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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神话”--认清其文化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Time]    来源：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何群 

  有不少人认为，现在国际上甚嚣尘上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美国化”。而以平装本畅销小说和好莱坞

电影所象征的大众文化在全球的全方位兴起，则是国际文化领域“美国化”的典型标志。也就是说，美国大众文化对

世界文化市场的大举侵占，就是“美国”大国意识形态在全球的扩散与渗透。而这种扩散与渗透，用新马克思学派的

话来说，正在催生另一种形态的帝国体制。它不是以军事强制为杠杆，没有鲜血和暴力，而是一种通过资本、信息

和市场来冲击国家主权，促使国家和领土的界限再度淡化的新的帝国主义。这种观点虽然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与

反对，其国家弱化与消亡论也不免有些危言耸听，但美国大众文化在全球已经构成了一种“神话”，形成了一道醒目

的“文化帝国主义”景观，却是得到了东、西方诸多理论家关注与认同的一个国际文化现实问题。  

  美国大众文化的创作事实也是如此。在世界电影市场上横扫一切的好莱坞电影，表面上来看，是关于人类一系

列普遍价值观念的倾情诉求，但掩盖在表层语义之下的，是其一整套关于美国神话的完整叙述。我们很难忘记，当

年以约翰·福特为首的大导演，通过对傲立于西部荒野的牛仔形象的塑造，把西部片提高到A级片的档位，从而形成

了绵延不绝的美国历史和英雄的神话；而以弗兰克·卡普拉的《一夜风流》为开端的闹剧片系列，则通过一对来自不

同社会阶层的魅力四射的恋人的爱情叙述，将美国电影从地密尔的古典浮华转向对美国普通人生活的叙述，从而开

始为公众编织关于美国民主国家的梦想；歌舞片《雨中曲》、《出水芙蓉》及著名童星邓波儿主演的诸多影片里的

那些金童玉女，和美轮美奂的盛大歌舞场面组合在一起，把美国描述成了一个歌舞升平、浪漫迷人的乌托邦式的梦

幻世界；《外星人》、《独立日》等科幻片里那种以千篇一律的美国英雄拯救人类于危难的主题叙述，更是对美国

的大国意识形态和沙文主义的神话隐喻；生活伦理片《克莱默夫妇》、《为戴茜小姐开车》等，通过对平民英雄的

情感的挖掘和对其渴望的满足，对美国社会的现实矛盾进行了缝合，从而将美国人民的生活完全理想化了；还有强

盗片、黑帮片《小凯撒》、《教父》中渲染的那种由对个人主义和法律秩序的双重承认所导致的美国式的英雄主义

等等。这些美国大众文本的存在，显然无一不在证明，好莱坞的确营造了一个富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美国神话”的梦

幻世界。  

  美国大众文化所缔造的“美国”神话，随着其在全球文化市场上的反复上演、经久熏陶，势必会在许多国家的大

众心目中，不同程度地形成对于美国文化标准与价值观念的认同与沉迷。媒体曾报道过一则新闻，说的是在美军炮

火下，一个巴格达青年流连于街头音像店中，目的只是为了买到一张最新好莱坞电影的碟片。这则新闻中的青年，

显然就是全球许许多多深受美国大众文化影响、进而沉醉其“神话”世界的“美国迷”中的一个。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

究中心主任尹鸿教授说，“以前从来没有过一个特定文化类型的同步化，充斥全球到了这样的程度和广度”，从某种

意义上说，“好莱坞已经征服了世界”，“我们正在变成一个好莱坞星球！”这种惊叹，可以说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

想法和情绪。而正是在这种想法和情绪的驱动下，世界各地都曾有过类似的抵抗美国大众文化的壮举。如韩国导演

林汉泽剃成光头在汉城美国使馆前示威抗议，法国著名演员阿兰·德龙在巴黎协和广场当众焚烧好莱坞电影拷贝，以

及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针对美国电影所采取的文化保护主义政策等等。这种看似文化上的较量，实质上是不同

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意识形态对美国意识形态强权的抵制与斗争。  

  美国大众文化所造就的“美国”神话强势，的确已对其他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构成了威胁与影响。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大众文化就是一匹来势汹汹的狼，在无法将其打倒的情况下只能拒之于门外。事实上，在现

代信息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拒之门外只能是暂时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行与合理的策略，便是谋求自身大

众文化的大发展，以实力抵御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入侵者。  

 



  近年来，欧洲艺术电影的坚守，日本新电影的崛起，东欧国家优秀电影的不断出现，伊朗电影的独树一帜，韩

国电影的本土追求，都对好莱坞电影帝国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也许暂时还无法与好莱坞相抗衡，但其将来的发

展却极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世界文化与意识形态格局。而且，还有一种事实无法忽视，那就是外来文化在进入本土

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本土化变异。就像美国加州大学人类学家阎云翔在关于北京麦当劳的田野调查中

所分析的那样，“在美国，以快捷、价廉取胜，并被大众所广泛接受的麦当劳”，入驻中国后，“原本‘地道’的美国饮

食文化被赋予了中国文化的意义”，从而使“北京的麦当劳成为地方化了的、中国版的美国文化的一个代表”。这种本

土化的变异，虽然常常是外来文化为了打开本土市场而做出的一种策略性变化，但却也使美国大众文化增加了一种

本土文化的意义表达。确切地说，“全球化”是一种社会文化的交往过程，是世界上各种文化更加广泛、更加频繁、

更加激烈、更加深入的相互接触与冲撞，构成多向度的、多层次的文化互动和吸纳的过程，尽管当前在这个过程

中，交往双方或多方还无法形成真正平等的对话。  

  英国王牌制片人大卫·普特南爵士说得好：“处于巅峰状态的电影永远是属于全世界的，是向大众开放的，而且

永远处于公众注意的焦点。”   

  因此，今天唯一处于巅峰状态的美国大众文化，必然会向世界倾泻、蔓延与渗透；但当他日各个国家与民族的

大众文化，在不断发展中向美国大众文化渗透，并逐步攀上它的肩膀，然后超越它，纷纷创造出自己的达到世界“巅
峰状态的电影”的时候，它也会向周边乃至更远的地界流溢、蔓延和渗透；只有多“峰”并立、相互渗透的世界文化交

往格局，才能真正带来国际间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图发展的健康局面。这个局面应该成为各个国家、

各个民族发展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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