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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风雨，春华秋实。2021

年是党的百年华诞，100年来，党

的对外传播工作伴随中国共产

党诞生、发展、壮大的全过程，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为国家独立、人民解放、

民族复兴、世界和平、人类进步

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对外

传播工作。抗战期间，毛泽东和

斯诺的系列对话堪称经典，在国

际上宣传了中共的主张，对传播

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起到了

关键作用。

进入新时代，积极向世界阐

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觉与

自信，努力展现大国责任与担当，

这也对当下党的对外传播事业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讲述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对外传播

的根本要求。“增信释疑、凝心聚

力的桥梁纽带”，也成为新时代对

外传播的基本理念、基本价值和

基本目标。

新闻学院黄瑚教授任首席

专家的 2020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外传

播研究》从理论、实践、效果与话

语“四位”出发，对百年中国共产

党对外传播事业这“一体”进行

历史考察，探寻其发展轨迹与走

向，并在总结其历史经验与教训

的基础上揭示其发展规律，为当

下加强党的对外传播能力建设

提供学术支持。

解答三个问题

黄瑚说，项目要解答三个问

题：如何增大对外传播的声音，

讲好中国故事、宣传和阐释好中

国梦，塑造文明、负责、开放的大

国形象，让世界认识一个立体多

彩的中国；如何理解“打造融通

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加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提

高我国国际话语权，改变国际上

“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实现中

国国际形象由“他塑”向“自塑”

的转变，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

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

如何加快建设国际一流媒体，优

化战略布局、集中优势资源、着

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

对外传播旗舰媒体，在重大国际

问题上能够及时、清晰地表达中

国立场。

项目以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形

态、总体历程及其效果与话语为

研究对象，具体分为四个子课

题：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理

论研究；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外传

播实践研究；百年中国共产党对

外传播效果研究；百年中国共产

党对外传播话语研究。。

检视有关百年中国共产党

对外传播活动的既往研究，可谓

硕果累累，且涉及面广，并在不

断开拓新的学术领域，其中可圈

可点的优秀成果为数不少，为本

项目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基。

但是，就整体而言，以高标准衡

量，由于时代局限以及研究者自

身的研究视角、理论依据与材料

准备等主客观原因，现有研究成

果尚存在不少可充实、完善之

处，进一步探讨、发展或突破的

空间依然很大。

“概念界定是学术研究的基

础，尤其对于中国共产党对外传

播这样一个多层次、多维度、全

方位的实践过程来说，一个恰当

的概念对于展开深入理论研究

至关重要，可以说，概念界定是

将 研 究 对 象 理 论 化 的 关 键 一

步。”黄瑚说，比如需要详细界定

“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这个概

念。

又如，关于百年中国共产党

对外传播实践的历史分期研究

亟需加强。“目前关于对外传播

实践的研究多关注短时段和具

体事件，鲜有研究能够从宏观层

面对历史分期做出探讨。为数

不多讨论分期的研究，其分期依

据往往是根据政治分期做出的

简单划分而不是对外传播的内

在变化和逻辑转折。”基于此，项

目将从整体上梳理百年以来中

共的对外传播实践历程，并在此

基础上从对外传播实践的内部

视角切入做出历史分期，以便更

深入地把握不同时期对外传播

的特点、贡献与局限。

三个创新目标

项目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在学术上确立了三个创新目标：

将首次从整体上、跨学科、

多视角地综合考察与研究百年

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事业，并首

次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有关对外传

播的重要论述解读与分析党的

对外传播理论、实践、效果与话

语，以填补现有研究留存的空间

乃至空白点，进一步提高中国共

产党对外传播研究的水准，提高

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研究在新

闻传播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与

作用。

将深化中国共产党对外传

播研究与其他学科或方向研究

之 间 的 互 动 关 系 。 从 功 能 上

看，党的对外传播活动在中国

的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和文化

传承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

内容上含有大量政治、经济、文

化与社会生活的各种信息，因

而在研究中不仅要观照自身学

科，而且还要与其他学科互动

关联，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

学等诸多学科汲取理论养分。

黄瑚说，这种多学科的融合直

接体现出本课题研究方法的多

元化，“我们希望打破方法论的

学科壁垒，将定量研究与定性

研究相结合，并根据研究对象

的不同而有所侧重。”

强调在研究过程中以历史

视角和逻辑对待研究对象，不仅

仅指的是给予研究对象以时间

维度的关怀，更重要的是要将

“历史”内化为一种思维方式指

导整个研究进程，以体现该研究

的历史意味。“具体从三个层面

融入历史思维，研究要坚持以史

料为基础的历史考证；将思想史

引入到研究进程中；引入全球史

视野，以期打破‘内-外’的传统

边界，站在全球融合的高度把握

党的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

应用价值和社会意义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更是实

践的指南。黄瑚归纳了项目的

三点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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ᴝᵖᴝᵖ ȊȊ中国共产党的百

年对外传播史，其实也是中国共

产党作为革命党和执政党，与世

界交流沟通的历史。通过对其

百年历程的考察与研究，对其历

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有望为新

时代党的对外传播活动提供历

史智慧和精神指引，推进党的对

外传播活动以更快的速度向前

发展。

 ȊȊ目前，国际

关系极为复杂，党的对外传播工

作面临新的挑战。此外，由于对

外传播能力还不够强，中国在世

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

塑”而非“自塑”，有时还处于“有

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存在着信息流进与流出的“逆

差”、中国真实形象与西方主观

印象的“反差”、软实力与硬实力

的“落差”。因此，项目将在总结

党的对外传播百年历程中创造

与积累的好的经验做法的基础

上，加强研究具有中国特色、世

界影响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

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让全世

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从

而提升中国共产党参与国际事

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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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以来，中国在与世界交往过

程中始终在寻找一个平衡支撑

点，使其能够与世界形成一种持

续性的良性互动状态。处在全

球高度开放的今天，真正的自信

既包括了对于自身发展道路、民

族文化底蕴的坚定信念，也包括

了对外部世界看待中国的认知

和理解。从这一意义出发，会发

现对外传播成功与否，不仅仅关

系着世界如何看中国，也将直接

影响到中国人如何看中国——

对外传播就具有了重要的内部

意义。基于此认知，立足百年中

国共产党对外传播事业的奋斗

历程，展示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外

传播事业在发展、变革中取得的

伟大成就，特别是揭示与阐明蕴

含在百年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

活动中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不仅可为当下向世界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宣传和阐释好中国梦、让世

界认识一个立体多彩的中国提

供强大的精神激励，而且还可转

化为中国人提高文化自信的内

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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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系季敏标教授课题组

与南方科技大学吴长锋教授课题

组合作，通过在二芳基乙烯母体分

子中引入炔基，设计出一类具有光

敏特性的拉曼探针，实现了可控开

关的受激拉曼散射（SRS）成像。

相关研究成果以《基于光致变色振

动探针的光开关受激拉曼散射显

微 镜 》（“Switchable stimulated

Raman scattering microscopy

with photochromic vibrational

probes”）为题在线发表于《自然©通

讯 》[Nat Commun 12, 3089

(2021)]。这项研究为开发具有光

开关性质的振动光谱探针提供了

新思路，为光开关SRS显微成像技

术的提供可行性基础，拓展了SRS

的应用范围，也为进一步实现具备

超多色复用的远场超分辨拉曼显

微打下铺垫。

SRS显微术利用受激辐射原

理将微弱的拉曼信号放大数个量

级，可实现快速的振动光谱成像，

以快速、免标记和本征三维化学

组分分析的优点在显微成像领域

备受青睐。但传统SRS显微镜的

灵敏度与特异性阻碍了其在分

子、细胞生物学中的应用。为此，

目前已经有专门的基于炔基、氰

基的拉曼探针被开发并用于

SRS，打破了荧光显微成像中的

“多色复用壁垒”，展现了窄峰宽、

无漂白、信源结构小而对目标分

子干扰小等优势。然而，局域化

学键的振动具有的光稳定性却阻

碍了拉曼探针获得荧光分子的诸

多特性，如随机发光、光饱和性及

光开关性等，正是这些性质是荧

光显微跨向超分辨时代的关键环

节。

为了突破这一难题，合作团

队提出设想：利用可逆光异构化

的分子偶联上拉曼探针，实现对

异构化敏感的拉曼光谱响应。他

们首先想到将常用的拉曼探针

——炔基引入光异构母体分子

中。在实验中发现分子从开环态

向闭环态转变时，炔基伸缩振动

模的拉曼峰位会发生红移，该现

象通过DFT计算得到验证。

为了展示这项新型技术的应

用前景，他们将分子匀涂成PM-

MA薄膜，通过可编程振镜控制

紫外/可见光在薄膜上随意写出/

擦除文字等信息。之后还在细胞

甚至亚细胞层面实现了可逆的

SRS光开关成像。

物理学系博士生敖建鹏为论

文第一作者，南方科技大学博士

后房晓峰为共同第一作者，季敏

标教授与吴长锋教授为通讯作

者。 来源：物理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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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