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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语言模型背景下
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与传播

引言

近年来，中国特色大国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在学界成为新的研究热

点，主要研究兴趣集中在话语构建、跨文化传播、翻译策略等，旨在通

过研究提升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话语影响力。胡开宝、李婵（2018）的

研究指出，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外交话语能否在国际上进行有效传播

并获取国际话语权，除了国家实力和国家意识形态或语言文化传统因

素外，外交话语传播方式地选用也直接影响外交话语的传播效应 [1]。阮

静指出（2017），文化传播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应遵循指向性原则、普

遍性原则、差异性原则、进取性原则、适用性原则和合作性原则 [2]。指

向性原则指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秉持的不同态度，精心设计并用

心讲好不同的中国故事。普遍性原则指把中国故事进一步讲全面、讲

深入、讲透彻。差异性原则强调中国媒体应用国际化的方式 , 用西方人

可理解和接受的话语体系解释中国。进取性原则是指积极实施文化传

播战略 , 在传播各种文化产品的过程中讲好中国故事 [3]。王永贵、王景

宇（2023）在新时代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多重进路中分析，作为由

概念、范畴和理论等构成的逻辑体系，对外话语体系首先蕴含着“说什

么”的话语意蕴，集中反映了一定的思想观念、文化追求和价值理念。

因此，内容系统的彻底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对外话语体系的生命力，直接

影响对外话语体系的最终效果。“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在

新的历史方位下，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应当在理论内核、文化根基和学

理支撑上下功夫，持续增强对外话语体系的理论引领力、文化感召力和

学术阐释力。

武俊宏、赵阳、宗成庆（2023）在研究中指出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通常指参数量为百亿级甚至更大规模的神经网络

组成的语言模型，它采用监督学习方式，利用大量未标注数据训练而

成。目前研究表明，大语言模型有望成为解决各种任务的通用基础模

型，是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希望之路。

本文试从构建和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的具体策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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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从传统文化的融合与传播、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外交话

语的研究、故事化传播及现代文

明的融合与创新等方面，结合大

语言模型（LLMs）快速发展的

时代背景，针对目前对外传播存

在的原创性概念不多、国际化表

述较少、缺乏对内形成统一认识

等问题，指出我国对外话语体系

构建过程中应遵循时代发展特

征，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资源

通过大语言模型等先进技术，在

语言处理、翻译、内容生成等方

面的优势，以多样化的形式向世

界讲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中国

声音，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

新范畴、新表述的话语体系。

1 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与传播

传统文化在对外话语体系的

构建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

传统文化元素的深入挖掘和创新

性展示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

在中国话语的传播过程中展示其

独特性，增强其吸引力 ；另一方

面，有助于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

的理解和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历

史悠久、内涵丰富，囊括哲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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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社会伦理、文学艺术、节庆习

俗等多个维度，在对外传播中国传

统文化的过程中要注重体系化。

1.1 哲学思想的智慧

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传统

哲学中的关键概念的定义应特别

关注。在此基础之上，尝试构建

一套与国际社会普遍价值观相契

合的价值体系，从而产生更好的

传播效果。

（1） 儒 家 思 想。 儒 家 哲 学

强调仁礼中和之道 , 始终秉持仁

爱、礼义的思想风范。表现为在

国际交往中我国遵循对话和谐，

尊重各国间的差异与多样性，追

求合作共赢。近年来，设立孔子

学院、鲁班工坊等机构，标志着

中国在传播传统文化、促进国际

间文化交流达到新的高度。

（2）道家思想。道家哲学的

核心是“道法自然”，强调顺应

自然，保持内心平和。在对外话

语中转化为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的倡导以及在国际关系中推

崇自然和谐与平衡。

1.2 文学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在翻译实践中，对领导人讲

话中所引用诗词的外译作为一个

典型翻译情境值得关注。领导人

对诗词的引用，不仅体现了中国

文化底蕴之深厚，还是语言艺术

与外交智慧的结合 ；不仅传承了

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还有助于

塑造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

化深厚的国家的国际形象。

在外交语境中，诗词常常含

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和隐喻，通过

诗句传递的深层信息往往能够传

达复杂的外交立场和情感。将古

典诗词与当代国际事务结合，创

新性地解读诗词中的思想和哲

理，使其与现代情境相契合，展

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1.3 社会伦理与价值观的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家庭和谐、尊老爱幼等社会伦理在对外话语

体系地构建中体现为我国对国际局势稳定、社会和谐的不懈追求。中国

传统社会伦理的研究成果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得共鸣与普适性。孝道、仁

爱、廉洁、忠诚这些传统伦理观念与普世价值观的相互契合成为构建新

时代和谐国际关系的理论基础。有效广泛地传播和推广富有中国特色的

价值观体系，将极大程度上决定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1.4 传统知识、传统节日与技艺

传统医学、农业技术、手工艺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日益受到

国际社会的关注，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窗口。传统节日、传统

习俗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传统节日的文化根源、

传说故事往往蕴含着深刻的教育意义。传统节日的庆典和相关活动如一

座桥梁，联通了国际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源远流长，为中国对外展示自身作为文化强国、塑造良好国际形象创

造了机会。此外，民间习俗中蕴含的智慧，如阴阳五行、风水等，也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可以用于增加对外话语的多样性和趣味性。

2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为分析和解释社会

发展、经济结构和国际关系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方法论。首先，应对马克

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进行现代化解读，特别是其对社会发展、经济结构和

阶级关系的分析。包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导以

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应用。这些理论对于理解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格

局，尤其是全球化、经济不平等和国际劳工问题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对外话语中，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中国的发展道路、社会

变革和对全球问题的立场，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公正和国际合作

等方面。

3 外交话语的研究

（1）清朝时期的外交话语，如朝贡体系和礼仪外交，体现了中国历

史上国际交往方式和对外关系的特点。这些历史经验可以被用来指导和

丰富现代国际交流和外交实践。清朝外交话语中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的重视以及对外力干涉的抵抗方面，为当代中国在处理国际争端和维护

国家利益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2）新中国的外交话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

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 作为中国外交

政策的基石，影响着我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历

史背景、理论基础、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与发展研究，对于构建一个基

于相互尊重、平等的新时代全球秩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处理国际

事务、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等国际议题中，我国外交家在不同

历史时期面对国际纷争与复杂的政治环境，所展现的政治魅力与智慧是

构建当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研究内容。

（3）外交家的话语体系。 作为国家代表，外交家个人语言风格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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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大多有着鲜明的个性，其中往往又有

着谦逊、坚定、务实的共性，在国际交往中展现出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

的谈判技巧。在中国政策的对外传播与国际交流中，外交话语作为中国

对外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更多的理论成果，以应对如气候、国

际合作、网络安全等领域的新挑战与新机遇。

4 故事化传播

叙事对象的多样性是指将中国传统、现代和全球形象融入故事叙

述，创建多维度的中国形象。例如，通过古代传说、历史故事、现代

发展案例以及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贡献，形成一个立体的叙事框架。西

方记者报道中国也具有特定角度。除了偶尔报道大熊猫的憨态可掬，他

们的眼光大多聚焦于中国政治的“负面新闻”、持不同意见者的活动以

及西藏、香港和台湾地区，报道叙述的主线经常是对“异见者”的人性

化、故事化的描述，暗线则是来自权威部门的“高压”。看上去通篇不

使用带褒贬色彩的形容词，也引述正反双方的表态，但在严实的包裹

下，到处可见左右观众认知的措辞。为解决西方混淆视听乱编故事的行

为，应结合大语言模型的分析能力，深入挖掘和分析中国的历史文化、

社会发展和国际形象，通过故事化的方式，将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转

化为更易于公众理解和共鸣的叙事，有效提升中国对外话语的传播效果

和影响力。同时，大语言模型可以协助分析国际受众对于不同类型故事

的接受度和反响，以便精准地调整传播策略，使中国故事更加生动和有

影响力。

4.1 经典故事

历史与美学资源的利用是指挖掘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在古代文

学作品、历史事件、传统艺术中寻找灵感，构建中华传统文化故事库。

传统故事的精髓在于其通过或正面或反面的典型人物，给予人们道德伦

理的教育，如“孟母三迁”，通过精彩的故事情节，强调智慧和策略的

重要性。传统故事不仅担负着文化传承的责任，还对整个社会风貌产生

影响，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瑰宝。利用新型传播手段与符合时代的叙

事技巧，使传统故事更加符合现代受众的审美，有利于展示中国传统文

化的独特美学价值。

4.2 发展故事

现代化成就展示是指聚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脱贫攻坚、城市化

发展、科技创新等，讲述这些反映了中国快速发展和社会变革发展的故

事，总结和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启示。

4.3 开放故事

讲述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贡献，强调中国在推动多边主义、国

际合作和全球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展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开放态度

与合作精神，指出中国方案在应对新形势下的国际问题中做出的贡献。

5 现代文明的融合与创新

现代科技与新媒介正在成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传播的引爆点与增长

点，互联网、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以及其他的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

中国声音、中国故事走向更遥远

的地方和更广泛的人群中。在讨

论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经济发

展等现代议题时，中国可以展示

其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强调

其在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科

技进步中的角色和贡献。

结语

通过有效的话语体系，增强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使

中国的立场、观点和价值观得到

更广泛的理解和认可。通过精心

构建的话语体系，形成更加积

极、全面的国际形象，改善和优

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将中

国文化、历史和现代成就通过多

样化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提

升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同

时，利用大语言模型等先进技

术，创新语言处理、翻译、内容

生成等方面的应用，提高话语传

播的效率和效果。结合理论研究

和实际应用，推动话语体系建设

方法论的创新和发展。预期目标

有助于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根

据国际反应持续优化话语体系，

确保其适应性和时效性。培养具

有国际视野和专业能力的人才，

构建高效团队，以国际传播带动

外语学科发展新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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