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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每个新加坡人都热爱功夫格斗吗？根据卡尔·道格拉斯的研究，在 １９７４年美国的迷恋功夫

电影的高峰期时，美国每个人倒确实都热爱 “功夫格斗”。许多学者对中国武侠电影在美国社会的影响进

行了研究，然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美国电影在其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过程中，扮演着美国的软实力

战略的一部分；十分遗憾的是，少有人探讨中国武侠电影在亚洲地区的影响。今天，中国在全球秩序中的

崛起已然是不争的事实，而中国电影也已经越来越流行，并且其亦作为 “软实力”也进入了中国的官方话

语中———正如旨在安抚别国情绪的所谓 “和平崛起”。本文旨在从新加坡观众的角度探讨中国武侠片在产

生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和中国电影力量在提升中国软实力方面的潜力。有证据表明，中国的武侠片确实

是一种宝贵的软实力资源，同时也是一种可以继续在亚洲推广的很有前途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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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已经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并且已经能够跟上其经济发展的脚步。更具体地

说，电影术语 “功夫”为中国电影赢得了额外的尊重 （尤其是在美国）并为中国电影塑造了鲜明的独

特性。我们从大多数美国学者的文献中均热切地阅读到中国武侠电影对好莱坞和美国观众的影响，但

其中确实鲜有研究其如何影响了亚洲人的论述。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传播中国 “剑术”的电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许多政治观察家试图

通过对电影媒介的理论探讨和对导演的采访来试图揭示电影影像背后所传递的信息。而电影评论家和

学者则早已指出在丰富的中国电影资源中，武侠片是如何巧妙地通过特定场景的设置，并且不断重复

中国人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从而润物细无声地将理想的中国文化传导给对本土及国外的观众。这

些价值观包括：谦卑，正直，孝顺，无扰和超越进攻的自卫。因此，这种从观众心目中的中国文化与

景观的概念上建构起来的电影力量，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忽视的。

中国正在转向通过软实力在东南亚地区营销自己，并且积极改善与邻国及合作伙伴的关系［１］。中

国已经发现成本更低的软实力同样可以实现相关的经济和政治目标，而且有时甚至比硬实力更有效。

一方面，中国政府热衷于将中国电影作为传播软实力的工具；另一方面，他们也已经认识到，泛滥的

盗版与严格的审查恐怕将对其软实力战略构成持续性的挑战。

本文将着力阐述中国武侠电影在一个特定的地点———新加坡———的地位，并通过该地区的研究视角

提供针对中国武侠电影的一系列观点。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东南亚的多种族的国家，人口由华人，

① 原文载 ＣｈｉｎａＭｅｄｉ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２）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浙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２１卷

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的组成；而在新加坡作为较大多数人口的华人以及相关的历史告诉我们，

新加坡和中国之间的紧密关系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这种文化的亲切感。从历史上看，邵氏兄弟是最早的

几个从大陆进驻新加坡并建立自己院线的电影公司之一；同时，邵氏的电影院在其全盛时期严重依赖

于中国武侠片来统治新加坡观众。

目前，根据 ＩＭＤＢ网站２０１１的统计数据，在新加坡电影院放映的华语影片大多是武侠片。尽管票

房成绩仅仅是表明电影受欢迎程度的众多指标中的一个，但是电影 《叶问２》在新加坡的票房数字确实

值得一提。２０１０年，《叶问２》刷新了票房纪录，成为新加坡历史上最赚钱的武侠片。它在好莱坞大片

《钢铁侠２》上映一周之后便公映，几乎与 《钢铁侠２》在票房市场上展开了直接对抗，最后 《叶问２》

取得了１７４００００新元 （约７７５４０００人民币）的票房！显然中国武侠电影在新加坡的如此受欢迎是有原

因的。这个原因需要我们从如下两个展开研究：其一，新加坡人如何看待这种电影题材；其二，新加

坡人如何看待这些电影的原产地———中国。

二

（一）研究背景简述

著名学者维多利亚大学终身教授拉尔夫·克罗齐①在 １９７３年便建议华人学者们开始认真地研究中

国电影。他指出探索中国电影的内容是十分有价值的———这些电影中表现中国人的精神、态度、国家或

社会的含义以及电影创作者 （或审查者）的意识形态。克罗齐关于中国电影的特性阐述越来越为后来

的学者们所支持，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电影作为一种媒介而言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比如日本学

者岩渊幸一②就十分支持克罗齐的观点，并进一步阐述道，“当代中国———真实的存在应该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却不是华人后裔们苦苦找寻的那个由众多想象中的元素构成的那个中国，很多情况下

（泰国也类似），广受欢迎的中国有关 ‘剑’和 ‘鬼’的电影以及香港的警匪片都是这些元素的组成

部分”。［２］

更进一步，雷德 （ＣＤＲｅｉｄ）博士称赞武侠电影是一种 “有魅力的入侵”。他阐述了中国武侠电

影是如何运用自身力量从而轻而易举地创造出吸引力的，为此他还特地引用了西方某电视台台长米格

尔·桑托斯的评论，“武侠电影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们很简单，它们很有趣，它们可以与任何观众产生

共鸣，而且，它本身就已经是主流娱乐片了！”［３］而其他关于中国武侠电影的文章中，就没有将此类问

题的研究延展到中国武侠电影对东方世界人们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寻找这一现象在新加坡的存在，

来弥合这一研究的鸿沟。

本地电影票房结果显示，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１年，在新加坡的主流影院最受欢迎的中国电影是动作片，比

如，２００８年的 《长江７号》，２００９年的 《赤壁 （下）》，２０１０年的 《叶问 ２》，２０１１年的 《新少林传

奇》。许多其他的中国大片，比如 《关云长》和 《武侠》，也在新加坡市场上取得了成功。巧合 （或根

本不是巧合）的是，这些影片包括打斗场面、武术技能的展示等等，均将场景设置在典型的中国景观

中。有证据表明，新加坡的观众渴望观看中国武侠片，甚至为了观看这种电影而宁愿不看其他类型的

０９

①

②

译者注：拉尔夫·克罗齐 （ＲａｌｐｈＣｒｏｚｉｅｒ）维多利亚大学终身荣誉教授，世界历史协会原主席，克罗齐把中国现代艺术与
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与一些接受了欧美现代艺术的亚洲国家进行比较后，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为何会在中国产生这种独特

的而非像西方原有的这种 “另类现代性”。主要著作有 《现代中国的艺术与革命》“Ａｒｔａｎ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加州大学
出版社，１９８８年），《何时产生的中国现代艺术？———中国现代主义简史》“ＷｈｅｎＷａｓ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ｒｔ？ＡＳｈｏｒ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华盛顿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等。

译者注：岩渊幸一，日本著名学者，常年致力于跨文化传播研究，２０１２年受聘出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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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们将继续探讨与分析在新加坡上映的中国武侠电影的水平，以及研究这些影片造成观众对中

国的看法影响的价值。

（二）中国的软实力战略

时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赵启正在三年前曾做出过题为 “中国属于世界”的讲话，描绘了中国的

外交政策中完全不同的一面［４］。在当时的演讲中，赵还认为中国可以超越文化障碍，并能够积极宣传

自己的文明，因此，国际社会也应该更加渴望和欣赏中国的魅力［５］（８１）。可以说，他已经认识到，文化

是一个重要的工具，用以帮助中国提升使用更加柔和的方式的能力。还有观点认为中国希望在他的对

手中间塑造更加积极的形象———这是十分必要的。中国政府准备通过流行文化在东南亚传播中国文化

和语言［５］。尽管该篇论文中并没有直接说明电影作为中国政府获得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进一步的理解和

支持的手段之一，但是流行文化的表述显然对此有所包含。

幸运的是，纽卡斯尔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巴尔确信中国政府渴望来将中国电影作为一种

工具来传播中国的软实力 （尽管中国电影面临不可避免的国际风险），尽管它已经很难一直牢牢控制中

国电影生产的传播与内容。电影业的当前状态是这样的：在中国禁止的电影可以在中国境外购买到，

并通过非法手段，比如 “盗版 ＤＶＤ”或通过社交媒体，比如 “相当于中国的 Ｙｏｕｔｕｂｅ的土豆网”再进

入中国。［６］更重要的是，巴尔还强调中国武侠电影已经被视为典型的娱乐消遣方式。它们也可能更容易

获得大众的认可，并且不像其他具有政治动机的电影 （如张艺谋执导的 《菊豆》）难以逃脱中国电影

检查那 “看不见的拳头”。［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李明江教授便曾断言，广泛传播的媒体具有很大的

潜力作为构成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的一部分。［８］中国武侠片不仅仅具有影响群众的潜力，他们更具备传播

政治信息的潜力。有学者认为，中国武侠电影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并且中国电影中的暴力内容已经

能够重新产生一种针对观众的广泛的政治影响。它们已经有能力使得观众对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或者一

种文明的典型特征产生兴趣。事实上，电影专注于政治功能，有助于任何中国试图散播其力量的政治

边界产生有效的交叉。［９］以上两种观点相得益彰，互为补充，他们都支持将武侠电影与国家自身的战略

行为相联系。但是，反对的观点亦在于，这种通过暴力电影渗透力量的过程，究竟是否能够提升国家

非诉诸武力而达到政治目的的能力。

（三）中国软实力分析

有趣的是，当前，已经有试图寻找中国软实力的运动成功与否的问卷调查活动了———美国记者柯克

兹兰在其著：《魅力攻势：中国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曾谈到，“在 ２００５年，美国驻曼谷大使馆

进行了一项委托研究，目的是调研泰国人对其他国家的看法……大多数的泰国人相信，中国很快将成

为影响的他们最重要的外部力量和最亲密的经济伙伴……有 ８３％的泰国人对中国表示好感……而 ２００５

年英国广播公司进行了一项针对包括像菲律宾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内的 ２２个国家的民意调查，该调查

显示，４８％的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主要是积极的”。［１０］

尽管有上述乐观的结果，但是不无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如好莱坞这样的品牌，因此它的软实力仍极

大地依赖于官方的努力。特别是，构成软实力的关键因素———中国文化的创新能力远未开发。布鲁姆伯

格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丁胜就认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在国际体系中的表现，不同于其他领

域，比如电影行业的表现也将在影响自身形象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我们有必要认识到，中国的

软实力是多方面的，并且归根结底依赖于其硬实力。［１１］

著名智库兰德公司的研究员特来弗顿和琼斯在测量软实力方面，建议寻找案例和结果并且还要依

据价值链的模式。他们还提到，测量软实力的另一种方法是评估一个国家 （中国）援助其他国家的模

式，特别是测试其他国家对该国语言 （中文）的理解程度，以及额外对该国 （中国）文明符号的使用

增量。特来夫顿和琼斯还认为，该国统治者的声誉也会对国家软实力的改变产生价值。此外，“旅游、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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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盟友、电话与互联网通信的模式等，也是构成软实力的重要指标”。［１２］

在梳理相关研究背景的过程中，我们十分遗憾地发现，几乎没有一项研究试图从亚洲观众的角度，

来探讨欣赏中国民族传统武术的起源与中国武侠电影对他们吸引力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将尝试通

过对中国武侠电影的评估，进而建构新加坡观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的方法，来回应这一缺憾。

（四）核心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缺乏讨论的中国武侠电影对亚洲观众对中国的看法的影响的问题，本论文将着重考

虑以下问题，并以此作为指引，以调查看中国武侠电影，新加坡人对中国的态度：

问题一：新加坡人看中国武侠片的习惯是什么？问题二：看中国武侠电影和不看中国武侠电影的人

们对中国有何不同的看法？问题三：经常看中国武侠电影和不经常看中国武侠电影的人们对中国有何

不同的看法？问题四：偏好中国武侠电影的人与他 （或她）对中国的看法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五）“看法”的界定

基于促发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ｒｉｍｉｎｇ），佐治亚大学语言传播系教授莫纳汉等就认为，对于不同的社会、

文化和种族的集群的人们而言，媒体是一个能够互相获得对方的知识的大型设备。正是因为媒体的这

种特殊效用，使之经常被描绘为社会标签的基石。［１３］在此框架下，本文试图寻找中国武侠片影响观众对

中国的看法是否主要存在于如下这些方面：强与弱，杂乱无章与组织有序，穷与富，活泼与单调，专

制与民主。

（六）“软实力”的界定

在国家边界不断相互渗透的今天，国家力量的角色是可以随时转化的。软实力关乎一种吸引力，而

这种吸引力恰恰源于大众对其自身情感和想法的确认。此外，有实力的国家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必

须考虑其他国家的福祉。［１４］另一个对于软实力的观点在于首先认为所谓 “实力”是一种能够达到目的

能力。软实力几乎包含了除躯体力量之外的全部其他力量；所以研究谁拥有软实力，甚至可以帮助人

们认识自己的工作环境。［１５］

我们将通过调查中国武侠电影的新加坡观众对中国的态度来定位中国的软实力：

（１）中国作为度假目的地；（２）中国内地作为朋友，商业伙伴，生活伴侣；（３）中文作为沟通工

具；（４）中国的教育体系；（５）中国政府的声望；（６）在中国产品的可靠性；（７）中国服装的魅力和

时尚；（８）中国美食的吸引力；（９）中国艺术品的价值；（１０）“冷酷”的中国年轻人；（１１）中国音

乐的吸引力。

三

（一）方法论

我们将采用在媒介研究中广泛使用的定量分析法来展开研究。这种方法也与我们调查的意图有关

———评估和观察新加坡观众在他们与中国武侠片的接触基础上，对中国的正面，负面或中性的看法。特

别要强调的是，本项调查工作将立足 “横断面调查研究”来展开方法设计，同时考虑了大量的受访者

在统计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变量。这项研究将聚焦新加坡，并通过面对面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分发问卷。

本次调查将会使用国际上广为认可的李克特五级量表来测量受访者的态度，这种心理量表经常被用来

帮助分析和查询问卷调查的结果。

（二）样本设计

根据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新加坡的种族比例如下： “华人占 ７６８％，马来人占 １３９％，印度人占

７９％，其他占１４％”。本项研究将采用概率抽样方法，并试图采取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根据新加坡人

口的种族比例，通过分层随机抽样技术展开抽样。因此，本次针对性的样本量为 ５０名参与者，其中 ３８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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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华人的受访者，７名马来受访者，４名印度受访者，一位受访者不属于上述任何种族。本研究由于时

间限制使得样本的大小受到了限制，如果这项研究被复制，更大的样本量可能会获得不同的结果。我

们在问卷分发前进行了先导性的研究，并将密切监测和与受访者的响应情况，如果从受访者在收到问

卷后四天之内没有任何反应，研究人员则会将调查问卷分发给其他合适的受访者。

表１　受访者人口资料 （单位：％）

项　　　目 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 其他人

性　　别

男 ４２ ０ ５０

女 ５８ １００ ５０ １００

年　　龄

１８－２１ ５ １４ ０ ０

２２－２５ １６ ２９ ７５ ０

２６－３０ ２４ ２９ ２５ ０

３１－４０ ３１ １４ ０ ０

４１－５０ １３ １４ ０ ０

５１－６０ ８ ０ ０ １００

６０以上 ３ ０ ０ ０

就业情况

学　　生 １３ ０ ５０ ０

在家工作者 ０ ０ ０ ０

退休人员 ０ ０ ０ ０

在职人员 ８４ １００ ５０ ０

个体业者 ０ ０ ０ １００

失业超过一年者 ０ ０ ０ ０

失业不足一年者 ３ ０ ０ ０

无工作能力者 ０ ０ ０ ０

受教育程度

未受过教育或只上过幼儿园 ０ ０ ０ ０

小　　学 ３ ０ ０ １００

Ｏ级 （剑桥教育水平概念，相当于高中毕业） ５ １４ ０ ０

Ａ级 （剑桥教育水平概念，相当于大学预科） ０ ０ ０ ０

大学 （未取得或尚未取得学位） ２４ ７２ ２５ ０

工艺技术学校 ０ ０ ０ ０

取得学士学位 ４８ １４ ５０ ０

取得硕士学位 １７ ０ ２５ ０

取得博士学位 ３ ０ ０ ０

３９



浙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２１卷

　　 上表反映５０位受访者的人口资料情况，其中受访者中有 ３８名华人，７名马来人，４名印度人和 １

名欧洲裔亚洲人。特别需要提示的是７名马来人和１名欧洲裔亚洲人皆为女性，而华人和印度人受访者

较好地平衡了性别比例。该人口情况分析对接下来届时调查结果产生的原因将会有重要的帮助。

表２　受访者对自己作为观众的回答 （单位：％）

电影观众的行为 总　是 经　常 一　般 偶　尔 基本没有

观看此类影片 ６ ８ ３６ ３８ １２

个人选择此类影片 ９ ５ ２５ ３７ ２３

保持主动寻找此类影片 ２ ７ ２５ ３４ ３２

与他人讨论此类影片 ２ ７ ２５ ３４ ３２

探寻更多的中国文化 ２ ７ ２５ ３４ ３２

观众的看法 强烈赞成 赞成 中立 反对 强烈反对

看此类电影很愉快 １４ ４０ ３０ ８ ８

别的新加坡人看此类电影会很愉快 ９ ４８ ４１ ２ ０

此类电影制造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 ２０５ ５０ ２０５ ９ ０

　　 （三）新加坡人的观影模式

从表２结果显示，３６％的受访者看中国的武侠片的频率一般，而３８％受访者仅是偶尔观看，大部分

受访者并不频繁观看中国武侠片。此外，大多数新加坡人并不由自己来选择或是主动寻求观看中国武

侠片。此外，新加坡观众基本不与他人讨论这些电影。显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好莱坞电影在新

加坡电影市场上的统治地位。当然，新加坡观众对美国电影的偏爱很大程度上也源于美国电影产业强

大的国内市场基础和两国的文化联系。美国有好莱坞，但中国没有，这会影响新加坡人对中国武侠片

的观影模式———可能表明新加坡人更认同与美国的现代化，而非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如此，有 ５４％

的受访者至少同意看中国的武侠片是愉快的；５７％以上的受访者认为新加坡人喜欢看中国的武侠片；还

有至少７０５％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武侠片制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引力。这些发现，在更大程度上

描绘了中国武侠电影一直保持着自身的审美吸引力，从而支撑了前文所述岩渊幸一等的观点———观众

有意无意地通过流行的中国电影 （包括中国武侠电影在内）建构自身想象中的 “当代中国”的形象。

表３　中国武侠电影观众与非观众的对比 （单位：％）

非中国武侠片观众 中国武侠片观众

肯　定 中　立 否　定 肯　定 中　立 否　定

政　治７ ５０ ４３ ２５ ５０ ２５

经　　济 １３ ５０ ３１ ４５ ３１ １５

社　　会 ２５ ５３ ２２ ４５ ３８ １７

文　　化 ３９ ５３ ９ ６７ ２９ ４

　　 （四）中国作为不同的 “镜头中美景”

表３列出了观众和非观众对中国武侠片之间的看法的比较结果。这些研究结果显著表现出中国武侠

片的观众对中国的各个方面的积极看法远远超过非观众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中国

的武侠片已经成功地在那些观众中间建构了相对于非观众而言更积极的看法。纽卡斯尔大学的中国问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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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专家迈克尔·巴尔在其代表作 《谁在害怕中国？———来自中国软实力的挑战》中写道，中国政府渴

望将电影作为中国软实力的一项来源，而这些发现可能也恰恰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倾向于支持

通过电影媒介来传播中国的文化意义。［１６］此外，许多西方的中国政治分析家可能过分地强调了这种以大

众媒体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１７］在本论文的研究中，有６７％的中国武侠片观众

对中国文化存在着积极的看法 （如中国美食、艺术、音乐、电视等），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前文所述

丁胜教授的说法，“中国的文化吸引力已经成为其可靠的软实力资源”。［１８］研究结果还高调反映了中国

武侠电影在中国传播的 “文化吸引力”上的效果。然而，这些发现与经典的两级流动理论格格不入

———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媒介不得直接影响受众的思想和态度。本项研究的许多受访都高于 ２２岁并

且有稳定工作，这也能够较好地反应一个成熟观众是否可能更容易受到其他中国软实力传播源的影响。

换言之，对中国武侠片持积极看法观众，也有可能是受了中国努力发展其经济、提升大学办学水平以

及利用海外华人社会传播软实力等因素的影响。

表４　高频观众与低频观众对比表 （单位：％）

低频中国武侠片观众 高频中国武侠片观众

肯　定 中　立 否　定 肯　定 中　立 否　定

政　　治 ２３ ５０ ２７ ２３ ４９ ２８

经　　济 ４８ ３５ １７ ６４ ２４ １２

社　　会 ４１ ４１ １８ ５２ ２９ １９

文　　化 ６１ ３４ ５ ７６ ２４ ０

　　 （五）观影频率与对华看法的关系

表４比较了中国武侠片观众观看频率的差异与其对中国看法之间的关系。虽然无论高频与低频的中

国武侠片观众在对待中国政治的看法上差别不大，但是高频观众在关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

面则持相对更积极的看法。该结果对中国政治的看法可以被解释为某些缺乏诚信的中国权贵和几乎失

控的腐败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也阻碍了它的软实力的提升。但是，中国武侠片的高频观众对中国

的文化方面持更积极的看法。这些发现再次呈现了对中国文化魅力的积极看法，但必须强调的是，这

项研究调查旨在有限寻找这些高频观众是否是在经常观看中国武侠片 （之前或之后）才被中国文化所

吸引的，因为这可能将更好地呈现经常观看中国武侠是否会直接影响观众们的看法。尽管如此，这项

研究有望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个基础，以加强中国电影与中国的软实力相互关系研究的努力。中国武

侠电影作为被学术研究所低估的中国实力的一个方面，更不应该作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崛起的一个方

面而被忽视。还有，我们有必要将中国电影作为国际化的企业来予以承认。

表５　粉丝与非粉丝对比表 （单位：％）

粉丝 （喜欢观看） 非粉丝 （不喜欢观看）

肯　定 中　立 否　定 肯　定 中　立 否　定

政　　治 ２６ ５１ ２３ ７ ４２ ５１

经　　济 ５６ ３０ １４ ２６ ４１ ３３

社　　会 ４５５ ３４ ２０５ ３０ ４２ ２８

文　　化 ６７ ２８ ５ ４５ ４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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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喜欢或不喜欢中国武侠电影的观众对比

表５的建立基于我们筛选出那些在调查过程中非常赞成或赞成观看中国的武侠片是 “愉快的”那

些观众，然后与那些强烈反对或反对认为看中国武侠片是 “愉快的”观众进行对比。如上表所示的结

果，喜欢看中国功夫电影的观众倾向于在各个方面给出对中国更积极的看法，尤其是在文化方面。这

也进一步验证了先前我们发现的，观众对中国武侠片的接受度增加与其对华持正面看法的可能性之间

呈正相关关系。虽然中国武侠片的直接影响尚未被本项研究所触及，但是研究结果为中国提供了一个

渠道，即中国政府可以在其领土之外传播软实力。不过，巴尔也注意到，影片的持续循环播映，可以

提高其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增加自身的综合实力。［１９］当其他中国软实力的来源经历挫折的

时候，中国武侠电影在传播中国软实力的真实有效性方面将面临考验。

四

综合呈现的本项研究的结果，标志了对中国武侠电影积极的接受与对华的积极看法之间的联系。

为了详细说明，我们比较了那些观看中国武侠片的受访者、那些经常观看的受访者、那些喜欢观看这

些电影的受访者，相比在频谱另一端 （不看中国武侠电影、或者只能偶然观看、以及不喜欢看这样的

电影）的受访者，对中国有着更积极的看法。虽然这项研究并没有能够建立起新加坡观众的观影行为

和对中国看法之间的因果关系导向，但是该项研究清楚地表明，一个人对中国的积极印象确实与他对

中国武侠电影的态度和消费有关。

本项研究有信心建议观众将中国武侠电影视作影响塑造他们辨别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的软实力资

源之一）的途径；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和大部分非华人受访者至少认为，中国的武侠片制造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吸引力。如此看来，中国电影工作者已经能够越来越多地并且有效地利用武侠片这种新的

（或旧的）、更柔和的方法来推销中国。虽然这项研究并没有确定的中国武侠电影创作者们的意图，但

是我们建议中国政府应该继续加强与中国电影产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这确实有助于提升其软

实力战略。如本研究中所发现的，尽管中国电影，包括中国武侠片在内，出口数量不多，但正是这些

不多的影片，跨越了国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连接并吸引着海外华人，甚至非华人社区！

在中国崛起的光芒下，人们对中国的看法有越来越多的可能性，打造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紧密

联系也有着越来越多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需要媒体和经济的潜在驱动力。事实上，这种方法可能

有助于为往往主要评估其硬实力方面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一种补充。

最近，新加坡的新闻报道了新加坡人 （包括马来亚大学的学生受访者）与中国青年通过微博进行

文化交流的数量不断增长的消息。本文在此提供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中国的观察家也应通过观察中国

传媒创新和中国的社交媒体对国外社会的影响来平衡他们的观点。携手社交媒体，中国的武侠片可以

成为一个越来越有力的渠道，通过这个渠道，中国可以传播的软实力，因为这些电影可以为观众想象

中国的形象设置舞台。

基于调适性结构化理论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学者们认为，中国的武侠片已经在缩小东西

方鸿沟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们在３０多年前就俘获了美国观众的心。作为中国在亚洲的一个可行的

和重要的软实力资源，中国的电影力量可能被忽略了，而未来的研究也应该开始考虑中国武侠电影在

塑造亚洲人对中国的观念的作用。保有对武侠片的前途的巨大信心，中国电影人也可能从中受益，他

们会意识到，东南亚的观众可能会产生更多的价值。接下来，如果中国政府在武侠电影领域进行更多

的投资，并积极地将其作为一种手段来传播软实力，那么，中国政府或许能够在到处寻求支持的中国

“和平崛起”上获得积极的成果。［２０］

６９



第２期 陶冶　译：中国武侠电影与中国软实力在新加坡

参考文献：

［１］Ｃｈａｎ，ＭｅｉＦｕｎｇ，Ｊ（２００７）Ｃｈｉｎａ＇ｓｒｉｓｉｎｇ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Ｍａｓｔｅｒ＇ｓＴｈｅｓｉｓ，Ｎａｎｙａ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２］参见 ＫｏｉｃｈｉＩｗａｂｕｃｈｉ， （２００４）Ｋｏｅｒｕｂｕｎｋａ，ｋｏｕｓａｋｕｓｕｒｕｋｙｏｕｋａｉ（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ｎｇ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Ｔｏｋｙｏ：ＹａｍａｋａｗａＳｈｕｐｐａｎ

［３］ＲｅｉｄＣＤＲｅｔｕｒｎｏｆｔｈｅＤｒａｇｏｎｓ［Ｊ］ＢｌａｃｋＢｅｌｔ，２０１１，４９（１２），６６－６７

［４］赵启正，让世界对话———赵启正演讲录 （英文版）［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０９，６７－６９

［５］Ｃｈａｎ，ＭｅｉＦｕｎｇ，ＪＣｈｉｎａ＇ｓｒｉｓｉｎｇ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Ｍａｓｔｅｒ＇ｓＴｈｅｓｉｓ，Ｎａｎｙａ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０７

［６］Ｂａｒ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ｈｏ＇ｓａｆｒａｉｄ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ｐｐ５２－５８）［Ｍ］Ｌｏｎｄｏｎ，ＵＫ：ＺｅｄＢｏｏｋｓＬｔｄ，２０１１

［７］Ｂａｒ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ｈｏ＇ｓａｆｒａｉｄ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ｐｐ５２－５８）［Ｍ］Ｌｏｎｄｏｎ，ＵＫ：ＺｅｄＢｏｏｋｓＬｔｄ，２０１１

［８］ＬｉＭ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Ｃｈｉｎａ＇ｓ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ｐ１－２５）［Ｍ］Ｍａｒｙｌａｎｄ，ＵＳＡ：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９

［９］ＴｅｏＳＴｈｅ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ｏｆｍｙｔｈｉｃａｌ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ｉ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ａｃｔｉｏｎｆｉｌｍｓ［Ｊ］ＮｅｗＣｉｎｅｍａ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Ｆｉｌｍ，２０１１，８

（３），１５５－１６７

［１０］ＫｕｒｌａｎｔｚｉｃｋＪｏｓｈｕａＣｈａｒｍ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ＨｏｗＣｈｉｎａ＇ｓ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Ｉ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ｐｐ１１２－１１３，１２０） ［Ｍ］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ＵＳＡ：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７

［１１］Ｓｈｅｎｇ，ＤｉｎｇＴｈｅＤｒａｇｏｎ＇ｓＨｉｄｄｅｎＷｉｎｇｓ：ＨｏｗＣｈｉｎａＲｉｓｅｓｗｉｔｈＩｔｓ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Ｍａｒｙｌａｎｄ，ＵＳＡ：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８

［１２］ＴｒｅｖｅｒｔｏｎＧＪｏｎｅｓＳ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ｗｅｒ，Ｒ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

［１３］ＪＬＭｏｎａｈａｎｅｔａｌＰｒｉｍｉｎｇＷｅｌｆａｒｅＱｕｅｅｎ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ＭｅｄｉａＩｍａｇｅｓｉｎｔｏ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０５，２２（３），１９９－２０５

［１４］ＴｒｅｖｅｒｔｏｎＧ，ＪｏｎｅｓＳ（２００５）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ｗｅｒ，Ｒ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

［１５］ＴｒｅｖｅｒｔｏｎＧ，ＪｏｎｅｓＳ（２００５）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ｗｅｒ，Ｒ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

［１６］Ｂａｒ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ｈｏ＇ｓａｆｒａｉｄ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ｐｐ９７－１０３）Ｌｏｎｄｏｎ，ＵＫ：ＺｅｄＢｏｏｋｓＬｔｄ，２００１

［１７］Ｌｉ，Ｍ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Ｃｈｉｎａ＇ｓ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ｐ１－２５）Ｍａｒｙｌａｎｄ，ＵＳＡ：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９

［１８］Ｓｈｅｎｇ，ＤｉｎｇＴｈｅＤｒａｇｏｎ＇ｓＨｉｄｄｅｎＷｉｎｇｓ：ＨｏｗＣｈｉｎａＲｉｓｅｓｗｉｔｈＩｔｓ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ｐｐ７３）Ｍａｒｙｌａｎｄ，ＵＳＡ：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８

［１９］Ｂａｒ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ｈｏ＇ｓａｆｒａｉｄ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ｐｐ９７－１０３）Ｌｏｎｄｏｎ，ＵＫ：ＺｅｄＢｏｏｋｓＬｔｄ，２０１１

［２０］ＣｈａｎＭｅｉＦｕｎｇＪＣｈｉｎａ＇ｓｒｉｓｉｎｇ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ｐｐ５６）Ｍａｓｔｅｒ＇ｓＴｈｅｓｉｓ，Ｎａｎｙａｎｇ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００７

７９


	2014学报第2期_部分88
	2014学报第2期_部分89
	2014学报第2期_部分90
	2014学报第2期_部分91
	2014学报第2期_部分92
	2014学报第2期_部分93
	2014学报第2期_部分94
	2014学报第2期_部分95
	2014学报第2期_部分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