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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种极其特殊的传播媒介，电影对于银幕形象的塑造不仅满足了受众的娱乐审美要求，也透过这类形

象把创作者的理解与认知传达给观众。于是，本文选取描述全球化背景下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形象，从政

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对它们的塑造与呈现过程进行分析，并总结和讨论了上述三个因素如何交织作用

于“华人形象”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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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主流形象”的表现与由来 

李小龙主演的功夫片在美国社会的影响暂时消失后，

“华人形象”一度因为中美关系的动荡而被丑化，如“黄

祸形象”“傅满洲”就曾在 1980年被重新搬上好莱坞银幕。

“冷战”结束后，前苏联这个“邪恶帝国”衰落，美国政

府一时间失去了竞争的对象，于是逐渐把焦点转移到中国

的身上，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当中国的改革开放持续

深入，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的时候，在西方世界，

尤其是美国，出现了“中国威胁论”（China Threat）,逐步

走向富强的中国成为他们心中的“威胁”与“障碍”。于

是，在好莱坞那里，“华人形象”再一次被赋予了“黄祸”

的特性，如在 1998年的电影《致命武器 4》（Lethal Weapon 

4）中，华人演员李连杰就扮演了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华

人帮会教头，而周润发则于 1999年在《魔鬼英豪》（The 

Corruptor）中扮演了一名与华人黑帮勾结的警察。这类影

片中“华人形象”的设置与之前龙尊出演的《龙年》

（YearOfTheDragon，1985）以及“傅满洲”电影中出现

的华人帮会犯罪活动如出一辙，都是好莱坞配合美国对华

关系而做的隐喻，而这类银幕形象的出现实则是对于“黄

祸”形象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 

与此相对的，伴随全球化浪潮的来临，中美两国在经

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合作持续深化，以及“冷战”后

新移民浪潮的来临以及华人在美国地位的提高，在新时期

前往好莱坞发展的华人演员日益增多，如成龙、李连杰、

刘玉玲、章子怡等，如此多的华人演员陆续出现在好莱坞

电影中，的确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突破。但遗憾的是，无论

是正面形象还是反面角色，如今华人演员的角色类型出现

了单一化和模式化的趋势，但始终无法扮演好莱坞的主流

电影形象：首先，华人演员的角色数量虽然有了很大程度

的增加，但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却几乎都与动作、功夫相关

联。似乎华人演员就都如李小龙般只能靠武打为生，至于

医生、律师、科学家、政客等“有头脑”的形象总与华人

演员不沾边，它们在影片中往往只能作为维护美国社会安

全的“蛮力”出现，而且始终无法体现美国复杂的个人英

雄主义精髓。其次，华人演员对于好莱坞电影从来都只有

商业的而不是艺术上的考虑，他们在好莱坞拍摄影片在很

大程度上与其商业价值息息相关，而与好莱坞大牌影星的

片酬差距让他们在商业气息浓郁的好莱坞“夹缝求生”。

再次，华人演员所扮演的角色体现出一种“漂泊意识”，

在好莱坞影片中他们没有家人，没有朋友，他们总是独来

独往，没有归属感，无法得到美国社会的承认。最后，华

人演员（特别是华人男性演员）在好莱坞影片中继承了李

小龙身上“无男性正常性需求”的特征，它们在影片中极

少表现出情欲爱恋，“感情戏”的安排大多是为了幽默效

果，如成龙在《尖峰时刻》中与白人女士的“吻戏”就成

为一个“玩笑”桥段，这让“华人形象”在今天仍留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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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坞固有改造的“顽疾”。 

2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美关系 

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期。世界格局

向多极化发展，伴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通讯技术的迅猛发

展，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

大国的地位得到巩固。此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

际地位逐渐提高，并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坚力量，中美

两国间的合作关系在“冷战”结束后正稳步向前发展，再

加上《1992 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的出台，华人移民美

国的数量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稳步增加，而华人在美国

的地位也显著提高。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同中国的政

治合作有利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而在全球“反恐”

战争方面，美国也需要中国的帮助。因此，在全球化的大

背景下，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已经从敌对转为合作，这才

促成了“警察”“特工”等正面形象的出现。 

但相对的，中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迅速发展又让

美国担心强大起来后的中国会对自己的利益造成威胁。于

是，中国在美国眼中成为威胁，成为阻碍美国发展的潜在

对手，这就为“中国威胁论”“人权问题”等的提出找到

了生存空间，因此，那类邪恶的“黑帮分子”“毒贩”和

“杀手”便仍然活跃在好莱坞电影银幕之上。 

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目前世界的主题是“和平

与发展”，但在美国政府眼中，在与中国不断深入合作的

过程的同时必须时刻警惕这个潜在的“威胁”，这也就可

以从政治的方面解释为什么当今“华人形象”在好莱坞电

影中出现这中“正”“反”交织的局面。 

3  好莱坞与华语影人的“双向选择” 

全球化的表现不仅是国际间政治合作的深入，更重要

的是不同国家地区间经济的广泛交流。中国经过几十年的

经济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几个主要经济体之一，与美

国的经济合作也日益增强。这在大环境下提升了中国的国

际经济地位，对“华人形象”有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今，

在美国国内，华人已经广泛参与到美国社会各项事业建设

之中，与 100年前初到美国的华人移民从事的工作有了天

壤之别，这便在美国国内为“华人形象”的改善提供了现

实基础。 

另一方面，相比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和华人生存环境

的改善等隐性条件，好莱坞电影产业在全球化时代对于国

际电影市场和其经济利益的考虑便显得更为直接，对于

“华人形象”呈现的调整就成为其海外策略的重要体现。 

首先，在 20世纪 90年代初，由于电影制作成本的上

升，好莱坞自发的在海外寻求廉价的制作拍摄场地，“好

莱坞发生了规模性的‘离岸生产’（Runaway Production）”。 

所谓“离岸生产”，就是主流电影公司把电影生产的

某个环节甚至整部电影放到本土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生产。

一方面，这是好莱坞也无法掌控的经济规律的自发选择，

它直接降低了好莱坞电影的制作成本；而另一方面，这种

处于好莱坞自身发展需要的调整，迫使好莱坞电影在全球

范围内实现电影产业的转移，为其全球产业布局提供了支

持，也为好莱坞电影的扩张和渗透进行了“掩护”。  

首先，好莱坞电影公司借助其技术优势，有效的全球

推广平台以及可观的报酬收入吸引了许多中国导演和演

员到好莱坞发展，一方面，这导致了我国电影人才的流失；

另一方面，这些到好莱坞发展的华人导演和演员所制作和

拍摄的影片又能凭借其在中国地区的影响力重新进入中

国市场，这便加强了好莱坞在华语地区的渗透速度。 

其次，好莱坞电影公司积极投资中国电影市场，他们

在我国设立办事处与分公司，与国内电影公司及院线公司

合作，在硬件上保证了其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以美国哥

伦比亚电影公司为例，其于 1995 年在北京设立代表处，

成为当时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中首个进入中国电影市场

的影视公司。然而，好莱坞电影公司在我国撇开国内占主

导地位的电影公司，而与一些刚起步的电影公司开展合

作，通过合作制片、合作发行、合作开发后期产品等形式，

好莱坞电影公司逐渐渗透进入国内各级层次的电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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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越过国内主导电影公司转而扶持如华谊兄弟广告公

司这样的新兴从业者的做法，实际上是好莱坞电影公司在

刻意打压国内市场的领头羊，企图依靠自己雄厚的资金和

技术、管理、发行等优势打破中国国内固有的局面，从而

能够参与制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新规则。于是，这类合作

与渗透一方面可以发掘有中国市场号召力的影片，以求巩

固好莱坞电影公司对于中国市场的挖掘；另一方面，好莱

坞电影公司在国内建立起来的行业基础与发行渠道也让

华人演员的好莱坞作品能够比较容易的进入中国市场。 

再次，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好莱坞不再把自己

限定为纯粹的电影生产商和电影产品输出地，而是努力成

为能够把分散在全球的资源整合起来的组织者。于是，在

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间的疆土划分、不同民族间的特色

区别、东西方不同社会制度间的摩擦与分化在好莱坞电影

中都被淡化了。在多极化世界格局面前，好莱坞电影成功

的行使了其作为全球电影霸主地位的“权力”，用其“游

戏规则制定者”的身份控制着在其内部发展的华人演员。

一方面，好莱坞凭借其在电影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提供华

人演员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但相对的是，好莱坞也在符

合其审美趣味以及意识形态反映的条件下把华人演员作

为其拓展电影市场的工具来对待。“非主流形象”在好莱

坞银幕上的处境与好莱坞所秉承的意识形态变化相呼应，

而华人演员则继续游走于好莱坞主流电影边缘，借助好莱

坞的舞台不断固化被加工、改造后的“非主流形象”。正

如学者贾宏所言，“好莱坞一方面利用东方情调来为西方

好莱坞观众创造一种文化奇观和获取新的市场资源，同时

也利用华人演员在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地位、影响、名声来

获得华人社会的认同，以期开发和扩展在中国和其他亚洲

地区的电影市场”。 

因此，获得好莱坞发展机会的华人演员就必须被动的

接受好莱坞的定位改造，出演模式化的“非主流”角色，

这也就造成了华人演员频繁参演好莱坞电影，但“华人形

象”却日益单一化、模式化的现象。正如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所言，“现代东方，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 

4  “他者”文化的被动交流 

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同质还是多元的争论在学界引起

了激烈地讨论，而文化全球化的界定或者是否该使用这一

术语来描述当今世界的文化现状，成为一个敏感而争议颇

多的话题。而在我看来，当今美国或者好莱坞电影对于文

化的实际使用情况包含了同质和多元共存的矛盾张力。 

首先，从文化帝国主义的视角来看，全球化下的文化

流动被看作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文化帝国主义

行为。按照蒂姆•奥沙利文（Tim O’Sullivan）的理解，“文

化帝国主义是某些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得以向其他

国家系统地推展其经济、政治与文化控制的方式”。因而，

全球性的文化交流在此意义上等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

其他国家的单向文化渗透，这就有可能导致全球文化同质

化的出现。 

以中国文化在美国社会中的情况为例，美国大众对于

中国的文化认识始终带有某种偏见和轻视的意味，中国文

化在美国文化眼中长期成为异质和次等的“他者”。一方

面，中国文化中契合美国文化审美的异国情调元素能够被

美国文化吸收利用，如中国的武术文化中宣扬正义、惩恶

扬善的精神内涵以及武术刚柔并济、类型多变的特点让其

进入到美国文化的接纳范围；但另一方面，这种选择和接

纳却是片面和简单化的，因为能够反衬美国文化优势的中

国文化势必会受到改造，成为带有美国附加文化内涵的新

文化样式，借助美国的媒介优势重新输入华语地区，影响

和阻碍当地的文化建构，从而形成同质。 

因此，在好莱坞电影那里，所有的外来人和外来文化都

要经过其商业和文化的改造，有时甚至是表现美国政治特点

的改造。这类改造一方面为好莱坞电影带来异域情调和新鲜

的文化元素；另一方面也成为美国塑造“他者”形象烘托自

我文化优势地位的表现，正如学者廖萍所解释的那样： 

首先，美国所采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全球经

济“同质”，进而引起全球，文化“同质”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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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伴随媒体扩张，好莱坞所拥有的全球唯一电影发

行网，正在把装满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送向全球；再次，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基于消费主义观念的扩张之上，而

消费主义文化的张扬，会使所有的文化体验都卷入到商品

化的旋涡当中；最后，美国大众文化扩张在多数情况下属

于非政府部门所为和受到巨额利润的支配（但在实际操作

中得到政府的支持），通过经济和技术的交往，通过各种

文化交流活动，大力推销自己的文化工业产品，同时将它

们所负载的价值密码和生活情趣推向世界。其结果是美国

制造的所谓世界文化在全球泛滥，美国从而在文化交流的

形式下实施了不平等的文化霸权。  

然而，随着全球化运动的深入，一部分研究者也认为，

“全球化文化是一种在动态与差异（甚至矛盾冲突）中运

动的过程，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理解、同中

存异、共同发展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文化在

全球化时代必将受到其他世界国家的文化挑战。而美国文

化本身的薄弱性和依托于政治、经济、技术和媒介优势的

特点也使得美国文化必须与外来文化交流，吸收外来文化

身上的优点来发展和巩固自己的文化地位。因此，美国在

进行对外文化渗透时就必须做出适应性调整，以好莱坞电

影为例，在最近几年，由于美国文化自身的单薄性使得好

莱坞电影必须从世界其他文化和其他国家的优秀电影中

摄取“灵感”，以继续巩固和开拓国内外电影市场。如从

日本引进的《午夜凶铃》和《咒怨》系列，从香港吸收的

《无间道》、“彭式鬼片”，以及韩国的爱情片。好莱坞借

助“炒冷饭”之术，不仅可以弥补其自身题材枯竭所带来

的影响，还可以借助翻拍后的新作品重新打入“题材引入

地”，并利用其全球行销网推广到世界各个角落。这类文

化改造，一方面是基于接受和学习外来文化精髓以扩充其

文化资源的考虑；另一方面也为其他国家文化进入好莱坞

提供了渠道。 

在不断地吸收和引进外来文化元素的同时，好莱坞电

影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渗透”，这是好莱坞电影无法规

避和控制的无意识反应，其电影中频繁出现的“功夫”元

素便是这一现象的明证——以 1999年的电影《骇客帝国》

（The Matrix）为例，无论是男主人公躲避子弹的慢镜头

还是女主角腾空一跃时间静止的画面，中国武术结合电影

特技创造出的新式功夫动作，都成为好莱坞动作电影中的

经典，在此后的好莱坞电影中被不断模仿，从动画片《怪

物史莱克》（Shrek,2001）中身手敏捷的公主“费奥娜”到

《变形金刚》（Transformers,2007）中“擎天柱”的功夫架

势，“功夫元素”成为好莱坞电影中的“常客”。从这一点

上看，好莱坞电影在向外输出美国文化产品的同时也不由

自主地受到外来文化的“渗透”。 

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文化或者说好莱坞对于

文化的选择和态度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出于巩固起文化

霸主地位的需要，好莱坞必须塑造低于其文化的“他者”

形象，借助其技术、发行优势操控和改造外来文化，以烘

托其文化上的“主者”地位；但另一方面，好莱坞对于外

来文化的“借鉴”又是出于其文化本身薄弱的考虑，因而

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好莱坞也不能控制自己对于外来

文化的依赖，这就造成了好莱坞电影既要保持自身优势，

但又无法控制而吸收外来文化的双重现象。在这一背景

下，华人演员出演的角色也就具有了这一矛盾特征，在好

莱坞“他者”的构建下用“功夫”和“暴力”满足着美国

文化的外来需要。 

5  “非主流形象”的矛盾与妥协 

具体而言，随着 20 世纪末华人演员大批涌入好莱坞

发展，好莱坞当今电影中的华人角色从数量上看增加明

显，从角色设定上也相对“多元”。然而，在全球化背景

下，中美关系平稳但也有波澜，双方经济间的合作和文化

交流也都充满了矛盾，因此，在好莱坞那里，“华人形象”

就呈现出“正”“反”交替、逐渐单一化、模式化的现象。 

首先，“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了世界

的主题，各国都在全球化背景下需求合作与发展。伴随

中美两国关系的逐渐改善和双方政治、经济、文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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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入，“华人形象”因为两国良好的政治环境而在好

莱坞银幕上得到提升和改善。但对于中国的迅速崛起与

发展，以“救世者”自居的美国无法接受一个具有强大

发展潜力的“异己”存在，这种既要合作又要遏制的矛

盾心理就使得“中国威胁”式的“影子”在好莱坞依旧

存在。 

其次，伴随好莱坞海外扩张计划的持续深入和加强，

好莱坞电影利用其技术、人才、资金和发行系统上的优势，

有计划地渗透到其他国家的电影市场中。一方面，好莱坞

在世界各地积极吸收电影人才，导致了一些国家电影人才

的流失，从而无法与好莱坞电影抗衡，好莱坞电影便得以

巩固其世界电影霸主的地位；另一方面，好莱坞对于电影

人才的吸收，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包括邀请在某一国

家或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导演和演员到好莱坞发展，于是，

好莱坞便可以借助他们在当地的影响力而更加方便地进

入到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电影市场当中。更为重要的是，在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入和发展，

这就让美国在保持其文化霸主地位的同时又必须接纳和

吸收外来文化，为其所用。一方面，美国由来已久的“主

者”思维让其继续塑造次等的“他者”形象以满足其文化

优势的心理需求；而另一方面，美国文化又在改造“他者”

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接纳和吸收了外来文化，以扩充其日渐

枯萎的文化储备。于是，在好莱坞那里，我们看到了具有

“威胁”特征的黑帮分子、身份模糊没有归属感的“特工”

“警察”，也同时看到白人演员苦练中国武术、机器人摆

出功夫架势。 

6  结语 

因此，在“冷战”结束后的和平年代，“华人形象”

在好莱坞电影中频繁的“正”“反”转变实则是对于中

美关系合作与矛盾变化的体现。但实际上，在全球化趋

势不断加强的今天，政治方面的波动和调整在大局上并

没有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向前发展，于是，好莱坞电影中

“华人形象”的“威胁”性描述便只是对中美两国间的

政治信息做了片面性的表现。也就是说，在和平与发展

的大环境下，局部的摩擦和矛盾无法阻止全球性的经济

合作与文化交流的发生，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好莱坞电

影都意识到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在好莱坞那里，

追逐华语地区电影市场的需要让其为华人演员提供到

好莱坞发展的机会，而“游戏规则”制定者的身份又让

它可以随意“指派”华人演员塑造符合其利益需要的“角

色”，而华人演员出演的影片不仅能扩大他们的国际影

响力，也能让好莱坞电影借助他们打开华语电影市场大

门。于是，矛盾交织于政治、经济、文化角力的好莱坞

在今天倾向于对外来文化的积极借用与改造，而华人演

员便和中国文化集结于好莱坞电影之中，塑造出逐渐单

一、模式化的“非主流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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