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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方主义是关于东方和西方世界关系的经典理论。 在伊朗伊斯

兰革命、海湾战争以及“９·１１”事件的刺激下，新东方主义在二元对立方法

论的基础上，通过延续与补充东方主义的原有内涵、强化“他者化”方式以

及在传播中提升伊斯兰世界本土声音的消息源功能等手段，成为现代西方

世界审视东方世界的新框架。 本文通过分析美国三家主流媒体对伊斯兰

世界的相关报道，认为新东方主义叙事方式对后“９·１１”时代美国媒体的

报道产生了重要影响力，这种叙事方式成为美国媒体报道反恐战争与伊斯

兰世界事务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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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 ２０１６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与国际反恐联盟的重构研究”
（１６ＣＧＪ０１４）和 ２０１５ 年广东高校省级重点平台青年创新人才项目（人文社科类）课题“国际反恐斗争新态势下

的美国媒体外交”（２０１５ＷＱＮＣＸ０５６）的阶段性成果。



伊斯兰和穆斯林问题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美国主流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报道深刻影响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同伊斯兰国家

的关系。 “９·１１”事件以来，美国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关注度大幅上升，注重为伊斯

兰世界与西方世界进行对话提供平台。 政治学界和传播学界开始呼吁，在研究媒体

语境中的伊斯兰世界时，应考虑摒弃东方主义“二元对立”思维。① 在反恐战争的语

境中，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曾长期主导着西方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认知，但随着报

道内容、叙事框架和语言使用方式的变化，这种叙事模式也在发生改变。 本文运用

量化结构和文本话语分析等方法，以 《今日美国》 （ＵＳＡ Ｔｏｄａｙ）、《华盛顿邮报》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以及美联社国际新闻在线（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ｗｓ ｏｎ
Ｗｉｒｅ）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期间的报道为研究对象，②考察“９·１１”
事件后美国主流媒体对伊斯兰世界叙事模式的变化。

关于东方主义和新东方主义对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伊斯兰世界叙事模式的影响，
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大领域：一是对东方主义的理论阐述，包括

东方主义对文学、艺术、电影等领域的影响③，以及运用东方主义与霸权理论相结合

的视角解读媒体行为；④二是涉及美国媒体对反恐战争的报道，这类研究主要从媒体

外交、公共外交等视角分析美国媒体；⑤三是以“伊斯兰恐惧症”为逻辑起点考察东方

世界与西方世界关系的转变。⑥

国外学界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相关研究成果，⑦其中对于新东方主义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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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ｂｒｉｅｌ Ｆａｉｍａｕ，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ｐａｓｓ， Ｖｏｌ． ９， Ｎｏ． ５， ２０１５， ｐ． ３２５．

美联社是美国最大的通讯社，也是世界三大通讯社之一。 本文采用的分析样本均来自中国国家图书

馆 “世界各国报纸全文库”（Ａｃｃｅｓｓ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ｗｓ）数据库中的美联社网络国际新闻在线子数据库。
参见程皓南：《好莱坞动画电影中的东方主义》，载《戏剧之家》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３ 期，第 ８０－８１ 页；郭娟：《东

方主义“哈哈镜”下伽里玛的悲剧》，载《北方文学》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１３６－１３７ 页；芮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再

反思》，载《文艺争鸣》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第 １４９－１５３ 页。
宋庚一：《美国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形象建构》，载《阿拉伯世界》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第 ９－１１ 页；杨卫东：

《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伊斯兰世界》，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第 １１３－１２１ 页。
杨临书：《美国媒体在反恐战争中的政治功能表现》，载《当代世界》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第 ２１－２２ 页；张

辉：《三重困境：反恐行动中的美国社交媒体战》，载《对外传播》２０１６ 年第 ９ 期，第 ７６－７８ 页；钱皓、张晶晶：
《媒体外交：国际关系中的新外交范式———以美国媒体与国际反恐联盟为例》，载《国际观察》２００３ 年第 ６ 期，
第 ４５－５３ 页；谢许潭、张明明：《新全球反恐时代的美国媒体外交》，载《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８８－
１０２ 页。

何健宇：《美国霸权的演进与“伊斯兰恐惧症”》，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第 １２５－１４２ 页。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ｉｄ，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美］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东方主

义、新帝国主义和美国的媒体政治》，张也译，载《国外理论动态》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第 ４８－６３ 页；Ｄｅｅｐａ Ｋｕｍａｒ，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ｕｓｈ ＩＩ Ｅｒ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Ｖｏｌ． ３４，
Ｎｏ． ３， ２０１０， ｐｐ． ２５４－２７７； Ｒｕｔｈ ＤｅＦｏｓｔｅｒ，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Ｃａｂｌｅ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Ｚｅｒｏ Ｍｏｓｑｕ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１， ２０１５， ｐｐ． ６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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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增加。① 这些研究成果有的聚焦美国媒体对反恐战争和政策的报道；②有的关

注各国媒体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世界的报道，选取某个伊斯兰国家或特定案例进行

研究，注重从“伊斯兰恐惧症”、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等视角来进行分析。③ 本文在文

献研究基础上，结合对美国主流媒体报道的话语分析，试图回答“为何美国媒体加大

了对伊斯兰世界报道、甚至正面报道的力度，但以美国等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

裂痕依然难以弥合”的困惑。

一、 新东方主义的理论要义

萨义德（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ｉｄ）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批判了当代西方的文化霸权和强权

政治。 他认为“东方主义”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对“东方”与“西方”在本体论与认

识论上的思维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即两者不仅分立于东西半球，在政治、经济、宗教

和语言文化领域也长期对峙；二是指强势的西方对弱势的东方具有主导性影响，西
方长期对东方进行话语权压制，使彼此关系最终固化为影响与被影响、控制与被控

制的模式。④ 具体而言，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的实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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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Ｍａｚｈａｒ ａｌ⁃ Ｚｏｂ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Ｎｅｏ⁃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Ｍｅｄ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ａｂ ＆Ｍｕｓｌｉｍ Ｍｅｄｉ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８， Ｎｏ． ３， ２０１５， ｐｐ． ２１７－２３８．

Ｊｏａｎｎｅ Ｅｓｃｈ， “Ｌｅｇｉ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ｙｔｈ ｉｎ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ｅｖｅｌ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３， ２０１０， ｐｐ． ３５７－３９６；Ｓｔｅｖｅｎ Ｋｅｔｔｅｌ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ｉｓｉｎｇ Ｂｒｉｔａｉｎｓ
Ｗａｒ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３， ２０１３， ｐｐ． ３５７－３９１；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ｏｏｍｅｙ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Ｅ． Ｓｉｎｇｌｅｔｏｎ， “ Ｔｈｅ Ｐｏｓｔ⁃９ ／ １１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ＴＴＥ ａｎｄ Ｈａｍａｓ，” Ａｓ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６， Ｎｏ． ２， ２０１４， ｐｐ． １８３－
１９８．

Ｓｍｅｅｔａ Ｍｉｓｈｒａ， “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Ｐｏｓｔ⁃９ ／ １１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Ｐｒｅｓｔｉｇｅ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Ｉｒａｑｉ ａｎｄ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Ｖｏｌ． ３２， Ｎｏ． ２， ２００８， ｐｐ． １５５－１７８；
Ｓｉｎｄｒｅ Ｂａｎｇｓｔａｄ， “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Ｎｏｒｗａ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２１， Ｎｏ． ３， ２０１３， ｐｐ． ３５６ － ３７０；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Ｈａｓｈｉｍ Ｔａｈａ， “Ｇｒａ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 Ｓｅｌｆ’ ｂｙ
Ｄｅｍｏ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Ａ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Ｎｏｔ Ｍｏｎｏｌｏｇｕｅｓ，” Ｓａｇｅ Ｏｐｅｎ， Ａｐｒｉｌ⁃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 ｐｐ． １－１３； Ｆｏａｄ
Ｉｚａｄｉ， Ｈａｋｉｍｅｈ Ｓａｇｈａｙｅ⁃Ｂｉｒｉａ， “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ｌｉｔ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ｓ —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Ｉｒａｎ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２， ２００７， ｐｐ． １４０ － １６５； Ａｄａｍ Ｋｌｅ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 ‘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 Ｚ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Ｖｏｌ． ２， Ｎｏ． ３， ２００９， ｐｐ． ３８７－４０６； Ａｍｉｒ Ｓａｅｅｄ， “Ｍｅｄｉａ， Ｒａ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ｏｐｈｏｂｉａ：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ｐａｓｓ， Ｖｏｌ． ２， Ｎｏ． ６， ２００８， ｐｐ． ２０４１－２０４７； Ａｎｏｕｋ Ｓｍｅｅｋｅｓ，
“Ｍｏ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Ｍｕｓｌｉｍ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５０， Ｎｏ． ２， ２０１１， ｐｐ． ２６５ － ２８０； Ｅｖｅｌｙｎ Ａｌｓｕｌｔａｎｙ， “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Ｕ．Ｓ．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Ｖｏｌ． ９， Ｎｏ． ４， ２０１６，
ｐｐ．５９６－６１３；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Ｈｅｎｒｙ， Ｃａｒｏｌ Ｔ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Ｉｓｏｂｅｌ Ｆｉｎｄｌａｙ，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ｃｉａｌ Ｂｉ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ｅｓｓ，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Ａｔｈｅｗ Ｆ． Ｊａｃｏｂ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４，
２０１０， ｐｐ． ７０５－７３９．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ｉｄ，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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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大东西方世界的差距。 东方主义将东方世界进行“他者化（ｏｔｈｅｒｉｎｇ）”解读，并不

断强化这种鸿沟；同时，通过种族象征主义建构一种观念，即“那个地方的人和‘我
们’不同，‘他们’不欣赏和不接受‘我们’的价值观”。 二是通过强调东方的落后来

渲染西方世界的永恒优越性。 以色列首任总统、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领导人魏兹

曼（Ｃｈａｉｍ Ｗｅｉｚｍａｎ）曾说：“阿拉伯农民至少比西方农民落后 ４ 个世纪。”①他还认

为，同西方相比，东方世界的民众普遍缺乏理性，办事低效，且缺乏自我管理的基本

能力，“他们唯一具备的恐怕只有语言能力”②。 三是以背离科学逻辑的“刻板印象

化（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ｉｎｇ）”方式来描述东方世界。 东方主义者通过僵化方式，将东方描述为

无力反抗、狭隘无比和缺乏想象力的形象，并据此解释东方世界面临的问题。 有学

者就曾以“俄罗斯是热衷于醉酒、懒惰和懈怠的”的偏见，解释其外交政策难以执行

的原因。③

新东方主义本质上是对东方主义的延续。 关于新东方主义何时兴起学界尚无

共识。 佐比（Ｍａｚｈａｒ ａｌ⁃Ｚｏｂｙ）认为，冷战结束和 １９９１ 年海湾战争为新东方主义的形

成提供了契机。 海湾战争成为美国和伊斯兰世界关系的转折点，自此美国的全球使

命从“示范”转变为“干预”。④ 由此，“伊斯兰威胁论”开始在西方政治话语中蔓延，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⑤和伯纳德·刘易斯（Ｂｅｒｎａｒｄ Ｌｅｗｉｓ）的《穆斯林

愤怒的根源》⑥是最知名的代表作。 图斯塔德（Ｄａｇ Ｈ． Ｔｕａｓｔａｄ）则认为，“９·１１”事
件是新东方主义形成的关键，因为它强化了美国的新帝国主义角色。⑦ 他将新东方

主义的兴起和新野蛮主义相联系，指出新野蛮主义在解释伊斯兰世界暴力问题时

否定了政治经济因素的作用，以迎合“在文明西方和野蛮东方之间的冲突是天然

的”的需求，为西方的殖民行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⑧ 从这一角度来看，新野蛮主

义和新东方主义的论调一致。 也有学者从民主、现代化和恐怖主义的视角描述伊

斯兰世界。 布坎南（Ｐａｔｒｉｃｋ Ｊ．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认为，欧洲穆斯林与民主自由严重对立，
他们不仅无法融入社会，还会破坏民主和现代化进程；⑨考德威尔（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ｉｄ，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ｐ． ３０６．
Ｉｂｉｄ．， ｐ． ２２８．
Ｉｖｅｒ Ｂ． Ｎｅｕｍａｎｎ， 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 Ｍ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ｐ． ５０．
Ｍａｚｈａｒ ａｌ⁃ Ｚｏｂ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Ｎｅｏ⁃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Ｍｅｄ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 ２１７．
Ｓａｍｕｅｌ Ｐ．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７２， Ｎｏ． ３， １９９３， ｐｐ． ２２－４９．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Ｌｅｗｉｓ，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 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１９９０， Ｖｏｌ． ２６６， Ｎｏ． ３， ｐｐ． ４７－６０．
Ｄａｇ Ｔｕａｓｔａｄ， “Ｎｅｏ⁃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Ｂａｒｂａｒｉｓｍ Ｔｈｅｓｉｓ：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４， ２００４， ｐ． ５９３．
Ｉｂｉｄ．， ｐ． ５９６．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Ｊ．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Ｈｏｗ Ｄｙ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ｓ Ｉｍｐｅｒｉｌ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Ｇｒｉｆｆｉｎ， ２００２， ｐ．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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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ｄｗｅｌｌ）进一步指出，这种反民主特质使伊斯兰世界直接演变为恐怖主义的发

源地。①

可见，新东方主义绝不是对东方主义的否定和颠覆，而是在继承东方主义二元

对立的基础上深化其理论体系。 新东方主义强化二元对立和“他者化”内涵，通过凸

显本土信源的权威性强化了“冲突”视角，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在理论构建上，新东方主义并非自成体系，而是对东方主义进行了理论内

涵的补充和调整。 一方面，新东方主义将东方主义定义的“先进的西方”和“落后的

东方”改造成“世俗化的西方世界”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东方”。② “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及其危害旋即成为讨论焦点。③ 另一方面，新东方主义对伊斯兰宗教事务进

行了政治化处理，叙事重点从宗教冲突日益转移到政治冲突上来。④ 新东方主义还

在“东方世界无力实现现代化和民主”⑤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伊斯兰世界是反现代化

和反民主的。
第二，新东方主义对东方主义“他者化”叙事进行拓展，并运用媒体技术使西方

世界民众成为新东方主义理念的消费者。⑥ 在描述东方世界时，新东方主义在“专
制”、“非理性”和“崇尚暴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他者化”的叙事表达。 哈奇

森（Ｊｏｈｎ Ｈｕｔｃｈｅｓｏｎ）通过统计指出，“９·１１”事件后不久，美国 ２０ 家报刊以“二元冲

突”视角报道伊斯兰世界的内容增加了 ６ 倍。⑦ 新东方主义通过大量引入“圣战”
（ ｊｉｈａｄ）、伊斯兰教法（ｓｈａｒｉａ）、头巾（ｈｉｊａｂ）、乌玛（ｕｍｍａｈ）等专业术语，试图建构更

加尖锐的认同冲突。 如伯纳德·刘易斯将所有穆斯林描述为外来的“他者”或者“敌
人”———无论他们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是专制的、反民主的抑或是崇尚暴力恐怖主

义的。⑧

第三，新东方主义对二元对立理念的宣传使“本土”信源的权威性更为凸显。 在

传统东方主义叙事中，东方本土人士（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ｎａｔｉｖｅｓ）一直充当着客体角色；在新东

·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 ２００９， ｐ． ９６．

Ｍａｚｈａｒ ａｌ⁃Ｚｏｂ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Ｎｅｏ⁃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Ｍｅｄ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 ２１７．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ＣＴ： 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ｐｐ． ５０－５６．
Ａｌｉ Ｂｅｈｄａｄ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ｅｔ Ａ．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Ｏｎ Ｎｅｏ⁃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Ｂｒｉａｎ Ｔ．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Ｄｉｌｉｐ Ｐａｒａｍｅｓｈｗａｒ

Ｇａｏｎｋａｒ， ｅｄｓ．，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 ２８５．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Ｊ．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Ｈｏｗ Ｄｙ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ｓ Ｉｍｐｅｒｉｌ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 ３７．
Ｈａｌｌ Ｄａｂａｓｈｉ， Ｐｏｓｔ⁃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 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９， ｐ． １０２．
Ｊｏｈｎ Ｈｕｔｃｈｅ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ａ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１，”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２１， Ｎｏ． １， ２００４， ｐ． ２７．
Ｔａｔａｌ Ａｓａｄ， Ｏｎ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Ｂｏｍｂｉｎｇ，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ｐ．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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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主义的宣传中，本土人士日益成为发声主体，甚至成为权威的消息源。① 一些知名

穆斯林学者借助其本土的切身体验，充当传播新东方主义的主力军。② 如黎巴嫩裔

学者阿贾米（Ｆｏｕａｄ Ａｊａｍｉ）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和《外交事务》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杂志等美国主流媒体及平台频频发声，
传播新东方主义的理念。 阿贾米发表的相关作品多达 ４００ 余篇，被美国媒体誉为

“对阿拉伯世界具有非凡的洞见力，是最熟知阿拉伯世界历史的天才”③。 西方主流

媒体试图在话语上逐渐取代《古兰经》和“圣训”等宗教经典，成为诠释伊斯兰教教义

的信息源，并以此改造伊斯兰世界民众的认知。

二、 反恐斗争与美国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叙事动因

“９·１１”事件发生后，反恐议题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工具，参与美国媒体对伊斯兰

世界话语构建的重要性明显提升，造成这种现象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 对冷战期间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经验的模仿

冷战期间，美国将共产主义定义为敌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在外宣工作中不断

加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去合法性”处理，④为获得冷战胜利奠定了国际舆论

和社会心理基础。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和 １９９１ 年苏联的解体，使得美国

媒体在宣传上开始寻找新目标来填补苏联解体后留下的真空。 由此，伊斯兰世界被

推至西方世界政治文化的对立面。 美国媒体对共产主义的话语对抗主要有四个特

点。 一是强调美苏之间的形象差异，即通过不断渲染苏联负面形象如报道苏联对持

不同政见者的打压行为等，将其塑造为美国的潜在强敌。 二是渲染共产主义对西方

世界构成严重威胁。 美国认为，大量苏联间谍埋伏在西方国家，以颠覆这些国家的

政权为主要任务，对西方世界内部构成威胁。 同时，在欧洲、非洲和中东等地区的军

事存在，会导致全球新一轮动荡和冲突，成为挑战美国本土安全的外部威胁。 三是

强调共产主义的“非理性”特征，将共产主义视为污蔑和抵制西方世界价值观、阻碍

自由和民主进程的罪魁祸首。 四是片面报道共产主义，刻意忽略共产主义的积极

面，或将其积极面界定为西方价值观，推导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像其他落后思想一

·２２·

①

②
③

④

近年来，伊斯兰国家裔的西方学者在美国等西方主流媒体上日益活跃，如叙利亚裔美国人朱迪·贾西

尔（Ｚｕｈｄｉ Ｊａｓｓｅｒ）、荷兰裔美国人赫尔西·阿里（Ｈｉｒｓｉ Ａｌｉ）等知名学者不断散布“文化圣战（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Ｊｉｈａｄ）威

胁论”。
Ａｌｉ Ｂｅｈｄａｄ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ｅｔ Ａ．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Ｏｎ Ｎｅｏ⁃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ｐ． ２８２．
Ｅｒｉｃ Ｂｏｅｈｌｅ，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ｓ Ｆａｖｏｒｉｔｅ Ａｒａｂ Ｅｘｐｅｒｔ，” Ｓａｌｏ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０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ａｌｏｎ．ｃｏｍ ／

２００１ ／ １２ ／ ２１ ／ ａｊａｍｉ＿２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Ｎｉｂｉｌ Ａｈｍａｄ Ｏｕｍａｉｓ，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ｌｉｔｅ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Ｔｈｅ Ａｒａｂｓ ａｎｄ Ｉｒａｎ  １９９１－１９９９ ，

Ｄｏｃｔｏｒ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Ｗａｙｎｅ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ｅｔｒｏｉｔ，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２００１， 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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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最终“只能自行消退和爆裂”的结论。① 可以说，美国媒体丑化共产主义国家形象

的对抗性话语，为后来进行反伊斯兰世界的报道提供了直接经验。 由此，美国媒体

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威胁”取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危险”，反共产主义的叙事手法

被直接套用到反伊斯兰世界的报道中。②

（二） 反恐现实需求推动媒体报道政治化

为配合美国提升全球反恐战争的“正义性”，美国主流媒体一方面报道全球各类

恐袭事件，另一方面致力于构建反恐文化，营造反恐舆论环境，如分析主要恐怖组织

的意识形态，解读所谓的伊斯兰文化本质，以及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等。
“９·１１”事件后反恐的现实需求，让美国主流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报道日益政治化。
反恐宣传被视作维护国家安全和赢得舆论支持的有力手段，并推动了美国政治媒体

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 所谓政治媒体化，是指政府利用媒体沟通和宣传来进行公众

舆论的动员，以及意识形态和决策的推广，从而影响个人生活与政治参与进程。③ 在

媒体政治化进程中，媒体不再是简单的消息提供者，而是成为各种政治游戏的代理

人。④ 有研究指出，媒体经过特定框架设置的“故事”左右舆论导向的能力，甚至可以

超过某些科学证据。⑤ 通过媒体影响公众舆论进而左右政治决策，早已被视作美国

民主政治的“应然”和“必然”。⑥ 美国媒体根据“９·１１”事件以来历届政府的不同反

恐策略不断调整，实现了反恐宣传和安全战略之间的高度吻合。 如在小布什时期，
美国媒体频频用“反恐战争”一词；该做法在奥巴马政府时期遭受各种诟病，美国媒

体开始将“反恐战争”改称“海外紧急行动” （ＯＣＯ），也尽可能减少“伊斯兰恐怖主

义”（ Ｉｓｌａｍ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的表述。⑦ 而持有鲜明反穆斯林立场的特朗普上台后，却多次

在媒体上公开批评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宣传策略，称其拒绝使用“伊斯兰极端主义”措
辞的做法导致了反恐斗争的失利。⑧

·３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Ｎｉｂｉｌ Ａｈｍａｄ Ｏｕｍａｉｓ，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ｌｉｔｅ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Ｔｈｅ Ａｒａｂｓ ａｎｄ Ｉｒａｎ  １９９１－１９９９ ，
ｐ． ９．

Ｉｂｉｄ．， ｐｐ． ３－５．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Ｃｉａｇｌ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２８，
Ｎｏ． ５， ２０１３， ｐ． ５４１．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 Ｊ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Ｋ． ＭｃＢｅｔｈ， “Ａ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ｌｅａｒ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ｏ Ｂｅ Ｗｒｏ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２， ２０１０， ｐ． ３２９．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Ｓ． Ｒｉｃｋｅｔ，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Ｋａｎｓａｓ， ２００７， ｐ． ５２．

Ｋｅｙ Ｖａｌｄｉｍｅｒ Ｏｒａｎｄ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Ｋｎｏｐｆ， １９６１， ｐ． ３２．
谢许潭、张明明：《新全球反恐时代中的美国媒体外交》，第 ９２ 页。
Ｊｅｒｅｍｙ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ａｎｄ Ｎｉｃｏｌｅ Ｇａｏｕｅｔｔｅ， “Ｄｏｅｓ ｉｔ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ｆ Ｏｂａｍａ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Ｔｅｒｍ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ＣＮＮ， Ｊｕｎｅ １３，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ｃｎ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１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ｉｓｌａｍｉｃ⁃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ｔｒｕｍｐ⁃ｏｂａｍａ⁃ｃｌｉｎｔｏ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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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后“９·１１”时代美国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报道

萨义德曾指出，东方主义长期主导着西方媒体报道伊斯兰世界的叙事模式。①

新东方主义在继承东方主义叙事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了强化了“他者化”的理论内

涵，并不断强化本土信源的权威性。 在这方面，《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和美联社

国际在线成为新东方主义叙事模式的典型代表。
（一） 继承东方主义既有的叙事模式

框架理论（Ｆｒａｍ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是指传播主体在阐述事实时，选择性地设置一系列

优先议题，传达对受众具有吸引力的讯息，服务宣传和各项政治决策的推行，具有界

定问题、确认原因、道德评判和提供解决方法等功能，②因而成为分析新闻文本最重

要的理论之一。 从框架理论视角来看，新东方主义媒体的议题设置主要聚焦在以下

方面：
首先是界定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关系的现状。 由于美国媒体涉及伊斯

兰世界报道的种类和数量繁多，本文采取关键词组合搜索和相关度（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排序

的方法来提取文本样本。 在《华盛顿邮报》和《今日美国》以及美联社国际在线资料

库的历年报道中，笔者使用 “伊斯兰教”、“伊斯兰世界”、“中东”和“穆斯林”等代表

伊斯兰世界的核心词汇，与“西方”、“美国”和“欧洲”等代表西方世界的关键词分别

进行组合搜索。 根据搜索结果，本文提取了《华盛顿邮报》发表的 ７８ 篇社论，其中对

伊斯兰世界持负面立场的社论共 ３１ 篇，占比 ４０％。 在这 ３１ 篇社论中，２８ 篇报道以

悲观论调预测了美国全球反恐的前景，或间接引用伊斯兰世界内部自我批判观点，
其余 ３ 篇直接描述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对抗和敌对状态。 这些社论总体上

持有“伊斯兰教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立场，甚至将伊斯兰教等同于冷战时期

的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 一篇题为《伊斯兰教需要进行一场内部改革》的社论这样

写道：
“西方国家错误地将穆斯林分成极端派和温和派，正确的分法是将其分为极端

狂热的、不使用暴力手段的和并不重视伊斯兰教的这三种穆斯林，狂热穆斯林身上

的能量远远超过后两种。 ……西方错误地认为伊斯兰教是和平的。 冷战时期，可没

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和平的意识形态。 ……现在我们经历的是像当年欧洲面对

的纳粹主义一样的威胁。 因此，宗教改革是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最好办法。 ……赞

·４２·

①

②

Ｅｄｗａｒｄ Ｗ． Ｓａｉｄ，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 Ｈｏｗ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Ｈｏｗ Ｗｅ Ｓｅ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ｎｔｈｅｏ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８１， ｐ． ５５．

Ｒｏｂｅｒｔ Ｍ． Ｅｎｔｍａ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Ｎｅｗ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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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伊斯兰教的时代结束了。”①

与此形成对应的是，《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与美联社国际在线也存在对伊

斯兰教、穆斯林和伊斯兰世界持比较理性、客观甚至友好立场的报道。 《华盛顿邮

报》报道指出，挪威奥斯陆爆炸枪击事件是由反穆斯林情绪煽动的暴力事件，应该以

理性文明的手段予以平息。② 部分报道还通过赞扬穆斯林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和平

进行战斗和牺牲，来展现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友善姿态。③ 美联社国际在线大量报

道都强调大部分穆斯林反对恐怖主义的事实。④

美国主流媒体上对抗式报道占比远低于积极正面报道，而其中大部分报道都可

看出其宣扬美国制度优越性的倾向。 如在穆斯林言论自由的问题上，《华盛顿邮报》
发文指出，瑞典漫画家维尔克斯（Ｌａｒｓ Ｖｉｌｋｓ）将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亵渎成狗的漫

画形象，随后伊拉克、土耳其和埃及政府对言论自由进行压制并引发了抗议狂潮。⑤

而在另外一篇报道中则转引了拥有穆斯林身份的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埃利森（Ｋｅｉｔｈ
Ｅｌｌｉｓｏｎ）的言论，即“美国穆斯林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⑥。 另外，新东方主义的叙事

焦点逐渐从宗教事务转向政治问题，这种趋势也反映在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中。 美

联社和《今日美国》重点描述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如巴以冲突至今仍无法得到妥善解

决；美国和伊朗之间严重缺乏政治互信，导致伊朗被美国视作伊斯兰世界的一大威

胁；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催生新一轮恐怖主义等。 这些均被视作造成美国与伊

斯兰世界矛盾的重要原因，⑦宗教议题政治化倾向十分明显。
其次，对导致伊斯兰世界各种问题及其与西方世界关系紧张的原因，进行道德

层面的评判。 在《华盛顿邮报》５６ 篇相关议题的社论中，有 ２７ 篇将双方矛盾的主因

归结为伊斯兰极端主义造成的安全威胁（４８．２％），１４ 篇归结为伊斯兰世界缺乏民主

（２５％），６ 篇认为双方缺乏了解（１０．７％），５ 篇认为是美国或欧洲国家决策的失误

（８ ９％），４ 篇认为是历史遗留问题所导致（７．２％）。 不难发现，其中对伊斯兰极端主

义和伊斯兰教威胁的报道占比最高。 《今日美国》的报道指出，伊斯兰世界的根本性

问题并不是恐怖主义，而是伊斯兰教问题。⑧ 在分析造成矛盾的责任方面，美国媒体

·５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Ａｙａａｎ Ｈｉｒｓｉ Ａｌｉ，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 Ｒｅｆｏｒｍｅｒｓ Ｖｓ．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Ｚｅａｌｏｔ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Ｍａｒｃｈ ２７， ２０１５．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Ｈ． Ｆｏｘｍａ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Ａｎｔｉ⁃Ｍｕｓｌｉｍ Ｈａｔｒｅ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Ｊｕｌｙ ３１， ２０１１．
Ｅｄｗａｒｄ Ｅ． Ｃｕｒｔｉｓ ＩＶ，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ｗｈｏ ｆ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２， ２０１５．
Ｔｈｏｍａｓ Ｗａｇｎｅｒ，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Ｆｉｇｈ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Ｗｏｒｒｙ ａｂｏｕｔ Ａｌｉｅｎａｔｅｄ Ｙｏｕｔ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Ａｐｒｉｌ １， ２００４．
Ｐａｕｌ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Ｍｕｚｚ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９， ２００７．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 Ｂｏｏｒｓｔｅ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Ｃａ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ｏｗ Ｆｒｅ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ｏｒｋ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５， ２０１２．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ｕｒｎ， “Ｏｂａｍａ Ｒｅｃｏｒｄ ｉ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ｒ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ｔｂａｃｋ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１２； Ｍａｒｉａｍ Ｆａｍ， “Ａｃｒｏｓｓ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ｎｙ Ｓｅｅ Ｒｅｔａｌｉａｔｏｒｙ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ａｓ Ｗａｒ ｏｎ Ｉｓｌａ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７， ２００１．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ｎｄｒｅｗｓ，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Ｗｉｌｌ Ｓｔａｌｋ Ｌｏ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Ｂｉｎ Ｌａｄｅｎｓ Ｇｏｎｅ，” ＵＳＡ Ｔｏｄａｙ， Ｍａｒｃｈ ３，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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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明显的情感偏好。 在《华盛顿邮报》刊登的对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易卜拉欣

（Ｙｏｕｓｓｅｆ Ｍ． Ｉｂｒａｈｉｍ）的访谈中，当被问及：“为何过去美国总是因中东地区无法实现

民主而遭受指责？”易卜拉欣回答道：“我也不明白为何美国遭到此种非议，我倒是听

过许多伊斯兰世界的民众对穆巴拉克和巴沙尔·阿萨德的谴责。”①

再次，探索伊斯兰世界的问题及其与西方世界矛盾的解决之道。 面对中东地区

暴恐活动肆虐和政局动荡等问题，《华盛顿邮报》以强硬口吻强调美国必须对中东事

务进行干预。 如曾有报道援引奥巴马政府中东北非与海湾地区事务特别协调员戈

登（Ｐｈｉｌｉｐ Ｇｏｒｄｏｎ）的言论，即“美国需要对中东进行强势干预”②。 也有报道批评奥

巴马政府从中东撤军是错误的。③ 有报道认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彼此间缺乏相互

了解，是造成双方冲突的主因。 双方需要进一步加强积极互动来解决冲突。④ 对此，
《今日美国》则提供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即使充分了解伊斯兰教，
也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安全，⑤另一种观点认为，深刻了解伊斯兰教才是打败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的关键所在，⑥仍未跳出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极端主义挂钩的思维定势。
（二） 丰富东方主义“他者化”的理论内涵

“他者化”通过强调任何两个世界、种族、国家之间在价值观、民族和宗教方面的

区别，加深和固化受众对两者对立的认知。⑦ 目前，学界大多聚焦针对穆斯林群体的

“他者”叙事行为⑧，忽略了对伊斯兰世界“他者”叙事的整体性剖析。 事实上，美国

主流媒体不仅对穆斯林群体，对整个伊斯兰世界报道的叙事时也存在明显的“他者

化”倾向，其主要体现在报道论调和高频词汇使用两个方面。
首先，美国媒体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的语调（ ｔｏｎｅ）结构以消极为主导。 受众对某

个群体怀有强烈的负面情绪，不仅是受到高度敌意报道的煽动，也可能是受到负面

语调结构的报道的影响。⑨ 通过考察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期间《华
盛顿邮报》对主要伊斯兰国家报道的文本，基于对原教旨主义、性别歧视、暴力和极

端主义等负面词汇的搜索结果，对文本进行肯定、否定和模糊三类语调的分析，得出

·６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Ｙｏｕｓｓｅｆ Ｍ．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Ｍａｒｃｈ １４， ２００５．
Ｇｒｅｇ Ｊａｆｆ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ｌｉｔｅ Ｍａｋ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Ｌｅｓｓ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 Ｐｏｓｔ⁃Ｏｂａｍａ，”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１６．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ａｇａｎ， “ Ｉｎ Ｎｅｅｄ ｏｆ ａ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１２．
Ｓａｌｌｙ Ｑｕｉｎｎ ａｎｄ Ｈａｄｉａ Ｍｕｂａｒａｋ， “Ｏｎ Ｆａｉｔｈ： 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Ｉｔ Ｍｅａｎ ｔｏ ｂ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Ａｐｒｉｌ １８， ２００７．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Ｍａｋ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ａｆｅｒ，” ＵＳＡ Ｔｏｄａｙ， Ｍａｙ ７， ２００７．
Ｊａｍｅｓ Ｓ． Ｒｏｂｂｉｎ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 ｉｓ Ｋｅｙ ｔｏ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Ｏｖｅｒ ＩＳＩＳ，” ＵＳＡ Ｔｏｄａ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 ２０１５．
Ｎａｎｃｙ Ｆｏｎｅｒ， “Ｉｓ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Ｌｉｋｅ Ｒ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４， ２０１２， ｐ． ８８５．
Ｅｒｉｃ Ｂｌｅｉｃｈ ｅｔ 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Ｐｏｒｔｒａｙａｌ ｏｆ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Ｈｅａｄｌｉｎｅｓ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６， ２０１５， ｐ． ９４２．
Ｈａｊｏ Ｇ． Ｂｏｏｍｇａａｒｄｅｎ ａｎｄ Ｒｅｎｓ Ｖｌｉｅｇｅｎｔｈａｒｔ， “Ｈｏｗ Ｎｅｗ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Ａｎｔｉ⁃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１９９３－２００５，”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４８， Ｎｏ． ４， ２００９， ｐ． 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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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华盛顿邮报》对四个伊斯兰国家报道的语调分布情况

国家

特质
沙特 土耳其 埃及 巴基斯坦

原教 旨 主 义

（ｎ＝）

（√） ｎ＝ ２３（７０％） （√） ｎ＝ ２４（５５％） （√） ｎ＝ ３３（６７％） （√） ｎ＝ １６（５０％）

（×） ｎ＝ ７（２１％） （×） ｎ＝ ９（２０％） （×） ｎ＝ ８（１６．５％） （×） ｎ＝ ３（９％）

（？） ｎ＝ ３ （９％） （？） ｎ＝ １１ （２５％） （？） ｎ＝ ８ （１６．５％） （？） ｎ＝ １３（４１％）

总计： ３３ 篇 总计： ４４ 篇 总计： ４９ 篇 总计： ３２ 篇

性别歧视

（ｎ＝）

（√） ｎ＝ ２５（６６％） （√） ｎ＝ ２２（５５％） （√） ｎ＝ １７（６０％） （√） ｎ＝ １８（４５％）

（×） ｎ＝ ９ （２３％） （×） ｎ＝ ８ （２０％） （×） ｎ＝ ９（３３％） （×） ｎ＝ １９（４８％）

（？） ｎ＝ ４（１１％） （？） ｎ＝ １０（２５％） （？） ｎ＝ ２（７％） （？） ｎ＝ ３（７％）

总计： ３８ 篇 总计： ４０ 篇 总计： ２８ 篇 总计： ４０ 篇

暴力 和 极 端

主义（ｎ＝）

（√） ｎ＝ ２１（５５％） （√） ｎ＝ １９（４９％） （√） ｎ＝ ２０（６９％） （√） ｎ＝ ２８（８０％）

（×） ｎ＝ １１（２９％） （×） ｎ＝ １０（２６％） （×） ｎ＝ ４（１４％） （×） ｎ＝ ２（６％）

（？） ｎ＝ ６（１６％） （？） ｎ＝ １０（２６％） （？） ｎ＝ ５（１７％） （？） ｎ＝ ５（１４％）

总计： ３８ 篇 总计： ３９ 篇 总计： ２９ 篇 总计： ３５ 篇

注： 在上表中，√表示肯定语调，×表示否定语调，？ 表示模糊语调；Ｎ 表示样本数量。

根据上表数据，《华盛顿邮报》虽多次发表支持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开展反恐合作

的报道，但对伊斯兰国家的报道总体上仍偏向负面语调。 这些报道一方面肯定穆斯

林在反恐斗争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强调，即使只有小部分穆斯林倒向极端主义，
他们仍可能对西方世界安全构成威胁。①

其次，美国主流媒体的高频词汇偏好体现了西方对伊斯兰世界持有强烈偏见。
学者列文 （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 认为， 有必要在批判话语分析法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的基础上，结合运用词汇属性分类法研究“他者化”叙事模式，以更好地考

察媒体对某些特定意义的“囊括”与“省略”行为。② 本文将美国三大主流媒体报道

的样本按地区和国别进行划分，将在西方世界的“国家”分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两

类；同时以是否为美国盟友为标准，将伊斯兰世界的“国家”划分为“盟国”和“非盟国

和敌对国”两类，据此对媒体高频词汇的使用偏好进行分析（见表 ２ 和表 ３）。

·７２·

①

②

Ｆｒａｎｄｋｌｉｎ Ｇｒａｈａｍ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Ｗｈｏ Ｊｕｓｔｉｆｙ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Ｖａｓｔ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Ｂｕｔ 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Ｉｓ Ｔｏｏ Ｍａｎｙ，” ＵＳＡ Ｔｏｄａｙ， Ｊｕｌｙ １９， ２０１６．

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ａｒｍｅｎ Ｒｏｓａ Ｃａｌｄａｓ⁃Ｃｏｕｌｔｈａｒｄ ａｎｄ Ｍａｌｃｏｍ
Ｃｏｕｌｔｈａｒｄ， ｅｄｓ．，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６， ｐ．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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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美国主流媒体关于西方世界的词汇使用偏好

西方世界 高频词汇

地区 （欧洲、西

方世界、非穆斯

林世界）

自 由 （ ｆｒｅｅｄｏｍ ）、 民 主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 人 权 （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 责 任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 整 合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 反 移 民 情 绪 （ ａｎｔｉ⁃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对穆斯林移民的紧张关系（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ｖｅｒ Ｍｕｓｌｉｍ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国家

美国
全球超级大国（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全球责任（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美国主

导的全球秩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英国、法

国 和 德

国

英国的多元文化基础受到动摇（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ｓｈａｋｅｎ）、激进化

的风险（ ｒｉｓｋ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国内的极端主义（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关于自

由的论争（ｄｅｂａｔｅ ｏｖｅｒ ｆｒｅｅｄｏｍ）、泛滥猖獗（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对恐怖主义的担忧上

升（ ｔｅｒｒｏｒ ｆｅａｒｓ ｒｉｓｉｎｇ）、打击恐怖主义（ ｆｉｇｈ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表 ３　 关于伊斯兰世界的词汇偏好

伊斯兰世界 高频词汇

地区 （中东、伊

斯兰地区、穆斯

林世界）

与他人共存 （ ｌｉｖｅ⁃ａｎｄ⁃ｌｅｔ⁃ｌｉｖｅ）、宽容 （ ｔｏｌｅｒａｔｅ）、渴望民主与改革 （ ｅａｇｅｒ ｔｏ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友好的（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饱受战争摧残（ｗａｒ⁃ｒａｖａｇｅｄ）、不稳定

（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麻烦（ ｔｒｏｕｂｌｅｓ）、动荡 ／起义（ｕｐｈｅａｖａｌｓ）、向往和平（ｙ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激进伊斯兰（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国家

盟国
盟友（ａｌｌｙ）、友好的（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反恐前线（ 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ａｎｔｉ⁃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暴力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支持（ｓｕｐｐｏｒｔ）、忠诚（ ｌｏｙａｌｔｙ）

非 盟 国

或 敌 对

国

激进的（ ｒａｄｉｃａｌ）、宗教学者（ｃｌｅｒｉｃａｌ）、反西方（ａｎｔｉ⁃Ｗｅｓｔｅｒｎ）、无序（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混乱（ｍｅｓｓｙ）、拒绝民主和人权（ ｒｅｊｅｃｔｅ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恐惧

（ｈｏｒｒｏｒｓ）、野蛮政权（ｂａｒｂａｒｉｃ ｒｅｇｉｍｅ）、压制（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专制（ａｕｔｏｃｒａｔｉｃ）、缺
乏宽容（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ｓ ｍｉｓｓｉｎｇ）、乱局（ｃｈａｏｓ）

西方媒体采用“他者化”叙事方式并不新鲜，但“９·１１”事件显然让这种叙事更

加复杂。 如表 ２ 和表 ３ 所示，美国三大主流媒体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词汇使用偏好。
在描述较大的地理范围或抽象概念时，这些媒体倾向于使用积极的表述。 如以文化

多元主义和社会包容等积极词汇报道整个欧洲，但叙述某个具体欧洲国家的穆斯林

问题或反恐事宜时，则屡屡采用争论、紧张、冲突、焦虑等词汇；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

是，在报道美国时却不断强调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同样，在对伊斯兰国家的

报道方面，美国媒体对反恐盟友大多使用褒义词汇，而对非盟友和敌对国则采用消

极词汇批评，在“落后”、“暴力”和“单一”等东方主义语汇之外，还增加了“专制”、
“混乱”、“反民主”和“反自由主义”等表述。

·８２·



新东方主义视角下美国主流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报道


（三） 将伊斯兰世界本土人士的观点作为重要信源进行大范围传播

新东方主义叙事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开始强调伊斯兰世界本土人士观点

的信息源功能。 在美联社国际在线的信息库中，笔者以“穆斯林”和“恐怖主义”为关

键词进行搜索后得到 ６５６ 篇报道。 在关联度排名最高的 ４０ 篇报道中，有 ２７ 篇

（６７％）聚焦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在反恐和安全方面的矛盾。 经分析，有多达 ２０ 篇

（５０％）报道援引了伊斯兰国家领导人或民众的观点，这些观点或侧重于伊斯兰国家

对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不满，①或倾向于控诉西方国家歧视伊斯兰世界意识

形态的行为，②还重点报道了民众对言论自由受限③、遭受安全机构各种搜查的愤

怒。 相对而言，以美国或其他国家相关人士观点为信息源的只有 ７ 篇（１７．５％）。④

相比而言，《华盛顿邮报》和《今日美国》上引用伊斯兰世界本土观点的报道，在数量

上尚未达到主导的程度，但其影响力却呈日益上升，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如黎

巴嫩裔学者阿贾米等在《华盛顿邮报》多次撰文，强调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紧张关

系，对美国民众理解伊斯兰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⑤

四、 新东方主义叙事模式在美国主流媒体的表现及特点

与冷战时期美国媒体对共产主义的抨击和丑化相比，新东方主义叙事模式以更

加丰富的“他者化”话语体系，以及更加具有“真实感”的本土人士观点，进一步传播

了“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也是“伊斯兰恐惧症”广泛传播的重要推力。 新东方主义

叙事模式，是建构美国对伊斯兰世界话语影响力的载体。 具体而言，《华盛顿邮报》、
《今日美国》和美联社国际在线等主流媒体在运用该叙事方式时，体现出以下两个

特征：
第一，美国主流媒体对新东方主义叙事模式的使用，具有浓厚的美国例外主义

色彩。 后“９·１１”时代，美国媒体开始对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良好的互动进行了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美国媒体质疑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目的的报道，参见 Ｔｈｏｍａｓ Ｗａｇｎｅｒ，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Ｗｏｒｒｙ ｔｈｅ Ｉｒａｑ Ｗａｒ Ｍａｋｅｓ Ｒｅｃｒｕｉｔｉｎｇ Ｄｉｓ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ｅｄ Ｍｕｓｌｉｍ Ｙｏｕｔｈ ｂｙ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ｓ Ｅａｓｉｅ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４， ２００４；Ｗｉｌｌ Ｌｅｓｔｅｒ， “Ｍａｎｙ ｉ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Ｕ．Ｓ．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ｒｃｈ １７， ２００４；关于质疑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报道，参见 Ｍａｒｉａｍ Ｆａｍ， “Ａｃｒｏｓｓ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ｎｙ Ｓｅｅ
Ｒｅｔａｌｉａｔｏｒｙ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ａｓ Ｗａｒ ｏｎ Ｉｓｌａ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７， ２００１；Ｍａｒｉａｍ Ｆａｍ， “Ｍｕｓｌｉｍ Ｐｒ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Ｕｒｇ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ｎｏｔ ｔｏ Ｊｏｉｎ Ａｎｔｉ⁃Ｔｅｒｒｏｒ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５， ２００１。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ａｓｅｙ，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Ｂｕｓｈ Ｈａｓ Ｍｕｓｌｉｍ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Ｃａｕｔｉｏｕｓｌｙ Ｓｉｇｎｉｎｇ ｈｉｓ Ｐｒａｉｓ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２， ２００３．

Ｒａｃｈｅｌ Ｚｏｌｌ， “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ｋｅ ｏｆ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１， Ｍｕｓｌｉｍ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５， ２００１．

Ｈｏｐｅ Ｙｅｎ， “Ｕ．Ｓ． Ｍｕｓｌｉｍ Ｇｒｏｕｐｓ Ｄｅｃ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Ｉｎｐｕｔ ｉｎ Ｓｅｐｔ． １１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Ｊｕｌｙ ２８，
２００４；Ｄａｖｉｄ Ｋｏｅｎｉｇ， “ Ｍｕｓｌｉｍ Ｇｒｏｕｐｓ Ｄｅｃｒｙ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Ｓｃｒｕｔｉｎ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６， ２００１．

Ａｙａａｎ Ｈｉｒｓｉ Ａｌｉ，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Ｍａｒｃｈ ２８，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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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报道，①使得公众产生了一种错觉，即美国媒体较冷战时期相比，已变得更“宽
容”且“温和”。 但仔细剖析后不难发现，这些报道刻意将美国作为“特例”与其他西

方国家区别开来。 一方面，这些媒体在报道美国和伊斯兰世界、尤其是美国政府与

本国穆斯林之间的关系时，大多采用积极论调进行阐述。② 如美联社在报道中称，对
于伊斯兰世界痛斥阿富汗战争的行为，美国穆斯林组织持“审慎的赞同”③；在报道穆

斯林妇女被禁止戴头巾时，部分媒体指出，法国、英国禁止穆斯林妇女戴头巾的政策

是“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冲击”，标志着“一体化的失败”，④而在美国发生类似问题时，
却强调头巾“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禁止戴头巾并不是对穆斯林妇女的歧视。⑤ 即使

在报道美国无法回避的反穆斯林或反伊斯兰现象时，主流媒体还是不断地强调美国

政策的合理性，如《今日美国》曾在一篇题为《美国对伊斯兰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的
报道中指出：“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为避免‘９·１１’事件重演，把穆斯林描绘像小白

兔一样可爱……但必须记住，穆罕默德在征服麦加时曾使用过暴力。”⑥然而，当涉及

法国、英国等国家时，美国媒体却热衷于渲染这些国家“反穆”动态。 如 ２０１５ 年《查
理周刊》恐袭事件发生后，《今日美国》 有报道援引了欧洲反伊斯兰化爱国组织

（ＰＥＧＩＤＡ）的言论，即“你们要警惕伊斯兰极端分子，他们排斥民主政治并倡导死亡

和暴力”⑦。 《华盛顿邮报》也曾报道过 ２０１５ 年德国籍伊朗人被政府误判为极端分子

的事件，强调德国政府故意将罪责错加给穆斯林；⑧美联社曾报道过穆斯林妇女在法

国因戴头巾无法获得公民权⑨，以及英国外交官认为穆斯林妇女戴头巾会造成社会

分裂的言论。

第二，美国媒体采取新东方主义叙事时，所阐述的“伊斯兰恐惧症”和“伊斯兰威

胁论”等理念，与美国主流媒体“伊斯兰教是温和的”等观点一起，组成了一套高度矛

·０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Ｆａｉｍａｕ，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ｐａｓｓ， Ｖｏｌ． ９， Ｎｏ． ５， ２０１５， ｐ． ３２５．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 Ｏｓｔｌｉｎｇ， “Ｕ．Ｓ． Ｍｕｓｌｉｍ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Ｃａｕｔｉｏｕｓ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ｆｏ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８， ２００１．

Ｉｂｉ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ａｒｒ， “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Ｆｏｒｍｅ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Ｉｇｎｉｔｅｓ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ｖｅｒ Ｍｕｓｌｉｍ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６， ２００６； Ａｎｇｅｌａ Ｃｈａｒｌｔｏｎ， “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ｅｎｉｅｓ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ｔｏ Ｖｅｉｌｅｄ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ｍ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 Ｊｕｌｙ ２８，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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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的话语体系。 如《今日美国》和《华盛顿邮报》一方面通过大量报道暗示伊斯兰国

家是恐袭的高发国家，另一方面为穆斯林“正名”，宣称真正的穆斯林排斥暴力，伊斯

兰教和基督教一样热爱和平。① 据萨义德所言，美国媒体对伊斯兰世界的偏见受到

民众广泛的“默认”，逐渐控制并吞没了正反辩论的空间。② 在后“９·１１”时代中，这
个“被吞没的辩论空间”貌似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但对美国三家主流媒体报道

的上述分析表明，这种“修复”绝不意味着新东方主义“他者化”和“刻板印象”视角

的消失。 事实上，美国媒体在报道伊斯兰世界时采用的“温和”语调，仅涉及伊斯兰

世界、伊斯兰教和中东等较为笼统的区域或者某个抽象的概念；而当报道某个伊斯

兰国家、尤其是与美国存在利益冲突的国家或特定的热点事件时，如伊朗核问题和

建立世贸遗址清真寺（Ｇｒｏｕｎｄ Ｚｅｒｏ Ｍｏｓｑｕｅ），新东方主义的“对立”叙事模式则再次

成为主要手段。③

五、 结语

“９·１１”事件爆发后，美国媒体采取的新东方主义叙事模式，有力地影响着西方

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认知。 据盖洛普 ２０１５ 年调查显示，多达 ４３％的美国人对穆斯林

持有强烈的偏见。④ ２０１１ 年盖洛普调查也显示，西方国家近半数民众都认为，西方世

界缺乏对伊斯兰世界的尊重。⑤ 与此同时，这种叙事模式也导致了伊斯兰世界的反

美情绪持续高涨，由此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合作带来更多挑战。 首先，新东方主

义理念的广泛传播，使得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固化。 例如，尽管巴

基斯坦和美国长期保持反恐合作，但巴基斯坦《新闻报》和美国《邮报》就美国在巴基

斯坦的反恐合法性、巴国是否支持哈卡尼组织等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分歧。⑥ 两家报

纸的尖锐“框架对立”，一方面导致了高达 ４５％的巴基斯坦民众认为，美国对该国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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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比较严重的威胁，①另一方面直接让双方反恐合作大打折扣。 其次，美国主流媒

体的新东方主义叙事模式将重点从过去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敌视，转变为集中报道

特定伊斯兰国家和反恐热点事件。 对“他者化”叙事的深化严重削弱了反恐宣传的

公信力，并使得美国民主价值观同反恐利益考量产生了矛盾。 最后，这种新东方主

义叙事极有可能被恐怖极端势力利用，渲染“文明冲突”已成为“伊斯兰国”等极端组

织招募新成员的重要手段。②

新东方主义叙事在美国媒体上的演绎态势表明，冷战时期为意识形态斗争服务

的目标，更多地转变为美国现实利益和对外政策服务。 美国主流媒体对伊斯兰世界

的报道，不仅是反恐战争的政治宣传，也是检验反恐决策、处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

系的重要载体。 美国主流媒体对伊斯兰世界报道的大幅增加，并不意味着美国民众

对伊斯兰世界的认知随之丰富起来。 萨义德曾感慨道：“细节、人性、阿拉伯穆斯林

的生活和情感，都没有引起媒体人士甚至是专门向西方介绍伊斯兰世界的专家的注

意。”③这种现象至今深刻反映在美国媒体的话语体系之中，真实的伊斯兰世界远未

在美国媒体上得到充分展现。 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不仅颁布了针

对部分伊斯兰国家的“旅行禁令”，将打击伊朗作为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
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更是在媒体上发表批评“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等具有

反伊斯兰倾向的言论。 美国媒体构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对立关系的行为表明，
“９·１１”事件以来的美国主流媒体宣传仍未跳出种族主义、“文明冲突论”和“伊斯兰

恐惧症”等框架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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