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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战争的国际舆论研究：190》

内容概要

《义和团战争的国际舆论研究(1900-1901)》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运用文本分析、话语分析、历
史比较研究法、计量史学等方法，对1900至1901年间在中国境内和海外出版的有影响力的刊物进行了
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各国在中国的利益关系具有本质上的相似性，反映在媒介舆论中，往往体
现为面向国内的国家主义和面向中国的霸权主义。义和团战争霸权话语的建构在西方媒体中主要体现
为国内媒体关于别国带有强烈偏见的知识生产，关于本国在华行动的合理化呈现。而外资在华媒体在
面向中国读者的舆论表述则更为直接，毫不掩饰资方立场。
如果说外资中文媒体舆论代表了一种“规训”倾向的话，可以说中资维新、改良派报刊在舆论上呈现
出一种自愿“被规训”的倾向，是一种文明话语与庶民框架的共谋，也是预先存在的父权制结构和跨
国资本主义的媾和。在义和团的媒介舆论当中看到的正是国际体系中权力关系的倒影和东西方国家之
间文化秩序的建构与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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