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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韩剧《大长今》文化传播成功原因 
◆徐爱红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青岛  266404） 

 
摘要：文化的力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最基本、最持久的力量,

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韩国在发展过程中实施“文化立

国”战略，重视影视剧等文化产品的输出，打造出“韩流”，拉动了韩国

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诸多韩剧中宫廷剧《大长今》在文化传播方面影响

力最大。本文从故事结构、人物刻画、接受心理角度探讨《大长今》文

化传播成功的原因，试图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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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立世，文化兴
邦。”文化的力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最基本、最持久的
力量。新时期下文化强国的“号角”已经吹响，文化强国不仅要
对内为人民群众打造精神家园，而且要向外推动文化“走出去”，
开展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合作。若要使世界更加了解一个国家，最
方便、快捷的途径就是电影、电视剧这一媒体艺术。韩国在文化
强国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媒体艺术的输出。 

在诸多“韩流”中，影响最大，最久远的当属《大长今》这
部韩剧。《大长今》开播于 2003 年，这部剧成功担负起文化传播
的使命，其成功原因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
探讨《大长今》成功因素： 

一．饱满的故事内核与人物的立体化 
罗伯特•麦基在其著作《故事》中肯定了剧本对于影片的重

要性，《大长今》的火爆最根本原因在于，它拥有一个好故事。 
（一）性别成长：从女孩到女人 
《大长今》贯穿了两代人命运的跌宕起伏，故事战线颇长，

但并未影响其戏剧冲突和起承转合，可以被称之为是一部“成长
式”故事片。故事开端是讲述徐长今父辈的故事，母亲本是宫廷
御膳房宫女，因卷入后宫废妃事件，被下毒撵出宫，所幸被徐天
寿搭救，二人喜结连理，诞下一女名为徐长今。长今在幼年性别
意识尚未建立，成日与邻居儿子疯玩成性，经历了父母双亡后，
编剧逐渐让他意识到了女性的柔弱，这是人生第一道磨难；父母
双亡后她受母亲临终嘱托拜访宫廷熟手姜德久家，并进入御膳房
成为一名小宫女，此时从幼年步入少女时期。母亲职位的缺失，
让她把韩尚宫当作母亲一般的人物，韩尚宫以亦师亦友的母亲身
份照顾长今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御膳房宫女；韩尚宫被诬陷，长今
意识到自己作为女性身份，无法与男性社会抗衡，经历低谷后找
寻到内心力量，再度成长。 

在绝望中自省，在绝望中汲取力量，女性意识的萌发到觉醒，
长今这个人物具有女性主义色彩，她追求男女平等，追求女性的
独立自强，不甘屈服于男性社会。全剧结尾，她想要给村里的夫
人剖腹产，但遭到了拒绝，最后在山洞里帮助一位母亲剖腹产下
婴儿，她证明了自己的判断和能力，通过自己的力量帮助了更多
女性。在海边，她和爱人和孩子，幸福地前行，其实也是一种心
灵上的回归。长今的孩子，延续着全剧的希望，将开启新的篇章。 

（二）故事线错综复杂，明线暗线相辅相成 
故事多线并行，且藏有暗线。故事线 1:朝鲜王朝君王更替（长

今父母一辈的君王——长今这一辈的君王——君主去世，新王登
基）；故事线 2:长今的成长线（庶民——御膳房宫女——放逐—
—入宫从医——成功）；故事线 3:政治线索：崔尚宫家族（前朝
与御膳房勾结），连生成为妃子 （后宫与前朝）政治的连锁反应；
故事线 4:爱情线 长今-闵政浩-今英三角关系；故事线 5:复仇线
（为了查明韩尚宫被害真相）。暗线 1：长今女性意识的萌芽—
—觉醒——迸发——自强；暗线 2：以长今为代表的入世——出
世 。 

《大长今》故事发展跌宕起伏。故事的开端是长今与父母的
故事，直到父母去世，故事进入第一个发展阶段，长今进入宫廷
御膳房做宫女，到韩尚宫被放逐；第二个发展阶段，长今学习医
术，再次进宫；故事的高潮，长今医术高明，治愈王后娘娘，克
服重重危机，不顾危险拯救患痘疮的大王，并查明韩尚宫被害真
相；故事的结局，长今获封“大长今”称号，成为朝鲜王朝第一
位女医，并收获爱情。 

故事的发展避免了程式化发展，由外因的推动故事的发展，
配角促进主角的成长，如姜德久一家人、韩尚宫的严苛和适当鼓
励促使长今成长，崔尚宫的阴险推进故事的发展。 

有趣的是，编剧可以让这几条线索嵌在整个故事发展中，因
为人物丰满和线索复杂，虽然集数很长，但丝毫未有拖沓之感，
反而让人越陷越深，想要一窥究竟。侧面也体现出朝鲜王朝的几
代兴衰。长今在御膳房时的琳琅满目美食，侧面体现出当时朝鲜
王朝的兴盛，粮食充足，国库充裕，政治平稳，才可以投入更多
精力在饮食的精细上；后期灾民不断，虽然是主角视角的转换，
但客观上此时的朝鲜王朝进入一个略微动荡的时期，长今的职业
转变从医人到医心。 

（三）刻画人物立体 
《大长今》在人物刻画上颇为成功，避免了符号化的人物形

象，多为圆形人物，有正反面，人物性格饱满。 
不仅主角，配角的性格也饱满。例如，姜德久的老婆、崔尚

宫、今英等人物，他们在剧中担任配角，他们尖酸刻薄、唯利是
图，为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别人，但也常常表现出懊悔、友情、
善良的一面。她们都有她的好，也有她的坏，观众可以站在每个
人的立场上考虑，感受人性的饱满与个人色彩。 

《大长今》的人物都具有风骨，尤其是主人公。他们对待爱
情、亲情、友情、梦想上，都是非常坚定、执着，遇到苦难绝不
后退，面对巨大势力不卑不亢，柔和又固执。 

《大长今》中的主要男性角色，闵政浩和王，一对君臣，他
们对长今的爱，表现出独特的风格。闵政浩爱长今的方式是细水
流长、不离不弃。长今在御膳房宫女时结识，两人彼此吸引，后
来长今被贬做官妓发配到济州岛，闵政浩也跟去济州岛为长今遮
风挡雨。在济州岛长今学习医术，再度入宫，到后面翻案，成为
主治医官，遇到重重困难，闵政浩始终是长今最坚固的依靠。并
且男尊女卑的大环境下，第一个站出来做众矢之的，赞成封医女
长今为主治医官。而皇上爱长今的方式是成人之美，祝福对方。
作为九五之尊的帝王， 以他的权力很容易拥有长今，但得知长
今心有所属，选择成全长今。并且帮助完成长今在事业上的梦想
——在医术上不断精进自我。后来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害怕长今
被连累，就下密令送长今出宫和闵政浩远走高飞。这两人的一个
共同点是，尊重长今的选择， 

全力支持她的梦想，并且不求回报。这种平等而让人向往的
爱情模式，吸引了众多观众。 

《大长今》里的人物，无论主角还是配角都具有性格格饱满
的特点。 

二．文化认同感促进韩剧的热播 
韩剧能够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另一个原因是韩剧所具有的

儒学魅力以及对受众心理需求的满足。 
从接受学的角度看，人们对一种文化的接受，往往具有某一

契合点，在个人前理解的前提下，跟据个人情感需求，有选择的
接受另一种文化。韩剧在中国深受欢迎,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
表现出来的韩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儒学魅力。文化接近性，韩国
电视剧这一外来文化输入中国能够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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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剧中儒家文化表现主要有尊重老人、长幼有序、礼仪、饮
食等，这些均透着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气息。中国的“恕、
忠、孝、悌、勇、仁、义、礼、智、信”等传统儒家文化和传统
信念，几乎贯穿了《大长今》始终。韩国与中国一衣带水，几千
年来的交流与融合、儒家思想已经成为韩国文化核心部分，这一
同一文化背景使两国的文化之间有着零距离的亲切感。文化上契
合点，消除了中国观众在接受韩剧时文化隔阂与理解障爱。文化
上的认同性使《大长今》成功得到中国观众喜爱。 

另外，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是韩剧热播的心理动因。  
韩国影视剧作情节恰好满足了受众的心理诉求，即在起伏跌

宕的情节安排中，凸显人物命运的曲折坎坷及人物性格的坚韧和
不屈，而结尾往往是广大受众所期望的美好结局：主人公历经磨
难，终于得偿所愿。《大长今》，通过长今进宫、出宫、再进宫的
曲折人生经历，描绘出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女性形象，长今历

经千辛万苦，最终成为一代医女而备受尊崇。《大长今》起到励
志作用同时实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成功心理的满足，缓解了人们
工作生活重担的心理压力，契合了当下受众的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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