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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专家、著名专栏作家张国庆全新力作《话语权——美国为什么总是赢得主动》重磅
推出。
本书从话语权角度诠释美国长期保持强势地位的原因所在，分析大量经典案例及当下热点话题，提出
中国在话语权上的诸多问题及展望。
　　人民币汇率的升值是美国政府转移民众关注力的替罪羊？
中国大豆反击战是话语权之战？
美国想方设法策反各国社会精英？
“间谍门”是美国媒体用娱乐八卦来巧化美俄大国关系尴尬？
“美国之声”在美国国内遭禁播？
⋯⋯诸多焦点新闻在这里一一揭开全新真面目。
　　同时，作者也提出中国崛起所面临的重要挑战即在国际上对话语权掌控不足，我国需要加强对话
语权的重视，对自身国际形象进行全方位的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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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国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多家知名媒体的专栏作家；在海内外媒体发表文
章数百篇，近百万字；著有《后“9&#8226;11”世界》、《总统们——美国崛起的秘密武器》、《一
个人的世界——透视布什》等书。
作者写作座右铭即“把复杂的事情说清楚，把专业的问题说通俗，把严肃的话题写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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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发现媒体　新闻强，则国强　杰克逊为什么是奥巴马的“竞选顾问”？
　厨房里的新闻内阁　“鲶鱼”普利策的功劳第一位“媒体帝王”　罗斯福栽树，后人乘凉第二章　
媒体的“政治需要学”　神化华盛顿的话语权智慧　从说事变成传说　“笨蛋，是广告”　有“钱景
”的专业　撂倒尼克松的女人第三章　白宫的胡萝卜　里根没白当演员　白宫是最大的公关公司？
　“点菜”的人　不请自来的“高级”撰稿人　“我给你独家新闻”　别有滋味的白宫咖啡第四章　
看不见的大棒　排排队，分果果　“安全”让你没话说　战争，让媒体走开？
　没有新闻法的“新闻超级大国”第五章　公信力是话语权之母　批评出来的话语权　“纽约时报的
精神”　为什么新闻部和评论部不可以在同层？
　认错也要认得专业一点　个性文字的魅力第六章　制造新闻的人　舒默是谁？
　为什么会有所有权法大战？
　汇率之争也是话语权之争　日本人怎么从挨打变成看热闹？
第七章　为什么受伤的总不是犹太人？
　“今天，我们都是以色列人”　感情投资从娃娃抓起　说死萨达姆　当媒体成为公司　批评精神的
退化　报社中的新官僚第八章　七种武器　美剧在说话　和平队的旗帜　你爱听“铁公鸡”说话吗？
　每个美国人都是说客　会交朋友的新闻署　美国人听不到的“美国之音”　会说话的智库第九章　
告诉别人你是谁　国家安全战略的妙用　卡扎菲的“礼物”　做人不要太老实　美国缘何刺破日本入
常之梦　那一票的威仪　资源就是吸引力第十章　把危机变成“母鸡”　向纽约市长学危机管理　为
了忘却的赛跑　消费让危机走开　东面挖坑，请向西行　奥巴马撞上“漏油门”第十一章　话语权才
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媒体的军事作用　包装出来的战争　枪的后面顶着钱　媒体与白宫的“二人转
”　博客也燃情　媒体的伊拉克“反击战”第十二章　华盛顿的“阳谋”　媒体娱乐“间谍门”　白
宫的地板是丰田的天花板　华为痛着中海油的痛　民主党的“注意力经济”　“帮倒忙”的美联储　
阿桑奇抢走了美国多少话语权？
第十三章　会说话的大豆　大豆战钢材　为了大豆的“演出”　数据里长出的话语权　争取话语权需
要“亮剑精神”第十四章　大象的声音　权重之变　非洲的“惊喜”　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
里　“狗窝秀”的终结第十五章　包装中国　“七剑下天山”　领导者是兜售希望的人　心灵捕手　
人人都是外交官　北京欢迎你　13亿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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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汇率之争也是话语权之争　　多年前，布热津斯基曾坦率地说，“美国需要一个敌人”；而
在2010年中期选举期间，国会山的政客们则毫不讳言，“我们需要谈谈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汇率是很好的晴雨表。
　　仅仅是在4年前，也同样是中期选举，同样是两党混战，但人民币汇率乃至中美两国之间的摩擦
都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当时，大家热烈谈论的是伊拉克战争，是共和党人接踵而至的丑闻，是布什政府糟糕的执政。
　　那时，金融风暴还躲在角落里冷笑，等待出场。
　　经济是问题的关键。
当美国民众生活舒爽，投机热情高涨时，外交和丑闻便是津津乐道的事情了；而一旦金融危机袭来，
注意力便只好收缩在自己的家园附近了。
　　至于政治家们，由于感受不到来自民众和利益集团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压力，也懒得在人民币汇率
这样复杂的问题上和中国周旋，因为不吸引眼球，也比较费力不讨好。
　　但金融危机让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随着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的呼声四起，志在保住位子的国会议员们，不得
不对来自民众和媒体的愤怒情绪进行“消毒”，积极的表现和寻找替罪羊，就成了当务之急。
　　找来找去，人民币汇率就成了最具有号召力的话题。
于是乎，国会山里对于给中国一点颜色看看的呼声越来越大，主张对华强硬的《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
易法案》也得以在众议院通关，而奥巴马政府则开始“积极回应”来自“群众”的呼声，美国媒体更
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紧着拱火。
　　美剧在说话　　美剧就是这样的流行产品。
　　就吸引力而言，美剧（在这里也包括好莱坞大片）具有着新奇、亲切和有趣等魅力元素。
对各国受众而言，你未必喜欢所有美剧，但总有一些美剧让你惬意和动心，让你放不下。
美剧看多了的一个结果，就是不知不觉地认同美国的主流价值观，乃至向往美剧中的那种生活。
　　尽管有人会善意地提醒你：你有没有想过，也许美国人的生活和美剧中的情节相去甚远，美剧不
过是好莱坞明星构建的“幻想世界”，但“人性的弱点”决定了，人喜欢自己希望看到的东西，喜欢
自己想要的东西。
　　并且，铺天盖地涌来的美剧，已经让你很难分清真假，分清戏剧和现实的边际。
这一点，在那些缺乏传统文化底蕴，人格尚未成熟的人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这也正是美剧有意无意中达到的传播目的。
　　国际话语权竞争的背后，是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的竞争。
　　会交朋友的新闻署　　这个计划的指向十分明确，就是面向社会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每年遴
选这些国家的各个领域具有领导者潜力的精英分子，资助他们到美国去访问他们所想见识的任何人和
任何地方。
美国政府委托专门机构全程安排，提供翻译陪同，费用由美国政府的官方专项资金项目全额提供。
　　事实证明，美国选人是很有针对性和“预见性”的。
迄今为止，全世界有200多个现任和卸任的国家元首及1500多名部长级的官员在年轻的时候都曾参加过
这个项目。
对于中国，美方选择的是社会精英和舆论领袖，希望通过影响他们进而影响中国人的美国观。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美国近年经济状况不很景气，但依然热情地资助大批新兴经济体国家高级官
员到美国进修，而且对重点国家来的人还免费培训，以期他们对美国能有更亲切的认识。
　　不过，反过来，美国却不会让自己的高官在这些它希望改变的国家受训，更不会将可能的下一代
领导人送到这些国家学习，以期他们热爱上对方的文化，认同对方的价值观。
　　在事关话语权的投资上，美国人很舍得花钱，并且绝不情愿“被免费”。
　　美国人听不到的“美国之音”　　有些去美国的人会发现，在美国竟然听不到“大名鼎鼎”的“
美国之音”，而一些在“美国之音”节目中流行的人则会郁闷地发现，他们在美国根本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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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根据美国法律，“美国之音”这样的对外宣传节目不得在美国境内播出，否则就是违
法行为。
　　把“美国之音”们隔离在美国之外的“防火墙”，是“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也即“史密
斯－蒙特法案”）第501款明确规定的，明文禁止“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国营媒体对美国国内
广播，禁令至今有效。
　　这部通过于1948年1月的法案，可谓冷战的产物。
　　当时的情况是，美苏之间的宣传战带给了“美国之音”“第二个春天”，使之避免了被解散的命
运。
在一些政客的推动下，该法案正式授权政府经营属于官方的广播电台，进行对外广播宣传，以支持美
国的对外政策。
　　但颇为微妙的是，重新找到感觉的“美国之音”却遭到了国内民众的抵制，有数百万人为此示威
游行。
迫于压力，法案在通过时进行了“消毒”处理，规定“美国之音”等宣传机器不得对本土广播。
　　这一处理的潜台词是，不让不真实的、过于政治工具式的传播进入美国。
事实上，就像热衷于为明知有罪的人进行无罪辩护一样，美国政客和美国媒体都很清楚“美国之音”
说的话有多少是真的。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话语权>>

编辑推荐

　　从政者与媒体领袖不能不看的“国家启示录”。
　　话语权为谁所有，谁就拥有影响世界的权力。
　　话语权之战，不见硝烟，却攻城略地。
美国问题专家张国庆为您解“话语战争”。
　　本书从话语权视角入手诠释美国长期保持强势地位的原因所在，社科院专家张国庆直击中国短板
，告诉你公共关系灾难本可以避免，外交折冲本更能驾驭自如；政府应认识到媒体的价值和力量，为
其做大创造条件，媒体也应意识到国家的强大是媒体保持强势的关键；剖析美国200年成功驾驭话语历
程如何为我所用，另辟蹊径谈全球热点话题。
　　○神话华盛顿的话语权智慧　　媒体及思想家发现美国面临精神真空，急需一个国家标志。
为了鼓舞民众、也为了树立国家形象、让欧洲肃然起敬，宣传乃至神化开国总统华盛顿便成了媒体与
思想界的共识。
　　○捍卫国家利益的美国媒体　　美国媒体尽管犯过很多错误，但它们有一件事情做对了，那就是
处处捍卫国家利益、呵护民族精神，有了这个基础，任它们怎样犯傻乃至犯浑，都可以被包容和理解
了。
　　○被隐蔽的软性报道　　我们希望国外媒体客观、积极报道中国事务，另一方面能充分、真实地
树立中国形象的报道却被隐蔽了。
一篇关于外交政策或批评政府的文章，会马上引起中国读者甚至有关部门的反应，而大量外媒驻华记
者富有人情味的报道——胡同里的日常生活、老年人在公园组织合唱团⋯⋯却被忽略了。
　　○激发话语权的潜能　　中国文化中值得“推介”的内容是多得惊人的，而且传播起来也极具亲
和力。
在中国的崛起引发了各种议论和看法的当下，有效的文化传播方式不仅会提供一个对中国的全景式介
绍，而且会使中国的世界形象变得更加丰富而生动。
　　○人民币汇率：现成的替罪羔羊　　一直以来，人民币汇率问题都是反映中美关系的晴雨表，从
本质上说，人民币汇率是在充当奥巴马等历任总统摆脱支持率危机的替罪羊。
　　○丰田事件：一个削弱的丰田将使各方受益　　重捶丰田，既可以表现出奥巴马对民生的关注，
也可以起到曲线救市的作用，兵不血刃地夺回市场主动权。
　　○漏油事件：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若漏油事件发生在别国，倘或还可心存侥幸、讨价还价，
但在美国没有意义，因为民众太不买账、媒体太不好惹、政府太善于转移视线⋯⋯　　○中国华为竞
购再次失利：重温中海油郁痛　　他们担心的不是华为学习如何制造路由器，而是华为能够访问安装
在美国网络上的路由器，威胁美国在互联网行业领先地位的问题。
　　○无论是被妖魔化、被潜规则，还是被定价、被声东击西，许多时候，都源于中国不懂得如何掌
控话语权。
　　○赢得话语权的关键在于要让别人知道你的底线，渴望与你合作，畏惧背叛的成本，尽可能按照
你的节奏出牌。
　　○人心是世界上最难以把握的，但也是最值得争取的柔软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争取话语权，就是赢得人心的过程。
　　○知道自己要什么，和知道别人要什么，是两码事。
而在国际事务中，后者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一种象征，里根被包装成信心总统，克林顿被包装成经济总统，小布什被包装成反恐总统
，奥巴马则被包装成希望总统。
　　○绝大多数美剧给人留下的普遍印象是美国的发达和进步。
它反映的是生活，传播的是文化，背后站立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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