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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话语的隐喻性、 叙事性、 互文性、 排比性、 引经据典等鲜明特点改变了以要求号召为

特征的宣贯式政治话语方式， 构建了人民主体地位的当代社会现实， 构建了象征式政治话语体系， 构建了

政治沟通的情感认同关系， 构建了政治话语主体间的对话性， 通过思想、 观点和意识形态在话语中的自然

化表达寻求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 寻求国际社会的认同， 凝聚力量迈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 政治话语； 话语创新； 话语实践； 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 钱毓芳， 女， 教授， 博士。 （浙江传媒学院　 话语与传播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殷志平， 男， 研究员， 博士。 （浙江传媒学院 　 话语与传播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中图分类号： Ｈ０８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６５５２ （２０１５） ０５－００３６－０７

一、 文献回顾

十八大以来，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不仅向世界人民展示了崇尚自由、 开放的公众形象， 而且还塑造了

一整套令人耳目一新的话语体系。 特别是习近平同志提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之后，
围绕着这一主题构建的话语体系传递出了中国声音， 反映出执政党的强大自信和决心。 学界也对新一

届领导人的话语特征及其创新实践开展了研究， 可以归为以下几类：

（一） 习近平语言风格研究

窦卫霖、 李霁阳［１］以习近平主席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至 ６ 月出访俄罗斯、 坦桑尼亚、 刚果、 墨西哥四国的

国际演讲为对象， 结合国际社会对习近平演讲的反应进行了话语策略分析。 研究表明， 习近平的演讲

成功地运用了 “讲故事”、 “不含糊”、 “亲民化”、 “巧引典” 等话语策略， 大大增强了演讲效果。 赵

伟［２］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善于用简单的语言讲清楚深邃的理论， 以凝练语言提纲挈领， 以家

常话语拉近距离， 以典型事迹示范激励； 善于用生动的方式说明白深刻的道理， 强调讲好故事， 用好

比较， 巧用中外优秀文化元素； 善于用形象的事物体现抽象的逻辑， 以熟悉的环境、 常用的事物、 日

常的爱好表达思想。 吴贤军 ［３］以国家主席习近平 ２０１３ 年四次国事出访中的五场外交演讲为例， 借助话

语分析的相关理论， 剖析和研究我国领导人外交演讲的语境、 内容、 策略及其传播效果， 尝试提出建

构中国国际政治话语权的言语路径。

（二） 对习近平话语创新和理论创建的研究

魏建克［４］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 一系列改革话语透射出习近平对

中国深化改革的全方位思考， 在继承邓小平改革思想基础上， 形成了改革方法论、 改革问题论、 改革

成本论、 改革目标论、 改革系统论、 改革底线论、 改革现代化论、 改革进行论、 改革价值论等九大深

化改革的新论断，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探索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 刘立华 ［５］分析了党的十八大

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 国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这些讲话大量使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特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２ 年国家社科基金 “基于语料库的中西政治话语比较研究” （１２ＢＹＹ０４３）， 中国外文局委托课题 “新一届中央

领导集体话语创新实践案例研究———中国梦和美国梦的比较研究”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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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话语， 同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在充分表达我国立场观点的同时又兼顾了受众的情感和利益诉求。

（三） 从其他理论视角分析习近平话语的内涵和意义

李雯雯和杨惠媛［６］选取了 ２０１２ 年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后习近平主席在记者会上的就职讲话，

借助批评话语分析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人际意义理论来解读其语篇的人际功能意义。 许峰和朱雯［７］ 基

于肯尼斯·伯克的话语修辞观， 运用戏剧主义修辞分析习近平主席外交演讲的技巧， 并借助 “同一”
理论研究其如何运用策略构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重新塑造。

（四） 习近平话语对其他领域的价值和影响

习近平对改进文风的重要性、 文风不正的原因、 优良文风的要求、 如何形成优良文风等都有过重要

论述。 马忠、 李双根［８］对这些论述进行研究发现， 习近平的文风语言质朴、 情真意切， 正视矛盾， 揭

露问题， 并注重论证、 修辞、 构境等语言艺术的运用。 董伟武、 程银［９］ 通过研究习近平一系列重要讲

话， 发现习近平将其务实的改革精神与朴素的大众语言巧妙地糅合起来， 并形成了个性鲜明的话语风

格。 这种话语风格摒弃了一切形而上学话语的可憎面孔， 拒斥了任何形式的 “洋八股” “土八股” 和

“杂八股”， 继承和弘扬了毛泽东的话语风格， 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改造世界” 的理论指向， 其本

质是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群众语言。 刘进［１０］ 认为习近平的讲话有着优良的文风， 具有极强的话语

力， 其具体表现在实现 “中国梦” 的感召力、 反腐倡廉从严治党的震慑力、 诚待友邦勤政为民的亲和

力三个方面， 三力汇聚形成合力， 积聚为实现中国梦的正能量。
以上相关研究是探索新一届领导人话语创新的重要前期成果。 本课题收集了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习近平同志 ６０ 余篇重要讲话， 其中包括 ８ 篇习近平署名文章， 旨在深入研究解

读习近平话语创新实践。

二、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创新实践

习近平同志通过丰富的话语创新实践， 展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强意志， 昭示了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平发展的坚定立场， 显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更美好生活的责任和担当， 也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 “以民心为心” 的亲民形象和人格特征。 习近平话语的隐喻性、 叙事性、 互文性、
排比性、 引经据典等鲜明特点构建了耳目一新的政治话语体系， 构建了人民主体地位的当代社会现实，
构建了象征式政治话语体系， 构建了政治沟通的情感认同关系， 构建了政治话语主体间的对话性， 通

过思想、 观点和意识形态在话语中的自然化表达寻求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 寻求国际社会的认同， 凝

聚力量迈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 隐喻性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 “复兴之路” 展览时， 第一次阐释了 “中国梦” 的

概念， 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 ６０ 篇重要讲话中中国梦一词出现 １０４ 次， 他针对不同的群体对

“中国梦” 进行了鲜明的阐释。 中国梦 “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理想”、 “是追求

和平的梦”、 “是奉献世界的梦”。 习近平的话语创新首先体现在对隐喻的创新运用。 隐喻以具体、 简单、
熟悉的事物作为喻体映射到作为本体的抽象、 复杂和陌生的事物。 隐喻运用得好， 不仅可以增强表达

的形象性和表达效果， 而且可以自然化、 合法化地表达说话人的立场、 观点和意识形态， 从而在说话

人和听话人之间发展共同的概念、 思想、 意识和态度， 建构人际间的 “同一” 和 “同体”。 以 “中国

梦” 来概括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身就是一个能引起广泛共鸣的隐喻。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的讲话中，
运用隐喻 １３０ 多个， 使用隐喻 ２００ 多次， 不少隐喻成为人们的口头流行语， 例如：

（１）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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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要坚持 ‘老虎’、 ‘苍蝇’ 一起打。
一些隐喻生动、 形象， 寓意深刻， 无论来自何种文化背景的人都能理解和接受， 成为在国际上很有

影响力的话语， 例如：
（３） 鞋子合不合脚， 自己穿了才知道。
（４） 亲戚越走越近， 朋友越交越深。
习近平话语中的隐喻具有情景性和受众针对性、 通俗性、 寓意深刻性等特点。 情景性和受众针对性

就是依据说话场景和对象选择比喻。 为了表示两国之间的密切和友好关系， 对于地理上邻近的国家，
用邻居作比喻， 对于地理上距离较远的国家， 则说 “有缘千里来相会”， 对于地理上邻近的社会主义国

家， 则同时用 “邻居”、 “同志”、 “伙伴”、 “朋友”； 同是用河流比喻两国之间的友谊， 在印尼时用美

丽的梭罗河作喻体， 在法国时用卢瓦尔－罗讷河流作为喻体， 在拉美时用亚马孙河作喻体。 具有情景性

和受众针对性的隐喻话语很容易获得听众的共鸣， 拉近了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社会距离。 例如：
（５） 中国和印尼关系发展， 如同美丽的梭罗河一样， 越过重重山峦奔流向海， 走过了很不平凡的

历程。
（６） 中国和法国都是有着独特文明的古老国度。 以黄河长江和卢瓦尔－罗讷水系为母亲河的两个伟

大民族， 都曾经长期引领各自所在地区的文明发展过程。
（７） 正是得益于众多中拉人士的辛勤付出， 中拉关系才如同长江和亚马孙河一样奔流不息、 一往

无前！
隐喻虽然是一种创新性语言表达， 但习近平话语中的隐喻却不失通俗性。 如谈到亚洲发展面临的

困难和挑战， 习近平说 “还需要爬一道道的坡、 过一道道的坎”； 提倡文明包容， 习近平说 “萝卜青

菜， 各有所爱”； 论述青年时期就要抓好价值观培养， 习近平说 “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 如果第一

粒扣子扣错了， 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 习近平话语的隐喻虽然通俗， 但寓意深刻， 富有情感和立场色

彩。 “打铁还需自身硬” 深刻阐明， 中国共产党肩负带领人民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让人民生活得更好的

使命， 必须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 称霸世界的基因” 则有力

驳斥了 “国强必霸论”， 强调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 “邻居之间难免磕磕碰碰”， 则坦然面对邻国

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 同时包含找到解决方案的充分信心。

（二） 叙事性

习近平话语创新实践的第二个特点是具体的叙事性。 叙事是叙述者带着既有观点讲故事的过程，

故事主题就是叙事者所持有的观点。 故事不仅包含信息和意义， 还联结情感， 故事的情感刺激听众和

读者产生强烈情感， 从而体验故事的真谛。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的讲话中， 讲了 ６０ 多个故事， 提到了

１００ 多个人名和 １５０ 多个文化事物名称， 故事的内容主要围绕民众抗日事迹、 中外友谊和友好交流。 习

近平讲故事具有对照性、 情感性和亲历性的特点。 对照性既有现实的对比， 又有历史的对照。 如习近

平在访问印尼时讲了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印尼发生海啸后中国国际救援队在短短 １３ 天里救治 １ 万多名受

灾群众故事后， 紧接着讲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中国汶川特大地震后印尼派出医疗队赶赴灾区诊治 ２６０ 名灾

民、 义诊 ８４４ 名居民和 １２０ 名学生的故事， 这是同时代两国之间两相对比的故事； 在访问俄罗斯时， 习

近平既讲抗日战争时期苏联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来华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故事， 也讲 ２００４ 年俄罗斯

发生别斯兰人质事件后中国邀请部分受伤儿童赴华接受康复治疗的故事， 这是两国之间历史与现实两

相对照的故事。 对照讲的故事话语构建了两国之间亲密友好关系的现实， 同时彰显了习近平主席对访

问国人民的真切感情和对访问国国家领导人的充分尊敬。 习近平的故事话语包含真情实感。 从讲述北

京密云县邓玉芬母亲把丈夫和 ５ 个孩子送上前线全部战死沙场的感人事迹， 到华北平原一个庄户人家写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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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抗战对联 “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 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 横批 “抗战到底”， 再到德国友人汉

斯弥留之际仍不忘资助两名中国高中学生那让人 “潸然泪下” 的故事， 字里行间的真情实感让听众读

者感动。 习近平讲故事时常常用第一人称 “我” 来介绍故事人物细节， 例如： “３ 年前， 我在符拉迪沃

斯托克 ‘海洋’ 全俄儿童中心， 亲眼目睹了俄罗斯老师给予中国儿童的悉心照料和温馨关怀”， 带着听

众亲历中俄两国间的深厚情谊。 五个 “读 ／ 欣赏……让我……” 更是直接讲述自己读法国历史、 哲学、
文学、 艺术领域 ２６ 位作家的心得体会， 现身说法介绍文化交流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作用。

一些 “我” 不出场的故事同样给人以亲历感， 如习近平介绍印尼海啸后亚齐群众为了表达对中国

救援队的感激之情， “不少人学会了用汉语说： ‘中国， 北京， 我爱你’ ”。 习近平故事话语的亲历性使

得故事内容具有令人信服的真实性， 同时也勾画了习近平作为普通人的形象特征， 听众读者在亲历中

可以自然地接受故事背后的观点、 思想。

（三） 排比性

习近平话语创新实践的第三个特点是丰富的排比性。 排比显示气势， 有强烈的感染力， 在政论话语

中给人以系统性、 全面性和整体性的思辨力量。 习近平话语中排比运用俯拾皆是， 几乎遍布每个篇章

话语中。 排比性话语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梦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梦实现路径、 和谐发展、
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 党风建设等， 比如：

（８）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 期待更好的教育、 更稳定的工作、 更满意的收入、 更可靠的社会保障、

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更舒适的居住条件、 更优美的环境， 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 工作得

更好、 生活得更好。
这段话前段 ７ 个后段 ３ 个排比全面论述了 “中国梦” 在个人层面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运用排比，

具有层次性、 多样性和连续性的特点。 排比的层次性就是在短语、 句子和段落层面都有排比的运用。
短语层面的排比有利于集中笔墨把一个问题讲深讲透， 例如：

（９） 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 反腐倡廉建设、 制度建设， 增强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能力， 建设学习型、 服务型、 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聚焦于党

的执政能力建设。
句子层面的排比有利于从各个角度观察和论述， 比如 “面对革命战争的枪林弹雨， 他……； 面对

新中国建设的艰难局面， 他……； 面对 “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内乱， 他……； 面对国际国内政治风波，
他……”， 论述邓小平在各个历史时期各种环境下对党和革命的坚定信念； 段落层面的排比有利于系统

性整体性说明事理， 例如：
（１０）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实现中

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三个排比段落， 系统回答了如何实现中国梦的问题。 排比的多样性就是排比与复叠、 层递交叉运

用， 例如：
（１１） 我们要……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 所盼、 所忧、 所急， 把群众

工作做实、 做深、 做细、 做透。 要正确处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 不同群体特

殊利益的关系， 切实把人民利益维护好、 实现好、 发展好。
这段话排比兼复叠兼层递， 多角度递进性地强调重视群众利益、 群众的 “安危冷暖” 和群众工作

的要求。 排比的连续性就是在一个句子和段落中连续性地运用排比， 显示力量的增强和态度的坚定，
例如：

（１２） 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 反腐倡廉建设、 制度建设， 增强自我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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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能力， 建设学习型、 服务型、 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三组短语排比一个接着一个， 表达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坚强决心和

坚定态度。

（四） 互文性

习近平话语创新实践的第四个特点是多边的互文性。 互文性就是一个语篇中包含其他语篇的现象。

语篇互文性的功能是构建说者与听者、 作者与读者以及被引用语篇之间的对话空间， 把观点、 理念和

思想置于构成过去事件的结果和现在事件的条件的结构 （即话语秩序） 之中， 置于再造和改变条件结

构的事件本身之中。 习近平非常善于构造语篇的互文性， 十八大以来讲话中 ２００ 多次直接引用外部语

篇。 习近平构造语篇互文性， 具有多重性、 民众性和正面性的特点。 多重性就是针对同一个主题引用

多个外部语篇。 在论述如何从传统文化中学习掌握思想精华时， 习近平连续引用了：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位卑未敢忘忧国”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上述话语表达了他要求领导干部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殷殷之情； 在论述中、 印、 缅三国如何继

续推动世界持久和平时， 习近平既引用中国古话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也引用印度谚语 “水滴汇成

溪， 稻穗集成束”， 还引用缅甸俗话 “想， 要凌云壮志； 干， 要脚踏实地。” 多重性互文语篇构造了听

众读者都参与其中的多重性对话， 较易获得听众的认同。 民众性就是引用的外部语篇大多植根于普通

民众。 习近平引用的外部语篇， 大量的是民间谚语、 俗语、 套话和口语； 既有古代的， 也有现当代的；
既有中国的， 也有外国的。 例如强调学习要有兴趣时用民众口语 “变 ‘要我学’ 为 ‘我要学’， 变

‘学一阵’ 为 ‘学一生’ ”； 表达中拉深厚友谊时引用拉美谚语 “朋友要老， 好酒要陈” 和中国谚语

“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 民众性的互文语篇， 巧妙地把思想和观点嵌入民众的口语俗语谚语中，
很容易使意识形态常规化。 正面性就是引用的外部语篇绝大多数语义积极， 给人以正能量。 正面性的

互文语篇对内可以传递正能量， 对外可以传播正义的声音。 在论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时引用 “君

子喻于义”、 “君子坦荡荡”、 “君子义以为质”； “德不孤， 必有邻”、 “仁者爱人”、 “与人为善”、 “出
入相友， 守望相助”、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扶贫济困” 等等， 在传递正能里同

时彰显道德的力量； 在论述中华民族爱好和平时引用 “以和为贵”、 “和而不同”、 “化干戈为玉帛”、
“国泰民安”、 “睦邻友邦”、 “天下太平”、 “天下大同”， 从而向世界证明， 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

他人、 称霸世界的基因。

（五） 口语性

习近平话语创新实践的第五个特点是丰富的口语性。 口语性就是说大白话、 大实话， 像普通百姓一

样说话。 习近平 １８ 大以来的论述， 无论是口头讲话还是书面文章， 随处可见口语性表达， 一改政治沟

通刻板深奥的表达风格， 不仅体现出新鲜、 活泼的崭新文风， 而且折射出习近平总书记的亲民务实形

象。 习近平讲话的口语性具有广泛性、 丰富性和真实性的特点。 习近平在各种场所、 各种话题的讲话

和文章中都有广泛的口语表达， 创造了政治沟通的新的有效方式。 他不仅在论述与民生相关问题时使

用大白话， 例如：
“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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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１３ 亿多人都过上好日子， 还需要进行长期艰苦努力”
就是在论述政治性话题时也常常使用平常话语， 例如：
“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 有事好商量，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

约数， 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我们既要让自己过得好， 也要让别人过得好。 家和万事兴。 全非洲是一个命运与共的大家庭。”
“不要顺利的时候， 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一遇挫折， 就怀疑动摇，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了。”

丰富性指有各种形式的口语表达， 有大白话， 有俗语俚语， 有广泛流传的诗句， 也有出自坊间的顺

口溜。 各种形式的口语表达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和认同。 在论述坚定不移地实现改革目标和团结一致、
共创伟业时分别用俗语：

“开弓没有回头箭”
“众人拾柴火焰高”
在论述锲而不舍地继续推进改革和加强与拉美国家的互信合作时引用诗句：

“路遥知马力， 日久见人心”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顺口溜是真实反映现实社会的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成语性语句， 有的顺口溜具有很强的时弊针砭性。

习近平话语中特别是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中有大量的顺口溜。 在批判形式主义时， 习

近平说：

“有的下基层调研走马观花， 下去就是为了出出镜、 露露脸， 坐在车上转， 隔着玻璃看， 只看 ‘门
面’ 和 ‘窗口’， 不看 ‘后院’ 和 ‘角落’。”

在批评官僚主义时习近平说：
“有的对上吹吹拍拍、 曲意逢迎， 对下吆五喝六、 横眉竖目， 门难进、 脸难看、 事难办， 甚至不给

钱不办事， 收了钱乱办事。”
真实性是指习近平话语真实表达了群众的诉求与关切， 同时深刻切中现实时弊， “爱之真， 恨之

深”， 真情实感自然流露。 例如表达 “实干才能梦想成真” 的道理时说：
“我们要有钉钉子的精神， 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 而是要一锤一锤接着敲， 直到把钉

子钉实钉牢， 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 不断钉下去， 必然大有成效。”
在论述建设小康社会时说：
“国家好， 民族好， 大家才会好”； “块头大不等于强， 体重大不等于壮， 有时是虚胖。”
在论述党风廉政建设时说：

“整天喝得醉醺醺的， 舒服吗？”
“少出去应酬， 多回家吃饭。 省下点时间， 多读点书， 多思考问题， 油腻的食物少吃一点对身体还

是有好处”。
习近平话语的口语性表达， 如同拉家常， 娓娓道来， 看似波澜不惊， 但群众听得懂、 喜欢听、 记得

住， 质朴的实话一下子拉近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 同时充分显现出作为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的平实、

亲和的人民领袖形象； 而对党风问题， 口语化表达是辅导式的而不是说教式的沟通， 具有良好的说服

效果。

三、 启示与建议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中国梦的执政理念， 目的是要凝聚全党、 全体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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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和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习近平的话语无论是讲话还是文章都改变了以要

求号召为特征的宣贯式政治话语方式，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响和共鸣。 但是， 当今社会世情、 国情、
党情、 民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各阶层的社会生活诉求、 人民群众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追求都趋于多

元化、 现实化和个人化， 而西方话语体系在国际社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区别于西方文化、 西方意识

形态的中华文化和意识形态仍然受到国际社会的排挤， 中国梦话语体系的传播受到各种挑战， 存在各

种困难。 为有效应对挑战、 克服困难， 我们认为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努力。
第一， 回应民众关切， 设计民生主题。 政治修辞理论告诉我们， 政治修辞主体要根据一定的政治修

辞情景和政治修辞的受众很好地设计政治修辞的主题， 否则相关政治主张就很难获得民众的支持。 要用

更加可感知、 可把握的具体内涵来设计中国梦的主题， 回应民众的关切， 特别是要回应当前转型时期

的各种突出问题和矛盾， 使 “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就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的诺言得以具体化、
可操作化， 使广大民众真正认同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第二， 增强人文关怀， 构建政治沟通的情感认同关系。 政治沟通不仅要在理性上说服受众， 还要在

情绪上感染受众， 获得受众内心的情绪认同。 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梦的认同， 还需要增强人

文关怀。 一方面要继续召唤全国人民为了伟大目标和远大理想团结一心， 另一方面要充分展示对人民

群众的人文关怀， 从对家庭、 老人、 孩子的关爱， 从对家庭关系、 邻里关系、 同事关系的关注展现对

国家、 民族的关心。
第三， 既讲故事又讲道理， 实现跨文化认同。 跨文化沟通强调沟通双方的主体间性， 既不是 “我说

你听”， 也不是一味的 “迎合听者”， 而是关注不同文化间存在较高层面的信仰、 理念的共通性， 比如

“和谐”、 “和平”、 “自由”、 “民主”。 去除官方色彩， 用真实的故事， 以小见大， 用细节进行论争。 对

外沟通应当关注语境对于传播的关键作用， 关注国家、 民族的文化环境和相伴生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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