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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人际语用学视域下身份建构的社会建构主义原则、交互原则、站位原则和指示原则，以“CGTN”
哔哩哔哩账号发布的相关视频为语料，定性分析新媒体语境下中国国家身份建构。研究发现，“CGTN”
哔哩哔哩账号相关视频通过主动展现、关注外部、互动交流，并在话语中建立“真实/虚假”“相似/差
异”交互关系对，进行趋同或趋异站位、标识身份、呈现身份类属等方式从多方面建构多元的中国国家

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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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within interpersonal pragmatics including social 
constructionist principle, positionality principle, indexicality principle and relationality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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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takes videos from the Bilibili account of “CGTN”(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 as 
corpus to qualitatively analyze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Results show that videos from the Bilibili account of “CGTN” construct China’s multifaceted na-
tional identities in various ways such as presenting itself proactivel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ex-
ternal world, as well as communicating and interacting. Also, these videos establish “true/false” 
and “adequation/distinction” relational dyads, and take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positions as 
well as make identification and presentation to identity 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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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哔哩哔哩平台创建于 2009 年，是中国年轻世代高度聚集的潮流文化娱乐社区和视频网站，以丰富的

资源、高质量的内容、可以让人产生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的弹幕功能以及没有广告的特性，深受中国年

轻一代的欢迎和喜爱，并迅速发展成为可以和 YouTube 进行产品对标的大型视频网站。近年来，除了越

来越多的知名人士、专家学者等入驻哔哩哔哩平台，也有更多官方政务机构如“新华社”“光明日报”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等相继开通哔哩哔哩账号，在新媒体平台进行政务信息传播。 
CGTN，即中国国际电视台(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成立于 2016 年，是中国中央电视台面

向全球播出的新闻国际传播机构，以“See the Difference (看见不同)”为口号，以独特的“中国视角”看

待世界、记录世界，促进中外沟通了解，增进中外文化交流。“CGTN”哔哩哔哩账号于 2020 年 5 月 7
日开通并发布第一条视频，截至目前，已累计发布视频 7000 余个，获赞超 1100 万。 

近年来，众多学者开始关注新媒体语境下的身份建构问题，并从多方面展开研究。大部分研究者采

用陈新仁提出的“语用身份”概念及其相关理论[1]分析新闻媒体或文化机构的身份类型与建构策略，景

晓平[2]从人际语用学视角分析老年人在微信互动中的身份建构。在中国国家身份建构方面，也有多位研

究者针对不同的语料，分别采用概念隐喻理论和批评隐喻分析[3]-[5]、多模态互动分析[6]、批判性话语

分析[7]等方法对机构话语中的中国国家身份建构进行分析。 

2. 人际语用学视角下的身份建构 

人际语用学(Interpersonal Pragmatics)是语用学研究的专门议题之一，也是 21 世纪初以来兴起的一个

新的语用学分支，它脱离语言表达与理解本身，将对语言问题的关注转向对与人和社会相关的问题的关

注，如人际关系的建构、管理等[8]。 
“身份是主体间产生的，是交际互动中涌现的[9]。”身份建构具有人际语用特点，在人际语用学研

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人际语用学视角下的身份建构具有多元性与多面性[10]，涉及人际关系、人际情态、

人际评价等方面[11]。身份建构与人际关系工作有着紧密的关联，身份建构是关系工作的结果[12]；人际

态度、人际情感与人际关系、会话参与者的个人及社会身份相互影响；进行身份建构的不同言语形式和

策略会引发人际评价，包括对人际关系的评价、对彼此言语行为的评价[13] [1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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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建构的人际语用学研究原则也具有多元性，可以归纳为社会建构主义原则、交互原则、站位原

则和指示原则。社会建构主义原则[15]是进行身份建构的概念前提[16]，主张身份建构必须依托于社会实

践与具体交际语境，“本质是动态发展的、涌现的、人际协商的[10]”。交互原则[9]为身份建构问题提

供了具体分析角度[10]，认为身份建构只有在与其他社会角色的互动和关系中才能获得社会意义。站位原

则[9]是分析身份建构的有力工具，强调会话参与者在交际中的站位不同，表达的情感态度也会有所差异，

从而建构出积极或消极的身份及人际关系。指示原则[9]揭示身份建构的内在机制和语言实现途径，关注

语言形式和语用策略等。 

3. 研究设计 

本文基于人际语用视域下身份建构的四个主要原则，即社会建构主义原则、交互原则、站位原则和

指示原则，采用定性分析法对“CGTN”哔哩哔哩账号发布的视频内容进行分析，主要回答：“CGTN”

哔哩哔哩账号发布的视频建构了什么样的中国国家身份？ 
2022 年 10 月，中共二十大隆重召开，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其科学谋划了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党和我

国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2022 年 12 月，我国各地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百姓的生活发生

巨大变化。处于这两个关键时期中间的 11 月是重要的过渡时期。本文的语料取自“CGTN”哔哩哔哩账

号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期间发布的相关视频，共计 180 个。 

4. “CGTN”哔哩哔哩账号相关视频的中国国家身份建构 

“CGTN”和“哔哩哔哩”分别是中国重要的外宣机构和年轻人最喜爱的新媒体平台，“CGTN”哔

哩哔哩账号将二者结合，迎合时代发展潮流，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介绍宣传中国、关注报道世界，不仅

能够吸引中国年轻人的兴趣，而且能够引起在中国工作、学习的外籍人士的关注，对建构中国国家身份

具有重要意义。 
“CGTN”哔哩哔哩账号在 2022 年 11 月期间发布的视频内容主要涉及系列节目(如纪录片、专题演

讲、专题访谈等)、重要活动相关报道(如进博会、G20、APEC 等)、新闻报道、精彩瞬间记录、外交回应、

第三方视角观点、科普、评论、中国文化等。具体情况详见表 1。这些视频大多采用“中英文字幕 + 英
文报道(解说)”或“中文字幕 + 英文报道(解说)”，同时满足中外观众的语言需求，并以多模态的表现

形式，同时呈现图象、文字和声音刺激，有利于给观众留下清晰、直观、深刻的印象。 
 
Table 1. Content of the videos from the Bilibili account of CGTN 
表 1. “CGTN”哔哩哔哩账号相关视频的内容 

视频内容 数量 百分比 

系列节目 70 38.9% 

重要活动相关报道 20 11.1% 

新闻报道 34 18.9% 

精彩瞬间记录 8 4.4% 

外交回应 12 6.7% 

第三方视角观点 19 10.6% 

科普 10 5.6% 

评论 2 1.1% 

中国文化 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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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社会建构主义原则与中国国家身份建构 

身份不是凭空产生的，身份的建构离不开社会实践和具体交际语境。新媒体语境下的国家身份建构

与时代背景、新媒体平台的话语表达等息息相关。 
2022年 10月，中共二十大在北京隆重召开，受到全国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关注。2022年 11月，“CGTN”

哔哩哔哩账号共发布 20 个主题为“新征程上论中国”的二十大精神解读系列视频，邀请海内外著名思想

家、评论家、业界精英等分别从中华文化、民主政治、脱贫成果、对外开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方

面解析二十大报告中的新观点、新思想。这些演讲视频主动展现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发展理念——中国坚

持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带领人民摆脱贫困、在小山村中创造幸福生活，并深入发掘中

华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建构了中国以人为本、文化自信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中国坚持高

水平高质量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并通过建设包容性伙伴关系，为其他国家提供资金、协助

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经贸合作，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世界，建构了中国开放包容、机遇共享、互利共赢的

合作伙伴身份；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应对全球挑战提供“中国智慧”，为促进全球发

展、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巨大贡献，建构了中国和衷共济、勇于担当的国际发展参与者身份。 
除了通过主动展现自身建构中国国家身份，“CGTN”哔哩哔哩账号还关注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状

况。其发布的新闻报道视频记录了菲律宾台风、西班牙强降雨、纽约布法罗市暴雪、俄罗斯首都火灾等

其他国家遭遇的灾害及当地居民受灾、救灾情况，关注了英国鸡蛋供应紧张问题和世界杯赛况等；科普

和评论性视频对欧洲社会面临的能源危机和经济衰退问题进行分析，并对美国推特公司的整改计划和未

来发展方向进行解读，表明中国不仅关注自身利益，也密切留意全球各国的发展情况和世界人民的生活

境遇，建构了中国兼济天下、胸怀各方的大国身份。 
“CGTN”哔哩哔哩账号还发布“海客谈”系列视频，通过随机采访和面对面访谈的方式与世界各

地民众进行交流，探寻中国在与世界各国互动的过程中建构的国家身份。受访者表示，中国切实改善贫

困状况，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不仅在本国普及义务教育，而且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教育，改善医

疗。在世界各国都能看到中国生产、制造的产品，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技术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表现了中国的迅速崛起，建构了中国公共产品的创造者、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助力者和引领者身份。也有

受访者提到，“现在中国在环境和动物保护方面都在逐渐和世界水平接轨”，这表明中国在各个方面都

在积极进步和提升，也体现了中国对地球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 

4.2. 交互原则与中国国家身份建构 

身份归根结底是一种交互现象。在实际交际中，身份建构可以通过“真实/虚假”、“相似/差异”等

关系对的作用实现。“真实/虚假”这一关系对强调会话参与者确认或证实身份的真实与虚假[10]，通过

指出并纠正交际中的虚假身份、片面身份与问题身份，从而建构真实、正面、积极的身份。“相似/差异”

这一关系对反映交际中出现的两个个体或群体的相似特征或差异性，通过对相似特征的维护或差异性的

排斥建构积极身份。 
11 月 1 日，“CGTN”哔哩哔哩账号发布一则关于外交回应的视频。视频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

立坚针对 2022 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中蓄意歪曲中国外交国防政策的行为作出回应：“(该报告)充分暴

露了美方为遏制打压中国，刻意编造借口的险恶用心。”在这段回应话语中，中方通过建立“真实/虚假”

这一交互关系，指出美方认为“中国对美国家安全构成最严重的系统性挑战”这一观点只是美国为给自

身遏制打压中国的恶意行径正名而强行编造的借口，是错误且不实的，纠正了美方强加给中国的虚假身

份，并强调，中国始终采取防御型外交政策，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明确中国的真实立场，为

中国建构了世界和平和公平正义的坚定维护者这一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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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3 日发布的另一则有关外交回应的视频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针对美国对德国政府施压

干预中企对汉堡港投资的行为表示坚决反对并认为，美方无权干预中国和德国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务实

合作，不应实行强权政治和胁迫外交。这里构建了“相似/差异”这一交互关系，明确指出美方的群外身

份[17]，强调中方与美方的差异，在谴责和批判美方做法的同时表明了中方的正面立场，建构了中国作为

全球金融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投资者权益的保护者身份。 

4.3. 站位原则与中国国家身份建构 

交际者通过站位(趋同或趋异)在交际中呈现评价(积极或消极)、情感(接受或拒绝)与认知倾向(认同或

反对) [18] [19]，区分自我和他人的不同身份。 
11 月 15 日，“CGTN”哔哩哔哩账号分享了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联合国

维和行动的会议上的一段发言。作为一名中国的驻外大使和外交官员，耿爽在国际会议上的一言一行都

代表中国，传递中国的声音、态度和立场。耿爽表示，“中国一直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者和贡献者”，

直接表现了中国与联合国安理会在维和行动方面的趋同站位，表达了积极的情感倾向。同时，耿爽提出

一系列保障维和人员安全的建议举措，表明中方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持积极态度，从而建构积极的国家身

份：中国始终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护者。 
11 月 22 日的一则外交回应视频记录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中的一段话：“(美国)

打贸易战、科技战，完全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只会损人不利己。”“违反”“破坏”

“损人不利己”等词对美方行为进行直接谴责，表明中国对美国发起贸易战这一行为的消极态度和趋异

站位，说明中国持与美国相反的正面立场，建构了中国正义、理性、包容的国家身份。 
11 月 23 日发布的题为“美国：一切为己”的评论性视频说明美国总是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对联合

国提出的意在保障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决议投出否决票，并通过列举实例和数据、引用现实话语等方式，

揭露美国“民主”“自由”和“人权”价值观下隐藏的阴谋和罪行。视频中总结：“All this has no other purpose 
than to uphold American’s selfish interests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一己私利).”辛辣地讽刺了美国的

伪善行径。该视频内容也反映中国与美国的趋异站位，反映中国的正面立场。 
“CGTN”哔哩哔哩账号发布的视频中也有很多是从第三方视角来看待中国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

系。如 11月 2日发布的视频报道了神州十四号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与东盟国家的青少年进行“天宫对话”，

会场上，一名 18 岁的菲律宾少女用“榜样”“感动”等词汇形容神州十四号唯一的女性航天员刘洋给她

留下的印象，同时表示，“作为女性，我也有机会成为宇航员”。她从性别的角度表明了她的趋同站位

和积极的情感倾向，彰显了中国航天事业的伟大成就和中国女性的榜样力量。11 月 19 日发布的视频记

录了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的一段独家专访，在专访中，施瓦布直言不讳地表

示“未来需要全球化”“全球化将惠及民众”，表明他对全球化的认同和支持态度，对中国坚持全球化

发展、坚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行为进行趋同站位。在谈论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时，施瓦布表示

“心怀敬意”，并指出“许多国家可以借鉴中国模式”“中国模式非常有吸引力”。他用到的“敬意”

“借鉴”“吸引力”等正面词汇都证实他的趋同站位，表达他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认同与赞赏，建构了积

极的中国国家身份。 

4.4. 指示原则与中国国家身份建构 

身份建构还可以通过标识身份、呈现身份类属、使用不同的语用策略等方式实现。 
11 月 1 日发布的题为“我们的天宫|空间站上如何保持供电”和 11 月 3 日发布的“我们的天宫|航天

员进入梦天舱”两个视频，分别介绍了我国的太空电站、记录了中国航天员进入梦天实验舱的精彩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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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宫”是中国载人空间站的名称，建设空间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视频标题中

“天宫”前用“我们的”加以指示限定，这里的“我们的”即是“中国的”，一方面表明天宫是中国自

主创新研发建设的空间站系统，彰显了中国航天越发强大的实力，另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对自身航天实力

的自信，建构了中国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的追求者身份，自力更生，不断突破，实现自我超越。 
11 月 3 日，“指点财津”系列节目第 517 期发布，视频标题为“中国是世界经济稳定之锚”。这种

“A 是 B”的表述方式通常表示直接标识[20]，视频中多次直接或间接地出现了标识中国为第一主讲人身

份的话语，如“China is the main pillar of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中国是维护全球

供应链稳定的主要支柱)”、“China is a favored land for foreign investment (中国是外商投资的热土)”，

充分表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制造业门类齐全，体系完整，在维护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同时也乐于与世界各国开展贸易合作，建构了

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维稳者和驱动者身份，面向世界，开放包容。 

5. 引言 

本文基于人际语用学视域下身份建构的四个主要原则，即社会建构主义原则、交互原则、站位原则

和指示原则，以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CGTN”哔哩哔哩账号发布的相关视频为研究语料，

主要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探究新媒体语境下中国国家身份的建构。研究发现，CGTN 作为中国重要的

外宣机构，每日发布各种不同类型的视频，从不同方面和角度介绍中国、看待世界，在“传播中国声音”、

增进中外相互了解、相互沟通中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CGTN 不仅主动展现中国自身，而且密切关注中

国外部环境动态，并从与外国民众的互动交流中了解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和看法，探析中国国家身份；通

过记录外交回应，展现中国对外话语中建立的“真实/虚假”“相似/差异”关系对，破除外国强加给中国

的虚假身份，并揭露双方差异，指明中国的正面立场；同时，CGTN 记录中国在不同事件中进行的趋同

或趋异站位，以及关注第三方客观视角对中国相关举措的不同站位，表达各自的情感态度和评价立场，

彰显国家身份；CGTN 宣传报道话语中的身份类属和标识也帮助实现国家身份建构。这些视频从多个方

面建构多元的中国国家身份：中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兼济天下，勇于担当，是全球金融市场秩序、

全球投资者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者，是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推动者和引领者，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社

会公平与正义的坚定维护者。在新媒体平台全面展现并建构中国国家形象，既有利于增加外国民众对中

国的了解，也能加深中国人对本国的认识与理解，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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