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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视阈下的中国形象

———以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来华旅行者为中心的考察

王素君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　 ２１３００１］

摘　 要：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 为重塑西方国家的中国形象， 拓展外交关系， 中国国际旅行社吸

引和接待了众多西方国家旅行者来华旅行。 西方国家来华旅行者的数量、 国别、 意识形态、 旅行诉求

随着中国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 西方旅行者普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建设成就、 社

会制度、 人民精神面貌、 旅行接待表示赞扬， 改变了他们来华旅行前基于西方国家对华扭曲宣传所形

成的对中国的怀疑和误解。 西方旅行者回国后， 纷纷基于自身真实旅行体验重塑中国正面形象， 为西

方世界了解中国、 促进东西方往来开辟了一条富有成效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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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形象 “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

对于国家本身、 国家行为、 国家的各项活动以

及成果所给予的评价和认定”，①是一个 “结构

十分明确的信息资本”。② 国家形象不仅包括本

国民众对该国的评价或认定， 还包括其他国家

政府和人民对该国的评价、 态度或印象。 其中

后者更为重要。 正如汉斯·摩根索指出的： “别

人对我们的看法同我们的实际情形一样重要。

正是我们在他人 ‘心境’ 中的形象， 而不是我

们本来的样子， 决定了我们社会中的身份和地

位。”③良好、 积极的国家形象对一个国家在国

际社会顺利实施政治功能、 外交功能和商业功

能、 文化功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 中国的国家形象研究已成为学界关

注的一大热点。 已有成果多是从小说、 旅行札

记、 影视纪录片等方面对中国形象加以研究，

而从西方来华旅行者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形象的

成果暂付阙如。 本文拟根据江苏省档案馆所藏

档案及相关史料来探究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

来华旅行者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并揭示组织外

国人来华旅行作为外交工作的一部分和对外宣

传的窗口在塑造中国国家形象中所起的作用。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中国国家形象是复杂而多元的， 从大历史

的角度来看， 中国在西方的国家形象分为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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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乌托邦化的国家形象时期

（１７５０ 年前）， 中国在西方的总体形象是正面

的。 在这个时期， 西方人从物质、 制度、 观念

三个层面不断美化中国， 比如 《马可·波罗游

记》 一书中对中国的描述是华丽的建筑、 先进

的交通设施、 繁华的城市、 充满魅力的文化等，

给欧洲人呈现了一个繁荣与文明的中国形象，

中国成了西方社会所向往的 “富裕、 智慧的异

域乌托邦”； 第二个时期是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形

象时期 （１７５０ 年—１９ 世纪末）， 中国形象以负

面为主。 这一时期大多数西方人， “从英国、 法

国、 德国到俄罗斯、 美国， 从传教士、 哲学家

到一般商人、 水手、 士兵” 对中国的印象都是

负面的， 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一落千丈。① 特别

是鸦片战争后， 中国在西方的形象是 “腐败、

贫穷、 落后、 专制、 独裁、 愚昧、 奴性……”；

第三个时期是 ２０ 世纪上半期， 这一时期西方对

中国形象的认知又重归正面。 实际上， 这一时

期的中国是一个积贫积弱、 多灾多难、 饱受欺

凌的中国。 然而这一时期中国在西方的形象总

体趋于正面， 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对华的政治

策略而并非中国的现实。②

１９４９ 年后， 美国塑造的中国形象在西方国

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甚至影响了整个世界。③

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 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持敌视

和遏制的态度， 采取政治上孤立、 军事上包围

和经济上封锁的手段， 试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

篮里。 出于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的考虑， 新中

国不得不实行 “一边倒” 的外交政策， 倒向以

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中美两国从此

决裂。

为阻止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 美国之音、

自由欧洲电台、 自由亚洲电台、 《时代》 周刊

等西方媒体持续对国内外民众进行反华宣传。

美国新闻杂志 《时代》 周刊在 １９４９ 年后很长一

段时间基本上是通过讽刺漫画、 负面新闻来报

道共产党执政下的新中国的。④ “美国之音” 更

是一天 ２４ 小时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 在美国媒

体的宣传中， 新中国是一个好战、 危险、 独裁、

贫穷、 暴力、 专制、 神秘和可怕的国家， 中国

的国家形象被完全扭曲和丑化。 史景迁用一句

话概括了当时西方中国形象研究中的一个根本

性问题， 他说： “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是不受中

国的历史现实左右的。”⑤ 由于长期受反华宣传

的影响， 西方社会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存

在不少怀疑和误解。 就连一向对中国怀有好感

的赛珍珠， 也由于受西方主流媒体恶意宣传的

影响而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持疑惧和排斥的

态度。⑥

西方塑造的扭曲邪恶的中国形象给中国的

外交事业带来了很大阻碍， 很多国家对与中国

发展外交关系有所顾虑。 到 １９５４ 年， 与中国建

交的国家仅有 １９ 个， 主要是苏联及其他社会主

义国家。

如何争取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接受和认同，

重塑新中国的国家形象， 打开外交局面， 同国

际社会进行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成为摆在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向国际社会宣传新中国， 增进中国与

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除了正式外

交活动外， 中国政府还积极推动民间外交工作。

如建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 全国青联、 全国妇

女联合会、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委员会、 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 中国国际

旅行社等一系列组织和机构来开展民间外交。

国际旅行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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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外交的一部分。 １９５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 中国国

际旅行社总社在北京成立， 并在天津、 上海、

南京、 杭州、 广州、 南宁、 武汉、 沈阳、 哈尔

滨、 安东、 满洲里、 大连等 １２ 个城市设立了分

社。 至 １９６６ 年， 中国国际旅行社在各地共创办

了 ４６ 个分、 支社。① 中国国际旅行社不仅承担

着外宾和外国自费旅行者的吃、 住、 行、 游等

事务性的工作， 还承担着向外宾和外国旅行者

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

真实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任务。 １９５６ 年在匈牙

利召开的社会主义各国旅行社代表会议的公报

曾经指出： “旅行事业是扩大文化交流， 密切各

国人民之间的关系， 确立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

和巩固友谊的重要工具。”② 国际旅行为世界各

国人民了解新中国打开了窗口。

二、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旅行者

来华旅行的概况　 　 　 　

　 　 １９５４ 年 ４ 月， 中国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

加了日内瓦会议。 次年， 中国又参加了万隆会

议。 两次会议后， 中国的国际声誉逐渐扩大，

许多外国人希望通过来华旅行了解社会主义新

中国。 为了改善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 中国

政府邀请或批准了一些外国人来华旅行。 １９５５

年之前来华旅行的各国参观访问团成员基本上

属于政府邀请性质的外宾。 １９５７ 年， 中国国际

旅行社开始同西方国家建立业务联系， 尽管当

时中国政府在原则上采取 “同西方不积极主动

发展业务往来的方针”， 但事实上 １９５７ 年是改

革开放前中国同西方旅行业务关系建立最广泛

的一年。 据统计， １９５７ 年中国国际旅行社与 ２３

个资本主义国家共计 １１４ 个旅行社建立了业务

联系。③ １９５８ 年和 １９５９ 年又陆续和很多西方国

际旅行社建立了业务联系。

１９５７ 年中国国际旅行社开始接待西方国家

自费旅行者。 １９５７ 年至 １９５９ 年三年共接待了

１２ 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自费旅行者 ２９４ 人 （不通

过外国旅行社来华的旅行者除外）， 具体情况如

表 １ 所示。

表 １　 １９５７—１９５９ 年接待资本主义国家自费旅行者统计表

国别 法国 瑞典 西德 加拿大 英国 比利时 意大利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印度 墨西哥 智利 合计

人数 １７８ ３８ ２２ １８ ９ ８ ３ ３ １ ６ ５ ３ ２９４

比例 ６０％ ３５％ ５％ １００％

资料来源： 根据 《总社同资本主义国家业务往来关系概况》 整理，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３ － ００１３ 。

　 　 由上表可见， １９５７—１９５９ 三年间来华的资

本主义国家旅行者以法国旅行者居多， 占旅行

者总人数的 ６０％ ； 其他西方国家旅行者占

３５％ ； 民族主义国家旅行者只有 １４ 人， 仅占总

人数的 ５％ 。④ 而同期接待的苏联及东欧社会主

义国家的旅行者则占到总接待人数的 ９５％

以上。

从总体来看， １９６０ 年以前中国国际旅行社

严格执行 “一边倒” 的外交政策， 接待的旅行

者主要来自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是最主要的旅

行者来源国。 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决定了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来华自费旅行者较少。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 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以及中国发生三年

自然灾害等原因， 中国政府有意识地减少来华

旅行者人数， 来华的外国旅行者数量大幅减少。

１９６１ 年至 １９６３ 年， 每年接待的自费旅行者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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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千人左右。① 如 １９６３ 年中国国际旅行社接

待了各国自费旅行者共 ８２ 批 １１３６ 人。② 这一时

期， 社会主义国家来华的自费旅行者数量明显

减少， 资本主义国家的旅行者数量在悄然上升。

特别是 １９６３ 年， 西方国家的旅行者数量增加明

显。 这一变化从中国国际旅行社南京分社接待

的外国旅行者情况可见一斑 （见表 ２）。

表 ２　 １９６１—１９６３ 年国旅南京分社接待外国旅行者统计表

年份
苏联、 东欧

社会主义国家

拉美、 亚

民族主义国家
西方国家 日本 总计

１９６１ 年 ３９ 批 ６５２ 人 １０ 批 ４８ 人 １３ 批 ５９ 人 ０ ０ ７５９ 人

１９６２ 年 ４０ 批 ５０４ 人 ６ 批 １４ 人 ２１ 批 ６５ 人 ０ ０ ５８３ 人

１９６３ 年 ２２ 批 ３１６ 人 ２ 批 ４ 人 ３２ 批 １０８ 人 ５ 批 １３４ 人 ５６２ 人

　 　 资料来源： 根据 《历年来旅行社接待外宾统计数字》 整理，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２ － ００３３。

　 　 由上表可知， １９６３ 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

华自费旅行者数量所占比重明显增加。 １９５６ 年

至 １９６２ 年资本主义国家来华自费旅行者人数一

般仅占接待总人数的 ５％ 左右， 最高年份也仅

占 ８. ８％ ， 而 １９６３ 年资本主义国家来华旅行人

数占总人数的比重迅速上升到 ３９. ８％ 。③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至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 １ 日， 周

总理成功访问了亚、 非、 欧 １４ 国， 极大地拓展

了中国的外交关系。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 ２７ 日， 中法建

交， 标志着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有了重大突

破。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 中国与巴基斯坦通航， 中巴

通航架起了中国同西方往来的桥梁， 便利了西

方国家旅行者来华旅行。 这一系列的外交活动

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 也为中国国际旅

游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１９６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 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成立， 负责全国

旅游业的管理工作， 旅游业开始步入正轨。 正

当中国准备大量接待西方国家旅行者时， 日本

政府宣布放开对国民出国旅游的限制。④ 自

１９６４ 年起， “国旅总社与上百家外国 （主要是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 旅行社建立了代理

关系或业务关系， 接待总人数显著增加”。 据统

计， １９６５ 年， 外国来华自费旅行者比 １９６４ 年翻

了近两番， 达到 １２８７７ 人， 创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来中国接待外国自费旅行者的最高纪录。

全国共接待 ３８ 个国家的综合服务自费旅行者

５３１ 批 ４５１９ 人， 其中资本主义国家旅行者 ４９８

批 ３９１５ 人， 比 １９６４ 年增加 ３６１. ６％ ， 比 １９５７

年至 １９６４ 年 ８ 年接待的资本主义国家旅行者人

数的总和还多一倍， 占当年综合服务自费旅行

者总数的 ８６. ６％ ， 资本主义国家自费旅行者人

数已远远超过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和东欧国家

的自费旅行者所占比例已微乎其微。 至此， 中

国国际旅行社的接待对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由接待社会主义国家自费旅行者为主转为以接

待资本主义国家自费旅行者为主。⑤

从总体来看， 西方来华旅行者可以分为两

类： 一类是根据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同西方国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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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编： 《辉煌 ５０ 年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简史》， 第 ４０ 页。
其中来自苏联、 民主德国、 罗马尼亚、 蒙古的 ３４ 批 ６６４ 人 （苏联 １１ 批 ２３６ 人， 民主德国 １７ 批 ３２３ 人， 波兰 ４ 批 ７６ 人，

蒙古 １ 批 １７ 人， 罗马尼亚 １ 批 １２ 人）， 来自朝鲜的 １ 批 ２０ 人， 资本主义国家 ４７ 批 ４５２ 人 （法国 ７ 批 ６５ 人， 意大利 １ 批 ４ 人， 英

国 ５ 批 ２９ 人， 瑞典 ３ 批 ３９ 人， 瑞士 ３ 批 ３２ 人， 比利时 ２ 批 ９ 人， 新西兰 ３ 批 ５ 人， 加拿大 ４ 批 ５ 人， 奥地利 １ 人， 澳大利亚 ７ 批

３３ 人， 巴基斯坦 １ 批 １ 人， 日本 ４ 批 ２０７ 人， 阿根廷 ２ 批 ３ 人， 巴西 １ 批 ４ 人， 墨西哥 ３ 批 １６ 人）。 见 《一九六三年接待外国自费

旅行者工作中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宣传的经验总结》，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２ － ００４２。
这里的统计数字仅是与总社达成协议、 采取综合服务的自费旅行者， 大量零星旅行者并未计入。 见 《袁超俊同志在第四次

全国翻译导游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记录稿）》，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２ － ００５３。
《当代中国》 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当代中国的旅游业》，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第 ２１０ － ２１１ 页。
《当代中国》 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当代中国的旅游业》， 第 ２１１ － ２１２ 页。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突出政治， 促进思想革

命化———张雨同志在第五次全国翻译导游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２ － ００６９。



家国际旅行社签订的协议组织来华的旅行团

（成批）。 这类旅行者占多数， 其成分十分广

泛， 包括各个阶层、 各种职业、 各种身份的人；

另一类是个人通过外交手续申请而来的零星自

费旅行者， 这类人占少数， 主要是西方国家使

领馆人员、 记者、 留学生以及商人等。 这些自

费旅行者不同于邀请的外宾， 由于是自费来中

国旅行， 故对游览参观和生活方面的要求较高。

他们在交往礼节和生活上比较随意， 认为花了

钱， 就应该 “如他们的意”， 对经济费用较计

较。① 以 １９６４ 年法国达罗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

为例 （见表 ３）：

表 ３　 法国达罗旅行社旅行者名单 （１９６４ 年）

序号 姓名 国籍 性别 年龄 懂哪国语言 职业 备注

１ 巴耳迪先生 法国 男 ６９ 法 总经理 法国著名银行家

２ 巴耳迪夫人 法国 女 ５７ 法
１９３３—１９４８

外科助手护士
—

３ 莫罗 法国 男 ７０ 法、 英、 德 退休 曾为食品公司职员

４ 莫罗·内雷 法国 男 ７２ 法、 英
曾在里昂借贷银行

工作， 为法律学士

法国最大银行

名誉主席

５ 佩凯耳 法国 男 ６８ 法、 英、 德 退休银行家
法律博士， 在巴黎有自

己的兑换银行

６ 德·泽斯特勒 法国 男 ６２ 法、 英 波尔多渔场经理

已旅行过全世界， 法国

最大鳘鱼渔船主， 生产

法国 ８０％的鳘鱼

７ 肖拉先生 法国 男 ５９ 法 大磨坊厂总经理 法国最大磨坊厂主

８ 肖拉夫人 法国 女 ５９ 法 无 与序号 ７ 为夫妻

９ 朱潘 法国 男 ６２ 法、 德 退休工程师 —

１０
德·瓦萨尔·

当代尼
法国 女 ６８

法、 英、
德、 西

无
丈夫为巴黎一家大旅馆

工作人员

１１
旺·卡佩耳德·

普雷蒙
法国 女 ２９

法、 英、
德、 西

无

法律、 商业专科毕业，
丈夫为农民， 与序号

１０ 为母女

１２ 奥歇先生

原籍阿根

廷， １９４７
年入法籍

男 ７０ 法、 英、 西 工程师

巴黎工艺学校毕业， 曾

为南美财政工业商行管

理员

１３ 奥歇先生

原籍阿根

廷， １９４７
年入法籍

男 ３８ 法、 英、 西 总经理 与序号 １２ 为父子

１４ 桑苏斯先生 法国 男 — 法 药剂师
对艺术感兴趣， 欲看名

胜古迹、 城市生活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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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５７ 年工作总结》，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１ － ０００３。



续　 表

序号 姓名 国籍 性别 年龄 懂哪国语言 职业 备注

１５ 桑苏斯夫人 法国 女 — 法 医生 与序号 １４ 为夫妻

１６ 果丹 比利时 男 — 法 铁路工程师 —

１７ 卡慕利 法国 男 ５３ 英 内务部工作 —

１８
德拉普拉斯

絮扎恩
法国 女 ７１ 英 助理医生

曾经是巴黎医院助理医

生， 现任旅馆医生

１９ 皮纳尔德·保尔 法国 男 ７４ 英、 德 已退休

１９１９—１９４８ 年 曾 任 法

国电器公司北部电器公

司总秘书， 现退休

２０ 勒翁多布耳玛丽 法国 女 ７２ 英 无 —

２１
杜·阿耳古埃

特·埃累纳
法国 女 ４８ 英 无 与序号 ２０ 为母女

２２ 卡慕利夫人 法国 女 ５７ 法、 英
１９５４ 年后为达罗

旅行社主任

领队， 曾多次来华， 序

号 １７ 系其丈夫

注： 该批旅行者均信仰天主教

　 　 资料来源： 《法国达罗旅行社旅行者名单》，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２ － ００４５。

　 　 由上表可见， 这批旅行者中有法国著名的

银行家、 大磨坊总经理等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数

人， 也有医生、 工程师、 内务部工作人员等，

其中 ２２ 号卡慕利夫人曾多次担任领队来过中

国。 旅行者中资产阶级中上层人物居多， 对生

活要求较高。

大多数西方旅行者对中国怀有友好的感情，

但由于他们对中国缺乏了解， 再加上西方特别

是美国的各种反华宣传， 很多旅行者对新中国

抱有各种误解和疑虑。 比如怀疑中国无自由，

人民公社 “拆散了家庭” “强迫劳动” “人民生

活很苦” “中国经济螺旋式的下降” 等。 从旅

游目的来看， 这些旅行者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来旅游度假的， 对风景名胜很感兴趣，

对参观工农业项目兴趣不大， 回避谈政治问题，

但在参观活动中很注意人民生活精神面貌， 对

人民公社感兴趣， 此类人占多数； 第二类是一

些思想较开明的高级知识分子或社会地位不高

的教师、 职员等， 对中国虽然有怀疑， 但是愿

意通过旅行了解中国实际情况； 第三类是少数

左派人士。 他们不相信西方对中国的造谣污蔑，

希望了解中国真实情况后回去驳斥西方对中国

的歪曲宣传。 这些人愿意游览， 并主动要求参

观新项目， 了解人民生活实际情况， 发表观感，

谈政治， 还具有不同程度的反美情绪； 第四类

是以旅行者身份搜集中国情报的， 此类旅行者

以使领馆人员、 记者等为最多。①

三、 西方旅行者眼中的新中国

中国国际旅行社本着 “热情友好， 实事求

是、 求同存异” 的方针接待西方旅行者， 行程

安排以游览名胜古迹为主， 并结合他们的兴趣

与特点， 适当安排一些新的项目， 如参观工厂、

人民公社、 学校、 医院、 研究所等， 适时地向

他们宣传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西方旅行者参观的城市有北京、 天津、 南

京、 无锡、 苏州、 上海、 杭州、 广州、 武汉、

沈阳 （含鞍山、 抚顺）、 哈尔滨、 大连、 昆明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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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京分社工作初步总结 （草稿）》，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１ － ００１３。



等十余个。 旅行路线大致有十几条， 全程天数

一般在 １０ ～ ３０ 天。 活动项目涉及参观名胜古

迹、 工业、 农业、 学校、 特种工艺公司、 手工

业生产合作社， 了解社会文教、 社会福利、 宗

教情况等。 除白天游览参观外， 旅行社还组织

旅行者在晚上观看反映中国建设和人民生活的

电影、 戏剧， 以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人民

的美好生活。

在实际参观游览中， 西方旅行者喜欢多看

多问， 所提的问题较多， 范围也较广泛， 归纳

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１. 关于台湾、 西藏

和香港的问题： 对蒋介石的评价， 香港归属，

西藏过去和现在的情况等 ； ２. 关于人民公社问

题： 公社的性质， 入社情况， 管理制度， 分配

原则， 生活福利和教育等； ３. 关于民主党派问

题： 党派及其工作； ４. 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

军队数量， 有无火箭， 何时能制造人造卫星等；

５. 关于宗教问题： 宗教信仰是否自由， 信徒数

量， 中国宗教归属、 前途等； ６. 关于教育问

题： 教育制度， 文盲情况， 业余活动等； ７. 关

于公私合营问题： 公司合营的性质， 对资本家

的改造， 有无外商企业， 外商企业的所有制等；

８. 关于工人工资、 休假、 奖惩制度的问题： 工

资待遇， 休假制度， 奖惩制度等； ９. 关于人民

生活方面的问题： 物质供应， 新旧中国农民生

活变化， 按劳分配， 休假制度， 就业、 失业等；

１０. 关于民主与自由方面： 言论自由， 个性的

自由， 双百方针等； １１. 关于人口的问题： 节

育、 人口增长， 失业、 生活水平是否降低等；

１２. 关于妇女问题： 妇女地位， 离婚现象等。①

西方旅行者对宗教、 民主与自由问题尤为关注。

西方旅行者大多是第一次来中国， 他们深

入中国腹地， 行走于上海、 武汉、 西安、 昆明

等各大城市， 并同各种各样的人交谈， 用一种

陌生的 “他者” 视角记录和感受最真实的中

国。 通过多方观察和体验， 他们真切地感受到

新中国在政治、 经济、 文化与社会生活等方面

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西方旅行者在旅行参观后

所感知的中国形象与来华前对中国形象的认知

形成了巨大反差， 给他们以极大的视觉冲击。

这些人到达中国之后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 “不

可思议” “令人难以置信”。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

展， 中国人民的热情、 友好， 中国风景的优美、

中国国际旅行社接待的细致周密等均给他们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尽管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

的旅行者因兴趣、 目的不同， 观察中国的角度

不同， 因此在华感受不同， 但在以下几方面的

认识却高度一致。

（一） 中国发展速度快， 建设成就大

新中国发生的惊人变化颠覆了很多西方旅

行者对中国的印象， 他们看到： 中国工农业和

文教事业发展很快， 城乡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

荣的景象， 市场货源充足， 商品价格便宜， 人

人丰衣足食， 个个容光焕发。 中国的发展速度

令西方旅行者震惊， 在工业建设、 文教卫生、

城市建设等方面都实现了飞速发展。

中国的建设成就和发展速度给西方旅行者

留下了深刻印象。 英国诗剧女作家勃莱尔离华

后向记者畅谈访华观感， 她说： “这次到东方来

是为了看看印度和中国几年来的转变， 听说世

界有七大奇迹， 但是我却看到了第八奇迹， 那

便是中国的转变。”② 英国厚瑟夫人说： “我看

到了中国国歌中所说的用血肉所铸成的新的长

城”， 认为中国的建设是各方面齐进的， 中国不

仅在长江大桥和十三陵水库的建设上显示了他

的了不起， 就连中国的芭蕾舞也是了不起的。

她看到武汉的整个建设景象后非常受感动， 以

前认为不可相信的事现在都可相信了， 中国人

没有办不到的事。 她批评一些过去来过中国的

英国人回国后所做的报告未能真实地反映中国，

有些是别有用心的歪曲， 有些则由于观察片面，

只看到中国的落后方面， 她表示回国以后一定

要做一个公正的报道者。③ 葡萄牙设计师霍塞讲

述了他对中国的观感： “我在国外听到对中国不

少坏话， 这次亲自来中国看后有以下感想： 首

先， 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 从无到有， １５ 年

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一奇迹。 其次， 中国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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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各国旅行者所提问题汇编》，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２ － ００２４。
《关于中国国际旅行社工作的报告》，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１ － ０００６。
《接待英国厚瑟夫人总结》，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２ － ００１１。



卫生工作做得很好， 到处都很干净。 再次， 中

国小孩都是白白胖胖， 成年人也很愉悦， 精神

面貌显然与往不同。”①

西方旅行者盛赞中国的教育卫生事业取得

了伟大成就。 他们看到中国政府为学生提供了

非常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从学生的学习、 劳

动、 课间休息、 活动状况来看他们是愉快的，

而不是被强迫的， 有力地破除了他们原来认为

“学生是强迫劳动” 的看法。 １９６４ 年， 澳大利

亚旅行者亚历山大夫妇参观南京大学时， 看到

学校发展飞快， 设备齐全、 新颖。 让他们特别

吃惊的是几乎所有学生都住校， 这些学生不仅

不收学费、 水电费、 住宿费， 而且其中的 ３ ／ ４

还享受助学金。 亚历山大夫妇感叹地说， 新中

国教育事业 １４ 年来取得这样大的成就是不可思

议的。 ②瑞士记者美迪斯在 １９５９ 年参观南京工

人医院后说： “听了你们的介绍和参观以后， 使

我亲眼看到了中国在医学上的进步。 你们实行

的公费医疗很好， 这样使每个人生病后都有医

疗的机会， 身体健康得到了保障。”③ 法国摩尼

旅行社第 ４ 批领队杜克罗表示： “来华前， 听说

到中国后有病会给你送医院诊治。 你们为巴科

尼尔先生 （旅行团成员） 及时有效地治疗了脚

扭筋， 证实了这种传说，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令人信服。”④

即使像奥地利旅行者克里斯特·韦尔层巴

赫⑤这样对中国印象不佳的人也不得不承认：

“中国各方面都很不平凡， 非常有组织， 有秩

序， 这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 又认为北京国棉

二厂工人生活福利设施很好， 像这样的福利设

施在奥地利只能为高级人物享受。⑥

（二） 对中国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表示

赞同

通过一系列参观后， 西方旅行者看到了一

个生机勃勃的新中国， 看到了中国人民从上到

下是团结一致的， 无论工人或是农民， 都是为

了一个共同目标共同理想而奋斗， 人人流露出

幸福和愉快的表情。 中国发生的这些巨大变化

使西方旅行者感到非常惊讶。 一位法国旅行者

这样说， 革命胜利不稀奇， 难的是革命后的建

设， 革命胜利后的十多年获得这样伟大的成就，

特别是把拥有 ７ 亿人口大国的组织工作搞得这

么好是不容易的。 他认为中国建设速度所以快，

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好。⑦ 苏多霍尔谈到

１９６５ 年来华时的感受时讲： 中国政府非常注意

自己国家的建设， 关心改善人民的生活。 中国

十五六年来的成就， 其他国家要花几百年的时

间才能取得。 “这说明你们的政府是有能力的，

我回去后一定讲讲我在中国看到的一切。”⑧

他们不仅赞美中国政府和领导人， 还仰慕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多数人通过自己亲身体

验， 认为中国发展快是由于社会制度好。 西德

旅行者雷普凯维茨激动地说： “中国社会制度优

越， 走的道路正确， 所以发展快。 不要举别的

例子， 就以房门开着不关不要紧， 就足以说

明。”⑨ 西德商人毕阿尔柯夫斯基表示： “我们

来后看到了两点： 一是你们的人民非常友好，

在马路上很多不认识的人都热情地和我们打招

呼； 二是你们的人民都有了工作， 而且每个人

都能勤勤恳恳地工作， 每个人都非常愉快， 这

证明你们的社会制度是好的， 是合乎人民的愿

望的。”�I0 荷兰旅行者布鲁恩到南京后一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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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旅行者在宁活动简报》，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２ － ００４４。
《澳大利亚旅行者亚历山大夫妇在宁活动简报》，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２ － ００４８。
《西德弗罗利赫旅行社组织的瑞士旅行者美迪斯在南京活动简报》，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３ － ００１３。
《法国摩尼旅行社第四批旅行者在南京活动情况简报》，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２ － ００４５ 。
奥地利旅行者克里斯特·韦尔层巴赫， 女， 时任教师兼记者。 １９５８ 年 １ 月与其同学洪美尔博士 （女） 及另一瑞士同学开

始周游世界， 曾到过意大利、 锡兰、 印度、 尼泊尔、 马来亚、 新加坡、 泰国、 柬埔寨、 越南、 印尼、 日本等地； 曾受到尼赫鲁、 苏

加诺、 泰国皇后、 吴庭艳、 日本皇太子等上层统治人物的接见。 见 《关于奥地利自费旅行者克里斯特·韦尔层巴赫的接待工作总

结》，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３ － ００１３。
《关于奥地利自费旅行者克里斯特·韦尔层巴赫的接待工作总结》，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３ － ００１３。
《接待法国达罗旅行社旅行者简报 （一）》，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２ － ００４５。
《澳大利亚旅行者苏多霍尔·柯贝夫人在宁情况》，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２ － ００５８。
《西德阿达克旅行社第二、 三批旅行者在南京活动情况》，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２ － ００６５。
《西德阿达克社第六批旅行者在宁活动情况》，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２ － ００６５。



中国社会秩序好。 她说： “我本人不是政治家，

更不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 这次来中国

城市街上没有看到一个乞丐， 从这点就足够说

明中国的制度是优越的”， 就这一点能使她成为

一个拥护共产主义者。① 厚瑟夫人在一系列的参

观访问后， 得出这样的结论： 世界上没有一个

国家的政府能像中国共产党政府这样将国家治

理的那么成功， 中国政府是代表人民利益的，

认为 “中国社会秩序安定， 人民情绪饱满， 热

情地劳动着”。②

（三） 中国人民生活幸福

西方旅行者对中国形象的了解仅仅限于西

方媒体， 从未到过中国的他们在心中建构了一

个 “邪恶中国” 形象。 来到中国后， 西方旅行

者通过自己的多方观察和体验， 对中国的认识

逐步转变， 消除了怀疑和误解。 西方旅行者普

遍认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不真实。 他们看

到 “中国人民个个面带笑容， 脸色较好”， “比

原来想象的要好得多”， 因此他们 “在国内看

到别人所写的那些都是不正确的”， “在中国旅

行不能有成见， 因为到中国后一切并没有所想

象的那么坏， 某些东西比想象的要好得多”。③

澳大利亚旅行者亚历山大来华后谈到， “澳

大利亚人除了知道中国有长城和陶瓷外， 只知

道报纸上宣传的一切， 即中国是一个很坏的国

家， 饥饿的国家， 贫穷不堪， 人们在寒风中冻

得发抖的国家。” 来华前， 朋友劝他不要来， 到

了红色中国就回不去了， 有些人竟劝他们写下

遗嘱再去中国， 但是据他的观察， “中国是个美

丽的国家， 蓬勃发展的国家， 人民有衣穿有饭

吃， 充满着生机和幸福”。 “中国人民是勤劳

的、 艺术的、 最懂得幽默的人民”， 真是 “百

闻不如一见”， 并表示明年还要再来华旅行。④

１９６５ 年， 瑞典旅行者魏纳反映他来中国之前西

方报纸宣传来中国要挨饿、 受威胁， 但是通过

在中国十多天的参观， 他的直观感受是中国人

民是友好热情的。 他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到中

国不论服务员、 工人、 农民对他都很友好， 其

中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国许多工人与他一样，

不怎么富裕， 但他们都不收小费。⑤ 甚至对中国

怀疑较多的瑞典康斯勒夫人来中国旅行后也说：

“我在中国好像在自己家一样， 外国对中国的宣

传不符合事实”。 瑞士记者美迪斯比较关心中国

的信教自由问题， 在莫愁湖基督教堂参观后，

她说： “我从未想到南京还会有教堂， 并且有许

多教徒———这都证明西方登载的都是谎言。”⑥

西方旅行者在国外听到或看到很多关于人

民公社的负面报道。 西方当时流行着中国公社

没有家庭、 男女混居、 集体吃大锅饭等等谣言。

西方旅行者在人民公社参观了中小学、 农具厂、

玻璃厂、 医院、 排灌站、 生产队和农民的家庭

后， 扭转了看法。 西德旅行者拜克和魏伯参观

人民公社后， 说： “公社这个组织很好， 生产是

集体的而生活却是每家每户， 又很自由， 是鼓

舞人的”， “外国许多人对公社的报道是完全错

误的”， “很多人只知道公社化后旧的房子全部

拆掉， 造了新的木栅， 把男男女女都分开关在

一起， 看了以后感到与原来听说的完全两

样”。⑦ 医生魏德说： “参观公社对我印象很深，

以前我听到， 你们把小孩拖走， 男女混在一起

住， 这真是胡扯。” “你们这儿有幼儿园、 托儿

所， 使母亲放心工作， 中国男女都有机会工作，

比我们那里优越得多。” “公社依靠自己的力

量， 不要国家操心， 办得这样全面、 这样好，

使我感到惊奇。” ⑧

（四） 中国人民的道德和精神面貌给予他

们深刻的印象

西方旅行者对中国人民的道德和精神面貌

印象深刻， 十分赞赏。 在他们眼中中国人民是

热情、 友 好、 欢 乐、 勤 劳、 谦 虚、 诚 实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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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旅行者布鲁恩在宁情况》，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２ － ００６４。
《接待英国厚瑟夫人总结》，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２ － ００１１。
《法国运输旅行社第二批旅行者在宁活动简报》，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２ － ００４０。
《澳大利亚旅行者亚历山大夫妇在宁活动简报》，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２ － ００４８。
《瑞中协会旅行团来宁情况简报》，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２ － ００６０。
《西德弗罗利赫旅行社组织的瑞士旅行者美迪斯在南京活动简报》，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３ － ００１３。
《西德旅行者魏伯和拜克夫人在华情况》，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３ － ００３５。
《西德阿达克旅行社第 ５ 批旅行团在宁活动简报》，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２ － ００６５。



１９６４ 年， 澳大利亚旅行者亚历山大夫妇说， 他

们在来中国前曾去过印尼、 泰国、 柬埔寨和日

本， 但是他们感到中国人民包括幼儿园的孩子

在内都非常热情、 友好、 好客、 有礼貌。①

法国运输旅行社教师旅行团参观南京工人

新村时， 旅行者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很多人

表示终生难忘。 有的人认为这里居住条件很好，

像个小城市； 还有人参观工人住宅后说工人的

生活很幸福， 小孩的脸都是胖胖的。 也有旅行

者说： “我以前的印象中， 东方国家的人比较

懒， 但现在看到中国人民是勤劳的， 这是已解

放的缘故。”② 加拿大旅行者斯考特回忆在旧中

国看到的许多悲惨情况， 在新中国都有了变化。

首先人变了， 即使拖板车的人他们也吃得饱，

职业有保障， 劳动时间也不像以前那样长， 而

且身体都很结实。③

瑞士旅行者阿尔诺尔·伊特在游览过程中

说： “在中国短短的旅行中， 给我留下了很好的

印象， 首先是人民非常忠厚， 开着门出去都没

有关系。 其次是服务周到， 不收小费， 在其他

国家来讲， 这是件可怕的事情。 另外是到处都

非常整洁， 连火车到大站时， 都冲洗一次， 车

厢内更是扫个不停， 这种现象在世界上还是罕

见的。”④ 这个形象在其他旅行者口中也反复被

描述， 而且赞美之词也是相似的。 荷兰旅行者

布鲁恩认为在没有人监视的情况下， 能做到不

收小费实属不易。 他还说中国不收小费， 这一

点是值得世界各国学习的， 连三轮车工人也一

样， 不向人乱要钱， 这是中国人民道德风尚高

的表现。⑤

（五） 热情的接待， 愉快的旅行

西方旅行者来华旅行， 不论他们对中国抱

有什么样的态度， 到中国后都同样受到了热情

接待， 他们对中国国际旅行社细致周密的接待

工作表示赞扬， 普遍表示中国的招待非常好，

他们虽系一般旅行者但实际上却受到了外宾的

待遇。 他们在中国旅行内容丰富， 不仅游览了

名胜古迹， 还参观了工厂、 农村、 文教事业等。

中国人民的友好态度以及有关单位和接待人员

对其所做的周到安排和热情照料都给他们留下

了良好的印象。 法国摩尼旅行社 １９５７ 年组织来

华的旅行者回国后在各方面宣传了新中国， 并

集体向中国国际旅行社赠送画册， 每个旅行者

都主动签字留念。 摩尼旅行社经理格利马耳写

道： “对一位过去从未到过中国的欧洲人来说，

新中国本身就是辉煌夺目的宏伟成就， 尽管各

国的政治制度不同， 人民对新中国古老优美的

文化， 特别是新中国的革新和人民巨大的劳动

热情， 寄以赞赏和钦佩。 我有强烈的愿望再做

一次这样令人神往的旅行。”⑥

英国旅行者布拉格感谢中国国际旅行社的

热情接待， 他说： “我这样微小的人物， 受到你

们这样的重视， 心里非常感激”， 并表示回去后

要继续为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⑦ 瑞士旅

行者说： “我永远也忘不了中国人民友好的接

待， 累了给我们在这样好的地方休息， 热了有

毛巾擦， 渴了有汽水喝， 真是想得周到， 太好

了。”⑧ 西德哈茨旅行社教师旅行团的领队也

说： “从任何角度来说， 你们的接待工作都是令

人满意的， 给你们提意见， 那才是千难万难的

事。”⑨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 瑞士前交通局长伊

特在报纸上发表了中国旅行记， 文章较客观地

介绍了新中国。 他写道：“根据我在蒙古的经验，

我对中国的期望不是太大的， 但在这古龙宝殿

之国受到最好的招待。 我所住过的中国饭店，

给我的感觉就如同欧洲的一样舒服。 服务的速

度是快、 热情而周到。 客人能按自己的口味随

意吃中菜或西菜。 北京的新桥饭店就有中西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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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国际旅行社工作的报告》，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５０１９ － ００１ － ０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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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 饮食的卫生检查， 在中国是有着严格的手

续的， 这点， 旅行者在那儿自己可以得出经验。

人们在亚洲旅行时必须特别小心， 因饮料常用

不清洁的水制成， 而在中国， 人们可以毫无顾

虑地痛饮。 在饭店或旅馆里吃饭的话， 不必担

心生痢疾。 中国的炊事员一般都是很清洁的。

在饭店内设有邮电站， 化妆用品小卖部和其他，

这对爱惜时间的客人来说是十分有利的， 在房

间里已为客人准备好信纸和信封， 每天服务员

们为客人把皮鞋擦得干干净净， 有些饭店里，

如南京， 只要客人一走进他的房间， 就马上免

费供应一杯新鲜热茶”。 ①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西方旅行者

对中国的建设成就、 人民的精神面貌和道德品

质， 中国国际旅行社的接待工作都做出了积极、

正面的评价。

少数西方旅行者在参观游览后仍然对中国

存在误解和片面认识。 有的旅行者认为中国城

市和农村相差大； 有的认为到中国旅行只能看

到安排好的东西， 对行程安排表示不满， 表示

他们喜欢自由活动和游览， 而不愿意参观工厂；

有的旅行者对中国国际旅行社对中国成就的反

复宣传表示反感。 瑞士旅行者雷蒙德夫妇说，

有些东西不讲我们自己也看得出来， 如新造的

房屋。 另外， 不要老是重复以前怎样， 现在怎

样。 刚到中国听第一遍觉得对， 但第二遍、 第

五、 第六遍就觉得厌烦， 不要听了。 ……作为

旅行者不仅希望了解你们的现在， 也要了解你

们的过去。② 法国旅行者科尔提埃认为导游解说

只讲新的， 不讲中国历史和文物， 只讲好的方

面， 缺乏真实性。③ 由于急于展示社会主义新中

国的成就， 接待人员在当时的宣传中确实存在

一些过度宣传， 脱离实际的现象。

有些旅行者受其本身价值观念、 意识形态、

文化身份等的影响， 往往采取俯视的视角审视

中国， 认为贫穷落后才应该是中国的本来面目。

少数旅行者随意改变谈定的行程， 不要翻译陪

同， 增加、 删改行程内容， 对中国国际旅行社

接待人员处处怀疑， 事事戒备。 他们携带照相

机和望远镜， 通过搞突然袭击的方式闯进那些

没有安排拍摄的地方去拍摄， 找到他们心目中

自以为的中国形象。 英国旅行者埃利斯在南京

夫子庙拍摄了地摊、 测字摊的镜头， 表现得非

常高兴， 她说 “这是真正的中国”。④ 这样一种

带有偏见的认知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会强化西

方国家对中国的误解。 尽管他们也意识到了新

中国各方面取得的伟大进步， 但价值观念和意

识形态因素却使他们不愿意给中国政府做出肯

定评价。

结　 语

在中国旅行观光期间， 西方旅行者从不同

的角度审视中国， 亲眼目睹了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 留下了各种各样的

观感和评论。 随着观察的深入， 他们对中国的

认识逐渐发生转变， 由入境前的 “偏见” 和

“恐惧” 到旅华后的 “认同” 和 “钦佩”。 有些

旅行者有感于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回国后

将中国的所见所闻或见诸当地报端， 或当众做

报告， 或结集出版。 有的旅行者利用在华拍摄

的照片、 电影等向本国民众宣传新中国的伟大

成就和人民的精神面貌。 这些做法有益于纠正

国际社会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误解， 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了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的错误认知。

１９６６ 年之前， 中国国际旅行社作为西方了

解新中国情况的一个重要渠道和窗口， 向西方

旅行者展示了一个生机盎然、 蓬勃向上的新中

国形象。 绝大部分旅行者在离开中国后都对自

己的所见所闻抱有积极印象， 对西方社会正确

认识中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据当时在美

华裔精英组成的 “百人会” 民意调查显示：

“访问中国的学生、 游客或其他人士在离开这个

国家时所持有的态度比他们到达时更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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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① １９６５ 年， 西德阿达克旅行社经理来华游

览， 并同中国国际旅行社洽谈旅行业务时讲：

“我 ５８ 年第 １ 次来华是带有成见的， 这次来华

已经消除， 我回去一定做正确的宣传解释

工作。”②

当然， 西方旅行者眼中的中国形象并非全

然一致， 在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给新中国带

来的许多变化的同时， 也看到了中国存在的某

些不足。 也有极少数西方旅行者带着有色眼镜

看中国， 他们通过 “选择性忽视” 抹煞中国的

进步。

西方旅行者用 “他者” 视角观察新中国，

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也是我们反观自我形象的一

面镜子。 通过这面 “镜子”， 我们可以更好地

重新观察和审视自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的十几年时间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

但我们也应该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 关于西方

旅行者对中国的负面评价， 接待人员往往会扣

上不友好的帽子。 乐黛云教授指出： “从帝国主

义欺压中走过来的中国人往往对外国人的赞扬

不加分辨地喜形于色， 而对于他们的反面言辞

则一律报以横眉怒目。”③ 因此， 为了更好地树

立我国的国家形象， 我们要区分建设性批评和

破坏性批评。 对某些合理的、 建设性的意见要

认真听取、 接受并加以改正。

■责任编辑 ／ 林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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