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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4_B2_E7_99_BE_E5_c107_336281.htm 对大多数欧洲人来

说，中国仍是个遥远的地方。尽管随着科技和交通的发展，

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机会越来越多，但从欧洲整个人口比例来

看，这些人还是少数。因此，今天的中国在不少欧洲人眼里

仍然是个难以猜透的谜。 7月20日，英国首相布莱尔开始访问

中国。照理说，这么大的一件事，英国媒体总会有所报道，

其实不然。近日的英国媒体，既没有做关于英中关系的民意

调查，也没有关于这次访问的背景报道。倒是17日和18日的

《金融时报》，在其“亚太”和“世界新闻”版上先后刊登

了有关中国的9篇文章。其中5篇是对香港近日政局的评论，1

篇报道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对人民币币值的讲话及中国的反

应，另有一篇讲的是中国合资汽车工业存在变数⋯⋯从以上

报道可以看出，一些媒体似乎更热衷于对中国的负面报道。 

很多人不了解中国 记者在欧洲先后驻站工作十几年，在与当

地各界人士的接触中，深感真正了解中国的欧洲人少得可怜

。就是那些所谓的汉学家们，其中不少都戴着有色眼镜看中

国，因而也很难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 不过和美国人相

比较，普通欧洲人对中国的知识或许稍多一些。如果在街上

随便问一问，他们当中一些人也许还能说出中国的首都是北

京，知道中国的长城、故宫，上海在这里的知名度也不低。 

但除了那些因商务或旅游到过中国的少数人外，普通欧洲人

对中国的概念还是比较模糊。提起中国，他们也许知道那是

个有着古老文明史的国家，人口众多，但对现代中国的了解



却十分有限，对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更是不甚了解。 记者

曾直言不讳地对一些当地朋友说过，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太

少，没有多少欧洲人能够说出几个中国作家的名字，更不要

说读他们的作品了。当地朋友大都认同我的说法。 改革开

放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欧洲百姓对发

生在这块遥远土地上的变化并没有一个普遍的感知和具体的

概念。在不少人眼里，中国甚至仍是个缺衣少吃的国家。这

从他们同记者交谈中提出的问题便可窥见一斑。 欧洲媒体以

揭露问题和批评为主 应该说，欧洲普通百姓对中国的了解，

除了来自书本上的一点知识外，媒体在其中起的作用是至关

重要的。欧洲媒体的特点是以揭露问题和批评为主，不光是

对中国，对本国事务的报道也是一样。这种报道思想决定了

它们在报道中国时，并不重视客观全面，以便尽量给读者展

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它们对中国的报道大都以问题为切入点

，即便有时谈些正面东西，也是“捎带脚儿”。普通欧洲读

者便是从这些“问题报道”中逐渐了解中国的。久而久之，

读者对中国的偏见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欧洲媒体对中国

发生非典(SARS)一事的报道就颇能说明问题。非典一发，这

里对中国的报道量突然大增，对中国初期的处理不力大加渲

染，电视报刊连篇累牍。个别媒体甚至把中国处理非典疫情

等同于“当年苏联政府隐瞒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然而，对

中国人民如何上下一心同非典斗争却很少谈到。非典一完，

媒体好像泄了气的皮球，电视无精打采地说上一句，报纸在

很不起眼的地方刊登一篇“豆腐块”消息，完全没有了初期

报道的那股劲头。这种“虎头蛇尾”式的报道给读者留下的

印象只能是初期中国处理非典如何不力，非典带来多大危害



，中国经济如何受损，而不是中国人民总结经验，迅速行动

，最后战胜非典的全貌。 摩根斯坦利全球首席经济师史蒂芬

罗奇日前在欧洲12个城市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一些欧洲人

还把欧洲经济萧条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

钩，多数欧洲人认为，中国获得的是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尽管遭受了SARS的打击，但中国经济仍是全球经济中惟一的

亮点，因此，他们又将‘矛头’指向中国”。 “没想到中国

发展这么快” 今天的中国经济正在大步发展，中国的商品也

在越来越多地跨出国门，登上了欧洲不少大众消费商店的柜

台。 20世纪70年代以前，大多数英国人主要通过香港了解中

国。由于香港是英殖民地，不少英国人或其亲属、朋友都在

香港工作过。当时的英国百姓对中国的[1] [2] 下一页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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