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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文化流動的模式與另類想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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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是針對《中華傳播學刊》第 31期「文化流動與傳播媒體」
專題的五篇論文，進行引介與導讀。透過理論性的回顧與檢閱，本

文提出三種文化流動的模式，分別是「媒介帝國主義的文化流動」、

「跨國性的文化流動」與「歷時性的文化流動」。前者已遭受眾多

批評，後兩個模式可作為思索文化流動現象的參考架構。此外，文

末提出「移住者引入的文化流動」與「跨媒體的文化流動」，作為

文化流動模式之外的另類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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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文化，是一群人共享的語言符號、風俗習慣、價值理念與生活

方式。文化，雖然可以透過世代傳承而來，但是並非一成不變，也不

是具有先驗、本質性特質的存在。文化的概念，像是個有機體一樣，

是在特定歷史社會條件之下產生，會隨著時空環境而改變，是持續建

構、不斷形塑而成。

文化，是「相對固定」於族群、血緣、語言、地理環境、國族文化、

歷史情境等的特定條件之下。因此，文化流動，應視為常態性的存在

樣態，不同文化間的交錯、匯集、轉型與融合，發生於歷史的每個時

間點上。據此，我們可以說，文化不是本質性的「存在」（being），

而是逐漸「形成的」（becoming）。

雖然文化流動，是文化存在的常態；但是傳播媒體的仲介，確

實使得文化流動產生加速度的雜揉作用。本次專題的五篇論文：魏玓

（2017）、蔡如音（2017）、黃淑鈴（2017）、黃順星（2017）與陳春

富（2017），從不同的角度提出對於文化流動與傳播媒體的研究觀察，

理論視野與實務剖析的交揉與激盪，讓文化流動的時代意義獲得不同層

次的彰顯。以下，是根據這五篇專題論文的研究，所提出的思考。

貳、模式一：媒介帝國主義的文化流動

文化流動的理論概念，可以回溯到依賴理論與文化帝國主義，兩

者均起自於馬克思主義傳統下對於政治經濟剝削關係的關注。此理論

取徑提出，二次世界大戰以降，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的殖民政治統治形

式式微，轉而以文化帝國主義的形式，資本主義強國的文化產品，挾

帶著政治經濟的餘威，進入弱小國家。此即為媒介帝國主義的觀點，

認為資本母國透過大量的影視與資訊產品之輸出，在第三世界國家的

文化傳播方面取得優勢地位，透過文化而鞏固政治經濟的支配權力

（Boyd-Barrett, 1980；Lee, 1980；Salinas & Paldan, 1979）（圖 1）。

媒介帝國主義，預設著兩個文化流動的特質。第一，文化流動是

單向、不對等的，是權力中心的核心國家，流向被支配的邊陲國家；

第二，文化流動的背後，隱藏著政治經濟利益。對於此兩項特質，

全球化研究學者 Staubhaar（1991）提出的「文化接近性」（cultural 

中華傳播學刊(31)-01 1 張玉佩.indd   4 2017/6/5   下午 04:40:41



導讀：文化流動的模式與另類想像 5

proximity），反對媒介帝國主義的此種基本主張，Staubhaar 主張，

在地觀眾會偏好本國或區域內的電視節目，此即是文化接近性或相關

性（relevance）的偏好或需求（同上引：39, 43）。

媒介帝國主義，存在著眾多問題，根據魏玓（2017）、Staubhaar

（1991）的討論，可以整理出兩個反駁媒介帝國主義的主張。

第一，邊陲國家的閱聽人，並非對所有美國或西方影視產品都感

到喜歡。部分媒介文化帝國的輸出品，並不受到歡迎；換言之，第三

世界國家的閱聽人並非照單全收西方影視作品。

第二，邊陲國家的影視產業開始發展後，有可能改變原本的單向

依賴關係，進而轉為「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y）的可能，即便

此種相互依賴仍然是不對等的關係。

單面向的媒介帝國主義，不只是在媒介現象層面難以驗證，在理

論概念上也因為過於簡化而受到眾多挑戰。但無論如何，在媒介帝國

主義之後，文化流動現象在國際社會、甚或全球化的世界裡，都受到

越來越多的重視，傳播媒體在文化流動間醞釀出來的力量，也越來越

受矚目。

在這篇文章之中，我將文化流動的現象，區分為共時性與歷時性

兩個面向，進行討論。共時性的文化流動，將著重在全球化社會裡，

跨國文化流動產生的可能；歷時性的文化流動，將著重在台灣在地性

為主，討論伴隨著社會裡時性轉型過程的文化流動。

核心國家

( 殖民母國 )

圖 1：模式一：媒介帝國主義的文化流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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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模式二：跨國的文化流動

文化流動，是一種分離與趨同的過程。特定歷史點上的文化共同

性，會隨著時間的遠去而消逝，兩個相異的文化也可能因為媒體文化

產品交流而逐漸趨近。透過文化流動而產生的趨同，會使得人們產生

親密的共同意識。

在全球化的社會裡，人們生活在相互連結與依賴的緊密網絡之

中，此連結網絡是快速而多重樣態的，包括資訊、商品與價值生活等

跨國交流。Tomlinson（1999）指出，「連結性」（connectivity）與「鄰

近性」（proximity）是不同的概念，「連結性」是指實際上的緊密接

觸，會直接影響人們的生活，例如金融風暴或全球化等。但「鄰近性」

則是「超越」此種連結的狀況，是對於這個世界感覺到更親密、更壓

縮的一種共同意識（common conscious），進而認為世界上的事物彼

此更加親密、濃縮。

文化流動而產生的鄰近性，可以將實際距離遙遠的國家事物，想

像為更親密、有影響的關係。舉個例子來看，台灣與英、美國之間的

實際物理距離，遠高於台灣與東南亞國家；但是文化流動將地緣關係

的遙遠，轉換為親密關係的想像，透過《哈利波特》英國學院文化進

入我們的在地生活空間，《暮光之城》也帶入美國的吸血鬼文化。

傳播媒體，在跨國鄰近性的想像過程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蔡如音（2017）一文，以日本流行音樂 J-pop 為核心，討論音樂作為

文化流動的載體，將西洋經典老歌納入日本戀愛劇的敘事創作之中，

共創共情同理（empathetic）的美學。對於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而

言，美國代表著一種矛盾情結，軍事暴力的挫敗與消費慾望對象等；

對於成長於此世代的電視製作人而言，西洋流行音樂隱藏的美國強權

勢力、現代化時尚風格、浪漫愛情想像等元素。數位錄音技術，讓日

本音樂人得以製作符合西方流行音樂特性和音調的電視主題曲，引領

J-pop 與戀愛劇相互呼應的潮流。

我在閱讀蔡如音（2017）文章時，感受到研究者對於研究主題理

解的特殊能力與素養才能，文章當中提出三種音樂與戲劇產業競合下

的差異戀愛美學：存在感薄弱的主體、同情共理的愛、理想化少年少

女之愛等，作者（蔡如音）在音樂方面的素養，敏銳地帶領我們穿梭

在戲劇主角、劇情、配樂與主題曲之中。此外，蔡如音一文，對於文

化流動現象提出了三個值得探討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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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權力關係的影響。跨國族之間的文化流動，會讓彼此的生

活方式、風俗習慣、價值意識等產生交流；而這種交流，受到雙方的

權力關係影響，權力較強的一方，較容易成為文化流動的輸出國，將

伴隨著文化意識的媒體產品溢散到其他國家。

第二，特定社會脈絡。1990 年代起的日本戀愛劇與西洋流行音

樂的文化流動，是基於特定的社會脈絡。對於日本社會而言，此種文

化流動是對應外在動盪的局勢，如後威權主義、現代資本主義等，並

重建秩序意識，包括善惡、道德、性別、階級等。

第三，音樂與故事的共構。流行音樂是可能超越商品化的價值，

與故事互動而生產出新的、有機的意義。對於電視製作人與編劇製作

團隊而言，音樂的品味、知識與感性的存在，會影響到他們的創作歷

程。相對的，電視劇戀愛故事與主角對於情感的詮釋，也會反過來推

動主題曲作為流行音樂的風潮。流行音樂與電視戀愛劇兩者，是相互

流動與影響的主體。

同樣是以跨國文化流動為核心討論焦點，魏玓（2017）從檢閱

Straubhaar（1991）文化接近性作為台灣熱門研究概念的運用，認為

多數論文將文化接近性定理化、去脈絡化，為了量化與操作化而簡化

文化現象的複雜性。與蔡如音（2017）一文相同，魏玓認為國族與國

族文化，是歷史與意識形態的產物，建構在特定政治經濟與社會條件

之下；沒有先驗的內涵，也非官方、主流文化絕對壟斷，內涵與組成

也是持續變動。因此，文化流動應該被視為是常態存在。

魏玓（2017）修整文化接近性的理論，提出「心理」與「政治經

濟」兩條建議途徑。我認為此兩條途徑，亦可以做為進一步詮釋文化

流動力量的根源。

在心理層面，文化相似性（cultural similarity）是社會關係得以存

在的安全感。現代社會之前，此種安全感建立在親屬與傳統社群中，

現代社會讓此種安全感變得脆弱，「與他人共享相似的文化元素」便

成為新的獲取安全感方式。因此，對於文化接近性高的在地影視節目

的共享，可以提供隨之而來的安全感。

我認為魏玓（2017）所言文化的相似性，可以詮釋為文化流動的

流動門檻。跨國之間的文化流動並不是任意的，並不是所有的影視文

化產品都可以順利流通到世界各地，即便是好萊塢等此種文化強權大

國的作品。造成文化流動的門檻，便是在地閱聽人感受到的文化相似

性，此種相似性可能因為語言、裝扮、八卦、笑點等，也可能源自於

中華傳播學刊(31)-01 1 張玉佩.indd   7 2017/6/5   下午 04:40:41



中華傳播學刊．第三十一期．2017.068

閱聽人感受到的時代氛圍，例如對於資本霸權的無奈、人際疏離的感

嘆、青年前途渺茫的失落等。

在政治經濟層面，魏玓（2017）提出了三點。

第一，不對稱的交互依賴（a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國

家與國家之間，不只是會有單向依賴與臣屬關係，兩者之間必然存在

著交互依賴關係，只是此種關係並不是均衡或對稱的。此點，是修正

媒介帝國主義所採用的單向依賴關係，但也不全然天真地認為跨國之

間的交流是平等、互惠的。

第二，文化產品的可得性（availabiltiy）與品質。影視產品的傳

布，不只是涉及主題內容、拍攝風格、美學形式等，流通通道的普及

性與產品的可得性是另一個潛藏的影響因素。閱聽人不只是透過影視

產品獲得文化相似度的安全感，簡單、容易、隨手可得的可得性也是

重點。關於此點，我認為是同時指出傳播科技對於文化產品流動的影

響關鍵，網路電視 OTT（over the top）的興起，讓文化影視產品流動

不再全然依賴文化代理商的中介，透過產品的可得性影響著文化流動

的廣度與速度。

第三，關於閱聽人的階級。Straubhaar（1991）的研究指出，中

低階級，選擇本地影視產品節目的傾向較高。魏玓（2017）進一步延

伸認為，閱聽人的階級影響，是極具有探討價值的課題，是因中低階

層民眾存在較高的不安全感？或因中低階層民眾缺乏資源與管道接

近、獲得他國的文化產品？

對此，我認為閱聽人的階級，可能與文化流動的流動門檻相關。

因為文化流動是雙向的，不只是來自他國的文化產品須具備有跨越流

動門檻的文本特質（如讓閱聽人聽得懂的笑話，看得懂的表達），閱

聽人階級蘊藏的文化資本，也成為接近、使用跨國文化產品的可能。

整體而言，我根據魏玓（2017）與蔡如音（2017）的研究，將跨

國的文化流動模式，繪製成圖 2。
跨國的文化交流的模式，傾向於「不對稱的交互依賴」關係。二

次世界大戰之後、現代社會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資本強國取代了殖

民統治時期的殖民母國，透過龐大整合的媒體產業集團向其他第三世

界的國家輸出文化產品。發展中國家的在地閱聽人，則會以「文化接

近性」作為選擇本國或區域內的媒體產品做為偏好依據。此種跨國的

「不對稱的交互依賴」文化流動關係，存在著三種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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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在著特定的社會歷史脈絡

文化是多元、難以簡化或全然複製的，同樣的，文化流動也是。

如同蔡如音（2017）分析西洋音樂對於日本流行音樂的影響、日本戀

愛劇興起及其對台灣、香港、韓國帶來的年輕、消費世代的風格一樣，

均是植基於特定社會脈絡下的對應關係。同時，魏玓（2017）針對文

化接近性的文獻檢討，也特別指出簡單化、定理化、去脈絡化文化研

究的危險。

二、媒體產業的競合關係

電視與音樂之間的產業競合關係，可能擠壓出新興的創造力。蔡

如音（2017）分析日本商業的製作人與約用編劇組成之電視劇核心產

製者，以他們對於西洋流行音樂的敏銳度，掌握主題曲與主唱走向，

透過決策、編劇、剪輯，創造出戀愛劇的音樂性，進行了敘事、美學

的配樂實踐。此種合作與競爭關係的創作者網絡，揭示電視與音樂產

業的競合關係。

在跨國的文化流動下，媒體產業的競合關係，可能不只是發生在

「電視 & 音樂」產業，其他媒體產業包括「漫畫 & 電影」、「新聞 
& 社交網站」、「遊戲 & 漫畫 & 電視 & 電影」等，都正在快速發生。

不對稱的交互依賴關係

圖 2：模式二：跨國的文化流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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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動門檻

文化產品的流動，是存在著基本門檻的；這些門檻，會造成部分

產品受到歡迎、部分產品卻孤獨地被冷落在一角。綜合魏玓（2017）、

蔡如音（2017）以及張玉佩（2012）提出的文化流動門檻觀點，我將

流動門檻分為四個部分。

(1) 文化產品的可得性與品質。簡單、易得、普及性高的流通平台，

如網路，可以促成文化流動。現階段的網路電視與線上遊戲，均

有如此特質。

(2) 文化相似性的安全感。在傳統家庭、村落等社群連結消逝時，透

過媒體產品消費而共享相同文化元素帶來的存在安全感，會使得

人們偏好文化相似性高的影視產品。

(3) 閱聽人的階級。階級，影響著文化資本的組成質量，可能成為文

化流動的門檻。

(4) 在地的法規政策。張玉佩（2012）的研究指出，線上遊戲的跨國

流動時，從他國進口代理的遊戲，需要符合在地國家的法規政策，

包括羶色腥的內容檢定分類、產製國的國家所屬權等。因此，在

地的法規政策，是文化流動的門檻之一。

肆、模式三：歷時性的文化流動

文化的形塑，是時間、空間、歷史記憶、價值意識等元素的匯流

過程。文化流動，不只是發生在橫向的跨國空間挪移與交錯，縱向、

歷時性的文化流動亦潛藏在國家社會的脈動之下。黃淑鈴（2017）與

黃順星（2017）兩篇專題論文，以台灣在地社會的發展為主，討論歷

時性文化流動的型態。

在本質上，兩篇均以台灣作為一個國族文化發展場域的角度，討

論威權體制、消費資本力量、全球化衝擊與認同形塑等要素的相互影

響。許維德（2013）認為「國族」概念的討論，應該摒棄將國族視為

一種「實體本質」的思考方式，以脈絡性、互動性、多重性、競爭性

以及流動性的動態過程。換言之，國族文化的本質是流動的，黃淑鈴

（2017）、黃順星（2017）正描述了台灣過去國族文化流動的過程，

對內，此過程反映了社會轉型的蛻變，對外則顯示國族認同與形象塑

造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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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淑鈴（2017）一文，討論國族觀光意象建構的意識形態與權力

關係。觀光，不只是純然的商業活動，觀光意象同時也是對於一個國

家或國族共享的價值、傳統與風俗習慣的重新框架與凝視；在觀光凝

視過程之中，必然涉及文化元素的選擇過程，特定文化元素被選擇出

來做為代表，而某些文化元素被排除與削弱（Urry & Larsen, 2011）。

若將觀光意象視為特定歷史時期權力下的知識體系建構，黃淑鈴

（2017）分析它的再現政治系統，區分台灣官方觀光論述為四個階段：

中國國族打造、去中國化、美麗台灣與塑造台灣的動感等。透過這些

階段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為了在他國眼光中展現「我國國族形象」

所進行的自我凝視與規訓機制。

黃順星（2017）一文，討論媒體作為文化仲介者，如何引介與推

波助瀾地促成社會的轉型；他以 1978 年改名重新發行的《民生報》

為分析軸心，分析台灣從生產社會轉為消費社會的歷程。1980 年代

的台灣，正歷經美麗島事件，社會整體風氣趨向於政治冷感論調，在

政治肅殺的時代氛圍之下，報業體制基本上是扮演著伺候遵從的角

色。而《民生報》以軟性新聞為主，建立起日常生活當中的文化消費

指南，從小提琴選購、油畫行情、墨汁好壞判別到鋼琴學費、補習班

收費、課外讀物書單等。文化消費作為奇觀的展示對象，反映著中產

階級試圖透過文化資本累積而向上流動的慾望。

為了更清楚地瞭解黃淑鈴（2017）與黃順星（2017）對於歷時性

文化流動的討論，我將兩篇文章的分析結果繪製如圖 3。

生產社會 消費社會

圖 3：模式三：歷時性的文化流動模式（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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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兩篇文章討論，我們可以獲得兩個結論。(1) 觀光政策作為

國族意識形態塑造的國家機器，體現文化流動的過程。(2) 媒介作為

文化流動的載具，仲介著社會的轉型。

伍、番外篇：文化流動的另類想像

除了上述的三個模式之外，文化流動存在哪些值得討論的議題

呢？我彙整出兩個文化流動的另類想像，以做為未來進一步研究思考

的參考。

一、移住者引入的文化流動

在全球遷徙的時代下，跨國的移工與移民等移住者帶來了異國的

生活習慣與文化特質。但是，多數勞動移住者都屬於短期停留，不被

期待參與社會事務而成為被邊緣化的社會成員。此種跟隨著移住者弱

勢文化流入主流優勢文化的歷程與作用，暫且可以稱之為「移住者引

入的文化流動」。

陳春富（2017）以韓國的「移住者世界電視」（Migrant World 
Television，簡稱 MWTV）作為指標性的個案，探討「移住者媒體」

（migrant media）作為跨國移工相互串聯、合作、對外發聲的管道，

以及突破結構與限制所形塑出的多元文化社群。在全球資本主義快速

擴張的實踐，由於經濟型態與人口結構的改變，大量勞動人口從部分

國家流動至高科技產業的地區，從事移入國人民所抗拒、偏向骯髒、

危險或家庭看護、家務勞動等工作。此種舒緩當地勞動壓力的短期勞

工，經常複合著階級、文化、族群等多重弱勢地位。

相對於「模式二：跨國的文化流動模式」的西方資本強國的文

化流入，由移住者實體移動而引入的文化，缺乏語言、象徵符號、媒

體載具的擁有與近用權而難以彰顯。「移住者媒體」的出現，提供翻

轉此種文化互動的可能，跨國移工得以利用另類媒體內容的生產與流

通，來維持文化的主體性，主動介入、參與居留國的公共事務，成為

具有自主性與能動性的積極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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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媒體的文化流動：流行音樂與電視戀愛劇

文化流動，必須以「國族」作為流動的分析單位？國族，作為文

化流動的分析單位，是為了容易理解與討論，是為了研究需要所建構

出來的概念。後現代社會裡的文化流動現象，國族不見得再是邊界；

對於研究者而言，國族也不應該是限制我們思考文化流動的必然框

架。於此，蔡如音（2017）提供非常有趣的研究切點，這篇文章討論

流行音樂介入電視戀愛劇的產製與創作，換言之，文化流動，有沒有

可能產生在跨媒體之間呢？

蔡如音（2017）討論「流行音樂」與「電視劇」兩種媒體的競合

關係時，提出兩者之間文化交流的過程：(1) 流行音樂，可能成為故

事促發的起點。(2) 引自流行音樂而成形的電視劇，反而成為流行音

樂的代言廣告。(3) 偶像團體，則是穿梭於兩者之間，成為中堅支點。

(4) 音樂與戲劇，共創了敘事共生的美學體驗。

媒體是存在著溝通的物質性，聲音、文字、攝影、繪畫、漫畫、

動畫、互動網頁、數位遊戲等，物質性均不相同。每種媒體，都因為

其媒材物質性而使得具有特殊的文化表達特質，比方說聲音（音樂、

廣播、錄音）是流動的，具有感性特質，但不便於較具邏輯性的辯論

（如法律爭辯）；電視、電影等影像紀錄複合聲音，在情感的表達更

具有同理心與吸引力。再如，電視劇，因為影像創作的特質，使得成

為容易闡述羅曼蒂克愛情的想像，戲劇化的情感特質。相對於此，新

聞則因為偏向於事實記錄而無法強化誇張浪漫的情感。

跨媒體之間的競合與創作想像，等於是跨越彼此之間的物質性特

質而進行相互激盪，這些激盪出來的火花，亦醞釀著文化流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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