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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一夫人形象建构与传播的符号学解读

曹 漪那 赵唯 阳

摘 要 ： 人们 一般将第 一夫人理解 为 某 一 国 家或地 区 元 首 或领

导人 的 妻 子 。 作 为 总 统 的 伴侣 ， 第
一 夫人在 某 种 程度 上 可 以 影 响 政

治 、 政策 ， 乃 至整个 国 家 的 历 史 。 良好 的 第
一 夫人形象对于领 导 人

个人形象 乃至 整个 国 家形象 的提 升 都 有 帮 助 。 本文从符 号 学 角 度 出

发 ， 以美 国第
一 夫人形 象 为 研 究 对象 ，

分析其建构 与 传 播 的 策 略 。

笔者认 为 ， 美 国 第
一夫人形象建构 的 内 在逻辑是意指 的 匹 配 与 统 一 ，

具体的传播策略是符号双轴 的并行推进 。

关键词 ： 第
一夫人 媒介形象 意指 双轴

第
一

夫人 ，

一

般意义上来讲 ， 是某一国家或地区元首或领导人

的妻子 。 第
一

夫人不同于
一

般的妻子 ， 她不仅肩负妻子的角色 ， 更

是国家的
“

女主人
”

， 而其女性独特的魅力又成为
一种软实力 。

一个

良好的第一夫人形象对于领导人的执政乃至整个国家形象的提升都

有帮助 。 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 ？ 沃特森 （ＲｏｂｅｒｔＰ．Ｗａｔｓ ｏｎ） 所说 ，

作为总统的伙伴 ， 第
一

夫人影 响 了 政治 、 政策 ， 乃至整个 国家 的

历史 。

？

第
一

夫人这
一

称谓起源于美国 ，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 中逐步在世

界范围 内得到认可 。 对于第
一

夫人的形象塑造与传播 ， 美 国是历史

最悠久 、 经验最丰富的 。 美 国从建国 至今 ， 伴随着总统政治 、 政党

更迭 、 社会经济 、 传媒环境等的变化 ， 其第一夫人形象
一

直在不断

变化 。 尤其是 ２０ 世纪后半叶以来 ， 在传媒技术不断发展 、 网络 以及

移动互联网 日 渐普及的背景下 ，

一

种既精英又亲民 ， 既政治化又生

活娱乐化的多元偶像形象成了第
一夫人这

一符号指征所力 图展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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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 这一形象符号的特质定位既顺应时代变化的需求 ， 也迎合社会公众的

期待 ， 更是美国第
一夫人历史经验的结晶 。 本文试图从符号学 的角度对美国

第一夫人形象建构与传播进行解读 ， 分析其内在逻辑与策略 。

一

、 美国第
一

夫人形象的建构逻辑 ： 意指的匹配与统
一

（
一

） 逻辑起点
——

意指 关 系 的主观组合

意指是指能指联结所指并使之获得意义 的
一个中介项 ， 它在符号系统里

没有具体的存在形式 ， 但存在于现实传播活动的过程之中 ， 存在于传播者和

受播者的互通理解中 ， 存在于非语言学的心理场 。

？ 简单来说 ， 意指就是使能

指与所指结合
一体 ， 成为符号的过程 ， 是一种组合行为 。 举例来说 ， 把

“

第
一夫人

”

这个能指与
“

某
一 国家或地区元首或领导人的配偶

”

这个所指组合

在一起 ， 就产生了
“

第一夫人
”

这个符号 ， 这
一组合过程就叫作

“

意指行为
”

或称
“

意指组合
”

。 意指组合包含
一

个表达平面 （即 能指 ） 和一个内 容平面

（ 即所指 ）
？

， 意指行为就相 当于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 。 西 比奥克就曾 经指出 ，

所有事物表象的背后存有
一

个共同的东西 ： 符号意指关系 。

？

在美国第一夫人形象建构过程 中 ， 意指关系并非是任意的 ， 符号的能指

与所指由人为组合 ， 传播主体 出 于某种特定的 目标而将二者结合在
一

起 。 而

第一夫人形象建构的逻辑起点是传播主体 （政府或第
一夫人团 队等 ） 尝试建

构某种形象 ， 需要某种特定的能指与所指 ； 传播主体在符号系统中创建或搜

寻所需的能指与所指 ， 并通过适合的传播手段逐步将二者结合并绑定 。 意指

关系的设定 ， 主要有两种方式 。

一

方面所指的确定需要能指与其相适应 。 第
一夫人作为总统 的伴侣 ， 自其产生 以来便肩 负着妻子与 国家女主人的责任 ，

这种 固定的所指决定了 每
一

任第
一

夫人都要符合这
一

双重责任要求 。 另一方

面能指的变化带动所指 的转换 。 具体的第一夫人有着不同 的个人特性 ， 在能

指确定的情况下 ， 所指需要与其契合
；

不同 的历史文化环境下 的能指也要求

所指相应变化 ， 以符合时代特征 。 这就解释 了为什么罗莎琳 ？ 卡特被认为是

美国第二次女性主义的意见领袖 ， 而好莱坞出 身的南希 ？ 里根则是时 尚与艺

术的代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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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具体操作——能指与 所指 的合理 匹配

能指与所指的主观意指组合是第
一

夫人形象建构逻辑的起点 ， 而落脚到

具体的操作层面便是要通过能指与所指意指关系的匹配来创造符号价值 。 在

形象建构过程 中 ， 当为
“

第一夫人
”

这
一

词汇赋予相关意义 时 ， 也就将其符

号化了 ， 能指与所指在这
一过程 中结合为

一

体 ， 形成特定的意指关系 。 这种

意指关系建构的成功与否在于其能否产生 出符号价值 。 形象建构 中 的意指关

系是
一种主观的组合 ， 这一组合既要符合特定 的历史文化背景 、 社会环境 、

传媒条件 ， 也要符合作为能指的每
一

特定第
一

夫人的个人特色 ， 兼顾二者并

在此基础上匹配适 当的所指 ， 使之成为
一

种符号体系或符号系统 ， 从而产生

符号价值 。

纵观美国历史 ， 第一夫人形象在不断改变 ， 分别历经 了传统妻子形象 、

早期名人形象 、 独立的个体形象 、 传媒呈现的女性模范形象以及多元化的时

代偶像形象 。 每
一

特定时代的第
一

夫人形象都分别是
一

套符号体系 ， 而每一

种具有标志性的形象特征都可以 理解为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所指 。 为 了传递

出这一特定的所指 ， 就要匹配对应的能指 ， 这种具体的匹配方式恰恰符合意

指组合的配对形式 。 第一 ， 能指匹配所指 。 以
“

二战
”

后的第
一

夫人形象为

例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
一跃成为世界超级大 国 。 在政治上 ， 美苏两大超

级大国对垒 ， 冷战成了 当时的主题 ； 在社会发展上 ， 美国 国 内 的民权运动与

女权运动逐步兴起 ， 弱势群体开 始争取 自 身的权利 ； 在经济上 ， 战后美国的

经济全面发展 ， 在资本主义阵营中 占据全面优势 ； 在传媒业的发展上 ， 报纸 、

电视 、 广播三足鼎立的局面逐步出现 ， 传媒对于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也超

越以往 ， 乃至影响了 国家政治生 活与总统选举 。 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 ， 美国

第一夫人呈现出传媒塑造的女性模范的形象 。

“

女性模范形象
”

作为这一时代

背景产生的所指 ， 对能指设定了
一

定的标准 。 这
一

时代的第一夫人们虽然个

性不同 ， 关注点也不 同 ， 但无不立足个人特点 ， 不断通过媒体塑造 自身的模

范形象 。 如 以艺术见长 的肯尼迪夫人塑造了时 尚女性的模范形象 ， 而尼克松

夫人则将 自身塑造成
一位中产 阶级的家庭主妇 、 母亲 ， 以及 自 由女性的模范

形象 。 第二 ， 所指匹配能指 。 具体的每
一

位第
一

夫人都有个性与特色 ， 这就

意味着不同的第
一

夫人都会促使
“

第
一

夫人
”

这一能指产生新的含义 ， 生发

出合适的所指 。 总的来看 ， 美 国第一夫人形象与功能 由最初单纯的总统伴侣

发展到当今多元化的偶像形象 ， 本身就是所指不断适应能指的结果 。 从个案

的角 度切人 ， 作为美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第
一

夫人 ， 罗斯福夫人在更多

时候扮演的却是作家 、 演说家 、 媒体人的角 色 。 她从不避讳对政治及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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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问题的探讨 ， 对于公众事件和流行文化也有 自 己的见解 ， 她使第一夫人充

分地作为
一

种独立形象而存在 。 在她之后 ，

“

独立女性
”

这
一

所指成为第一夫

人的重要特色之
一

。 在这两种匹配形式以外 ， 公众的喜好与反馈也是符号能

指形式与所指意义不断调整的动 因 ， 尤其是在 网络与新媒体时代 ， 社会民众

的期待成为确定意指关系的重要依据 。

（三 ） 最终 目 标——意指关 系 的稳定统一

第
一夫人形象建构 的最终 目标就是要在特定 的历史社会环境下 ， 促使能

指形式与所指意义的关系达到
一种 自 然稳定的状态 ， 形成二者 的统

一

。 符号

的能指形式多样 ， 而所指又具有内 涵多义性的特点 ， 其关系不易稳定 。 第一

夫人形象建构就是要减少这种不稳定性 ， 形成稳定的意指关系 。 无论是人物

的形象塑造 ， 还是品牌的形象塑造 ， 在这一点上都是
一样的 。

“

乔丹
”

令人联

想到
“

飞人
” “

活力
”

， 香奈儿意味着
“

时尚
” “

品位
”

。 同样 ， 第一夫人形象

建构的宗 旨就是使人们在提起第
一夫人时 ， 脑海 中浮现 出传播者所有意设定

并固定下来 的形象 。

奥巴马夫妇是美 国第
一

任黑人总统夫妇 ， 他们 同时也被称为
“

社交媒体

总统夫妇
”

。 作为第一夫人的米歇尔 ？ 奥 巴马 自其上任以来便保持着很高的 民

众支持率 。
２０ １ ４ 年的盖洛普调查数据显示 ， 米歇尔 自 ２０ ０９ 年担任第

一

夫人以

来 ， 民众支持率
一直高达 ６０％以 上 。

？ 她注重与媒体的关系 ， 尤其是善于通

过社交媒介获得普通 民众的支持 ；
她关注社会事件 ， 在健康 、 医疗 、 教育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她肩负 白宫女主人的职责 ， 主持作为第一夫人的 各

项基本工作 ； 她同 时也是时尚名人 ， 经常 出席娱乐及时 尚活动 。 可以说 ， 米

歇尔 ？ 奥巴马集贤妻 良母 、 慈善领袖 、 时 尚女性等多种形象为
一身 。 而在当

今的社会及传媒大环境下 ， 无论是 出于第
一

夫人的角 色功能要求 ， 还是为满

足社会公众的需求 ， 多元化的偶像形象恰恰是第一夫人及其 团 队所追求的 。

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多义性 ， 多元化意味着全面与丰富 ， 本身就是特点 。 当社

会公众在提起
“

第
一

夫人
”

这
一

能指便 自然而然联想到
“

多元化的正面形象
”

时 ， 意指关系的稳定与统
一便现实 了 。 这也是当今时代第

一

夫人形象塑造所

追求的 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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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美国第
一

夫人形象的传播策略 ： 双轴的并行推进

（

一

） 双轴关 系
——有效传播的基础

作为一种符号 ， 美国第一夫人形象的传播同时也是第一夫人的符号表意

活动 。 任何一种符号表意活动 ， 大到整个社会文化 ， 小至
一

部电影 ， 都离不

开符号的双轴关系 。 所谓双轴关系 ， 是指符号文本的两个展开向 度
——组合

轴和聚合轴 。 符号双轴关系最早的提出 者是索绪尔 。 索绪尔将组合轴称为
“

句段关系
”

， 是
一些符号组合成

一

个有意义的文本的方式 。 相对复杂的聚合

轴被索绪尔称为
“

联想关系
”

， 是
“

凭记忆而组合 的潜藏的系列
”

。 然而 ， 索

绪尔的理解过于心理主义 ， 并未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 。

？ 索绪尔之后的符号学

家将这两个术语改称为组合轴 （ ｓｙｎ
ｔａｇｍａｔ

ｉ
ｃａｘｉ ｓ ） 与聚合轴 （ ｐａ ｒａｄ ｉ ｇｍａｔ ｉｃ

ａｘｉ ｓ ） 。 然而 ， 这
一

概念仍然 比较晦 涩难懂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 雅柯布森在文

章中提到 了 他对这
一

概念的理解 。 他将组合轴称为
“

结合轴
”

（ ａｘｉ ｓｏｆ

ｃｏｍｂ ｉ
ｎａｔ

ｉ
ｏｎ ） ， 其功能 是邻接黏合 ， 将 聚合轴称 为

“

选择 轴
”

（ ａｘ ｉ ｓｏ ｆ

ｓｅ ｌｅｃｔ ｉｏｎ） ， 其功能是比较与选择 。 雅柯布森的观点认为横组合轴的运作方式

类似于转喻 ， 而纵聚合轴 的运作方式类似于 比喻 ， 这二者就是人的思考方式

最基本的二维 ， 也是文化得以维持并延续的二元 。

？

符号文本的双轴关系 ， 是在任何符号表意活动中都必不可少的 。 文章的

选词炼句 、 建筑的设计 、 电影的镜头选取 、 活动的安排 、 会议的布置等都涉

及双轴关系 。 建筑设计中 ， 建筑物的空 间组合关系是组合轴上的运作 ， 而具

体选择出符合某种建筑风格特色的柱子 、 棚顶等则是聚合的结果 。 同样 ， 诗

词歌赋的基本呈现是文字的组合 ， 而为何选择这
一

字而不选择另
一

字这样的

炼字的过程就是聚合 。 人物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 也符合符号的双轴关系 ： 选

择怎样的传播渠道 、 传播何种形象这是组合关系 ， 而具体的传播渠 道 、 具体

的形象起到何种效果则是聚合关系 。 美 国第
一

夫人形象传播过程中组合关系

与聚合关系是缺
一不可的 ，

二者的并进推行是有效传播的保证 。

（
二

） 横组合轴
——

多 元化形 象的呈现

符号的双轴关系在美 国第
一夫人形象传播过程 中无处不在 ， 其中 ， 组合

①赵毅衡 ： 《 刺点 ： 当代诗歌与符号双轴关 系 》 ， 《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 人文社科版 ） 》 ， ２ ０ １ ２ 年

第 １ ０期 。

② 赵毅衡 ： 《两种经典更新与符 号双轴位移 》
， 《文艺研究 》 ， ２ ００７ 年 １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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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

第
一

， 传播 的渠道选择存在横组合关系 。 在传播的过程之中 ， 信道会影

响信息的传播效果 ， 良好的传播渠道可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从信源到信宿过程

中的 噪音 ， 确保传播活动 的有效进行 。 为 了更好地塑造美 国第
一夫人形象 ，

其传播一直以来都采用了 多种渠道 的组合 。 其中 ， 即包括第
一

夫人与他人接

触过程中的人际传播 ， 也有第一夫人在 出席国家活动 、 参加政党会议等过程

中的群体 、 组织传播 ， 以及最为普遍的大众传媒 。 在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过

程 中 ， 所选择的媒介渠道也是多种组合 。 就当前的传媒发展来看 ，
既包括传

统的报纸 、 广播 、 电视 ， 也包括网络与新兴的移动互联网 。

多种传播渠道组合是传播团 队的策略 。 自 肯尼迪夫人担任第一夫人开始 ，

第
一

夫人办公室便增设了媒体秘书 （ｐｒｅｓｓｓｅｃ ｒｅｔａｒｙ ）—职 。

① 肯尼迪夫人 的

继任者 ， 新闻学专业 出 身的约翰逊夫人将这
一职位延续 ， 聘请资深新闻工作

者担任 。 此后历届第
一

夫人都十分重视并不断拓展其功 能 。 时至今 日 ， 美 国

第一夫人有着成熟的媒体团 队 ， 其中既有针对传统媒介的 ， 也有针对新媒体

的 ， 还有专门从事第
一

夫人传播 以及新媒介传播 （ 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 ａｔ ｉｏｎ ） 的工作

人员 ？
， 以确保第

一

夫人形象在各类媒体上全面传播 。 另一方面 ， 这种多种传

播渠道的组合也是现代传播环境的要求 。 在手机等移动互联 网终端盛行的 当

下 ， 信息量海量增加 ， 传播速度 飞速增 长且 留存时 间较短 ， 单一的传播手段

无法适应传播节奏的加快 。 人们对信息的关注耐心有限 ， 传媒争夺的是场景 、

移动设备与智能 ， 只有多种渠道的
“

轰炸
”

才能保证形象传播的有效 。 同时 ，

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对于媒介的选择变得越来越挑剔 、 个性化 ， 使得形象宣

传要有针对性地投放 ， 更要兼顾各类媒介形式 ， 采取多元化的组合方式 ， 以

达到需求的满足 。

第二 ， 第一夫人多元形象在传播中存在横组合关系 。 多元化是当前美国

第一夫人形象内涵的主要特征 。 依据美国学者的经验总结 、 媒介的报道划分 ，

以及第一夫人 自身的角色功能定位 ， 可 以将现代第
一夫人的多元化理解为 四

种形象 ： （ １ ） 总统伴侣 与国 家女主人形象 ， 包括贤妻良母的形象 ， 白宫管理

者的形象 ， 以及国家社交活动女主人的形象等 ；
（ ２ ） 偶像与名人形象 ， 将第

一夫人看成公众人物 的
一

种 ， 担任时尚偶像以及社交 、 仪式 的典范 ， 成为女

性的标杆
；

（ ３ ） 公共事务的领袖 ， 第
一

夫人担任慈善事业提倡者 、 妇女儿童

①Ｒ？Ｐ ．Ｗ ａ ｔｓｏｎ ，
＆？ Ａ＊ Ｊ ．Ｅｋｓ

ｔ
ｅ ｒｏｗｉｃｚ（ ｅｄｓ

．
） ， ＴＴｉｅＣｏｍｐ ａｍｏ Ｔｉ０ ７２

Ｆ ｉｒ ｓ
ｔ
Ｌａｄ ｉｅ ｓ ．Ｃｏ ｌ ｕｍｂｉａ ：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ｙ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ａｒｏ ｌ
ｉｎａ Ｐｒｅｓ ｓ ， ２０ ０６ ，ｐ

．１ １ １ ．

②ＲＰ ．
Ｗａ ｔｓｏｎ ， Ｌａ ｗｒａＢｗｓ ／ｉＴｈ ｅＲｅｐｏ ｒｔｔｏＴｈｅＦｉ ｒｓ ｔＬａｄｙ ．ＮｅｗＹｏ ｒｋ ：ＮｏｖａＨ ｉ ｓｔｏｒｙ

Ｐｕｂｌ ｉｃ ａｔｉ ｏｎ 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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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的保证者 、 弱势群体关注者 、 生活健康倡导者等 ， 在人权 、 种族 、 教育

医疗等公共事业方面起到意见领袖作用 ； （ ４ ） 政治形象 ， 其中既包括国内 的

政治形象 ， 如政策的支持者 ， 总统选举的伙伴 ， 政党 、 总统的支持促进者 ，

等等 ， 也包括对外的政治形象 ， 起到外交官 的作用 。 这 四种形象共同构成了

第
一

夫人形象多元化的 内涵 ， 而多种形象的组合也确保 了第
一

夫人形象的完

整性与生动性 。

以 ２０ １ ２ 年美 国 《纽约时报 》 对时任美国第
一

夫人米歇尔 ？ 奥巴马的报道

为例 。 ２ ０ １ ２ 年以米歇尔 ？ 奥巴马为主题的新闻报道共有 ５９ 篇 ， 这些报道所反

应的奥巴马夫人的形象全部是多元的 ， 而不是单
一

的某
一角色 。 其中有超过

半数报道具有明显的形象组合关系 ， 这种组合关系或是并列 （两种或多种形

象地位平行 ） ， 或是包含 （以
一种形象为主体 ， 其他形象为辅助 ） ， 或是因果

（其他形象基于某种形象的 功能而产生 ） 。 第
一

夫人作为
一名公众人物在参与

活动 、 展现 自身形象意义的过程中是动态的 、 鲜活的 。 单一的形象很难立足 ，

也很难在公众心 目 中扎根 ， 多元形象的组合传播才能保证第
一

夫人符号意义

的稳定。

（三 ） 纵聚合轴——形 象背后的 隐藏属性

在第一夫人的形象传播过程中 ， 多元渠道和多元形象的组合传播扩大了

第
一

夫人的形象传播的广度 ， 使其在当今社会得到更多的传播与更高的知名

度 。 而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 使第一夫人在社会公众中树立更为理性化

也更为深刻的形象 ， 却要依靠聚合轴上的传播 。

聚合轴是 由符号文本 的每个成分背后所有可 比较从而有可 能被选择的各

种成分组成的 。

？ 与组合轴的呈现方式不同 ， 聚合轴上的可选择因素是作为隐

藏成分而存在的 。 其中 ，
既包括符号传播者在传递过程 中所作的选择 ， 也包

括符号解释者在理解过程 中所作的选择 。 唐代诗人贾岛 《题李凝幽居 》 的
“

鸟宿池边树 ， 僧敲月 下门
”

这一句诗呈现给人们 的是符号的组合关系 ， 而令

贾岛纠结的
“

推
” “

敲
”

二字的选择 ， 便是一个符号聚合的过程 。 第一夫人形

象的传播过程也如此 ， 最终呈现给观众的是符号的组合 ， 但为何选择某种渠

道 ， 为何传播这
一种形象而不传播另

一

种形象 ， 就是符号的聚合 。

第
一

夫人形象传播 的聚合关系亦体现在传播的媒介渠道和形象本体这两

个视角 中 。 ２０ １ ２ 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 ， 为了帮 助贝拉克 ？ 奥 巴 马连任总统 ，

① 赵毅衡 ： 《刺点 ： 当代 诗歌与符号双轴关系 》 ， 《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
， ２ ０ １ ２ 年

第 １ ０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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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第
一

夫人的米歇尔 ？ 奥 巴马在各种合适的场合为 自 己 的丈夫拉票 ， 并积

极参与民主党内活动以及与竞选相关的政治活动 。 美国 白 宫 的官方网站 白宫

网上推出了大量有关奥 巴马夫人参与选举活动 的新闻 ， 其中包括米歇尔在美

国 民主党全国大会的新闻 ， 米歇尔陪同奥巴 马到各州进行动员的新闻 ，
以及

每次活动的全部讲话稿 。 同样是对第
一

夫人参与竞选活动 的报道 ， 《纽约时

报 》 并未像白宫网
一

样对总统及第
一

夫人的每次竞选活动都事无巨 细地报道 ，

而是进行选择性的报道 。 在报道的角度上也大不相 同 ， 有从第
一

夫人参加活

动本身切人的 ， 还有从活动所提 出的议题切人的 ， 也有从第
一

夫人的服饰及

外形切入的 ， 等等 。 这体现 出了 不 同媒体在新闻选择上角 度的不同 。 白宫网

作为政府官方媒体 ， 更多充 当政府的喉舌 ， 其新闻 以总统及第
一夫人为核心

展开 ， 且形式单调 、 内容严肃 ； 《纽约时报 》 保持其一贯的大报特色 ， 以新闻

性为主 ， 在内容选取与报道方式上角度更加新颖 。 二者的选择便是符号的 聚

合 ， 呈现出 了第
一

夫人形象的不同侧面 。

不仅传播渠道存在聚合关系 ， 在第
一

夫人的多元化形象方面 ， 聚合关系

表现得更为明显 。 当第
一

夫人 出现在公众视野之时 ， 社会公众所看到 的是第
一

夫人所呈现出 的某些形象组合 ， 这一点体现 的是组合关系 。 而至于缘何在

这
一

场合选择这样的
一

个或几个形象组合出 现 ， 则体现了聚合关系 。 ２０１ ４ 年 ，

应 中国习 总书记夫人彭丽媛邀请 ， 美 国第
一

夫人米歇尔 ？ 奥 巴马赴中国访问 。

为期 ７ 天的访问 ， 内容并不涉及内政 ， 而将重点放在教育合作与青年交流上 。

在访问的过程 中 ， 双方作为公众名人 、 公共事务领袖 ， 展现 出 了在外交方面

的软性作用 。 此次访问过程之所 以呈现这样的议题 ， 呈现这样几种形象 ， 是

经过精心选择的 ， 否则达不到预设的 目 的 。 不仅呈现出 的 多种形象存在聚合

关系 ， 即便是
一

种形象 ， 其呈现也是经过精心设计与选择的 。 以米歇尔作为

社会公共事务领袖为例 ， 米歇尔在任期上主要关注儿童健康 问题 ， 推 出 了
“

Ｌｅｔ

’

ｓＭｏｖｅ
”

项 目
；
关注女童教育问题 ， 推 出 了

“

Ｌｅ ｔＧ ｉｒ ｌｓＬｅａｍ
”

项 目
；

同时奥 巴马总统夫妇还十分关注老兵及其家属 的待遇 问题 。 这几项公共事务

是立足于美国社会具体情况所作出 的选择 ， 这些选择共同塑造 了米歇尔在公

共事务 中的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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