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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作者作为ＣＧＴＮ国际传播课题组成员，采用案 例

研究的方法，把发生在２０１９年５月的“中美主播跨洋对 话”作 为 一 次

融媒体时代中国全球传播的重大媒介事件，对参与此次跨洋对话的亲

历者和组织者进行了深入采访，跟踪比较了事件前后ＣＧＴＮ有关 中

美贸易战的传播内容和效果，记录分析了本事件发展过程中诸多重要

的全球传播数据，并从媒介事件的发展创新视角，分析 了 跨 洋 对 话 的

国际传播效果。本文从全球媒体影响力评估、全 球 区 域 影 响 力 分 析、

社交媒体影响力以及全球媒体报道内容角度，对此次中美主播跨洋对

话的传播效果进行解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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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２０１９年５月的“史上首次”中美主播跨洋对话（ＣＧＴＮ，２０１９ｂ－０５－
２３），从５月１４日美国福克斯频道主持人翠西·里根在其《翠西·里根黄金时

间》节目中把美国描述成中美贸易关系里彻底的“受害者”开始，到５月３０日刘

欣在中国国际电视台（ＣＧＴＮ）北京主演播室通过卫星连线、以节目嘉宾的身份

在翠西·里根的节目里进行对话，再到全球媒体和国内外主流社交平台对此次

对话的持续报道，形成广泛热点，前后历时一个月。作为２０１９年的一次受到国

内外舆论广泛关注的热点媒介事件，此次对话在微信、微博平台上相关内容阅

读浏览量达２．０９亿次（毕建录、梅焰，２０１９）。ＣＧＴＮ微 信 公 众 号 发 布 的《史 上

首次！ＣＧＴＮ女主播与ＦＯＸ女主播隔空互怼》和《ＣＧＴＮ女主播刘欣与ＦＯＸ
女主播翠西电视交锋》两篇文章，创下两个网络点击１０万加的阅读量（ＣＧＴＮ，

２０１９ｂ－０５－２３，２０１９ｄ－０５－３０）。国 内 电 视 端———《新 闻 联 播》《新 闻１＋１》《面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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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等栏目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和评论，相关报道触达人次达５．２４亿（毕建录、梅

焰，２０１９），加 上 美 国 福 克 斯 电 视 台（ＦＯＸ）、《纽 约 时 报》（ＮＹＴ）、彭 博 新 闻 社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Ｎｅｗ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ＣＮＮ）、英国广播电视台（ＢＢＣ）等西

方媒体播发新闻报道及评论近２万次，全球社交网络转发和点击率超过１２６亿

次。这一系列罕见的传播数据让此次跨洋对话所制造的媒介事件不仅被称作

是“中美电视史上的重大奇观”（《光明日报》，２０１９－０５－３１），其在２１世纪的全球

媒介事件中，也将作为国际媒体间跨时空竞争与合作的里程碑，而将占有不可

忽略的重要历史地位。本文作者与ＣＧＴＮ共建全球传播效果研究课题组①，有

机会对ＣＧＴＮ中美贸易战期间的传播内容和效果的各种全球传播数据进行跟

踪分析。我们将从媒 介 事 件 的 发 展 创 新 视 角，分 析 此 次 跨 洋 对 话 的 国 际 传 播

效果。

本文的原始 数 据 来 自 于 谷 歌、百 度 和 国 际 第 三 方 媒 体 监 测 工 具 Ｃｉｓｉｏｎ。

Ｃｉｓｉｏｎ的监测数据覆盖全球１９０个国家的５００万家媒体，监测范围既包括广播

电视平面媒体，也包括门户网站、脸书（Ｆａｃｅｂｏｏｋ）、推特（Ｔｗｉｔｔｅｒ）、微博、微 信

等社交平台传播数据。监测的媒体数据发布语言超过９０门。

从全球媒体影响力评估、全球区域影响力分析、社交媒体影响力以及全球

媒体报道内容这几个角度对此次中美主播跨洋对话的传播效果进行解读分析

之前，我们先对事件进行一下简单回顾。

一、三个关键节点成就重大媒介事件

卡茨与戴杨将“媒介事件”从概念诞生之日起定义为“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

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Ｋａｔｚ　＆ Ｄａｙａｎ，１９９２，ｐ．１），划 分 为“竞 赛”

“征服”和“加冕”三大叙事形式类别（Ｋａｔｚ　＆Ｄａｙａｎ，１９９２，ｐ．２５）。随着全球化

传播形态的多元化发展，尤其是从传统的电视媒体直播时代发展到融媒体时代

的全球传播时代，全球性媒介事件呈现出了全新的发展模式：一个是媒介事件

的主导类型 已 从“和 平 转 向 到 冲 突、灾 难、恐 怖 袭 击 等 突 发 性 主 题”（Ｋａｔｚ　＆

Ｌｉｅｂｅｓ，２００７，ｐ．１５８）；另一个是媒介事件的形态，从“传 统 的 仪 式 电 视 直 播”向

“数字化、信 息 化 和 全 球 整 合 营 销 传 播”发 展（Ｍｉｔｕ　＆ Ｐｏｕｌａｋｉｄａｋｏｓ，２０１６，

ｐ．１９），“媒介事件理论可作为仪式形式促进社会的整合”（Ｃｏｕｌｄｒ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ｐ．３）。国际学者提出建议扩大模型，以更多地关注冲突、突发新闻和其他形 式

的变革议题，“将仪式电视直播升级到更 宏 观 的 范 式，可 用 于 解 释 在 融 媒 体 时

代的 整 合 传 播 媒 介 事 件 对 社 会 变 迁 的 重 大 意 义”（Ｒｏｔｈｅｎｂｕｈｌｅｒ，２０１０，ｐ．

３４）。

逐步融入全球传播的中国的媒介事件也在过去十年间经历了这些变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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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总结分析我国的全球性媒介事件，主要仍然是以中国主办的“仪式电视”转

播为主，如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世博会、Ｇ２０、“一带一路”峰会等，也有小部分突

发性媒介事件，如汶川地震、南海仲裁案、中美贸易战等。虽然，中国在全球传

播中正在经历从单一向多元，从传统电视仪式向融媒体传播，从依靠国际设定

议程到具备主导设定议程的方向转变，但面对突发性和冲突性国际事件，掌握

话语主动和议程设定能力、传播效果亮眼的中国全球媒介事件案例还是少之又

少的。

此次中美主播跨洋对话，出现在中美两个大国打响全面贸易战的特殊历史

时期，一个看似偶然的“网上互怼”，演变升级为“实则必然的电视约架”，用时任

中国国际电视台外语频道总监江和平的话来说“这是中国对外传播二十年耕耘

必然会有的一次欣然迎战”②。从最初的遭遇战，到形成从电视卫星直播到国内

外受众在社交媒体上的高度关注，到形成“竞赛”的庞大观赛声量，全球媒体对

此次史无前例的对话也进行了持续的跟踪报道。国内外媒体和受众通过展望、

回忆不断对这一事件进行重构。美国彭博新闻社网站发表评论文章，称此次对

话的精髓在刘欣的玉石耳坠上，寓意是象征中美贸易谈判中方的态度———“宁

为玉碎，不为瓦全”（Ｂｏ　＆Ｂｒｏｗｎｅ，２０１９－０６－０１）。

本次事件，以“约 辩”为 主 线，有 三 个 关 键 时 间 节 点，形 成 融 合 传 播 的 创 新

闭环。

（一）第一节点：隔空互怼，社交引爆

５月１４日，主持人翠西·里根在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翠西·里根黄金时

间》节目播出评论，把美国描述成中美贸易关系里彻底的“受害者”。此文中诸

多的不实事实和情绪化言论让刘欣团队感受到了来自大洋彼岸的炮火和作为

媒体评论人的责任。受众转发来的视频和评论“期待你强有力的反击”③ 是来自

民意的舆论呼吁。在此之前，刘欣新媒体专栏《点到为止》的一贯风格和定位就

是驳斥外媒针对中国的不实言论。２０１７年“两会”期间，她曾怼ＢＢＣ记者也引

起了“对方的强烈反弹”④，当时ＢＢＣ记者在推特平台和刘欣进行了交锋，这一

系列国内外记者就事实和观点的“个人辩论”为刘欣打下国际舆论基础。

５月２２日，针对这位美国女主播的“观点”，刘欣团队在ＣＧＴＮ新媒体发布

了一期题为《中国不会接受不平等协议》的短视频评论（ＣＧＴＮ，２０１９ａ－０５－２２），

条理清晰地驳斥了翠西·里根鼓吹的对华“经济战”言论，并且指出对方过于情

绪化的问题。刘欣有理有据，用她特有的温和理性的批评风格说“你眼睛喷火，

一副好战的样子，很多基本事实不清，策划团队该换了”。

５月２３日，翠西在看到ＣＧＴＮ的短评后在其ＦＯＸ晚间新闻节目中用了１１
分钟公开回怼，说 “你说我喷火，你也是一个读着官方稿子的机器，只能墨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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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⑤。同天，ＣＧＴＮ发布微博文章《史上 首 次！ＣＧＴＮ女 主 播 与ＦＯＸ女 主 播

隔空互怼》（ＣＧＴＮ，２０１９ｂ－０５－２３），引发国内社交网络舆论爆点，当天形成２００
万的点击率，国内舆情热烈的反应，引发翠西团队的重视，国际网络舆情开始迅

速攀升。

（二）第二节点：电视约辩，网战升级

５月２３日，在电视节目公开回怼之后，翠西又在推特上发起“战书”：“既然

你说我情绪化，那就找个时间地点较量一番！”刘欣回应：“我听到你了，如果想，

我会尽快回应；如果你要玩抹黑的游戏，我不跟你玩。”⑥ 二者将节目的形式和内

容约定在了“电视公开辩论”和以理性论辩的基调上。

５月２４日，刘欣在推 特 上 和 翠 西 约 定 北 京 时 间２７号 上 翠 西 节 目《黄 金 时

间》。但翠西回复２７日是美国战士阵亡纪念日，随后双方约定３０日早８点通

过卫星连线的方式，刘欣作为嘉宾做客翠西的节目。同时，翠西团队高度重视

这一事件在中国舆 论 场 上 不 断 升 级 的 声 量，在 社 交 媒 体 上 不 断 重 复 发 布 该 事

件，并将相关帖文置顶。中美两位主播推文的可见留言，都呈 Ｕ 形分 布 态 势，

即约辩开始的２４日 和 连 线 当 天，两 人 均 为 获 留 言 最 多，中 间 时 段 则 明 显 减 少

（图１）。同 天，ＣＧＴＮ发 布 微 信 文 章《ＣＧＴＮ女 主 播 刘 欣 欣 然 应 约》（ＣＧＴＮ，

２０１９ｃ－０５－２４），创下ＣＧＴＮ微信公众号首篇１０Ｗ＋的纪录。该事件也引发海外

舆论关注，包括彭博社、石英财经网站、《金融时报》、《南华早报》和福克斯等在

内的多家海外媒体对于这场“约辩”予以报道和关注。

图１　刘欣、翠西推文留言区可见留言量⑦

５月２９日，ＣＧＴＮ对外发布声明，因版权问题ＣＧＴＮ无法对节目进行全程

直播，并且宣布会对“约辩”予以及时报道。同时，外交部在２８日和２９日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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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对这次跨洋对话作出回应，表示真理越辩越明，并欢迎在不同层次举行这样

的对话（央视网，２０１９－０５－３０）。

（三）第三节点：跨洋直播，融媒互动

５月３０日，刘欣在ＣＧＴＮ北京主演播室通过卫星连线，以节目嘉宾的身份

出现在翠西·里根的《翠西·里根黄金时间》节目里。“约辩”成国际社会共同

关注的热点媒介事件。辩论当天，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ＢＢＣ、央视新闻、

人民日报、新华社、ＣＧＴＮ等在内的多家国内外媒体对电视辩论进行了报道和

评论。ＣＧＴＮ官方微信账号当天发布通稿《ＣＧＴＮ女主播刘欣与ＦＯＸ女主播

翠西电视交锋》，引发国内强烈关注（ＣＧＴＮ，２０１９ｄ－０５－３０），当天上百家媒体微

信公众号转载。在两微平台，相关内容阅读浏览量达２．０９亿次；在电视端，《新

闻联播》《新闻１＋１》和《面对面》等均对当天辩论进行了报道和评论，相关报道

触达人次５．２４亿（毕建录、梅焰，２０１９）。这次跨洋对话的整个过程多次登上微

博热搜，其中“ＣＧＴＮ主播 刘 欣 与ＦＯＸ主 播 约 辩”单 一 话 题 阅 读 量 就 达 到９．７
亿（截至６月７日）（毕建录、梅焰，２０１９）。该事件不仅引爆国内外社交媒体平

台，更是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全球主流媒体的关注。

这次媒介事件所能产生的巨大动能，催生了融媒体传播的在国内国外的完

整闭环：从内容采集，到国内外舆情适时监控，找到破绽并实时反馈，再到视频

评论呈现以及社交个人媒体再交互，再适时反馈，国内外电视媒体评论，以及国

内外网络媒体互动。尤其是在此闭环中呈现出了刘欣和翠西两位具有独特风

格的女性主播以个人推文和个性评论引领，让中美贸易战这一硬性国际传播话

题带有鲜明的“个人传播”色彩。两位女主播及其背后的团队创造的媒介事件，

呈现了个人传播与组织传播融通、国内与国际媒体交互、电视直播和社交网络

融合、东方和西方受众群交互、对抗与对话的传播形态融通的创新特色，成为融

媒体时代全球传播具有样本意义的重大媒介事件。《南华早报》发表评论员文

章认为，“在国际舆论场上，中国一直是只有官员面孔对外作为发言人，这次中

美贸易战中出现了 两 个 例 外，一 个 是７４岁 的 华 为 创 始 人 任 正 非，他 不 代 表 政

府，以一个企业总裁和父亲的身份多次面对国际媒体，强硬反抗美国对中国的

技术控诉；另一位是勇敢做客美国福克斯主播翠西·里根直播节目的刘欣，她

以普通人的身份，坦言非常珍惜这样一次难得的与普通美国人在会客厅中面对

面交流的对话机会”（Ｚｈｅｎｇ，２０１９）。这两个充满个性有血有肉的鲜活个体，打

破传统西方社会对中国政府的刻板印象，让受众看到他们的情绪、性格和作为

普通父亲、母亲的故事，直接听到他们作为专业的新时代行业领袖的有理有据

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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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全球媒体对ＣＧＴＮ及Ｌｉｕ　Ｘｉｎ的相关报道总数 （Ｃｉｓｉｏｎ数据）

二、中美跨洋对话的全球传播数据分析

（一）创造历史的全球媒体报道总量

　　从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１日—７月２１日的９０天传播监控中，全球媒体对ＣＧＴＮ
的报道在５月２７日—６月２日到达峰值，一周的原创报道量达到４７４３条，而前

后平均水平为每周５００条左右。９０天中全球媒体对ＣＧＴＮ的总报道量１８２０６
次，被转引和阅读量超过１２６亿次，其中网络新闻触达阅读量约１２４亿次，博客

触达阅读量约２．３亿 多 次。在５月２７日－６月２日 这 一 周，涉 及“刘 欣”（Ｌｉｕ
Ｘｉｎ）的全球媒体报 道 总 数 骤 然 攀 升 达 到 峰 值１２７４条，包 括ＣＮＮ、ＮＹＴ、ＦＯＸ
等全球媒体的报道都涉及“Ｌｉｕ　Ｘｉｎ”。这些报道累积阅读量超过３０．６９亿次，其
中网络新闻触达阅读量达到３０．１８亿，博客触达阅读量达５０００万（图２）。这一

数据在过去十年中创造了ＣＧＴＮ和中国议题在全球传播效果中从未有过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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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峰值。

按照国际通行的对其媒体购买市场价值的评估，Ｃｉｓｉｏｎ给出此次提及“Ｌｉｕ

Ｘｉｎ”的在线媒体及博客报道的市场总价值达５７７．１６万美元，约合人民币４０００
多万元，此市场价值评估并不包含主流电视媒体直播报道的价值。如果综合评

估，这一“遭遇战”所制造而成的媒介事件的总体传播价值或将超过此前众多精

心策划的国家广告投放和重大主题推介事件的传播价值。

（二）第二女主角———刘欣的传播效果分析

声量分析数据显示（图３），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６月１０日，全球媒体原创

报道提到刘欣的为１２７４次，提到翠西·里根３９４６次，刘欣的声量占比将近１／

４，提到翠西·里根的频率高于刘欣两倍之多。这说明国际主流媒体仍然选择

面孔较为熟悉的外方女主播作为第一报道主角。但如果考虑到过去一年中美

贸易战期间，来自中国真实的声音和新闻人物几乎在国际报道中是缺失的，关

于刘欣跨洋对话的１／４声量，虽然相对更具优势的仍是西方媒体，但国内有关

贸易战的观点和声 音 能 由 此 实 质 性、大 范 围 地 传 播 和 抵 达 到 西 方 媒 体 及 其 受

众，这又具有突破性，意义非凡。

图３　比较全球媒体对“刘欣”和“翠西·里根”的报道量（Ｃｉｓｉｏｎ数据）

本研 究 同 时 跟 踪 谷 歌 热 搜 量 表（图４），从２０１７年 同 期 到 现 在 两 年 间，

ＣＧＴＮ日常搜索压力值低于２５，Ｌｉｕ　Ｘｉｎ几乎为零，原来国际媒体对中国主流媒

体和中国籍主持人并不关注，或者说中国主流媒体和主持人很难具有在国际媒

体上的主流话题影响力。而在此次跨洋对话前后一周里，有关“ＣＧＴＮ”和“Ｌｉｕ

Ｘｉｎ”的搜索热度迅速攀升到峰 值，ＣＧＴＮ的 谷 歌 全 球 搜 索 压 力 值 达 到１００，刘

欣（Ｌｉｕ　Ｘｉｎ）谷歌全球搜索压力值为４１，表明全球受众对 此次事件的关注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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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约辩前后刘欣和ＣＧＴＮ的谷歌搜索指数

高涨，刘欣以及ＣＧＴＮ知名度得到迅速提高。海外的谷歌搜索热度显示，关于

ＣＧＴＮ的搜索度两倍于刘欣本人，也许反映了海外网友迫切想了解刘欣背后的

工作机构的背景。

图５　约辩前后刘欣和ＣＧＴＮ的百度搜索指数

国内的百度搜索指数中，有关“刘欣”和“ＣＧＴＮ”的搜索指数也同步达到年

度乃至历史最高水平（图５）。这一指数的上扬表明中国受众对此次对话关注度

极高。有 关“刘 欣”的 单 日 最 高 搜 索 量 达 到９７７６０次，这 一 数 据 远 远 高 于

“ＣＧＴＮ”搜索指数１８３５８次。与谷歌不同，百度的中文搜索用户对ＣＧＴ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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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要多过刘欣，因此对刘欣作为对话事件的中方主角的兴趣五倍于其背后的机

构，尤其是关于刘欣作为知识女性从青涩的大学生成长为国际级事件的女主角

的个人成长历程、学生时代参加联合国英语大赛获奖的视频和在日内瓦驻外的

经历，都成为受众津津乐道的话题，为这一事件带来了充满喜剧张力的冲突魅

力。在“战事火药味渐浓”，ＣＧＴＮ和刘欣的国际品牌大幅提升的同时，事件的

另一位主角翠西·里根在中国的知名度也大幅提升，百度中文搜索同时达到历史

峰值，表明ＦＯＸ也成功地推动了一次它和它旗下知名女主播的品牌营销。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５月２７日—６月２日不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此次

事件及其主角引起了全球受众极大的兴趣，形成了极具热度的话题，但之后数

据陡降，也反映出后续效应及话题持续性的不足。

（三）全球区域影响力分析

从全球传播效果的区域分析来看，此次跨洋对话获得最高关注度的区域是

事件的两个女主角的所在国———美国和中国大陆，受众市场占有率分别是２９％
和２７％。本议题同时在印度（３％）、法国（３％）、德国（２％）、新加坡（２％）、英国

（２％）、马来西亚（２％）等区域形成关注热点。在美国，关注度最高的是美国第

一大经济中心与媒体中心纽约、与中国科技产生链接最紧密的加州，以及华人

学者较为活跃、中美联系较 多 的 州，例 如 威 斯 康 星、密 歇 根 及 印 第 安 纳 州（表１
与表２）。这一结果体现了“借船出海”———借用国际主流媒体的传播平台“反客

为主”，形成国际传播声量大于中国本土媒体的传播效果。南美和非洲地区对

此次事件几乎没有相关报道，可以看出，这场“约辩”从主题到过程，更多的还是

中西之争。

表１　提及“刘欣”的全球报道区域分析（Ｃｉｓｉｏｎ数据）

地区 报道次数 占比／％

１ 美国 ３５７　 ２９

２ 中国内地 ３３５　 ２７

３ 中国香港 ５５　 ４

４ 印度 ３７　 ３

５ 法国 ３６　 ３

６ 中国台北 ３４　 ３

７ 德国 ３１　 ３

８ 新加坡 ３０　 ２

９ 英国 ３０　 ２

１０ 马来西亚 ２４　 ２

　　注：统计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６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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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提及“刘欣”的美国报道区域分析（Ｃｉｓｉｏｎ数据）

地区 报道次数

１ 纽约 ２７

２ 加利福尼亚州 １７

３ 威斯康星州 １２

４ 密歇根州 １０

５ 印第安纳州 ８

　　注：统计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６月１０日

（四）社交网站影响力分析

对全球主要社交媒体传播效果分析，基于５月１０日—６月１０日的数据监

控，“ＣＧＴＮ”相关 内 容 在 脸 书 上 获 得３５１９１条 的 发 布 及 转 发，推 特 上 有４２１５
条；“刘欣”相关内 容 在 脸 书 上 获 得１６２８３条 的 发 布 及 转 发，推 特 上 有５０４条。

同时两项相关内容在Ｒｅｄｄｉｔ社区里有超过上百条发帖评论。

（五）全球媒体报道内容分析

在此次相关“刘欣”的国际媒体报道中，同时出现相关频度最高的十个关键

词分别如表３所示：

表３　全球媒体提到“刘欣（Ｌｉｕ　Ｘｉｎ）”的报道的其他关键词（Ｃｉｓｉｏｎ数据）

高频词 频次

１ 翠西·里根（Ｔｒｉｓｈ　Ｒｅｇａｎ） １０３８

２ 美国福克斯电视台（Ｆｏｘ） １０３４

３ 辩论（Ｄｅｂａｔｅ） ７４９

４ 贸易战（Ｔｒａｄｅ　ｗａｒ） ５６９

５ 国家媒体／官方媒体（Ｓｔａｔｅ　ｍｅｄｉａ） ４１２

６ 知识产权（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３９３

７ 特朗普（Ｔｒｕｍｐ） ３６９

８ 关税（Ｔａｒｉｆｆ） ２９０

９ 习主席（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Ｘｉ） １５６

１０ 知识产权窃取（Ｔｈｅｆ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９

　　注：统计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６月１０日

根据Ｃｉｓｉｏｎ通过大数据计算对词频分析和情感分析，涉及“刘欣”相关报道

的情感，媒体整体报道比较“中性客观”的达到７５％，积极正面达到８％，负面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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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为１７％（图６），这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近一年来涉华报道整体的负面情绪

中表现亮眼，是一次难得的翻转。国际受众从情绪上对两位女主播从对抗变为

对话，尤其是刘欣敢于在外方客场在“遭遇战”的情况下“欣然迎战”给予了相当

的冷静客观的关注。

图６　全球媒体“刘欣”相关报道情感分析（Ｃｉｓｉｏｎ数据）

注：统计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６月１０日

国际媒体报道高频词前十位分别是对话的另一方即美方主播翠西·里根

和中方主播刘欣供职的媒体机构、此次对话的模式———“辩论”、对话的主题背

景“贸易战＋关税”和两国的首脑。能够看出这一媒介事件之所以令人瞩目，跟

背后所依靠的自带巨大流量的中美两国元首以及重大政治经济热点———中美

贸易战和关税谈判这样的硬话题不可分割。如果说在以往的重大事件发生时，

国际受众习惯了中国对外只能听到一个统一的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声音，

此次中美主播跨洋 对 话，从 形 式 和 内 容 都 让 国 际 受 众 看 到 了 更 具 个 性 化 的 形

象，听到更个性化的阐述。

在排名前十的高频词中出现了两个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高频词，分别是第六

位“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和第十位的“ｔｈｅｆ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后者作为

美国总统以及美国社会在各个媒体报道中经常提及的主要“诟病”，出现在高频

词前十位中不令人意外，这也是翠西·里根在对话提问中所预设好的议题，但

是值得关注的是，有 关“知 识 产 权”这 一 话 题，全 球 媒 体 首 先 关 注 的 是“知 识 产

权”本身，而加上“窃取”作为前十位关联词中唯一一个带有负面情绪的词，位列

第十，且频次只有９。这一差距表明，有关这项为美国总统及代表其阵营的媒体

营造的负面话题并未按照其规划的脚本进行，全球媒体对此次辩论涉及“知识

产权”进行报道，并未依照美国个别媒体预设的议程来进行定位。这一对话作

为国际媒介事件，引起全球媒体关注的关键词达到基本平衡，基本符合辩论双

方的主角及其背后的机构及大国首脑，使得对辩论或对话本身的报道显得比较

客观、中立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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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此次媒介事件的全球报道例析

如上所言，总体上看全球主流媒体对此次对话给予了中立客观的评价。美

国全国广播公司（ＮＢＣ）在 报 道 中 称，这 次 隔 空 对 话 更 像 是 一 次“礼 貌 的 交 流”

（ｐｏｌｉｔ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也是美国观众得以听到用完美的英语讲述中国故事的一次

机会（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９）。《华盛顿邮报》（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称，中国国家媒体一

直期待参与全球对话并塑造国际话语权，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次辩论在开始

前就取得了胜利（Ｓｈｉｈ，２０１９）。《金 融 时 报》（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提 到 许 多 观 众

抱怨１６分 钟 的 对 话 太 短，觉 得 意 犹 未 尽，并 形 容 这 个 过 程 为“温 和 的（ｓｏｆｔ－

ｓｐｏｋｅｎ），礼貌的（ｐｏｌｉｔｅ）意见交换。”（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２０１９）ＢＢＣ在报道中详

尽描述了两位主播所展现的友好，且将这次互动形容为中美贸易战场外两国主

播“各取所需的 文 雅 辩 论”（ＢＢＣ中 文 网，２０１９－０５－３０）。在 接 受《华 尔 街 日 报》

（Ｗｅｒｎａｕ，２０１９－０５－３０）的采访中，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教授李喜根提道：“这次

对话给予了中国政府一个与美国观众近距离接触的罕见机会，使其有机会直接

面对美国观众呈现自己的叙事。”《联合早报》评论称，刘欣精确地宣传了中国官

方立场，翠西·里根则展现温和姿态并收获名气，双方各有所获。这也体现出

两种不同文化和模式在尽量进行平和、友好的对话中，做到求同存异，为中美处

理贸易战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联合早报》中文网，２０１９－０５－３１）。

《纽约时报》在辩论后发表了评论，其评论认为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奇观，

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使中国可以直接向美国观众展示其观点，并称有专

家认为这次刘欣和翠西的辩论将会帮助中国媒体树立在美国的新形象。评论

文章引用了佐治亚州立大学（Ｇｅｏｒｇｉ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研究中国媒体的全球传

播学专家玛丽亚·雷普尼科娃（Ｍａｒｉａ　Ｒｅｐｎｉｋｏｖａ）：“看到一位说一口流利英语

的中国人，以一种开放和雄辩的方式回答问题，这与大多数美国人习惯认知的

中 国 已 经 大 不 相 同 了，这 将 让 美 国 民 众 看 到 中 国 的 开 放（Ｓｅｅｉｎｇ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ｎ　ｏｐｅｎ　ａｎｄ　ｅｌｏｑｕｅｎｔ　ｗａｙ

ｉ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ａ　ｖｅｒ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ａｎ　ｍｏｓ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ｓｅｅｉｎｇ．）”

（Ｑｉｎ，２０１９）。彭博新闻社评论员在文章中对此次事件进 行 了 解 读，认 为 刘 欣

的目标是为自己说话而不是为她的雇佣 机 构 说 话，并 且 朴 实 地 将 此 次 对 话 的

目标定位为“建立美国和中国民众之间的理解，而不是一味地寻求优势和上风”

（Ｈｅｒ　ｇｏａｌ　ｗａ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Ｓ．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ｇａ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ｈａｎｄ）（Ｂｏ　＆Ｂｒｏｗｎｅ，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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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综合以上媒体观点，此次“跨洋对话”作为媒介事件的仪式意义远远大于内

容本身。打 破 西 方 的 刻 板 印 象———“中 国 是 个 黑 匣 子（Ｂｌａｃｋ　Ｂｏｘ）”（Ｌｕｏ　＆
Ｒｉｃｈｅｒｉ，２０１２），缺少公开、开 放 的 民 间 声 音。十 年 前，对 北 京 奥 运 的 国 际 传 播

效果进行分析时，专家们总结“中国总是用一个声音发言，就是政治领导人的声

音。西方对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始终知之甚少，渴望知晓却又感觉黑箱难以开

启……期 待 用 更 多 元 的 方 式，表 达 多 元 的 声 音———不 论 是 意 见、辩 论 和 争

议……⑧”（Ｌｕｏ　＆Ｒｉｃｈｅｒｉ，２０１２，ｐ．４２８）。此次“对话”开创了一种新的沟通和

听取对方声音的形式。正如刘欣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所说，中美之间的逆差不仅

仅是贸易方面的逆差，更多的是认知的逆差。从美国女主播翠西·里根的言语

中可以看出，美国社会对中国媒体和中国还存在着很多先入为主的刻板看法。

这一 “辩论”或“跨洋对话”对于美国国内民众了解中国、形成主观印象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在以 西 方 为 主 导 的 国 际 传 播 中，中 国 的 形 象 一 直 被“他 者 化”和

“污名化”；同时，中国的国家传播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自说自话，我们的声

音很难被听到和听懂。十年后的中美主播跨洋对话，在融媒体时代的中国全球

传播历史上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 全球传播效果研究课题组为国内外十余个国家的传播学和中国问题研究国际专

家所建立全球传播智库，为重大舆论议题中的中国全球传播效果提供数据评价

支持和内容传播效 果 分 析。课 题 组 组 长 为 罗 青 教 授，组 员 包 括Ｓｕｓａｎ　Ｂｒｏｗｎｅｌｌ
教授、Ｇｕｉｓｅｐｐｅ　Ｒｉｃｈｅｒｉ教授等，课 题 研 究 从２００８年 北 京 奥 运 全 球 传 播 效 果 比

较研究开始，研究成果陆续发表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ｎｃｉｓ出版社。

② 见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７日《中美主播跨洋对话案例分析研讨会记录》。

③ 本部分引自７月２７日对刘 欣 和 毕 建 录 本 人 的 采 访，部 分 内 容 引 自 梅 焰、毕 建 录

撰写的工作记录《对史上首次中美主播跨洋对话的总结》一文。

④ＢＢＣ原报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ｍ／ｎｅｗｓ／ｗｏｒｌｄ－ａｓｉａ－ｃｈｉｎａ－４１５２３０７３。

刘 欣 在 ＣＧＴＮ《点 到 为 止》的 评 论：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ｃｇｔｎ．ｃｏｍ／ｎｅｗｓ／３４４９６ａ４

ｄ３１５９７ａ６３３３５６６ｄ５４／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ＢＢＣ记者推特对刘欣评论的反馈：

ｈｔｔｐｓ：／／ｍｏｂｉｌｅ．ｔｗｉｔｔｅｒ．ｃｏｍ／ｓｔｅｐｈｅｎｍｃｄｏｎｅｌｌ／ｓｔａｔｕｓ／９２１５９５５６１１１０６８３６４８。

⑤ 参 见 翠 西 · 里 根（Ｔｒｉｓｈ　Ｒｅｇａｎ）节 目（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３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ｆｏｘ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ｏｍ／ｓｈｏｗｓ／ｔｒｉｓｈ－ｒｅｇａｎ－ｐｒｉｍｅｔｉ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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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参 见 刘 欣 推 特（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２—３０日）：ｈｔｔｐｓ：／／ｔｗｉｔｔｅｒ．ｃｏｍ／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ｗｉｔｈｌｘ／

ｓｔａｔｕｓ／１１３１８９６１０２０９６００７１６８？ｓ＝１２。

⑦ 引自湖南大学舆情研究所《中 美 女 主 播 跨 洋 对 话 事 件 境 外 社 交 网 络 舆 情 简 报》，

简报主持：阳美燕。

⑧ 原 文 为：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ｒｉｎｇ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ｆｒｏｍ　１２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ｓ　ｗｅ

ｉｎｖｉｔ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ｔｏ　ｏｆｆｅｒ　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Ｃｈｉｎａ　ｓｐｅａｋｓ　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ｖｏｉｃｅ，ｔｈａｔ　ｏｆ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ｗｅ　ｃａｎ　ｇｕｅｓ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ａｎ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ｏｐｉｎｉｏｎ，ｄｅｂ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ｕｔ　ｗｅ　ｋｎｏｗ　ｌｉｔｔｌｅ　ａｂｏｕｔ　ｗｈａｔ　ｉｓ　ｇｏｉｎｇ　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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