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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作为“他者”的国家形象建构
———基于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中国文化”系列短片的文本分析

沈　霄
（西安交通大学 新闻与新媒体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

［摘　要］　文化是运用“柔性”力量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日报》在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主页上发布的“中国文化”系列短片，分析了“他者”在主题、创作角度、叙事风格、人物、音乐、字
幕等视频视听说元素上的策略运用，同时统计分析了用户的积极情绪词与消极情绪词，结合播
放量、点赞、分享、评论来衡量视频传播效果。研究发现：通过视频中中国文化符号呈现以及视
频本身的视听说分析，隐藏于媒介符号之下的国家形象轮廓逐渐显现，外国青年以主我身份创
作的短片建构出了文化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民族文化繁荣、丰满有活力；和平发展、注重相依
相生；文化融合与文明冲突的现代化国家等四种中国国家形象。从传播效果来看，陌生的“他
者”视角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更亲切、丰满、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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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体现，是民族凝聚力与
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中华文化承载和积淀着中华民族
最真挚、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国家发展壮大的精神力
量所在。民族的自信源于文化的自信，民族的复兴与
文化的复兴血脉相连，在当前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展示、弘扬、传播中
华文化，是持守文化发展的民族性、延续民族精神血脉
的根本途径［１］。从２０１２年１月开始，习近平前后１７
次在其讲话、谈话、演讲、指示中强调推进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建设、强调中华文化的历史影响与重要意义，这
为我们在新形势下弘扬中华文化提供了根本指引［２］。
在当今新媒体时代，积极传播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展
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引导国际社会全面客观地认
识中国，是各主体方运用“柔性”力量塑造国家形象的
重要途径。

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影像传播的范围日益扩

大，其内容多样性、观看更便捷、社会化参与程度高、易
于传播等特点被更多受众所接受［３］。“看中国·外国
青年影像计划”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
究院和会林文化基金联合主办，每年邀请来自世界各
地的青年电影人来到中国体验并拍摄中国文化，他们
大多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的高校学生，用这种陌生的
“他者”视角记录和感受最真实的中国。该项目具有非
盈利、非官方性质，从而有效规避了商业性、功用性以
及文化中心主义的灌输，由外国青年通过沉浸式的体
验，自主拍摄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文化，用“他者”视角
触摸真正的中国，用鲜活的影像符号跨越语言的巨大
沟壑，去认知、塑造、建构并传播中国形象。本文旨在
通过外国青年所拍摄的中国文化短片，分析陌生人的
他者视角所构建出来的中国国家形象，尝试打开新时
代中国国家形象探析的一扇窗口，为中国国家形象的
建构和国际传播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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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一）他者
“他者”（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指的是“自我”（ｓｅｌｆ）以外的人

或者事物，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对于自我的
建构及完善非常重要。关于他者最早的论述是公元前

３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著作《对话录》中所提
到的“同者与他者”（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的关系，
认为同者的定位取决于他者的存在，他者的差异性同
样也表明着同者的存在。１７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
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将自我与外部世界分
离开来，认为人是二元存在物，形成了主体与客体的二
元对立关系。１９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其著作《精
神现象学》中通过奴隶与奴隶主的辩证关系来论证自
我与他者的关系：奴隶主的身份取决于奴隶对他的承
认。２０世纪法国学者拉康发展了后结构主义分析，批
判地发展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提出“我在我不思
之处存在”，认为婴儿在观察同类时感觉到自己的存
在，他者的形象反映出自我，从而处在像照镜子一样的
镜像阶段［４］。

自我和他者互为参照，相辅相成，他者外在于自我
而存在，自我通过他者的眼睛来更好地认识自己，外国
青年运用影像的视听符号再现中国文化，用独特的“他
者”视角阐释他们眼前的“他者”，把自身的理解、认知
以及自我的意识投射到一种陌生的“他者”中，也让我
们从陌生人的视角重新观察与审视自我。同时，这些
外国青年拍摄的视频还在国外院线、网站等播映，也充
分证明了他者对国家形象建构的巨大作用。张昆［５］认
为，由于历史原因，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仍然没有
发生根本改变，外国公众仍然主要通过其所在国媒体
了解和认识中国，从这个现实情况出发，借助目标国家
的主流媒体加强我国形象传播仍然是必要的；于运
全［６］认为，“合作传播”逐渐成为国际主流传播平台，应
该加强中外合作，把更多的中国文化、中国元素与中国
产品投放到中外合作的媒体平台上，呈现到国际受众
的视野中。

在跨文化传播中，由于长期以来处于冷战思维下
的文化观常常将世界分为中西文化二元论，西方受众
主要是通过其所在国的新闻媒体了解中国，然而，由于
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长期负面报道，让受众对中国
文化形成了单一的、模糊的、过时的刻板印象，他们所
了解的中国并不代表现实的中国，通过“看中国”项目，
他们亲自接触、体验、感受中国文化，以“现身说法”的

方式拓展了对中国文化的认知。
（二）文化及其分类
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是一个内涵丰富又十分复杂的概

念，同时也是一个最具人文意味的概念。就词的释义
来看，“文”指的是记录、表达、评述，“化”有分析、理解、
包容等义，我们现在所用的“文化”一词是１９世纪末从
日语转译过来的，最早源于拉丁文“ｃｕｌｔｕｒａ”和“Ｃｏｌｅｒｅ”，
原意指的是耕作、作物的意思。

“文”与“化”并联使用最早是在战国末年的《易经》
贲卦彖辞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
“文化”则是“人文化成”的缩写，表达出“以文教化”的
思想。将“文”“化”二字联为一词出现在我国西汉时
期，刘向的《说苑·指武篇》就记载了“文化”一词：“圣
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
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７］这里的“文化”指的是古代
封建王朝所实施的教化与文治，与无教化的“野蛮”对
举。不同的领域和学科对“文化”一词有着不同的理
解：哲学家认为文化是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人类学家
认为文化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人类知识和行为的
总和；文化学家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艺术、
教育、文学、语言、思维的总和；跨文化交际学家则认为
文化是一种特殊的人际交流。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
统计，在世界各国的正式出版物中，关于“文化”一词的
定义目前大约有１６０多种。对“文化”一词比较有权威
性的解释是１９世纪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其著作《原始
文化》中所提出的定义：“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
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习得
的能力与习惯。”［８］泰勒的定义强调了精神文化，却忽
略了物质文化。包惠南［９］在泰勒的基础上对文化的含
义进行了修正与扩充，认为“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包括
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法律及其余社会上
习得的能力和习惯”。目前，东西方的辞书中有一个较
为普遍的解释和理解：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
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活动产品。根据《辞海》（第六
版）对文化的定义，本文中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
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关于文化的分类，格尔茨（Ｇｅｅｒｔｚ）［１０］认为，文化
是一个象征性的系统，有机结合而形成的包含认识、情
感、道德的“意义”体系，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
文化；汉默里（Ｈａｍｍｅｒｌｙ）将文化分为成就文化（传统
的文化概念，包含文学和艺术成就）、信息文化（关于历
史、地理、社会等知识）和行为文化（指人的行为、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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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等）三个类别；斯特恩（Ｓｔｅｒｎ）［１１］根据文化的
结构和范畴把文化分为广义文化（大写的文化，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ａ　ｂｉｇ　Ｃ）和狭义文化（小写的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ａ　ｓｍａｌｌ　ｃ）；奈达（Ｎｉｄａ）将文化分为五个类别，分
别是：语言文化、物质文化、宗教文化、社会文化和生态
文化。

为了更细致、更清晰地对中国文化进行分类，本文
参考彭迈德（Ｂｏｎｄ）［１２］对东西方文化比较与测量的定
量研究，并结合本研究的实际情况，最终将文化分为物
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类。物质文化指人
类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包含劳动对象、生产工具以及创
造物质产品的技术；行为文化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
表现出来的特定行为方式、行为习惯、传统民俗；精神
文化指人类在从事物质文化基础生产时产生的一种人
类所特有的意识形态，它是人类各种意识观念形态的
集合［１３］。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中国日报》（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创

办的第一份全国性英文日报，已成为外媒转载率最高
的、国内承办大型国际会议会刊最多的媒体，成功进入
国际主流媒体行列。随着媒介融合的发展，《中国日
报》逐渐完善全媒体布局，在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等社
交媒体上设立的主页已成为面向全球社交媒体用户展
示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因此，本文以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上
《中国日报》在主页上发布的“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
计划”的１６部“中国文化”系列短片为样本来源，是具
有影响力和典型代表性的。

（二）研究方法
本文结合定性分析和文本分析方法对样本的短片

本身及其评论进行研究。通过对系列视频进行分类，
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并对呈现出的中国文化符号进
行归类枚举，总体把握他者视角下系列视频的特点，从
而分析出“他者”在主题、创作角度、叙事风格、人物、音
乐、字幕等视频视听说元素上的策略运用，同时运用文
本分析软件ＬＩＷＣ对用户评论进行量化分析，统计分
析用户的积极情绪词与消极情绪词，结合播放量、点
赞、分享、评论来衡量视频传播效果。

（三）研究问题
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上外国青年拍

摄的系列短片主要包含哪些方面的文化？包含哪些类
型的中国文化符号？作为陌生的他者，他们拍摄的这

些短片在视听说元素上有哪些突出特点？用户评论有
哪些特点？表现出怎样的倾向？在他者的眼中，这些
系列短片构建了一个怎样的中国国家形象？

三、他者视角下的视频呈现

（一）视频概况
本文选取２０１７年１—１２月《中国日报》在Ｆａｃｅ－

ｂｏｏｋ主页上发布的，来自１３个国家的外国青年拍摄
的１６部“中国文化”短片为研究样本，将视频主要表现
的中国文化进行分类，并对影片名称、内容简介、导演
国别、播放次数、心情个数、分享次数、评论条数、时长
等内容进行整理，结果如表１所示。

在文化分类中，表现物质文化的短片有４个，占比

２５％，表现行为文化的短片有３个，占比１９％，而表现
精神文化的短片则有９个，占比５６％。由此可以看
出，外国青年对中国文化中的精神文化较感兴趣。在
这些精神文化中主要表现了中国的图腾文化、民俗文
化、艺术文化、国学思想文化等。从短片的播放量来
看，排名前两位的是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　ｆｏｒ　ｙｏｕ（１２　０００次）和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ｕｓ（６　７９７次），而这两部短片主
要表现的正是精神文化。另外，从短片的点赞次数、分
享次数来看，排名靠前的也是精神文化类。由此可见，
国外受众较为青睐中国文化中的精神文化。在时长方
面，这些短片都在１５分钟以下，当今社会已经进入“注
意力”时代，用户的注意力受时长的影响较为突出。因
此，视频越“短、平、精”，用户卷入度越高，中间退出的
概率就会越小。由此可见，微视频的时长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着用户注意力的程度，这些短片的时长与传播
效果的关系也基本符合这一推论。

（二）视频中出现的中国文化符号
文化符号是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特殊内涵的标示，

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独特文化的抽象体现，是显示文
化内涵的重要形式。比如百老汇、好莱坞、万宝路，这
些是美国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卡西尔（Ｃａｓｓｉｒｅｒ）认为
文化是符号的形式，人类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象征”
或“符号”的活动。

中国文化符号是能代表中国文化的那些突出的、
凝练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象征形式系统，中国的文化
软实力正是通过中国文化符号所表现出来，从而让人
们更好地感知中国国家形象。笔者结合卡西尔的符号
学和怀特的文化科学理论，将我国的文化符号系统分
为语言符号系统、非语言符号系统、综合符号系统三个
类别，并对短片中出现过的重要中国文化符号进行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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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国文化”系列短片概况

分
类 影片名称 内容简介 导演国别

播放
（次）

心情
（个）

分享
（次）

评论
（条）

时长
（分：秒）

物
质
文
化

Ｐｅｃｋｉｓｈ　ｏｎ　Ｐｉｎｇｊｉａｎｇ 平江当地美食文化 澳大利亚 ６　４０７　３２５　 ７７　 １１　 １１：１３

Ｃｈａｎ　＆Ｔｅａ　Ｏｎｅ　ｔａｓｔｅ 茶文化 墨西哥 ６　４００　５８４　 １６５　 １６　 ９：５７

Ｗｅａｖｉｎｇ　Ｈａｉｎａｎ 海南黎族的黎锦文化及其历史 荷兰 ２　９３３　１８６　 ３７　 ４　 ９：１０

Ｂｌａｄｅｍａｓｔｅｒ 保安族腰刀制作及其文化传承 南非 ５　６９０　４０７　 ５９　 １１　 １０：４３

行
为
文
化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Ｔａｘｉ　Ｄｒｉｖｅｒ 一位天津女司机的日常生活 美国 ３　９２０　３２３　 ４４　 ２　 ８：５５

Ｆｉｆｔｈ　ｍｏｎｔｈ，ｆｉｆｔｈ　ｄａｙ 关于端午节的相关文化生活 印度 ６　２２６　６７８　 １３２　 ６　 １０：３８

ＡＬＩＣＥ 一位女性导游的日常生活 格鲁吉亚 ２　８２５　２１５　 ３２　 １２　 １２：１９

精
神
文
化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探索和追寻蒙古族人民的文化精神 以色列 ３　１６９　２８３　 ４０　 ４　 １３：００

Ｔｈｅ　ｈｏｒｓｅ　ｌａｎｄ 三位牧民传承马文化的故事 以色列 ４　５７３　４２４　 ６３　 １１　 １０：３９

Ｄａｎｃｉｎｇ　Ｓｈａｄｏｗ 皮影艺术的生存问题和传承现状 韩国 １　７８９　１７３　 ２７　 ２　 ９：４４

Ｔｈｅ　Ｍｉａ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ｆ　Ｌｕｓｈ 苗族芦笙文化的内涵与现状 英国 ２　２４８　２０６　 ３４　 ２　 １０：５０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ｕｓ
现代化大背景下的满族训鹰、剪纸等

文化的内涵与现状
加拿大 ６　７９７　４４７　 １１９　 １７　 １０：０１

Ｓｏ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Ｋａｎｓｕ 哈萨克族的民间文化：阿肯对唱 巴西 ２　５９２　２４９　 ３４　 ２　 ９：５８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　ｆｏｒ　ｙｏｕ 新疆锡伯族的语言与艺术文化 巴西 １２　０００　６７４　 １４７　 １１　 １２：３１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ｏｆ　Ｓｉｃｕａｎ　Ｏｐｅｒａ 作为民间传统戏剧艺术的川剧 罗马尼亚 ５　４８９　７１２　 １２３　 ３　 １０：３７

Ｍｙ　Ｌｏｖｅ－Ｌｉ　Ｓｉｓｔｅｒ 黎族少男少女的婚恋文化 荷兰 ２　４５０　１９３　 ２８　 ２　 １２：５４

一列举（如表２所示）。中国文化系列视频中所包含的
中国文化符号主要分为三类，笔者将视频中出现的民
族语言、次方言、民族文字归为语言符号系统，代表性
的元素有苗语、四川话、蒙古文；将服饰、体势、建筑、美

食、乐器、画像、特定实物等归为非语言符号，代表性的
元素有黎族服饰、胡琴、八卦、孔明灯、红灯笼等；将音
乐伴奏、文学艺术、节日等归为综合符号，代表性的元
素有蒙古长调、川剧、皮影戏诗词、书法等。

表２　视频中出现的中国文化符号

中国文化符号 代表性元素

语言符号

　民族语言 蒙古语、保安语、苗语、哈萨克语、黎语、锡伯语

　次方言 苏州话、天津话、四川话、西安话、东北话、海南话

　民族文字 蒙古文、苗文、哈萨克文、黎文、锡伯文

非语言符号

　服饰 蒙古服饰、保安服饰、苗族服饰、哈萨克服饰、黎族服饰、锡伯族服饰

　体势 握手、茶道中的系列手势

　建筑 长城、林隐寺、苗寨、蒙古包

　美食 松鼠鳜鱼、古镇汤圆、手工苏式糖点、麦芽糖、肉包子、粽子

　乐器 古筝、二胡、大锣、大鼓、大拨、膛鼓、小锣、马头琴、胡琴、笛子、芦笙、冬不拉

　画像 毛泽东、成吉思汗、溥仪、门神

　特定实物 五星红旗、孔明灯、红灯笼、对联、瓷器、茶壶、八卦图案、福画、保安族腰刀

综合符号

　音乐伴奏 《张三的歌》《赛龙舟》《妆台秋思》《梅花三弄》《楼兰少女》《高山流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蒙古长调》

　文学艺术 川剧、皮影戏、赛龙舟、变脸、藏刀、滚灯、喷火、剪纸、书法、诗词

　节日 端午节、三月三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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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发现

（一）“他者”对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策略分析

１．主题分析
外国青年创作的短片主要以精神文化中的文学艺

术为主，那些有趣的、娱乐性比较强的文化比较能引起
他们的注意。霍尔（Ｈａｌｌ）根据信息传播对于环境的依
赖程度不同，将文化分为低语境文化与高语境文化。
低语境文化中信息的意义通过语言文字就可以直接清
晰地表达出来，不需要根据语境和其他因素去推测和
揣摩。中国文化具有很明显的高语境文化特性，而西
方很多国家的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他们不太喜欢含
蓄的行为文化以及不感兴趣的物质文化，只有那些生
动活泼的民族艺术更能激发他们的兴趣。他们将精神
文化作为一个切入口，通过这些精神文化表现人的生
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展现出人和自然相处的关系，通过
各个地区老百姓的人生百态，折射出这些精神文化的
传承与兴衰，及其在社会变迁中面临的现代文明的强
烈冲击。

２．创作角度分析
传统的国家文化短片多从自我的视角展示优秀、

有影响力的中国文化，容易引起国外受众对强制灌输
式宣传的反感，不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而“看中
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的１６部短片都是用陌生化的
他者视角去“亲历式体验”和观察独特的中国文化，在
不同国度、不同话语的背景中塑造着各自的文化想象，
并将他们所感受到的中国文化用影像的方式记录、呈
现出来，展现出鲜活、生动、多元的中国现实。而且视
频创作者在其所在国传播视频时，由于创作主体的“主
我”身份也将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亲近性”效果。在
被我们“主体”熟视无睹的情形中用异国视野去发现独
特的文化价值和生命情感，这也将引发我们的文化反
思，这些短片可谓是一组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像志，作为
导演的外国青年不仅是倾听者、采访者，更是参与者、
亲历者。

３．叙事风格分析
总体来看，这些短片在中国文化的叙述风格上简

洁朴实、娓娓道来，没有使用花哨的拍摄技法和口号式
的宏伟叙事，更没有居高临下的叙述风格，摈弃了对构
图、色彩、光线等形式的唯美追求，以鲜活的个体为切
入点，将镜头对准普通老百姓，保持叙事风格的真实性
与鲜活性，呈现方式上多次以小见大地表现中国文化
在现代文明冲击下所面临的困境。创作者现场采访并

用摄像机记录受访者最自然真实的状态，关注边缘群
体，正视客观真相，展现出他们最真实的情感与心理，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心理触动，通过这种“深
营造”引起观者的共鸣［１４］。叙述真挚细腻饱含人情味，
以闲叙家常、细细说来的方式，没有大声疾呼式的强烈
抒情，从而真挚平实、自然而然地构建起中国国家形象。

４．人物分析
系列短片在人物刻画方面，多次将镜头对准老人

和儿童，在对蒙古族、苗族、黎族、哈萨克族、锡伯族、保
安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描述中，每个短片中都有大量
的老人和孩子同时出镜。这两类群体各自处在年龄的
极端，一个刚要开始，一个即将结束，一边是睿智沉稳，
一边是天真无邪，给受众一种鲜明的对比与视觉的冲
击，同时也暗示着一种文化的延续与传承。此外，老人
和儿童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职业所赋予的社会角色
在他们身上体现得相对较弱，他们的生活状态能更纯
粹、更真实、更立体地映射出文化的时代特征。在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　ｆｏｒ　ｙｏｕ、Ｔｈｅ　ｈｏｒｓｅ　ｌａｎｄ中通过记录老人和
晚辈的关系，反映出他们对生活意义的感怀，对生命价
值的思量，蕴含着中国文化的价值观与世界观。系列
短片中所刻画的老人和儿童形象，透视出中国社会的
家庭观念、生活伦理等多维文化内涵。

５．音乐分析
人类的语言是有国界的，但音乐是无国界的，美妙

的音乐能走进人的内心，抵达灵魂深处。在表现美食
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等物质文化的短片中，创作
者多以《张三的歌》《那些花儿》等民谣、民间歌舞来表
现，并辅以笛子、丝竹、古筝等民族乐器，表达出一种轻
松明快的节奏。在表现人们的日常生活、民俗节日等
行为文化时，创作者多以《赛龙舟》《有一个美丽的地
方》等民族歌曲作为背景音乐，并辅以腰鼓、二胡、琵琶
来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内涵。在表现精神文化时创作
者使用《芦笙恋歌》《妆台秋思》《梅花三弄》《楼兰少女》
《高山流水》等背景音乐，并辅以马头琴、胡琴、荜达、芦
笙、冬不拉等乐器表现文化的多元，这种“民族元素”能
让外国观众更全面、更多维、更立体地了解和认识中
国。总体来看，短片中的音乐都是创作者有目的地精
心选配而成，有效地使视觉的美、听觉的悦与所表达的
主题相呼应，给受众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感，并产生美
好的向往和期待。古人说“移风易俗，唯乐至深”，音乐
是增强感染力和烘托气氛的重要因素，不仅达到传播
“文化”的主题，而且诉诸人的情感，走进人们的心灵。
音乐跨越不同语言的鸿沟，突破不同地域的认知习惯，

０５１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ｈｔｔｐ：∥ｓｋｘｂ．ｘ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以一种无界别的“国际流通语言”诉说着它的旋律之
美，让人充满无限想象和向往。

６．字幕分析
字幕是以文字形式显示的对话、解说等非影像内

容，与画面相匹配并传递着明确意义，在短片结构中占
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视觉图像和声音在解码的过程
中可能会产生多元分歧，而文字可以消除这种不确定
性［１５］。外国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多引用中国的古诗
词对视觉图像进行补充说明，展现出中国独特的诗词
文化。诗词文学是关于语言的艺术，是民族的精神与
心灵史，是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诗词文化是中国传统
文化浓墨重彩的一笔，生动、形象、深刻地表现着中国
文化的基本精神。例如，墨西哥青年在讲述茶文化的
短片Ｃｈａｎ　＆Ｔｅａ　Ｏｎｅ　ｔａｓｔｅ中用唐末五代时期文益的
《幽鸟语如篁》表现中国“茶禅一味”的禅茶文化：“永日
萧然坐，澄心万虑忘。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平仄
起伏的五言绝句，彰显着中国文化的诗词之美；南非青
年在记录保安族腰刀制作及其文化传承的短片

Ｂｌａｄｅｍａｓｔｅｒ中，用宋代理学家朱熹《警世贤文·勤奋
篇》中的“宝剑锋从磨砺出”表现不可思议的腰刀工艺
制作过程；荷兰青年在表现海南黎族的黎锦文化短片

Ｗｅａｖｉｎｇ　Ｈａｉｎａｎ 中，用清朝进士程秉钊《琼州杂事
诗》中的“黎锦光辉艳若云”来表现黎锦的五彩斑斓和
美轮美奂。

（二）用户评论分析
外国青年拍摄的中国文化系列短片已经被多个账

号转发和分享，笔者对相关数据进行了统计（数据截至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２日），得出总观看量超过７５　５０８次，点

赞６　０７９个，分享１　１６１次，评论１１６条，总体来看关注
度较高，尤其是点赞数和分享数均高于以往我国自己
拍摄的同类短片。播放次数超过６　０００、点赞次数超过

３００的有 Ｐｅｃｋｉｓｈ　ｏｎ　Ｐ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Ｃｈａｎ　＆ Ｔｅａ　Ｏｎｅ
ｔａｓｔｅ、Ｆｉｆｔｈ　ｍｏｎｔｈ，ｆｉｆｔｈ　ｄａｙ、Ｆｉｆｔｈ　ｍｏｎｔｈ，ｆｉｆｔｈ
ｄａｙ、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　ｆｏｒ　ｙｏｕ。

语言探索与字词计数软件（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ａｎｄ
Ｗｏｒｄ　Ｃｏｕｎｔ，ＬＩＷＣ）是一款基于文本情感分析的软
件，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能够较好地测量情绪表达。
笔者运用ＬＩＷＣ软件对总计１　７３２个英文单词的Ｆａ－
ｃｅｂｏｏｋ用户评论进行情绪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可
以看出，用户在评论中所运用的人称代词（Ｓｅｌｆ－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的数值为２．３１，小于正式文本的４．２，表明用户
的表达偏正式，比较客观，不太倾向于主观表达；用户
在评论中所运用的社会过程词（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ｄｓ）的数值
为５．８３，小于正式文本的８．０，表明用户倾向于事实论
述，且评论客体之间的回复、互动较少；用户在评论中
所运用的积极情绪词（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为５．９５，远
远大于正式文本的２．６，由此可见用户的评论持一种
乐观、积极体验的正面情绪；用户在评论中所运用的消
极情绪词（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为１．１５，小于正常文本
的１．６，由此可见用户持焦虑、愤怒、悲伤等负面情绪
的较少；用户在评论中所运用的感知过程词（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ｗｏｒｄｓ）数值为４．１６，小于正式文本的５．４，
表明用户评论比较趋同，偏向于整体的一个态度和想
法；用户在评论中所运用的冠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数值为

１０．４５，大于正式文本的７．２，表明用户评论较为具体，
是比较深入的探讨，而不是一个宽泛评价。

表３　ＬＩＷＣ分析结果

ＬＩＷＣ维度 本研究数据 非正式文本（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ｅｘｔｓ） 正式文本（Ｆｏｒｍａｌ　Ｔｅｘｔｓ）

人称代词（Ｓｅｌ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ｍｅ，ｍｙ） ２．３１　 １１．４　 ４．２
社会过程词（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ｄｓ） ５．８３　 ９．５　 ８．０
积极情绪词（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５．９５　 ２．７　 ２．６
消极情绪词（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１．１５　 ２．６　 １．６
感知过程词（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ｗｏｒｄｓ） ４．１６　 ７．８　 ５．４
冠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ａｎ，ｔｈｅ） １０．４５　 ５．０　 ７．２

　　进一步将用户的积极情绪词与消极情绪词进行统
计，结果如表４所示。可以发现，用户对关于精神文化
短片的评论较多，那些生动活泼的民族艺术、丰富有趣
的民间文化更能激发他们评论的兴致，同时，用户对中
国文化系列短片评论的角度、语气非常多元，这与短片
中所表现出种类繁多、特色鲜明的文化元素不无联系。

综合来看，用户的评论整体上持一种正面的评价，其中
包括Ｇｒｅ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ｇｏｏｄ　ｓｔｏｒｙ、Ｃｕｔｅ　ｓｔｏｒｙ等评
价。使用频率较高的正面词语有１ｏｖｅ（喜爱）５次、

ｎｉｃｅ（好）５次、Ｇｒｅａｔ（精彩的）５次、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有趣
的）４次，主要是对具体的中国文化元素的评论，例如
用户用评论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ｕｓｅｄ　ｖｅｒｙ　ｇｏｏｄ　ｍｕｓｉｃ、Ｐｅ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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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　ｖｉｄｅｏ　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ｕｎｉｑｕｅ称赞导演对短
片的配乐和人物刻画。负面评论相对较少，总共只有

１１条，占比９．４％，主要以怀疑的语气展开，比如有用
户评论ｒｅａｌｌｙ？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ｆｏｏｌ　ｍｅ？等，但也有用户针
对负面评论回复，例如：Ｗｈｏ　ｃａｒｅ　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Ｓｔｕｐｉｄ。针对短片本身的评价有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　ｗｅｌｌ　ｄｏｎｅ
ｖｉｄｅｏ、Ｆａｎｔａｓｔｉｃ　ｗａｔｃｈ等。除对短片本身的评价外，
一些用户“借题发挥”发表一些跟短片没有直接关系的
评论，如有用户宣传美国自由党的政治纲领，其内容远
远超越了短片本身，另外还包括一些宣传购物广告［１６］。

总体来看，短片在国外传播效果较好，用户的正面
情绪远远大于负面情绪，一改以往对外传播外冷内热
的情况，用户的评论也围绕着具体的中国文化而深入
展开。

表４　用户评论中的情绪词

情绪类型 情绪词

积极情绪

乐观

ｃｕｔｅ（漂亮的）、ｃｏｏｌ（很酷的）２次、ｓｗｅｅｔ（愉快的）

２次、ｌｏｖｅｌｙ（可爱的）２次、ｆａｓｃｉｎａｔｅ（着迷的）、ｅｘ－
ｃｉｔｅ（兴奋地）、ｐｒａｉｓｅｄ（赞扬）、ｈｏｎｏｕｒｅｄ（敬佩

的）、ｈｏｎｏｕｒａｂｌｅ（尊敬的）、

积极

ｌｏｖｅ（喜爱）５次、ｇｏｏｄ（好）、ｎｉｃｅ（好）５次、ａｗｅ－
ｓｏｍｅ（极好的）２次、ｐｅｒｆｅｃｔ（完美的）、ｇｒｅａｔ（精彩

的）５次、ｗｏｎｄｅｒｆｕｌ（很棒的）、ａｍａｚｉｎｇ（惊奇的）、

ｏ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有趣的）４次、ｆａｎｔａｓｔｉｃ（极好的）、ｅｎ－
ｃｈａｎｔｅ（迷人的）、

其他 等符号６次

消极情绪

焦虑 ｌａｓｔ（最后的）、ｍｅｓｓ（困境）、ｆｏｏｌ（愚弄的）

愤怒 ｂａｎ（禁止）、ｇａｇ（堵住）

悲伤 ｓａｒｃａｓｍ（讽刺的）、ｈｉｄｅ（隐蔽的）

其他 ｎｏｂｏｄｙ　ｃａｒｅｓ（无人关心的）、ｄｕｍｍｙ（仿制品）

（三）归纳与总结：作为“他者”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
通过视频中中国文化符号呈现以及视频本身的视

听说分析，隐藏于媒介符号之下的国家形象轮廓逐渐
显现，并结合用户评论的文本分析，“他者”主要建构了
以下四种中国国家形象。

１．文化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的东方大国形象
短片为我们呈现了西汉的皮影戏、唐朝的诗歌、五

代的孔明灯、宋朝的瓷器、元朝的草原文化、明朝的书
法、清朝的川剧、现时住户门上的“福”字等一系列中国
传统文化，并穿插着具有时代符号的画像，像一幅长长

的历史画卷，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从４　０００多年
前的道家八卦文化、２　０００多年前建造的长城为代表
的建筑文化到现在的松鼠鳜鱼等特色美食文化，从东
北地区的满族剪纸、四川的川剧变脸艺术到海南黎族
的黎锦纺织，短片描绘了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五湖四
海的美味食材、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旖旎秀丽的特色
建筑、深刻完备的道德伦理。用户用评论ｌｏｖｅ　ｙｏｕ
Ｃｈｉｎａ、Ｌｏｖｅ　ｙｏｕ　Ｃｈｉｎｅｓｅ表达对中国的喜爱。外国创
作者们用他们独特的他国视角，展示着文明古国深厚
的文化底蕴，从而构建了一个文化博大而又厚重的国
家形象。

２．民族文化繁荣、丰满有活力的国家形象
短片为我们展示了哈萨克族的阿肯对唱、锡伯族

的民歌艺术、保安族的腰刀制作、满族的训鹰等少数民
族独有的民族文化；从以蒙古语、保安语、苗语为代表
的民族语言，到以哈萨克文、黎文、锡伯文为代表的民
族文字，到以苗族服饰、蒙古族服饰、锡伯族服饰为代
表的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从苗族的芦笙、哈萨克族的
冬不拉、黎族的叮咚为代表的民族乐器，到哈萨克族纳
吾鲁孜节、黎族三月三相亲盛典等一系列民俗文化节，
用户用繁体字评论“美的回憶，錫伯族的故事！偉大的
故事！谢谢您！錫伯族！中華民族谢谢您！”表达对少
数民族文化的喜爱。外国青年拍摄的中国文化系列短
片多维度表现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多元、繁荣与博大，将
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展现得淋漓尽致，构建了一个
民族文化蓬勃繁荣、丰满多元的国家形象。

３．和平发展、注重相依相生的国家形象
短片为我们刻画了中国人与中国人、中国人与外

国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等多维度的伦理关系，不动
声色、自然而然地建构国家形象。在 Ｍｙ　Ｌｏｖｅ－Ｌｉ
Ｓｉｓｔｅｒ中，荷兰女生安娜·奥梅罗维奇与黎族姑娘小
盼初次相遇并在后来友好相处，通过对两个不同文化
背景的陌生人在短时间建立真挚友谊的全程记录，表
达出中国爱好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用户评论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ａ　ｐｅａｃｅ－ｌｏｖ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也说明了这一点。在Ｇｒａｓｓ－
ｌａｎｄｓ、Ｔｈｅ　ｈｏｒｓｅ　ｌａｎｄ中讲述了乌审旗草原上三位牧
民传承马文化的故事，短片以对人、马、自然三者和谐
关系的思考作为结尾，引人深思。在Ｔｈｅ　Ｍｉａｏ　Ｖｉｌ－
ｌａｇｅ—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ｆ　Ｌｕｓｈｅｎｇ中从苗族传统乐器芦
笙（芦笙象征着和平与友谊）入手，探索中国西南边陲
世外桃源般的苗家生活，充分展示了人地和谐、生生不
息的苗族文化和中国传统精神内涵。通过这些关系着
力建构了一个爱好和平，注重相依相生的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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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文化融合与文明冲突的现代化国家形象
短片为我们记录多样性文化的同时也揭示了传统

与现代的融合与冲突，以及传统文化濒临失传乃至灭
绝的阵痛。Ｔｈｅ　ｈｏｒｓｅ　ｌａｎｄ制作马鞍的技艺在现代文
明的冲击下面临着断代的问题；Ｂｌａｄｅｍａｓｔｅｒ中在机
械文明的冲击下保安族腰刀面临着失传的情况；

Ｄａｎｃｉｎｇ　Ｓｈａｄｏｗ 中由于网络社会的崛起引领了新潮
流的娱乐方式，皮影艺术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新媒
体、新媒介不断涌现的新时代，旧式生活方式与新式生
活方式的融合与创新，手工文明与机械文明的并行与
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与协调，用户用评论

Ａ　ｃｈａｎｃｅ　ｔｏ　ｄｏ　ｂｅｔｔｅｒ、Ｄｏｎ’ｔ　ｍｅｓｓ　ｉｔ　ｕｐ、ｍａｎｙ　ｈａｖｅ
ｌｏｓｔ　ｔｈｅｉ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ｍａｓ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表达了对文化危机的担心和忧虑。系列短片通过传统
文化对当代社会进行反思，构建了一个文化融合与文
明冲突的现代化国家形象［１４］。

五、结论与讨论

从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的用户评价发现，外国青年拍摄的中
国文化系列短片所产生的传播效果一改以前外冷内热
的局面，是以往官方发布的同类短片都不曾达到的，之
所以能够得到外国受众前所未有的关注与好评，主要
是因为摒弃了传统的强制灌输、自说自话理念，通过一
种陌生的他者视角，客观的、记录式的呈现，成功地塑
造了一个在西方受众看来显然是更“亲切、丰满、有活
力”的国家形象。

就他者层面而言，首先，我国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中
应该立足中国实际，巧用外力，积极地借筒传声、借船
出海，借助他国媒体加强我国形象传播，从而更好地在
全球舆论空间与网络空间中传达“中国声音”，增强“中
国力量”。其次，搭建国际合作新平台，精心设置议题，
巧妙地唱响中国声音，弘扬中国价值，推动中国文化走
进国外主流社会，实现精细化传播，从而有效引导舆
论。最后，合理打造对外传播的“亲近性文本”，打通受
众在文化背景、信息需求、接受习惯等方面各不相同的
壁垒，以入情入理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找到传播主客体
之间的“最大公约数”［１７］。

文化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柔性”手段，中国文
化应当担负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使命，积极利用好新
媒体传播国家文化。青年群体对于异质文化的包容
度、开放度和接受度较高，将会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的重要传播对象［１８］。近年来，我国在国家形象的塑造

与建构上正在从被动到主动、从粗放式到精准式、从低
调缄默到高调展示转变，积极引导国际社会全面客观地
认识中国，努力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而如何巧妙地运
用“他者”可谓是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努力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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