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

第
#

期

$%"&

年
""

月

湖
!

南
!

大
!

学
!

学
!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0+123*415

6

!

7(81,-7813+834

"

9(-:!"

#

;(:#

;(2:$%"&

略论中国文化形象在西方视野中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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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西方文化视野中"中国文化镜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国"这个存在于西方人想象与现

实之间的$他者%形象"时而美好"时而邪恶#在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中国文化镜像与文化信息传播的客

观条件和传播主体的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西方的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文化全球化的今

天"我们应该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积极进行中西文化对话"构建中华文化的世界舞台"打造中华文化新形象#

#关键词$中国文化形象&西方视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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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形象是指国内外公众对于一个国家文化价

值理念*文化传统*文化行为*文化成果等的总体认

知与评价'而从某种特定的文化视野中看另一国文

化形象#则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体察和认知'

一种文化对于异质文化的选择*认知和解释往往是

以自身生存和发展为基点的'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

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古代中国文明曾表现出了强大

的辐射力#泽被四邻'然而对于西方而言#中国是远

东的一块陆地#是(他者)的终极意象#中国文化也始

终是一个(他者)文化的幻象'随着中国的社会变

迁#中国文化形象在西方人的视野中大起大落#或理

想化或妖魔化'可以说#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形象并

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是西方根据西方的文化传统和

需求进行的理解和构建'在西方文化视野中#中国

文化镜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一
!

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文化形象演变过程

!一"

NX

世纪前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狂热

!!

公元纪元之前#(丝绸之路)就将中国的先进技

术*精美物品带到了欧洲#彰显了中国的璀璨文明'

大唐盛世更是吸引了众多国家的使臣*客商*僧侣*

学者*工匠*医生#通过长安直抵地中海沿岸的陆上

丝绸之路#西方人认识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更认

识了(物产丰饶)的泱泱中华'

"?

世纪末
"#

世纪

初#随着哥伦布地理大发现#西方传教士进入明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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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年#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写的,中华大

帝国史-一经问世#立刻在欧洲引起轰动#构成
"#

世纪末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材料来源'

"&

世

纪和
"=

世纪初#欧洲人困囿于无休止的宗教战争#

政治争端不断#经济日益萎缩'而那时的中国正经

历着令人羡慕的发展#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口稳

步增长'由此#更加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热情'

一批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迅速认识到他们所接

触到的这个国度的文明是比欧洲文明更为古老'传

教士们在他们的著作中描述中国人口多*国土大*城

市棋布*河流交错*物产丰饶#津津乐道中国的司法

制度*文官制度与考试制度#中国的圣哲文化与贤明

统治#主张欧洲人应该向中国学习#向中国文化学

习#并借此来批判欧洲的政府*教会和社会风俗'他

们还翻译了中国的许多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在
"&

世

纪下半叶的欧洲广为传阅'这些中国经典将当时人

们的视角从中国的物质拉到中国的思想'当然#对

于传教士而言#传授儒家学说事实上(是在为传播福

音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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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著作中对于中国的描述

有些部分是事实#但是同时也有很大的夸张和理想

化的成分#教会人士借此来达到他们(借译宣教)的

目的'虽然最终耶稣会没能将中国人变为基督徒#

但是(他们非常成功地将中国诠释给了西方)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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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构建了一个诱人的中国乌托邦形象'

!!

如果说
"#

世纪以前西方对于中国的认知更多

停留在一个充满梦幻和传奇色彩的东方大国上的

话#那么
"&

世纪#传教士的描述使得中国形象逐渐

清晰和丰满#它璀璨的文明在欧洲人的眼里又一次

赋予了理想的光环'而始于
"&

世纪中叶的泛中国

崇拜的思潮将近
?

个世纪的西方不断美化的中国形

象推向高峰'(中国潮)延续到了
"=

世纪中叶'

!!

!二"

"=

世纪后期到
"<

世纪中期西方对中国文

化热情的减退

!!

"=

世纪中叶#欧洲经济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长期

下滑后进入到强劲增长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

工业革命的发展#欧洲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欧洲

人的自信心和文化优越感也得到了加强'于是#欧

洲人对中国艺术和文化的广泛尊崇迅速蒸发'那些

曾盛行一时的东方经典和东方文明无法挽救被批驳

的命运#尽管它们过去曾盛行一时#其时却被认为是

守旧的*与进化论自然法则相违背的5

!

6

'曾经的美

好典范中国突然之间成为了落后和陋习的代名词'

这一形象的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清政府于

"&&!

年决定解散耶稣会#驱逐在华的耶稣会士和罗

马教廷#这使得对中国文化有一定好感*又把它介绍

到欧洲去的传教士这个中介桥梁不复存在了&其二#

欧洲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趣味发生了改变#洛可可风

格遭到了人们的厌弃'欧洲人重新回到了(文化寻

根)的时代'

"=

世纪后期#他们的(发现)目光转向

了希腊和印度文化'

!!

"<

世纪#随着欧洲的世界性扩张#欧洲人有了

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感觉#自我中心极度膨胀#(欧洲

中心主义)也日盛一日'在这种偏狭的自大心态支

配下#欧洲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构建出很多关于中

国的错误概念#得出了种种贬低中国文化的谬见#如

黑格尔认为$(中国人缺乏完整的原则)#道德和法律

不分#造成(道德也就是统治者#它既存在于道德的

状态中#也存在于国家的状态中)之结果#使得国家

几千年来都没有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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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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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成为

西方对中国传统印象的核心部分'加之清政府在与

西方列强的交锋中屡战屡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中国形象更是一落千丈#从而更加强化了西方

对中国的鄙视态度'

"<

世纪中叶#人们普遍认为

(中国除了数千年的文明之外#在文学上少有建树#

甚至连教会曾经争先翻译的儒家经典也不例外+++

虽然
"&

和
"=

世纪的欧洲人曾认为这些作品对他们

燃起人类进步的希望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曾给予他

们极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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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一位思想家评价中

国文明在(童年时期就停止了进步)#(八千个汉字

使得中国人困囿在童年#也使他们采用固定不变的

方式来思考问题)'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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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W&

"曾任香港总督和英国驻华

贸易总督的约翰3弗朗西斯3大卫!

'(G+a*,+814

\,214

"也认同这一习惯性的观点#(这种!中国"文学

是幼稚的#极少反映社会的基本状态和智慧的源

头')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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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在
"<

世纪的欧洲广为流传#其

影响甚至在阿瑟3韦利!

@*5G)*T,-3

6

"的,

"&%

首

中国诗歌-一书的序言中也可以看到$(中国没有伟

大的史诗和戏剧文学#虽然有小说#也有其优点#但

并不能使其作者成为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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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国力的衰颓以及鸦片战争后西方对

中国的逐渐征服#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热情消失

殆尽'

!三"

"<

世纪末
$%

世纪初西方的&东方发现'

!!

"==%

年到
"<"%

年#是欧洲文化领域由唯美主

义到现代主义的转型时期#也是欧洲人对中国文化

艺术态度的转变时期'此时的欧洲人把中国古代艺

术看做是令人振奋的新发现+++新(希腊)出现了'

在
"<"%

年一篇社论中#罗杰3弗莱!

N(

K

3*a-

6

"把

中国艺术的新发现视为(东方的文艺复兴)

5

<

6

#庞德

!

cS*,X()+E

"在
"<"?

年也说道$(本世纪有可能在

中国找到新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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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西方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再发现)并

非巧合#是在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历史事件后出现

的#基本上是由西方在东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

的'根据埃里克3霍布斯鲍姆!

c*18/(O4O,LH

"的

说法#这与
"=&?

年到
"<"W

年的(帝国时代)相吻合'

他在,帝国时代-一书中指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西方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没有遭受任何严重

的挑战'并且在这一段时间内#这种优势开始转化

为彻底的征服*吞并和臣服'他认为在
"==%

年和

"<"W

年间#除了欧洲和北美之外的世界各地都被分

割成块#且处在一个或多个国家正式或者非正式的

统治或占领之下5

""

6!

X?&

"

'虽然亚洲保留了名义上的

独立#但是西方强国划出了(势力范围)和直接管理

区'在中国#西方列强更是制定了划分规则'他们

分割中国的领土*独立港口和附属地域#控制中国的

航运*矿藏*铁路建设和各种治外法权'西方列强通

过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行为#包括对中国的军事征

服*扩大对矿藏和铁路建设的垄断以及派遣考古和

探险队等#把中国的大量艺术品带往欧美#从而再次

引起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关注和追捧'

!!

博物馆*私有收藏*拍卖行*文物商铺和相关杂

志扩展和加深了西方人对中国艺术品的认知#提高

了他们对中国艺术品的欣赏品位'中国艺术品被广

泛接受和收藏#推动了东西方现代美学的相遇'

$%

世纪初期#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古代和远古时期的文

物在欧洲出现#欧洲的美学标准发生了彻底的颠覆'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标准被推翻#原始艺术受到推

崇'中国艺术也被归入原始艺术的行列'(原始艺

术)的内涵也从原始*野蛮*不文明和落后变成了自

然本真'欧洲现代主义者认为中国艺术有着古朴*

简洁*内涵丰富*富有表现力*易于感知等特点#这些

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流标准完全不同'罗杰3弗莱

是一位发现中国艺术精神内涵价值的重要人物#他

在,东方艺术-一文中#说明了发现中国艺术精神内

涵和改变对其观念的原因#(对于我们来说#东方艺

术有望帮助我们发现一种更具精神内涵和思想表现

力的方式'我们对自己的传统越来越失望和厌倦#

它最终让我们过于频繁地呈现或平淡或轰动的内

容')

5

"$

6!

X!

"中国艺术变成了欧洲艺术家和作家们思

想上的另外一种选择#因为它满足了这些人变革的

需要#有助于他们用来对抗传统'这再一次证明#西

方人发现什么是由他们的需要来决定的'当时在西

方存在的中国艺术类型也不可避免地决定了西方人

对中国艺术的认知'

!!

虽然东方热早期曾席卷欧洲#但是除去少数积

极分子之外#西方的普通大众对于这个与欧洲文化

内核完全不同的文化认识并不深刻'直到
"<

世纪

末期#随着翻译时代到来#中国文化才真正深入到了

西方普通大众中'英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理雅各

!

',H34 3̂

KK

3

"*翟理思!

/3*O3*5@:]1-34

"*阿瑟3

韦利等翻译了大量中国经典#这些经典的译介和传

播为西方人认识和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

窗子'

$%

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处在

战后一片疮痍中的欧洲人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创

伤#道德感普遍降低#空虚堕落之风盛行#西方人对

自身的文化产生了怀疑#认为西方已经没落'一些

明智之士为了找到解决欧洲文化危机的方式重新阐

释了中国文化#他们在孔孟*老庄和墨子学说中发现

和谐仁慈与和平兼爱的观念#中国以其古老的文化*

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快乐达观的生活态度再一次

受到西方人垂青'中国文化因为在西方人眼中再次

被当作治疗创伤的良药而得到肯定和向往'

二
!

西方视野中中国文化形象变迁的原因

!!

纵观历史#西方的中国文化形象在不同时期呈

现出不同的镜像#导致中国文化形象多变的因素是

多方面的'

!!

首先#文化信息的传播和文化互识与传播的客

观条件和传播主体的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缺乏发

达的交通和通讯的古代文明对于异质文明的了解一

般是基于少量的事实和大量的想象#把异质文明当

作想象的(他者)#是一个可以观察*学习或者改造的

对象#这种(想象)的特征是古典时代文明的共性'

于是#在古代不同时期#由于地域相距遥远#交通不

便#信息不畅#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是带着传奇和神秘

色彩的#与中国的本相有着很大的差距'商人*传教

士*旅行者*思想家*政治家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思

想体系出发#描绘着他们眼中的中国'商人*冒险

家*旅行者一般文化素质不高#在中国接触的也都是

中下层人士#著述较为片面和浅显#对中国文化缺乏

深刻的认识'传教士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长期在

中国居住#可获得一般商人和旅行者不可能获得的

中国文化方面的知识'但是由于与教廷及其他教派

的争斗#他们会力图美化中国#为自己的主张寻找理

论依据'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很少到过中国#他们主

要依据商人*旅行者和传教士们的著述了解中国#而

在后者的论述中#中国的文化形象加入了他们的想

象*需求和期待5

"!

6

'

!!

其次#在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中国镜

像与西方的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方的文化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召唤和塑造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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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略论中国文化形象在西方视野中的演变

形象#都有着那个时期的一种特定的文化动机'正

如法国形象学家巴柔!

\:/:X,

K

3,)[

"所说#(形象

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塑造!或

赞同#宣扬"该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并表明了自身

所处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空间')

5

"W

6!

X$%$

"他指出#

当异国文化现实被视为优越于本土文化的时候#就

会出现对本土文化的贬低和对异国文化的狂热#他

们意识到了本土文化所缺失的东西#对异国文化的

狂热褒扬更多地属于一种(幻象)

5

"W

6!

X"W"U"W$

"

'西方

人勾勒出来的乌托邦中国其实是将中国作为一种异

己力量#对现存秩序以批评和质疑#并期望在对比

中对当时的西方文化传统和现实状态进行调整5

"?

6

'

如果说马可3波罗时代的中国形象还带着许多传奇

色彩的话#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国文化形象不再

是刺激有趣的传奇#他们发现或发明了其积极的政

治启示#将其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动力#扮演精英文

化中的某种社会理想'启蒙时期#启蒙哲学家构筑

了开明的中华帝国形象#他们发现了中国开明专制

制度中隐含的民权平等观念#并予以颂扬#将中国形

象当成批判和改造现实的武器'

"<

世纪的欧洲#政

治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主在各个国家不同程

度地成为了现实#此时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不再被

认为是政治体制的完美典范#而是被冠以落后蒙昧*

亟待启蒙的符号#于是拯救中国成了西方军事和经

济殖民入侵的最好理由'此时的中国形象便是西方

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塑造的#通过调节中国的现实来

符合西方的认知#以维护和整合西方社会的利益和

秩序'

$%

世纪初#在西方社会期待中消失了的中国

形象又重新出现在西方现代主义审美中#中国作为

前现代想象中的(他者)寄托了现代主义思潮中对

思乡怀旧*和谐精神的向往'西方现代主义对中国

形象进行重构#忽略其专政等政治内容#强调与西方

现代工业文明相对的乡土精神'

!!

从以上可以看出#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文化形象

是存在于西方人想象与现实之间的(他者)形象#时

而美好#时而邪恶'中国文化形象作为一种知识或

想象系统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和传播#不是中西

方积极互动形成的#而是西方文化话语的产物#是西

方人根据自身的需求来理解或构筑的'但文化传播

从来都是双向的#西方在想象东方的时候#东方也在

想象着西方'世界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多元发展*相

互作用的系统进程#西方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运动#

中国形象作为文化(他者)也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

参与和建构了西方的现代文明#促进了西方社会的

变革#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

!!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趋势

为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抵抗和反渗透提供了契

机'因此#中华文明不能只是作为西方的一个(他

者)幻像而存在'我们应该紧紧抓住文化全球化这

一历史机遇#利用更为广阔*更为宽容的多元化空间

发展自己*传播自己#发掘出我国传统文化的新精神

和新生命#重塑东方古国经过现代化洗礼以后的新

姿态#拓展中华文化对外的传播渠道和传播力#以高

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构建中华文化的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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