24

《經濟|Aj諜法》出爐之後 ， 美國眾議院出來!可加利幅尼亞

州(1甘共和黨眾議必克里斯多夫﹒考克斯( Ch ristopher Cox) 主

持起草 f一份機密報告，稱《考克斯報告~ (Cox Rψort) ， 於

1998 年 6)J18il 以 409 對 10 祟的結果，決定成立一個特別

委員們 ， 其任務是調查技術或其他資訊是否轉移到巾國，因為

這些技術很行可能被用於加強已有的核武器、發展洲際彈道飛

彈成1圳發其他大規收毀滅性武緝。

該卡I~雋指出， '-1'國於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在美國展開了

大量的間諜活動。 1[-'國搜集情報並非依靠專業人員 ，而是通過

訪問學者 、學術交流專案、在美國科技界或重要部門工作的華

人、記者等。 25 當時正是美國結束「六四」時期宣布的經濟制

裁，中美各方剛剛恢復正常交流，亟盼加強中美交流的美國學

界、商界、科技界對這個報告強烈反對，甚至有人將其批評為

「麥卡錫主義」。在美國國內各方的巨大壓力下， {考克斯報

告〉束之高閣。美國的科技公司與研究型大學從此成為不設防

之地，中國通過「千人計劃」從美國引進兩頭就職的人才 ， 向

結語 2018 年:美國阻擊中國大外宣之始



美國高科技公司以「求、借、偷」的方式取得技術'科技水準

在這二十年裡獲得大幅度躍升，最後居然拿著偷來的鑼鼓當眾

敲，將《中國製造 2025~ 當作國策宣示於世，終於惹惱了美國 0

美國總統川普向 1 [.J國發動貿易峨的原|刑之一 ，就是針對巾國盜

竊村慧財產權與《吽I國製造 202分。

擁抱熊貓i派的大本管是美r[.J關係全國委ii會。這個委只會

在改善促進美1 [-1翩係上 1 'I詞深耕魚III耘，從 2006 年至 2014 年，

共組織過五次航議員訪啥，每次五人。副伸長內麗針J (]an 

Berris) f,( L:公開表示，她希望這桶訪問能促使議員學會換位

jt{考，王|它解「 jM 「麼 r[ I凶做山這樣的決策」。 此外，還多次組

織|晶!稀土作人必訪雄， 1哥次訪躍在15多少改變 f訪1I'd守門，對 1 [ 'iuJGII咐

印象。央文 {Iþ關 f 1啊。稱這類訪|fum動Jtu 「文化交流 J '期

間的「句J對川]均來([ 1 [ I方的籽，還」。 26 則在失去擁抱熊貓派 ，

就法|味若失去美闕， 'i I美|制係將從Ir~1l備接觸走向對抗性競爭。

值作i['i塌的全球哦lU仰的終極仆棋足要超越 þ~背喂垮美凶， {11要

達到那fi，'ill 1棋非常遙遠 。 |一11泊， i[ 'i必失去美闕，就意味-(于失去

、|三世抖 ， 這個說法毫不誇張。

無論1 [ 1 國[*主仟敝瑟夫j得恕， r[ 'i矗|在閉關鎖國多年後 ，只與有

|恨的幾你1 F)Y方國家比去n法國、加拿大、失閥等娃立了外交關

係。中國其正比世界所接納，是獲得美國認|司之後、再待到西

方世界的持遍認同。

197 1 年 7 月 9 至 J 1 鬥，為質現尼克森總統訪華和巾美關

係正常化， H寺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季辛吉秘嚮訪問

中國，這次訪問被稱為「破冰之旅 J 。日本政府|刮風而動，於

1972 年 9 月 29 日中日宣布正式建交 ，兩國政府簽署一份聯合

紅色滲透

聲明，其時距季辛吉秘密訪華才半個多月。此後，德國、澳洲、

紐西蘭等紛紛在當年建交。 1989 年「六四屠殺」之後，西方

國家對中臨憤行經濟制裁，也是老布希總統率先放棄制裁，才

帶動了西方國家紛紛取消。當時，老布希對鄧小平以「老朋友」

相稱，提議派密{史訪中談判，並在同年舉行的 G7 高峰會上，

聯合仆本政府一迫降低了七國集團原本強硬譴責北京的聲明語

調，才算夫是車新打開了巾國通往世界的門。此後，柯林頓時期

在開展對草人權外交的同時，也設立了對華法律援助專案。 小

布希|刑犯「九一一司W[二」需要lþ國在反恐方面合作因而採取了

「 RRZlllii避|撿」策略 。

這 -JÞJrl U :最市:要的 fJ~情是美閻同意中國加入 WTO' 成為

世界工廠，迎來經濟仁的泣，金十年，才有了「中國I[鬧起」。但

只行到 f歐巴馬針政的八年， '-[-'1單|才真正由經濟合作夥伴關係

進入到戰111符合作夥伴。

歐出，l烏 11年則是「擁抱熊貓派」全面主導美國對華關係時

期， I(ÍJ Id到 f肆無忌仰的程度。 2008 年 1 1 月大選獲勝之後，

委託忱於美|戒|紐約的圳市「東西方研究中心」起草對華外交政

策。東西方研究 1 [ 1心做 f美國外交史上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

將這一任務發包給美國外交目標國一一中國外交部下屬機構中

國國際問題。r-究所(中國外交部下屬機構) ，所長馬振崗掛帥、

研究具劉學成撰稿， 一份|珀給歐巴馬的「期望清單」及時在歐

巴馬接掌白宮之時奉上，提議中美兩國建立五個夥伴關係:經

濟夥伴關係、反恐夥伴關係、防擴散夥伴關係、綠色夥伴關係、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並特地指出「這份『期望清單』不僅僅反

映美國的聲背，也包含中國的視角;其內容一半由美方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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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半則由中方撰寫」。九009 年 1 月，歐巴馬剛舉行完就職

典禮，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前美國常務副國務卿

勞勃﹒佐利克、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英國歷史學

家尼爾﹒弗格森等人就向歐巴馬提出，要將梢建 r G2 J ( 兩

國集團)作為巾|割不|咦|圍之間一個非正式特殊|蚓係，以此作為

巾美|鍋係的中心。 28

所制 r G2 J '就是讓巾美IAlij !故|共[行j承ft月1世界領導者的責

任，連這種有意忽視rl ，:;[已是恆權政1惜這牛、阱11în向往議郁能提出

來，這就決定 f歐巴馬在|三I~可八年，與 1 1 '1訓的|胡係就在「合作

夥伴」、「戰略向作夥伴」、「屯耍的l俄UI前行作用多1'1己」之間游

移不定'ff.到歐巴l!;第 三任用j行將結束的 2015 年，美 !tlJ(;1還放

棄 fl二|已在蝴蝶貨幣品合組織中的 一果有決權， !叫;岱 rll他|人民

幣人糕，語i巾|戒IIL~I f人民幣值孵化征程開始之夢。 29 歐巴馬在

f~fH茫的最後 一1 1三，在接受《大問沖Jl FU ~ i'r<.!採訪|峙，!!守 l' I 己的

政前迫FEEid納成「歐巳16k品 J '共巾對q 'l峭的b注重要|的觀點

仍然;這「對世界的j霄 ， -111~1炭俗的 1 1 '1占|比 '1!1~1強大的rlll~~1更可

'Itl J 0 30 

正因為失去了「擁抱熊gill派」 fl甘力n峙， 2018 年美 |盛|本得

以|捐版反中 i基I r'r'~學術間諜與技術間諜、反紅色滲透的各種活

動，其巾最直接的打擊娃針對中|或l引進在美華人科學家f內「千

人計刮 J '不少人被抓捕。其中最傑出的千人計劃參與者之一 、

史丹佛大學物理學教授張首展於 2018 年 12 月 1 I一|自殺，死因

是因為他開辦的丹華公司被 1 1 月 20 日公布的 r 301 調查報告 」

點名，指其通過風險投資向中國轉移技術。 31 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雖然說了要自力更生，但多年來依靠向在華外企強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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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 J ' 甚至依靠「千人計劃」在美國偷竊技術的國度 ， 又如何

能夠頓時就變成「自力更生 J ? 
事實證明 ，中共的撒幣購買媒體在贏得半心半意的追隨者

與服從者方面非常有效 ， 西方與貧窮國家的記者們一邊從中國

政府那祖拿錢 ， 一邊用「文學創作」的方式寫各種有關中國的

「新聞 J ' 這些新聞他們自己都不怎麼相信 。這個歷經十年、

由一個極權政府花巨額金錢打造 、 遍及全球的紅色媒體王國，

堪稱1 1::1共創造的人類歷史上最荒誕的 r 1984 J 圖景。

追假溯源，這個 1984 媒體王國的建成是拜全球化之賜 :

中國 1 978 年宣布改革開放時， GDP 總量只有 2， 185 億美元

( 0.2 .1 85 兆) ;加入 WTO 的 2001 年，中國 GDP 總量為 1.34

兆 ，北京承諾開放市場 ， J日半開放的市場換來了西方國家的全

方位開放，總濟獲得長足發展 ;到 2009 年，中國的 GDP

就高達 1日兆美元 ，超過 FI 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 ， 從

此行 f底氣，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大張旗鼓地推行其大外宣「宏

圖偉業 J ' 在美國等西方國家肆無忌1嘩地進行紅色滲透。

如今美國剛剛開始有悟 ， 但要將放出來的魔鬼收回瓶中，

談何容坊。 2018 年，中國與美國一爭雄長的全球戰略嚴重受

阻 ， rl立國對海外尤其是對美國的紅色滲透腳步暫時放緩，大外

宣只能暫時稍斂其鋒芒。這一年的 12 月，前 BBC 記者 Louisa

Lim ( 林慕蓮 @limlouisa)與 Julia Bergin (@juliabergin1 ) 寫了

一篇調查性報導《解密北京雄心勃勃的全球宣傳布局~ ， 其中

談到她們的西方同行如何為了金錢而放棄新聞原則加盟中國大

外宣隊伍。兩位記者特別提到，相對現實利益的吸引 ，所謂道

義考量對這些西方記者來說實在微不足道。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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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觀當今世界局勢，中國紅色大外宜的擴張步伐，僅僅依

靠美關屠龍派的扼制很難根除，就在我寫道篇結語的時候，看

到了一條驚人的消息，執世界通訊牛抖的美聯社執行長將魯

特，於 1 月底前往北京會H宮中關新格社社長蔡明!暇，雙方同

意兩家機梢在新媒體、人工智慧運用與經濟訊息等領域合作。

這項合作引來美國國會關注 ，國會議員 IJ 前致函美聯社 ，要求

公布與新措社簽訂1'I'~{Jm忘錄內特並做說|肘。 33

美聯社成寸土於 1846 年 5 ) J '足山千年成品 iH位聯合組成的

合作型通訊社。總過多年發展，啦!故 f傳統的競爭對手合眾

國際祉，成沁美國第‘大通訊社與 IItw最大的通訊社 ofi去至

2005 年年底，美聯社的介作夥伴包的 1700 多家報紙、超過

5000 家TG伽利股擠港台、 243 家新聞分祉，在占全球 l21 Wîll晶|家

投行辦事處，還經營美聯社衛星綱Wlm蓋令球，報導屯大事

件。美聯社在絕大部分謝謝AALffaH例子旬，版， rJ nt L: LJ經成為新
聞報導的標咕 。 34 如果美|羽間仍未能戶口 1I三 iii明代作 ， 這j博士已中

|叫大外有與同方媒體的JfI級合作 。

但是， 1 r 1國經濟哀退EHind-政!憶力，;時氾{史巾共不得不減少

大外宜的巨傾投入。 2018 年中|樹 GDPt押速服屯 f1'付。 12 月中

旬，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祥在中國人民大學演講時

披露: 2018 年經濟嚴重下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是 6.5% ; 

另一個非常竟要的機梢的研究小組內部發布的報告是， 1=1前中

國 GDP 的增長率為1.67% 。這種情況下，政府財政收入必然

刊1年，依靠金錢支撐的大外宣的投入資金也必然隨之縮水。只

有在財﹒政收入持續下降的情況下，中國當局才會減少大外宣這

相對國內維穩來說比較次要的政治工程投入。

東1:包滲透

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熱情地張開雙臂歡迎中國，希望它與

國際接軌，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為此大力促進幫助中

國經濟的發展。西方的全方位開放得到的回報是中國政府嚴

格限制下的市場部分開放，結果種瓜得豆，不是西方改造了中

國，而是巾國滲透了西方，讓西方人變得中國化。中國政府投

入JI資推行大外宣戰11俏，在西方收購媒體與記者服務於北京的

「恩庇侍從」結梢，得益於金錢，也將失敗於金錢枯竭 。

結語 2018 年:美國阻舉中國大外宣之始



後記

UJ 
宣研究幸怯生

寫造的後紀之時，不管我此生經歷過多少風雨，心中的感

覺還是非常復雜，因為距離它應該面世的 2011 年，幾乎晚到

了怪!健八年。

在寫作《霧鎖'1'~ :巾國大陸控制的~f~策略大揭密》的過

程中，我發創rl '共在控制海外華文媒體方面傾注了極大財力人

力，緊接括:查闖到不少rþ共對台灣媒體質行紅色滲透，以及香

港媒jr-~ 1'1 巾如何-點一點被蠶食的資料。這一過程中，正好遇

上 2009 年中國投人 450 億元打造大外有工程，因此我向一家

NGO 卡叫卅|↓扣-1甜 f 
外宣的1研昕究幸報世告，約六萬字左右。但在交付報告後，該機構負

責人在諮詢了香港辦公室工作人員的意見後 ， 決定不出版，希

望我五年後有機會再向行發表。

在這段一期間，中國的大外宣工程日益龐大，加盟的外國

記者越來越多，中國的大外宣也早從華文媒體擴展到其他語

文，橋成了一個覆蓋全球的紅色媒體帝國。隨著中共推動大外

宣的行動越來越頻繁高調 ， 不時會有各種相關新聞出來。遇到

這種時候，我會將報告的部分內容結合當時的事件寫成短文發

後記遲到八年才[因[11:的大外宣研究報告



表，例如 ， {揭開神秘的「大外宣」計劃之面紗》、《世界華

文媒體的政治版固 :北京對海外華文媒體的控制》 、 { I明原多

家港媒老|呦，內政治面日》 、 《海外華文媒體緣何心向北京?~ 、

《紅色資本滲透與台灣媒體「 SEj卡 J ~、《同床具夢的「世界

媒體1I1學會 J ~ 。

囚犯這些短文，不少人知道我熟悉這個領域的的況 '11相

l~fJ LJr '1肯11品，總來向我諮詢。報fI于拉克多次ffi l舟、譯介及部分俾峙。

例如一I美 l謂之仟巾文部在 2011 年初ïffi I~!.品裁撤風險時 ，的向我借

|站起:1這份研究報侖的初稿 ，作為去I~I會遊說的資料參考。 2017

年 2 月，龔小屋玄上再皮ILr I到美國之仟，[，文部主任這flilj[ f-v.Fì上

之後，村滿懷雄心讓I [-1文行IWJ}./:是仰煌，也向我借過這啊dF等。

按fG裁的|吋芯後，將其巾重要IÀJ粹詩寫成一份呼足馴化17交旦國

科本刊|制議μ ，據說參議只4月、比歐1N欣賞這份報告，從此11是關心

月 I I割的新問 |?|l扣問題。 20 18 年 2 ) J '前《誰接IliII郵報》駐華

缸卉濟文 ( JOh11 Pomfret) 民借給此，要求採訪|胡於 I [, I晶|的大

外，茂，我認j叫也是用英丈寫作這也材的伶適人退，將這本研究

報告令本jit供給他，希望對他的研究有所助攏。也|大|為這些文

，在[向發表，以及報告被們閱後的流傳， 2018 年 11 ) J 29 H ' 
美關址~7、H1[~大學胡佛研究所 、 美l卓[ :11 ~r.11 ~月、l協會美吽l關係 I ~/~、與安

納1r
L

I格基金會陽光之鄉情託在都盛頓共同發布《巾|亟|影粹力與

美國利話 :提高建設性警惕》輯們，報雋的第六部分， í媒體 」

(Section 6 ' Media) 參考了我這份未能面世的大外宜研究報

告，引用了其中觀點與不少資料，並特別在該文註釋 1 中加以

說明 1 ' 這也算是我這項研究心血沒有自費的證明。

20 18 年 3 月中國兩會期間 ， 上海衛視第一財已經台的女記

紅色滲透

者梁相宜對「美國全美電視台」台長張慧君的提問翱白 |恨，引

發輿論廣泛熱議。有網友迅速起底所謂的「全美電視台」實則

是中共外宣工具 ， 是十足的「假外媒」。也因此，我想起應該

花點時間將這份被擱置長達八年的報告補充修改後發表 。整個

20 18 年我將寫專欄之外的時間全部花在這項寫作上。這項研

的，因為在搜索資料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中國

政府在大外宣上的不少「創新 J '比如對台灣新間的置入性方

式 、與拉丁美洲國家的中外新聞共用模式、通過軟廣告購買著

名西方媒體版面宣傳中國 ， 讓他們成為中共大外宣當中的「協

力廠商)j :111 J 等笠。

J述謝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張錦華女士，當年蒙她推薦

=NB作《緝鎖中國 : 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

新|叫 l司自身體力行的守護 ， 讓我由衷欽佩。感謝香港著名媒體

人程翔先生，他是我認識長達三十餘年的老友，他本人就是中

共控制脊港媒體的受害者與深度觀察者。蒙他們二位名筆為拙

著寫j芋 ，是我的榮幸。戚謝推友 @kRiZcPEc ' 這部書稿的最後

忙，她的努力讓拙作盡可能減少了文字錯誤。

在長達三十餘年的學術生涯中，我一直追蹤中國正在發生

的政治 、 經濟 、 文化等變化，關於經濟方面的文章，寫成了兩

本書 : {中國的陷阱~ ( 1997 年 10 月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 ，

次年 2 月以《現代化的陷阱》為書名 、由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

在中國發行)與《中國 : 潰而不崩~ (201 7 年由八旗文化出

版) ， 這兩本書預測了中國四卡年的發展 ，前一本預測的在中

國已經成為現實 ，只是現實比書中預測的更殘酷，後一本談的

是中國未來二十年的狀態 。 關於中共的媒體控制，我先後寫過

後記遲到八年才面世的大外宣研究報告



兩本書: 一部是《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大揭密》

(黎明文化， 2006 年出版 ) ，談的是中國政府管制國內媒體;

另一本則是這部《紅色滲透:中國媒體全球擴張的真相} ，談

的是中國如何利用金錢 ， 在全球建立一個由中共政府管控的紅

色媒體帝國，這些媒體正像八爪魚一樣，向全世界NI/::H共骯髒

的爪子，這些爪子所到之處，多少造成各種資訊上的汗染 。

認完這四本書 ，就會IY-d 向我分析的就是一件事情 :巾共統

梢的制度性結梢鎖定是如何達成的 。 我的命運如同俄*1'iH昕詩人

萊蒙托夫 ( Mikhail Lennontov ) 在《預需有》造商詩中所談的

一樣 : 眾所周知，萊蒙托夫i'I位《預育者} I的命運 ， 遠不如普希

金(Aleksandr Sergeyevich Pushkin) 的《預言者} )J仰望幸運 。

紅色滲透

。導讀 2 r大外宣」:中共與西方的意識形態之戰

1 如何應對西方媒體偏見) (作者係《中國日報》社主任編輯、《中國日報 香

j巷版》及亞太分社副總編) , 2016 年 6 月 6 日 。

2 張知幹， <新時期外宣工作應樹立新的外宣理念〉

3 r 意見自由市場」的理論最早是從英國的約翰 米爾頓 ( John Milton ) 的

《論出版自由)) ( Areopagitica: A speech of Mr. John Milton for the liberty of 
υ門 licensed printing to 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 一書中引申出來的。

4 <<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 ，新華出版社， 1983 年版 ， 第 182 頁。
5 韓寒， <太平洋的風) ， 聯合新情綱 ， 2012 年 5 月 14 日 。

6 程翔， <貿易戰戰破「中國模式」的神話) , <<信報》網路版論壇， 2018 年 8

月 22 日。

。前言 「大外宣」是中國推行全球戰略的文化工具

1 < 中共 450 億爭奪話語權) , <<鳳凰週干IJ)) , 2009 年第 7 期總第 320 期，別的

年 3 月 14 日 。

www. mediaview.cn/a閃閃 le .asp ?id=554 

2 Anton Tro ian ovs ki , "China Agen cy Nears Times Sq uare " , Th e Wall Street 
Jo umal. June 30. 2010 

on lin e.wsj.com/a rti c le/S B 10001424052748704334604575339281420753918 
html 

3 Jos h Barbane l ，叫Norld Turns to NY Ico n" , Th e Wall Street Joumal , July 13, 
2011 

online.wsj.com/a巾cle/SB1 000142405270230367870457 6442253261292290.html 
4 <新華社紐約時報廣場最大廣告位試運行) ，新華網(廣州) '2011 年 8 月 1 日 。

news.163.com/11 /0801/20/7 AD902K900014JB5.html 
5 David Barboza , "China Puts Best Face Forward With News Channel" , The New 

註釋



York Times , July 1, 2010 
www.nytimes.com/2010/07/02/world/asia/02china.htmI 7一r= l

6 Group of Two, Wikipedia 
wi kivisu a Ily. co m/wi ki /G ro u p _ of一Two

7 熊敏， (新華社出海「踩油門 J ) '2 1 世紀經濟報導， 2010 年 8 月 17 日 。

finan ce.eastmoney.com/news/1355,2010081790350313.html 
8 Helle C. Dal巴， "AI I Out: China Turns on the Charm" , World A仟al后， July/August 

2010 
www.worlda仟a i rsj ou rn a 1. 0 rg/ a rti cle/ a II -out-ch i n a-tu rns-cha rm 

9 揚眉， (法國輿論看中國 ) ，法國團際廣矯電台， 2011 年 3 月 20 日 。

刊i.my/esrEea

所引內容來自《世界外交論衡)) 2011 年 3 月號; "Un CN N à la chinoise" , P恥In

cherche à concilier puissance et stabilit忌 ， Le Mond e diplomatique , Mars 201 1 
www.monde-diplomatique.fr/2011 /03/LUTH ER/20257 

10 Louisa Lim , Juli a Berg in , " Inside China's audacious global propaganda 
campaign" , The Guardia門， Dec7 ， 2018

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dec/07 /ch ina 明 pl a n-fo r-g lo ba I-m ed i a 
dom i n a nce-propa ga n da-xi-j i n p i ng 

1 1 萬山， (收購(()無杉機時報)) ，遺名誰裔醫生組寫傳奇) ， 新華綱 ， 2018 年 2

月 1 1 日 。

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2/11/c 1122402866. htm 

。第 源遠流長的中共對外宣傳史

1 (中共的0 億爭奪話語概) , ((鳳凰姐刊)) '2009 年第 7 期，總第 320 期 。

bl 09. ife ng. co m/ a rticl e/2387 360. htm 1 

2 所謂「延安時期」是指從 1935 年 10 月紅軍「 :長征」進險北起 ， 至 1948 年 3 月

共中央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為止 。 適段時期中共中央以恢北和延安

作為中共大本營和總後方，前後的十三年時間，史研「延安時期 J '又稱「恢

北十三年」
3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的外交活動) , ((人文》雜誌(西安) '2002 年 1 月。

www.cass.net.cn/zhuanti/j ianj un80/show_News.asp ?id= 1 00420 
4 晉察與 : 這是當時國民政府時期的行政區簡稱 。 「會」即山西 。 「察 J tlP民國

時期的察哈爾省 ，以察哈爾蒙古族命名 ; 1952 年，察哈爾廢省，現主要在內蒙

古自治區、河北省和山西省，延慶縣劉給北京市。「冀 J '河北的簡稱 。

5 王笠銘 ， (抗日戰爭時期我純的國際宣傳活動) ，人民網 ﹒ 軍事 ， 2010 年 6 月

21 日。

military.people.com.cn/G B/8221 /51757/45802/194788/194790/11928861. html 
6 周瑾 ， (梳理對外傳播脈絡 ， 展望未來一一專訪全國政協委員、原中國國際廣

播電台台長李丹) , ((對外大傳播)) ， 2007 年第 5 期 。

media.people.com.cn/GB/22114141180/84930/581 0977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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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唐洲雁， (反對法西斯主義視野下的美國觀) , ((毛澤東的美國觀)) ，恢西人

民出版社， 2009 年。

read .dangdang .com/content_622668 
8 (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的外交活動)) , ((人文》雜誌(西安) '2002 年 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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