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愁雲未散，大典將臨 

——2019 年上半年中國大陸語象分析 

 
    2019 年上半年，影響中國話語的最大因素，一是吉凶未卜的中美貿易戰，

二是在困局中揭幕的「建國 70週年」慶典宣傳戰。 

 

口號溫度 

 

下列關鍵詞語，是中共十九大以來的主要政治口號。根據香港大學新聞

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CMP）劃分的六級語溫梯度（沸、燙、

熱、暖、溫、冷），這些口號在《人民日報》上的語溫分布如下： 

語溫 關鍵詞語 
 

沸 
一帶一路、改革開放、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脫貧攻堅、獲得感  

燙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建成小康、十九大、

供給側、深化改革、中國夢、綠色發展、四

個意識、兩個維護、鄉村振興戰略、四個自

信、創新驅動、馬克思、放管服、人類命運

共同體、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國、五位一

體、社會治理、頂層設計、下行壓力、從嚴

治黨、兩個一百年、自主創新、國家安全、

不忘初心、反腐敗、毛澤東 

 

 

 

熱 

鄉村振興戰略、中國方案、五位一體、從嚴

治黨、紅色基因、穩就業、社會革命、四個

全面、中美關係、依法治國、下行壓力、國

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法治政府、

中國力量 

 



暖 

金融風險、鄧小平、八項規定、穩投資、穩

預期、穩外貿、穩外資、穩金融、列寧、反

腐敗、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四風、社會管

理、簡政放權、擼起袖子、雄安、輿論監

督、政治規矩 

 

溫 

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兩學一做、協商民主、

習近平強軍思想、維穩、善治、服務型政

府、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政務公開、人

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冷 

軍民融合、習近平外交思想、敵對勢力、經

濟體制改革、三嚴三實、權力清單、人民民

主專政、司法體制改革、司法公正、人民主

體地位、四大考驗、以德治國、黨是領導一

切的、依憲治國、依憲執政、合憲性審查、

重遏制、強高壓、長震懾、妄議中央、重大

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輿論鬥爭、習近平

經濟思想、四項基本原則、任何組織或者個

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領導幹部

職務終身制、梁家河、紅船精神、「國際影

響力、感召力、塑造力」、防止黨內形成利

益集團、定於一尊、一錘定音、保護人民人

身權、財產權、人格權、把權力關進籠子 

 

 

 

 

2019 上半年重點語詞語溫表，數據來源：《人民日報》， 

注：以上語溫等級，均使用佔比方法測定 

 
在過去的 18 個月中，「一帶一路」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一直為「沸」詞。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錢鋼曾指出，「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習近平的旗幟語，它最終將縮略定型，成為與

「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同一格式的「習近平思想」，而縮略過程的

快與慢，是對最高權力強度的一個測試點。目前縮略尚未完成，但「高舉思

想旗幟」的提法已在黨報出現。 

 



「脫貧攻堅」和「獲得感」首次在今年躍入「沸」級。可以預判，這是

建國 70 週年慶典宣傳的基調之一，反映中國大陸意識形態管理者因應複雜

的國內外局勢，準備大打「民心牌」，以脫貧為突破口，大力宣揚習近平

2013 年以來的政績。與此相應，「兩個維護」（即「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

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升溫明顯。 

 

習近平當政以來，輿論場對毛澤東和鄧小平態度微妙，有「揚毛抑鄧」

的傾向。2018 年紀念改革開放 40 週年，鄧的名字有所升溫，但總體語溫仍

是「毛燙鄧熱」，有一級之差。2019 年上半年，毛仍為燙，鄧卻降為暖，與

毛的差距拉大到兩級。 

 
九個關鍵詞語溫 

 

 
數據來源：《人民日報》，注：以上語溫等級，均使用佔比方法測定 

 



 
 

數據來源：《人民日報》，注：以上語溫等級，均使用佔比方法測定 

 
這 9 個詞語，從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當政時期延續而來。「鄧小平

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曾是炙手可熱的旗幟語。從 2018 年 1

月到 2019 年 6 月，「和諧社會」、「黨內民主」在《人民日報》上鮮有露面，

一直位於冷級，同樣位於低位的還有由溫至冷的「政治體制改革」和高開低

走、由熱至冷連降三級的「政治文明」。「民主政治」、「科學發展觀」、「鄧小

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穩定在暖級，明顯過氣，沒有多少熱度了。 

 
年中聚焦之一：中美 

 
中美貿易戰開打一年有餘，中國輿論也隨局勢起伏。在過去的三個半年

里，稱頌中國體制及發展模式、國際影響力的系列詞語，如，「厲害了，我

的國」、「中國道路」、「中國方案」、「中國力量」、「中國智慧」，

「中國奇跡」、「中國模式」、「中國製造 2025」（簡稱「厲害語」）等等，

底氣漸弱。使用“邏輯或”方法檢測全部中國大陸報紙可見： 

 



 
 

 
 

輿論管制者顯然對自吹自擂的高調有所約束，但同時反擊外媒評論所

說的中國「高調招敵」。6 月 25 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高調招敵」

不是別有用心，就是犯了幼稚病》，稱「今天中國的體量，已經不是低調就

能隱藏的了，就是我們想韜光養晦，也不可能做到了」，直接抨擊鄧小平在

六四事件後提出的韜光養晦策略。 



 

 
 

相對應地，中國媒體上，寓意形勢艱險、倡導戰略調整的系列語匯，如

「金融風險」、「下行壓力 」、「壯士斷腕」、「緊日子」、六個「穩」、

以及曾用於紅軍長征時期的特定詞彙，如「上甘嶺」「臘子口」「婁山關」

「鐵索橋」「雪山草地」等（簡稱「艱險語」），頻率上升。 

 

 
 

在「厲害語」、「艱險語」之外，貿易戰中還湧現了一批「抗美語」，



包括「全球霸權」、「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反全球化」、「冷戰

思維」、「貿易霸凌」等等，在貿易戰伊始，尤其是美國商務部制裁中興

（2018 年 4 月）、和特朗普政府向 340 億中國商品正式加徵關稅（2018 年 7

月）之時，曾達到兩個高峰，2019 年 6 月又出現高峰。 

 

 
 

但 6 月底的大阪 G20 峰會，習近平與特朗普的會談，可能會使激烈對抗

的話語再度降溫。峰會結束時，《人民日報》刊發對外交部長王毅的專訪，

題為《不畏浮雲遮望眼》，稱贊習近平為全球治理指明方向，以溝通扭轉中

美僵局，表明中國倡導的多邊主義是「人間正道」，展現中國作為世界大國、

習作為大國領袖的影響與擔當。 

 
年中聚焦之二：初心 

 
「初心」，原係佛家用語，與中共的紅色話語無關。習近平當政後開始

將其用於政治領域，19 大報告，他開宗明義提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2019 年 3 月，他說新中國成立 70 週年，是進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教

育的最好時間節點。 

 

《人民日報》上，該詞語的頻率在 6月驟升： 

 



 
 

2019 年年中，中共黨內「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活動正如火如

荼。此次活動強調立黨宗旨，借此樹立權威、收服民心，也成為各地官員表

忠心的窗口。下圖顯示 6 月各地黨報使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篇數。

檢索發現，《貴州日報》在 6 月提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篇數最多

（285），是最後一名上海的 3 倍的有餘（87）。常提「兩個維護」的天津、

河南、河北分列二、三、四位。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在各地省委機關報上的出現篇數， 

數據來源：所在地省（區）委機關報 



 

 
貴州省委書記孫志剛在過去的 6 月頗為活躍，6 月 4 日召開工作會議發

表動員講話，6 月 10 日率省級領導幹部赴革命老區遵義「接受革命傳統教

育」，即參觀遵義會議遺址、陳列館，回顧紅軍事跡。四天後，孫帶領省委

領導到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接受警示教育」，即觀看教育片、回顧黨員

墮落腐化的案例。除報道孫志剛外，《貴州日報》還詳細介紹省委各領導各

部門參與主題教育活動的情況，而上海的黨報《解放日報》則較為低調，將

重點放在轉載習近平的指示和報道學習會議上。 

 

 
 
    孫非外媒所說之「習家軍」大將，2019 年已 65 歲，兩年後的二十大應

無望更上層樓。他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教育活動中異乎尋常的表現說

明什麼？我們從語象觀察中發現的疑問，有待政治學者解析。 

 



中央政要 

 

 
 

2019 年上半年除習近平、李克強之外的政治局委員在《人民日報》上的出現頻率

對比。圓圈大小，代表出現次數的多寡，顏色冷暖，代表出現頻率的高低。 

數據來源：《人民日報》 

注：以上語溫等級，均使用佔比方法測定 

 
在過去的 18 個月中，習、李二人曝光率相對穩定，分屬沸、燙兩級。

有數位中央大員升溫，例如栗戰書、楊潔篪和丁薛祥由熱轉燙（三人均在外

交場合中頻繁露面）。絕大多數中央大員都穩居溫級及以上，僅重慶市委書

記陳敏爾位於冷級。 

 

 



 
地方政要 

 

 
2018 年至 2019 年三個半年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在所在地省（區）委機關

報出現次數對比 

 
在過去的三個半年，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吳英傑在曝光量上穩居第

一，在地方黨報出現的總篇數是最後一名陳全國（新疆）的 3.5 倍。鐵腕治

疆、被外媒視為潛在接班人的陳全國，在《新疆日報》上頗為低調，在 2018

下半年和 2019 上半年居於曝光量榜單末尾。 

 

在中共語境下，地方官員的媒體曝光度，和黨內高層的權力對比以及官

員本人的執政風格密切相關。被外界視為「習家軍」的官員，包括新疆陳全

國、北京蔡奇、上海李強、重慶陳敏爾等等，均較其他地方政要更為低調。

唯一的反例，廣東省的李希，過去 18 個月的曝光度位列第三，也在 2019 年

上半年出現明顯下沉。2018 年 6 月，他在省級黨報《南方日報》的出現次數

為 86，2019 年 6 月，則為 30。 

 



 
外國政要 

 

 
 

2018年至 2019 年三個半年外國政要語溫對比，數據來源：《人民日報》， 

注：以上語溫等級，均使用佔比方法測定 

 
外國政要中，「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普京領跑曝光度榜單，位

於熱級。而習近平和王岐山分別對法國進行的國事訪問、中法全球治理論壇

和 G20 會晤，則讓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默克爾的熱度提升，分別從溫

升熱、由溫變暖。同樣升溫的還有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智利總統皮

涅拉、老撾主席本揚，和實現中朝互訪的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身處貿易戰漩

渦、備受中方輿論關注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則不斷變溫，在今年前三個月一直

處於暖級，經歷了 4 月和 5 月的冷遇之後，在 6 月重歸熱級，半年總體語溫

為暖級。 

 



國家語温 

 

 
 

2018年至 2019 年三個半年國家語溫對比，數據來源：《人民日報》， 

注：以上語溫等級，均使用佔比方法測定 

 
美國穩居沸席，和中國有密切往來的英國、德國、日本、法國、俄羅

斯、泰國、韓國、意大利、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在 2019 年上半年同屬

燙級。其中，因為經貿合作、外交會晤日益頻繁的意大利、泰國和新加坡，

在去年下半年便由熱轉燙。 

 
樂欣 

政治話語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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