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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之间”的中国:

1949 － 2016 年邮票上的国家形象变迁
*

■ 杨 柳 董天策

【内容摘要】 1949 至 2016 年间中国大陆邮票上的国家形象变迁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传播命题。研究发

现，这 68 年间共 261 套样本邮票中中国的国家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再现为 “革命的中国”
( 1949—1976) 、“探索的中国” ( 1977—1992) 、“现代化的中国” ( 1993—2007) 直到“负责任的大

国” ( 2008—2016) 。在这个变迁过程中，中国逐渐从一个反压迫的弱国发展成一个竞争者，从一个强

化意识形态与个人崇拜的封闭国家转变为一个世界事务的参与者; 邮票对中国红色政治形象的建构逐

渐降调，对经济与人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则逐渐强化; 国家形象建构的焦点由家长式的“集权”逐渐转

换为共治式的“新威权”模式。
【关键词】 文化研究; 中国邮票; 国家形象; 历史变迁

一、引言

中国近代邮政创办于 19 世纪后期，其后几经变

革。作为邮资凭证的邮票虽小，但其符号化程度较高，

能折射出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总体发展状况，因而被

誉为“国家名片”，是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之一。①

在这一个多世纪中，伴随着社会文化及科学技术的进

步，中国邮票也在不断改变着它的面貌。如今，邮票已

不仅仅用于日常的邮政往来，在传播文化方面也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它是这个国家社会文化交流的重要标

志，也是这个国家的历史政治、科技经济、文学艺术等

各方面的综合展示。②邮票作为一种载体，能将重大历

史事件高度凝结在方寸之间。如果将中国各个时期的

邮票汇集起来就是近现代史的缩影。③因此，对邮票进

行解读，可以揭示邮票设计及构建国家形象的规律，以

期彰显邮票的时代价值，对展现中国形象有独特的作

用，进而探索中国的国家形象表达与传播的新路径。④

唯其如此，邮票吸引着一批传播学者研究这方寸

之间国家形象的呈现。在现有研究中，大多比较倾向

于分析建国之后到文革时期邮票上的国家形象。这与

文革时期邮票所承载的宣传使命较为相关，它呈现出

那个“红色海洋”中的岁月。当时的宣传主要是由毛

泽东语录、最高指示、革命口号和毛泽东肖像综合构

成。特别是领袖肖像，在一定意义上可作为国家象征，

根据国家、社会和民众的需要出现在各种传媒之中。⑤

此外，也有学者研究中国民族题材邮票上 56 个民族的

形象呈 现⑥，或 分 析 军 事 题 材 邮 票 上 人 民 军 队 的 风

貌⑦，或探讨邮票与崛起的中国之间的形象关联，揭示

中国的信心、力量与民族精神。⑧

在这些研究之中，多数作者只选取某个时间段或

某种特定类型的邮票做切片分析，缺少国家形象在该

类图像中的历时性呈现。即使是基于其他研究文本的

分析，如新闻文本的研究，历时性的国家形象分析也较

少，反而是境外学者所做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本文

希望经由框架分析来弥补这一缺陷，通过对 1949 －
2016 年邮票的分析来描述中国国家形象的变迁。

二、框架理论

Goffman 被誉为框架分析理论的创始人，他认为框

架可以帮助人们“定位、感知、识别和标注”。换言之，

框架是引领人们感知和再现现实的基本认知结构。⑨

早期学者认为框架不是有意识建构的，而是在传播过

程中无意识地被采用的。⑩而 Entman 和 Ｒojecki 则视框

架为人为创造的并被积极采用的东西，瑏瑡“框架就是选

择感知到的现实中的一部分，并使它们在沟通的语境

中更显著，由此来定义问题、解释原因、作道德评判并

继而提出解决方法”瑏瑢。
框架分析不同于传统的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它不

认为文本仅仅是心理刺激物，可以客观地发掘其意义。
相反，框架分析认为文本包含了有机组合的符号工具，

这些工具可以和读者的记忆互动，进而建构意义。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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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学者潘忠党 瑏瑤回顾了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多位学者的研究，总结出框架理论的基本观点:

一是，意义在传播或交往的过程中得到建构; 二是，传

播是使用表达载体的社会行动，构成一个社会的符号

生产领域; 三是，它发生在由物质生产构成的实体场

域; 四是，受到规范该场域的公共利益原则以及政治与

经济逻辑之间的张力制约; 五是，位处特定历史、经济

和政治坐标点的社会个体或团体达成其特定理解或意

义所遵循的认知和话语的组织原则，就是他们的“框

架”。瑏瑥

台湾学者臧国仁将框架分为三个层次，高层次框

架是对某事件主题主旨的界定，代表抽象意旨。在各

种真实的内在结构( 或名词的框架) 中，均有高层次

( macrostructure) 的意义。瑏瑦它往往是对某一事件主题

的界定，即 Goffman 所提到的“是什么的问题( what is it
that＇s going here) ”瑏瑧。在新闻报道中，高层次的意义经

常以一些特定形式出现，如标题、导语。Van Dijk 也曾

提及，任何语言的文本结构均有主题形式( theme) ，即

命题( proposition) 所组成。瑏瑨命题是文章的抽象意旨，它

因为比较抽象而较易回忆。中层次框架包括重大事

件、历史事件、事件的结果、影响及评估等，是实证导向

的。瑏瑩其中，重大事件，历史事件，事件的结果、影响属

于事件发生前后的时间变量，而归因与评估则是事件

的缘由与评断。所谓“事件”，指故事的主要内容，包

括人物、情节、动作等。低层次结构则主要涉及语言及

符号的展现，包括修辞风格，是操作或指示层面的。瑐瑠

本研究主要基于臧国仁的框架定义，从低层次框

架( 邮票上可观察到的指标、标语、图像中出现的意

象) 到中层次框架( 事件: 经济、国内政治、国际政治、
军事、文化、体育、社会、科技事件) 所表达的意义，再到

高层次框架( 国家形象的变迁) ，层层递进，进而得出

中国国家形象动态变迁的历史进程。

三、国家形象

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国家形象是“某个国家

在历史、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宗教各方面的正面或

负面的展示”瑐瑡。Kunczik 指出，它不仅可以有助于获

得国内政治上的支持，也可以扩大一个国家的国际影

响力。国家形象是“一个人对一个特定国家的认知，这

样的认知告诉他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是什么样的”瑐瑢。
换句话说，“国家形象其实是一个国家的刻板印象，即

一个国家或其人民的广义的、抽象的档案”瑐瑣。一般认

为，一个国家的形象是主观的和不断变化的，而不是客

观的和固定的。即便对同一个国家，不同的人也可能

持有不同的看法。瑐瑤

现有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媒体

新闻报道的分析。传播学者“相信大众媒体在塑造和

传播国家形象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瑐瑥，并且，“对

于大多数人来说，媒体是他们了解外 界 最 重 要 的 管

道”瑐瑦。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明，媒体如何描述一个国

家会影响其国家形象。瑐瑧研究还显示，有偏见或是不公

正的报道可能会导致外国民众对某个国家产生负面印

象，造成“严重的歪曲和误解”瑐瑨。
在前人的研究中，历时性的中国形象研究并不多

见。即使有，也多为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前人的

研究中可以概括出一些有关中国的新闻框架。在《中

国的报道: 对〈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的研究》一

文中，Peng 发现两份报纸中都出现了如下三种中国框

架: 政治 框 架 ( 反 映 一 个 国 家 的 政 治 议 程 及 对 外 政

策) ，意识形态框架( 反映一个国家占主流的意识形

态) 和经济框架( 强调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其

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 。瑐瑩Wu 在她的文章《中国爱滋

病现状的报道框架: 对中美两国通讯社有关中国爱滋

病新闻的比较》中总结了美联社采用的另外三个反中

国政府的框架: 不诚信 /压迫框架、侵犯人权框架和无

能框架。瑑瑠即使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迁，西方媒体

呈现出的中国形象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如 Peng 的

研究将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美国媒体中

的国家形象变迁归为以下四类瑑瑡 :

1. 红色中国( 1949—1979) : 意识形态有偏见的图像

2. 绿色中国( 1979—1989) : 充满希望的图像

3. 黑暗中国 ( 1989—1992 ) : 残酷和严重损坏的

图像

4. 灰色中国 ( 1992—2004) : 复杂的和不可预知的

图像

由于现有研究的这些缺陷，本文尝试以中国国家

形象塑造的视角，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分析中国

国家形象的变迁历程。基于上述文献回顾，本研究提

出以下研究问题:

1. 邮票上的中国国家形象框架是否随着时代的

变化而变迁? 如果有变迁，其趋势是什么?

2. 低层次、中层次和高层次框架的提取与聚合的

方式如何?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新中国成立后 1949—2016 年的《新中国

邮票目录》为抽样框( 共有 1720 套邮票) ，以每一套邮票

为分析单位，抽取含有国内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体育、社会、科技这八类主题的 261 套邮票。

在研究 方 法 上，作 者 结 合 使 用 质 化 的 话 语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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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ourse analysis) 和量化的内容分析 ( content analy-
sis) 两种研究方法，其中量化研究部分由两位编码员

分别编码完成。
1. 低层次框架的提取

本文对每一套邮票的图画和文本进行话语分析，

包括对邮票发行的时间、涉及的事件、人物动作、表情

等变量进行考量。属于显性分析的包括每套邮票有几

枚、日期、主要历史事件、有无设计标志性的符号、颜色

和口号等，属于隐性编码的有态度立场、图片场景的含

义、艺术风格等。依照臧国仁定义的低层次结构、中层

次结构和高层次结构，作者将话语分析主要用于对低

层次结构的研究。本文按照图片与文字列出它们语义

指向的显著元素，如比喻、符号、标语、视觉象征以及论

证手段，来判断每枚邮票蕴含的基本语义。在这一步

骤，每套邮票均按照如下八个事件领域进行分析，分别

是: 国内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育、社会、
科技。通过研究这 261 套邮票的图像、文本符号及其

内涵，我们可以知道在不同阶段中国国家形象在哪些

方面产生了哪些符号上和语义上的变化。每一类事件

均按照以下四类方式进行质化分析，见表 1。

表 1 低层次框架提取的要素

场景
事件发生在何处: 城市、乡村、天安门; 场景是否有官方
给予的额外权利: 如天安门、战争纪念馆、红色圣地; 是
否有重要道具，如历史文件、照片、图像数据。

人物 角色特征，如英雄、恶棍、忠奸等正反角色。

行动

事件中的活动、剧情张力、意识形态与动机; 哪些行动包
含了英雄、坏人、配角的协助; 中立者 /敌人表现出什么
样的行动; 哪个人的行动会被制裁 /赞美 /检查; 此剧情
在历史中的地位? 行动是否有历史性的重要内涵? 哪
一种情绪主宰了戏剧? 恨 /同情 /愤怒 /认命 /爱。

合理化
机制

可使语义正常化，让人信服的效果信息; 如道德、纲领、
第三世界等权利，或战争、分裂等当下的急迫危机。

如发行于 1966 年名为《毛主席万岁》的邮票，其事

件背景为: 1966 年 8 月 1 日至 12 日，在北京召开中国

共产党第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同年，毛泽

东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上作批注: “危害革命

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随之，红卫兵运动开始迅速遍及全国。1966 年 8 月 18
日，百万群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

命”大会。毛泽东先后在 1966 年 8 月 8 日、8 月 31 日、
9 月 15 日、10 月 1 日、10 月 18 日、11 月 3 日、11 月 10
日、11 月 25 日至 26 日，共 8 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

全国各地的 1300 万群众和红卫兵。
整套邮票具有浓烈的宣传色彩，突出了毛泽东的

形象和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关心和期望，林彪以副主席、
副统帅的身份和毛泽东在一起。后 4 枚边上都印有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

主席万岁”的字样。
在《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一枚中，毛

泽东身穿军装，头戴军帽，满脸微笑。胸佩毛泽东像

章、高举毛泽东著作的中国、越南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

民在前进中。其场景为红旗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人物

为中国和越南等国的人民。行动为拥护毛泽东思想并

紧密团结在他的周围，其合理化机制为“无产阶级”，

这是一个团结且具有革命性的阶级。
2. 中层次和高层次结构框架的提取

作者在低层次结构话语分析所得的素材之基础上

提炼出 8 个子框架，分别为“面对挑战”“团结一致”
“开放与合作”“调整与转型”“有所作为”“深化改革”
“引领国际事务”与“发展民生经济”。

之后作者进行中层次结构子框架的因子分析，共

提炼出“革命的中国”( 1949 ～ 1978) 、“探索的中国”
( 1979 ～ 1992) 、“现代化的中国”( 1993 ～ 2008 ) 和“负

责任的大国”( 2009 ～ 2016) 四个中层框架。
最后，作者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之上，结合所处的社

会事件以及政治经济背景，进一步抽象出每一类框架

的主旨含义，完成高层次界定框架的提取分析，进而追

踪并阐释框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演变。本研究抽取

到的两个高层次界定框架分别为: “抗争 － 竞争”和

“集权 － 新威权”，见表 2。

表 2 低 /中 /高层次的框架列表

高层次结构 界定框架
Frame A. 抗争 － 竞争
Frame B. 集权 － 新威权

中层次结构

革命的中国

探索的中国

现代化的中国

负责任的大国

Frame C. 面对挑战
Frame D. 团结一致

Frame E. 开放合作
Frame F. 调整转型

Frame G. 有所作为
Frame H. 深化改革

Frame I. 引领国际事务
Frame J. 发展民生经济

低层次结构 中国形象的图画建构 中国形象的文本叙述

在“革命的中国”这一框架中，“面对挑战”主要关

注严防境外势力渗透的一种紧绷的战斗状态。“团结

一致”则是国家对国人革命意识的构建式宣传。
在“探索的中国”这一框架中，“开放合作”强调改

革开放以及外部的体制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调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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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则强调国内对体制改革的推动力量。
在“发展的中国”这一框架中，“有所作为”指在国

际上需要参与一定的事务，但更多的是需要韬光养晦。
在国内则是要努力“深化改革”，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
在“负责任的大国”这一框架中，中国展示出自信

的一面，在国际上“引领国际事务”，在国内继续“发展

民生与经济”。
在界定框架中，“抗争 － 竞争”的定义是: 在新中

国成立初期，国家还处于反压迫的抗争状态，是一个需

要奋起斗争的被压迫者的形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

政治、经济改革的逐渐深入，中国展示出的形象是可与

世界其他大国同列的国际事务参与者与竞争者，是世

界多极化中重要的一极。“集权 － 新威权”的定义则

是中国内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轨迹。从最

初的个人崇拜到共治式的新权威模式，即中央权力逐

级下放，但是保持着对国家政策及方向的整体控制。
同时，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水平显著

改变。
在编码过程中，0 为“未识别出框架”; 1 为“部分

识别出的框架”，如文中有所提及或暗示; 2 为“完全

识别出的框架”，如出现在邮票名称、口号或图画中

的标志性符号等。在高层次结构中，框 架 信 息 不 能

直接从图画或字面中提取，可以从宏观上的性质进

行分类; 在中层次结构中，所有框架意义均可从图片

或文字中的内容进行提取，如“革命的中国”这一框

架即是考量图片和文字信息中有没有涉及到“团结

一致”“迎接外部挑战”，没有提及不得分，提及“帝国

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即 Frame C 得分，提及“亚非拉人

民一起奋斗”“紧紧围绕在毛主席 周 围”即 Frame D
得分。共有两位编码员参与了框架 的 提 取，研 究 者

首先从样本中随机选取 10 套邮票用于编码员间的信

度培 训 与 测 试。经 过 两 次 培 训 与 检 测，编 码 员 的

Krippendorff’s Alpha 信度值达到了 0. 82。在确定了

满意的信度值之后，两位编码员完成了所有样本 261
套邮票中国国家形象框架的提取。笔 者 认 为，这 种

结合话语分析法与框架分析法开展研究的方式，有

利于寻找出框架设置背后的逻辑与原因。

四、结果分析

1. 描述性分析

在所有样本 261 套邮票中，发布于 1949—1978 年

间的共有 104 套( 39. 8% ) ，1979—1992 年间的有 65 套

( 24. 9% ) ，1993—2008 年 间 的 共 66 套 ( 25. 3% ) ，

2009—2016 年间的共有 26 套( 9. 7% ) ，见表 3。

表 3 邮票在各年代中的频率分布与百分比

年代 频率 百分比

1949—1978 104 39. 8
1979—1992 65 24. 9
1993—2008 66 25. 3
2009—2016 26 9. 7

总计 261 100

本研究的中层框架部分是通过量化框架的测量获

取的，从表 4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出现较多的中层框架

为“面对挑战”与“团结一致”，较少的为“引领国际事

务”与“发展民生经济”，其余各中层框架的分布则较为

接近。

表 4 各中层框架的频率、百分比、平均数与标准偏差

频率 百分比 平均数 标准偏差

面对挑战 101 38. 7 0. 65 0. 87
团结一致 115 44. 1 0. 74 0. 89
开放合作 60 22. 9 0. 39 0. 74
调整转型 63 24. 1 0. 39 0. 72
有所作为 66 25. 2 0. 43 0. 77
深化改革 69 28. 0 0. 47 0. 80

参与国际事务 34 13. 0 0. 21 0. 58
发展民生经济 28 10. 8 0. 18 0. 55

为了能够进一步看出每个中层子框架在各个不同

时期的分布状态，本文进行了交叉表格的分析，见表

5。数据显 示，“面 对 挑 战”与“团 结 一 致”在 1949—
1978 年之间出现得最为频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

类中层子框架大量减少，至 2016 年则极少出现。“开

放合作”与“调整转型”则主要出现 1979—1992 年之

间。随着文革的结束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邮票上

代表中国的形象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如领袖个人的

形象开始减少，也逐渐少了与“敌人”的对抗，科技、教
育、国际经济的合作则随之增加。1993—2008 年之间

的中层框架以“有所作为”和“深化改革”为主。在这

期间，邮票上呈现出国家参与国际大型事件的情形，如

奥运会、WTO 世贸组织等，并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与

步伐。深圳等经济特区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香港也

在这期间以“一国两制”的形式回归祖国，邓小平作为

中国社会发展总工程师的形象逐渐呈现。这两个框架

在 2009—2016 年期间有所减少，但是仍然占很大比

重。2009—2016 年间的两个主要形象框架分别为“引

领国际事务”与“发展民生经济”。在这期间，中国逐

步提出并开展“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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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一带一路”倡议开始进入国际视野，中国开始

以一种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形象来展示自身的价值，同

时继续经济特区发展，推进中国的经济与世界其他各

国之间的互动，改善民生。
2. 因子分析

为了进一步判断中国国家形象的变化趋势，作者

将 8 个子框架进行因子分析，成功生成 4 个因子，见表

6。结果显示，子框架“面对挑战”与“团结一致”形成

第一个因子“革命的中国”; 子框架“开放合作”与“调

整转型”形成第二个因子“探索的中国”; 子框架“有所

作为”与“深化改革”形成第三个因子“现代 化 的 中

国”; 子框架“引领国际事务”与“发展民生经济”形成

第四个因子“负责任的大国”。这四个因子也可被称

为上文所提到的四个中层次框架。可见邮票上的中国

形象存在着变化的趋势。

表 5 中层框架与年代的交叉表格分析

框架名称 1949 － 1978 1979 － 1992 1993 － 2008 2009 － 2016

面对挑战 88 8 3 2

团结一致 100 10 3 2

开放合作 0 37 2 2

调整转型 0 34 2 1

有所作为 0 2 42 3

深化改革 0 3 47 3

引领国际事务 0 0 14 20

发展民生经济 0 0 7 22

表 6 中层框架的因子分析

主框架名称 子框架名称 系数

革命的中国

探索的中国

现代化的中国

负责任的大国

面对挑战 － 0. 913
团结一致 － 0. 893
开放合作 － 0. 923
调整转型 － 0. 919
有所作为 0. 673
深化改革 0. 670

引领国际事务 0. 797
发展民生经济 0. 762

3. K-mean 值聚类分析

为了便于对高层次框架进行深入分析，以及探讨

中国对内和对外所展示出的国家形象随年代所呈现的

变迁，本研究对中层次框架进行了 K-mean 值聚类分

析。如表 7 所示，对外的形象框架“面对挑战”“开放

合作”“有所作为”和“引领国际事务”最终被分为了两

类，其中丛集 1 的“面对挑战”程度最强，其次为“开放

合作”，其余两个框架则较弱。而丛集 2 的“有所作

为”与“引领国际事务”则较强。可以看出，随着时代

的变迁，中国对外的形象呈现出一种“抗争 － 竞争”的

变化。面对国际事务不再是非黑即白的抵抗而是积极

参与，推进世界的多极化发展。
与对外国家形象框架类似，对内的国家形象框架

也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可由表 8 中的两

类丛集的强度变化中看出来。数据显示，丛集 1“团结

一致”曾高强度地出现在国家形象建设之中，“调整转

型”紧随其后。这两个框架分别为 1949—1978、1979—
1992 期间频繁出现的子框架。在丛集 2 中，“深化改

革”与“发展民生经济”则是两个强度较高的框架，而

“团结一致”与“调整转型”则非常弱。可见，随着时代

的推进，国家在国内事务中的形象呈现出一种“集权 －
新威权”式的变化，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集权式模式

逐渐被体制改革、关注民生与经济所取代。现阶段，国

家依然主导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但是逐渐将权力

下放，价值观逐渐实现多元。学者于建嵘曾提到，这是

一种共治式新威权的模式。瑑瑢

表 7 对外国家形象框架的聚类丛集与聚类观察值

丛集

1 2

面对挑战 0. 92 0. 00

开放合作 0. 52 0. 09

有所作为 0. 02 1. 39

引领国际事务 0. 03 0. 65

聚类观察值数目 180 77

表 8 对内国家形象框架的聚类丛集与聚类观察值

丛集

1 2

团结一致 1. 11 0. 00

调整转型 0. 53 0. 12

深化改革 0. 04 1. 36

发展民生经济 0. 00 0. 56

聚类观察值数目 171 86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采用框架理论分析了 68 年间中国邮票上

的国家形象的变 迁。研 究 发 现，在 1949—2016 年 之

间，随着中国国力和国家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呈现

出来的形象也越来越国际化。政治和经济始终是中国

形象宣传的主要领域。随着时间的演进，邮票上中国

形象的宣传也逐步涉及到科技、环境、文化、民族、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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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国际交流和体育等方面。
本研究分析了低、中、高三个层次的国家形象，因

此可以说是一次纯粹以中国视角来审视国家形象变迁

的尝试，其意义显然不同于从西方研究者的视角来解

读。邮票上的中国，从一个奋进的弱国逐步发展成一

个有竞争力的国家，越来越多地展示出中国的自信与

力量。
本研究还检视了 1949 年至 2016 年间影响中国的

重大事件，并用话语分析的方式探讨了这些事件对国

家形象建设的影响。其中较为重要的几类事件为建

国、文革、改革开放、加入 WTO、深圳等特区的建设、港
澳回归祖国、奥运会 /世博会的举办以及“一带一路”
倡议等。

本研究对于国家形象的研究在方法上取得了重要

的突破。以往框架研究或使用单一的量化研究，或单

一的质化研究，本研究结合质化的话语分析与量化的

内容分析，以邮票所展示的事件、场所、人物以及合理

化机制来探讨中国国家形象在“方寸之间”的变迁。
因此，本研究对国家形象研究和框架分析的研究均做

出了建设性的贡献。
以往有关国家形象的研究，大多采用两分法( 正

面和负面) 或三分法( 正面、中性和负面) ，或将国家

形象的报道依主题分类。本研究突破了上述的研究

局限，采用更具理论性的多元通用框架，并对框架的

解读作了细致的编码，从而拓展了这一研究领域中

框架分析的广度和深度，并具有较强的客观性、系统

性和可操作性。作者认为，这套框架 和 编 码 不 仅 适

合分析中国邮票上的国家形象，还可广泛适用于分

析其他国家的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也可以将其扩

展到除图像之外的分析领域，如媒体对自己国家的

形象构建，以及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形象在

各类媒体中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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