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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诞生以来，一直将其国际形象传播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来

抓，在极端恶劣和艰苦的环境里探索出大量宝贵的实践经验，也有一些值得汲取的教训。

考察和总结人民解放军国际形象传播的历史，有利于揭示和把握人民解放军在该项工作中

的特殊规律。

一、战争年代人民军队国际形象传播的摸索期

从1927年人民军队诞生到新中国建立的20余年间，因传播力量和传播经验几乎为零，

人民军队国际形象传播基本处于摸索期。这一时期，以中国军队形象出现在国际社会的主

要是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政府运用手中掌握的政权和宣传机器，对人民军队的国际形象进

行了较为全面的替代传播，使国际社会对人民军队的了解基本通过国民党政府把控的宣

传机器。在这一时期，人民军队被广泛描述为反对政府的“匪军”形象。此时，西方新闻

机构由于大多持有反共观点，又不能实地采访人民军队，因而大都采用国民党中央社的消

息。此外，在意识形态背景下，大部分欧美新闻媒体也不愿刊载反映人民军队正面形象的

新闻报道。例如，1947年底美国知名记者杰克·贝尔登从华北解放区返回北平后，曾给美

国一家全国性杂志投了两篇稿子，客观报道了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实情。该杂志立刻买下

了这两篇稿子，并在来信中称“写得好极了”。但在当时美国国内一片反共的气氛中，该

杂志的发行人横加干预，不许刊登这两篇文章，并指责贝尔登赞同“暴乱行为”①。

这一时期，人民军队实施国际形象传播的方式主要有以下3种：1、在海外创办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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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底，中国共产党在美国旧金山创办了《先

锋报》，经常刊载中国工农红军和国内革命斗争

的消息。如1934年5月1日的第118期头版头条，

就转载了瑞金《红色中华》关于红军攻占归化、

永安两城的消息。抗日战争爆发后，《先锋报》

主要报道国内军民积极抗日的事迹。这一时期，

中共还在法国巴黎创办了《救国报》（1935年

12月9日改名为《救国时报》），也积极对外宣

传了红军的实际情况。2、邀请外国记者采访。

1936年6月，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深入陕

甘宁边区进行新闻采访，将其所见所闻汇编成

册，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美国《星期

六晚邮报》、英国《每日先驱导报》均陆续刊登

了斯诺采制的报道和照片，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此后，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军队相继邀请和接受了斯特朗、史沫特莱、窦

登、杜尔亭、费希等多位外国记者的采访。这些

记者先后出版了《打回老家去》、《中国在抗战

中》、《中国的双星》等多部新闻著作，向外界

较为全面客观地报道了人民军队的实际情况。3、

向海外投递新闻稿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

党在海外创办了香港中国通讯社、国际新闻供应

社、国际新闻社等。中文稿件寄给海外华侨报刊

和社团，外文稿件则寄给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友

人。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军国际形象传

播的发展期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人民解放军国际形象传

播的平台和组织实施都有了较为长足的发展，其

国际形象传播进入稳步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

以欧美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在冷战背景下，将人民

解放军扭曲为“中国鬼子”、“赤色匪群”①的

形象。因而“赤匪中国”也成为部分反华西方人

士眼中的中国形象。例如，美国在1968年的一次

民意测验中，中国在所有国家中被喜欢的程度排

在最末，其形象是“无知、好战、狡猾和背信弃

义”②。在报道朝鲜战争时，美国报纸杂志反复使

用的词汇是：“红色中国的游牧民”正在屠杀美

国人。这一时期，人民军队国际形象传播主要集

中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实施国际形象传播的方式

主要在于突破西方的舆论封锁。

（一）“借地说话”——利用国际政治舞台

为外媒设置议程。联合国等国际政治舞台历来备

受媒体关注，也是传播人民解放军形象的重要阵

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政府突破重重阻

力，积极主动地利用联合国等国际政治舞台发

声，通过有力的议程设置，不断在欧美等主要国

家直接传播、塑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国际形象。

195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伍修权

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在会上控诉美国侵略台

湾和朝鲜的罪行，引起美国主要报刊关注；1952

年3月29日又派郭沫若参加在奥斯陆举行的世界

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在会上就美军进行的细

菌战作了详细的报告，有力揭露了美军的卑劣行

径。

（二）“借船出海”——利用国际组织影响

外媒的报道焦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了克服

新中国国际传播能力较弱的困难，尽量将能够反

映志愿军情况的真实信息直接传递给国外受众，

中国政府常常邀请各种国际组织到新中国来进行

实地参观考察。这些国际组织在获知真相回国

后，往往能够秉笔直书，将有利于志愿军的舆论

信息带回本国，进而在国际社会中形成有利于志

愿军的舆论氛围。为揭露和战胜美军的细菌战，

1952年3月，新中国积极促成了由奥地利法学家

布兰德魏纳率领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

团，到中国东北和朝鲜各地进行考查。1952年6

月，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

① [美]肯尼思·休梅克著，郑志宁、黄际英、高二音、简

明译：《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17～18页，长春，吉林文

史出版社，1989。

② 王珏：《权力与声誉——对中国在美国国家形象及其

构建的研究》，63页，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博士学位论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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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

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在中国实地调查后发

表报告，进一步证实了美国军队使用细菌武器的

罪行。揭露美军细菌战罪行的舆论宣传在美国以

及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强大的舆论攻势在

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联合国军”第二任总司令李

奇微的下台。

（三）“借梯登高”——利用友党友国传媒

实施替代传播。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新中国的宣

传品很难直接在欧美等国传播。为了克服这一困

难，中国政府巧妙取得各国特别是一些国家的兄

弟党、进步党派、进步团体以及进步人士的协

助，通过迂回传播的渠道突破舆论封锁，使塑造

志愿军正面形象的舆论信息不断与欧美公众直接

见面。其主要方法如下：1、借助友好党派的传播

媒介实施迂回传播，如美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

的《工人日报》、美国进步党的《民族保卫报》

等都曾大量刊登志愿军提供的新闻和宣传材料。

2、借助友好国家的宣传机构实施迂回传播，如志

愿军除在北京电台与朝鲜的平壤电台广播俘虏录

音外，还将录音材料选送到柏林和布拉格的电台

去广播，借以弥补新中国全球广播能力较差的缺

陷。

（四）“借口发声”——利用战俘通信对外

媒实施形象传播。战俘一直是贯穿抗美援朝战争

中的重要政治问题，也一直是双方实施形象博弈

的焦点。为了进一步做好舆论方面的斗争，志愿

军巧妙地抓住了战俘与美国和英国社会的密切联

系，以国际公约允许战俘和家人通信的惯例为基

础，对美国和英国媒体进行了有效的舆论渗透。

志愿军通过对外国战俘实施思想教育，引导其正

确认识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本质，动员外国战俘

结合亲身经历自愿撰写文章、书写家信。战俘们

撰写的文章成为志愿军国际宣传的重要材料，有

些甚至成为外国媒体刊登的重要内容。战俘们书

写的大量家信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战俘家属后，

引发了美国和英国社会普遍的反战浪潮。一个英

国战俘家属在3个星期内征集到大量公众的签名，

并将请愿书送给杜鲁门。

三、“文革”时期人民解放军国际形象传播

的失衡期

“文革”期间，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

正常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国际形象传播在度的

把握上失去了平衡，进入一个失衡期。这一时期

的人民解放军国际形象传播可以从军事和政治两

个层面进行考察。第一，在军事方面，因为面临

严重的安全威胁，国家宣传机构以“早打、大

打、打核战争”思想为背景，全力传播了人民解

放军积极备战、随时准备打仗的战斗形象。这一

时期在国际社会中广泛传播的人民解放军不畏

战、时刻准备战斗的形象，有利于慑止美国和苏

联进一步的挑衅行为，从而起到避免爆发大规模

武装冲突甚至是核战争的作用。但由于受“左”

的思想影响，在某些宣传方式和手法上有些过于

激烈，容易给国际社会造成人民解放军“好战”

的错误认知。第二，在政治方面，受国内政治形

势影响，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手拿语录本的狂热

政治形象在世界广为流传，影响深远，甚至至今

仍然可以从反映人民解放军的外国影视剧作品中

寻找到文革时期的影子。“政治狂热”的军人和

军队形象使人民解放军被国际社会广泛认知为

“缺乏理性”和“好战”的负面形象。此外，红

卫兵身着军装从事的一些狂暴行为也在国外媒体

中广为传播，如北京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政治

极端行为等等，也有损人民解放军的国际形象。

四、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解放军国际形象传播

的博弈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人民解

放军建设进入一个新时期。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

的国际形象经历了由“良好”到“不良”再到

“好坏参半”的变化过程。20世纪70年代，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自尼克松访华之后，因为国际

形势的变化，开始重新看待中国的建设和发展。

人民解放军的国际形象随着国家的总体形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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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现了好转的趋势。“乒乓外交”使长期被扭

曲为“邪恶形象”的中国在国际上有了新的正面

形象。到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公众对中国的热

情达到高峰，中国被认为是正在自豪地追求财富

和竭力摆脱前30年教条主义的国家。有调查显

示，1985年有71％的美国公众对中国持积极的印

象。1989年以后，中美关系迅速恶化，以欧美为

主的西方世界再度开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

人民解放军进行“妖魔化”宣传。进入新世纪以

后，随着中国大国地位的不断巩固，人民解放军

国际形象转变为“好坏参半”的复合型形象。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飞速发展

以及对国际形象传播的不断重视，人民解放军国

际形象传播逐步改变了被动矫正的不利局面，开

始转入主动博弈的新时期。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

国际形象传播主要取得以下进步。一是国际形象

传播的策略手段更加灵活多样。在1998年的抗洪

抢险、2008年的汶川抗震救灾中，人民解放军积

极向国际社会开放采访。国防部设立新闻发言人

制度，及时发布信息，通过增强透明度有效地促

进人民解放军正面国际形象的传播。在手段方

面，除了进一步加强对大众传媒的使用，近年

来，人民解放军还积极通过军事外交、跨国军事

演习、军事文化交流等多样手段，为自身国际形

象传播开辟新路。二是国际形象传播的领导体制

得以建立和完善。2006年，胡锦涛做出关于“三

个如何”（ 即：如何塑造我军形象，如何运用

好舆论武器，如何增强我军“软实力”）的重要

批示，为新形势下加强军事外宣工作指明方向。

中央军委专门研究加强和改进军事外宣工作，并

制定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军事对外宣传工作意

见》，对新形势下的军事外宣工作进行全面规划

和总体部署，明确四总部在军事外宣工作中的职

责分工；成立全军对外宣传工作领导小组，组建

总政治部宣传部对外宣传局，专门负责领导和协

调人民解放军对外宣传事务；此外还充实完善军

地外宣协调机制，进一步明确人民解放军对外宣

传工作的军地合作方法和协调机制。三是国际形

象传播的能力建设取得较大跃升。经过多年建

设，人民解放军对外宣传媒体建设已经取得较大

的进步。人民解放军不仅在部分中央媒体设立军

事部和开设节目，而且拥有《解放军报》等17家

报纸，200多种期刊。人民解放军对外宣传门户网

站中国军网和中国国防部网站相继上线，点击率

和影响力都在不断提升。军事外宣的专门人才也

依托相关院校在加紧培养和训练。

五、人民解放军国际形象传播的历史经验

与欧美军队利用现代传播手段粉饰国际形象

的外向型模式不同，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的国际

形象传播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内向型的特征——通

过不断完善自身形象而实现对国际社会的辐射和

渗透。

（一）真实过硬的自身形象是人民解放军形

象传播的重要基础。过硬的自身形象是人民解放

军国际形象传播的优良“源像”。早在革命战争

时期，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到“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以及毛泽东根据全局大势和战略任务

先后提出的“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们是抗

日的队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口号，

既是对人民军队纪律和思想政治建设的具体要

求，也是对其自身形象建设的基本要求。在这种

形象建设原则下，人民解放军极大地体现出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所特有的服务人民、英勇

善战、秋毫无犯等一系列光辉形象，不仅赢得了

全国人民对人民解放军的信任，也赢得了国际社

会的认可和支援。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解放

军更是视形象为生命。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拒腐

蚀，永不沾”形象、硬骨头六连的“硬骨头”形

象、第38军扬名朝鲜的“万岁军”形象都在国内

各界获得广泛的认可。军人甚至作为全国道德模

范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和赞扬。进入新时期以

来，注重自身形象建设更加成为提高人民解放军

形象传播的重要原则。以驻港部队为例，自1997

年7月1日进驻香港以来一直将“形象重于生命”

作为加强自身建设和对外展示的重要内容。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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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坚持每月一堂法制教育课，不断增强官兵的

法纪观念。为尊重香港市民的知情权，驻港部队

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不定期向香港市民通报部

队情况。部队舰船出海、飞机升空均按法律程序

提前向特区有关部门通告。部队组织实弹射击，

提前半个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宪报》上刊

登公告。“解放军年年参加植树造林”、“解放

军为香港义务献血”、“军车给蟒蛇让路”等事

迹被香港媒体和市民传为佳话。为适应香港市民

晚睡早起的生活规律，不影响市民休息，部队规

定所有营区出操不吹军号，跑步不喊口号。一

次，香港市民自发地组织一个“暗访团”，对驻

军的各个哨位进行观察和评比打分。结果，每个

哨位都是“五星级”。前特首董建华由衷赞叹：

驻港部队不愧为威武文明之师！驻港部队进驻香

港头5年间，香港市民对解放军的满意率由进港初

期的30%上升为93.7%。①过硬的自身形象大大降低

了人民解放军国际形象传播的成本。在革命战争

时期极不平衡的舆论环境下，人民军队传播资源

匮乏，尤其缺乏国际形象传播的渠道，在国际形

象传播方面却成功地做到了“以少胜多”。其中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军队具有过硬的自身形

象。相对于当时的国民党军队需要不断装扮“强

大”和“清廉”，人民军队只需将活生生的事实

传播出去即可奏效，因而形象传播的成本被大大

降低。

（二）灵活主动的军事对外宣传工作是人民

解放军形象传播的重要手段。1929年12月，在福

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的中共红4军第9次代表大会

是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古田会议

对人民军队外宣工作提出了许多具体明确的要

求，其中“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在《古田会议

决议》中不仅单列成为第4部分，而且所占篇幅

最长、字数最多。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中，人民军队一如既往地重视对外宣传工作，积极

展开宣传攻势，有效地扩大了军事斗争的成果。

人民军队的真实形象是对外宣传工作的主要

内容。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对外宣传工具既

缺乏又落后，舆论斗争处于“敌强我弱”的状

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军队的对外宣传仍然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对

于敌军需要采用涂脂抹粉式的对外宣传，人民军

队只需据实传播。进入新世纪以来，坚持以真实

形象示人同样是人民解放军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

原则。以达尔富尔问题为例，当达尔富尔问题成

为西方攻击中国的一个焦点话题时，中国有关部

门先后3次组织40多家中外媒体的80多名记者，

对中国赴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维和部队训练和执行

任务情况进行开放式采访。这些记者报道了中国

维和官兵如何学习国际相关法规、如何熟悉维和

地区宗教习俗，以及如何掌握与其他国家维和部

队友好协作相处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报道被国内

外媒体迅速传播，有效展示了中国维和部队的真

实而良好的形象，有力反驳了西方敌对势力对中

国的污蔑和攻击。灵活的传播策略是人民解放军

对外宣传工作效果的保证。人民解放军对外宣传

工作长期处于“弱对强”的“不对称”舆论态势

下，这更加要求对外形象传播要坚持灵活的策

略，以突破不友好力量的舆论封锁，使人民解放

军对外宣传工作产生最大的舆论影响。这些灵活

的传播策略有效地向世界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性质和宗旨，真实地反映其实际情况，为人民解

放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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