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添加收藏

 传人社区

 投稿信箱

首页  关于我们  传播学分类  学者与传人推介  相关网站资料 

传播学论坛 → 传播学分类 → 政治传播 

西方传媒的奥运“杂音”从何而来 

 

从筹备申奥到申奥成功，从勇挑奥运重担到确保“平安奥运”，2008年北京奥运走过的道路不能不说十分曲

折与坎坷。 

针对西方（包括日本）一部分传媒不断发出的“杂音”，特别是近几个月以来频繁出现的事件和反应，不少

一向不关心国事、天下事的中国留学生不由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中国人办奥运会为什么这么困难？” 

 

 

“文化碰撞”说缺乏说服力 

 

细读东西方媒体的反应，有曰：“这是东西方文明、文化之碰撞”；有曰：“这是冷战意识的延长”；有

曰：“这是西方世界（包括日本）力阻中国崛起的体现”…… 

冷眼旁观，将“杂音”之根源解读为“不同文明、文化碰撞”之说最欠缺说服力。因为，奥运之初衷原本正

是为了给不同源流的国家与民族提供一个大规模交流的场所与契机，从而为一个和平与和谐的大同世界创造良好

的气氛与机会。哪有以“文明”“文化”之名目而将异己者逐出之理？足见所谓“中西方文明相克”、“双方心

态有待调整”之说站不住脚。 

也许，有些论者要强调的是，在西方媒体眼中，中国现有的社会矛盾与落后现象，尚有大力改善和改革的必

要。 

纵观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确赢得了不少辉煌的成果，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趁着北京奥运的喜庆，北京

当局在自我严格检讨与总结的同时，不管是在环保问题、民生改善问题，还是信息更为公开等问题上，确应有聆

听来自四面八方意见的心理准备与度量。果真如此，力图与国际接轨的北京之大开国门、迎接四方宾客将具有更

深一层的意义。 

问题是，西方传媒的某些“杂音”，究竟是旨在传达问题的真相，并负起国际舆论监督的良性作用，还是刻

意报道负面的材料，制造或夸大中国社会的矛盾与不稳定？ 

 

 

办奥能力与“国民性”无关 

 

就以今年1月底日本闹得满城风雨的中国冷冻饺子中毒事件（日人称之为“毒饺事件”）来说，这原本是一个

食物中毒、食品安全的问题，但曾几何时，一部分日本媒体在真相未明之前，却将之与北京奥运问题挂钩，而不

断发出如下的质问：“这样的国家能办好奥运吗？”  

同样的，对于北京空气污染与水质劣化等公害问题，西方媒体也有言过其实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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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如果我们回顾上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也就是日本承办东京奥运会（1964年）以及大阪世界博览

会（1970年，日本人称之为“万国博览会”）的前前后后，就会发现当时日本列岛的污染状况十分严重。震憾世

界的“水俣病”和“痛痛病”，就是在那时为世人所知；至于日本“公害大国”的称号也赢得于斯时。 

 

 

“公害大国”日本的经验 

 

1966年，笔者从日日艳阳天的赤道抵达东京留学时，最感惊讶与难受的是，夜间难得见到星星和月亮。1973

年，也就是东京奥运会结束9年后，或者说是大阪世博会结束3年后，日本厚生省鉴于日本海湾污染程度之严重，

不得不专门拟定“安全菜单”，呼吁市民自我约制每周吃鱼的数量，日人称之为“鱼骚动事件”。吃鱼的民族没

有安全的鱼可以吃，这确是当时日本人的悲剧，也是战后日本为追求利润，只注重工业的高速发展、不重视民生

而付出的惨痛代价。日本人民如何为此群起反对公害，并疾呼与力促官方与企业以民为本、整治环境污染的经

验，确有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之处。 

日本传媒与其不断质疑邻国办奥之能力和在邻国的“国民性”问题上大作文章，不如将精力置于传达日本

“公害大国”如何兴起与消亡的教训与经验，更称得上为善邻之道。 

 

 

如何看待民族主义 

 

 

至于西方（包括日本）媒体动辄将北京奥运会与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相提并论的指责，如果将之同上世纪60、

70年代的日本相比较，问题就更加清楚了。当时，东京当局与日本传媒是将1964年东京奥运会、1968年明治百年

纪念活动和1970年大阪万国博览会三者相结合的，其舆论诱导之重点，无非是旨在发扬“国威”、赞美战前日本

富国强兵的“近代化”路线及恢复战败国的自信心，其中当然不乏不足为师之处。 

反观北京此次隆重庆祝2008年奥运会的活动，基本上是朝向与世界对话之方向发展，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

的。 

平心而论，不少对国事、时事不甚了了、不表关心的“80后”中国青年（包括留学生）之萌生爱国主义与民

族主义，其真正的老师与其说是北京，不如说是一部分以嘲讽今日中国为能事、日以继夜“报忧不报喜”的西方

传媒。可以这么说，新生一代中国“小皇帝”的民族主义与爱国热情，固然有时也存有不成熟或偏激之处而有待

正确的引导，但将之一棍打死或对之冷嘲热讽，显然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杂音”何以难以解读 

 

 

有关中国的环境污染、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悬殊现象或者多元民族国家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北京当局

确有快马加鞭、火速妥善处理的必要。但是，将这些东道国内政问题摆在奥运会赛事之上突出地报道与点评，似

乎是罕见与不寻常的。 

不过，无论如何，通过部分西方媒体形形色色之“杂音”，不难发现转型中的中国今后还得面对不少难以逾

越的大山。这些困难，既有来自中国内部可以预见的问题，也有出自外部无法掌控的因素。 



事实上，在今日国际社会严酷的现实中或者放眼百年来的东亚史，出于各种不同的考虑，希望中国“领土剩

下一半”（通过少数民族独立等途径）或者鼓吹类似言论者未曾间断。 

换句话说，中国之崛起固然会招惹更多的“杂音”，但即使是在中国积弱的年代，“诱盗论”（即“诱惑强

国产生盗窃之邪念”的歪理）也横行其道。某些西方媒体的“杂音”之所以难以解读，原因也许就在这里。（原

文刊登于《参考消息》2008年8月14日、新加坡《联合早报》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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