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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缓解 ! 9∀ 11#事件后中东强烈的反美甚至仇美情绪,布什政府决定加大对中东的广播宣传。

布什政府认为,从整体上讲, 中东的媒体环境对美国是 !不友好的#,甚至是 !充满敌意的#; 中东民众所接触到

的有关美国的信息是 !不真实的#, 甚至是 !被歪曲的#。这些 !不真实 #、!不可靠#的信息误导了中东民众, 使

他们对美国产生了 !误解#和 !仇恨#。正是基于这种逻辑,布什政府在 ! 9∀ 11#事件后不久很快建立起包括萨

瓦电台、自由电视台、自由阿富汗电台等在内的中东广播网络, 目的是宣传美国的外交政策, 传播美国的价值

观 ,舒缓中东民众对美国的敌意, 增进中东民众对美国的好感。但是从 2002年初至今的情况来看, 布什政府对

中东的广播宣传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其核心原因在于中东民众对美国中东政策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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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广播也称对外广播。 ! 9∀ 11#事件后,

为了缓解中东地区的反美主义活动, 争取中东民

众对美国的好感,布什政府在短短三年内建立了

包括萨瓦电台、自由电视台、自由阿富汗电台、明

日广播等媒体在内的中东广播网络, 目的在于

!及时、准确、完整、客观地向所有中东民众报道
有关中东、美国乃至世界的重大新闻和信息, 为

推广自由、民主, 实现美国的长期战略利益、促进

(中东民众对美国的 )了解等目标服务 #。中东

广播网络覆盖北非、近东和波斯湾等 19个阿拉

伯语国家、约 2. 5亿人, 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

斯宾费尔德 ( Springfie ld, V irg in ia), 海外分部设

在阿联酋首都迪拜、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约旦首都阿曼、巴勒斯坦的加沙和

约旦河西岸等地。
 
在中东广播网络的所有媒体

中,萨瓦电台和自由电视台是旗舰项目。

一、布什政府建立中东广播网

络的背景

20世纪 90年代后期,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

迅速发展,以半岛电视台为主导的中东多家卫星

电视开始在中东崛起。这些卫星电视和原有的

中东阿拉伯国家国有电视台、电台和各类平面媒

体将中东民众较为关注的国际和国内事件迅速

传向中东各个角落。巴勒斯坦问题、伊拉克问

题、阿拉伯社会内部改革等诸多议题成为中东社

会精英和普通民众较为关注的焦点。由于阿拉

伯社会的各类媒体的新闻报道多从阿拉伯民众

自身的角度来阐述中东及世界事务, 所以这些媒

体在多数中东民众中有相当的影响力。在中东

私人卫星电视媒体群雄并起的时代,半岛电视台

更是以其鲜明的特色独占鳌头
[ 1] 219
。 ! 9∀ 11#事

件后,半岛电视台多次播放 !基地 #组织和本∀拉
登的录像及讲话。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期间,

半岛电视台也多站在阿拉伯人自己的立场上报

道了战争给阿富汗和伊拉克平民造成的重大伤

亡。这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许多阿拉

伯民众的认同
[ 2]
。但是, 这显然是美国政府不

愿意看到的。从布什政府的角度来看,中东阿拉

伯世界的媒体总体上来讲对美国是 !不友好
的 #,也没有 !正确、客观地 #报道美国的外交政

策和价值观念。美国前国务卿科林 ∀鲍威尔



( Co lin Pow ell)曾在 2002年要求来访的卡塔尔

王储和卡塔尔政府制约半岛电视台的行为。

2004年 7月 15日,鲍威尔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发

表演说时又指控半岛电视台在新闻报道中采用

!恐怖的、最无法容忍的 #手段。美国前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也指责半岛电视台对伊拉克的

报道是 !恶毒的、不准确的、不可原谅的# [ 3 ] 99
。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布什政府在短短三年时

间里先后设立了中东无线电网络 (即萨瓦电

台 )、中东电视网络 (即自由电视台 )、阿富汗广

播网络 (即自由阿富汗电台 )和 (针对伊朗的 )明

日广播等媒体,其目的在于 !客观、公正地#介绍

美国, 宣传美国的政策和价值观念, 进行所谓的

!思想之战#,希望在双方的舆论战中赢得胜利。
美国广播管理董事会前主席诺曼∀帕蒂兹 (N or

man J. Patt iz) 2002年 6月 11日在参议院外交委

员会作证时强调,布什政府建立萨瓦电台的宗旨

是向中东民众提供 !真实信息 #。他说, 中东民
众所接触的有关美国的信息是 !不真实的#, 其

信息来源是 !不可靠的 #。这些 !不真实#、!不可

靠 #的信息误导了他们, 使他们对美国产生了

!误解#和 !仇恨#。正是基于这种逻辑,帕蒂兹指

出, !萨瓦电台是从我们的口中宣传我们的政策、

介绍我们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其使命是 !通

过向海外民众传播准确、可靠、可信的、有关美国

的新闻和信息,更好地传播和推进自由、民主等思

想。# 由此可见,萨瓦电台的设立旨在对中东地

区开展 !媒体战 #,对抗阿拉伯世界的反美宣传,
反击 !半岛电视台#、叙利亚和黎巴嫩什叶派穆斯

林组织 !真主党#控制的广播电视等中东媒体。

事实上,美国政府的多份报告也阐述了加强

对中东广播宣传的重要性。例如, 2004年 7月发

布的 ∃! 9∀ 11#委员会报告 %指出: !意识到阿拉伯

和穆斯林民众基本上是依靠卫星电视和收音机来

获取信息,政府已经开始向阿拉伯世界、伊朗、阿

富汗进行国际广播。# [ 4]
2004年 9月 28日美国

国务院公众外交咨询委员会发布的报告也指出,

在反恐战争中,美国必须通过包括国际广播在内

的各种途径来舒缓国外的反美情绪, 寻求国外民

众对美国政策的支持, 赢得 !思想之战 #。报告
认为, 作为美国反恐战争的中心, 中东地区充斥

着 !不宽容的和 (针对美国的 )错误、歪曲的报

道 #,美国必须反击这些 !错误的信息#,向中东

民众传达准确、客观的信息。 2006年 3月白宫

发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也强调指出, 对外

广播是美国公众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

接触海外民众, 向他们介绍美国政策,促进美国

和伊斯兰社会各界领袖对话,反击对美国不利的

!虚假新闻#, 促进国外民众对美国的了解。&

二、萨瓦电台

1.萨瓦电台的主要节目

萨瓦电台,也称中东无线电网络, 2002年 3月

23日开播,启动资金是 3 500万美元。萨瓦电台总

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在约旦安曼、埃及开罗和耶路

撒冷设有分支机构。它的地区广播中心坐落于阿

联酋东北港市迪拜 ( Dubai)
[ 5] 53- 55

。电台每周七天

全天候通过调频广播 ( FM )对约旦、科威特、迪拜酋

长国、阿布扎比酋长国、卡塔尔、巴哈林、吉布提,以

及伊拉克的巴格达、伊尔比尔市和苏雷曼妮亚 ( Su

laymaniyya)等地用阿拉伯语进行广播。它也通过

塞浦路斯和希腊的调幅广播 (AM )向埃及、黎巴嫩、

叙利亚、加沙和东地中海地区播放。鉴于中东地区

文化和语言的复杂性,萨瓦电台使用六套不同的节

目内容,反映出不同地域的音乐特点和语言差异。

萨瓦电台模式的地区化表明,中东无线电网络事实

上是六家独立电台
[ 6] 81- 89

。

萨瓦电台的主要内容是播放阿拉伯和美国

的流行音乐, 也播放一些新闻、评论、专题节目

等,其目的在于吸引阿拉伯国家的年轻人, 向他

们介绍美国文化、价值观念及中东政策, 促进美

国和中东年轻人的交流,同时鼓励阿拉伯世界的

社会经济改革。∋ 美国广播管理董事会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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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帕蒂兹曾在 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萨瓦电台的设立也是适应中东地区年轻听众的

收听需求。他说,中东地区 30岁以下的年轻人

占总人口的 60% ~ 70% , 达到约 1. 8亿至 2. 1

亿。其中许多人处于失业状态,很少有机会改善

自己的处境。他们对现实非常不满, 很可能被伊

斯兰激进主义意识形态所利用。他认为, 阿拉伯

世界的许多媒体也在煽动他们,利诱他们。正因

为这样, 美国才必须通过自己的媒体,播放阿拉

伯和西方的流行音乐来吸引这些年轻人, 并对他

们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帕蒂兹说, 这是加强美

国战胜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的关键斗争, 也是催

生阿拉伯世界 !民主运动 #的有效途径。正是基

于这种认知,萨瓦电台将节目的重点放在播放流

行音乐, 吸引年轻人, 以期改变他们对美国的敌

对态度
[ 6] 75- 76

。由此可见,萨瓦电台具有隐蔽性

的特点, 它首先通过音乐来吸引年轻人, 然后再

慢慢地通过政治和新闻内容来影响他们的思想

和价值观念。

萨瓦电台的主要节目: 一是 !自由空间# ( The

Free Zone),探讨中东自由民主议题,包括采访中东

地区的 !民主斗士 #,讨论人权、新闻自由、选举、妇

女权益及相关议题; 二是 !了解世界 # ( Ask the

World Now), 介绍美国政策; 三是 !萨瓦聊天室 #

( Saw a Chat),给阿拉伯年轻人提供针对政治和社

会等议题发表意见的互动平台;四是 !最新报道 #

(W hat( s New),报道文学、因特网、电影、音乐、科学

技术等方面的最新成就,介绍阿拉伯文化和西方文

化;五是 !青年与健康# ( Youth and Youth Health),

宣传个人健康保健
[ 1] 12
。

2. 萨瓦电台的可信度调查

萨瓦电台自开播以来,美国广播管理董事会

及其他机构和个人作过多项民意调查,评估萨瓦

电台的效果, 但结果不一致。广播管理董事会

2004年的民调显示, 萨瓦电台在中东地区确实

吸引了一定数量的年轻听众。例如, 在 15岁以

上的受访者中, 埃及、沙特、约旦、阿联酋、伊拉

克、科威特、摩洛哥和卡塔尔分别有 7%、8%、

23%、42%、45%、46%、63%和 63%的民众说他

们每周至少收听过一次萨瓦电台的节目; 在 15

岁至 29岁之间的受访者中, 埃及、沙特、约旦、伊

拉克、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和摩洛哥分别有

10%、13%、37%、50%、54%、59%、75%和 78%

的民众说他们每周至少收听一次萨瓦电台的节

目;在社会精英中, 埃及、沙特、约旦、伊拉克、科

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和摩洛哥分别有 10%、

14%、32%、41%、49%、51%、62% 和 75% 的人

说他们每周都收听萨瓦电台的节目; 约旦、卡塔

尔、沙特、摩洛哥、伊拉克、埃及、科威特和阿联酋

分别有 55%、69%、79%、82%、82%、84%、86%

和 86%的受访者认为萨瓦电台的新闻资讯 !很

可靠#或 !基本可靠 # [ 6] 84 - 89
。

但是,民调并没有说明听众收听的是音乐节

目还是新闻节目, 也没有说明收听萨瓦电台的节

目是否有助于改善听众对美国及其政策的态度。

何况, 市场占有率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 因为在

中东地区的娱乐电台方面萨瓦电台根本没有竞

争对手,没有哪家中东电台能够播放像萨瓦电台

那样好的阿拉伯和西方音乐。由此可见,萨瓦电

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吸引了很多年轻听

众,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对音乐的欣赏会改变听

众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观点, 如萨瓦电台在埃及和

约旦吸引了大批听众, 但是埃及和约旦也同属于

反美主义情绪最为激烈的国家
[ 6] 101
。

美国广播管理董事会的民调具有明显的官

方色彩, 其结果有些乐观,但私人机构和学者所

作的民调结果就不那么乐观了。美国夏洛特女

王大学教授穆罕默德 ∀伊尔 ∀纳瓦维 ( M oham

med el- N aw aw y)通过对科威特 ( 59人 )、阿联酋

( 18人 )、约旦 ( 99人 )、巴勒斯坦 ( 172人 )、摩洛

哥 ( 46人 )五个国家 394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

共有 277( 70. 3% )名学生说收听萨瓦电台的新

闻或音乐节目,其中有 43. 1%的学生说他们 !经
常 #收听萨瓦电台的音乐节目,而仅有 13. 5%的

学生说他们 !经常 #收听萨瓦电台的新闻节目。 

纳瓦维的调查结论:一是学生收听萨瓦电台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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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节目并不会改变他们对美国中东政策的不满。

二是学生对萨瓦电台的新闻节目的真实性持怀

疑态度。学生收听萨瓦电台的目的主要是欣赏

音乐, 当他们需要收听新闻节目时, 他们转向阿

拉伯媒体。三是受访者经常收听萨瓦电台节目

后,对美国政策的态度甚至恶化了, 原因是他们

认为 !美国政府试图通过萨瓦电台来操纵阿拉
伯世界的公众舆论#。

3. 美国国内对萨瓦电台的反应

美国各界对萨瓦电台的开播及其效果也褒

贬不一。虽然美国广播管理董事会一直盛赞萨

瓦电台的 !高收听率 #, 但是一些研究机构和个

人却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首先,美国国务院从

事公众外交活动的公共事务官并不看好美国政

府资助的对外广播。例如,美国总审计署通过问

卷的方式询问了国务院驻外公共事务官这样一

个问题: !政府资助的国际广播在多大程度上能

够在你所驻的国家里有效地实现美国公众外交

的目标 (即向国外公众介绍美国政策并影响他

们对美国的态度和行为 )? #对于这个问题, 只有

5%的人回答 !非常有效 #, 另有 22% 的人回答

!一般#,两者共 27%。相反,有 9%的人回答 !一

点效果都没有#,另有 23%的人回答 !一般没有效

果#,共 32%。另有 27%的人不置可否: !不能说

没有效果,也不能说有效果。# 国会成立的阿拉
伯和穆斯林世界公众外交咨询小组 2003年 10

月 1日发表的报告 ∃改变观念, 赢得和平 %也明

确指出,萨瓦电台应将工作重点放在致力于影响

并改善阿拉伯听众对美国的态度上。&

2004年 10月 13日 ∃华盛顿邮报 %报道, 国

务院起草了一份报告,批评萨瓦电台过于在乎收

听率而没有拿出足够的时间进行政策讨论;萨瓦

电台重形式而轻内容。萨瓦电台将重点放在播

放西方和美国的音乐上,而忽略了严肃地讨论美

国决策者最为关注的政策议题, 如伊拉克问题、

美国的反恐战争、巴以冲突等。即使是讨论节

目,也多回避以上有争议的议题, 转而讨论诸如

年轻人所关心的婚姻等社会和文化议题。∋

美国传统基金会学者海勒 ∀ 达尔 ( H elle

D ale) 2005年 11月 10日在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说

时指出,萨瓦电台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美国公众

外交的使命。原因是萨瓦电台过于关注年轻人,

而没有将听众的对象重点锁定在能够影响公众

舆论的意见领袖和学者的身上。) 达尔言下之

意是,意见领袖和学者才是诸如对外广播等公众

外交活动应该接触的重点对象。

4.中东民众对萨瓦电台的反应

如果说民意调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从宏观

上反映民众对于萨瓦电台的基本印象和好感度,

那么中东媒体的具体观点也是了解萨瓦电台效

果的另外一个重要途径。埃及最大的报纸 ∃金
字塔报 % ( ∃A l- Ahram% )主要撰稿人阿依曼 ∀
埃尔∀阿弥尔 ( Ayman E l- Am ir)认为, 萨瓦电

台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单向交流。阿弥尔说:

!假如美国政府投资上百亿美元是为了让 ∗我
们 (了解 ∗他们 ( ,它是否也会努力促使 ∗他们 (了
解 ∗我们 (? #他接着指出: !我们必须勇敢地站出
来告诉他们: 为了让我们了解美国人民、欣赏他

们的理想和价值观念, 他们也必须了解我们的人

民、欣赏我们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否则, 双方的

了解就不是相互的,是不均衡的。#位于巴勒斯
坦约旦河西岸拉马拉的耶路撒冷教育电视台

巴勒斯坦籍播音员阿依曼 ∀ 巴达维 ( Ayman

Bardaw il)在盛赞萨瓦电台的音乐节目时说:

!我们有很多地方性的流行音乐电台, 但他们

都是阿拉伯语音乐, (没有很好的西方音乐 )。#
但同时, 巴达维对萨瓦电台的新闻内容嗤之以

鼻。他说: !我特别反感通过美国的管道发布
的新闻, 萨瓦电台不是 (客观地 )报道或呈现事

实本身, 而是充斥着什么 ∗总统对此事如何反
应 ( , ∗政府对彼事如何看待 (等内容。#他说,萨

瓦电台的新闻内容可能会导致有些人对其音

乐节目失去兴趣
[ 5] 56
。

美国学者克雷格 ∀ 海登 ( Cra ig Hay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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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参加 !沙特 + 美国交流项目 # ( the Saud i

American Exchange)后撰文指出,沙特大学生对

于萨瓦电台持怀疑态度。尽管他们非常喜欢萨

瓦电台的音乐节目,但是他们并不喜欢或根本不

收听其新闻节目。参加该交流项目的每一个大

学生几乎都认为该电台的音乐节目 !非常好 #,

但对其新闻节目评价不高,认为那只不过是 (美

国政府对他们进行的 ) !洗脑而已 #, 所以有些人

根本不收听其节目。即使那些收听其新闻节目

的学生, 也不把那些新闻当回事。这次经历之

后,海登对萨瓦电台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美

国公众外交的目标产生了怀疑。他说,如果美国

政府要评估具体公众外交项目的效果,那就应该

以是否 !改变态度#作为衡量标准。他认为,美国
政府更应该关注阿拉伯民众不满、甚至仇恨美国

的深层次原因,并以此为基础,采取恰当的措施来

改善他们对美国的负面看法。海登指出, 中东政

策才是导致公众外交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

三、自由电视台

1. 自由电视台的主要节目及可信度调查

自由电视台,也称中东电视网络, 2004年 2月

14日成立,启动资金是 2 500万美元。该电视台是

继萨瓦电台之后,美国广播管理董事会在对外广播

方面推出的又一个重要举措。自由电视台通过阿

拉伯世界两个最大的电视台:阿拉伯卫星电视 ( Ar

absat)和尼罗河卫星电视 (N ilesat)全天候用阿拉伯

语向中东 22个国家转播。 2005年,自由电视台更

名为中东广播网络,萨瓦电台也在一个月后归入其

麾下
[ 1] 8- 11

。和萨瓦电台一样,自由电视台的使命

也是 !将美国的信息传达给数以百万计的中东民

众,同阿拉伯世界的电视媒体争夺思想阵地,最终

赢得阿拉伯民众对美国的好感#。&

自由电视台的主要节目: 一是 !自由时间 #

( F reeHour), 每天一小时的谈话节目,邀请专家

分析并辩论最新的新闻和时事; 二是 !自由电视

台报道 # ( A lhurra Presents), 每周一小时的新闻

人物访谈; 三是 !四面八方 # (A ll D irections) ,每

周与新闻人物和相关专家探讨中东地区的热点

问题;四是 !自由辩论 # ( F ree Debate) ,每周一小

时的谈话节目, 讨论中东地区的社会问题, 包括

家庭暴力等议题;五是 !话说两河流域 # ( Ta lk of

Two R ivers), 深入探讨前一周发生在伊拉克的重

大事件 (也称之为 !一周时事评论 # );六是 !每周

体育报道# (A lhurra SportsW eekly) ,报道中东及

世界其他地区的体育新闻; 七是 !电影杂志 #

( C inemagazine) , 每周介绍一部不同的影片, 并

配有演员采访和背景介绍; 八是 !信息科技 #

( I- Tech) ,向中东地区介绍最新的计算机和信

息科技方面的资讯;九是 !新探索 # ( TheN ew Ex

p lo rers),介绍当代最新科学动态
[ 6] 83
。

自由电视台主要播放现有的美国节目和电

影,并配有阿拉伯语字幕。在新闻方面, 自由电

视台在报道自杀式爆炸等新闻时多采用 !客

观 #、!描述性 #而非 !煽动性#的语言。这一点与

半岛电视台不同。例如, 半岛电视台将 !自杀式

爆炸#描述为宗教式的 !殉难 #。∋ 在美国政府看

来,这些语言具有强烈的煽动性, 不是 !客观#、

!公正#的媒体报道。

有关自由电视台的宣传效果,美国广播管理

董事会所作的民调显示,自由电视台在收视率方

面 !非常成功 #。董事会 2004年所做的民调显

示,埃及、阿联酋、摩洛哥、卡塔尔、沙特、约旦、伊

拉克和科威特, 分别有 12%、20%、20%、22%、

24%、29%、31%和 33%的受访者说他们每周都

收看自由电视台的节目; 在这些国家的受访者

中, 也分别有 75%、81%、59%、73%、80%、

53%、65%和 80% 的受访者认为自由电视台的

资讯 !非常可信#或者 !基本可信# [ 6] 85
。

尽管官方民调的收看比率看似较高,但民间

所做的民调情况并不乐观。美国马里兰大学教

授施柏黎∀泰尔哈密 ( Sh ib ley Telham i) 2004年 4

月 19日与佐戈比国际民调中心合作所作的独立

民调显示,受访的阿拉伯民众在其经常收看的电

视台中几乎没有提及自由电视台的名字。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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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月盖洛普 ( Gallup)民调中心的调查也显示,

即使在美国占领伊拉克期间,在过去七天里也仅

有 6%的伊拉克人收看自由电视台的节目。同

月,阿拉伯咨询集团 ( the ArabAdv iso rsG roup)在

沙特所作的调查也反映, 仅有 16%的受访者经

常收看自由电视台,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有高达 82%的观众经常收看半岛电视台, 75%

的观众经常收看阿拉伯电视台。 2004年 6月巴

勒斯坦政策和民调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 有

58. 1%的巴勒斯坦人经常收看半岛电视台的节

目, 10. 2%的受访者经常收看真主党控制的马纳

尔 ( alM anar)电视台, 仅有 1. 1%的受访者说他

们收看自由电视台的节目
[ 7]
。

2006年美国夏洛特女王大学教授穆罕默

德 ∀伊尔∀纳瓦维 ( M ohammed e l- N aw aw y)对

科威特、阿联酋、约旦、巴勒斯坦、摩洛哥五个国

家 394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仅有 10. 9% 的

学生说他们收看自由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和其他

节目。纳瓦维的调查结果还表明:收看自由电视

台的节目并不会改变他们对美国政策的不满; 学

生对美国政策的态度随着他们更多的观看自由

电视台的节目反而变坏了,原因是他们认为 !和

萨瓦电台一样,美国政府试图通过自由电视台来

操纵阿拉伯世界的公众舆论 #; 学生经常收看 24

小时滚动播出的阿拉伯卫星电视, 会影响他们对

自由电视台新闻的可信度。调查也发现, 许多受

访者对美国的负面印象主要来源于对美国中东政

策的不满。在有关巴以冲突和伊拉克战争等议题

上,他们更信任阿拉伯世界的卫星电视,如半岛电

视台和泛阿拉伯电视台,而不是自由电视台
[ 8 ]
。

2. 美国国内对自由电视台的反应

自由电视台建立以来,美国国内对此一直意

见不一。该电视台的支持者认为,阿拉伯世界的

媒体不能站在美国的立场上, 甚至不能 !客观

地 #解释和分析美国政策; 也没有客观、公正地
报道美国在中东事务上的立场。所以,美国需要

建立自己的电视台来宣传美国的政策。自由电

视台的反对者认为, 和萨瓦电台一样,自由电视

台重形式而轻内容。他们说,如果自由电视台能

够真正就阿拉伯民众所关注的现实议题展开讨

论,并同他们展开对话而不是对此有意回避,那

么效果会更好; 而且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服务

于美国在中东地区 !打赢思想之战 #的战略。华

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中东问题专家罗伯特∀萨

特罗夫 ( Robert Satloff)认为,像美国有线新闻网

和福克斯电台这样的私人电视台在报道的可信

度上比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电视台要高得多。

美国国内对自由电视台的效果评估也呈两

极化。美国广播管理董事会 2004年 10月公布

的调查结果显示, 在埃及和科威特,拥有卫星电

视的成年人中分别有 12%和 33%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坚持每周收看自由电视台的节目;在所有这

些受访者中, 有 75%的人认为自由电视台的新

闻 !可靠 #或 !基本可靠 #。但是, 阿拉伯咨询集

团的调查结果却显示, 在埃及开罗拥有卫星电视

的家庭中,仅有 4. 6%的家庭收看自由电视台播

放的新闻节目。 美国学者海登 2004年 3月在

同一些沙特大学生的交谈中了解到, 他的沙特朋

友几乎没有听说过有自由电视台这回事,但是大

多数学生认为这只是美国政府 !进行政治宣传

的一个图谋 #而已。有学生甚至带着怀疑的表

情说: !自由电视台, 真自由吗? #有些学生表示,

他们不打算观看自由电视台的节目。基于此,海

登认为,自由电视台能否真正赢得中东民众对美

国的好感,确实令人怀疑。&

3.阿拉伯民众对自由电视台的反应

许多阿拉伯人抵制自由电视台。例如,沙特

的宗教官员发了一道命令禁止收看自由电视台

(需要指出的是, 他们也发了一道命令禁止民众

收看半岛电视台 )的节目。亲美的科威特评论

家阿哈迈德∀阿尔 ∀卢比伊 (A hm ed a l Rub i( i)

指出, 美国有权建立自己的电视台,但自由电视

台却充当了美国政府政治宣传的工具,所以很难

在改变中东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态度、赢得民心方

面获得成功。曾作为 ∃东方日报 % ( a l Sharq)编

辑、现任阿拉伯电视台执行主任的亲美学者阿比

德 ∀ 拉赫曼 ∀ 拉施德 ( Abd al Rahman al

R ashed)也认为,人们可以从因特网、杂志或美国

有线新闻网等途径了解到美国的新闻和观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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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电视台的出现并没有多少新意。他说, 以色列

多年来一直在中东进行阿拉伯语广播,却没有改

变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态度, 这一点尽人皆知。

∃耶路撒冷报 % ( alQuds a lA rab i)的评论员文章

对自由电视台的批评比较尖锐。文章认为,自由

电视台与中东地区 !独裁政权控制的国有电视

台 #并无两样,这样的电视台无论如何也是不敢

得罪后台老板的。穆尼赫 ∀ 沙飞克 ( M unir

Shafiq)认为, 美国媒体并不像他们所宣称的 !那

么客观#,如美国媒体对以色列和伊拉克的报道都
是 !歪曲事实 #、!充满偏见的 # [ 6] 106

。 2003年 10

月 1日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公众外交咨询小组发

表的报告 ∃改变观念,赢得和平%中也坦诚道: 通

过对中东地区民众的采访, 报告起草人发现, 中

东民众对于任何国家支持的电视台都持怀疑态

度。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电视台也不例外。

4. 自由电视台面临的挑战

事实上,自由电视台开播伊始就面临着一系

列挑战。首先,作为美国政府资助并支持的卫星

电视网络,自由电视台非常容易被视为美国政府

的宣传机器,这在反美主义情绪非常强烈的中东

地区更是雪上加霜。中东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

民众对自由电视台的可信度从一开始就产生怀

疑。自由电视台对阿布 ∀格莱布 ( Abu Ghra ib )

监狱虐俘丑闻事件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其他阿拉伯电视台 (尤其是半岛电视台 )、甚

至美国有线新闻网等媒体都在对此事件进行大

篇幅报道并加以谴责的时候,自由电视台却在播

放一个关于萨达姆罪证的纪录片。在纪录片中,

七位在萨达姆时代被切断手的伊拉克人讲述他

们在萨达姆时代遭受的不幸,以及他们在第二天

受到美国总统布什接见的情景。人们会厌恶萨

达姆政府的残暴, 也会同情受害者, 但是在阿拉

伯世界甚至全世界许多民众同声挞伐一些美军

士兵虐待伊拉克在押人员的敏感时刻,美国政府

资助的自由电视台却在播放这样一个纪录片, 这

未免有转移焦点之嫌
[ 6] 106
。

其次, 从市场定位 (尤其是收视率 )的角度

来看, 自由电视台缺乏萨瓦电台的鲜明特色,即

通过一流的阿拉伯和西方音乐吸引年轻听众。

自由电视台在激烈的媒体市场竞争中缺乏特色,

很难在以半岛电视台和阿拉伯电视台主导下的

中东电视媒体大战中占领一席之地。 ∃改变观

念,赢得和平 %报告 (也称∃德杰理健报告% )就对

自由电视台能否在同中东一百多家卫星电视台

的竞争中获胜持怀疑态度。报告甚至提出这样

一个问题:每年花费一亿美元来支持中东电视网

络的运作是否物有所值? 报告更倾向于支持国

务院的信息项目和对伊斯兰国家的教育与文化

交流项目,因为自由电视台每年的运作费用相当

于伊斯兰世界各种交流项目费用的四倍。 

第三, 自由电视台这个名称本身也受到许多

阿拉伯民众的质疑。阿拉伯民众怀疑该电视台是

否能够真正展现新闻自由的理念,原因是他们看

到了美国政府如何攻击半岛电视台的新闻报道。

∃德杰理健报告 %也要求广播管理董事会主管的
新闻媒体要坚守职业操守,以可信、可靠的新闻内

容和客观、公正的观点来赢得观众的信任。报告

强调,自由电视台要在保障实现公众外交战略使

命的同时,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即 !真相是我们的

盟友#。& 但实际上,媒体报道本身就具有一定的

倾向性,美国媒体也不例外。况且,自由电视台本

身就是美国政府资助的媒体,宣传美国的政策,为

美国的反恐战争服务。如果 !自由电视台#的新

闻报道未受到中东民众的质疑, 那倒是奇怪的事

情了。美国学者南希∀斯诺更质疑电视台名称本
身 !无意中#反映出美国政府的 !傲慢#,即美国资

助的电视台 (即中东电视网络 )是 !自由 #的象征,

而中东当地的媒体则是 !不自由的 #。这种典型

的美化自身、丑化对方的 !善恶两分法 #也是布什
政府对外宣传中面临的重大问题。∋

第四,自由电视台节目本身的质量问题也是

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观众难以认同的重要原因。

阿拉伯民众用 !了无情趣 #、!单调乏味 #、!缺乏

新意#、!非常令人生厌 #、!与政府控制的阿拉伯

电视台并无两样 #等词语来描述他们对自由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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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台的印象。自由电视台播放的一些专题片在

阿拉伯民众看来与阿拉伯人所关注的议题 !毫

不相关 #。阿拉伯人最熟知的例子是自由电视
台对以色列 2004年 3月暗杀哈马斯领导人亚新

( Shaykh Ahmed Yassin)这一事件的态度。当所

有阿拉伯卫星电视台都在现场直播巴勒斯坦人

的愤怒、示威抗议活动以及安葬亚新的场景时,

几乎所有阿拉伯人都在家里打开电视,了解事件

的原委、过程及其结果时,自由电视台 + + + 这个

美国政府资助的电视媒体却在播出 !美国菜肴
的烹制方法 #[ 3] 102。当自由电视台意识到这个问

题,并在同年 4月底播出大约五个小时的节目报

道亚新遇害的经过时,它对阿拉伯民众所造成的

伤害已经无法挽回。这个重要事件给阿拉伯人

造成的印象是,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电视台根本

不关心阿拉伯民众的关切。

5. 效果不佳的原因分析

自由电视台在宣传美国政策、传播美国文化

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它并没有如布什政府

预期的那样,在实现缓解中东民众的反美甚至仇

美情绪、赢得中东民众对美国的好感等目标方面

取得实质性进展,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 从中东的媒体环境来看, 中东地区的

主要电视市场被各个国有电视台所主导, 同时跨

地区的卫星电视如半岛电视台、阿拉伯电视台等

已经为广大阿拉伯民众所接受,西方的电视媒体

很难打入该市场。

第二,从电视报道的方式来看,中东地区的民

众已经习惯了包括半岛电视台在内的中东电视台

轰动性的报道和辩论以及从阿拉伯人自身的角度

分析议题的视角,西方媒体报道的方式以及从西方

角度分析议题的视角很难为阿拉伯民众所接受
[ 9]
。

第三, 从观众对象的设计来看, 自由电视台

的首要对象仍然是中东的年轻人,而忽视了当下

能够影响中东地区公众舆论的群体。传统基金

会学者海勒 ∀达尔 ( He lle Dale)曾指出, 自由电

视台在观众对象的设计上主要针对中东地区 30

岁以下的青年人,却忽视了推动美国公众外交的

关键人群,即能够影响公众舆论的意见领袖 (如

记者、编辑、宗教领袖、学者等 )。

第四,从内容来看, 中东媒体更多的是关注

地区事务,尤其是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以色列

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等。在报道中,中东媒体

强化了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人领土、报复并打击

巴勒斯坦人以及美国偏袒以色列的政策等,这种

长期的积淀使中东阿拉伯民众已经习惯了将自

身置于受害的角度来看待中东事务。但是,自由

电视台对巴以冲突等阿拉伯民众关注的议题轻

描淡写,报道的重点也是一些 !软性议题 # (如西

方和中东地区的娱乐性节目,包括音乐、电影、娱

乐资讯等 )。这些所谓的 !软性议题 #显然不是

中东民众目前最迫切关注的议题。

第五,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是导致中东民众

反美甚至仇美的关键因素, 也是自由电视台在争

取民心方面效果甚微的主要原因。如果自由电

视台不能如美国有线新闻网或半岛电视台等其

他媒体那样, 本着相对客观、公开、公正、独立等

原则讨论和反思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存在的问

题,而是继续充当 !美国政府的喉舌#、充当布什

政府对外宣传的重要工具, 那么自由电视台恐怕

很难得到多数中东民众的认可。

四、结 语

萨瓦电台和自由电视台自开播以来,在布什

政府建立中东国际广播的策略方面取得的效果

非常有限。尽管广播管理董事会自己所作的民

调显示,有众多的听众和观众在收听或者收看萨

瓦电台和自由电视台的节目,但民调却没有说明

这些节目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对美国的负

面看法。盖洛普民调、佐戈比民调、马里兰大学

教授施柏黎∀泰尔哈密、夏洛特女王大学教授穆

罕默德 ∀伊尔 ∀纳瓦维等机构和个人所作的民

调却显示,中东许多年轻人确实喜欢萨瓦电台和

自由电视台的音乐和其他娱乐节目, 但这并不能

改变他们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反感。他们常说的

一句话是: !音乐不错, 但政策很烂。#

布什政府在巴以冲突这个中东民众最关心

的核心议题上态度消极,出台的政策也多是口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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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不至;在伊拉克问题上错误地发动了伊拉克

战争, 并在伊拉克重建过程中犯了一系列错误。

所以, 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对美国形象的损害恐

怕在短时间内难以修复。布什政府离任前在解

决巴以问题和伊拉克重建等中东的核心议题上

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萨瓦电台的音乐节目再经

典,自由电视台的娱乐节目再新颖, 恐怕也很难

真正吸引中东民众,进而改变他们对美国的负面

看法。也就是说,中东广播网络肩负的 !缓解中

东民众反美情绪、赢得中东民众对美国的好感 #
等既定目标,要想在短时间内实现恐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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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Broadcasting Effects of

the Bush Adm inistration on theM iddle East

WU Sheng q i

( Co lleg 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Be ijing Fo re ign Stud ies Un iversity, Be ijing 100089, Ch ina)

Abstrac t: In order to a llev ia te the prevalent anti- Am er ican sentim ent and even the hatred of Am er ica in theM idd le East

after 9 /11, the Bush adm in istra tion dec ided to enhance its broadcasting effects on the reg ion. The Bush adm inistration m a in

ta ins that in gene ra,l them ed ia env ironm ents in theM iddle East are un friendly and even hostile towa rds Am er ica, that the in

form ation about Am erica which the peop le in the reg ion rece ive is fa lse and even d istorted, and tha t th is fa lse and distorted in

form ation w illm islead them, from wh ich the irm isunde rstand ing and hatred o fAm erica result. Based on th is log ic, the adm in

istration quick ly initiated Radio Saw a, A lhurra TV, Radio F ree A fghanistan et a l under the fram ew ork o f theM iddle East

Broadcasting Netw ork shortly afte r the 9 /11 event, in order to advocateAm er ican fo re ign po lic ies, to spread Am erican values,

to temper the hostility o f the M idd le E aste rners, and to prom ote the ir favo rability tow ards Am er ica. H ow ever, from var ious

po lls conducted from 2002 to the present tim e, the Am er ican m ed ia effects on theM idd le East are no t very successfu ,l and the

key reason for the resu lt is the strong disconten t of the peop le in the reg ion w ith Am erica s' M iddle East po lic ies.

K ey words: the Bush adm in istra tion; internationa l broadcasting; Rad io Saw a; A lhurraTV; theM iddle East Broadcasting

Ne tw 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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