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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形象与华人文化的媒介镜像
———基于美国电视剧《初来乍到》的接受话语考察

杨嘉博　 田　 浩　 常　 江

摘要:华人形象与华人文化在欧美主流媒介中的呈现方式凸显了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

的有效性问题,即中西跨文化交流机制中存在何种“可传播性” 与“可接受性” 的问题。 华

人形象在欧美文化史上是华人文化的重要载体,从这一载体的变迁过程出发,学者们能够

准确理解欧美主流社会对华人文化的接受机制。 美国主流电视剧《初来乍到》 为我们理解

当代美国社会接受华人文化与华人形象提供了契机。 研究主要使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

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通过对描述华人生活的美国主流电视剧《初来乍到》的观众评论

进行话语分析,探讨华人形象与华人文化在西方语境下被建构和解读的机制。 研究对美国

观众解读华人形象与华人文化的四种主要话语构型进行归纳,并对其中所蕴含的综合性的

接受逻辑链条进行剖析。 研究主张摒弃传统的“自我—他者”的二元分析框架,围绕具有当

代特色的“第三空间”建立流动性和语境化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研究同时揭示了全球文化

在可预见的将来的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即“文化融合”的理念将不断让位于“文化混杂” ,
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者可以通过对“第三空间”的相对独立性的维护来化解文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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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媒介的全球化在加速族群、文化和生活方式交汇的同时,也在不同的社会语境和技术条件下制

造文化误解,并在社会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导致文化乃至政治冲突。 正在经历的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就广泛存在着不同国家之间因文化差异而出现的观念冲突,这些冲突甚至有可能使全球文化

的格局向着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方向发展。 因此,对于文化差异及其内在逻辑机理的理解,不仅关乎

文化差异本身,也与我们身处其中的历史的走向息息相关。 而在文化差异的生产和流通机制中,大
众媒体对特定文化及族群的再现( representation)方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

与欧美文化之间的误解在当代全球媒介中的“基因” ,就源于两种文化体内的主流媒介系统观照和塑

造对方的实践。
美国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欧美文化体,其对不同族裔,尤其是少数族裔的媒介再现长期受到学界

的关注。 华人在美国流行媒介上的形象再现有着悠久而独特的历史,这种再现机制也在某种程度上

与中美文化冲突的方式相暗合。 在文化全球化和中西文化对话交融的背景下,通过对当代美国流行

媒介上华人群体及其日常生活的形象,以及美国本土观众对上述形象的接受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

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化在中西跨文化交流机制中的“可传播性”和“可接受性”问题,探求正确处理



中西方文化差异、避免尖锐文化冲突的方式。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本项研究得以展开,并期望通过一项针对华人形象和华人文化在欧美主流

媒介中的呈现方式及其受众解读实践的考察,实现对于文化差异、文化误解和文化冲突背后的媒介

逻辑的准确理解。 同时,也尝试在对研究结论进行理论化的基础上,对全球文化交流在当下呈现出

了特征和发展规律做出解读。

二、美国媒介上的华人形象史

在美国流行文化史和种族文化史的研究中,华人往往作为亚裔的一部分受到学者的关注。 在美

国流行媒介上,亚裔群体的形象曾长期存在着底层特征,这与亚裔群体在美国历史中的边缘身份有

关。 从 19 世纪中后期开始,亚裔移民主要作为矿工与铁路工人涌入美国。 由于生活方式与当时的

主流移民群体———欧洲人不同,兼勤劳能干,他们很快成为本地人忌惮和歧视的对象,不但面临着严

格的社会控制,无法与欧洲移民实现同工同酬,而且在社会保障领域也广受歧视,长期无法拥有美国

公民身份。[1] 这表明,美国人对亚裔群体的集体认知和态度首要是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反应。 例如,美
国第一位华裔女星黄柳霜,在其演艺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大都是被抛弃的底层女性。 她扮演过 2 次

妓女、6 次舞女,这些形象大体代表早期华人群体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地位。[2] 这样的集体(文化)态

度很快对现实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了再生产:美国社会从 20 世纪初期起日益表现出对亚洲移民的

敌意,他们要么被排外法案驱逐出境,要么在美国境内被主流文化妖魔化。[3] “黄祸” ( Yellow
 

Peril)
一词成为美国流行文化对亚裔形象最为普遍的一种种族主义表述,体现了作为主流人群的美国白人

对外形迥异、文化奇特、从事社会底层工作的群体始终怀有的恐惧感与敌意。 “黄祸”话语在流行媒

介上最有代表性的意象就是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 Sax
 

Rohmer)于 1913 年创造出“傅满洲博士”
( Dr. Fu

 

Manch) ,这一虚构人物“高大、消瘦,长得像猫一样;肩膀很高,眉毛如撒旦,面庞像莎士比

亚;额发全部剃掉,双眼泛出绿光……却是一位伟大的天才,通晓从古至今的一切科学” [4] 。 他所控

制的恐怖组织则从事着“白奴贸易”活动。 随着傅满洲系列小说和电影的流行,这一形象成为后世欧

美大众认知华裔形象的原型和“情结” 。
然而,自 20 世纪 40—50 年代以来,亚裔的基本形象发生转变,逐渐演变成美国流行媒介上的

“模范少数族裔” ( model
 

minority) 。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由于美国国内局势的变化与美国对亚洲政

策的转变,美国政府借助媒介对于华人群体形象的塑造逐渐集中于华裔美国人成功融入主流社会的

过程。 “华裔的美国梦”从此成为华裔群体身上常见的形象标签。[5] 威廉·彼得森( William
 

Petersen)
1966 年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模范少数族裔意指所有的亚裔美国人群体都努力工作,
极其重视子女教育,他们通过自力更生在美国社会中迅速崛起,因而他们是在经济地位和教育成果

上的成功“模范” 。[6] 陈查理( Charlie
 

Chan)是这一“文化转型”中的典型代表。 他是美国作家厄尔·
比格斯( Earl

 

Biggers)在 1925—1932 年间创造出的一个矮胖、温顺、谦卑的华人侦探。 这种丧失了男

子气概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被学者批评为是完全丧失了真实性,而沦为一种完全的“ 象征性符

号” 。[7] 根据一些研究者的观点,美国媒体对于模范少数族裔的象征性的处理实际上是在为主流文化

背书:它表明美国社会结构允许任何少数族裔追求美国梦,对所有的族裔都不存在歧视。[8]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影视作品中的华裔形象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元的特征。 从功夫电影中

的武打英雄到情景喜剧中的华人极客,华裔形象以各种面目、职业、性格呈现在观众面前。 但是总的

来说,在主流影视作品中,华裔角色往往是点缀性的存在,通常与主线叙事关系疏远,华裔角色仍然

是一种边缘化的文化元素。 这表明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态度仍然在“我们”与“他们”之间犹疑,
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二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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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影响力和美国华人数量的提升,正在不断重塑美国流行观念中对华人及其文化的认知。
2010 年的全美人口普查显示,在美国的移民总人口中有超过五分之四的移民来自拉丁美洲、亚洲、非
洲或加勒比地区,这使得美国的种族构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性。[9] 其中,数量超过 1730 万的亚

裔移民占美国总人口的 5. 6%。[10] 亚裔美国人是美国仅次于拉丁美洲人的增长最快的族群。[11] 与之

相关,一些研究也表明,亚裔美国人在主流媒介上的形象正在发生正面转变,这与其在社会中的经济

与政治地位提升息息相关。 曾被美国白人视为“不受欢迎”和“不可同化”的亚裔美国人已经成为该

国最“适婚”的少数族裔[12] ,华人则是亚裔美国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在跨文化语境中探究华人

在美国的整体社会地位,准确把握美国主流文化对华人形象的构建的机制与策略,并以之为起点理

解媒介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方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背后的逻辑,成为媒介与文化研究学者们关注的

话题。
尽管从傅满洲诞生的 1913 年以来,华裔美国人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不断发生变化,其媒介

形象也日益多元、中性化。 但究其本质,华裔群体仍然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位置,其作为少数族裔被

轻视与被操纵的弱势地位未发生根本的变化。 而这种刻板印象式的形象再现机制,又与中西方文化

差异及其尖锐化在当下的表现有着深层的文化关联。 因而,探究美国流行媒介对华人群体的形象建

构机制,剖析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群体及其文化的接受情况,成为理解中西方文化误解与差异的必

由之路。
为实现上述目标,本文进行一项文化研究视角下的质化研究。 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强度个

案,即 2015 年开始美国广播公司( ABC)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喜剧《初来乍到》 (Fresh
 

off
 

the
 

Boat)在

美国主流影视评论网站 IMDB 上的本土观众评论,通过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主要使用后殖民主义

理论家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剖析美国民众在观看这部由该国主流电视体制生产的、全面呈

现华人群体日常生活的文化产品时所采用的接受策略,并在微观、动态和语境化的阐释中,探讨中西

方文化冲突的逻辑。

三、理论框架:第三空间及其内涵

本文所使用的主要理论框架是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 the
 

third
 

space
 

theory) 。 “第三空间”
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 Edward

 

W. Soja)在福柯( M. Foucault)的“异质空间”概

念和列斐伏尔( H. Lefebvre)的“历史—社会—空间”三元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 索亚认为,在
传统的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之外还存在着超越前两者的第三空间,其源于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

“肯定性解构”和“启发性重构” 。[13] 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将这一概念引申至文化分析领域,他在

对第三世界文学翻译机制的考察中指出,第三空间是一种罅隙、混杂的阈限空间( liminal
 

space) ,它
既“不单属于自我,也不单属于他者” ,而是居于两者之外的中间位置,混合两种文化的特征。[14]

混杂性( hybridity)是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的核心概念,第三空间理论也与这一概念有着紧密

的联系。 霍米·巴巴认为,多元文化的形式无不处于一个连续的混杂过程中。[15] 在多种文化实现交

流的过程中,不同文化绝非相互排斥,而是处于相互渗透的影响之中。 因此,混杂性推动生产了一种

第三空间,进而推动建立了一种有别于传统视角的新的权威文化结构。[16] 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多
元文化之间的交流成为基本的结构性因素,不同文化立场得以在第三空间中显现与对话。 因此,从
第三空间入手,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理解文化“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交流过程中

的互动机制。[17]

第三空间理论同样能够帮助我们以新的观念审视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融合,进而实现对不同文

化和群体的互动过程的准确理解。 在开放的第三空间内,不同文化互相碰撞融合,产生新的文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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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进而促进暧昧的文化结构诞生。 文化之间的协商与龃龉促使不同文化群体产生不同的心理认

同,能够要求不同文化群体在新的角度中重新审视既有的文化,愈加凸显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问题

的复杂性与独特性。[18] 霍米·巴巴对处在混杂状态中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心理复杂性尤为关注。
他认为,一方面,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处于“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关系中,即“间性” ( in-between) ;
另一方面,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社会角色、经济、地位等多方面发生着复杂的变化,进而对“自我与他

者”的身份产生重新估值。[14] 这些都对本文的话语分析方向产生了明确的启发。
本文选择第三空间理论作为分析的框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主流文化与美国华人文化的地位在

当前的流行文化生态中正呈现出与第三空间理论所描述的相似特征。 得益于美国流行文化工业规

模化的生产与明确的传播结构,美国华人文化产品成为再现美国华人族群与其他族群之间复杂关系

的载体,我们可以通过对美国流行文化中以华人和中国文化为核心元素的产品的考察与分析,形成

对上述关系的清晰认识。 而且,如果将中国文化视作一种整体性的研究对象,则需要借助一种宏观

视角对其加以分析。 这固然会导致稍显宏阔的研究过程与结论,却也正是本文试图实现的方向指

引。 因而,本文认为,在第三空间理论的框架下,以美国主流电视剧为切入口,通过分析美国普通民

众对华人文化制品的接受分析,可以为我们研究美国社会中主流文化与华裔文化之间的交往过程提

供有价值的经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在当代媒介环境下的存在方式。

四、研究设计:对强度个案的话语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美国电视剧《初来乍到》 (Fresh
 

off
 

the
 

Boat) 2015 年 2 月至

2019 年 12 月在美国主流影视评论网站 IMDB 上的观众评论进行话语分析,以获取美国主流观众对

华人形象与华人文化的接受策略。 强度个案主要是指在个案选择过程中遴选在特征、历程或经验等

方面具有强度( intensity)的个案。 本文所选择的个案即为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美国电视剧《初来

乍到》 。
《初来乍到》是 2015 年 2 月首播的情景喜剧,目前已播出 3 季。 该剧主演全部是亚裔面孔,在收

视率上取得了成功。 剧本改编自华裔美国厨师黄颐铭的回忆录《初来乍到:回忆录》 ,主要内容是华

裔美国人实现其“美国梦”的过程:一个华裔家庭举家迁往奥兰多经营牛排餐厅,并在此过程中逐渐

融入美国社会的故事。 剧中的主要人物形象男主人路易斯·黄和女主人杰西卡·黄的形象集合了

美国民众对华裔的诸多想象。 通过分析观众对该剧的接受过程,可以尝试理解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

美国人文化的接受机制。 本文选择《初来乍到》作为研究对象,并认为其在剧集影响方面具有较大的

影响力,主要出于三方面的原因:首先,该电视剧是近 20 年来美国电视荧屏上出现的唯一一部全华

裔演员主演的流行剧集,也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第二部全亚裔面孔的美国电视剧。 其次,该
剧的播出方美国广播公司( ABC)则是美国传统三大电视网之一,具有无可争议的主流地位。 再次,
除了在时间跨度上的代表性,该电视剧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在美国社会中实现较好口碑的亚裔生

活题材的电视剧(超过两万名观众的平均评分为 7. 8 分) ,对于探索美国主流文化对亚裔文化的接受

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影视评论网站 IMDB 则是当前美国社会中最大的观众评论平台,可供我们进行

分析材料筛选。
本文的话语分析材料均通过互联网得到。 研究者首先获取影视评论网站 IMDB 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关于该电视剧的所有观众评论 103 条,经过初步浏览剔除其中无效内容 11 条,将其余观

众评论作为话语分析材料进行下一步研究。 在评论获取过程中,发现大多数评论由非华裔美国人给

出(仅包括少部分华裔美国人) ,评论可以体现美国主流观众态度。 在操作话语分析的过程中,本文

将观众对《初来乍到》电视剧的评论作为分析材料,借助第三空间理论对其中所呈现出的话语特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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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梳理,并回答如下问题:①在接受华人形象与华人文化的过程中,美国观众主要采用何种话语表

述? ②这种话语表述侧重于表述什么内容,而会忽略什么内容? ③观众的话语策略与能够与当前社

会语境产生什么样的勾连? 在进行上述考察步骤之后,本文进一步尝试在文化差异和跨文化交流的

理论范畴内,讨论中西方文化在媒介场域的互动与差异机制。

五、研究发现:四种接受话语构型

经过对所获资料的话语分析,本文得出美国观众对以华裔文化为主要元素的流行媒介内容的接

受体现为四种话语构型( discursive
 

formation) :文化作为娱乐制品;模范少数族裔形象的再现;性别话

语的多元表达;奇观化与日常化的交替呈现。 由于本文的研究框架聚焦于“作为整体的华裔文化”被

美国主流受众的接受过程,因而研究结论将以综合性的视角对这一接受话语的逻辑链条进行呈现。
整体而言,文化作为娱乐制品构成了美国观众对华裔文化产品接受的前提与基础,模范少数族裔与

性别话语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主流议题与倾向。 而奇观化和日常化则进一步勾连了文化产品与

现实生活,显示出文化产品作为“第三空间”的跨文化传播潜力。
(一)文化作为娱乐制品

很多观众首先将美国华人的文化行为作为一种普通的娱乐制品看待,亦即电视剧中的文化元素

首先应该能够发挥基本的娱乐功能,而文化的价值因素则是附加的。
例如,一位观众提及自己为何喜爱这部电视剧时,将其与其他情景喜剧进行对比,认为该剧具有

精良的电视剧质量。 他说道:“毫无疑问,这是一部优秀的喜剧。 在精良的制作中能够将美国式的幽

默和中国文化元素结合到一起,让我们在欢乐中获得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观

众都表示,自己很喜欢带有明确 20 世纪 90 年代色彩的剧情与器物,该剧所渲染的 90 年代的社会氛

围是被提及最多的话题之一。 有人认为这是一部能够“唤醒记忆”的电视剧。 例如,其中一位观众表

示,“这简直是对 90 年代生活的再现,在有一集中他们居然在喝水晶百事可乐( Crystal
 

Pepsi) 。”关注

电视剧剧情设置与时代设定,是美国观众的主要评论话语。 将剧情设置与时代设定内化至美国观众

对电视剧的理解过程中,既可以凸显美国观众对电视剧明确的评判标准,也能体现美国观众对华人

独特的文化面貌的忽视。 对此,有一些表示自己获得与电视剧情节强烈共鸣的观众表达了他们的态

度:“作为一名华裔美国人,这部电视剧让我感觉很受冒犯。” “我和我的家人在 20 世纪 90 年代来到

美国奋斗,我们所经历的经济与文化的困难是很难想象的。 但是这部电视剧其实展现的并不是我们

的生活,这完全是一部美国电视剧。”
事实上,绝大多数观众都表示,该剧能够让自己坚持看下去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剧情质量较高,这

种较高的质量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紧凑的剧情能够让自己获得快感;其次,剧中所设置的美国式

的生活方式让自己免受文化差异的困扰;第三,90 年代的设定能够唤醒自己的社会记忆。 但总体上,
电视剧对华人生活的美国式讲述,是以剥夺华人文化的主体属性为代价的,其目标自然在于降低其

与美国主流文化的隔阂,令电视剧更加流行。 由此可见,主流电视网的产业逻辑是凌驾于文化的逻

辑之上的。 对于电影《摘金奇缘》和《别告诉她》同样如此,大量观众首先将其视作“一部质量较高的

电影” ,即电影中的搞笑或引人深思的部分是最受到观众关注的,其次才是一部“中国的”电影。
概而言之,美国观众对该剧的接受首先是来源于该剧中美国文化所占据的主导地位,而剧中所

呈现的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实质上发挥了引发观众兴趣的娱乐作用,我们不妨将其称为“文化诱饵”
( cultural

 

decoy) 。 华人在电视剧情节中的种种文化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将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进行

暧昧地融合的过程。 因此承载着这一过程的电视剧文本便可被认为是霍米·巴巴所说的“第三空

间” 。 这种“第三空间”不仅具有明确的后殖民属性,也在市场环境中保持着明确的消费属性,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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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混杂的“文化—经济”产品。 这也暗示着,任何一种文化分析都不该孤立进行,而应当与更广泛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分析相结合。
(二)模范少数族裔形象的再现

前文提到,从 20 世纪中叶开始,模范少数族裔取代“傅满洲”和“陈查理”成为欧美文化对于亚

裔的代表性刻板印象。 受儒家文化影响,亚裔美国人强调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故普遍被媒介塑造为

安静、勤奋、聪明,但也十分无趣的“成功人士” 。[14] 霍米·巴巴认为,“第三空间”的介入将挑战那种

根植于国家或地区传统之中,被过去理所当然地视为“同质的、统一的、可靠的历史身份” ,形成了

“既非此、又非彼,既超越、又介于双重文化领域与界限之内的状态” [19] 。 在美国主流的历史文化环

境中,华人正是形成了一种介于双重文化领域内的独特身份。 在《初来乍到》的评论中,我们也看到

这种被建构出的刻板印象的彰显。 正如有一位观众针对剧中与教育有关的情节所言:“剧中父母对

于孩子的教育的痴迷程度真是和我们所接触到的华裔父母一模一样。 他们总是要求孩子的所有成

绩优秀,强迫孩子学习古典音乐,评论孩子没有自己的堂兄弟勤奋。”还有观众对主角一家人与当地

社会的互动发表评论:“他们完全以一种白人的方式在生活。 例如剧中的大儿子艾迪痴迷于黑人音

乐,简直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样子。 他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童年回忆。”其中“以一种白人的方式”暗

含着这个家庭“不够模范”的意味。
以“模范少数族裔”为核心要素的主流白人叙事文本,必然对华人自身的文化叙述造成伤害。 如

在该剧的评论中,即有观众表示:主角一家永远乐观、积极向上的生活并不是真实的华裔生活,而是

被高度美化的白人生活态度。 这种带有明确目标,为了“追寻美国梦”的生活很难让人产生共鸣。 也

有观众指出,剧中对华裔生活的塑造,大多是借助过时的刻板印象,这表明该剧对真实的华裔生活的

不尊重。 这些观众都是具有批判性思维和文化史的基本知识的。 在过往的研究中,学者们的发现也

能佐证这一点。 由于模范少数族裔的形象暗示着亚裔美国人“高强度的勤奋工作”与“缺乏社交生

活” ,因而他们总是少有激情、缺乏社会互动。[20] 这表明亚裔美国人虽然与美国主流社会生活在同一

环境中,却仍然是一种在情感上难以与白人共情的群体。[21] 实际上,模范少数族裔作为一种被建构

起来的话语,将亚裔美国人塑造为安静的社会精英,不仅将亚裔与其他少数族群分类开来,也忽略了

亚裔美国人群体内部的多样性。 这些或许反而加剧华人群体的抵触情绪。[22-23]
 

不过,在《初来乍到》的评论中还是发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研究结论的证据。 一般而言,模范少

数族裔话语的隐含意味在于,由于亚裔美国人的成功,其他少数族裔的失败应当归结为个人能力的

欠缺,而非美国社会的不平等。 从这一角度来说,亚裔美国人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地位,成为主流社

会的附庸而有助于遏制其他少数族裔。[24] 但是《初来乍到》的观众评论中,美国主流社会仍然将华裔

文化主导的文化作品视作与其他少数族裔相比较,赋予其与其他少数族裔相同的话语建构策略。 例

如,在评论中观众反复将该剧与黑人情景喜剧《人人都恨克里斯》 (Everybody
 

hates
 

Chris)相比。 甚至

有观众认为,这就是“中国人版本”的《人人都恨克里斯》 。 大多数第一代出生在美国的亚裔美国人

都对脱离自身文化环境感到不适[25] ,也有其他少数族裔观众从剧集中获得了与剧中人物相似的情

感共鸣。
此外,观众普遍认为该剧中对中国文化具有不切实际的刻板印象,但是鲜有观众认为这是对华

人的种族主义式的呈现。 有观众强烈表示:“每一个剧情都有种族主义的嫌疑。 在取乐于白人的同

时,有多少人知道大多数亚裔美国人不在餐厅工作。 中国人与韩国人并不相同。”这与当前许多研究

结论相呼应。 虽然目前亚裔美国人的多样性逐渐增加,但“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仍然在美国主

流文化中占据主要地位,这导致亚裔美国人的职业发展严重受限。 例如,亚裔美国人在技术产品、商
业广告中有越来越多的代表性,但亚裔模特在美国主流文化圈中很少出现。[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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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模范少数族裔形象的表述大行其道,华人不再被认为是美国种族平权运动的重要参与力

量。 也就是,美国的种族问题持续被认为是美国主流社会与非裔美国人之间的矛盾。[27] 在这个意义

上,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美国人仍然是美国主流社会忽视的边缘群体。
(三)性别话语的多元表达

性别问题是当前国际文化交流与冲突的重要议题,且呈现出与其他问题相互交织的现状,这为

我们了解美国主流观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 因此在分析资料时,也着重考察了性别

维度的话语建构实践。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亚裔女性虽然始终在美国主流文化中体现为边缘的形

象,但整体上较有吸引力,较亚裔男性更加友好。 有研究显示,西方流行文化在描绘亚裔女性时会着

意描绘其女性特质与异国情调,这些特征会增强他们作为美国白人男性伴侣的吸引力。[28] 这与美国

国家统计数据的结果表现出同样的结论:亚裔女性受到美国男性的欢迎,他们与美国白人的通婚率

是亚裔男性与美国白人的通婚率的两倍。[14] 有研究认为,亚裔女性形象的吸引力一方面来源于亚洲

女性自身的文化亲和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亚裔女性符合主流的、父权制的性别结构对传统女性的

期待。[29]

总体来说,在性别的维度上,《初来乍到》的观众对于剧中人物呈现出较为定型的评价,这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以女主角为代表的亚洲女性表现出强烈的好感,认为其“代表珍爱家庭的

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对以老奶奶和亲戚为代表的女性进行刻板印象式的理解,批评其种种“奇异的

举动” 。 这两种话语交替呈现,表现出种族话语与性别话语在一定程度上的合流。 正是基于这个原

因,女主角杰西卡(由知名华人演员吴恬敏扮演)成为该剧收视率的保障,观众喜爱她因其“熟悉美

国文化”和“彰显出女性的光辉” 。 有观众表示:“我超级喜欢杰西卡,她既美丽迷人,又坚强勇敢。”
还有观众认为:“虽然她的形象并不完美,但她永远不会放弃。 在家庭的支持下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目

标。”此外,观众对她承担家庭责任、用心教育子女、时时关爱家人等传统母职行为表现出强烈的认

可。 有观众将女主角杰西卡的形象总结为:“她对家人充满爱心与热情,严格要求子女,并对他们寄

予厚望。”甚至有观众表示:“这部电视剧给我带来了太多的欢乐了。 杰西卡就是我的偶像,我爱

虎妈。”
观众对女主人公杰西卡的喜爱在一定程度上也因为她在家庭中的“地位”揭示了一种小范围的

性别平等的模式。 在剧中,杰西卡作为母亲和妻子,不仅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对
家庭的经济决策也具有相当的支配权,这令许多观众感到震惊。 作为一个干练、有主见的新女性,同
时又成功履行了主流性别观念所赋予的母职,杰西卡让许多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认为自己也可以

“和那些全职太太不一样” 。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观众对女主角的喜爱表现了他们对亚裔女性形象的一种理想化的期望———

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摘金奇缘》与《别告诉她》这两部电影中———但亚裔女性在美国主流文化中仍

然面临着性别化和种族化话语的困扰。[30] 这一点在电视剧中也有着明确的表现。 比如,剧中塑造的

奶奶的形象就不受观众喜爱,几乎成为保守而落后的中国文化的代表。 此外,观众对电视剧中的其

他家庭女性也表现出强烈的敌意,这表明他们并非对华人(女性)的形象或文化产生共鸣,而是将符

合特定美国意识形态的女性形象作为自身的一部分来看待。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所分析的观众评论中,关于男主角形象的评价几乎处于缺位状态,零星的

评价也不过是“乐观、勇敢、慈爱”等字眼。 有观众表示:“电视剧的设置中父亲是一个较为普通的角

色,这可能正是为了平衡虎妈的强势的力量。”这种对亚裔男性几乎完全服膺于刻板印象的话语,进
一步印证了性别维度在我们理解文化差异和文化误解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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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奇观化与日常化的交替呈现

多元文化共存并非美国社会中的新现象。 对少数族裔施行文化保护也是美国社会公认的政治

正确标准。 但是,我们在分析中发现,作为被贴上模范少数族裔标签的华人不仅缺乏能够体现其主

体性的文化产品,而且即使在已有的文化产品中,观众仍然会对他们文化习俗表现出一种奇观化的、
近似东方主义的理解。 这种接受方式与电视剧对华人生活的日常化呈现手段相互交缠、互为依据。

首先,华人的生活状态在美国主流观众的视角中主要体现为一种远距离的观赏品,对于这种观

赏品,他们会表达或喜爱、或厌恶的情绪,但在这一过程中始终确保其与自己的距离和不同。 例如,
美国观众普遍认为,不懂英文、行动奇异的老太太就是中国人的代表,几乎承载了所有关于中国文化

的负面评价。 如有观众说道:“剧中所表现的移民生活并非是真实的。 因为他们的英文十分流利,而
且与美国文化并没有任何隔阂。 唯一不同的正是奶奶的角色,她仿佛完全不懂英文。” “奶奶仿佛与

整部电视剧格格不入,不理解她为什么要在剧中出现。” “奶奶看起来是那种定型的安静的亚洲奶奶

的角色,从来无法预知她的行为将会是什么。”此外,电视剧中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也成为

观众嘲弄的对象。 有一集里,在社区家庭主妇聚餐时,女主角杰西卡烹煮中国传统的臭豆腐,这让其

他主妇对她十分反感。 另外,杰西卡也非常迷信,坚持认为“4”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 因此,当看到

有 4 个房间的房子时,看到编号为 4444 的支票时,她都表现出极度的不适应。 这种奇特的生活习惯

进一步增强了中国文化的奇观色彩。 在《初来乍到》的观众评论中,许多观众提到“移民家庭想要保

持传统是不容易的,然而在杰西卡这里,她做了很正确的选择” 。 这种对本民族传统的坚持,让杰西

卡的形象更加具有中国文化的色彩。
其次,华人与美国主流文化的融合过程始终是观众关注的重要对象。 作为美国社会中的少数族

裔,华人移民在融入美国社会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但美国观众对其中一些问题表达出较为

强烈的反感情绪,将其作为华人的奇异之处加以调侃。 例如,有观众认为,为了表现华人的努力与勇

敢,“剧中所有的白人都仿佛是傻瓜,这简直是在歧视白人。”
在对某些中国文化元素进行奇观化处理之外,一些美国观众也能够做到对人物形象和剧情的日

常化理解。 不过,这种理解方式始终是将美国化的生活方式作为关注的核心,认为美国华人之所以

是美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是因为其适应了美国生活生方式,被美国文化所接纳。 比如,观众十分喜

爱剧中人物痴迷于美国流行文化的情节,如家中的长子艾迪就对美国黑人音乐十分着迷,这实际上

与美国主流文化对黑人文化的“接受”方式不谋而合。 因而有观众对这部分剧集印象深刻,并评论

道:“我对嘻哈音乐情有独钟,但我的父母并不是很赞同我学习这种音乐。 所以当我看到安迪对黑人

音乐的痴迷时,我仿佛找到了自己的少年回忆。”
霍米·巴巴认为,“第三空间”的产生有赖于被殖民者的“模仿” ( mimicry)策略。 受制于本民族

文化的固有框架,被殖民者无法与殖民者实现完全无障碍的意义交流,因而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交

流过程体现为一种同化与抵抗并存的状态。 一方面,殖民者鼓励被殖民者采纳新的文化习俗、规范

和价值等模仿新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在对新的文化进行模仿的同时,被殖民者往往呈现出独特的

新文化状态。 这种文化“含混性”同样被殖民者视作一种他者,也就是文化维度上的“第三空间” 。
在《初来乍到》中,以黄先生一家为代表的移民家庭所展示的正是这样的第三空间。 他们一方面以美

国主流社会期待的生活方式生活着,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自己身上所固有的中国文化色彩,
形成一种既“奇观化”又“日常化”的情境式文化属性。 在一个不稳定的第三空间内,被殖民者往往

会在习得殖民者文化习惯的同时舍弃一些殖民者的价值观念,生成一种与殖民者文化相似却又不完

全相同的文化形式。 但是在观众对这种新的文化空间的接受过程中,我们却往往看到他们对那些与

传统刻板观念更为相近的文化元素和话语的青睐。 这一发现实际上也有助于我们对第三空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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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反思:它所勾勒出的以融合和混杂为特征的新型当代文化形态,或许更多只是抽象观念的产物,
缺少充分的经验依据。

六、结论与讨论:从文化接受到文化误解

本文通过对描述美国华人日常生活的电视剧《初来乍到》的接受分析,借用霍米·巴巴的第三空

间理论和话语分析的方法,尝试剖析美国流行认知中华人形象与文化被塑造和建构的机制。 研究认

为,要想准确理解这一问题,必须抛弃传统的二元式、刻板式的分析框架,而应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和

接受情境下解释这种具有高度内在混杂性的“文化空间”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于文化误解背后的深

层逻辑的理解。
首先,必须看到,无论何种多元的文化,在一种强势的文化的接受语境下,都是被纳入主流、主导

性的框架中被解读和消化的,而理想意义上的文化民主和文化多元主义在当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也

就是说,主流意识形态必然要在日常的文化生产中,对多元的文化元素进行价值规训,使之在符号与

话语层面与自身共识,共同构成一致的文化规范。[14] 美国观众一方面将华人的文化的商品属性置于

文化属性之上,对这种文化进行去主体化的处理;另一方面也惯性地在美国文化的图式中对其与自

身的相似点进行日常化处理,而对差异点进行奇观化处理。 在跨文化交流的“第三空间”中,文化的

融合与排斥现象往往比我们预想的更加精细,需要做深入细致的语境化分析。
其次,在当下的媒介环境下,始源性的、稳固的身份认同不复存在,无论消费者还是研究者,都应

尝试在第三空间理论中打破“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关系,尝试构建一种多元的、去中心化的解读

实践,接纳充满矛盾冲突与不确定性但又可以协商调整的文化身份。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这一务实

的身份建构任务是可以通过对共同的文化议题进行协商性塑造来实现的———这是有效的跨文化理

解得以实现的可行性策略。 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内被广泛关注的文化、种族、阶级、性别维度既会构成

交流的障碍,也会在特定的文化空间中成为不同文化主体对“新途径”和“新议题”进行协商的可能。
出于对共同议题的关切与思考,不同的文化个体往往能够突破本身的框架,实现对异文化的接纳。
这种接纳或许不够彻底,但对于“求同存异”这一最低标准而言,已经足够。

最后,在媒介数字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文化和身份的边界往往无法由其自身独立决定,而必然要

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汇和冲突过程中不断形成又不断消解;文化交流应当正视这一过程,采用更加灵

活的策略。 或者说,主流文化(无论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对异文化的接受过程始终无法在一个稳

定的框架内实现,而一直处在变动和调适的过程中。[14] 这种“不稳定性”在主流观众对于少数族裔文

化的接受过程中往往被机械地分离为二元结构,但这种二元结构不可避免导向了文化误解。 既然异

文化在被接受和理解过程中必然要遭受读者的分割,那么多元文化生产的主体也应该在塑造自身文

化身份的过程中,保持对其所面对的“主流文化”的分解和分析,吸纳甚至借用其中可用的部分,主动

创造带有融合性甚至混杂性意象的文化内容,以实现更好的交流效果。
在文化差异被全球性的社会危机不断放大,甚至在特定情况下演变为文化冲突的当下,本文的

研究结论具有参考意义。 一方面,它要求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者和研究者摒弃传统的“自我—他者”的

二元分析框架,围绕着具有当代特色的“第三空间”建立新的、流动性和语境化的文化理论与传播策

略,用细致的手段对异文化的不同面向和内在纹理进行分解,以科学而非价值斗争的方式进行文化

产品的生产。 另一方面,它也揭示了全球文化在可预见的将来的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即,“文化融

合”的理念将不断让位于“文化混杂” ,文化误解始终存在,但文化冲突则可以通过对“第三空间”的

相对独立性的维护来避免。 对此,不同文化的生产主体———无论国家、社会机构还是个人———都应

当做好观念和实践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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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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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

 

Jiang( Shenzhen
 

University)

Abstract:The
 

presentation
 

of
 

the
 

media
 

image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ese
 

culture
 

in
 

mainstream
 

Western
 

media
 

highlights
 

the
 

key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namely,
 

" transmissibility"
 

and
 

" acceptability" .
 

The
 

media
 

image
 

of
 

overseas
 

Chinese
 

people
 

is
 

an
 

impor-
tant

 

sample
 

for
 

Western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Therefore,
 

scholars
 

can
 

accurately
 

under-
stand

 

the
 

acceptance
 

mechanism
 

of
 

Chinese
 

culture
 

in
 

mainstream
 

Western
 

society
 

by
 

analyzing
 

the
 

changes
 

of
 

the
 

media
 

image
 

of
 

overseas
 

Chinese
 

people.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TV
 

series
 

Fresh
 

Off
 

the
 

Boat
 

pro-
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acceptance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society
 

for
 

Chinese
 

cul-
ture.

 

This
 

article
 

uses
 

the
 

third
 

space
 

theory
 

of
 

post-colonial
 

theorist
 

Homi
 

Bhabha,
 

and
 

the
 

method
 

of
 

dis-
course

 

analysis
 

to
 

study
 

the
 

audience
 

comments
 

of
 

the
 

mainstream
 

US
 

TV
 

series
 

Fresh
 

Off
 

the
 

Boat,
 

aiming
 

to
 

explore
 

the
 

image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ese
 

culture
 

in
 

Western
 

media
 

contexts.
 

This
 

article
 

sum-
marizes

 

the
 

discursive
 

formations
 

of
 

show's
 

audiences'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image
 

and
 

Chinese
 

culture,
 

proposes
 

to
 

abandon
 

the
 

old-fashion
 

binary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establishes
 

a
 

liquid
 

and
 

contextualized
 

approach
 

about
 

the
 

concept
 

of
 

" third
 

space"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he
 

research
 

also
 

re-
veals

 

an
 

inevitable
 

development
 

trend
 

of
 

global
 

culture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at
 

is,
 

the
 

concept
 

of
 

" cul-
tural

 

fusion"
 

will
 

continue
 

to
 

give
 

way
 

to
 

" cultural
 

hybridity,"
 

and
 

practitioner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
tion

 

should
 

deal
 

with
 

cultural
 

conflicts
 

through
 

maintaining
 

the
 

relative
 

independence
 

of
 

the
 

third
 

space.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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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inese
 

culture;the
 

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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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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