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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国家形象在维基百科条目中的建构与重塑研究”（项目编号：１８ＢＸＷ００６）、华东师范大学精品

力作培育项目“公共突发事件政府道歉行为的话语传播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１７ＥＣＮＵ－ＪＰ０１１）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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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对 外 传 播 在 维 基 百 科 平 台 中
的 机 遇 与 挑 战＊

甘莅豪　翁彬婷

摘　要：作为全球传播力与影响力最大的协同参与式互联网百科平台，维基百科一方

面为中国拓宽对外传播路径、树立大国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带来新的机遇，另一方面也

给中国对外传播工作带来挑战。机遇表现为：为中国适应全球传播格局重构提供良好契

机；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国际性平台；为中国网民更好地融入国际社区创造条件等。挑

战表现为：维基百科条目内容对中国存在大量偏见与误解；涉华议题在多语种维基百科中

缺乏系统性整理与维护；维基百科社区缺乏有影响力的亲华网络编辑；传统对外传播话语

模式无法适应维基百科社区。基于此，中国对外传播亟待鼓励网民参与维基百科平台的

编辑活动，积极培养维基平台意见领袖，在遵守国际话语规则的同时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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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维基百科是一个“共同创造”（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知识的网络社交平台，它遵循“客观”、“开放”、“协

作”的功能理念，允许网民自由针对百科条目进行创作、修改、扩展或深入的探讨。事实上，作为网

络百科最具代表性的百科知识搜索和共享平台，维基百科影响力已经逐渐超过ＣＮＮ、ＢＢＣ等传统

媒体，成为普罗大众、各行各业，甚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记者、学者和政治家们搜索信息、了解新事

物的重要渠道①。

学界对维基百科平台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跨领域的分析与研究，其中包括介绍维基百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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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政策和信息自组织模式、分析维基百科（技术）在各领域的运营、把控词条质量和探究共享媒体集

体监控与公共知识生产等主题。沃斯（Ｊ．Ｖｏｓｓ）统计了每篇文章独立编辑者的分布情况以及每个

编辑者所编辑的独立文章数量分布情况，探讨条目生成和用户之间的分布情况。基哲、施瓦茨、莱

曼（Ｒ．Ｊｅｓｕｓ、Ｍ．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Ｓ．Ｌｅｈｍａｎｎ）进一步探讨了“用户”与“文章”之间的关系，讨论用户是

如何协作编辑条目、设置议题，进而试图发现维基百科中一些潜在的争论焦点和协同写作过程现象

等①。周庆山、王京山对维基百科信息自组织模式进行探析，并概括出该模式的六大特点：兼收并

蓄与中立的定位、内容与用户的开放性、用户的协作共享、信息的自组织管理与修改、信息的增长及

通过用户互动形成规范等②；白崇远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维基百科人人可进行内容质量检

验，重视知识自由沟通，尊重每个人表达意见的权利，具有“挑战权威”的特征③。胡泳在此基础上

对维基百科“集体的自我监控作用”进行了阐释④。

除了对维基百科带给公众与社会福利予以肯定外，学界也不乏对维基百科条目可靠性和权威

性的质疑与批判。例如，汉娜、乌里克和约阿希姆（Ｈａｎｎａｈ、Ｕｌｒｉｋｅ、Ｊｏａｃｈｉｍ）等 学 者 认 为，维 基 百

科虽为内容的客观性制定了严格的指导方针，但涉及负面事件的条目却难以真正落实这一方针，比
如灾难或人为攻击等事件可以引发强烈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反过来可能会蔓延到维基百科的条目

编辑中。该研究发现人为攻击（恐怖袭击或枪击事件）在维基百科文本中，容易引发更多受过威胁

或受事件刺激明显的用户产生愤怒等负面情绪表达，进而影响维基百科条目的可靠性与权威性⑤。

张建华与张楠也认为，维基百科的运作机制是建立在理想的“人性本善”和社群自治基础之上的。

由于参与维基百科内容编辑的人员通常是匿名工作，编辑人员的个人诚信成为维基生存和发展的

基石。维基百科自由、开放的特点使其在面临诚信危机时很难保持内容的权威性⑥。严富昌也指

出，维基百科所有内容因为要依赖于作为志愿者的网民，必将受制于网民的年龄结构、专业素质、编
辑热情和奉献精神，从而使条目的专业性和可信度下降，产生偏颇和娱乐化倾向等⑦。

部分学者还从语言、技术和文化视角，探讨了全球政治、经济霸权与维基百科条目生成之间的

关系。鲁碧拉、瑞娜等（Ｒｕｂｉｒａ、Ｒａｉｎｅｒ，ｅｔ　ａｌ．）通过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和定性阅读方式，比较六

种主要西方语言中“全球化”条目内容（包括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发

现不同语言版“全球化”条目内容，并不受不同文化背景和语言影响，相反，这些条目因对英语条目

过度依赖，而呈现相似话语框架模式，该研究反映出了英语语言霸权如何影响知识生产等问题⑧。

黄顺铭、李红涛通过分析中文维基百科“南京大屠杀”条目（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展现了不同价值取向的在

线记忆社群如何通过写作与争夺来建构历史事件的过程⑨。张之杰则以维基百科之美国太空总署

（ＮＡＳＡ）、俄罗斯联邦航天局、欧洲太空总署等九个航天单位条目为例，建议中国应充分利用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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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平台，采取积极开放态度，攻占科学传播制高点①。
从上述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维基百科平台虽然宣称“中立”和“客观”，实际是一个充满了话语争

夺、协商妥协的话语场。也就是说，维基百科不应该简单地被认为是信息搜索平台或者百科辞典式

的知识平台，而应该被定位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外传播平台。然而，中国对外传播领域对维基百科

的重视却是长期缺失的：已有研究一方面没有意识到维基百科平台为中国对外传播适应全球传播

格局重构、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良好契机；另一方面没有注意到维基百科存在大量对中国国家形

象、政府形象、国家领导人形象不利的描述。因此，分析、应对和利用维基百科条目给我国对外传播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维基百科条目为中国对外传播带来新的机遇

根据维基百科网站介绍，截至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平台注册用户有３５００多万，收录超过４６００万

篇条目，被全世界近４．３４亿民众使用。其中，英语、瑞典语、德语、荷兰语、法语、俄语、意大利语、西
班牙语、波兰语、日语、中文和葡萄牙语等１５种语言版本已有超过１００万篇条目，而乌克兰语、波斯

语、加泰罗尼亚语和阿拉伯语这四种语言版本也已超过５０万篇条目②。在这些多语种的条目中，
存在很多和中国形象相关的描述。这些描述有正面，也有负面；有真实陈述，也有虚构歪曲；有全面

呈现，也有片面报道。总之，作为兼具多元性的网络用户协作书写与汇聚各方媒体报道来源的平

台，维基百科是一个重要的话语场，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重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也为中国对外

传播带来新的机遇。
（一）维基百科平台为中国适应全球传播格局重构提供了良好契机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传播发展迅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经形成了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日

报海外版、中国日报英文版、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ＣＣＴＶ４和西法频道）和新华社外文发稿这五家

媒体为主，涉及报纸、广播和电视多种传播媒介的宣传报道格局。除此之外，中国新闻社、中国国际

出版集团（旗下有《北京周报》、《今日中国》等五份外文杂志）和凤凰卫视也通过各自独特的方式，向
世界传递来自中国的新闻信息。同时，中国的对外新闻传播网站也迅速发展壮大，影响力日益增

强，在重大新闻报道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代表网站主要包括中国日报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网、
新华网、人民网和中国网这五家媒体。总体来说，中国已经形成一个“以中央重点新闻传播网站为

骨干，中央各新闻传播网站、地方新闻传播网站，以及驻外使领馆之间互联互通、密切协作的国际互

联网新闻传播体系”③。
然而，这些传统媒体虽覆盖面广、传播内容丰富，却面临两个困境：一方面国家运营的背景导致

这些媒体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足够信任，另一方面持续高额成本的投入依然无法适应社交媒体时代

国际互联网社区公众直接参与议题设置的需求。也就是说，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全球传播格局和

网络传播趋势发生转变，利用国外社交媒体工具和平台进行对外传播已经成为各国重点探索和发

展的方向。这些社交媒体不 仅 包 括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ＹｏｕＴｕｂｅ和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等，还 包 括 基 于 协

同创造技术的维基百科④。事实上，维基百科平台的条目不仅涉及人物传记、科学历史、文化艺术

等主题，也包括一些具有全球影响的热点事件和颇具争议的议题。不同信仰、观念、文化的编辑们

围绕不同的主题经常发生激烈而持久的编辑战。他们利用维基讨论区激烈争吵、彼此指责、寻求共

识，在遵循维基平台规则的基础上，彼此理解和妥协，最终生产出供给网民参考的百科知识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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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ｃｏｍｐｒｏｐ．ｏｉｉ．ｏｘ．ａｃ．ｕｋ／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ｙｂｅｒｔｒｏｏｐｓ２０１８／．



显然，维基百科平台给中国对外传播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在一个全球３０－４０亿网民同时在线的

时代，当网民想了解和中国相关的事物时，基于网络搜索技术的维基百科自然会成为越来越多网民

主动、方便获取信息的知识平台。

然而，目前中国对外传播恰恰忽视了维基百科平台为中国适应全球传播格局重构提供的良好

契机，比如２０１８年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正处于十字路口的时候，中国通过“进博

会”宣布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举措，试图传达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携手前行的价

值观。然而，这么有价值和意义的全球性活动截止到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之前，在英文维基百科中却

只有短短９７个词。维基百科条目的这种篇幅与会议的规模和重要性并不匹配。

基于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维基百科平台传播范围广、参与成本低和受众体验好的优势，一方

面在编辑社区中积极和各国维基编辑们对话，发出中国声音，另一方面创造和建构百科知识条目，

供全球网民搜索，从而实现高效率、低成本、大范围的对外传播，在全球传播中实现“弯道超车”，逐

步改变“西强我弱”的现状。
（二）维基百科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国际性平台

在全球传播 语 境 中，以 美 国 广 播 公 司（ＡＢＣ）、英 国 广 播 公 司（ＢＢＣ）、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 闻 网

（ＣＮＮ）等国际知名媒体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凭借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媒体从业历史和传播优

势，早已奠定了在世界范围内的高认可度和影响力①。目前，中国故事的全球传播权和中国国际形

象、国际舆论环境的塑造权还掌握在这些西方媒体手中。但是，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表现出与西

方政府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②，比如《纽约时报》、《华盛顿

邮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评价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时，一方面使用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有争议的）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受批评的）来形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影响，而另一 方 面 又 使 用 Ｈａｔｅｄ（所 恨 的）、

Ｓｅｎｓｅｌｅｓｓ（无意义的）等否定意义词汇误导读者认为中国此举会对社会产生极大危害。在报道逻辑

上，这些西方媒体从政策评价、人权批判、生育意愿、改革成效和政治体制等方面对中国生育政策改

革展开解读和评论，同时，却将计划生育描绘成一个“饱受批判”的政策，给读者造成一种政策实施

效果不可知的消极印象③。这种批评性报道为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依据，强化了国际社会公

众对这些外交政策的支持，同时也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刻板成见④。

对于这种偏见性报道，我们无法直接干预或改变西方主流媒体。然而，维基百科却可以成为既

为国际社会提供正确了解中国的平台，又为中国提供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的平台。也就是

说，我们可以通过编写维基百科条目的内容，在遵守维基百科“诚信”、“合作”文化的基础上⑤，让国

际社会对中国形成正确的认知，从而修复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各种偏见性报道。比如，在传统大

众传播领域中，“中国梦”的全球展示和延伸路径是：首先，由中国主流媒体对外阐释“中国梦”的概

念；其次，西方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基于此进行转述、解读；最后，西方民众通过这些转述与解读认

识并了解“中国梦”。然而，在西方媒体转述与解读过程中，部分外媒将“中国梦”片面理解为“雪耻

梦”、“富裕梦”、“强军梦”，甚至阐释为“中国威胁论”等，这使西方民众对“中国梦”产生误解，正如美

国《华尔街日报》在《习近平的“中国梦”和“强军梦”》一文中称，“习近平正在为中国和邻国更长期的

紧张关系，以及与美国争夺影响力可能引发的危险争议做好准备”⑥，将中国对军事及国防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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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化冰：《西方话语霸权与中国国际新闻报道策略》，《青年记者》２０１０年第１１期。

杨凤娇、杨静茹：《美媒关于中国“单独 二 孩”政 策 的 报 道 逻 辑———以 纽 约 时 报、华 盛 顿 邮 报 和ＣＮＮ相 关 报 道 为 例》，《青 年 记

者》２０１４年第３２期。

吴靖：《国际新闻报道与媒体变迁》，《当代传播》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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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解读为“更加强势的铁腕外交手段”，强调“强军梦”引起邻国的不安情绪等。相反，中国对外传

播如善于利用维基百科平台，通过对“中国梦”英文条目的直接编写，直接与国际民众对话，准确而

恰当地发出中国声音，就能避免其他西方媒体歪曲“中国梦”的内涵，进而提升中国国际形象。
（三）维基百科为中国网民更好融入国际社区创造条件

维基百科所依托的 Ｗｉｋｉ技术是一种可供多人在网络上协同创作的超文本系统。任何人访问

基于 Ｗｉｋｉ系统的网站，都可以很方便地依据自己的情感、喜好和所认同的事实自由添加、修改和删

除页面内容。由此，冲突、争辩和妥协是维基百科社区的常态。事实上，在维基平台的编辑实践中，
网络编辑的每一次修改行为，通常都必须陈述自己修改的理由，否则其修改的内容很快会被平台其

他编辑、平台机器人以及平台管理员删除。也就是说，为了产生一个高质量的百科条目，网络编辑

们不仅必须懂得维基平台的编辑技巧、平台语言以及编辑准则，还需要具备能够有效陈述事实和自

己观点的能力。

与此同时，维基百科还是一个多语言、跨越国界的共塑平台。该平台拥有来自不同地区、文化

及宗教信仰的用户。这些用户不仅要防止有人对维基条目进行破坏性编辑，还要接受维基“诚信”、
“开放”、“中立”和“合作”的文化，让每一种声音、每一种观点和每一个维基人都能够在维基平台中

展示和生存。因此，相对其他国际机构、政府、企业组织的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渠道，维基百科平台为

中国网民提供了平等参与国际社会的对话机会。中国网民只需通过互联网加入维基社区，就可以

和国际社会中的其他网民围绕同一个话题在平台的讨论页和编辑页展开争论、协商、妥协与合作，
最后通过陈述理由或者投票达成共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网民一方面能够体会国际社区的游戏

规则，以及各国各地区不同人群的不同思维方式、价值观点与态度立场等，另一方面又能有机会向

他者传达出中国的声音，争取让国际社会理解自己。以英文版维基百科中“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ｒａｇｏｎ”（中国

龙）条目为例①，从该条目讨论区可以看出，各国用户对“中国龙”象征意义的理解存在偏颇，不少网

友将“中国龙”和西方“Ｄｒａｇｏｎ”相提并论，从而将“中国人”对“龙”的图腾崇拜和中国威胁论结合起

来。针对此，不少中国网民不断更新对“中国龙”形象的描述与解释，将其与西方传统意义中“Ｄｒａｇ－
ｏｎ”的邪恶形象加以区别，既丰富了维基百科“中国龙”条目的多元文化内涵，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

交流和理解。总之，维基百科的这种共塑过程极大地推动多元文化交往的动态发展，为中国面向世

界、连通世界创造条件。

三、维基百科条目给中国对外传播带来的挑战

虽然维基百科提倡“中立”、“诚信”文化，但从其诞生一刻起从来就没有停止与歧视、极端和专

制做斗争。里格尔（Ｒｅａｇｌｅ）在《维基百科的文化》一书中就指出，维基百科中始终存在一种浓厚的

“纳粹文化”，在社区中有成群结队喜欢删贴的用户，有脾气暴躁随意封号的管理员，还有一些持有

极端意识形态的分子，个别条目还会呈现“系统性的偏见”，比如维基百科“进化论”条目几乎每天都

要被更改２到３次，其内容长期以来一直在宗教话语和科学话语之间变更。此外，很多和政治、意

识形态相关的条目也从来没有中立过，比如巴以冲突、女权主义等条目②。
实际上，由于西方话语霸权的长期存在，中国媒体国际公信力不足，以及维基百科平台坚持“非

原创”、“可验证”等原则，导致维基百科条目大量引用西方媒体和政府的话语，从而存在大量对中国

国家形象、政府形象、国家领导人形象的错误描述和偏见，这也为中国对外传播带来了挑战。
（一）维基百科条目涉华内容存在大量的偏见与误解

目前，在和中国相关的条目中，维基百科长期存在以下四种突出的、有损中国国家形象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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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偏见：
第一，对中国领导人存在误解。领导人形象是国家文明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

交往中核心 竞 争 力 之 一。塑 造 良 好 的 领 导 人 形 象“直 接 关 系 到 一 个 国 家 在 国 际 上 的 声 誉 和 地

位”①，其对内可以培养国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可以彰

显国家实力、提升国家声望，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号召力，赢得国际舆论支持，营造良好的国际交往

和合作环境②。

在媒介融合时代，国家领导人形象的塑造要适应时代的潮流，其不能仅仅依赖单向线性的纸

媒、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也要善于利用交互非线性的网络百科平台。也就是说，国际公众如果

希望了解中国的国家领导人，除了接受传统媒体的报道以外，最方便的方式便是通过谷歌搜索引擎

检索中国领导人名字，进入维基百科平台获取网络编辑们提供的信息。如果维基百科条目对中国

领导人的介绍存在偏见，就会直接影响网友对中国领导人的印象，甚至直接否认中国所树立的友

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事实上，维基百科中存在不少对中国领导人政治作为、政治意图的曲解、猜
测和不当类比，以英文维基百科“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习近平）条目为例③，该条目将中国积极推动的“一带

一路”战略描述为亚欧大陆扩张主义，并将习近平总书记与十九世纪欧美殖民统治者形成类比，严

重损害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形象。再比如，英文维基百科“Ｌｉ　Ｋｅｑｉａｎｇ”（李克强）条目中④，描述了李

克强总理会见同性恋社交应用软件“Ｂｌｕｅｄ”创始人马宝利的情形。在讨论李克强总理为何支持“防

止歧视ＬＧＢＴ（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议题时，该条目并没有从保护人权

方面认同李克强总理，反而添加了毫无根据的猜测，认为中国总理之所以提倡“防止歧视ＬＧＢＴ”，

是想利用ＬＧＢＴ群体的购买力水平帮助中国企业摆脱困境，实现经济增长。
第二，损害了中国政府部门的形象。政府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考量因素。良好的政府形象

有助于政府工作的开展，也有助于国家在外交博弈中占据优势。对中国政府部门与政府行为的报

道会直接影响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与作用。然而，受外媒影响，维基百科条目存在大量对中国

政府有偏见的话语。比如“中国梦”是中国政府２０１２年正式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习

总书记多次表示中国梦“一定能实现”。维基百科至少有中文、英文、芬兰文、法文、日文、挪威文、泰
文、越南文８个语种设置了“中国梦”条目。然而，这些条目却对“中国梦”的解读存在大量的误解，
它们除了介绍“中国梦”的内涵外，还用不少的篇幅讨论了中国政府的腐败问题、食品安全管理问

题、法治建设不足问题以及污染治理问题等。这些议题消解了“中国梦”的可实现性，也加深了国际

社会对中国政府的质疑⑤。
第三，亵渎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自民族国家体系确立以来，领土主权就是国际关系的基石，其

指国家对其领土本身以及领土范围内的人和物所具有的最高排他性的权力。从国际关系实践看，

二战结束以来，虽然国际社会中公然发动侵略战争、解决领土主权争端的事件大幅减少，但是在话

语层面的主权争辩却大大增加。主权争议双方都尽可能利用一切外交谈判、国际仲裁和媒体宣传

等手段宣示己方主权。

目前，维基百科条目存在大量亵渎中国领土主权的话语，这些话语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地改

变国际公众对中国争议领土主权的想象。以英文维基百科“Ｔａｉｗａｎ”（台湾）条目为例⑥，该条目称

“台 湾”为 一 个 东 亚 的 “Ｓｔａｔｅ”，其邻国包含 中 国、日本和 菲 律 宾。这 种 描 写 方 法 一 方 面 直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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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张昆：《国家形象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２５页。

刘晶：《论国家领导人形象柔性传播》，《中州学刊》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参见维基百科（英文版）“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条目内容，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２０１８－１２－２４。

参见维基百科（英文版）“Ｌｉ　Ｋｅｑｉａｎｇ”条目内容，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Ｌｉ＿Ｋｅｑｉａｎｇ，２０１８－１２－２４。

丁洁：《浅析利用维基百科开展中国政治话语对外传播的可行性———以“中国关键词”条目在维基百科收录情况的分析为例》，
《对外传播》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参见维基百科（英文版）“Ｔａｉｗａｎ”条目内容，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Ｔａｉｗａｎ，２０１８－１２－２４。



指称“台湾”为“国家”，另一方面有意将台湾与中国并列于一起，加深了国际公众误认为“台湾是一个

国家”的可能。再以英文维基百科“Ｓｅｎｋａｋｕ　Ｉｓｌａｎｄｓ”（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条目为例①，该条

目创建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第一版内容采用了中文拼音“Ｄｉａｏｙｕｔａｉ”，而就在条目创建后的第三天，就
有网络编辑对条目进行了修改，将日文名称“Ｓｅｎｋａｋｕ　Ｉｓｌａｎｄｓ”（尖阁列岛）放在前面，给出的理由是

“尖阁列岛（钓鱼岛）实际上是被日本控制着的”。之后，该条目名称反复发生争议，一直在“Ｓｅｎ－
ｋａｋｕ　Ｉｓｌａｎｄｓ”、“Ｐｉｎｎａｃｌ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１９世纪西方国家给钓鱼岛起的英文名）、“Ｄｉａｏｙｕｔａｉ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Ｄｉａｏｙｕ　Ｉｓｌａｎｄｓ”、“Ｄｉａｏｙｕ／Ｓｅｎｋａｋｕ　Ｉｓｌａｎｄｓ”等命名间来回修改，最后截至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该条

目依然采用日本名称“Ｓｅｎｋａｋｕ　Ｉｓｌａｎｄｓ”。事实上，命名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语言游戏问题，而是承担

着建构社会现实的象征功能，其往往和国家战略以及国际舆论场的话语权紧密联系在一起②。毫

无疑问，维基百科条目以日本名称“Ｓｅｎｋａｋｕ　Ｉｓｌａｎｄｓ”（尖阁列岛）直接称呼钓鱼岛，对维护中国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非常不利。
第四，对中国突发事件和社会现象介绍负面信息较多。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社会从以大

众传媒为传播主体的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传播主体极端多元化的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③。作为

一个依靠搜索技术和网民协同书写编辑的百科网站，维基百科常常被认为其全民参与模式能弥补

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缺陷，能抵抗权力和资本的控制，具有中立性。然而由于政治监管、中国网民

跨文化交流能力不足以及编辑维基的技术门槛，导致维基百科编辑社区中的意见领袖大多是生活

于西方国家的网民，他们长期沉浸在西方媒体的话语霸权体系中，因此造成在维基百科平台上，一
些涉华条目往往因内容不全而有失偏颇。以英文维基百科“２０１４Ｋｕｎｍｉｎｇ　Ａｔｔａｃｋ”（２０１４昆明３·

１事件）条目为例，该条目大量引用了自由亚洲电台歪曲中国政府的报道，比如下面这个句子“．．．

ｐｏｌｉｃｅ　ｈａｄ　ｖｉｏｌｅｎｔｌｙ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警方猛烈镇压示威……）。该句中使用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镇压）一词，将一场极端伊斯兰分子在火车站凶残砍杀无辜群众的恐怖主义行为，塑造

成维吾尔族人民反抗专制政府的民族解放行为④。再比如，英文维基百科“Ｃｈｕｎｙｕｎ”（春运）条目

用大量篇幅说明春运给交通运输系统造成了严重负荷，以及黄牛党和铁路系统腐败问题，却遗漏介

绍中国政府为了保障旅客的安全出行所付出的巨大努力⑤。
（二）涉华议题在多语种维基百科中缺乏系统性整理与维护

维基百科条目基本都是网民自发自主、随机地创建与维护。这就导致很多重要涉华议题在多

语种维基百科条目中或者表达不恰当，或者没有中国的声音。以“一带一路”议题为例，习近平总书

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一带一路”要注意沿线各国的“文明交流互鉴”和“五通”，即政策沟通、设
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显然，这种深度互通必须以信息互通作为基本的保障。
而从信息互通视角来看，除了传统媒体，基于网民自主搜索技术的维基百科条目是让国外民众了解

中国政策的重要路径。按理说，中国应该充分利用多语种的维基百科平台，创建、监测和维护“一带

一路”条目的内容，保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能被国际社会，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众

正确理解。然而，在英文维基百科中，“一带一路”条目很大篇幅在讨论“新殖民主义”。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语种的维基百科中，阿拉伯语维基百科“一带一路”条目重点介绍了德法等欧洲国家认

为中国“一带一路”政策暗藏野心，却独独缺少了中国对欧美偏见的回应内容⑥。越语维基百科和

印地语维基百科皆没有看到“一带一路”条目。而对港澳台以及华侨影响甚大的中文维基及日文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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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参见维基百科（英文版）“Ｓｅｎｋａｋｕ　Ｉｓｌａｎｄｓ”条目内容，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Ｓｅｎｋａｋｕ＿Ｉｓｌａｎｄｓ，２０１８－１２－２４。

甘莅豪：《命名的象征力量和国际争端中的主权想象》，《国际新闻界》２０１５年第９期。

隋岩：《群体传播时代：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影响》，《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１１期。

参见维基百科（英文版）“２０１４Ｋｕｎｍｉｎｇ　Ａｔｔａｃｋ”条目内容，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２０１４＿Ｋｕｎｍｉｎｇ＿ａｔｔａｃｋ，２０１９－０３
－３０。

参见维基百科（英文版）“Ｃｈｕｎｙｕｎ”条目内容，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Ｃｈｕｎｙｕｎ，２０１９－０３－３０。

参见阿拉伯语维基百科，ｈｔｔｐｓ：／／ａｒ．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２０１９－０１－１０。



基一直处于屏蔽当中，这就导致中国大陆网民无法介入中文、日文“一带一路”条目的编写，发出中

国自己的声音。

此外，在各语种维基百科中，英语维基百科条目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尤其值得 关 注。２０１９
年１月，维基百科和谷歌翻译建立了合作关系。谷歌翻译将免费集成到维基百科的内部翻译工具

中，用于翻译维基百科的文章。谷歌翻译目前可翻译５００多种语言，即便是祖鲁语、豪萨语、库尔德

语（Ｋｕｒｍａｎｊｉ语）和约鲁巴语这些使用人口十分少的小语种也不例外。由于英文维基百科词条有

５８０多万条，篇幅和质量相对较高，维基百科公司准备利用谷歌翻译技术，将这些英文条目翻译为

其他语种，充实其他语种的条目。由此，维基百科语种将从目前３０３种变成５００多种，覆盖全球各

个角落中的人群①。按照这种合作思路，即使人数较少、偏远的国家民众，比如非洲、大洋洲等国家

也可能会将维基百科作为知识获取的重要渠道，可是与此同时，英文维基涉华条目中的各种偏见也

会进入到这些语种的条目中，进而影响中国在这些国家人群中的形象。
总之，中国对外传播不仅应该关注维基百科中一些中国特色的公共政治话语和重要涉华议题，

比如“中国梦”、“一带一路”、“亚投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是否被列入条目，以及在条目中如何

被述说等，还应该考虑如何让这些公共政治话语在各语种维基百科中彼此呼应、系统性呈现，从而

有效防止西方主流媒体的误导，正确传播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
（三）维基百科社区缺乏有影响力的亲华网络编辑

维基百科平台网络编辑除少量行政员外，其他皆来自于志愿者。根据各自权限，分为匿名用

户、注册用户、管理员、行政员和仲裁委员会五种角色。匿名用户和注册用户都可以创建和修改条

目。两者权限区别在于：对于半保护状态的条目，匿名用户无法修改，注册满四天的用户才能修改。

管理员和仲裁委员会都由选举投票产生。管理员在删除与恢复页面、封锁用户账号和ＩＰ地址等方

面拥有较高的权限，有时他们还需要接受各种投诉，并召开网络会议讨论投诉，最后投票做出决定。
而仲裁委员会拥有对争议话题的最终裁决权，并决定管理员的去留。而行政员主要负责执行仲裁

委员会的决议②。

此外，除维基社区赋予权力的管理员、仲裁员外，能够真正影响百科条目内容的网络编辑，还包

括部分特别积极的意见领袖。在维基平台中，他们不一定是管理员或仲裁员，但编辑非常频繁。他

们不仅是条目内容贡献的核心人物，而且和其他用户长期互动，能够影响整个维基百科编辑用户群

体。也就是说，这些意见领袖的观点直接影响了条目内容的整体走向。

然而，在影响最大的英语维基百科平台中，不少平台意见领袖对中国政府持续存在敌视和偏

见，他们对某些涉华议题条目的编辑，可能无法做到真正的中立客观，比如“台湾”条目编辑前１０位

活跃用户中有４位在其用户主页上非常明确地表示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他们在编辑台湾条目时，话
里话外都在为“台独”背书③。

总之，由于娱乐至上的网络环境和浮躁功利的社会环境，中国长期缺少乐于和他人分享智力成

果，坚守“宽容、妥协、共识、集体协作”意识，持久活跃，且有影响力的亲华维基百科网络编辑。这种

缺失不仅直接影响涉华议题在维基百科平台的表达，还弱化了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的话语权。事

实上，每当涉华敏感议题在维基平台产生激烈争论时，由于来自中国大陆的维基管理员数量非常稀

少，导致争议结果总是对中国不利，比如日语维基百科平台中“南京大虐杀”条目的标题就被改成了

“南京事件”。此事在中文维基和日文维基的讨论区中都引发了强烈的争论。争论中，有些曾参与

日文维基条目编辑和修订的人，抱怨那些持右翼立场的编辑常以不接受外文来源和指责“引用的中

文文献是‘宣传’”为由撤销或回退了自己的修订。一位去日文版条目参与论争却以失败告终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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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昂：《维基百科整合谷歌翻译帮助编译文章》，ｈｔｔｐ：／／ｓｈｕｚｉｘ．ｃｏｍ／１３３６０，２０１９－０１－１１。

王烽：《维基百科协作编辑机制对传统百科全书网络化的启示》，《科技与出版》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

诸蔚冰：《“台湾”在百科词条中的主权想象》，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７年。



京维基人感叹，“连几张图片都加不进去，更不要说正名了”，他建议“最好先充实中文版的条目，然

后再修改英文版，之后有足够日文能力的话再去改日文版”①。
（四）传统单向的对外传播话语无法适应维基百科社区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常常照搬对内宣传话语体系，用刻板生硬、自说自话的语言

向国外受众宣传中国的观点和立场，其表述互动性不足，同理心不足，说服力不足，难以同外界形成

观念认同②。而维基百科不仅是知识平台，更是社交媒体平台。在编辑维基百科条目过程中，中国

对外传播人员不仅需要把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价值理念、风俗民情等传播出去，还
需要掌握维基百科的特殊习语、规范和行动指南，在维基社区中与其他编辑用户、编辑机器人积极

互动③，建构符合国际话语体系的对外传播话语。比如２０１８年中美贸易冲突事件发生后，对于该

事件，中国统一采用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４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事实与中方

立场》白皮书 术 语 和 立 场 进 行 对 外 传 播。可 是 在 英 文 维 基 百 科“中 美 贸 易 战”（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Ｗａｒ）（２０１８－ｐｒｅｓｅｎｔ）条目中④，该白皮书中的很多话语都遭受了质疑，比如编辑用户

＠Ｎｅｏ－Ｊａｙ针对匿名网友提出用“中美贸易摩擦”替代“中美贸易战”的建议，指责不应采用中国白

皮书的术语，并引用ＢＢＣ、美联社、ＮＢＣ、ＡＢＣ等多家媒体的报道佐证２０１８年中美贸易冲突规模巨

大，认为中国政府有意弱化了中美贸易冲突，使用“贸易战”这个命名更为正确与合适⑤。这些质疑

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它们常常需要中国对外传播人员耐心地在维基社区中进行讨论和解

释，全球网友们才能逐步了解、理解或接受“白皮书”的话语和立场。
另外，相对于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维基百科社区拥有传播范围广、速度快、开放性和交

互性强等优势，其可以将文字、图片、声音、图像有机结合起来，使得传播形态更加丰富和多元化。
也就是说，在开放自由的互联网平台上，维基百科社区顺应了国际传播形态从大众媒体的灌输式传

播向互联网新媒体辩论互动转变的趋势，其主体泛化、以人为本、多维互动的新型传播方式，造成了

传统话语权的解构与让位，形成了一个全球澄清释疑、说理论辩和自由沟通的网络公共舆论场。由

此，在维基社区中，我们不仅需要思考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还需要考虑他人可能会持有什么观点，
以及他们会如何对我们的观点进行反驳，即在维基社交媒体社区中，提升对外传播人员的说理和论

证能力应该成为中国对外传播必须考虑的因素。

四、中国在维基百科条目中的对外传播策略

根据上述分析，面对种种挑战，我们务必制定一套有针对性的对外传播策略，其不仅包括重新

构建一套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还包括培养在维基平台中有影响力的编辑等。
（一）研制出一套既符合国际话语规则，又能塑造中国良好形象的对外传播话语策略

维基社区中的对外传播，一方面必须遵守基本的国际话语规则，比如报道来源透明公开、报道

素材真实准确、报道视角多元平衡等特点，另一方面还得遵守维基百科平台“尊重他人”、“假定善

意”、“建立共识”、“充分沟通”等编辑规则，与此同时，还需要考虑如何有效地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
对此，我们应该考虑建构一套维基百科对外传播话语策略，比如在遵循报道视角多元化原则的基础

上，针对英文维基百科大量采用英美权威媒体报道的特点，适当增加中国权威媒体的观点；在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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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素材真实准确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有争议性条目的讨论。在讨论中，采用添加议题、论据和理

由的方式，力争“在议题设置上有引导力、在规则制定的讨论中有说服力、对于霸权倾向有回击力、

对于质疑有解释力”①。再以“Ｃｈｕｎｙｕｎ”（春运）条目为例，我们可以适当添加关于中国人对“家”的

渴望与情结的内容，帮助外国文化背景的用户理解这一中国特有的大型迁徙活动；我们还可以在遵

循平衡原则的基础上，巧妙运用各种话语修辞策略，改变中国的形象，比如某些反华编辑突出强调

了“春运给交通运输系统造成严重负荷”，从而暗示中国政府执政不力，如果我们巧妙使用转折词

“但是”（Ｈｏｗｅｖｅｒ），将该话语重新编辑为“尽管春运给交通运输系统造成了严重负荷，但是那些坚

守在第一线的交通指挥员、乘务员等使得千万旅客得以平安返乡”。如此，既遵守了平衡报道原则，

又能利用转折词特殊的修辞效果，突出中国政府执政爱民的形象。
（二）鼓励并培养中国网民成为有影响力的维基百科平台编辑

目前中国大多数从事对外传播人员并不了解维基百科平台的运行规则，而熟悉平台规则的网

民又未必能准确“讲好中国故事”。因此，中国急需鼓励并培养中国网民成为既熟悉百科平台运行

规则，熟悉国际话语规则和擅长社交媒体使用，又能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维基百科平台意见领袖

和管理员，并组建一些核心的编辑团队，保证中国声音能在百科条目中正确、有效地传达。

一方面，中国网民如果要获得全球性公信力，就不仅要述说中国的故事，也必须善于关心和讨

论其他国家的故事。其实，每个社区或国家的民众往往首先关注和自己有关的事情。中国对外传

播维基编辑团队只有先关注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能够对这种事情提出反思和质疑，并给出真知灼

见，才能建立自身的意见领袖地位，进而成为平台管理员。在此基础上，他们才能够更好、更有效地

讲好中国故事。今日俄罗斯（ＲＴ）之所以能够从ＢＢＣ、ＣＮＮ等控制的西方主流话语中脱颖而出，正
是因为它能够在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的基础上，既遵循国际新闻话语规则，又突破西方话语的惯性思

维，给出和西方传统权威媒体完全不同的思考和答案。

另一方面，中国网民要摆脱以往对外传播只是简单地将国内宣传话语翻译成外语的思维，而要

在国外社交媒体中积极和他国民众对话、辩论和沟通，增加共识，建立理解。对外传播维基编辑团

队必须彼此配合、身兼多职：一方面需要不间断把涉华新条目、新栏目、新议题、图片和视频发布到

不同语种的维基平台上，方便目标群体第一时间了解中国；另一方面更需要经常在讨论区中阅读并

回应其他网络编辑的修改和评论，努力在全球网络编辑中竖立自身的公信力。
（三）培育并鼓励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积极参与维基百科平台编辑活动

维基百科平台是一个公共空间。和那些具有官方背景的对外传播媒体平台不同，维基百科的

草根性质并不主张中国政府直接利用维基百科条目进行对外传播。或者说，如果政府直接干预，反
而会遭到不必要的舆论批评，对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造成严重伤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

不能在维基百科平台上有所作为。相反，面对维基百科条目充斥反华网络编辑充满偏见的话语行

为，中国政府更应积极行动，一方面需要重新反思并仔细考量互联网百科的准入度，特别是限制日

语和中文维基百科必要性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应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培育并鼓励民间团

体参与维基百科平台编辑活动。

由于互联网全球一体化与传媒生态格局的变化，我们应该突破对外传播中的窄化思维，以为这

只是具有 官 方 背 景 主 流 媒 体 的 事 情。实 际 上，非 政 府 组 织（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ＧＯ）、民间团体或者某些桥梁人群往往比 政 府 本 身 能 更 方 便、更 有 效 地 实 现 国 家 形 象 的 有 效 传

播②，比如在美国，专门帮助美国政府进行文化和价值观对外宣传的非政府组织有上万个，如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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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基金会、欧亚基金会等①。
近年来，中国已经自发形成了一些基于线上和线下交流的维基百科民间编辑团队，比如基于地

域特征的“中国大陆维基人”、“香港维基人”，基于主题特征的“冰与火之歌中文维基交流会”、“魔戒

中文维基交流会”等。这些维基组织不仅鼓励成员参加维基百科社区一年一度大会 Ｗｉｋｉｍａｎｉａ，还
经常在上海、北京、长沙等地举办线下大会，并自发举办了电子杂志，比如《求闻》等。这些杂志经常

讨论和交流维基编辑方面的议题，比如“缺少中国大陆观点，维基百科将会怎样”、“庆祝维基人Ｔｉ－
ｇｅｒｚｅｎｇ当选中文维基百科管理员”等。如果中国能够通过非政府组织关注并有效支持这些编辑团

队，鼓励他们积极修复维基百科条目中的各种偏见，力争生产出真正有影响力、高质量、“全面均衡”
的维基百科条目。那么，中国对外传播不仅能有效对抗西方话语霸权，服务全球民众，营造出公平

正义的全球舆论环境，而且能实现以条目为核心的精准传播，切实提高中国的国家形象，赢得国际

社会赞誉。
（责任编辑：潇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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