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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

疫情叙事博弈中的中俄协作

蔡运喆

【 内 容 提 要 】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在疫情防控上取

得了巨大成果，在有效遏制病毒传播的同时，还积极向其他国

家施以援手。但是，国际舆论场波诡云谲，美国和西方某些势

力借疫情对中国进行了叙事围攻。俄罗斯作为中国周边的大国，

也是国际社会重要一极，其疫情舆情一直与西方保持一定的距

离。在中国与西方的疫情叙事博弈烈度日益上升时，俄罗斯与

中国进行了密切的协作。俄通过对中国抗疫的正面宣介、批驳

西方的不实指责并揭露西方叙事背后的政治考量，有效对冲了

西方疫情叙事在国际社会上造成的消极影响，极大声援了陷入

媒体困境的中国，践行了两国关系高水平运行的应有之义。对

于俄提供的助力，中国应积极把握，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塑造

真实、正面的中国抗疫形象。中俄在本次叙事争夺中的密切配

合将成为两国今后开展战略合作的范例。俄参与过程中的实践

经验也为中国话语能力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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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疫情面前中国在倾举国之力有效遏制病毒传播

的同时，还积极向其他国家施以援手。此间，国际舆论场上波诡云谲、异影婆娑。

美国和西方某些势力借疫情在中国暴发而大肆污名化中国 a。武汉封城是践踏人

权；疫情好转是数据造假；对外援助是赎罪和搞医疗外交；欧美疫情暴发是因为

中国早期隐瞒，应追责索赔……西方国家的舆论攻势可称为“叙事战”。这里的

叙事，并非叙述事实，而是通过话语塑造事实。政治叙事无关真相，只是为了强

化特定的价值取向。面对西方的污名化攻击，中国与西方国家展开了疫情叙事博

弈。俄罗斯作为中国的最大邻国，也是国际社会重要成员，其疫情舆情一直与西

方保持一定的距离，在疫情叙事博弈烈度日益上升时，与中国进行密切协作，为

陷入不实指责漩涡的中国提供了有力支援。

一、俄罗斯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的舆论反应

（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俄舆论对中国关注程度上升

《中国记者》杂志于 2020 年 4 月梳理了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生意

人报》、“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等 5 家主流媒体对中国新冠疫情的报道

（详见图 1）b。在这 5 家主流媒体中，最早刊登疫情消息的是俄罗斯新闻通讯社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布的《不明肺炎在华传播》，文章报道了当时武汉市新冠肺

炎疫情状况及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抵达武汉等情况 c。此后，相关报道数量稀少，

多转自中国官方媒体，直至 2020 年 1 月 20 日，俄媒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关注度开

始显著增加。尤其是 1 月 30 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次日俄境内首次出现确诊病例之后，1 月 31 日报道数量

陡然增至 376 条。除数量众多外，相关报道还摆放在了醒目的检索位置，如“今

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会以“页面顶端闪动红色背景加粗标题的形式，推送刚刚

发布的报道”d。此后，俄罗斯舆论一直聚焦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变化，随着疫情“震

中”向其他国家转移，疫情报道不再侧重于中国。

a　于洪君：《全球抗疫背景下的国际合作与对外传播》，载《公共外交季刊》2020 年第 1期。

b　В Кита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ется неизвестная пневмония，https://ria.ru/20191231/1563037442.html
c　高金萍、刘书彤：《俄罗斯主流媒体新冠肺炎舆情分析》，载《中国记者》2020 年第 4期。

d　蒋玉鼐：《外媒新闻网站如何报道新冠肺炎疫情》，载《青年记者》2020 年第 13 期。



疫情叙事博弈中的中俄协作

·107·

2020 年第 5期

（二）俄罗斯涉华疫情报道的关注焦点

1. 中国疫情防控状况

新冠肺炎疫情初现之时，中国有关疫情局势的变化和防控举措等信息是俄各

界了解新冠肺炎疫情的一手信息，因而被广为转引。这类报道一般都直接翻译自

中国媒体，主要为陈述性内容，评论性内容有限。如 2 月 1 日，俄新社在《中国

应对冠状病毒的举措》中引用了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关于中国抗疫理念

和国际义务的论述 a。

2. 俄针对性防控举措

针对中国暴发新冠肺炎疫情，俄罗斯采取了以边境管控为代表的防控措施。

俄罗斯媒体对此进行了及时报道，安抚由疫情的未知性引发的民众恐慌。1月30日，

塔斯社发布了《俄罗斯关闭中俄边境 16 个通关口岸》的消息 b，该通讯社的信息

在众俄媒中属于发布较晚的，时间为莫斯科当日时间 19:40，距米舒斯京签署命

令也仅有几个小时。2 月 19 日，俄暂停向因就业、私人、教育和旅游目的入境的

中国公民发放签证，俄媒也对此进行了及时跟进。其实这些措施被广为报道本是

a　В Китае рассказали о мерах，предпринятых из-за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https://ria.ru/20200201/1564135688.
html
b　Россия закроет 16 пунктов пропуска на границе с Китаем，https://tass.ru/obschestvo/7644435

图 1  俄罗斯 5家主流媒体 2019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0 年 3 月 13 日疫情报道数量统计

资料来源：高金萍、刘书彤：《俄罗斯主流媒体新冠肺炎舆情分析》，载《中国记者》2020 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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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正常的事情，但结合俄罗斯在 2、3 月份针对中国的过度防控甚至是歧视性

防控行动来看，这些报道实际上加剧了民众对于旅俄中国人的抵触，放松了对欧

洲方向的警惕，成为其“防东不防西”错误策略的舆论推手。尤其是中国的疫情

在 2 月下旬已趋于稳定，3 月份已基本阻断本土传播，在这一阶段仍旧渲染对华

防控是不合时宜的。有些俄媒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如俄新社在报道 2 月 20 日俄

对中国公民发出旅行禁令这样的防疫举措时，标题和切入点竟然是中国外交部发

言人对禁令表示理解 a。又如 3 月 12 日，塔斯社在报道《米舒斯京：将新冠病毒

对俄影响减至最低》中引用了米舒斯京在肯定俄国防疫措施时提及的“俄罗斯是

第一批真正意义上关闭与中国边境的国家”b。但俄新社等媒体在报道中略去了

这句话。

3. 俄媒报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随着疫情局势的变化，俄涉华疫情报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逐渐向好。当然，

俄罗斯是一个大国，数量众多的媒体不可能只发出一种声音，期望其以绝对的理

性看待中国抗疫是不现实的。

在中国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俄媒中存在一些涉华的负面报道，一种是指

责中国市场卫生状况欠佳，民众饮食习惯恶劣 c；另一种指责中国应对措施不力，

防控能力有限，导致疫情扩散 d。不过在负面信息中那些观点较为极端的消息来

源大多权威性不高，相对数量与客观的报道相比也十分有限，有些说法还被主流

媒体驳斥，如俄新社在 1 月 23 日就有为华南海鲜市场正名的报道《学者认为海

产品市场并非病毒源头》e。

随着中国疫情防控局势的好转，指责中国的声音逐渐失去市场，迅速在媒体

视野中淡化，取而代之的则是对中国抗疫措施的肯定。如俄新社 2 月 3 日的报道

《武汉十日建成医院，开始收治病患》，介绍了火神山医院的建设状况及医疗条

a　Пекин прокомментировал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на въезд граждан Китая в Россию，https://ria.ru/20200219/
1564954868.html
b　Мишустин: угроза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в России сведена к минимуму，https://tass.ru/

obschestvo/7956707
c　Почему все вирусы приходят из Китая  -  3  причины，https://zen.yandex.ru/media/tommorow_day/

pochemu-vse-virusy-prihodiat-iz-kitaia-3-prichiny-5e707709b894223da526d2cc
d　Китай признал ошибки в борьбе с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м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https://point.md/ru/novosti/v-mire/

kitai-priznal-oshibki-v-borbe-s-rasprostraneniem-koronavirusal
e Рынок морепродуктов не был источником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считают ученые，https://ria.

ru/20200128/15639602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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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a。文章篇幅较大，还引用了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的推文。与之前对

中国抗疫措施的报道不同的是，文章的评论性内容显著增多，其中不乏对中国

动员组织和工程建设能力的肯定。这一阶段涉华的负面报道依然存在，主要是

对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的看衰，但也还是比较小众，如线上媒体 «Лента.Ру»  2
月 6 日刊文《至暗时刻》中提及的经济学家估计首季度中国的汽车产量将下降至

1/3；央行注资 1.2 万亿人民币对股市崩盘和企业倒闭潮无济于事等 b。主流媒体

在报道相关话题时主要侧重于疫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而非预测中国经济的未

来走势。如俄新社2月24日的报道《中国评估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中说道：

“虽然中国领导人表示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经济增长势头和居民消费

需求以后都会恢复，但分析人士称，许多企业将因疫情暴发而破产。”c该报道

内容虽然是消极的，但至少没有“夹带私货”、蓄意唱衰。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尤其是俄国内疫情加剧后，涉华疫情报道中

的中国形象进一步改善，大多侧重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援助、防控措施高效等，

负面的声音更加稀少。如俄新社 3月 18 日的报道《北京讲述如何援助他国抗疫》

列举了中国通过物资援助、经验共享、派遣医疗队等方式对于各国的援助 d。与

中国经济相关的报道则侧重于中国的复工复产，如 3 月 21 日“今日俄罗斯”电

视台网站的报道《中国从抗疫转向经济》转引《南华早报》的相关内容介绍了中

国复工复产情况，文末还专门强调中国对于维持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重要性 e。

二、俄罗斯在西方对华疫情叙事战中的角色

（一）俄与西方疫情叙事的立场差异

从前述俄罗斯对华新冠肺炎疫情的舆论反应不难看出，俄与西方的疫情叙事

一直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a　Построенный за 10 суток госпиталь в Ухане начал принимать пациентов，https://ria.ru/20200203/
1564191721.html

b　Черные дни，https://lenta.ru/articles/2020/02/06/coronavirus/
c　В Китае оценили влияние эпидемии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на развитие экономики，https://ria.ru/20200224/

1565131393.html

d　В Пекине рассказали о помощи другим странам в борьбе с коронавирусом，https://ria.ru/20200318/
1568773800.html

e　SCMP: Китай переключился с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на экономику —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остального мира，https://
russian.rt.com/inotv/2020-03-31/SCMP-Kitaj-pereklyuchilsya-s-koronavir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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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中国早期的抗疫表现

虽然俄媒早期也有质疑中国卫生状况、饮食习惯和防控能力的报道，但大多

并未上升到对中国体制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否定。当时中国对于疫情源头尚无统一

认知，“野味说”较为风行。同时，其他国家疫情尚未公开，无法与中国对比，

出现这样的声音是可以理解的。无论是否客观，此类就事论事的报道与夹杂政治

目的的西方叙事是有本质区别的。同时，与西方国家相比，俄涉华负面报道，即

使在早期，数量也并不多，持续时间较短，谈不上对于中国形象的损害。

2. 关于疫情溯源

在本国疫情溯源的问题上，俄基本认同了自欧洲输入的说法，没有被西方疫

情叙事中所有国家疫情均源自中国的话术蛊惑。如《共青团真理报》报道的《俄

最早病例来自意大利》引用了俄副总理塔季扬娜·戈利科娃在电台节目中的表述：

俄最早病例自意大利输入，而非中国 a。虽然俄出于对政策权威性的维护，不可

能直接批评 2、3 月份对华过度防控的策略，但这样的报道实际上变相承认当时

的对华防控不够科学。

关于新冠病毒来源的问题，俄基本上也以尊重科学的态度看待，对于各类没

有根据的猜测均未大肆渲染，相关题材的报道或用词也较为谨慎。如《共青团真

理报》网站的新冠病毒专栏中设有“病毒来源”话题，其中写道：“蝙蝠体内的

病毒在自然环境中变异继而感染人类，这是新冠病毒在中国出现最有可能的形

式”，“有传言说新冠病毒诞生于中国或美国的实验室中。大多数学者否认这种

假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假说的很多版本也被证伪”b。

3. 关于中国援助他国抗疫的动机

西方疫情叙事中的中国援助赎罪说、牟利说和医疗外交说在俄市场有限，相

关报道不仅数量少，而且一般没有大张旗鼓的评论，只是在探讨其他话题时含沙

射影，如立场颇具争议但影响力较大的私营媒体独立电视台（NTV）3 月 10 日的

报道《中国康复，欧洲却病了》，在讲到欧洲疫情时，十分突兀地写到“政治学

家和经济学家关注着中国，毕竟一切由此发端，它应当帮助世界摆脱危机”c。

a　Первый завозной случай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в Россию был из Италии，сообщила Голикова，https://www.

kp.ru/online/news/3923954/
b　Откуда взялся коронавирус в Китае，https://www.kp.ru/putevoditel/zdorove/koronavirus/otkuda-

vzyalsya-koronavirus/
c　Коронавирус: почему выздоравливает Китай，а Европа заболевает，https://www.ntv.ru/

novosti/2303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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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论调在俄没有被推崇，不过也没有被大加批驳。大部分俄罗斯主流媒体都能

以正确的眼光看待中国对外抗疫援助，即使受援对象是俄视为经营重点的塞尔维

亚、哈萨克斯坦等国，也未引发其猜忌。鲜有前些年俄媒报道中国与这些国家开

展经济合作时那种阴阳怪气的腔调。

（二）俄在疫情叙事博弈中对中国的支持

1. 广泛宣传两国抗疫合作及高层相互表态支持

中国疫情暴发初期，俄罗斯曾“给予中方坚定的政治、道义和物资支持”a。

俄政界高层多次公开肯定中国的防疫措施，予以声援；俄各界民众纷纷自发写慰

问信或拍摄视频支持中国人民抗疫。对于自身的善举俄媒自然会全力宣扬。如俄

罗斯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2 月 10 日在第 6 版发表社论《俄中患难与共》，在

第 7 版整版推出“中国加油我们在一起”的彩色海报，声援中国抗击疫情 b。俄

新社 2 月 10 日的报道《中国外交部感谢俄支援抗击病毒》讲述俄向武汉提供 23

吨医疗物资并派遣医疗专家等援助行动 c；塔斯社 2 月 26 日刊发报道《俄罗斯将

为中国抗疫提供政治和物质支持》d等等。

俄罗斯对中国多方面的支持对于中国抗击疫情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宣传报

道在疫情叙事博弈中亦然。其强调的重点虽然是俄罗斯自身的担当作为，但客观

上也传递出中国没有因疫情被孤立以及中华民族懂得感恩等积极讯息。中国在自

己的疫情叙事中一直都十分强调国际社会在疫情初期的援助对中国十分重要，团

结协作是人类社会共同应对危机的正道。俄媒的这些宣传与中国的疫情叙事山鸣

谷应，反衬出某些国家隔岸观火甚至乘人之危的丑态。

2. 批驳对于中国抗疫的不实指责，揭露西方疫情叙事背后的政治考量

俄支援中国应对西方叙事围攻最有力的形式便是直接批驳西方的不实指责。

俄政界、学界和媒体界都有人仗义执言，并将这种声音通过其掌握的舆论资源放

大。如 2 月 12 日，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除声援中国之外，还抨

击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疫情的虚假报道，指责其以此作为破坏中国形象的手段 e。

a   《外交部：中俄将更加坚定地站在一起》，载《新华每日电讯》2020 年 4 月 16 日。

b　Держись，Китай! Мы вместе ！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10 февраля 2020 г.
c　МИД Китая поблагодарил Россию за помощь в борьбе с коронавирусом，https://ria.

ru/20200210/1564480675.html
d　Рябков заявил，что РФ поддержит Китай в связи с коронавирус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 и материально，

https://tass.ru/obschestvo/7843755
e　Захарова: Прихожу в ужас от дезинформации западных СМИ про эпидемию в Китае，https://

eadaily.com/ru/news/2020/02/12/zaharova-prihozhu-v-uzhas-ot-dezinformacii-zapadnyh-smi-pro-epidemiyu-v-kit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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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俄新社政治评论员科瑟列夫 5 月 16 日的长评《无耻应受到惩罚：中国考虑

对美国实施制裁》引用拉夫罗夫外长及法国总统办公厅医疗专家等多方言论逐一

批驳了美国多名政客提出的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漏、美应拒还债务求偿等言论，

正面回应了当时西方媒体盛行的各种虚假指控 a。

在批驳的同时，相关文章还揭穿了西方话术背后的政治目的，对诋毁中国的

西方媒体或政客直接点名。如 5月初《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报道了“五眼联盟”

关于中国隐匿疫情的调查报告，西方媒体竞相转载。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

主席斯卢茨基针对该报道指出：“‘五眼联盟’对于中国疫情数据的调查结果是

其反华政治运动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为了推卸自身责任，特别是美国为了掩盖其

卫生防疫系统中存在的问题，无端指责病毒来源于中国实验室，是为了分散对其

抗疫不力的注意力，完全是厚颜无耻的行径。”b俄新社针对该事件的后续报道《媒

体：有关中国掩盖冠状病毒的新闻数据来自美国》也指出：“英国《卫报》援引

澳大利亚情报人士的话说，此前在澳大利亚报纸上发表的中国隐瞒冠状病毒数据

的信息很可能是由美国提供的，目的是为了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c又如俄高

等经济学院东方学教研室主任马斯洛夫在参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访谈中称：

“（病毒中国制造论）都是政客的高调声明，至今未见任何可信和确切的证据，

在当前病毒人造论的指控中，政治对抗的成分多于事实本身。”d

西方媒体在叙事博弈中还有一种常用的手段是对涉华争议大肆宣扬，对后续

澄清的报道则蜻蜓点水。如荷兰等国对采购自中国的抗疫物资质量存疑，后澄清

系双方标准差异而非质量问题。捷克海关怀疑中国商人在捷囤积医疗用品牟利，

罚没相关物资，后查明物资系中国商会对意大利的捐赠。相关事件都被西方媒体

阶段性选择报道，而俄媒则将“后半段”事件清晰呈现，还原完整真相，如“今

日俄罗斯”电视台 3月 23 日的报道《捷克就侵占中国口罩一事向意大利道歉》e。

a　Наглость должна быть наказуема: в Китае размышляют о санкциях против США，https://ria.
ru/20200516/1571515579.html
b　Слуцкий прокомментировал обвинения Китая в сокрытии данных о COVID-19，https://ria.

ru/20200503/1570916085.html
c　СМИ: данные о якобы сокрытии Китаем новостей по коронавирусу шли из США，https://ria.

ru/20200505/1570971908.html
d　«Должно иметь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как Трамп намекает на причастность Китая к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ю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https://russian.rt.com/world/article/738841-ssha-kitai-koronavirus-obvineniya
e　Чехии пришлось извиняться перед Италией за присвоенн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маски，https://russian.rt.com/

inotv/2020-03-23/Le-Figaro-CHehii-prishlos-izvinyats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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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赞扬中国的抗疫努力和对他国的帮扶

俄对西方疫情叙事的批驳有效对冲消极影响。俄媒体对于中国抗疫作为的褒

扬，对塑造中国正面形象和其他国家正确理解中国起到了良好的辅助作用。俄持

类似立场的媒体文章数量众多，如“东方”通讯社主编、俄中友协滨海边疆区分

会执行秘书长卡拉钦斯基在 2 月和 3 月撰写的《摘掉病毒的王冠》《中国如何抗

击并战胜冠状病毒》等文章均指出，中国能够成功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得益于体制

优势和政府果断有效的抗疫措施 a。又如塔斯社关于中国对欧援助的专题报道《能

伸出援手的只有中国》中列举了中国对塞尔维亚、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及波兰

等欧洲国家的援助情况，以及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等受援国家高层对于中国援助

的积极表态 b。该报道影射了欧盟无能，有一定政治私货，但客观上对于欧洲国

家民众正确客观认识理解中国是积极的。

三、俄罗斯角色定位的考量

（一）国家利益的考量

近年来，在中俄共同努力下，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进

入新时代。双方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本国核心利益，政治和战略互信牢固。在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中俄携手抗疫，互相支援，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的真实写照。除此之外，俄罗斯的上述行为也有从国家利益出发的考量。在

当前的国际格局中，俄罗斯不可能通过为西方疫情叙事摇旗呐喊得到西方国家实

质性的犒赏，也不需要以此获取要挟中国的筹码用于利益交易。同时，俄虽疫情

较为严重，但国内政治稳定，民众没有因为疫情而质疑政府或领导人的治理能力。

俄没有向外转移矛盾的需求。反之，俄如果在叙事博弈中与中国走近，则会有众

多收益。

1. 维护中俄关系，受益于与中国的抗疫和经济合作

俄罗斯疫情局势自 4 月份起十分严峻，5 月 12 日确诊病例更是突破 23 万

a　Как Китай сражается и побеждает коронавирус，https://vostokmedia.com/comment/andrey-
kalachinskiy/27-03-2020/kak-kitay-srazhaetsya-i-pobezhdaet-koronavirus
b　"Помочь сможет только Китай". Коронавирус поставил под вопрос европейскую солидарность，

https://tass.ru/mezhdunarodnaya-panorama/8014475?from=te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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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a，成为除美国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国际劳工组织估计，若病毒严重扩散，

俄失业率将骤增，失业人口将从 350 万增至 480 万。俄联邦工商局估计，若疫情

拖延下去，近 300 万企业主可能破产。”“维护国民生命安全和避免经济崩溃”

是第一要务 b。想要做到这一点，率先控制疫情、开始复工复产、积极援助他国

的中国无疑是最值得信赖的伙伴。俄在中国与西方的叙事博弈中雪中送炭，中国

必会投桃报李。

2. 维持本次叙事博弈的平衡和烈度，减轻自身压力

“中美两国在疫情面前未能有效管控分歧，两国关系进入下行轨道。俄认为

这将为其带来巨大战略运筹空间。”c疫情叙事博弈是中美博弈在舆论界的体现。

俄对中国的支持有助于减轻自身压力，因为如果中国长期处于舆论角力的着力点

上，俄可以减缓战略压力。事实上，西方媒体在竭力攻击中国时对俄的关注程度

确实有所下降。3 月初，俄与沙特阿拉伯石油减产协议谈判破裂，引发国际油价

暴跌。“截至3月底，国际油价自年初以来已下跌60%，达到17年来的最低点。”d

事件原委见仁见智，但从结果上看是沙特与俄罗斯重创了美国页岩油气行业，但

西方媒体，包括一些有石油资本背景的美媒都没有对俄罗斯增产疯狂攻击，只是

发表了一些诸如俄扰乱世界经济秩序、对本国经济也有伤害，美国页岩油依旧前

景广阔等隔靴搔痒的言论。同样，俄修宪从放出风声到逐步落地历时数月，西方

媒体也没有在这个攻击俄威权体制的良机上大做文章。与 2012 年普京当选前后

对“梅普组合”的批判力度相比明显收敛。

3. 维护自身卫生外交政策的道义基础

俄罗斯在公共卫生领域开展对外援助的历史悠久，以此作为推进地缘利益、

维护伙伴关系、提升国际形象和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俄对中国、意大利、塞尔维亚等国积极施援。俄虽为大国，但远非富裕国家，施

行外援需要给本国民众一个合理的交代，因而十分强调道义基础。其宣扬的理念

与中国较为契合。2017 年 11 月，俄罗斯倡议举办了首届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

部长会议。普京总统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共同应对全球

a　Россия стала второй в мире по числу подтвержденных случаев заражения коронавирусом，https://
tass.ru/obschestvo/8449597
b　庞大鹏：《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疫情政治学”》，载《世界知识》2020 年 10 期。

c　冯玉军：《俄罗斯战略视野下的“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载《世界知识》2020 年 9 期。

d　李建民：《油价下跌和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俄罗斯经济：影响与政策选择》，载《俄罗斯学刊》2020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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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威胁 a。这与中国的人类卫生共同体理念是一致的。如果放任西方媒体抹黑中

国对外抗疫合作，俄向意大利等国的援助也容易被曲解。另外，俄罗斯声援中国

立场可以增加其前期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合理性。

（二）本国民众对西方叙事的抵触

苏联曾是西方叙事的主要围攻目标，老一辈民众深受其害，甚至因盲从西方

言论而在决定国民前途命运的战略抉择中误判。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因与西方利益

相左更是受到西方舆论的全面排挤：政治上被指专制，经济上被唱衰，文化上被

指野蛮。民众形成了一种既仰慕西方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又对西方媒体的叙事

有所怀疑的矛盾心态。部分怀念苏联生活者甚至对西方的话语体系强烈敌视。被

贴上“非民主”标签的俄罗斯在西方话语体系中与中国同处一类。因此，西方国

家对中国的叙事围攻很难引起俄民众的共鸣，反而会引发其对中国的同情。在这

种民意认知下，俄罗斯在中国与西方叙事博弈中的站位有利于向民众塑造自身在

西方面前独立、强势的形象。

（三）西方疫情叙事本身遭遇的现实挑战和内部分歧

西方疫情叙事产生的内生动因是，通过追责中国来实现政治减压以及在后疫

情时代为对中国采取遏制行动进行舆论铺垫。但疫情不同于政治矛盾，无法通过

“甩锅”实现转移，只要西方国家疫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即使成功地在全球范

围内将中国塑造为“疫情源头、罪魁祸首”，本国的政治压力也只能缓解一时，

不会彻底消弭。

美国在西方叙事的构建中起着核心作用，因此其党争对西方疫情叙事的动摇

也是根本性的。美大选当前，虽两党在遏制中国的大方向上不会有什么大的分歧，

但对于民主党来说，抗疫不力是扳倒特朗普的绝佳理由，也便于胜选后进行政治

清算。建制派和传统媒体自然不会乐见特朗普“甩锅”中国，以后遏制中国的理

由可以另寻，甚至可以没有理由强行推进。

西方疫情叙事的力度虽大，根基却不牢，政治病毒在本就不是共同路人的俄

罗斯自然难以溅起水花。

四、俄罗斯参与疫情叙事博弈带来的启示

基于上述缘由，俄罗斯不会接受西方的疫情叙事，其不仅可以成为中国声音

a　参见翁怀昌：《俄罗斯卫生外交政策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 年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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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听者，更是共同发声的伙伴。中国想要在世界范围内摆脱西方叙事围攻造成

的被动局面，俄罗斯的力量不可也不应小觑。在与西方的疫情叙事博弈中，中国

可以通过很多方式从俄罗斯借力。

（一）在疫情叙事博弈中加强与俄罗斯的互动

1. 正确认知俄罗斯的立场动机

正确理解俄在叙事博弈中支援中国的考量是“联俄”的前提条件。俄罗斯是

大国，其利益不会与任何国家完全一致，而俄任何政策的出发点必然是自身利益。

在疫情叙事博弈中中俄存在很多共同利益，中方应当尽力维护，扩大双方的利益

基础，避免外力分化。但面对俄前期渲染对华防控、某些宣传中有激化中国与西

方矛盾的倾向及其他一些利益分歧时，不应对俄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尤其不可将

俄的国家行为拟人化，沉浸在两国友谊高于一切的自我感动中，在双方协作中过

度求全，在俄采取趋利避害的选择时又大失所望。

2. 充分发动俄罗斯舆论资源

俄罗斯有大量媒体、智库、社会组织对中国保有正面认知，有些还具有相当

的影响力。例如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主席梅利尼科夫为俄共第一副书记，俄共继

承苏共资源，至今仍掌握有《真理报》《政教》杂志及 30 余种地方刊物。它们

大多本身就有分析、报道中国动态的意愿，近期还增加了分享中国防疫经验的现

实需要。中国的疫情防控、国际抗疫合作、复工复产这些中国疫情叙事的核心内

容正是其兴趣点。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媒体相继拍摄了《英雄之城》《战“疫”》

《中国抗疫志》等相关题材的优秀纪录片，各类文字报道、媒体答问等素材更是

不计其数。中国的媒体、智库等机构对俄交往时，可择机筛选部分内容直接或译

制成俄语提供给国外伙伴。为俄相关的组织机构提供信息，帮助其读懂中国，继

而讲述中国，充分发动俄舆论资源。

当其为我发声时，中方也应予以积极回应。对知名媒体人卡拉钦斯基等有影

响力的人士，可考虑通过国内舆论资源放大其声音，形成合力共振。

（二）进一步完善中国疫情叙事

完善有说服力的疫情叙事能够有效压缩西方舆论的操作空间，是中国参与博

弈的根基，也是俄“出口相助”的依据所在。

1. 自我明晰抗疫历程中的是非曲直

目前，西方疫情叙事对于国内民众已普遍不具有蛊惑能力，但其对于中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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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历程，尤其是武汉遭遇疫情突袭时的应急措施看法尚未完全统一。我们应当明

确：武汉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亚姆村”，而非“切尔诺贝利”，武汉人民付

出的巨大牺牲为中国和全世界抗疫赢得了宝贵时间。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

后，尽力向其他国家提供物资、经验等援助体现了中国的责任担当。美国等国的

疫情暴发是其前期防控措施不力的直接后果。这是中国疫情叙事的事实基础。

2. 讲好中国疫情叙事

中国疫情叙事说服力源自于抗疫成果，也是中国疫情叙事的现实基础。

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是一项持久战，在中国本土传播基本遏制之后，疫情反

弹的风险仍然存在。中国的常态化防控没有松懈，继续保留发热门诊和预检、分

诊等制度，规范疫情应急处置流程，一旦发生疫情立即启动应对预案并实行精准

管控。随着中国多地陆续下调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各地已经逐渐恢复正常的

经济活动。目前，中国已与多个国家积极开展了疫情防控合作。以俄为例，双方

相互驰援防疫物资，互派医疗专家组进行交流合作，合力推进防疫疫苗和药物研

发攻关。

中国在全力巩固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的同时，正在努力恢复经济。这项工作

不仅要做好，也要讲好。

（三）充分借鉴俄有益经验

苏联解体后，作为继承者的俄罗斯话语能力一落千丈，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并未因俄的弱势而放松舆论绞索。俄罗斯在应对话语霸凌的过程中积累了宝

贵经验。其与西方国家的叙事较量，堪称非对称性博弈中的典范。俄在时机把握、

素材甄选、叙述方式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难能可贵的他山之石。俄国际传播能力

建设在现阶段具有明显借鉴意义的特点为：

1. 外部根基深厚

俄罗斯屡次在西方的叙事围攻中突围反击，依托的是以“今日俄罗斯”国际

新闻通讯社等为主力的外宣力量。其在俄境外扎根深，影响广，目前中国的主流

媒体尚难比肩。“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成立于 2013 年 12 月 9 日，由原

俄罗斯新闻社与“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合并而成。其在俄境外受众最广泛的分

支机构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它 24 小时全天候以 30 多种语言通

过模拟和数字广播、网站、移动端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页面向全世界播报俄罗斯

的各类信息。“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开播于 2005 年，到 2015 年“就已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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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多个国家拥有 6.3 亿观众，通过 30 个卫星电视以及 500 个有线电视运营商播

出节目。‘今日俄罗斯’还登录全球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成为其中最

受欢迎的新闻频道”a，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与 BBC、CNN 等老牌西方媒体匹敌的

影响力。

2. 焦点塑造巧妙

“宣传战中，各种信息铺天盖地，用常规方式进行的报道和节目制作已经不

足以赢得关注，往往需要利用一些具有冲突性、视觉冲击力甚至大众娱乐性质的

内容才能实现信息的快速传播。”b俄在某些尚不具备与西方对等叙事能力的情

况下，经常通过打造领袖形象、曝光特殊秘密等方式塑造信息焦点，吸引关注，

时而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典型的例证是克里米亚危机时被热捧的美女检察长波

克隆斯卡娅，俄媒以其美貌为亮点吸引人们关注，作为克里米亚的代表。她批评

2014 年上台的乌克兰政府、认同克里米亚入俄、宣誓效忠俄宪法等消息轻松登上

各大媒体头条。又如 2015 年 10 月俄军空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期间，俄罗斯

24 电视台气象女主播报道天气时语出惊人，称叙利亚目前天气极其适合发动空

袭 c。别出心裁的天气预报被多家媒体广为报道，在宣扬俄反恐决心的效果上不

亚于俄军的正式声明。

3. 议题管理科学

俄媒新闻议题的设置、调整和变更均服务于其宣传导向，以使报道信息与宣

传导向接合自然，避免产生夹带私货的生硬感。如多家俄媒在 4 月初俄向美国援

助医疗物资后大加报道，之后立刻称生产呼吸机的乌拉尔仪器制造厂等部分捐赠

物资生产企业以及参与筹措物资的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至今仍因乌克兰局势遭受

美方制裁 d，借以博取美民众同情。

结语

中国与西方国家疫情叙事博弈将会长期持续，其过程可能会比疫情本身还

a　叶晏：《俄美舆论战背后的较量》，载《中国国防报》2015 年 1 月 27 日。

b　许华：《从乌克兰危机看俄罗斯的国际传播力—兼议国际政治博弈中的传播之争》，载《俄罗斯学刊》

2015 年第 3期。

c    《俄气象女主播语出惊人：天气好最适合空袭叙利亚》，载中国日报网，http://world.chinadaily.com.

cn/2015-10/07/content_22123136.htm
d　В США заявили，что санкц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ФПИ н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ются на медпомощь，https://tass.

ru/obschestvo/816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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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持久，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后疫情时代话语权的归属。如同英国《金

融时报》专栏作者吉迪恩·拉赫曼 2020 年 3 月 16 日在该报的评论文章《北京

如何重建疫情应对叙事》中指出的：“如果（西方）关于中国的疫情叙事获得

接纳，则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地缘政治影响将长期存在，甚至在疫苗研发成功

后也难以消退。届时，不但‘中国在持续崛起、西方在无情衰落’的说法将获

得更多信众，而且在西方内部也将出现支持中国威权制度、反对西方民主体制

的人。”a这位西方媒体人的认知带有冷战思维，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叙事

博弈的诉求和目标。

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两国在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直接

威胁和间接影响的时候需要相互帮助，其中就包括面对西方对中国叙事围攻时的

密切协作。俄通过对中国抗疫的正面宣介、批驳西方的不实指责，有效对冲了西

方疫情叙事在国际社会上造成的消极影响，践行维护了两国关系高水平的应有之

义。对于俄提供的助力，中国应积极把握，化叙事被动为主动，积极塑造真实、

正面的中国抗疫形象。中俄在本次叙事争夺中的密切配合，也将成为两国今后开

展战略合作的范例。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大考，疫情叙事博弈是其中难度颇高的一科。媒体困境

并非是新生困难，中国以前没有被其打败，这次也如此。我们会在总结学习中前进，

让客观公正的声音成为国际舆论的主流。

（责任编辑 李淑华）

a　How Beijing reframed the coronavirus response narrative，https://www-ft-com.ezproxy.babson.edu/
content/20ab52d8-676a-11ea-800d-da70cff6e4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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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ннотация】С момента вспышки коронавирусной инфекции 
COVID-19 (пневмония нового типа) Китай добился огромных успехов 
в  работе п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ю эпидемии и контролю над ней, эффективно 
сдерживая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Китай также протягивает руку 
помощи другим странам. Однако конфигурация мировог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итая сегодня весьма противоречивая,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силы в США и на Западе используют эпидемию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едлога 
для нанесения словесной атаки на  Китай. Россия, значительный полюс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сообществе, неизменно придерживается отличного 
от Запада мнен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ситуации с эпидемией.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дискурсивные сражения из-за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Западом 
усиливаются, Россия,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тесн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ует с Китаем. 
Давая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е отзывы о борьбе Китая с коронавирусом, опровергая 
ложные обвинения Запада и разоблач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соображения, 
лежащие в основе развернутой им словесной войны, Россия эффективно 
нейтрализует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западной антикитайской риторики, оказывает активную поддержку 
Китаю, втянутому в медийную войну, на практике доказывая важное 
значение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 высоком 
уровне. Китай должен активно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оказываемую Россией 
помощь как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евратить пассивность в инициативу и активно 
формировать свой правдивый и позитивный имидж борца с эпидемией. 
Тесн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на фоне этой словесной 
войны станет примером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дискурс эпидемии;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мидж страны; право голос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словесной
войны вокруг темы об эпидемии коронавируса

Цай Юньчж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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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a-Russia Cooperation in the Debates over the 
Narrative of the Epidemic 

Cai Yunzhe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efficiently curbing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and actively 
providing assistants for other countries. However, the US and som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used the epidemic to defame China. As a big power surrounding 
China and an important pole of the global system, Russia's public opinions 
on the epidemic is differentiated from that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When the 
debat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over the political narrative of the epidemic 
has become heated, Russia and China still cooperate closely. Russia has highly 
recognized China's fight against the virus, refuted false accusations from the 
West, and exposed the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behind Western narratives, which 
greatly supports China at the media battle, decrease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western propaganda and demonstrates the solid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ccordingly, China should actively take advantage of Russia's 
assistance and shape a true and positive national image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The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the debates will 
become a good example for their future strategic cooperation. Russia experience 
in the debates of political narrative will also provide useful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discourse ability.
Keywords: narrative of the epidemic; China-Russia relations; national Image; 
discourse powe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