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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秉承宋庆龄国际传播理念，讲好中国故事 

 

李国文 

 

9 月 14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斯诺、马海德、艾黎、爱泼斯坦等

国际友人的亲属，向那些曾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并肩战斗，为中

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宝贵贡献的国际友人致以深切缅怀。其中爱泼斯坦为新中国的

国际传播事业做出突出贡献。 

 

 
1980 年 12 月 2 日，宋庆龄在北京寓所会见老朋友 

爱泼斯坦（右一）及其夫人邱茉莉（右二） 

 

爱泼斯坦是宋庆龄从美国请来担任《中国建设》执行编辑的，其夫人邱茉莉女士也应邀

担任该刊顾问。1950 年，为了突破国外对新中国的舆论封锁，回答世界人民对新中国的疑

问，迫切需要加强新中国的对外宣传。《中国建设》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 

 



 

1952 年 1 月，《中国建设》创刊号出版 

 

1952年 1月，《中国建设》创刊号在上海公开发行。作为当时唯一能够进入美国的期刊，

《中国建设》代表新中国向世界发声，让中国声音真正传入欧美等国家。《中国建设》实际

上打开了新中国对外宣传的大门，可以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先声。 

 

 

  



  

 

1955 年《中国建设》发行数据表 

 

宋庆龄多年国际传播实践保障了《中国建设》的顺利创办，其国际传播理念是 1990 年

更名后的《今日中国》一直遵循的办刊理念。 

 

首先，“真实报道的传统”是宋庆龄给《中国建设》确定的指导方针。这一优良传统，

是抗战时期宋庆龄领导创办《新闻通讯》逐步形成的。1962年，宋庆龄曾在《中国建设》创

刊 10周年之际撰写纪念专文《真实报道的传统》，系统地回顾和阐述了这一办刊宗旨和原则

——“向全世界各地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 

 

其次，宋庆龄生前为《中国建设》凝聚了一大批国际友人和进步的外国记者、作家，为

中国国际传播事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中国建设》杂志从创办至宋庆龄逝世（即 1952至

1981 年），先后共有 54 位外国专家受聘工作于此。他们掌握国际传播规律，构建对外话语

体系，提升国际传播效果，毫无疑问是最早的“外脑”“外眼”“外笔”。 

 

2021 年 5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扩大

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数十年来，《今日中国》继续秉承宋庆龄的遗志，借用“外嘴”

“外脑”，支持其秉持客观立场，传达中国的客观事实。2020年，《今日中国》各外文版约请

知华友华的国外智库撰写稿件 97篇，刊发了中外政要、使节撰写的评论文章 38篇。 

 

再次，宋庆龄擅于借助外媒发声，扩大传播效能。据不完全统计，宋庆龄一生为国际媒

体撰写了 30余篇稿件。她曾回顾道，“当我的意见必须传播得越广越好的时候，我就只好依

仗外国报刊和其他外国媒介了”。 



 

 

2021 年 7 月，埃及《共和国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专版 

 

近年，与海外主流媒体展开包括供版供稿、连线采访、举办论坛等方式的合作传播，是

《今日中国》秉承宋庆龄国际传播理念推进国际传播工作的又一抓手。十九大以来，《今日

中国》在西班牙《国家报》、埃及《金字塔报》《共和国报》、墨西哥《改革报》《宏观经济》

等报刊发表稿件百余篇，有效实现中国报道在海外直接落地。同时，通过与海外媒体、智库

合作，举办主题论坛、研讨会等双边多边活动，有效拓宽传播渠道、提升传播辐射面。 

 

 
《今日中国》在墨西哥举办“2019 年中国两会•天涯若比邻”主题研讨会 

 



如今的《今日中国》，走过近 70年历程。自 1960年起，《中国建设》除英文版外，陆续

增出西班牙文版、法文版、阿拉伯文版等文版，现《今日中国》已发展为以英文、法文、西

班牙文、阿拉伯文、德文、土耳其文、葡萄牙文和中文出版 13个印刷版和 9个网络版，并

开设 9个多语种海外社交媒体账户的综合传播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