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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关于中国的审美想象与建构，它是作家在不同时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个性化的形象认知。在

20世纪文学发展史上，由于受西方强势文化的裹挟和影响，中国形象的本土观照主要表现为自我异质化与自我幻

象化。而从传播的角度来看，中国形象不仅存在自我传播的泛政治化问题，而且还存在他者传播的结构失衡性问

题。为了在全球化语境下更好地重塑中国形象，当下尤其有必要处理好本土经验与普世价值、文化自信与文化自

省、仿造性与原创性这三方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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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and Spread of China Imag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bstract: 

China image reflected in literary works can be interpreted as aesthetic imagination or construction 
around 'China'.It is derived from individual writer's individual perceptions in specific space and 
time.Owing to the powerful influence of the Western culture in the 20th century，the 'China image' 

contemplated by the Chinese natives falls into two categories: self-exoticism and self-
hallucinating.Taking the image's route of dissemination into consideration，the 'China image' is often in 

a dilemma:political attitudes to which we have to adhere when declaring ourselves and the imbalance 
of reception of China image among different worlds.If we want to construct a better 'China' in today's 
world of globalization，we should，first of all，be able to manage these three relations: (1)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native experience and the universal values; (2)the relation between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and (3)the relation between cultural imitation and cultural origi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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