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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西方中心主义者眼中，中国是永远的“他者”、异端、异己和异样的存在。
一些推崇西方评价标准的中国的文艺作者。
为了在国际上获得承认或赢得奖项或占领一块市场.刻意面向西方读者和观众而进行创作。
这些作品，作者主观上存在着“媚西”心理倾向，题材选择上存在着“西方中心”视角，对中华民族
历史及现实生存中的丑物、陋习、恶俗等表现出特别的偏爱，在人物、环境、情节设置上凸显东方奇
观式的展示，在艺术上有意追求新奇、神秘、怪异的效果等。
　　著者严格从文本内容、主题、样式，作者生平、主体心态、创作风格和受众阅读期待、理解、接
受出发，既不吝充分肯定诸多文艺作者为建构中国形象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亦不惮尖锐指出某些作者为西方创作的心理及部分作品中存在的受西方视角影响的、“他者化”的创
作倾向和内容，特别强调繁荣民族特色文艺、参与建设世界文化新秩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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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朝全，1970年生于福建仙游。
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历史学学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副研究员。
自1992年起从事义学研究、创作、编辑、组织工作。
曾任中华文学基金会办公室副主任、“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出版委员、《华人文化世界》和中华文
苑网编辑等。
出版有《明心宝鉴》、《居里夫人的女儿》、《硬汉子作家海明威》等书，执行主编《世纪知交——
巴金与冰心》、《世纪之爱：冰心》、《青年必知名家散文精选》、“中国年度报告文学作品选”、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青少年时代丛书”等1000余万字，发表评论、散文、译诗等作品100余篇。
曾获第四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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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被“误读”和曲解的中国及中国人形象第一章 西方人眼中的异样中国第一节 倾慕期对中国的
赞美和向往（公元前-19世纪中叶）第二节 近现代对中国的妖魔化（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叶）第三节 
当代对崛起中国的恐惧不安和忧虑戒备（20世纪中叶以降）第二章 西方人从文艺作品中读解到的想象
中国第一节 通过中国的文学艺术了解中国第二节 西方文艺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第三章 西方视角影响
下的中国文学第一节 中国部分作家扭变的创作心态一、诺贝尔文学奖情结一、对作品被译介的“误读
三、对文学创作“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观点的“误读”四、漠视传统与媚西、崇外心态第二节 西
方中心主义的创作视角一、为西方人写作的倾向一、为西方人写作实质上也是一种市场化策略三、所
谓“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四、表现为中国政府和人民、中国伦理道德等所反对或禁止的题材第三节 
乡土中国与中国农民形象（上）一、现代乡土文学对农民形象的塑造：批判国民劣根性一、高晓声创
作的“陈奂生系列”：阿Q精神的孑遗三、李锐笔下的吕梁山区农民形象：“成熟得太久了的秋天”
第四节 乡土中国与中国农民形象（中）四、莫言小说：“审丑”与原始生命力、生命图腾五、余华小
说：从冷静酷嗜暴力到对憨朴执著农民群像的塑造六、贾平凹的寻根与改革小说：从荒野到浮躁主题
七、郑义笔下的太行山区农民：扭曲的爱情和人性第五节 乡土中国与中国农民形象（下）⋯⋯第四章
专题研究：张承志小说创作论第五章 西方思潮熏染下的中国文艺批评第六章 西方大奖诱惑下的中国
电影第七章 西方标准左右下的中国行为艺术及前卫派绘画第八章 建立多样化的世界文化生产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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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四）中国对待西方的态度中国国内某些民族主义倾向的抬头、少数人的片面仇外排
外心理及与西方的对抗和敌意也会反作用于西方人的中国观，增强西方将中国视为敌人和对手的成见
。
比如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即被美国分析家错误地看作是中国长期以来仇外、总抱有
防范心理、封闭、易怒、注重意识形态、把美国视为道义上与文化上的危险和现实中国发展的障碍等
态度及观念的具体表现。
与此同时，少数中国人对于西方采取奴颜婢膝、崇洋媚外或全盘西化的态度，固然会博得西人之好奇
或好感，终究却还是要被西人所看低看贱，认为中国人缺乏个性，适于被人奴役，要由西方人引导才
能被带人世界文明主流之中。
英国人雷蒙·道森在《中国变色龙》一书中比较客观地分析、解剖了1958年前后西方对于中国的看法
。
他这样写道：“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信息来源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在西方报刊上出现的大部分消
息最终是靠在香港的美国人提供的对中国大陆报刊的翻译材料。
这些翻译材料如果不是显得冷漠无情的话，它们就不能出现和加以利用，⋯⋯最后，由于版面篇幅的
原因，并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只有那些最耸人听闻和荒唐可笑的叙述才会登载在大众化的报刊上⋯⋯
另外一个由于历史上的无知而产生的谬误，是把一些并非中国文明中的新做法也归罪到共产党政府头
上。
许多观察家抱怨大陆社会上单一的蓝色服装，并为此而责怪现政权⋯⋯对现代中国产生曲解的下一个
因素就是对共产主义的恐怖与仇恨⋯⋯美国对中国仇恨的一个明显而直接的原因在于美国军事力量在
朝鲜战争中直接卷入了一场令人灰心丧气的同中国人的冲突，另外还在于美国人现在要为他们继续留
在远东找借口，因而把中国人往最坏的方面去想⋯⋯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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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艺创作与国家形象》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之一。
被“误读”和曲解的中国及中国人形象、西方人眼中的异样中国、西方人从文艺作品中读解到的想象
中国、西方视角影响下的中国文学、西方思潮熏染下的中国文艺批评、西方大奖诱惑下的中国电影、
西方标准左右下的中国行为艺术及前卫派绘画、建立多样化的世界文化生产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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