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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背景下 ,少数族群传媒不仅成为一个牵动社会神经的信息传播和

族群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 ,而且也是影响少数族群的国家认同 ,维护社会稳定与族群和谐的重要因

素。少数族群传媒反映少数族群的诉求 ,是维系族群和文化认同的重要工具 ,也是帮助少数族群了

解和融入主流社会的重要途径。因此 ,多民族 (族群 )国家一旦对少数族群传媒问题处理不当 ,就

会引发政府与少数族群之间的相互误解 ,引发族际仇视 ,甚至造成国家分裂。笔者认为 ,面对全球

化的冲击 ,少数族群传媒一方面要维系族群认同感 ,传播族群文化 ,另一方面又要帮助少数族群在

当地求得生存与发展 ,履行公民义务 ,增强国家认同 ,因此它不得不在维护族群权益、族群认同与国

家认同之间求得平衡。在这个平衡过程中 ,如果主流族群排挤和敌视少数族群传媒 ,便会引起少数

族群传媒的反抗 ,严重破坏各族群的和谐 ,甚至会导致少数族群传媒致力于为本族群争取更多的政

治权力 ,最终使国家分崩离析。因此尊重少数族群传媒的文化传承 ,为少数族群提供一个意见表达

的空间和渠道 ,国家根据少数族群传媒的新闻报道及时调整政策 ,将有助于缓和族际矛盾 ,维护社

会稳定和国家统一。

一、传播全球化带来诉求表达的合理性问题

新媒体不断涌现 ,为少数族群传媒的全球化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然而 ,在政治、经济、文化

的全球化趋势下 ,处于被边缘化、非主流化状态的少数族群传媒 ,不得不面对日益被主流媒体和跨

国媒体压挤的现实。全球化造成弱势族群文化传播空间缩小和话语权减弱 ,这种局面促使人们不

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少数族群传媒必须进行全球化传播 ,才能喊出少数族群的声音 ,反

映他们的诉求 ,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从而迫使当地政府正视和解决少数族群的问题和诉求。

全球化存在一个悖论 :实力雄厚的主流媒体在全球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但由于多民族 (族

群 )国家存在复杂的民族 (族群 )关系 ,少数族群传媒在某个特定时间内也拥有强大的话语权 ,这就

令当地政府不得不加以重视。比如说 ,在美国 ,华文传媒虽然是少数族群传媒 ,但是在政治选举过

程中 ,华文传媒动用跨媒体的传播手段 ,形成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在内的立体传播体系 ,不

仅影响华人投票意向 ,而且也向世界传播了华人的权益诉求。在这样的传播态势下 ,政治候选人不

敢忽视华文媒体的作用 ,华文传媒的诉求往往能够得到候选人的呼应 ,并得到各种承诺。比如 ,在

政治选举过程中 ,许多候选人亲自到唐人街或华文传媒部门进行访问 ,回答华人的问题 ,并表示关

注华人的各种利益诉求。2009年 7月 8日 ,寻求第三次连任的纽约市长彭博历史性地走访了位于

曼哈顿的《侨报》社和美国中文电视台 ,接受两家华文传媒的联合采访。彭博担任纽约市长八年以

来 ,很少亲自走访任何媒体或公司 ,访问华文媒体总部更是首次 ,这显示出他对华人及纽约华文传

媒寄予厚望 ,希望得到华人和华文传媒的支持 ,实现连任的目标。彭博在接受专访时回答了有关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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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经济、唐人街发展、华人非常关心的移民政策等一系列问题 ,表示他非常重视华人在纽约所做出

的贡献 ,也愿意听取华人的意见 ,促进华人社会的发展。① 从美国纽约市长亲自访问华文传媒的实

例中 ,可以看到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 ,少数族群传媒在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传播等多种因

素的综合作用下 ,其影响和话语权反而得到增强。因此 ,如果善于利用这些因素 ,少数族群传媒有

时也可能产生比当地主流传媒和西方传媒更大的舆论影响力 ,从而达到维护族群权益的目的。

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 ,传媒起到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作为推动少数族群全球化

的重要手段 ,少数族群传媒同样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 ,有时候媒体超越了冷静和客观地评判

社会的界限 ,对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全面干预 ,就会引起族群之间相互猜忌 ,引来政府的压制。如

2006年 3月 ,马来西亚马六甲州政府决定要关闭州内的养猪农场 ,州内的猪农顿时陷入困境。猪

农组织为了让全国人民关注他们的命运 ,决定在各华文报纸上刊登“猪农排队上断头台 ”的漫画广

告。《东方日报》刊登了这则广告 ,认为政府顾及回教徒的感受而关闭猪场 ,忽视了华人的利益 ,并

把此事渲染为族群矛盾 ,结果引来内政部的干涉 ,《东方日报》也因此而受到内政部的警告。

少数族群传媒在传播全球化的过程中 ,会不会因为介入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 ,强化族群认同

引发少数族群与主流社会的矛盾 ,这是一个很令人警惕和关注的问题。少数族群传媒的目的是 :一

方面要争取族群的各种权益 ,维系族群认同 ;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族群之间的文化冲突甚至政治冲

突。要想达到上述目的 ,少数民族传媒就要冷静地面对传播全球化的局势 ,理性地使用媒介权力 ,

既维护少数族群的权益 ,又促进他们与主流社会的融合。过分崇拜媒介权力和全球化的传播、放大

少数族群受歧视的心理感受 ,带着悲情报道少数族群的事物 ,不仅会煽动少数族群的不满情绪 ,也

会引起主流社会的不满 ,从而制造族群间的矛盾 ,造成少数族群与主流社会两败俱伤的局面。

二、全球化带来少数族群传媒对族群地位的关注

今天 ,全球化造成了国家碎片化的危险 ,使多民族国家不得不更加重视境内少数族群的权益 ,

由此提高了少数族群的地位。一些少数族群传媒借此机会关注族群权益 ,或者倾向独立 ,致力于争

取国家权力 ;或者与政府合作 ,共同解决族群问题 ,从而在保留族群特色的基础上 ,接受主流社会所

拟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 ;或者完全认同主流社会 ,放弃争取族群的生存权而选择一条被同化的

道路。这三种方式中 ,第一种方式最具挑战性和冲击性。不可否认 ,少数族群传媒对多民族 (族

群 )国家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也强化了少数族群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权利 ;但如果过分强调族

群地位和权益而忽视国家权益 ,就有可能鼓动少数族群的情绪 ,甚至会促使少数族群致力于争取国

家权力 ,造成多民族 (族群 )国家面临解体的危险。

西方国家认为人权、民主、自由没有国界 ,各民族、族群都有选择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权

利 ,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族群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 ,

这种人权无国界的理论和观点却对许多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说 ,多民族国家

的少数族群以西方人权论为理论基础 ,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一旦政治色彩淡薄的族群上升为带

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民族 ,就会寻求政治、经济、文化的独立 ,那么多民族国家就会面临四分五裂的危

机。作为少数族群的重要喉舌 ,少数族群传媒如果强化族群地位 ,过于关注族群的政治自治权 ,就

有可能鼓励聚居在一起的少数族群 ,追求民族自治和寻求独立。比如 , 1963年 ,新加坡为了获得广

阔的发展腹地 ,与马来亚联邦合并为马来西亚 ,但由于新加坡华人与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对如何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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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后的国家产生了巨大分歧 , 1965年新加坡华人为维护族群权益脱离马来西亚而建国 ,这正是

族群矛盾引发政治危机 ,导致少数族群走上独立道路的典型例子 ,说明少数族群如果只关注自身政

治地位 ,就会提升和强化族群的政治意识 ,从而不断争取政治权力甚至独立建国。作为少数族群的

喉舌 ,少数族群传媒发挥的作用尤其显著。新加坡独立前 ,华文报纸如《南洋商报 》和《星洲日报 》

不断呼吁和鼓动华人争取公民权 ,并认为这对华人的生存与发展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华文报

纸的呼吁下 ,大量华人向英国殖民政府争取公民权 ,从而获得了长期居留和发展的权利。这些报纸

对唤醒华人的政治意识 ,以及争取公民权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少数族群

传媒的政治影响力。新加坡华文报纸强化华人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利 ,促使华人争取政治自决 ,并

独立建国的例子 ,有可能成为其他少数族群传媒争取政治权利的范例。然而 ,这条道路非常危险 ,

很可能会进一步引发和制造新的全球性的民族问题 ,使多民族 (族群 )国家面临解体的危险。正因

如此 ,少数族群传媒因为反映弱势族群的问题而得到了世界的同情 ,但同时也引起了主流社会对少

数族群传媒的政治认同产生怀疑。

综合全球化带来的少数族群传媒强化族群地位和推动其争取政治权力的现象 ,笔者认为 ,国家

出台处理族群问题的政策对少数族群的影响最大。如果族群权益得不到维护 ,文化上受到歧视 ,经

济上受到限制 ,政治上受到挤压 ,作为弱势群体的少数族群以及代表其权益的传媒自然会起来争取

应有的权益。反之 ,如果少数族群的权益得到政府的重视 ,问题就会得到很好的处理。比如说泰国

把入籍后的华人当作国民 ,对他们实行国民待遇 ,再加上文化相近 ,因此泰国是东南亚国家中华人

问题最少的国家。在一些西方国家中 ,由于实行民主政策 ,华人的权益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维护 ,在

经济上也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因而华人对族群权益的诉求较为温和 ,在这些国家中 ,华文传媒对华

人族群地位的关注强度也因此减弱。由此可见 ,少数族群传媒对族群地位的关注与强化 ,主要发生

在一些少数族群权益得不到重视 ,或者受国际政治、文化因素重大影响的多民族国家中。

三、全球化引发少数族群对舆论权的忧虑

少数族群传媒实现传播全球化 ,会不会造成族群失语 ,这也是少数族群传媒在全球化过程中要

面临并需解决的问题。以海外华文报纸为例 ,在华人社会当中 ,华文报纸的全球化就引起不少争

论。华文报纸在实现传播全球化过程中 ,通过整合资源、优化配置 ,实现了少数几个跨国华文媒体

集团的壮大。从宏观的层面来看 ,似乎合并和整合资源有助于华文媒体积聚力量、增强话语权 ,以

抗衡西方媒体 ,维护海外华人形象。然而 ,从微观的层面来看 ,海外华人却产生了深深的担忧 :这些

实力雄厚的华文传媒通过兼并弱小的华文传媒后 ,会不会垄断华文传媒业 ,成为政府的代言人 ,因

而丧失维护华人权益的功能与义务 ,削弱族群认同感 ? 比如说 , 2008年 4月马来西亚星洲媒体集

团、南洋报业集团与香港明报集团合并 ,组建世界华文传媒集团 ,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引发了抗

议活动和反对的声音 ,这明显反映了华人对上述问题的担忧。笔者于 2007年 7月和 2008年 5月

两度在马来西亚进行田野调查 ,结果发现 ,马来西亚政府对此也颇有疑虑 ,担心三家集团合并后会

不会重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 ,甚至影响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关系 ,进而干涉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制度。

马来西亚华文报纸的发展壮大 ,以及两家最大的华文媒体集团的合并 ,引发了人们对族群舆论

权的忧虑 ,在某种层面上向我们提出了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那就是同文、同种的少数族群传媒

走向整合后 ,少数族群传媒如何真实和客观地反映族群舆论 ,表达族群诉求 ,而不至于沦为政府的

传声筒 ,甚至变成政府控制少数族群话语的工具 ,就成为少数族群关注的焦点。人们普遍忧虑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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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族群传媒会不会为得到更有利的商业位置而牺牲为族群代言的功能 ,从而失去喉舌的作用。此

外 ,在全球化浪潮中 ,一些有实力的当地主流传媒鉴于商业权益 ,收购了少数族群传媒 ;政府为控制

少数族群的话语权 ,出台收购或者压制少数族群传媒的政策。这些都使人们对少数族群传媒的前

途以及舆论权的归属充满了忧虑。

少数族群对舆论权丧失的忧虑以及对少数族群传媒的前途产生的悲观情绪 ,迫使少数族群传

媒不得不履行客观、准确地传达族群声音的义务。传媒一旦不能传达族群声音 ,便会被少数族群所

遗弃。因此 ,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一方面壮大实力 ,另一方面又保护少数族群的舆论权 ,消除少数

族群对舆论权丧失的忧虑 ,对少数族群传媒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四、全球化激发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争论

在许多多民族国家中 ,曾经出现过少数族群传媒接受当地政府的领导但并不认同当地政府的

民族政策现象 ,也出现过接受当地主流族群的价值观但并不接受政府宣扬的国家认同观等现象。

这些现象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他们通过研究发现 ,少数族群传媒传播族群文化并不妨碍少数族

群在政治上认同所在国家。确实 ,少数族群传媒在族群认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很多人把文化

认同与政治认同等同起来 ,因而产生了一种错觉 ,以为传播族群文化就是在政治上认同祖籍国。也

正是这种错觉 ,使少数族群传媒一直蒙受阻碍少数族群对国家认同的不白之冤。事实上 ,文化认同

与政治认同有相当大的差异 ,也正是这种差异 ,使得少数族群传媒具有双重认同的作用。族群认同

主要是指族群对某一文化共同体的认同 ,较少政治色彩 ;而国家认同具有政治色彩 ,主要是指对国

家的忠诚 ,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爱国主义。由于很多人没有仔细分辨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两个概

念的差别 ,就把两者等同视之 ,结果产生错误的结论。

在许多实行民主选举的多民族国家中 ,少数族群虽然在人数上处于劣势 ,但是民主选举制度为

少数族群获得一定的权利提供了政治条件。少数族群传媒利用这种条件 ,通过传播族群文化 ,担负

起族群成员之间联系的纽带作用 ,共同维护族群权益。这样 ,在主流社会的眼中 ,少数族群传媒的

族群文化色彩就成为影响少数族群融入主流社会的障碍 ,由此把它们的文化传播、族群身份认同与

效忠祖籍国联系起来 ,认为传播族群文化就是鼓励少数族群在政治上也认同祖籍国。这显然误解

了文化传播与政治认同之间的本质差别。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帕克 (Robert Park)经过多年对少数族群传媒的研究 ,认为少数族群传媒

并不阻碍少数族群对所在国家的认同 ,相反却推动他们融入当地主流社会。① 美国学者布劳

(Judith B lau)等人在帕克的研究基础上 ,通过对非洲裔和亚洲裔族群报刊的研究 ,认为没有证据显

示这些族群报刊憎恨或拒绝主流社会的同化 ( assim ilation) ,也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在政治上认同祖

籍国 ,相反他们却帮助少数族群了解和融入主流社会。② 他认为 ,报刊作为族群重要的象征符号 ,

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始终受到误解 ,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 ,它们更有可能被解读成增强族群认同感、

分裂国家的重要工具 ,并因此受到政府的严厉压制。③ 上述结论清晰地反映一个事实 ,就是传播族

群文化并不会强化少数族群对祖籍国的政治认同。

在全球化时代 ,宗教、文化和少数族群权益的诉求凸显了少数族群在多民族国家中的角色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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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也强化了少数族群传媒的族群认同作用。当少数族群感觉到被边缘化、地位不平等时 ,它们就

会淡化对当地政府及所在国家的认同 ,走上增强族群认同感的道路。然而 ,一些当权者没有看到或

者漠视政府出台种种不利于少数族群的政策所导致的少数族群对主流社会的反抗 ,反而指责少数

族群传媒阻碍了少数族群的“归化”与对国家的认同。这种指责显然对少数族群传媒有失公平 ,也

反映了执政者的思想狭隘 ,严重打击了少数族群传媒对国家认同的积极性。

五、结 语

全球化给少数族群的生存与发展带来冲击 ,同时也带来机遇。全球化引发政治上的解构、经济

上的分工、文化上的冲突 ,少数族群的文化和权益在文化全球化的冲击下 ,可能面临无法继续得到

保护的困境。但是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看待全球化 ,它恰恰可为少数族群传媒的权益诉求以及

族群文化的传播提供机会。比如 ,在全球化解构多民族国家的敏感时刻 ,多民族国家为保持统一和

稳定 ,将不得不考虑少数族群传媒的要求 ,这样就为少数族群传媒增强影响力和话语权提供了条

件。如果少数族群传媒能够充分认识到多民族国家族群关系的敏感性与复杂性 ,利用这种敏感性

设计议题和内容 ,那么他们就不会被动地应对不利于少数族群的政策。

少数族群有很强的心理敏感性 ,尤其敏感是否被主流社会歧视 ,政府的政策是否对各个族体一

视同仁等。鉴于这种情况 ,笔者认为 ,政府出台的任何有关少数族群的政策都要基于公平、公正的

原则 ,避免造成少数族群产生被边缘化、权益受损的心理感觉 ,更不能把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祖籍

国等同起来。民族问题历来是多民族国家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最大的挑战 ,多民族国家要想

实施有效的统治 ,不仅要为少数族群提供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与条件 ,而且还要建立民主制度 ,建立

少数族群反映和表达诉求的渠道 ,使其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事实证明 ,只有

在制度上保障少数族群的权益 ,才能淡化少数族群传媒的民族 (族群 )认同 ,才能增强其对所在国

家的认同 ,也才能培养他们维护国家统一的意识 ,化解全球化对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挑战。

今天 ,伴随少数族群传媒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而出现的国家认同问题 ,带给我们对少数族群前途

的思索 ,也使我们更加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实际上 ,少数族群传媒的前途与国家认同问题 ,以及

少数族群传媒在面对全球化时所表现出的迷茫与忧虑 ,也正反映了少数族群面对全球化时的遭遇

及其复杂的心态。因此 ,对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族群传媒的研究 ,无疑可为我们研究少数民族 (族

群 )的发展提供许多启示 ,进而更深层次地思考少数民族 (族群 )的未来。

(彭伟步 ,副教授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州 , 510632)

〔责任编辑 : 罗　葳〕

03

　《世界民族 》2009年第 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