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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套
炫
耀
中
國
國
家
實
力
的
話

語
，
在
內
地
媒
體
上
日
漸
成

形
。
它
們
可
稱
之
為
盛
世
話
語
，
如

﹁
盛
世
中
國
﹂
、
﹁
中
國
道
路
﹂
、
﹁
中

國
經
驗
﹂
、
﹁
中
國
速
度
﹂
、
﹁
中
國
奇

跡
﹂
、
﹁
中
國
崛
起
﹂
、
﹁
中
國
模
式
﹂
。

使
用
百
度
統
計
歷
年
﹁
中
國
模
式
﹂
這

一
關
鍵
詞
出
現
在
網
絡
新
聞
標
題
的

頻
次
，
其
飆
升
軌
跡
如
圖
：

一
九
八
二
年
，
鄧
小
平
在
中
共

十
二
大
提
出
﹁
中
國
特
色
的
社
會
主

義
﹂
。
這
個
其
後
沿
用
近
三
十
年
的

旗
幟
性
口
號
，
當
初
卻
是
改
革
派
抗

衡
保
守
派
的
妥
協
性
用
語
。
它
在
保

守
派
念
念
不
忘
的
﹁
社
會
主
義
﹂
舊

瓶
中
裝
進
了
新
酒
。
﹁
特
色
﹂
即
改

革
，
八
十
年
代
中
期
逐
漸
明
確
，
經

濟
改
革
的
方
向
是
市
場
經
濟
，
政
治

改
革
的
方
向
是
民
主
政
治
。
八
九
年

六
四
事
件
後
，
鄧
小
平
力
保
改
革
旗

幟
不
倒
，
這
個
口
號
得
以
延
續
，
但

語
意
發
生
變
異
。

一
九
九
一
年
，
︽
人
民
日
報
︾

上
第
一
次
出
現
了
﹁
中
國
模
式
﹂
一

詞
。
它
源
自
羅
馬
尼
亞
人
對
中
國
的

讚
譽 (

︽
人
民
日
報
︾
九
一
年
十
月

廿
九
日
第
七
版)

。
柏
林
牆
倒
塌
，

蘇
聯
和
東
歐
的
社
會
主
義
解
體
，
中

國
沒
有
如
一
些
西
方
人
士
預
言
的
那

樣
﹁
崩
潰
﹂
，
而
是
走
上
了
一
黨
專

權
下
的
資
本
主
義
道
路
。
這
種
政
治

收
緊
、
經
濟
開
放
的
路
線
，
成
為
一

些
人
口
中
的
﹁
中
國
特
色
﹂
，
亦
令

﹁
第
三
世
界
﹂
艷
羨
。
據
︽
人
民
日

報
︾
的
報
導
，
以
﹁
中
國
模
式
﹂
讚

揚
中
國
的
，
有
貝
寧
議
會
議
長
烏
恩

貝
吉 (
一
九
九
四)

、
贊
比
亞
前
總
統

卡
翁
達 (

一
九
九
七)

。
九
八
年
，

︽
人
民
日
報
︾
在
紀
念
改
革
開
放

二
十
年
的
特
稿
中
稱
：
﹁
環
視
五
洲

四
海
，
風
景
這
邊
獨
好
。
國
際
輿
論

盛
讚
中
國
的
發
展
道
路
和
富
有
成
效

的
﹃
中
國
模
式
﹄
﹂(
九
八
年
十
一
月

廿
二
日
第
二
版)

。

二
零
零
二
年
胡
錦
濤
接
棒
後
，

﹁
中
國
崛
起
﹂
一
語
風
靡
中
國
。
如

果
說
﹁
中
國
崛
起
﹂
是
對
中
國
成
就

的
描
述
，
那
麼
﹁
中
國
模
式
﹂
就
是

對
中
國
經
驗
的
總
結
。
二
零
零
四

年
，
美
國
人
雷
默 (Joshua C

ooper 
R

am
o) 

提
出
與
主
張
新
自
由
主
義
的

﹁
華
盛
頓
共
識
﹂
對
立
的
﹁
北
京
共

識
﹂(The B

eijing C
onsensus)

，
肯
定

中
共
以
穩
定
為
核
心
的
路
線
，
他
的

論
文
亦
將
此
稱
為
﹁
中
國
模
式
﹂

(China M
odel)

。

「
一
次
性
授
權
」

﹁
中
國
模
式
﹂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和
二
零
零
九
年
忽
成
井
噴
之
勢
。
如

下
列
新
聞
標
題
：
︽
是
時
候
確
立
中

國
模
式
了
︾
、
︽
獨
領
風
騷
的
中
國
模

式
︾
、
︽
人
權
保
障
的
中
國
模
式
︾
、

︽
從
東
歐
困
境
看
中
國
模
式
︾
、
︽
俄

學
者
認
為
中
國
模
式
是
全
人
類
的
財

富
︾
、
︽
美
國
學
者
：
中
國
模
式
的
成

功
讓
西
方
汗
顏
︾
︙
︙
新
華
社
的
國

慶
評
論
︽
邁
向
現
代
化
的
偉
大
創
舉

｜
｜
論
﹁
中
國
模
式
﹂
的
創
造
性
︾

寫
道
：
﹁
此
時
，
世
界
經
濟
正
因
國

際
金
融
危
機
的
肆
虐
而
陷
入
幾
十
年

來
少
有
的
低
潮
。
而
在
世
界
東
方
，

社
會
主
義
中
國
依
舊
保
持
經
濟
較
快

發
展
的
態
勢
。
︙
︙
﹂

﹁
中
國
模
式
﹂
一
詞
在
二
零
零 

八
、
二
零
零
九
年
勃
興
的
主
要
背

景
，
一
是
中
國
成
功
舉
辦
奧
運
會
；

 盛 世 話 語 之 騰 湧 ：  以「中 國 模 式」 為 例

中國模式一詞傳播強度的演變（二零零三年
至二零零九年）

盛 世 話 語 之 騰 湧

「
模
式
」
源
流
考

中
共
曾
深
飽
受
﹁
模
式
﹂
之
苦
。

改
革
開
放
之
初
，
經
濟
學
家
薛
暮
橋

坦
承
，
中
國
﹁
大
鍋
飯
﹂
式
的
計
劃

經
濟
，
是
按
蘇
聯
模
式
建
立
的 

(

︽
人
民
日
報
︾
八
零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第
五
版)

。
八
八
年
，
胡
績
偉
、
常

大
林
提
出
，
中
國
的
改
革
﹁
就
其
制

度
而
言
，
是
對
中
國
共
產
黨
依
據
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和
蘇
聯
模
式
建
立
起

來
的
社
會
主
義
制
度
，
進
行
必
不
可

免
的
改
革
和
完
善
﹂(

︽
人
民
日
報
︾

八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第
五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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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是
紀
念
改
革
開
放
三
十
周
年
；
三

是
紀
念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六
十

周
年
；
四
是
世
界
金
融
危
機
的
爆

發
。

二
零
零
九
年
底
，
中
央
編
譯
出

版
社
出
版
︽
中
國
模
式
｜
｜
解
讀
人

民
共
和
國
的
六
十
年
︾
一
書
。
該
書

主
編
潘
維
對
︽
瞭
望
東
方
周
刊
︾
解

釋
，
﹁
中
國
模
式
﹂
中
的
經
濟
模
式

有
四
大
支
柱
：
國
家
對
土
地
和
生
產

資
料
的
控
制
；
國
有
金
融
和
大
型
企

業
；
自
由
的
勞
動
力
市
場
；
自
由
的

商
品
和
資
本
市
場
。
政
治
模
式
有
四

大
支
柱
：
現
代
民
本
主
義
的
民
主
理

念
；
強
調
功
過
考
評
的
官
員
遴
選
機

制
；
先
進
、
無
私
、
團
結
的
執
政
集

團
；
有
效
的
政
府
分
工
制
衡
糾
錯
機

制
。
他
認
為
﹁
破
除
選
舉
迷
信
是
我

國
知
識
界
和
政
界
的
緊
迫
任
務
﹂
，

中
國
沒
有
崩
潰
，
就
是
因
為
頂
住
了

﹁
多
黨
競
爭
型
選
舉
﹂
這
個
西
方
主

導
的
﹁
世
界
潮
流
﹂
。
中
國
社
科
院

政
治
學
所
所
長
房
寧
撰
文
，
認
為

﹁
實
行
這
樣
一
種
發
展
模
式
，
需
要

一
種
比
較
集
中
的
體
制
﹂
，
中
國
崛

起
的
制
度
奧
秘
是
﹁
一
次
性
授
權
使

決
策
成
本
降
低
﹂
，
他
所
指
的
是
，

六
十
年
來
中
共
掌
握
的
權
力
，
是
人

民
在
四
九
年
一
次
性
授
權
的
。

「
麻
醉
藥
」
與
「
鴉
片
煙
」

對
﹁
中
國
模
式
﹂
這
一
提
法
，

中
共
最
高
層
取
態
微
妙
。
雖
然
主
管

意
識
形
態
的
政
治
局
常
委
李
長
春
和

中
宣
部
長
劉
雲
山
都
曾
使
用 (

事
實

上
，
盛
世
話
語
正
是
在
他
們
﹁
爭
奪

話
語
權
﹂
、
﹁
擴
大
影
響
力
﹂
的
國

家
形
象
宣
傳
策
略
的
產
物)

，
但
胡

錦
濤
、
溫
家
寶
在
正
式
場
合
卻
尚
未

說
過
。一

批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對
﹁
中
國

模
式
﹂
一
類
的
盛
世
話
語
持
批
評
態

度
，
主
張
正
視
中
國
問
題
、
中
國
危

機
，
正
視
中
國
經
濟
高
速
發
展
的
多

重
原
因
和
一
些
不
可
忽
略
的
﹁
奧

秘
﹂
。
清
華
大
學
教
授
秦
暉
對
︽
南

風
窗
︾
雜
誌
說
：
﹁
除
了
低
工
資
、

低
福
利
的
傳
統
優
勢
外
，
中
國
更
以

﹃
低
人
權
﹄
的
﹃
優
勢
﹄
，
人
為
壓
低

人
力
、
土
地
、
資
金
和
非
再
生
資
源

的
價
格
，
以
不
許
討
價
還
價
、
限
制

乃
至
取
消
許
多
交
易
權
利
的
辦
法  

﹃
降
低
交
易
成
本
﹄
。
以
壓
抑
參
與
、

漠
視
思
想
、
信
仰
和
公
正
、
刺
激
物

欲
來
促
使
人
的
能
量
集
中
於
海
市
蜃

樓
式
的
單
純
求
富
衝
動
，
從
而
顯
示

出
無
論
自
由
市
場
國
家
還
是
福
利
國

家
都
罕
見
的
驚
人
競
爭
力
，
也
使
得

無
論
採
用
﹃
漸
進
﹄
的
還
是
﹃
休
克

療
法
﹄
的
民
主
轉
軌
國
家
都
瞠
乎
其

後
。
﹂(

︽
南
風
窗
︾
二
零
零
八
年
第

十
四
期)二

零
零
八
年
九
月
，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教
授
丁
學
良
在
︽
金
融
時
報
︾

中
文
網
撰
文
︽
﹁
中
國
模
式
﹂
為
何

不
好
推
廣
？
︾
，
尖
銳
指
出
中
國
取

得
高
速
經
濟
發
展
支
付
了
巨
大
社
會

成
本
，
包
括
社
會
公
正
的
缺
失
和
生

態
環
境
的
惡
化
。
丁
學
良
指
北
京
奧

運
展
示
了
﹁
中
國
模
式
﹂
的
驚
人
效

果
和
驚
人
代
價
，
﹁
全
世
界
有
財
力

這
麼
辦
奧
運
的
國
家
很
多
，
但
不
願

意
，
因
為
他
們
認
為
還
有
更
值
得
花

錢
的
領
域
。
﹂
二
零
一
零
年
初
，
廣

州
中
山
大
學
教
授
袁
偉
時
在
接
受
採

訪
時
更
質
疑
﹁
中
國
模
式
是
否
成

立
？
﹂
他
指
出
，
現
在
面
臨
的
問
題

是
社
會
矛
盾
尖
銳
化
。
當
生
存
的
問

題
解
決
後
，
人
就
會
進
一
步
要
求
捍

衛
自
己
的
權
利
。
這
種
社
會
矛
盾
用

什
麼
辦
法
解
決
？
只
有
按
照
民
主
、

法
治
的
方
式
解
決
，
這
是
現
代
文
明

的
規
矩
。
總
不
能
以
中
國
特
點
為
名

動
用
暴
力
去
解
決
吧
？(

︽
香
港
商

報
︾
二
零
一
零
年
二
月
一
日)

學
者
吳
稼
祥
在
其
博
客
文
中
認

為
中
國
目
前
的
模
式
是
市
場
經
濟
加

威
權
政
治
，
如
果
把
﹁
中
國
模
式
﹂

當
作
自
由
民
主
的
替
代
模
式
，
那
是

給
自
己
﹁
灌
迷
魂
湯
、
打
麻
醉
藥
、

點
鴉
片
煙
。
﹂
耐
人
尋
味
的
是
，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
中
共
中
央

黨
校
主
辦
的
︽
學
習
時
報
︾
同
時
發

表
四
篇
文
章
，
主
張
慎
言
﹁
中
國
模

式
﹂
；
作
者
中
有
前
國
務
院
新
聞
辦

主
任
趙
啟
正
和
中
央
黨
校
副
校
長
李

君
如
。
盛
世
話
語
在
未
來
的
傳
播
強

度
變
化
，
可
視
為
中
國
政
治
氣
候
變

化
的
觀
測
指
標
。

■

錢
鋼

香
港
大
學
新
聞
及
傳
媒
研
究
中
心 

中
國
傳
媒
研
究
計
劃
主
任

盛 世 話 語 之 騰 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