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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眼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武桂杰

　　

    一、构筑“他者”眼中的中国形象

    纵观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逃离全球化的影响力，每个国家的内部和外部事务都在不同程度上经

受着全球化力量的重塑。当今世界，全球化大规模横扫全球各个角落，各国的文化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辐

射全球各地。塑造我们日常生活的力量来自多方面，而不再像20—50年前那样仅仅来自国内或地方，地

方性和民族性已经与全球性紧密相连，在一定程度上，全球性的力量更加势不可挡，全球政治和百姓生

活都深受全球化影响。事实上，构筑我们日常生活的成分，除了我们的黄皮肤和根本的中国文化价值观

外，其余都来自非中国的异质文化。因此，我们像目前全球化语境中的其他国家一样，非常关注“他

者”，关注那些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因素，关注那些在国际舞台上中国需要做出反应，或者必须与之对

话的国家，借此赢得中国内部的民族凝聚力、外部的国际竞争力和在“异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影响力。

    目前，全球化语境面临许多文化传播问题，尤其是媒体文化传播。比如，当电影《孔子》遭遇《阿凡

达》，它所带来的重创和思考令我们不得不深思其中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等问题。当中国

文化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走进“异文化”空间时，当“异文化”以不同方式进入中国时，多种文化之间的

碰撞和磨合必然会给我们自身的文化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也会促使我们反思一系列深层问题。同时，

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当代中国社会里，约束人们道德、性生活、社交、知识标准等观念的符码已经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中发生了变化，多样化的社会生活给普通大众提供了多样的立场观点和身份，涉

及人们的日常工作、家庭和生活，人们认同并崇尚多元和差异。同样面临“有关家庭、健康、饮食、性

倾向和身体等诸多政治学，我们缺乏的是这些权利关系是怎样相互联结、又是怎样相互抵制的，也许根

本不是单一的‘权力游戏’，更像是一个充满各种策略、诸多权力和相互关联纠结的网络”[1]。正因为

如此，当今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成为日常生活政治。

    当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提升平等、欣赏差异时，多元文化和多元世界依然处于差异的挑战中。没有族群

团体，就没有生活；但是有族群团体，就会有差异。这就需要宽容、开放、和谐的多元化社会氛围，使

差异和谐共存。“把政治术语上的不可通约性引向同一个领域，使自由、平等与差异、美好和正确共

存”[2]，这是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之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在其差异理论下对多元文

化社会最美好的希冀，它让所有的种族、社团共享差异平等和差异自由，也是当今许多知识分子关注的

批评话语。文化研究的意义就在于让人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尤其是为那些生活在民族团体、民族文

化之边缘的群体，从经济、政治、文化范围内提供思考的方法、生存的策略和抵制的资源。鉴于此，霍

尔的文化研究理论干预对于全球化变动中的政治具有策略上的挑战意义，对于中国文化在“异文化”间

的传播具有策略上的指导意义。传播中国文化、重塑中国形象的想法，也就是怎么向世界其他人显示如

何代表中国的问题，而不是以任何方式挑战其他民族文化的问题，文化多样化在国内应该受到鼓励，如

何容纳除了中华民族以外的“他者”和多样的“他文化”，并与之和谐共处，这种与世界沟通和交流的

多元语境，在中国文化传播史上史无前例。而通过信息和观念完成的沟通和交流，不是把中国特色的文

化、理念、态度和身份特征移植过去，而是积极地影响对方并重塑自己。因此，我们不能称之为“迎接

多元文化”，而只能叫做通过在“异文化”间“传播中国文化”而“重塑中国形象”。　　

   

二、霍尔眼中的中国形象

    当代文化研究之父霍尔曾经这样评论中国：“西方世界从来没有真正明白中国、中国的文明和中国的

历史，英国人曾经熟悉香港和上海及沿海贸易中心，但却没有接触到稠密的人口和广袤的陆地，尤其没

有接触浩如烟海的古代中国历史，没有真正了解经典的和接近现代的中国。”[3]I当今世界都在关注中

周访问排行 月访问排行 总访问排行

收藏文章

杜甫《望岳》赏析

杜甫《春夜喜雨》赏析

白居易《长恨歌》赏析

阳光下的罪恶（3）

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赏析

杜甫《春望》赏析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下的人与社会

杜甫《客至》赏析

宋代家族与文学【第二章】

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赏析

社科网首页 | 客户端 | 官方微博 | 报刊投稿 | 邮箱  

首页 >> 专题研究 >> 理论前沿研究

http://literature.cssn.cn/
http://literature.cssn.cn/ztpd/ywsy/
http://literature.cssn.cn/
http://literature.cssn.cn/xsst_112329/
http://literature.cssn.cn/xsqk/
http://literature.cssn.cn/wxs/
http://literature.cssn.cn/wxx/
http://literature.cssn.cn/bsh/
http://literature.cssn.cn/fwxz_2029/
http://wxpl.ajcass.org/
http://wxyc.ajcass.org/
http://literature.cssn.cn/xsqk/zgwxndd/
http://literature.cssn.cn/wxrlxtx_2038/
http://literature.cssn.cn/xjyw/
http://literature.cssn.cn/yctd/
http://literature.cssn.cn/sjwx/
http://literature.cssn.cn/ywhx/
http://literature.cssn.cn/xzfc/
http://literature.cssn.cn/xrft/
http://literature.cssn.cn/lzpj/
http://literature.cssn.cn/xszm/
http://literature.cssn.cn/ztpd/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
http://literature.cssn.cn/gjzl/
http://literature.cssn.cn/smwx/
http://www.literature.org.cn/Register.aspx
http://www.literature.org.cn/Member/Default.aspx
http://literature.cssn.cn/ztpd/tgzn/
http://literature.cssn.cn/ztpd/lxfs_2176/
http://hlm.literature.org.cn/
http://wlwx.literature.org.cn/
javascript:setFocus1(1);
javascript:setFocus1(2);
javascript:setFocus1(3);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603/t20060321_4393265.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603/t20060330_4393300.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607/t20060707_4393316.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yctd/zpxslz/201208/t20120807_4380477.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901/t20090105_4398980.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603/t20060323_4393270.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xslwqwsjk/xdwxyj/201006/t20100607_4416369.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709/t20070914_4393894.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xslwqwsjk/sljwxyj/200612/t20061212_4411670.shtml
http://literature.cssn.cn/swjs/200901/t20090114_4399011.shtml
http://www.cssn.cn/
http://www.cssn.cn/qt/ydkhd/
http://e.t.qq.com/cssn-cn?preview
http://www.cssn.cn/qt/wytg/
http://www.cssn.cn/qt/lxwm/
http://www.cssn.cn/
http://literature.cssn.cn/
http://literature.cssn.cn/ztpd/
http://literature.cssn.cn/ztpd/llqyyj/


国，如果按照霍尔的文化理念，霍尔肯定认为重要的是把目光转向中国而不是评论它或人为地塑造中

国，他鼓励“异文化”中的人们要把中国当做一个“文本”去看待，“不是重新为我们生产中国”，而

是“对这个文本进行理解的实践和不理解的实践”[3]VII。任何阅读者都可能是尽力理解和融入文本的

“第二作者”，让阅读者参与到文本意义的重新构建中，从而生成或构建关于中国的意义，以此更好地

理解当代中国在新的文化语境下的意义。霍尔直接对中国的描述出现在一位英国新闻工作者所写的一本

有关中国的书，即《看中国》的序言里。按照霍尔的文化理论，霍尔绝对不认同用西方话语来想象或重

新构建中国形象。因此，霍尔比较赞赏这本书的作者没有主观地评说，而是客观地描述和用若干图片记

录他所看到的中国，霍尔认为此书比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要真实得多。对于读者来讲，其积极意义正

在于本书的作者能够留下足够的空间，和读者一起共同构建阅读文本的意义，所以霍尔写此序言所推荐

的“不是作者的观点，而是他转向中国的目光”[3]VIII。霍尔对于西方读者提出建议，应如何“满意地

阅读”这本有关中国的书籍，“正如我们对待食物那样，咀嚼它，消化它”[3]I，要学会从异文化中区

别出有营养的成分和无营养的成分。霍尔引用了本雅明对工业化产品的理论思想来强化自己的文化观

点，比如作家对作品展现的暗示性是必要的，但对于某个产品的功能来讲从来是不充分的，作家的指示

性描述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于这个例子所具有的特征，首先能够引导出与此

相关的其他各种产品，其次能够呈现出该产品所带来的优化和改进。简言之，霍尔赞誉这本书起到了抛

砖引玉的作用，能够让读者从阅读中得到更加自主性的理解。霍尔写序言的这本书出版于1975年，而霍

尔的文化理论走进中国视野的时间却在2000年的《文化研究》读本中，陶东风教授节选性地译介了霍尔

于1973年发表的、著名的媒体文化理论《编码/解码》。由此推断，霍尔对于中国的这段描述要早于赛

义德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那时的霍尔已经重视文本的客观性问题和读者对阅读文本的多重意义

解读问题，抵制文化霸权性地嵌入作者本人的主观判断和西方殖民话语。

    霍尔在他的文章《西方世界和他者世界：话语与权力》中分析道：关于东方的叫法，是按照距离欧洲

的远近而分割为近东、中东和远东，命名正当化并使之国际化；语言被分为鉴别种族优劣的主要标准，

你说什么话，就意味着你是什么种族，在一定程度上还认为，你长什么样的脸，就是什么人一样。因

此，西方的语言和形象成为了评判标准[4]318。正如赛义德所说“东方主义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的现

实”[5]17，“它通过学术发现、语言重构、心理分析、自然描述和社会描述将这些利益体系创造出来，

并使其得以维持下去；它本身就是，而不是表达了对一个自己显然不同的世界进行理解，在某些情况下

是控制、操纵、甚至吞并的愿望或企图；最重要的它是一种话语，这一话语与粗俗的政治权力决没有直

接的对应关系，而是在不同形式的权力进行不均衡交换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并且存在于这一交换过程之

中，其发展和演变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制于其与政治权力、学术权力、文化权力、道德权力之间的交

换。”[5]16显然，西方话语和东方主义不仅反映在学术、文化和研究机构中，也表达了地域政治意识，

并且反映在对于东西方两大不平等阵营的精心谋划中。　　

   

三、霍尔眼中的西方和东方

    霍尔认为，“西方”这一概念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形成，不仅反映了业已建立的

西方社会的形成过程，而且在新的语境中又不断地产生新的意义和知识。西方世界与其他世界的思想是

被建构出来的，东方和西方的关系是被表征出来的。霍尔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哪个地方是西方？

西方指的什么？为什么‘西方’不仅仅指的是欧洲？同时，并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被列在‘西方’之

列？欧洲人长期以来都搞不清楚欧洲在东方的那个地方结束。从地理位置上看，美国不在欧洲，但绝对

是‘西方’；从技术分析上看，日本在‘西方’，但在人们的脑海中它却处于遥远的远东，以此类推，

拉美国家处于西半球，但经济上属于第三世界，一直举步维艰地追逐‘西方’。”[4]276因此，“西

方”意味着某种概念和思想：第一，它把社会类型化，要么西方，要么非西方，并用这种模式界定或框

架人们的思想和知识。第二，它是一个或一组形象，即具有语言功能，又是一套表征体系，通过“他

者”达到表征体系的自足。比如，“西方”等于都市、文明、工业化社会、发达社会、发达国家，而非

西方则等于穷乡僻壤、落后、非工业化、农业社会、不发达国家。第三，它是一个类比标准或模型，以

此作为参照，比较各类社会的相似度和相异度，衡量“非西方”国家是接近、背离，或者正在追赶“西

方”，其差异性由此得到解释。第四，它是个评判标准。这个标准让其他社会规范或情感标准失效。显

然，“西方”是一种历史性建构，而不是地理方位，是通过与之相对应的“他者”建构了“西方”的高

度“文明”。同时也是语言建构的术语，其意义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西方”这个术语，似乎显示出西方是个统一的和谐整体。其实不然，西方内部有许多差异，存在于

东西欧之间、性别间和各民族间，存在于日耳曼北部和拉丁南部文化间，存在于北欧人、伊比利安人和

地中海人之间。西方之内还曾有个“他者”，即犹太人，西欧人曾认为东欧人野蛮，西方女性曾长期被



表征为次于西方男性。同理，那些“非西方”、非欧洲国家的“他者”世界所覆盖的是更为巨大的历

史、文化、经济差异。无论从地理方位上讲还是从社会机制、历史文化、习俗礼仪等方面来讲，其巨大

差异绝不能一言以蔽之。但是，所有的差异与不同都被统一为一件实事，即他们与西方不同。是语言和

话语把各不相同的欧洲文化表述为一个和谐统一体，斧切了非欧洲、“非西方”的其他世界的差异景

观。于是，纷繁复杂的世界被简单的二分法界定下来。霍尔强调，所有的话语隐含着权力的影子，福柯

的话语理论分析是最好的答案，话语的功能类似于意识形态的功能，但还不是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

建立在对错基础之上，有助于人们认知世界、明辨是非， 但是关于社会、政治和道德世界的言论总是不

能明辨是非，几乎都不是简单的是与非，难决胜负的正是我们用来描述所谓事实的语言，即权力话语，

而不是现实中的事实，使事情变为“真实”。所以，当欧洲的文化、语言、形象和观念被引入新大陆

时，欧洲有极其鲜明的目标、动机、兴趣和策略。比如，为了疆土的扩大、文化的传播、基督教义的播

散，为了象牙和黄金，但都没有被语言描述为赤裸裸的利益驱使，而是欧洲人就这样航行到新大陆，智

慧的西方人并不需要去“发现”，更没有欲望去“剥削”，欧洲人和“他者”面对面站在了那里，共同

处于主导地位。话语把目的糅合进了语言中，在权力的诱惑下，马可·波罗“富庶东方”的描述，在欧

洲演变为与日俱增的神话。

    按照霍尔的文化理论分析，话语不可能是纯粹的或平等的。生产话语的力量总有能力使它变为事实，

使事实合法有效、有科学地位。霍尔总结到：“话语是人们言说、思考和表征某个主体时的方法……话

语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是否有效，只有当它生效时，权力的组织和控制就被称之

为‘真理政体’( regime of truth)，这个政体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中得到最为完满的体

现。”[4]295霍尔认为赛义德的东方主要述说了居住伊斯兰民族的中东，没有把中国包含在内是一个缺

憾。霍尔的文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深受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超越，尤其是

霍尔后期的多元文化理论和差异理论，吸收德里达的解构和“延异”理论、霍米·巴巴的文化混杂理

论，霍尔从正面的角度翻转后殖民话语，是对后殖民话语理论的超越，其积极的影响必定惠及中国文化

的传播和中国形象的塑造。　　

   

四、用霍尔的差异理论指导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让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可以被看做一种“文化管理”(cultural governance)[7]207模式，霍尔指

出：“在现代社会后期，诸如文化规约问题、道德问题、社会品行的调控问题等都围绕着文化问题而展

开。为什么我们应该关心规范‘文化空间’？为什么文化问题日益成为国家政策辩论中的中心议题？这

个问题的关键不是别的，正是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文化的中心位置越重要，形塑、调控、管理它的各种

力量就越具有重大意义。”[6]228霍尔反问道：“我们到底应当认为是什么控制着文化和文化的变化？

是经济、市场、政府、政治和重要的社会力量？还是文化管理和相互决定的文化变化力量？这种互相影

响的文化变化是否来自于文化与经济、政府和市场的关联，其中每一种影响的意义微弱，并有其局限

性，而它所施加的压力存在，但是任何一方都没有压倒一切的决定力量？”[6]228很显然霍尔肯定的是

后者。而影响中国民族文化发展和中国文化在世界传播进程的因素也正是变动不居的文化力在起着不可

低估的力量。

    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整体，有其自身的渊源、过去和历史，它是自足的、完整的。但是全球化使多元文

化不断地渗透到本土文化中，使文化本土化和文化全球化并行，因此我们今天所传播的中国文化才具有

“特色”和普世双重价值。进行人文实践的人们往往被认为是在表达这些固定的传统和文化，文化的传

承隐含在其工作中和知识的表述中。但是，当代许多中国人因为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无法传承它

们，无以尊重它们，也无从认真地参与过中国文化的建构和传播。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既丰富了全球

化文化，同时也干扰了原初的中国文化认知，使我们得以把自己的文化实践活动和其他整体上的异文化

相互协商，一方面在自身中国传统文化中言说和“扬弃”，另一方面在回应其他文化实践中吸取和“拿

来”。“中国威胁论”显然不能为中国文化传播提供保障，自1999年以来，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伴随着

孔子学院在全球迅速发展，我们期待的结果不是中国软实力对异国的文化渗透，更不是文化侵略，而是

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中国文化中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以此推进人类的文明进程；同时，在“他

者”脑海中绘制更加清晰地、变化发展的、真实的现代中国地图，以积极的态度让“他者”了解中国，

来自“异文化“的反馈还可以有效地修正自我，以此积极地构建中国形象在世界的影响力。当推进中国

文化走向世界之时，也是需要面对构建中国形象的策略之时，霍尔的文化理论在此问题上可以起到启发

和引领作用。当今的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是在新的全球化语境下重新阐释的传统，它掺杂着自身文化和

全球化文化穿越疆界，跨越各种文化和民族，传递着中国形象，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意义和核心思想，这

不是一场直线式的、单项的、简单的中国文化全球旅行，而是多方位交互、碰撞、协商和对话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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