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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大脑的活动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ldquo;形象&rdquo;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的大脑中一定有一块特殊的区域存储着大量的&ldquo;形象&rdquo;，只要一个词或者一个想法闪
过脑际的时候，它们就会浮现在意识之中。
例如，当&ldquo;中国&rdquo;一词突然出现在脑海里时，或许就会有一个或多个有关&ldquo;中
国&rdquo;的形象从潜意识中浮现出来。
而正是这些形象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与之相关的现实。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完全了解大脑如何产生出这些形象，但却不妨推测诸如中国形象之类的形象或是由
于人们身临其境而形成，又或是由如今常常摆布我们思维的大众媒体所造成。
　　显而易见，研究中国形象并非易事。
姚斌不久前毕业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他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拳民形象在美国的
产生与影响。
通过论文答辩后：又几经修改，现在即将付梓，我很荣幸应邀为他作序。
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尤其是英美国家的中国形象，是我本人自1970年代攻读比较文学研究生学位时
就专注研究的领域之一。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教授&ldquo;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rdquo;的课程，同时也笔耕不辍。
　　几年前，我在北京大学开设了一门专题讲座，介绍18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
一次课后，一位年轻人向我走来介绍自己名叫姚斌，他说自己对形象研究很感兴趣，而且他当时正在
做有关拳民形象的博士研究。
他的英语表达十分流利，令我印象深刻。
后来我还了解到他阅读高难度的英语文本时的理解能力也相当强。
自那以后，我与现在的姚博士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且我们往往会一起讨论形象研究的问题。
我很高兴见到他的第一部作品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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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美国越来越关注中国，而中国也在不断制定对美新政策。
在两国对话的过程中，历史形成的负面形象仍然影响着双方对待彼此的态度。
形象拥有惊人的生命力，一旦产生就会长时间地影响人们的思维。
在美国人心目中，有关中国的负面形象之一就是拳民形象。
拳民形象曾占据过20世纪早期美国人有关中国的想象。
在美国有不少关于义和团及其形象的研究，但就我所知，还没有一位中国学者对此问题进行全面研究
。
因此，姚博士的这本专著《拳民形象在美国：义和团运动的跨国影响》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为研究
这些形象提供了中国视角。
　　除此以外，《拳民形象在美国：义和团运动的跨国影响》还有不少引人入胜的形象研究章节。
第一章是对义和团运动前美国人的中国形象的精彩回顾。
在我看来，有关19世纪美国教科书里中国形象的部分尤具匠心。
从学术原创角度来说，第二章和第三章对我们理解“拳民形象”如何形成并影响中美关系是重大的贡
献。
我很期待这些章节能以英文论文的形式出版。
第四章对电影《北京五十五天》中拳民形象的研究，是首次对该电影进行的形象方面的重要研究，这
一部也应以英文论文形式出版。
第五章研究的是极其复杂的话题，即：拳民形象与美国的中国学。
这一章也非常好地体现了学术的原创性，而且该研究对于中国学的精英学术传统也特别地恰当。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拳民形象在美国>>

作者简介

　　姚斌，安徽省繁昌县人。
本科毕业于安徽大学外语学院，硕士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
较文化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口笔译理论与实践及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
曾发表&ldquo;鸦片战争后美国来华传教士与中国形象之分析&rdquo;&ldquo;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笔下
的中国形象&rdquo;&ldquo;电影《大地》与中国形象&rdquo;&ldquo;19世纪30、40年代美国中小学教科
书里的中国&rdquo;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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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形象、认知与中美关系的形成》一书是会议论文集，讨论的问题集中在中美关系的历史、现实
与未来发展。
全书共分三大部分，即：美国眼中的中国、中国眼中的美国以及形象与政策。
针对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的&ldquo;爱恨情结&rdquo;，本书导言部分反复强调，要避免彼此形象在两
个极端之间滑移，最实际的做法就是增加两国人民在各个层次的交往，而一旦大多数人对彼此有了充
分的了解之后，少数人也就无法操纵公众舆论或将他们的感受强加给公众。
导言作者还特别提到，塑造正确的&ldquo;形象观&rdquo;或许并不能使中美两国成为最好的伙伴，但
却至少有助于防止两国成为最大的敌人。
　　而《有限的对手》一书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ldquo;感知一认知方法&rdquo;
（perceptual-cognitiveapproach）和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些理论和概念为依据，通过采访近300位中国人和
美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商人和外交官），指出前人对中美相互形象的研究缺少跨国、比较和互动的
视角。
作者指出，现实中的形象应当是多层次和多维度的。
从形象的情感内容来分，他认为至少可以有认知（cognitive）、感情（affective）和价值判断
（evaluative）这三个层次。
而如果从形象自身的类型来分，则可以有国民形象、社会形象、文化形象和外交形象等。
与前文提到康士林教授的中世纪中国形象研究的方法类似，作者建议的分析框架不再将中国形象视为
某种统一的整体，而是强调发现中国形象自身所具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进一步细化研究中国形象
提供了有益的思考空间。
而且，作者所强调的跨国、比较和互动的视角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以上两项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强调并分析&ldquo;国家形象&rdquo;的可塑性及其塑造过程。
国际政治理论的引入对&ldquo;美国人的中国形象&rdquo;研究的推动在于，它不仅限于回答中国形象
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而且还试图解决如何塑造形象，改善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
不过形象的细分前提是对形象的整体把握，例如拳民形象就不仅是认知的，同时也是感情的和价值判
断的；它既是国民形象，又是文化形象，还可能是外交形象。
因此，在研究这一具体形象时，必须既见森林、又见树木，既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以全代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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