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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下的“文化帝国主义”
厦门大学法学院   林  洁

摘 要：本文开篇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即文化帝国主义三个概念的定义入手，阐明三
者的基本内涵及相互之间的联系。进而讲述了新媒体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及
其可能被具有帝国主义野心者利用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后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了新媒体
时代下，对于“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存在和研究的价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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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罗大众而言，何谓文化？芬

兰埃博学术大学管理学教授 Alf Rehn

曾说过，在这个时代，文化已经变成了

城市发展的“明星要素”，换句话说，

文化成为了每一座城市梦寐以求、趋之

若鹜的灵魂。于是许多政府竭尽所能使

得自身所在的城市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文

化之都。

一、从全球化到文化帝国主义

全球化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在世

界范围内日益凸现的新现象，90 年代

以后，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宣布“世界进

入了全球化时代”，其是 21 世纪区别

于以往一切时代的典型特征。

全球化是一种进程，在这一过程

中，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文化传播在

时间和空间上超越，国与国之间的边界

不断弱化消弱，影响到地球上每个角落

的生活 . 像 2011 年初在突尼斯爆发的

茉莉花革命正是由于国家未能处理好后

金融危机的各种问题，导致社会矛盾激

化进而有了这场社会变革并在阿拉伯国

家产生了连锁反应，最引人注意的即是

利比亚国内武装冲突事件。

20 世纪末以来，国际垄断资本主

义在全球扩张加剧，经济的全球化使得

各民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此背景下

出现了文化全球化理论，指世界上的一

切文化以各种方式，在“融合”和“互

异”的同时作用下，在全球范围内的流

动。其是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一定程度

才出现的，是建立在信息现代化和现代

传媒基础上的。如今，互联网使得“地

球变成了平的”，这个时代日新月异。

与文化全球化联系密切的一个概

念是“文化帝国主义”，指西方强国通

过对其他国家人民生活的系统渗透和控

制，将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强加于他国

人民头上，以达到重塑其价值观、行为

方式、社会制度和身份，减弱帝国主义

势力扩张的阻力的目的。

概括而言，文化帝国主义可以从一

个国家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两个方面进行

分析。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喻国明教授指出：“一个国家是存在两

种实力的，一种是硬实力，一种是软实

力。硬实力通常是指国家的 GDP、硬件

设施等，而文化、制度、传媒等被称为

软实力。”

二、新媒体时代与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的传播在当今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媒体。当下新媒体较之传统的大众

媒体更多地被草根利用，低廉易掌控，

在传播上多对多，体现草根阶层草根声

音的魅力。新媒体作为“第五媒体”在

全球化的今天发挥着越来越难以估量的

作用。其迎合人们休闲娱乐时间碎片化

的需求，使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互

动性表达、娱乐与信息需要。美国《连

线》杂志更是将新媒体定义为：“所有

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吉登斯在谈到新媒体的时候说：

“世界上已有了实时交流，这意味着瞬

间即刻的，从任何地方飞跃到任何地方

的交往。这并不会诞生一个到处都一样

的无缝世界，也不会产生‘地球村’。”

的确如此，新媒体的出现弱化了私人领

域，公共领域的空间被不断扩大。这一

空间的成员都能平等地参与到开放性的

公共议题中。因此，公共领域实际上是

介于政府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桥梁，

对其把握程度将直接影响到一个社会的

发展。

目前国内媒介宣传出现了娱乐商

品化，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公民如若

将大量的精力放在对于娱乐的关注上，

其对于政治的关注度将是十分不够的。

一个国家的公民往往是非理性的，特别

是在国民素养尚不够的情况下，很容易

人云亦云或是为眼前短浅的利益而追逐

某种行为。在这样的环境下，新媒体的

力量可正可负。

在通观当前国内网民对于诸如“强

拆”等事件的看法之后可知，以规范的

方法是难以回应汹涌的民意的。应当看

到，公民社会不等于民主社会，实行民

主之国家其公民社会力量可能十分微

弱，若仅有民主而缺乏公民力量，这个

社会将是十分危险的。新媒体的发展，

使得汹涌民意的力量被无限放大。文化

大革命期间，当局采取的政策具有民粹

主义倾向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也早已是

有目共睹。

加之新媒体具有消解的力量，即能

够消解传统媒体之间的边界，消解国家

与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的边

界，消解信息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边

界等。这意味着一个开放、解中心化的

网络将导致开放的社会与文化，导致真

正独立的个人。

我认为新媒体时代下“文化帝国主

义”这一概念仍是有效的主要是从意识

形态领域出发的。改革开放以来兴起了

一股宣扬“普世价值”的思潮，其将“人

类共同追求的价值”与“普世价值”的

概念混淆，将西方的一些制度观念灌输

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当前网络等新媒体工具带来的个

体化倾向，人类内心荒漠化等现象恰是

文化帝国主义侵蚀所需要的温床。因为

没有凝聚力的民族便没有战斗力，民族

精神也无扎根之处。

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梁闻刚作为一名“全媒体整合营销

高手”，在其发起的“新媒体守卫国家

核心利益运动”中就明确表态，要对来

自国外各种势力在互联网上的不良信息

进行追踪反击和严密控制。守卫国家核

心价值观、以正义力量控制网络舆论、

全社会网络秩序建设、中国传统企业的

电子商务机遇、网络商业公平新秩序等

等话题，都是摆在当今社会精英面前的

重大时代命题。

在上文本人已经论述新媒体时代

下文化帝国主义的可能发展趋向，其实

可以明显地看到，如若未能利用好新媒

体则有可能掉进一个恶性循环的圈套

里。

哪怕今日新媒体给了公众更多说

出自己声音的机会，可以站在所谓的“统

一战线”反击一些企图进行文化侵略的

行为，但文化帝国主义通过新媒体这一

途径潜移默化对于受众的影响是不可忽

视的。

因此，对于“文化帝国主义”这一

概念的理解在今天仍具有意义。只有当

我们将其与“文化全球化”的真正内涵

区别开，加上正确利用新媒体的力量，

才能在这个新媒体时代找到真正属于中

华民族的形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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