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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內外有別：《中國日報》（China Daily）對
性少數群體的另類呈現（1991–2019）

焦霖

摘要

本文從媒介再現史的角度，運用「同性戀民族主義」的理論框架，

分析中國最主要的英文報紙《中國日報》自1991年以降對性少數人群的

呈現。本研究將這一呈現分為四個階段，即少量呈現（1991–2003）、急

速增長（2004–2008）、高光時刻（2009–2014）和酷兒失語（2015–2019）。

本文認為，中國的官方媒體並非是具有高度同質性的統一體，在面向

不同的受眾時，其生產的內容呈現出高度差異化的「內外有別」。作為

中國最重要的國際傳播媒體之一，《中國日報》既要迎合英語讀者的閱

讀習慣，又要顧及其國際傳播的目標。因此，相較於《人民日報》，

《中國日報》對性少數群體的報導相當另類，建構出了一個追求自由、

開放、包容的國家形象。這種另類呈現是國際思潮變化、國內政策變

遷、性少數平權運動的發展和記者能動性的合力而促成的，其合法性

建立在以「同性戀民族主義」為內在邏輯的「去他者化」敘事的基礎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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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inguishing Insiders and Outsiders:  
Alternative Representations of LGBT in the 
China Daily (1991–2019)

Lin JIAO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istory of the representations of LGBT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English-language newspaper the China Daily, from 1991 to 

2019. It divides the representations into four phases: the initial phase (1991–

2003), the rapid growth phase (2004–2008), the peak phase (2009–2014) and 

the silent phase (2015–2019). The findings show that official Chinese media do 

not constitute a homogeneous entity; in contrast, they produce highly 

heterogeneous content while target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dia in China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hina Daily, has to balance its readers’ interests and its goal 

of “telling China’s story.” Compared with the People’s Daily (Chinese edition), 

the China Daily’s representation of the LGBT group is unconventional in its 

construction of a country that values freedom, openness, and tolerance. This 

representation has been made possible by changes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ntexts, LGBT activism in China, and journalist agency, which are justified in 

de-othering narratives that follow the logic of homo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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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後，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其參與改變國際傳播體系

的需求日趨強烈，國家形象的倡導者認為，西方媒體一邊倒地「妖魔化

中國」，因此中國需要逐漸改變對外宣傳的觀念，用西方人能夠理解的

方式「講好中國故事」（劉海龍，2013：356–360）。做到這一點，要求

媒體從業者採取與國內報導不同的方法，譬如不排斥負面報導、平衡

官方和民間的態度、平衡贊成和反對的觀點（陸地、高菲，2005）。在

實踐中，性別議題是對外傳播媒體的關注重心之一，其一是因為文化

和社會議題對於建構國家形象的作用優於說教型的政治宣傳。其二是

由於國際輿論環境的導引，西方主要媒體近年來對性少數人群去污名

化的努力變成了一種新的政治正確。作為中國最重要的國際傳播媒體

之一，《中國日報》對性少數人群進行了大量有鮮明特色的報導。本文

將這些報導放置在歷史的時空背景下進行考察，從媒介的「再現政治」

視角出發，探討過去30年中國對外傳播媒體的傳播策略及其發展變化。

在現有的中國國際傳播實體中，《中國日報》是影響力最大的文字

媒體。其報紙全球發行量期均達30萬份，覆蓋「63個國家和地區的高

端讀者」，是「國家外宣的重要輿論陣地和境外媒體轉載率最高的中國

信息源之一」（《中國日報》中文網）。《中國日報》的媒體目標是「向世界

講述中國故事」、「有針對性地開展輿論引導」和提升「國際話語權」。報

紙將目標讀者定位為「各界高端人士、駐華使節、國際組織駐華代表、

跨國公司在華高層、媒體從業人員以及來華訪問旅遊的各國人士等」

（《中國日報》中文網）。由於自身定位和目標讀者的特殊性，該報在報

導策略上與其他中文官方報紙有所不同，需要以英文受眾能接受的方

式傳播中國形象，其中即包括對性少數人群進行廣泛而有同理心的報

導。本文通過梳理1991至2019年《中國日報》對性少數人群的再現，試

圖回答以下三個核心問題：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日報》中性少數人

群的報導策略經歷了怎樣的變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中國日

報》的報導策略和《人民日報》有怎樣的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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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中國日報》與國際傳播中的中國形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日報》是中國歷史最長、最重要的官方英文

報紙，國內外學界對其都有大量研究。其中有兩類比較重要的研究路

徑：一為探討其構建的中國形象，及其在爭奪國際傳媒話語權中的作

用；二為以具體案例為切入點，對比《中國日報》和國際媒體不同的報

導傾向和意見表達。在案例分析中，學者多將關注點聚焦於重大的政

治、經濟事件，如昆明暴恐事件、美軍軍事行動、中國城市的國際形

象、災難、領導人活動、環境問題等。學者認為由於不同的利益訴

求、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在一些具有爭議性的國際事件中，《中國日

報》採取和西方重要媒體迥然相異的報導方式（胡美馨、黃銀菊，
2014；趙虹、李川，2013；趙雅文、王澤帥，2016；鄧斯佳，2015；薛

可、欒萌飛，2017；鍾玉蓉，2015；Liu, Zhang, & Qian, 2018）。經對

比《中國日報》和西方媒體在對阿拉伯之春和2014年香港遊行的報導，

學者發現《中國日報》通過側重報導官方立場、邊緣化運動參與者等方

式，來展現中國官方的政治立場（Ha & Shin, 2019; Veneti, Karadimitriou, 

& Poulakidakos, 2016）。 

對比研究可以看到媒體的差異性。然而，已有研究忽略了《中國日

報》在社會性議題上，發佈了大量符合英文讀者習慣的報導，為國際化

作出了努力。本文沿用對比研究路徑，試圖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國日

報》的報導策略，但將對比的參照系換為中國主流官方媒體《人民日

報》。相較於《人民日報》，《中國日報》對性少數人群議題持有不同的態

度，進行了大量頗為先鋒的報導。

性少數人群的「再現政治」

在女權主義媒介研究中，「再現政治」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受到了

學者的廣泛關注。媒介對於不同性別群體的再現，往往表面上看來是

「自然」和「真實」的，實質上卻是基於父權制意識形態與社會結構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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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產（Marshment, 1997）。性少數人群在媒體上的再現頻率、內容和

傾向都受「再現政治」的影響。

多位學者通過考察中國性少數群體的媒介再現，發現性少數群體

在中國官方媒體或大眾文化中長期處於「缺席」狀態。Evans（1997）認

為文本的意義通過其為對象創造出來的位置而顯現出來，因而「沉默」

的話語力量不亞於「在場」，都是性和性別話語生產和再生產的重要工

具。魏偉（2010）在關於中國同性戀題材電影的研究中指出，由於嚴格

的電影審查制度，中國大陸電影在1980至2010年間由對同性戀的「符

號性滅絕」，演變為以《非誠勿擾》為代表的「受審查的公開」。陸新蕾

（2014）和Huang（2018）發現，自1980年代至2011年間，《人民日報》對

同性戀的態度發生了較大的轉變，從初期的獵奇和否定，到後期的多

元報導。但王鏡茹（2017）發現，《人民日報》對同性戀群體的報導中，

長年來有73%–92%的報導對象是外國同性戀群體，該報幾乎未曾正面

直接報導或肯定中國同性戀群體。魏偉（2010）認為同性戀與正統的儒

家倫理相悖，受到主流文化的壓制，因此導致了它的文化「缺席」。 

性少數群體以獨特的方式「在場」於主流媒體，已有研究發現官方

媒體對國內外同性戀議題採取「內外有別」的態度。在數量上，官方媒

體側重報導外國同性戀問題，例如新華社關於外國同性戀議題的報導

數量是中國議題的兩倍。在態度上實行雙重標準，在客觀公正地評價

國外同性戀問題的同時，對國內同性戀問題或是諱莫如深、或是譁眾

取寵、或是貶低取笑（管筱璞，2011；楊倩，2011；周羽佳，2015）。

本文所闡釋的「內外有別」與已有研究不同，是指中國媒體在面對不同

受眾時採取不同策略，具體以《中國日報》和《人民日報》為例。

由於中國官方媒體對國內性少數群體的迴避，學者更多地關注電

影、紀錄片、流行音樂和網絡媒體，考察性少數群體作為參與者或社會

活動者如何使用多種媒介實現自我賦權。例如，網友通過對中央電視台

春節聯歡晚會中曖昧的性別呈現進行「酷兒」化闡釋，建構出一個想像

的酷兒世界，從而加強自我的身份認同（沈清、魏偉，2014）。社交媒體

近年來成為性少數群體與國家意志進行協商的重要工具（Yang, 2019）。

同性戀紀錄片創作者在有限的社會和政策空間內進行電影創作和流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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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提高了同性戀人群的公共能見度，促進了社群建立以及自我賦權

（Bao, 2018），也挑戰了官方對同性戀題材的審查（Fan, 2015）。自2005

年超級女生李宇春走紅後，中國的音樂領域出現了多位酷兒人物，學者

認為政府有限度地允許酷兒音樂人的存在，原因之一就是酷兒文化在全

球的重要性（Wang, 2015）。這些文化現象是過去20年性少數群體社會

運動的一個縮影，反映了社會行動的多樣性、靈活性和活躍性。

上述研究顯示，性少數人群在媒介中的「缺席」或「在場」，可以展

現出廣闊的社會文化結構及變遷。在這個意義上，「在場」並不必然意

味著解放，因為「文化可見度……並非一條通向解放的直途；事實上，

它很容易被引向其他地方」（Gamson, 1998，引自魏偉，2010：96）。金

曄路（2014：3）敏銳地指出，社會各界樂於為「同志」賦予各種定義，

使得同志成為了「各方人士在公共領域中爭奪話語權的戰場」。相較中

國同性戀群體在主流媒體中的缺席，他們在《中國日報》中的「在場」就

格外引人注目。

同性戀民族主義和酷兒現代性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酷兒理論批判地分析了西方社會中的「異

性戀正常主義」（heteronormativity），認為性少數人群被社會邊緣化是特

定歷史和社會的產物。福柯（Foucault, 1978）指出，西方社會廣泛存在

的同性戀恐懼，是幾個世紀以來科學家、精神分析學家、精神病醫生

通過生物權力（biopower）建構而成的。同性戀者因不能滿足社會對其

繁衍後代的要求，而被排斥、管理和治療。巴特勒（Butler, 1990）通過

考察「異性戀矩陣」（heterosexual matrix），指出社會通過教化和懲罰，

延續並強化異性戀正常化的社會結構。
Puar（2017）提出的「同性戀民族主義」（homonationalism）挑戰了上

述酷兒理論，為本文提供了理論框架。Puar認為上述理論主要論證了

同性戀在主流社會中「不被接受」，這某種程度上成為了酷兒研究的霸

權敘事。但她提出，「被接受」和「被包容」也有其背後的「接受政治」。
Puar通過討論後911時代美國社會「同性戀友好」話語的建構，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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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兒、種族、現代性、民族主義交織的權力運作機制。Puar認為911

後，美國白人同性戀群體逐漸主流化，成為了美國政府、媒體，和酷

兒團體的話語工具。媒體塑造了美國白人「同性戀友好」的形象和伊斯

蘭文化「恐同」的形象，不但遮蔽了美國強大的反同性戀宗教和文化保

守勢力，而且將伊斯蘭社會他者化，強化了種族主義、種族仇恨，以

及社會分裂。這種基於「同性戀友好」的文化認同感和排他感被Puar稱

為「同性戀民族主義」。值得注意的是，Puar強調同性戀民族主義並不

該被視作身份認同、立場或指責。同性戀民族主義這一理論並無意於

區分好的或壞的酷兒，恰恰相反，Puar認為沒有人能免疫於同性戀民

族主義，它是政府行為、酷兒經濟、文化產業共同運作的聚合點。「同

性戀民族主義」更應該被視為一個研究工具和方法，用以分析現代性、

社會結構、權力關係以及歷史變遷。

同性戀民族主義之所以成立，根源在於「酷兒現代性」（queer 

modernity）的建構。Rofel（2007）在對中國城市同性戀身份認同的研究

中指出，全球化帶來了「同性戀現代性」（gay modernity）的想像，但這

一想像忽視了地域和文化的複雜影響，具有西方中心主義的危險。儘

管如此，這一概念對批判性地認識媒介建構卻有重要的意義。Puar

（2017）提出，美國媒體通過展現同性戀權益來渲染美國文化的先進

性，從而實現民族主義的情感認同。Morgensen（2010）從後殖民主義的

角度分析了「酷兒現代性」，發現歷史上美國白人一貫以「現代性」作為

標榜，說明自身支配地位的合法性。
Puar的研究被譽為酷兒研究的里程碑，這個概念被廣泛地應用在

不同地域的研究中。例如，英國人在面對政治避難者時表現出了「英國

以外不可能有性少數者」的態度（Raboin, 2017）；荷蘭和瑞典的媒體將

土耳其和非洲塑造成恐同的他者（Yildiz, 2017; Jungar & Peltonen, 

2017）；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三地的年輕人發展出了三種不同形式的

「同性戀民族主義」，其中中國大陸的同性戀者強調和諧社會、家庭觀

念以及愛國精神（Kong, 2019）。另外，「同性戀民族主義」不僅存在於

當代，也存在於歷史語境中。美國五六十年代的同性戀期刊大力宣傳

蘇聯及東歐國家的恐同文化，強化了對美國「自由民主」的認同感

（Seryk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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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tal 和 Sasson-Levy（2018）修正了「同性戀民族主義」的應用，認

為「同性戀民族主義」不是單一固化的，而是多面向和多範疇的，在特

定語境中，研究者需要考慮文化和政治因素起到的獨特作用，動態地

思考和使用這個工具。「同性戀民族主義」也被批評為沒有實踐意義的

批判。Schotten（2016）認為Puar忽略了酷兒行動者們的現實困境，在

很多地區，行動者不得不利用民族主義話語為酷兒爭取權利。正因如

此，「同性戀民族主義」並不能被僵化地移植到對中國社會的分析之

中。正如Puar強調的，本文將「同性戀民族主義」視為研究工具，幫助

研究者理解在中國語境下，現代性和歷史變遷如何塑造了性少數群體

的再現，性少數議題如何被用作「中國形象」的話語資源，以及記者如

何將其作為一種行動策略。

研究方法

本研究綜合運用了多種質性研究方法，在分析文字和視覺文本的基

礎上，將文本與其所在的多重語境相關聯。歷史研究方法為本文提供

了基礎的方法論指導。儘管歷史研究常常認為新近過去的30年不能作

為歷史研究的對象，但隨著當代史的發展，這一禁忌在逐漸被挑戰

（Catterall, 1997）。報刊研究（periodical studies）作為一個正在興起的歷

史研究領域，主張以報刊為研究對象，探討城市文化、流行文化和社 

會運動。Judge、Mittler和Hockx（2018, pp. 8–10）在對民國婦女報刊的

研究中總結出四種閱讀報刊的方式：橫向閱讀（horizontal reading）、縱

向閱讀（vertical reading）、一體式閱讀（integrated reading）和語境式閱讀

（situated reading）。本文主要採取後三種閱讀方式。「縱向閱讀」追蹤同

一本期刊中同一主題的發展變化。「一體式閱讀」將一份特定報刊作為

研究對象，並關注其與同時期報刊的相互關係，考察同一主題在不同期

刊中如何被呈現。「語境式閱讀」將特定期刊放置於歷史語境中考察，

探索媒介話語和社會文化的關聯。

具體操作層面，作者以gay（gays）、lesbian（lesbians）、homosexual、
bisexual、transgender、LGBT、cross-dress為標題關鍵詞搜索《中國日報

（旗艦版）》，排除了不相關和重複樣本外，共獲得從1991至2019年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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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有效樣本。作者選取過去30年作為研究對象，最重要的原因是《中

國日報》從1991年始才有文章大篇幅地關注性少數群體。總的說來，

這些文章非常多樣，內容包括宗教、科學、體育、犯罪、戀愛、婚

姻、性、疾病衛生、政策制定和社會偏見等，體裁包括短新聞、特

稿、評論及讀者來信，長度從100字至3,000字不等。本研究無意對這

些維度進行量化分析，而更注重對內容和版面設計進行文字和視覺的

質性分析。

作者採用主題分析法來分析文字內容，通過反覆通讀329篇文章，

篩選出重要的主題。主題的篩選有以下標準：反覆出現的主題、反覆

出現的敘事方式、與時空語境相關的主題、對性少數人群重要的主題

（反污名化、艾滋病、女同性戀、跨性別、雙性戀等）。作者並未通過
NVIVO等研究軟件進行輔助分析，所有閱讀和編碼在打印的文章上完

成，然後進行歸類分析。但作者仍須承認，這些分析是建立在閱讀的

主觀性基礎之上的。

運用軟件分析報刊內容的一個缺陷在於忽略了報刊的物質性和視

覺性。近年來歷史學界逐漸開始重視視覺文本與文字之間的互動關

係，報刊的視覺呈現反映了潛在的價值觀念（Sun, 2011）。研究者翻閱
329篇文章的版面，分析了在視覺上具有敘事效果的版面。對《中國日

報》報導內容的分析主要解決本文的核心問題一：自1990年代以來，

《中國日報》中性少數人群的報導策略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主題分析法可以幫助作者分析報導的內容變化，而回答「為什麼會

發生這些變化」這一核心問題則需參照歷史研究方法。歷史方法主張將

材料放置於文字產生的政治、社會與文化語境中，從而揭示歷史發展

鏈條（孫秀蕙、陳儀芬，2016：70–71）。一份報刊呈現的內容與其主

編、執筆陣容與讀者有直接關係，文字背後的社會脈絡與人際關係往

往決定了一本期刊的價值傾向（陳姃湲，2004）。因此本文希望透過考

察《中國日報》所處的不同時代語境，來解釋其不同階段的再現。筆者

主要考察了五重語境：《中國日報》的內部變動、中國國內的媒體語

境、政策語境、社會運動語境，以及國際性少數平權運動的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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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期刊的「語境式閱讀」依賴於官方檔案、回憶錄、電影、文學、

藝術等多種類型史料的交互運用，但這種方法在研究新近30年的內容

時有很大局限性。限於官方檔案30年的保密期限，本研究運用社會學

的「三角交叉法」（triangulation），來獲得過去30年的多重語境資料。三

角交叉法將多種材料和方法結合使用，以期補充單一研究方法的不

足，更加全面和準確地認識某一現象（Flick, 2018）。研究者通過搜集官

方文件、新聞、學術研究、調查報告等文獻來獲得基本語境信息。在

考察中國國內媒體語境的過程中，研究者主要搜索並瀏覽了《人民日

報》、《環球時報（英文版）》、Sixth Tones三家媒體。

此外，研究者通過訪談法補充以上方法的不足。研究者通過介

紹，聯繫到四位被訪者（被訪者信息見附錄二）。被訪者1和2曾在《中

國日報》供職。研究者試圖通過介紹和郵件聯繫更多該報離職或在職人

員，但或因採訪主題被婉拒，或未收到答覆。被訪者3為商業媒體從業

人員，其所在的媒體嚴格管控性少數人群的相關選題。被訪者4在另一

家官方英文媒體工作，負責性少數人群相關新聞。其中三個訪談通過

電話進行，時長在半小時到一小時之間，訪談錄音由轉錄員轉錄，研

究者校對。另一個訪談通過社交媒體進行。由於訪談數量的限制，訪

談資料只能起到補充作用，但本文的分析表明，這些補充對於理解《中

國日報》的內部變動、記者能動性，以及中國媒體語境都有關鍵的作

用。通過對不同層次語境的解讀，作者希望回答研究問題二：為什麼

《中國日報》的報導策略發生了巨大變化？

此外，本研究將中國最權威的主流中文報紙《人民日報》作為《中國

日報》的參照物，反觀二者的異同。作者以「同性戀」為標題關鍵詞搜索
1991到2019年的《人民日報》，得到零篇文章。進行全文搜索後，共得

到155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文章僅僅提及「同性戀」，與《中國日報》形成

了強烈反差。作者以《中國日報》的分期作為標準，選擇《人民日報》的

文章進行比較。通過對比，作者希望回答研究問題三：《中國日報》和

《人民日報》的報導策略如何體現了中英文媒體的「內外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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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2003：溫和地呈現「他者」

本研究結合不同時期《中國日報》性少數人群報導的數量、關注重

心、報導取向的變化，將其分為四個階段（表一）。第一階段為1991至
2003年，在此階段中，性少數人群僅有少量呈現，報導側重於國際議

題，及強調同性戀人群對艾滋病防治的作用。第二階段為2004至2008

年，以性少數人群為題的文章急速增長，在報導取向上更注重強調該

群體的生存困境與平等權益。第三階段（2009–2014）是性少數人群的高

光時刻，文章數量激增，關注重心發生顯著變化—即從國際議題轉

移到了國內議題。其中2009年關注國內議題的文章數量是國際議題的

三倍。報導內容更加多元，強調性少數群體平權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

問題。2015年至今關注國內議題的文章數量顯著下降，關注重心又轉

回國際議題。內容除了同性戀群體的生存困境外，也偏重於艾滋病防

治及粉紅經濟。值得說明的是，《中國日報》對性少數人群的報導也體

現了男性中心主義的傾向，其關於女同性戀的報導僅有男同性戀的十

分之一，雙性戀和跨性別的群體得到的關注更加有限，然而這一發現

不是本研究的中心問題，因此不會深入討論。

表一　1991–2019年間《中國日報》性少數人群報導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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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刑法》規定雞姦是「流氓罪」的一種，男男性行為面臨被拘

留、監禁、失業的風險（陸新蕾，2014：69–71）。1997年，《刑法》將

雞姦非罪化。然而同性戀仍被認作是「性變態」，需要按照精神疾病進

行治療。2001年頒布的第三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根據世

界衛生組織的政策和中華醫學會精神科分會調研的結果，將同性戀剔

除在精神疾病範圍之外（中華醫學會精神科分會，2001）。1 
90年代末至

21世紀初，國際上同性戀生存狀況發生了緩慢變化，以比爾．克林頓

（Bill Clinton）政府推進的同性戀平權政策最有爭議性。
1991到2003年間，《中國日報》關於國內性少數人群一共僅有四篇

文章，除去一篇女同性戀被審判的犯罪類短新聞，另外三篇以艾滋病

防治為主題。1991年12月10日的報導指出男男性行為是傳播艾滋病的

主要途徑（Wen, 1991, December 10）。1993年的一篇文章以「Gays can 

play role in AIDS education」為題，認為同性戀應該勇敢地出櫃，為艾

滋病教育和宣傳起到更重要的作用（Zhu, 1993, February 10）。2001年

同性戀去病理化後，《中國日報》第一次發文呼籲中國社會寬容對待同

性戀（Feng, 2001, April 20）。

這一階段《中國日報》的國際報導關注同性戀在歐美政治、軍事 

和宗教界產生的割裂效應。報導主要集中於克林頓推動同性戀人群在

軍中服役的政策，及推動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強調美國在這一問題上

的撕裂，和兩黨因此問題而出現的分歧和對抗（China Daily, 1992, 

August 11）。

《中國日報》這一階段的報導並未把同性戀友好看作是「開放」、「自

由」的體現。但引人注目的是，這些報導也並未如《人民日報》一樣將

同性戀污名化。《人民日報》此階段涉及同性戀的文章僅有一篇講述了

同性戀人群的地下生活和身心痛苦（趙蓓蓓，1993年1月16日），其他

文章將同性戀描述為西方社會病（張懋澤、安啟念，1993年1月8日）、

艾滋病患者、西方人權戰的砝碼、西方價值觀的體現（楊躍華，1991年
10月9日）。由此可見，《中國日報》在價值觀念的取捨上，採用了更加

溫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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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8：艾滋病與現代性纏繞的話語空間

2004年是《中國日報》性少數人群再現的一個轉折點。這一階段報

導的數量、內容和態度都與前時期有巨大差異，也與《人民日報》大相

徑庭。《中國日報》2004年改版，由12版擴充至16版，增加了本土新聞

的數量，並新增了兩個特稿版面。自2005年始，《中國日報》刊登了一

批報導同性戀人群的文章（見表一）。除了持續關注國際議題外，國內

議題的報導數量也有顯著上升。儘管報導的主題仍然和艾滋病與性犯

罪緊密相連，但也有相當多的報導描述這個群體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

歧視和不公，進而呼籲性少數平權。

這個轉變，是由世界局勢變遷、中國國家政策變化，以及《中國日

報》內部變動共同形塑的。21世紀初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世界性的轉折

點。除卻丹麥在1989年將同性婚姻合法化外，荷蘭、比利時、西班

牙、加拿大、美國部分州都在2001至2005年間實現了同性婚姻合法

化。同性婚姻已儼然成為國際人權事務的晴雨表，在全球左翼思潮的

影響下，性少數議題成為了可以被動員的政治及話語資源。
21世紀初，中國大陸的性少數平權運動開始加速發展。中國政府

從1996年起為艾滋病治理提供資金，並於2006年正式提出艾滋病治理

五年計劃，性少數非政府組織在防艾政策支持下大量湧現（Hildebrandt, 

2013, p. 29）。在斯坦福大學圖書館搜集的30個與性少數人群相關的非

政府組織中，有9個成立於2004至2008年間，包括影響力較大的北京

同志中心、北京女同志中心、同性戀親友會、同語等（Chinese NGO 

web archiving project）。
1990年代末期，互聯網在中國大陸開始普及，性少數人群的公共

領域能見度迅速提高。同性戀者在互聯網上尋找信息和建立社群，至
2008年，中國有數百個男女同志網站在運行。線上的社群連結促進了

線下活動的發展，以上海為例，線下的女同性戀活動在2000年後逐漸

成形，組織女同性戀熱線、志願工作、沙龍聚會；女同性戀咖啡館、酒

吧的開張也為群體線下活動提供了更多空間（金曄路，2014：19–30）。 

這一階段《中國日報》的文章講述了同性戀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

境，如中國人將同性戀等同於艾滋病，同性戀者在職場、家庭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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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歧視，有很多人存在自殺傾向等（China Daily, 2005, August 17）。

除卻生存困境，這些文章還納入了寬容、進步和現代性的敘事模式。

刊登於2005年8月17日四版的一篇評論文章，以復旦大學高燕寧教授

開設的「同性戀健康社會科學」課程為例，開宗明義地指出「這門課程的

熱門程度是一個積極的訊號，中國社會正變得更加包容」（China Daily, 

2005, August 17）。《中國日報》的文章強調中國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例

如同性戀人群建立了網站、酒吧、教育諮詢熱線等。報導還多次提及

性學家李銀河在兩會中提出的同性戀婚姻合法化提案，因為它「在全國

範圍內都引起了注意」（China Daily, 2005, August 17; Liang & Xiao, 

2006, May 11; Narasimhan, 2006, March 15）。

《中國日報》通過性少數人群議題，彰顯出中國寬容與開放的發展

趨勢。相較之下，此階段《人民日報》僅有一篇文章表達了對同性戀的

寬容，認為中國同性戀人群正邁向更加幸福和文明的生活，但同時也

指出，這些生活方式考驗著人們的理解力和承受力（許立群，2008年
12月25日）。《人民日報》中更多文章仍然將同性戀與艾滋病緊密相連

（徐蓮芝，2003年11月28日），認為互聯網行業為同性戀色情提供了平

台（吳兢，2002年4月10日）。此外，《人民日報》從未提及復旦大學高

燕寧教授的課程和李銀河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相反卻有一篇文章

用強硬的口吻指出，國家應「禁止同性結婚」（潘躍，2003年8月20

日）。因此，《人民日報》對同性戀人群的呈現遠未如《中國日報》一般，

展現出寬容、進步與現代性。

2009–2014：「同志之年」開啟的高光時刻

2009年年底，《中國日報》整版刊登一年來同性戀群體的大事，並

稱是年為「中國的同志之年」（Year of gay China）（圖一，Laskowski, 

2009, December 28）。在這個階段，《中國日報》報導了形形色色的中國

性少數人群議題，包括男同性戀選美（Laskowski, 2010, January 11, 

2010, January 16; Shan, 2010, January 15）、同性戀婚禮（Huang & Zhang, 

2010, January 13）、同性戀情侶參與接吻比賽（Balazovic & Li, 2011, 

February 14）、同志電台（China Daily, 2011, March 22）、同妻（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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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February 3）、同性戀主題戲劇（Mei, 2012, February 17）、同性戀

親友會（China Daily, 2013, July 2）、跨性別（Xu & Cheng, 2012, July 4）、

對性少數人群的校園霸凌（Xu, 2013, January 6）、職場歧視（Yu, 2013, 

December 30）、同性戀「治療」（Shan, 2014, Aguagst 1）等。在視覺呈現

上，報紙刊登了相當多有衝擊力和創意的圖片，性少數議題多次整版或

在頭版醒目出現。這些報導不斷地強調，對性少數人群的態度的轉變

凸顯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從而塑造了中國的「酷兒現代性」，形成了「同

性戀民族主義」的敘事模式。

這一階段的中國日報社為性少數議題的撰寫提供了較多內部空

間。2010年3月，《中國日報》做了創刊以來的最大改版，目標是使報

紙「更易讀」、「更有趣」，增加了報導內容的深度（戴長征，2014：
69）。據被訪者1講述，這一時期中國日報社聚集了一群關注性少數人

群話題的記者，他們提出相關選題，進行操作，成稿後一般都能比較

順利地發表。被訪者1認為這和報社的採編團隊普遍都熟悉英文報刊、

有過深入的外語或國際教育經歷相關。另一方面，這些報導根本上離

不開活躍的性少數平權運動，被訪者2與性少數活動者有著密切的聯

繫，能夠及時地獲得一手消息來源。但被訪者1和2也指出，報社並未

有性少數人群跑口記者，這類議題在日常工作中只佔非常邊緣的位置。

去宣傳化的敘事

在講述性少數群體的故事時，《中國日報》摒棄了宣傳式的說教，採

用「不排斥負面報導」、「平衡官方與民間的態度」、「平衡贊成和反對的

觀點」等方式，呈現了多層次立體化的政府形象和社會圖景。例如，針

對雲南大理的一個同志酒吧的開辦，《中國日報》批評了地方政府錯誤估

計了媒體環境和社會環境，導致好心辦壞事。2009年，由雲南大理防艾

促進會負責人張建波主導，大理計劃開辦一家同志酒吧。這個酒吧的獨

特之處在於被稱為「中國政府支持的第一家同志酒吧」。以往，中國政府

在性少數問題上，一般採取「不支持、不鼓勵、不反對」的策略，僅高

調支持與艾滋病相關的活動（高文謙，2016：18；Hilderbtandt, 2018）。

因而這家酒吧驟然激起了媒體的熱情，大量記者蜂擁而至，同性戀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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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怕曝光而銷聲匿跡，導致酒吧推遲營業（Guo & Shan, 2009, December 

2）。《中國日報》事後進一步反思道，政府應該採取更加自由主義的態

度，事必躬親也許會適得其反（Zhang, 2009, December 3）。大理酒吧最

終在12月的第三個週末秘密開業了，這條新聞登上了《中國日報》2009

年12月21日的頭版（圖二）。當日頭條是胡錦濤評價澳門經濟發展，二

條是聯合國世界氣候峰會。在向英語讀者展現中國形象時，《中國日

報》力圖將政治經濟等「硬新聞」，與英文讀者喜愛的社會性「軟新聞」

並置，平衡官方和民間的故事。

此外，《中國日報》著力展現了一群敢於打破中國傳統和禁忌的普

通人，這些人的存在即是現代性的標誌。例如，中國傳統有「不孝有

三，無後為大」的觀念，認為養育後代是每個人—尤其是每個男

性—的責任。據統計，中國有90%以上的男同性戀者或已結婚，或

與女同性戀者「假結婚」，或認為自己無可避免地會結婚（劉達臨、魯龍

光，2005）。然而，也有一些同性戀者認為假結婚是不道德和沒有社會

責任感的，同性戀者「應該創造一個能夠接受同性戀的大環境」，報紙

也報導了公開支持同性戀子女的父母，稱讚他們勇敢地挑戰社會的性

與生育禁忌（Shi, 2009, November 6）。

在同性戀相關活動受到壓制時，《中國日報》傾向於關注能作出行

動的社會組織。例如2009年年末，有近十家同性戀網站被勒令關閉。

報紙將視線放在了為同性戀提供法律援助的非政府組織上（Yang, 2009, 

December 25）。通過這些報導，《中國日報》塑造了一個活躍的中國社

會，在這裡個體具有反抗意識，社會力量可以對官方行為進行制衡。

線性進步的敘事及其視覺呈現

《中國日報》這一時期的報導，建立起了一個有優劣秩序的全球性

少數文化地圖。在這個序列中，同性戀等同於現代性和西方化，而恐

同則是東方和傳統文化的標誌（China Daily, 2009, July 3）。儘管相較於

基督教國家，中國在歷史上對同性戀更加寬容，但在近幾十年來，中

國對於同性戀的態度已經落後於西方了（Han, Gan, Shi, & Xu, 2013, 

January 6; Gibson, 2010, Jun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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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帶來的壓力，使報紙從「中國在不斷進步」這個角度來描述性

少數群體的發展狀態，這種「線性進步」式的描述即是「同性戀民族主

義」的體現。這裡以「世界同志運動會」（World Outgames）的報導為例

進行說明。第一屆世界同志運動會於2006年加拿大蒙特利爾舉辦，只

有兩名中國人參與了相關的文化活動。參與者之一Xu Bin回憶到，蒙

特利爾的經歷讓他／她感到非常難堪，因為那意味著「我的國家那時並

不能開放地面對同性戀人群」。在2009年哥本哈根第二屆世界同志運動

會中，中國共有十五名同性戀者參與。雖然參賽並未受到官方背書，

但Xu Bin認為，十幾位中國人在開幕式上走過哥本哈根市政廳前，「表

現出中國正在變得更加開放，我們對我們的性取向更加有自信了」

（Mei, 2009, August 27）。因此，《中國日報》通過世界同志運動會的參

與者之口，描述了中國社會正在不斷取得進步，也表達了對國際認同

的期待。 

視覺語言也是表達進步敘事的重要工具。2010年一篇以「Nothing’s 

same now, Comrade」為題的評論及其配圖在文字和視覺上都非常大膽

（圖三）。2010年6月初，北京公交集團發佈了一份新的服務指南，告

知服務人員用「先生」和「女士」稱呼乘客，取代「同志」這一稱呼。文章

以這一事件為引子，評述「同志」一詞如何喪失了革命的光暈，變成了

同性戀的代稱，稱北京公交集團的舉措是對「已死的理想主義的最後一

擊」（Zhou, 2010, June 4）。文章的漫畫配圖幾乎佔據了半個版面（圖

三）。圖左是一對身穿長袍馬褂的革命同志，作為青年知識分子，他們

受到革命思想的鼓舞和紅星的照耀，萌生了革命友誼。圖右是一對當

代「同志」，一位長髮披肩肌肉健碩，穿著背心和闊腿褲，一位戴著項

鍊，穿著花短褲和匡威球鞋。兩位外表時髦的年輕人在一顆閃閃發光

的紅心前牽手，紐帶為超越性別的愛情。革命者的紅星被同性戀者的

紅心所替代，象徵著一個全民革命的社會正在接受世俗化的價值。

另一篇題為〈中國的同性戀權利：通向尊重之路〉的特稿利用整版

空間，將個人經歷融入到家國歷史中，講述中國同性戀者境遇的變

化。文中的主角之一為72歲化名為Ba Li的男性，他曾在七八十年代因

同性戀前後入獄七年，受盡歧視和凌辱。1986年出獄後，他發現人們

對待同性戀的態度開始轉變，老年的他有了一位穩定的伴侶。Ba Li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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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道：「如今大家終於不再認為我是壞人，我也終於可以抬起頭做人

了」（Cao, 2010, February 24）。在版面安排上，Ba Li在生日宴會上激動

流淚的照片位於標題之下，雖然佔據視覺的中心點，但卻是一幅小

圖，象徵著那些不得不去回顧的過去。版面題圖為同性戀情侶在前門

拍攝婚紗照的照片，象徵自由與開放的當下和未來（圖四）。語言和視

覺敘事相互印照，建構了一個不斷進步的歷史進程，在這個進程裡，

雖然有人經歷了苦難，但最終結果是光明的。

《中國日報》對這對女同性戀婚紗照的使用，可以看出其對性少數

人群的關注和中國性少數平權活動密切相關。這張照片是2009年情人

節在前門附近拍攝的，當時一同拍攝的還有一對男同性戀情侶。這兩

對情侶的照片，反覆出現在《中國日報》醒目的位置上（圖一、圖四、圖

五），圖片說明解釋道，照片內容是同性戀情侶在拍攝象徵性的婚紗

照。但實際上，這幾張照片是同志導演、活動家范坡坡拍攝紀錄片《新

前門大街》的劇照。圖片中的兩對情侶並非是真正的情侶，而是紀錄片

邀請的演員。 

雖然性少數組織在2004年後快速發展，但他們的活動仍面臨很多

意想不到的困難，使得「線性進步」的敘事常常失效。Hildebrandt（2018, 

p. 5）指出，儘管民間組織在21世紀的中國非常活躍，但研究者不能將

其浪漫化為「黃金時代」。2010年1月，一場同性戀選美大賽即將在北

京舉辦，來自不同省份的八位同性戀者角逐去奧斯陸參加世界同性戀

選美大賽的候選人資格。組織者Ben Zhang希望讓中國公眾看到男性同

性戀者是「健康、性感、時尚」的（Laskowski, 2010, January 11）。幾篇

預告性的報導對中國的性少數問題都持樂觀的態度，然而一天後，選

美比賽在開場前一小時被執法部門勒令停止。記者詢問該賽事的國際

代表Sebastian：「你認為這是中國的一個巨大退步嗎？」Sebastian回

答：「類似事件也發生過。不是退步，但也絕對不是進步」（Laskowski, 

2010, January 16）。此類事件的出現，使得「同性戀民族主義」式的敘事

受到了限制。

相比之下，這一時期的《人民日報》仍將同性戀點綴在艾滋病防治

的敘事中。〈清除艾滋病的道德歧視〉一文號召停止歧視同性戀者，但

文章的出發點是防治艾滋病，因為消除歧視有利於降低艾滋病的傳播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1).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72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7期（2021）

（李曉宏，2009年12月2日）。更多文章直接將同性戀者納入艾滋病患

者的範疇，將媒體中的「同性戀」等同於暴力低俗、淫穢色情（璩靜，
2013年9月24日；隋笑飛、白瀛、徐磑，2014年1月2日）。

2015–2019：酷兒失語

2015年以降，《中國日報》性少數人群報導的數量呈下滑趨勢，
2017年後數量銳減，關注的重心向國際性少數人群傾斜（表一），本文

稱這個現象為「酷兒失語」。在版面安排上，相關議題不再出現在頭

版，也極少以整版的形式出現。內容上，一部分文章仍關注性少數人

群權益，如同妻權益、同性戀婚姻權、工作權、醫療權（China Daily, 

2016, August 11; Shan, 2016, April 14, 2017, July 11）。另一部分文章關

注性少數群體的經濟潛力及艾滋病防治問題（Shan, 2016, April 21; Zhu, 

2016, June 2）。在敘事方式上，仍然採用「寬容」和「進步」的模式，但

也會經常遇到上文提出的敘事困境。 

這一階段世界範圍內性少數群體面臨日趨複雜的生存語境。唐納

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自2015年下半年參加總統競選以來，以其

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言論贏得了部分民眾的支持。特朗普上任後，

又接連任用了多位公開歧視性少數人群的官員（Moreau, 2018）。儘管亞

洲部分地區的性少數權益有了較大進展，例如台灣地區於2017年實現

了同性婚姻合法化，印度於2018年實現了同性性行為合法化，這些地

區並未能夠成為「現代性」的參照物。

近年來，中國主流媒體回歸於傳統性別角色的建構（Wei, 2018,  

p. 9）。從2015年開始，關於同性戀議題媒介再現的規定相繼出台。
2015年12月31日，中廣聯合會電視製片委員會和中國電視劇製作產業

協會聯合制定了《電視劇內容製作通則》，規定不得製作「渲染淫穢色情

和庸俗低級趣味」的內容，其中包括「展現和展示非正常的性關係、性

行為，如亂倫、同性戀、性變態、性侵犯、性虐待及性暴力等」（中國

電視劇製作產業協會，2019年8月20日）。2017年6月30日，中國網絡

視聽節目服務協會發布了《網絡視聽節目內容審核通則》，禁止「表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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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非正常的性關係、性行為，如亂倫、同性戀、性變態、性侵犯、

性虐待及性暴力」等（央視網，2017年6月30日）。兩個通則都將同性

戀和性變態、性侵犯、性虐待和性暴力相提並論。通則下達後，很多

同性戀網站和網絡社群都受到了影響（Wei, 2018, p. 9）。被訪者3在訪

談中透露，近幾年其所在的商業視頻網站不製作、不發佈負面的信

息，因此也嚴格把關、不能發佈涉及性少數人群的內容 。

儘管同性戀禁令的對象是電視劇和網絡視聽節目，紙媒和官方媒

體中性少數人群的呈現也出現了下降的趨勢。《中國青年報》中的性少

數人群議題在2016年開始有了較大的回落（趙宇，2018：59）。《環球時

報（英文版）》自2009年創刊至2019年為止，刊登了大量性少數主題的

新聞和特稿。但經筆者統計，以性少數為標題的文章數量在2015年後

也出現了下滑的趨勢（附錄三）。《人民日報》在數量上有類似趨勢，內

容上也不再號召停止歧視同性戀。2015年後僅有的幾篇提及同性戀的

文章，分別提及了中國歷史上的女同性戀（孫超，2015年10月6日）、

媒體通過同性戀問題渲染社會陰暗面並賺取點擊量（王比學，2016年
11月2日）、無保護的同性戀性行為為乙肝病毒傳染的主要途徑（王

宇，2018年6月1日）。

這一階段中，中國大陸的性少數平權運動呈現出更加複雜的圖

景。一方面，性少數人群爭取婚姻權的努力獲得了官方的關注。2019

年，中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網絡向社會徵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意見（王

姝，2019年12月20日），各地公證部門陸續開放了性少數人群意定監

護公證，使得同性伴侶成為法定監護人（新浪網，2019年8月3日）。但

另一方面，民間性少數群體的活動面臨著更多的不確定性，公共影響力

的發展面臨著挑戰（Chen, 2018, June 1），性少數群體開始減少公開活動

和大張旗鼓的宣傳（AFP, 2018, June 2）。「同語」的調查報告指出，儘管

國家希望大力支持非政府組織，但現實中性少數非政府組織面臨的形勢

十分嚴峻（高文謙，2016：23），因為2016年出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慈

善法》，並未明確將性少數群體組織納入慈善組織的範疇（中國政府網，
2016年3月19日）。也有報導指出，2017年後，「NGO的發展空間極大

地壓縮，前路越來越艱難」（江佳明、婁佳璐、張雯一、宋汶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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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7日）。Hildebrandt（2018）認為，中國性少數群體在很大程度完

成了防控艾滋病的工作後，其繼續被寬容的合法性降低了。

但是，國內國際環境的變化並不能完全解釋《中國日報》中性少數

議題銳減的原因。在相同語境下，《環球時報》英文版對性少數人群的

報導數量雖然在2015年後有所下滑，但總數仍然不少。澎湃新聞旗下

的Sixth Tone，也還開有LGBT專欄。被訪者4在中國大陸的英文媒體

從業多年，一直關注性少數議題，認為儘管這類議題會受到環境影

響，但其所在的媒體仍希望透過相關報導來呈現一個多元的中國社會。

因此，《中國日報》的性少數議題再現的變化也要從其自身變化來

考察。據研究顯示，2014年至2016年間，《中國日報》每年離職的人數

大幅度攀升。2016年，《中國日報》有12%的採編人員轉向了其他行

業，離職的原因包括報社改革轉型、薪資待遇、晉升瓶頸、競爭管理

機制等等（王凱，2018：27–28）。活躍於「高光時刻」的記者和評論員，

如Raymond Zhou和Christine Laskowski等，2017年後都未在《中國日

報》發稿，可以推斷其中大部分人已經離職或不再從事一線採編工作。

被訪者1在《中國日報》供職後期常常疲於完成任務稿，無暇關注自己

感興趣的話題，因此選擇了離開。據記者的經驗來看，性少數話題的

採寫一般由感興趣的記者主動提出，而非部門安排（被訪者1和2）。因

此當對此類議題感興趣的記者紛紛離職後，相關話題也就無人問津了。 

結論與討論

本文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國日報》過去30年性少數人群

再現的變遷及其原因，並將其與《人民日報》相比較，探討中國主流媒

體的再現政治。本文在理論上豐富了「同性戀民族主義」的討論，同時

希望在實踐上幫助中國主流媒體的讀者更加深入地理解媒介呈現的內

容，並給予媒體從業者和性少數平權運動者一個反思的視角，從而更

有策略地爭取性少數權益。

本文縱向追蹤了《中國日報》性少數群體報導的歷史變遷，發現在

報導數量上經歷了由少到多，再由高度關注到失語的過程；在報導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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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中國日報》一直秉持著對性少數人群的包容態度，其中2009–

2014年間的報導尤為特殊，全面深入且具有批判性。這一變化進程是

由諸多因素合力促成的。20世紀90年代間，大多數歐美國家尚未肯定

性少數權利的合法性，但這一話題已在國家和社會層面進行了廣泛討

論。這一時期的中國，由於艾滋病問題日趨凸顯，《中國日報》將同性

戀與艾滋病緊密相連，但也主張寬容對待同性戀人群。21世紀初期，

歐美多國實現了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同時期的中國已實現了同性戀去

罪化和去病理化，性少數人群非政府組織紛紛成立並迅速擴大影響

力。這一時期《中國日報》增加了對性少數人群的報導，呼籲性少數人

的平等權益。2009至2014年間，中國性少數平權運動高度活躍，《中

國日報》對性少數議題展開了先鋒且大膽的報導。2015年後，隨著國際

環境趨於保守，國內出台了限制媒體表現性少數人群的規定，加之《中

國日報》中關注此問題的記者相繼離職，其對性少數人群的報導銳減。

通過《中國日報》與《人民日報》的橫向比較，本文發現中英文主流

媒體因目標受眾不同，建構出了高度「內外有別」的自我形象。由於中

西方意識形態的根本差異，《中國日報》對「現代性」的關注集中於社會

層面。儘管西方社會對性少數群體的態度遠非高度統一，但西方媒體

成功地突出了其同性戀平權的一面（Puar, 2017），這種對性少數群體的

寬容態度被《中國日報》認定為「現代性」的表現之一。反之，對性少數

人群的敵意則被視為落後與封閉。同時，其著力於建構一個「同性戀友

好」的中國形象，以迎合英文讀者的喜好。運用性少數群體作為話語資

源，報紙講述了開放自由的中國故事，建構了以「酷兒現代性」為基礎

的「同性戀民族主義」的敘事模式。與之相較，《人民日報》對同性戀人

群的報導集中在艾滋病防治的敘事框架中。由此可見，中國主流媒體

並非鐵板一塊，但其多樣性需要被批判地理解。

本文豐富和發展了「同性戀民族主義」的理論探討，認為被西方媒

體「他者化」了的中國媒體通過內化和運用「同性戀民族主義」的敘事方

式，試圖將自身「主體化」、「去他者化」。在歐美語境下，「同性戀民族

主義」表現為對自身「先進」文化的認同及對其他地區的「他者化」，這

些「他者」既包括嚴酷對待性少數群體的一些伊斯蘭國家，也包括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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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性少數平權的中國。但已有研究從未從「他者」的角度出發，考查

「他者」在「去他者化」進程中作出的敘事努力。本文正是認識到這一理

論盲點，並試以中國主流媒體的報導為例對其進行討論。作為西方媒

體敘述中的「他者」，《中國日報》試圖運用性少數群體報導爭取「主體化」

以及「去他者化」。記者認為西方民眾和媒體普遍對中國性少數人群的

生存狀況了解甚少、具有偏見，這也是他們對書寫這一議題充滿熱情

的一個重要原因（被訪者1、2、4）。以「向世界說明中國」為目標的敘

事，根本上是一種「去他者化」的表達。然而有趣的是，這些「去他者

化」背後的敘事邏輯，是西方媒體所建構出的「同性戀民族主義」。相較

之下，對外宣傳並不是《人民日報》中文版的主要任務，作為中國主流

媒體的絕對主體之一，《人民日報》不需要通過講述性少數群體的故事

來「去他者化」，相反，其報導卻不時將同性戀群體置於「他者」的地位。

本研究尚有諸多不足，有待日後研究繼續探討。首先由於方法所

限，本文偏重關注報紙的內容分析，而對內容生產過程只能管窺一二。

記者如何提出選題、如何接觸被訪對象並篩選報導內容、編輯如何整合

文字和圖片、各級人員如何溝通及協商等問題，本文只能通過少數訪談

來得知。訪談法的局限在於無法最直接地觀察到人際互動以及背後的

權力關係，陳陽（2006）在分析中國主流媒體中的婦女再現一書中寫到，

報社內部的人際關係與部門互動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報紙最後的內容呈

現。因而在日後研究中，對媒體的參與式觀察能夠更直接地揭示報紙

的內容生產與呈現之間的聯繫。

其次由於研究範圍及可行性所限，本文結論是否能推廣到其他主

流媒體還有待後續考察。本文僅對比了《中國日報》與《人民日報》，未

來研究若能嘗試在更廣範圍內進行分析和比較，其意義當能超越本文

的個案研究。從時間線上來看，本文選取的時間段為中國加大改革開

放後的30年，而若將目光關注於年鑑學派所主張的「長時段」（longue 

durée），則能更好地理解中國媒體性少數人群再現的規律及意義。另

外，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同一國家或地區存在多語種媒體的現象日趨

普遍，這種「內外有別」的現象是否存在於其他地區？在面對不同受眾

群體時，媒體如何形塑「主體」與「他者」？這些是值得日後關注的研究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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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文認為「酷兒現代性」和「同性戀民族主義」的理論工具不

僅有助於研究媒介文本，也能為中國的酷兒研究帶來更多的可能性。

在其關於中國大陸慾望表達的重要著作中，Rofel（2007）發現中國的同

性戀群體中有鮮明的階層和地域區隔，城市精英同性戀樂於彰顯其優

越感，以區隔於農村同性戀。這種身份區隔與社會對現代性的認知之

間有怎樣的聯繫？同性戀群體如何處理群體與國家間的關係？性少數

平權行動者如何利用「同性戀民族主義」爭取活動空間？探討這些問題

有助於理解中國酷兒的生活經驗及行動策略，也將在性別理論上實現

更多的突破。

註釋

1 值得注意的是，此版標準將性少數群體因社會偏見產生的痛苦定義為精神
障礙，導致「去病理化」並未得到社會各界的徹底接受（陸新蕾，2014：
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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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圖片

圖一　同志之年

資料來源：China Daily，2009年12月28日，M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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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大理政府支持同性戀酒吧開業的報導

資料來源：China Daily，2009年12月21日，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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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評論〈同志，現在一切都不同了〉

資料來源：China Daily，2010年6月4日，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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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中國的同性戀權利：通往尊重之路〉

資料來源：China Daily，2010年2月24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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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同志婚禮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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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被訪者信息

序號 年齡 媒體工作年限 所在媒體類型 是否關注性少數人群議題

1 30–40 八年 官方英文媒體，現已離職 是

2 30–35 九年 官方英文媒體，現已離職 是

3 30–35 十三年 市場化媒體 否

4 30–35 八年 官方英文媒體 是

附錄三　Global Times 中性少數人群議題數量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1).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