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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传播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保护

— 以中国影视业为例

张 悦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
,

北京 1 0 0 8 7 2)

[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传播的环境下
,

正 受到来 自以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
。

本文以中国影

视业为例
,

阐述中国传统文化危机产生的原因
,

并提出我们应该采取的保护措施
。

【关键词】全球传播 ; 中国传统文化 ; 中国影视业 ; 文化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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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来
,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 的呼声 日渐强

烈
。

中国人民大学于 20 05 年 9 月成立国学院
,

旨

在重振国学
,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

2 0 05 年 n 月
,

韩国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
“

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
” ,

引起端午节发源

地的中国人之深刻反省
,

都说明保护中国传统文

化的迫切需要
。

本文拟从全球传播的视野出发
,

以当前中国的影视业为例
,

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

保护问题
。

一
、

全球传播及中国传统文化危机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深人
,

传播的发展也

进人全球传播的阶段
。

全球传播 ( gl ob al co m m un i
-

ca iot n) 是国际传播的扩大和发展
。 “

它既包括传

统国际传播的各个领域
,

又拥有 自己 的全新课

题
。 ” 『” ` P23 8)

全球传播已经跨越了国家界限
,

其

主体呈多元化趋势
,

既有国家和政府间机构
,

也

有非政府组织
、

跨国公司和活跃在 网上的个人
。

全球传播为人类社会带来信息资源共享
、

便捷交

流等诸多裨益
,

同时存在跨文化传播障碍
、

文化

霸权等问题
。

在全球传播的条件下
,

不同文化之间不仅相

互沟通
、

理解
,

也伴随着激烈的摩擦和冲突
。

中

国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冲击下
,

正经受着严峻的

考验
。

中华文明曾历经辉煌
,

中国文化不仅征服

过外来人侵民族
,

更对亚洲各国文化产生深刻影

响
。

在当今全球传播的大环境中
,

中国与世界各国

更加便捷的交流信息
,

西方的文化价值观携全球传

播的便利
,

如潮水般涌入中国
,

同中国传统文化冲

突
、

融合
。

我们经历时光磨砺的璀璨文化
,

在今天

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
。

危机的直接表现是
,

国民的传统文化修养
,

正

逐渐被外国文化侵蚀
。

本应用来诵读诗词曲赋的时

间
,

被 《哈利
·

波特》
、

《达
·

芬奇密码》 占用 ;

大多数人对古典文学的鉴赏能力
,

仅仅停留在
“

床

前明月光
,

疑是地上霜
”

和对 《红楼梦》 等经典名

著故事情节的粗浅了解中
。

忠孝仁义信的传统道德

为西方价值观所取代 ; 琴棋书画也只在考级和高考

加分的利益推动下才有人问津
。

中国传统的元宵
、

端午
、

重 阳节
,

不及西方圣诞
、

万圣
、

情人节热

闹 ; 圣诞老人比屈原更受追捧 ; 玫瑰的芬芳盖过了

茱英
。

在一些人眼里
,

流传千年的年糕
、

元宵
、

粽

子的滋味
,

远不及舶来的肯德鸡
、

麦当劳
。

相对于大众的普遍不重视
,

部分享有一定声誉

的文化人
,

对传统文化的蔑视和曲解更令人担忧
。

他们著书立说
,

拍摄影视作品
,

不是抨击传统文化

压抑人性解放
、

阻碍科学进步
,

就是以自己并不深

厚的文化底蕴
,

曲解中国传统文化
。

这些人多接受

过西方教育
,

亲身感受发达的西方文化
,

被其潜移

默化
。

他们不站在客观正确的立场看问题
,

无视传

统文化的精髓
,

却将其糟粕任意放大
,

视为整个传

统文化的代表
。

我们知道
,

全球传播的主要实施者为跨国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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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

作为媒体产品的影视业
,

处于全球传播的风口

浪尖上
。

时下
,

中国的商业电影热衷于走好莱坞路

线
,

追求目标是高票房和奥斯卡奖
。

诚然
,

好莱坞

电影是世界商业电影的典范
,

不仅为美国赚回大把

钞票
,

更输人美国的政治
、

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
。

好莱坞每年获得数百亿美元的收人
,

致使各国的商

业电影纷纷效仿
,

以期在全球市场占得一席之地
。

在这种全球传播的大背景下
,

中国电影对好莱坞的

追捧也可以理解
。

但令人遗憾的是
,

目前中国电影

只学会了好莱坞的高投人
:
豪华的制作班底

,

强大

的演员阵容
。

《英雄》
、

《十面埋伏》
、

《无极》

投资巨大
,

媒体的披露早为公众熟知
。

《无极 》 的

制作费用高达 3 亿元人民币
,

即使在好莱坞也算大

制作
。

但是这些电影并未取得预想的佳绩
,

无论在

影评人还是在影迷眼中
,

都是费力不讨好的片子
。

人们对这几部影片的视觉效果称赞有佳
,

但对

其实质的思想内容却不敢恭维
。

不少人看完 《十面

埋伏》
、

《无极》 之后
,

茫茫然不知影片所云
。

这

也并非仅上述几部大片的不足
,

这种专注于场景的

宏大
,

景色的绚丽
,

而缺少对人物形象的深刻塑造

和文化底蕴的呈献
,

正是中国电影在走向国际化进

程中的通病
。

观众很难理解影片的精神内涵
,

更谈

不上将中国文化观念传之四海
。

反观好莱坞的影

片
,

却很善于促使他国文化和美国的信念
、

价值相

融合
。

例如迪斯尼的动画片 《花木兰》
,

影片取材

于中国的民间故事
,

但经好莱坞打造之后
,

已注入

美国的价值观念
。

木兰替父从军的孝义之举
,

被改

为女性解放追求自由 ; 中国女性矜持谨慎的性格
,

变得大胆
、

主动
、

直率
。

好莱坞借着这部动画片
,

再次强化了美国的文化观
。

有人辩解说
,

中国电影

的转型是同国际接轨
,

符合西方观众的接受习惯
。

其实不然
,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

抛弃自身的

文化传统
,

一味迎合西方观众并非就能讨个好 口

彩
。

我们看到
,

中国影视业还没有借影视节 目传播

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强烈意识
,

这也是中国电影 目前

难以在国际上获得巨大成功的硬伤之一
。

二
、

传统文化危机产生的原因

当今网络高度发达
,

媒体跨越国界
。

在此情况

下
,

任何国家想闭关锁国
、

封锁外来文化都几乎不可

能
。

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技术实力所限
,

在全球传

播中处于劣势
,

正经受强势文化的冲击和同化
。

而

拥有先进技术和强大资本力量的国家
,

不遗余力的

推销文化产品
,

推行
“

文化帝国主义
” 。

所谓的文化

帝国主义 (
e u lut ar l i m p e r i a l i s m )

,

就是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利用传播和文化的巨大优势
,

无视文化弱小国

家的主权
,

对外推行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政策
,

对

弱小国家实行文化控制
,

维护全球的资本主义国际

秩 序
。

美 国 著 名 政 治 学 家 汉 斯
·

摩 根 索

( H
.

J
.

M o吧e n t h a u
)认为

,

文化帝国主义
“

是所有帝国

主义方法中最灵巧
、

最成功的帝国主义— 假若仅

凭文化帝国主义确能成功的话
。

它的目的不在于领

土的征服
,

也不在于控制经济生命
,

而在征服并控制

人们的心灵
,

藉以改变两国间的权利关系
” 。 “ ’` P 87 ’

我们知道
,

早在冷战时期
,

东西方两大阵营就利

用广播向对方输出意识形态
。 “

美国之音
”

向全世界

宣扬美国生活方式 ; 设立于 19 49 年的
“

自由欧洲电

台
”

和 195 1年的
“

自由电台
” ,

在欧洲展开反共产主

义宣传 ; 195 1年美国设立
“

自由亚洲电台
” ,

以阻

止共产主义向亚洲其它国家蔓延
。

现在冷战虽早已

结束
,

但这种和平演变的方式却仍在继续
, “

国际传

播媒介过去主要执行对外宣传功能
,

而在今天
,

则担

负起来全面的文化输出任务
” 。

川 ` P
241 ’
加速西方文

化向中国渗透
。

现在国内常收到的境外电台有
“

美

国之音
” 、 “

B B C
”

等
。

这些电台的收听者多受过

良好教育
,

他们期望出国或有出国经历
。

不管他们

是从政
、

经商还是搞科研
,

这些人将是中国未来的

骨干力量
,

对中国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

这些人如果

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价值观
,

易使国家的文化远离自

身的民族性
。

虽然很多学者认为
“

文化帝国主义
”

的提法
,

已经不适合 21 世纪的时代潮流
。

但笔者认为
,

文

化帝国主义仍然可用于传播学理论中
,

只是它的外

延要扩大
。

当今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实施主体
,

不仅

是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的政府
,

更有强势的跨国媒

体
。

上世纪末跨国传媒集团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并购

浪潮
,

维亚康姆和哥伦比亚公 司于 19 9 9 年合并
,

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娱乐和传媒公司
。

然而它第

一名的位置
,

很快被
“

美国在线
” 、 “

时代华纳
”

和
“

百代唱片
”

的超大合并替代
。

在 21 世纪
,

这

种媒体合并潮流
,

可能使不足十家且大多数为美国

所有的集团公司操纵世界的传媒业
。 ”̀ ( P , 4“ ’

这些

巨型传媒集团将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
,

也将自己

携带的文化意识带人他国
。

中国是被全球传媒产业

一致看好的大市场
,

许多国际传媒大亨近年纷纷进



第 3 期 张 悦
:

全球传播视野下 的中国传统文化保护

人中国
。

0 2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
,

哥伦比亚广播

公司所属的
“

音乐电视
” 、

新闻集团旗下的
“

星空

卫视
”

及
“

C h an ne 1 V’
,

在中国落地
。

这些带有浓

烈欧美风格的电视频道
,

很快在年轻人中积聚了人

气
,

成为很多人收看时尚
、

娱乐节 目的首选
。

他们

的节 目风格反映了欧美流行的文化
,

如 iH
一

op p
、

街头流行
、

摇滚等
。

他们提倡的张扬自我
、

不羁个

性的理念
,

被中国年轻人普遍接受
,

M KE 和

P E sP l 在潜意识里成为年轻人的追捧
。

不可否认
,

外来媒体的进入
,

为我国广电事业发展起到一定推

动作用
,

促进了国内电视节目制作观念
、

流程上的

改革和进步
。

但这些媒体带来的欧美文化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冲击客观存在
。

面对西方的跨国大传媒集

团
,

中国的本土传媒力量很难与之竞争
,

不仅不能

大力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
,

还时常照搬带有西方价

值观念的节 目
,

如 《美国偶像 ) 的翻版 《超级女

声》
,

在 200 5 年的神州大地
,

掀起了一股表现自

我
、

追求个性的大众娱乐风暴
。

三
、

我们应该采取的保护措施

在全球传播的环境下谈保护中国传统文化
,

我们应充分重视媒体的传播作用
。

要加强新闻的

传播力度和效度
,

要注意通过电影
,

电视节 目等

传媒大力宣传
、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

影视节 目因

其娱乐性和趣味性更易被人们接受
,

一些优秀
、

经典的电影反复播放
,

甚至在大众间口耳相传
,

相 比其它的宣传形式
,

更能起到潜移默化的熏陶

效果
。

许多西方观众就是通过 《卧虎藏龙》 了解

到中国古代的侠义精神
,

并对中国武术产生浓厚

兴趣
。

说到用影视节 目来宣传保护本土文化
,

韩

国似乎比我们做得更好
。

在韩剧大举进人亚洲市

场之前
,

少有人对韩国文化有了解和兴趣
。

可是

当韩剧流行于街头巷尾之时
,

越来越多的人对韩

国的美食
、

服饰
、

礼仪
、

历史产生兴趣
。

在 《大

长今 》 播出期间
,

国内人参
、

虫 草销 量节节攀

升
,

韩 国风味的餐馆门庭若市 ; 去照相馆拍韩国

传统服饰的艺术照也成为新时尚 ; 一些小孩开始

学习韩 国礼仪 ; 不少年轻人开始学韩语
,

参加韩

语水平考试
。

韩国通过影视作品
,

成功地将本土

传统文化推出国门
。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璀璨文明
,

为影视作品提供

了丰厚的文化支持
。

中国京剧院院长吴江谈电影

《霸王别姬》 说
: “

京剧像一条鱼
,

陈凯歌从京剧

身上刮了一片走
,

就拿了金棕桐奖
。

京剧渗透在我

们生活的各方面
,

由于它内容丰富
、

营养成分足
,

就能给你一片
,

给他一片
。

谁抢着了一片就能在文

化品位上提高
。

尤其在国际上
,

它代表中国的独特

文化
。 ” `4 , `” 54 5 ,

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电影作品
,

应该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

以深厚的人文积淀

来诊释电影的主题
。

内涵要通过外在 的形式去表

现
,

但是不能只顾形式而内涵却空空如也
。

《无

极》 的画面优美之极
,

服装造型也堪称精妙
,

但华

丽的背后却难以掩饰思想 的贫痔
。

中国影视节 目只

要善于运用传统文化资源
,

包括题材
、

价值观和审

美观的资源
,

就能在东方文化圈获得广阔的位置
,

如 《三国演义》
、

《水浒》
、

《雍正王朝》 等
,

在

亚洲地区受到广泛关注就是重要例证
。 `5 ’ `1P 26 ’

这类

影视精品也能以其独特的东方神韵
,

获得西方观众

的青睐和好评
。

为了达到预想的传播效果
,

影视作品在制作中

要从全球传播的角度处理传播的五个基本要素
。

将

理论与实践结合
,

在全球视角下 回答拉斯韦尔提出

的五
“

W
”

模式
。

如下表所示
:

W h o
(谁 )

Sa y s w h a t (说了什么 )

In w h i e h

T o w h o m

e h a n n e l (通过什么管道 )

(向谁说 )

w i t h w h a t e
ffe

e t (产生 了什么效果 )

中国 (人 )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影视作品

国际受众

发扬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

传播模式的使用并非高深莫测
,

《卧虎藏龙》

的创作者曾谈到
,

他们很注意一些带有中国特色的

文化符号在影片中的使用
,

比如梳子这种意象符号

在影片中就多次出现
,

既传达了中国的文化信息
,

又容易被美国的观众接受
。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
,

需要充分依靠国家的力

量
,

要防止他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 口号下
,

损害我

国的文化主权
。

有关部门应该制定必要的法规
,

对

外来文化制品进行政治
、

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方面的

审查
,

用 强制手段控制境外文化制品的市场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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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

我们应该借鉴法 国的经验
,

法国的文化保护

政策有力地保护了法兰西文化
,

法国规定在国内

上映的影片中
,

来自欧洲 以外的不得超过 40 %
。

国内各广播电台必须有 4 0 % 的节 目用法语播出
。

,“ 〕 ”̀ , , ` ’
中国在兑现 W TO 的承诺下

,

也应使用 配额

限制国外电影的发售
。

另一方面
,

我国政府应加

大力度支持保护民族文化的项 目
,

鼓励民间组织

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
,

牢固确立传统文化在国内

文化市场的主导地位
,

并增强在全球传播中的竞

争力
,

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向世界
,

让世界认识

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

并不仅是京剧
、

旗袍
、

《茉莉花 》
。

可多在发达 国家举办中国文化周之

类的活动
,

加强和国外的文化交流
。

2 0 04 年的中

法文化年
,

20 0 6 年的意大利文化年
,

就是很好的

文化交流活动
。

我们还应当看到
,

国人珍惜民族传统文化的

意识巫需提高
。

世界各民族文化都有其精华
,

它

们是人类的共同宝贵财富
。

文化的多元性对人类

社会
,

就像生物多样性对 自然界一样重要
。

古巴

文化部长阿贝尔
·

佩托
·

吉梅内斯
,

在 2 0 02 年参

加上海国际文化政策论坛第七届部长年会时说
:

“

全世界文化财富正在被消耗
,

在一些方面被其它

人威胁
,

受到文化产业尤其是美国文化产业 的操

纵
。

当今文化产业完全抛弃了传统文化
,

好像它们

不存在一样
,

有时这种产业利用传统文化
,

甚至扭

曲传统文化
。

发达国家文化有时也嘲弄发展中国家

的文化
,

指责其一无是处
。

这正是危机所在
。 ” ! 7 ’

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内涵风韵享誉世界
,

且对

人类文明有重要推动作用
。

我们要发扬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
,

自觉珍惜中华传统文化
,

树立民族文化价

值观
,

热爱中华文化并以之为自豪
。 ’ 8 ’

结语

在全球传播的语境下不同文化激烈碰撞
,

中国

保护中华传统文化
,

应从全球传播的大视野出发
。

首先要对传统文化的精髓充满自信
,

在摒弃没落文

化糟粕的同时
,

吸收世界文化中的先进成分
。

还要

通过必要的政治
、

经济
、

法律手段
,

建立和深化民

族文化空间
。

只有整个中华民族提高认识并付诸行

动
,

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发展
,

闪耀于人

类文明的星空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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