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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视角下的海外华侨华人媒介实践

陈英程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海外华侨华人媒介实践在建构国家形象与增强国家

“软实力”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上升，海外华侨、华人的规模

和影响逐渐扩大，海外华文传媒也迎来新的发展高潮。进

入21世纪后，中国又先后提出“和平崛起”、“软实力建

设”和“走出去”等国家战略，华侨华人的传播实践也因

此备受关注。

这其间，西方学者对华侨华人媒介的研究呈现出多

元化视角，透过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揭示出华侨华人

媒介实践的新变化，本文通过梳理，希望能为今后的相关

研究提供一些启发。

一、移民社会学视角
社会学家是最早研究海外华文报刊与华人媒介实践

的群体。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社会学家中的功能学派便

将新移民的再社会化（同化）过程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而

“移民媒体”或“少数族裔媒体”则是其重点考察的一个

方面。如帕克，假设并验证包括华文报刊在内的美国“外

文报刊”所反映的同化现象和报刊本身的同化功能，写成

其名著《移民报刊及其控制》。①移民社会学一般通过对

人口、地理、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实证调查或历史分析解

读移民媒体生存发展的基础，再用内容分析和访问调查

验证这些媒体在促进移民文化适应和融入当地主流社会

方面的角色和功能。

早期同化理论认为新移民最终将为主流社会所同

化，随着新移民潮的出现和跨国联系的加强，同化论立即

受到质疑，但移民媒体的同化功能仍是该领域研究者的

考察重点。②近期从同化论视角考察华文传媒的社会学研

究增加了新的研究主题，如探索华文传媒与迅速多样化

和全球化的华族“飞地经济”的关系；或将华侨华人媒介

实践置于全球传播语境下考察。在同化论视角下，华媒对

新移民融入主流社会所起的个体层面的消极作用，如间

接造成缺乏语言学习动力、族群关系疏远等不和谐现象

也常是讨论主题。

在美国和加拿大，社会学家和传播学者考察了作为

地缘-族裔媒体（Geo-ethnic media）的华文传媒，其重

点同样是媒体在华人社区文化、政治实践中所起的纽带作

用。③实际上，国内很多论述海外华文传媒特性和作用的

文章，都有意无意间沿用上述移民社会学研究的套路，只

不过国内学者通常省去实证环节，直接强调海外华文的

某一（些）特点和功能。但是，随着新媒体传播和海外华

族跨国媒介实践的流行，仅凭对媒介内容的功能分析或

较为宏观的阅听人分析，很难再深入了解海外华文传媒在

海外华族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引入

使微观研究成为可能。

二、文化人类学视角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侧重于弱势族群和少数团

体等“特例”，在研究方式上更注重质的方面。文化人类

学中研究现时文化的分支被称为民族学或社会文化人类

学。民族学研究以长期田野调查为基础，通过观察与参与

观察、非正式访谈、小组讨论、日记和文件分析等方法，描

述和阐释研究对象的文化及文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民

族志研究方法在华人媒介实践上的应用，最早可追溯至

施坚雅的东南亚研究。施氏在其关于泰国华人社会的重

要著作中阐释了暹罗华文报纸的发展变化，将华文报刊

描述为受中国内政局势左右的政治宣传/动员工具。④

在现阶段，民族志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新媒体（尤

其是跨国性华文传媒）对海外华人身份认同的影响、跨

国性华人文化/公共领域⑤、海外华人媒介使用模式和美

国主流华文报纸的功能重估⑥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

要么强调地域、人口因素（移民祖籍、性别等）的多样性，

要么强调新媒介环境的重要性，要么强调受众的差异性，

并通过民族志研究描述这些差异性，进而展示一个特殊

的媒介生态。例如，曾在马来西亚研究当地华人跨国身份

认同建构的美国人类学教授Carstens强调生活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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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国家的华人在种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

需要面对不同的问题，因此对跨国华文传媒的反应将表

现出地域、人口因素差异。⑦Carstens在马来西亚的四个

城市进行田野调查，考察当地受众对来自中国大陆、香港

和台湾的跨国大众传媒（电视、录像和电影）的偏好，发

现香港的媒介产品最受欢迎，他将此现象归因于香港和

马来西亚共同的英属殖民地历史和资本主义发展背景。

Carstens的研究并不支持跨国华文传媒促进华人身份认

同的观点。

三、政治经济学视角
由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实行多元文化政

策，大部分族裔媒体被彻底推向市场，在此形势下，跨国

性中文媒体，如香港的TVB和中国大陆的CRI等也有了很

多市场机会。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的崛起及其外宣战略、

新媒介环境、中国移民目的国移民（文化）政策的转变以

及跨国传媒合作等机遇与挑战，使海外华文传媒从众多

默默奉献的少数族裔媒体中一跃成为中外政治、经济权

力角逐的市场，也使其政治经济基础迅速成为国外学界

解读的热点。政治经济学强调海外华文传媒从边缘化到

主流化的政治/经济逻辑，批判地分析了华文传媒社会角

色的跨国性与商业化趋势，暴露海外华文传媒的依赖性。

例如，澳大利亚的Wangning Sun等人从澳大利亚多

元文化政策的历史发展、“中国因素”和全球跨国文化经

济逐项分析华文传媒新景观的“推力”和“拉力”。⑧如多

元文化政策的目的从“文化多元”向“文化经济”转变使

华语电影工业获利而使其他华文传媒自生自灭，完全依赖

市场发展。而这一政策转变也使失去澳大利亚政府资助

的华文报纸、电台等寻求与中国大陆传媒组织合作，形成

崭新的全球华文媒体景观。在加拿大，韩国学者Jin和Kim
也从市场和政策层面考察了亚裔媒介的前景。⑨其分析认

为，近10年来加拿大亚裔媒介消费者的规模、集中化和购

买力，已引起传媒集团和广告商的兴趣，使其纷纷改变市

场策略和商业模式，瞄准包括大量华侨华人在内的“亚裔

消费者”；华文传媒等族裔媒体不只是“政治正确”或“社

会觉醒”的标签，而且是可盈利的商业机构。

四、余论
从以上论述可知，在近年全球化和媒介化语境中，海

外华侨华人媒介实践吸引了众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这

些学者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其一，在研究领域方面，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对

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前往各国的新移民数量激

增，华侨华人媒介生态日趋复杂化。这意味着研究者既

需要从宏观视角探析海外华文传媒与中外主流媒体在机

构组织、内容生产、传播策略以及受众市场诸多层面的相

互关系，真正理解其在全球传播体系中的角色和功能，也

需要从微观视角对不同地区/族群中的华侨华人媒体进行

个案分析和比较研究。对中国大陆学者而言，海外华文传

媒在“和谐社会”、“和平统一”和“和谐世界”等国家/国
际战略传播中的积极/消极效果研究尤为重要，特别是要

对与中国政治传播关系密切的海外公民媒体实践进行深

入研究。

其二，要全面、系统了解海外华文传媒的生态环境，

就必须发展更有效的理论方法。从上文论述可以看到，无

论是社会学、人类学还是政治经济学，都只能为我们展示

“局部的真实”，其效果研究和市场分析都有明显的“地

方性”。因此，对中国学者而言，还需要从本土视角考察

海外华侨华人的文化传播实践，如海外华文传媒对中国

“发展软实力”的利弊、欧美发达国家中的华文传媒主流

化/商业化对新移民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作用以及海外华

文传媒在华文教育中的角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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