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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笔者曾经提出过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
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
题；二、世界的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
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三、域外的
中国形象，主要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中国自我形象认同
的“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性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的问题。
三组问题相互关联，在理论上指向中国现代性自我认同与文化自觉问题；在实践上关注中国的文化软
实力与地缘政治战略的文化背景问题。
在国内学术界，第一组课题的研究已初具规模；第二组课题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本丛书具有草创意义
；第三组课题则有待开启，那将深入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问题”核，心。
第一组问题在知识社会学与观念史的意义上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从三个层面展开：一、西方的
中国形象是如何生成的，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有关“文化他者”的话语，是如何结构、生产
与分配的；二、中国形象的话语传统是如何延续的，考察西方关于中国形象叙事的思维方式、意象传
统、话语体制的内在一致性与延续性，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某种稳定的、共同的
特征，趋向于类型或原型并形成一种文化程式的过程；三、中国形象是如何在西方文化体系中运作的
。
它不仅在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诠释中国形象的意义，而且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权力话语，
在西方文化中规训化、体制化，构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成分，参与构筑
西方现代性及其文化霸权的过程与机制。
第一组问题近年来国内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本套丛书也有所推进。
笔者曾经在《天朝遥远一一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一书中对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他者”镜像。
它可以是理想化的，表现欲望与向往、表现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乌托邦；也可能是丑恶化的，表现
恐惧与排斥、满足自我确认与自我巩固的需求的意识形态。
在七个多世纪的历史中，西方以启蒙运动高潮为分界点，建构出此前不断乌托邦化的三种中国形象类
型和此后系统意识形态化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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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的中国形象是变化不居的，从“令人恼怒的异教徒”到“中国使你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从白人
作品中令人难以提摸的“中国佬”到华裔作家笔下充满阳刚之气的“金山客”，从好莱坞跨种族恋情
中中国男性和白人女性的爱情禁忌到自种男性对华人女性的拯救神话；扶“黄祸”化身傅满洲到“模
范族裔”陈查理，再到传教生儿女剪不断理还乱的中国情结⋯⋯美国的中国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文
化自身的投影，它所代表的并不是现实地理中的现实国家，而是想象地图上的变化他青，经过了美国
的经验、需要、好恶、价值观等方方面而的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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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智芹，女，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救授、外国语学院研究员。
2002年获山东大学博士学位，2002—2004年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做博士后研究。
主要帆事欧美文学、中两比较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等刊物上发表
学术论文近五十篇，出版专著《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傅满洲与陈查
理——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镜像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等四部，出版译著《世界历史中的中国》、《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卡莱尔文学史演
讲集》等四部，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等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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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美国的开国元勋中，对中国的农业立国政策最为推崇的还要数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
当然，杰斐逊对中国的肯定和他的社会理想及治国策略密不可分。
早在18世纪80年代，杰斐逊就反对发展工业，主张把美国建成一个农业国家，并勾画出他的农业理想
国蓝图。
在这个理想国中，几乎所有的公民都是农民，他们可以享受经济上独立、自由的地位；每个人都有文
化知识，可以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过一种悠闲幸福、安居乐业的生活；人与人之间和谐友爱，讲求
道德，没有冷冰冰的金钱关系。
杰斐逊的这种以农立国、以农民为主体的美好社会理想显然受到了重农学派的极大影响，而这种影响
自然使他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赞赏有加。
他曾直言道：“我不希望我国去发展贸易或航海业，而应该与欧洲一起去效仿中国，使我们的社会保
持中国那样的状况，这样，我们就能避免战争，所有的公民就都能过上农民的日子。
”以上我们谈到的三位美国启蒙思想家都对中国十分感兴趣，富兰克林32岁时在《宾夕法尼亚报》上
登载孔子的思想，佩恩38岁时发表关于中国的文章，杰斐逊28岁时推荐阅读中国的两部文学作品。
三者可谓都是美国早期的“颂华派”人物，但综合考察，富兰克林对中国文明更为推崇，作为18世纪
美国的实业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和外交家，特别是作为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
法》的起草人，他在如何努力从中国文明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以建设一个新的美洲文明方面，做出
的贡献更大。
除了上面谈到的富兰克林对中国儒家思想、对中国农业生产模式的欣赏之外，我们在这里还要进一步
探讨他对中国政府制度、中国产品、中国植物的态度和评价。
富兰克林对中国的喜爱是方方面面的，他甚至写过一个连载故事《中国来信》，述说他对中国的热爱
、认识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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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清样校对完了，美国的中国形象这个课题暂告一段落，但我仍牵挂着大洋彼岸的美国，因为我的亲人
在那里。
由于我爱人工作的变动，我的儿子跟随到美国读高中，就在北京奥运会结束之际，我为父子二人整理
行囊，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机颠簸，越过太平洋，送他们到美国。
在安顿他们爷俩儿的日子里，我在超市购物、地铁乘车、住房租住、图书馆查询资料、博物馆追溯历
史、大学里感受氛围、中学里联系孩子就读的过程中，亲身体验了美国对中国的看法。
在美停留期间，女房东兴奋地向我描述其侄女到北京观看奥运会的所见所闻，她对中国的夸赞犹回响
在耳边：“China is wonderful，great，gorgeous！
”令我当时顿生一种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的中国形象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中美双方在经贸、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持续扩大，建设性合作关系保持稳定
发展的良好势头，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与国关系之一。
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子，美国的科研院所里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专家，美国的超级市
场里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美国的城乡社区里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美国的风景名胜里有越
来越多的中国游客。
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关注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到中国投资办厂，越来越多的好莱坞大片
在中国放映，越来越多的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故事，越来越多的美国作家演绎中国传奇。
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重塑、改变着美国的中国形象。
因此，随着时代的推移，美国的中国形象将会有新的发展，美国的中国形象也将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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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的中国形象》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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