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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中共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提高，中共軟實力在外交戰略中發揮日益重要

之作用。軟實力概念經過大陸學者詮釋後普遍認為，其最重要核心內涵為文化，

而目前各國對中共對外推展文化軟實力討論多著墨於孔子學院等方陎，惟孔子學

院具有明顯的官方政治色彩，因此在推展文化軟實力過程屢受挫折。本文選定由

張藝謀所主導之印象系列大型實景展演作為研究對象，了解此種民間力量對中共

軟實力發揮之作用及定位々一方陎，張藝謀作品受到西方關注，在國際上具知名

度々另一方陎，張藝謀作品大多積極傳達中國元素及傳統文化，其所導演之印象

系列大型實景展演有助於推動地方產業經濟發展，且與中共政府合作推出國際性

延伸性作品，對外宣傳中華文化。 

    本文認為，印象系列大型實景展演對中共文化產業係一種啟發，惟中共政府

向來對文化產業市場開放態度封閉保孚，尤其在對外宣傳工作上，存在馬列主義

意識形態，或將對文化產業發展造成嚴重衝突，進而對其未來產業發展造成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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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PC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soft power has played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plomatic strategy. The most important core connotation in soft power is culture, 

which interpre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t present, discussion in soft 

power was restricted to Confucius Institute. Due to a clear political color,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ultural soft power often suffers setbacks. The impression series of 

large-scale virtual performance was selected to be as a research object to understand 

it’s effective in the soft power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Zhang Yimou’s creations 

are under utmost attention by the west. On the other hand, most of his creations 

actively convey Chinese element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mpression series of 

large-scale performance not only help to promote the local industr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lso launch an international extension of the creations in association 

with CPC to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The impression series of large-scale virtual performance is a inspiration to the 

cultural industry of the CPC, b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ways taken a 

conserva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cultural industry market, especially in the external 

propaganda work, there is Marxism-Leninist ideology. It will cause serious confli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he constraints in industr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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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軟實力最初是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伊(Nye, Joseph，Jr.)所提出

之概念，並深刻影響國際上對綜合國力的概念々約瑟夫〃奈伊認為，一個國家

的綜合國力既包括國防、經濟、政治、科技、軍事能力等表現出來的硬實力，

尚包括文化、價值觀念及意識型態等組成之軟實力1々在此基本大框架下，文化

軟實力衍生出來的內容包括價值觀、影響力、道德準則、文化感召力等無形的

力量。2文化軟實力則是以文化為基礎的軟實力，是一個國家透過宣傳自身文化

價值理念以說服別人，使其認同自己行為、制度準則，從而擴大在國際上影響

力。3
 

近年來，文化軟實力的地位逐漸在國際核心競爭力凸顯，在全球化背景下，

頻繁的國際交往使國家安全的外部環境日趨複雜化，文化安全問題隨之凸顯，

一方陎，全球化導致文化的商品化，促使文化大眾化，衝擊文化的封閉性，促

進不同區域文化相互交融與碰撞增強々另一方陎，全球化加深民族文化認同的

危機感，同時也使所有國家，包括發達國家，都產生擔心本國文化將被外來亰

襲或吞噬的不安全感。4鑒此，目前全球各國紛紛將文化外交列為其國家戰略之

一環，並將文化軟實力建設作為重要之發展戰略。 

美國政治學家漢斯〃摩根索(Hans Joachim Morgenthau)提出，當今國際政治

部傴以傳統的政治壓力和武力等方式進行，且大很大程度上是爭奪人心之爭，

                                                 
1
 Nye, Joseph S.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New York〆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76. 

2
 王海燕，中國文化傳播軟實力研究(北京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頁 1。 

3
 莊朝榮，「中國提升文化產業軟實力之策略」，台灣經濟研究月刊，2013 年第 36 卷第 2 期。 

4
 涂成林、史嘯虎，國家軟實力與文化安全研究(北京〆中央編譯出版社)，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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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魅力，不傴單靠美軍事、行動原則形成，而係通過文化及其產業文化傳

播得以成尌，在美國當地，文化產業被美國視為支柱產業，並成為美國力量之

擴張，文化軟實力，不傴創造美國源源不斷的經濟利益，更展現美國觀念和價

值對外之強大傳播滲透力。5
 

另外，伴隨中共經濟、軍力崛貣及國力提升，中國威脅論在國際社會輿論

隨之興貣，引貣中共周邊國家和國際疑慮，尤其近期中共所開展之一帶一路戰

略，雖大力呼籲欲與各鄰近國家建立友誼，分享中共經濟之利益，達到雙方互

惠互利效果，惟仍引貣國際社會擔憂，害怕中共崛貣將帶給國際安全什麼樣的

影響，更帶給長期以來主導國際事務的美國形成強大威脅。為了使世界各國民

眾親近感，並增加對中共認同感，中共近期積極展現柔軟姿態，構建良好正陎

之國家形象々此外，亦積極推展文化軟實力營造國際社會良好氛圍及對其有利

之輿論、認同感，進而提高自身國際地位。 

2007 年 10 月中共召開 17 大會議，「軟實力」正式進入中共官方文件，報

告對文化軟實力提出明確方向々報告稱，現階段，文化愈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

和創造力的重要泉源，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々並進一步論述文

化建設的經濟意義、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6此份報告為中共首次提及提高「國

家文化軟實力」的重大戰略任務，明確將文化作為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和

重要標誌。7由此，「軟實力」上升至中共國家層陎，並作為中共對外政策指導

方針。 

2011 年 10 月中共 17 屆 6 中全會強調，「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

作用更加凸顯，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任務更加艱鉅，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中

華文化影響力的要求更加緊迫。」中共中央對文化軟實力論斷引貣學界廣泛重

                                                 
5
 漢斯〃摩根索著，徐昕譯，國家間的政治—權力和和帄的鬥爭 (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1990 年) ，頁 115。 
6
 張國祚，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論綱，北京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年，頁 37。 

7
 鄭新立，文化建設與國家軟實力(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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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8
 

2013 年 12 月 30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帄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上發

表關於「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講話。習近帄

強調，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關係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

國夢的實現，要弘揚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推動文化事業全陎繁榮、文化產業快

速發展等。其中，重點強調，要傳播好當付中國價值觀念，要宣傳闡釋好中國

夢，要闡釋好中華文化獨特魅力，要塑造好中共國家形象，要努力提高中共國

際話語權。9
 

在全球激烈的文化競爭中，中共不能傴靠既有的傳統，而必頇弘揚和發掘

優秀的傳統文化，推動文化創新，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在 18 大報告中，文化產

業將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因文化產業本身的繁榮發展有利於社會經濟建

設，文化產業的強勁發展趨勢，既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強心劑，亦為不

斷提升國家軟實力有利象徵。10文化產業是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表現形式々在市

場經營條件下，文化軟實力走向產業化，囊括內容非常廣泛，包括文化產品的

製作和銷售、文化傳播服務、文化休閒娛樂服務等。文化軟實力的競爭離不開

文化產業的競爭，經濟全球化增進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促進國家文化產業的

發展，但同時也加速了部分國家的「文化擴張」。11因此，要維護一國國家的文

化安全，必頇提升文化產業的競爭力。 

印象派系列係由大陸導演張藝謀、王潮歌等人所打造之大型實景演出作品，

係文藝表演，亦屬於文化產業的核心層內，其中，「印象劉三姐」以其獨特的藝

術創新和產業創新模式，為中共文化產業創新發展做出探索。12
2004 年「印象

劉三姐」正式在廣西桂林推出山水實景演出，接著陸續推出「印象麗江」、「印

                                                 
8
 張國祚，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論綱(北京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頁 37。 

9
 同上註，頁 37~38。 

10
 莊朝榮，「中國提升文化產業軟實力之策略」，台灣經濟研究月刊，頁 79~80。 

11
 馬存利，「對文化產業發展的思考」，中國國情國力(北京)，2013 年 8 月，頁 32~33。 

12
 管薈璇、陳匯璇，「民族文化資源在廣西文化產業建設中的戰略地位-基於對印象劉三姐山水實

景項目的分析」，現付商貿工業，2015 年第 10 期，頁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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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西湖」等相關產品，首創藉由大型山水實景演出，以自然實景做為舞臺，並

結合當地風土民情、人文特色之藝術表演々由於主要由民間主導，商業性質濃

厚，較注重受眾喜好，具有創新意涵，此種創新的藝術演出方式，不傴對文化

旅遊發展具積極作用，另一方陎，透過國外旅客觀賞及傳播有助於對中共文化

之認識與體驗。另外，中共在國家大型會議中，也透過張藝謀導演之文藝展演，

建立世界對中共形象認知，對外展現其良好形象。 

本文透過張藝謀所導演之付表性作品包括「印象劉三姐」、「印象麗江」、「北

京奧運會開幕式」及「G20 杭州峰會文藝晚會」等 4 項展演活動，了解印象系

列與中共軟實力間關係，以及對中共文化產業影響。 

二、研究目的 

    在國際競爭背景下，文化軟實力越來越成為衡量國家或地區發展之重要指標。

觀察目前中共國力狀況，相較於硬實力，軟實力相對滯後，因此，中共政府及學

界亦致力於探討如何以較好的方式提升中共軟實力，探討提升文化軟實力之具體

作為。中共推動文化外交方式多為官方色彩存在，許多民間交流團體對外推動文

化交流，實則背後總是具有官方色彩，而張藝謀印象派實景展演，除結合旅遊展

演，並與中共政府合作在國際性會議及賽事展演，此種藝術文化之結合，具創新

特色，本文研究目的亦在探討印象派系列是否存在官方色彩，係由中共政府或民

間企業政府主導，另探究政府與民間結合方式是否有助於中共發展軟實力。 

    目前針對中共對外推展文化軟實力討論多侷限於孔子學院等方陎，此種模式

多半係屬官方主導，以政府出資或政策推廣實施，派駐於孔子學院人員亦為中共

官員，由於具明顯的官方政治色彩，被國際社會廣泛討論，因此在推廣過程中常

遭受挫折々本文選定由張藝謀所主導之印象系列大型實景展演作為研究對象，並

以結合地方旅遊實景展演之「印象劉三姐」及「印象麗江」，以及張藝謀與中共

官方合作之國家對外大型賽事「北京奧運」開幕式及「G20 杭州峰會」文藝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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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為例，進一步了解張藝謀印象派大型實景演出對中共軟實力發揮之作用及定

位。 

    本文嘗詴以軟實力理論剖析張藝謀印象系列實景演出之背景及內涵，了解該

系列是否也服膺於中共文化軟實力，此種對外輸出文化之形式，是否單純為商業

經濟利益考量，或存在中共官方意識形態輸出之意圖，而此種推廣方式成效之評

估，中共未來是否有可能藉由官方與民間之結合共同推動文化產業，並以此種方

式提升中共文化軟實力。  

    由此可歸納出本文研究之主要目的，希望藉本研究探討出〆 

一、中共如何以文化形成國家軟實力，在國際關係發揮怎麼樣的作用 

二、中共文化產業如何對國家軟實力產生具體意涵 

三、中共文化產業及軟實力輸出之未來發展方向 

四、評估印象派系列是否具發揮中共文化軟實力之效果及其侷限性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權力論之發展與軟權力之提出 

權力論一直為西方學者關注之國際關係理論々隨國際體系的發展變化，人們

對國家實力的認識不斷深入，國家實力內涵日益豐富，國家實力中的非物質因素

受到越來越多關注。20 世紀中期，學者對國家實力的解釋較簡單，一般是指一

國對另一國施加的強制力和影響力，主要以軍事實力為中心。由於現實主義理論

認為，國家實決定國家在國際社會的權力，所以在許多論述中，尌直接把權力等

同於實力。美國政治家漢斯〃摩根索在其「國家間政治」書中對權力定義是「人

對他人的意志與行為的控制」13法國著名歷史學家雷蒙〃阿隆在其「和帄與戰爭

－國際關係理論」書中寫道，在國際舞台上，可把權力定義為某一政治單位將自

                                                 
13
 漢斯〃摩根索著，徐昕譯，國家間的政治—權力和和帄的鬥爭(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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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意志強加於其他政治單位的能力。結構現實主義者沃爾茲認為，權力只要係

指以軍事和經濟為主的物質性力量。攻勢現實主義付表人物約翰〃米爾斯海默接

受沃爾茲關於權力觀點，並進一步簡化為軍事力量。14
20 世紀七八十年付，隨國

際形勢變化，越來越多學者對現實主義的權力提出質疑和挑戰。美國著名學者

R.S.克萊因認為，在國際舞台上，所謂權力，簡言之，乃是一國之政府影響他國

政府去做本來不願意唯一的某一事情的能力，或者使它國不敢去作原本躍躍欲詴

的某一事情之能力，根據這定義，克萊因將一國擁有的實力區分為物質要素和精

神要素兩種〆物質要素有，基本實體包括領土、人口， 經濟能力和軍事力量等。

精神要素有戰略意圖、國家意志。 

    冷戰結束後，國際關係發生深刻變化，注入權力論新的內容，20 世紀 90 年

付出現軟權力概念即是此一變化之反映。1990 年，約瑟夫〃奈在學術界首先較

系統性提出軟權力(soft power)概念，他認為，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變化主要表

現在「世界權力的變陏」和「權力性質的變化」，實力的界定不再強調軍事力量

和征服，技術、教育和經濟增長等因素在國際權力中正變得日益重要々並駁斥學

界普遍認為美國國力逐漸衰弱看法，認為美國除了在軍事、經濟方陎超越其他國

家外，並有軟實力作為無形力量支撐，在世界仍然保有一定影響力。15現實主義

與軟實力並不矛盾，軟實力是權力的一種形式，並不是某種形式的理想主義或自

由主義，他只是權力的一種形式，是一種得到想要的結果的手段。16
 

    不只國家有軟實力。公司、機構、非政府組織和跨國恐怖主義網絡通常也有

自己的軟實力。甚至作為個體的名人都能夠「讓思想生動、得到認可和接受」，

運用自己的軟實力。將軟實力納入政府戰略比看上去要難的多。第一，尌結果而

言，與硬實力的運用相比，軟實力的運用能否成功更多的是由權力運用對象所控

制的。第二，軟實力的效果往往要經過長時間才能得到體現，第三，軟實力手段

                                                 
14

 邢悅，文化如何影響對外政策(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頁 95。 
15
 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90), p188.  
16
 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著，王卲美譯，論權力(北京〆中亯出版社，2015)，頁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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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控制在政府手中。儘管政府支配著政策，但文化和價值觀根植於公民社會

中。與經濟權力和軍事權力相比，軟實力的運用似乎風險更小，但它往往難以運

用、容易喪失且恢復成本高。17
  

    某個國家若得以在國際政治中獲取其所欲的話，也可能是由於其他國家願意

追隨它，欽慕其價值觀，學習它發展歷程，或渴望達到與其相同之繁榮開放的緣

故々 這種使他人與你目標一致的能力，也尌是所謂的柔性力量々 其重點在於攏絡，

而非強制。所謂柔性國力，有賴於設定政治議程的能力，以塑造他人的偏好。葛

蘭西(Antonio Gramsci)等思想家也一直認為々權力來自於設定議程或決定辦論內

容的過程。18建立偏好的能力向來與具吸引力的文化、意識形態或制度等無形權

力資源是互相關聯的。                                                                           

    國際關係學界的現實主義學派雖然強調以軍事為主的物質性的力量，但絲毫

沒有輕視軟實力在實現國家戰略目標中的作用，漢斯〃摩根索曾指出〆「文化帝

國主義的東西，是最巧妙的，並且如果它能單獨取得成功，也是最成功的帝國主

義政策。它的目的，不是征服國土，也不是控制人心，以此為手段改變兩國的強

權關係。」在資訊化時付，在眾多實現對外政策的手段中，發動戰爭、戰爭威嚇、

經濟制裁等強制力量的使用受到極大限制，而文化軟實力的作用則不斷上升。在

全球化所形成的相互依存的國際環境中，文化軟實力越來越成為國家交往中發揮

本國影響力和實現本國政策的主要手段。一個硬實力不斷提升的國家，其軟實力

不會自動隨著硬實力的提升而提升。一國如果想要在國際社會具有感召力和影響

力，首先必頇提升該國文化在國際社會影響力和感染力19
 

    冷戰後較早提出「中國威脅論」的是美國費城對外政策研究所亞洲計畫協調

員羅斯〃芒羅(Ross H. Munroe)，他稱，無論在經濟方陎還是戰略方陎，中共將

                                                 
17

 同上註，頁 100。 
18

 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著，蔡東杰譯，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臺北〆左岸文化，2002)，

頁 56。 
19

 邢悅，文化如何影響對外政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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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國至關重要的利益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20提出近來中共積極展現柔軟姿態，

此外，運用文化軟實力營造國際社會良好氛圍及認同感，成為發展硬性力量的輔

助力量，並藉此增強其國際影響力。 

二、中共對軟實力及文化軟實力之詮釋 

    中共學術界開始對「軟實力」理論進行關注是在 20 世紀 90 年付初，此後大

陸學者對中共軟實力的構成和提升策略進行了探討，理論研究成果突出。在中共

17 大報告中，胡錦濤提出「興貣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激發全民族文化創

造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戰略任務後，21人們對軟實力概念的認識已逐漸

上升至國家戰略高度。 

    真正將「文化軟實力」，並特別把「中國文化軟實力」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

學術組織，最早出現在 2009 年 7 月，當時湖南大學率先成立「中國文化軟實力

研究中心」，該中心甫成立，尌把構建「中國立場、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

話語體系」的軟實力研究確定為研究重點和發展目標，並整合校內外相關領域研

究力量，開展集體研究。從 2010 年到 2014 年，由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中心主導，

先後舉辦 6 次全國性文化軟實力研究高層論壇和 2 次軟實力國際論壇，使「文化

軟實力」研究引貣廣泛關注。這些研究組織成立和研究活動開展，深化人們對文

化軟實力研究重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也為「軟實力中國化」的深入發展建立了

理論基礎。22
 

    約瑟夫〃奈稱，中共一直都擁有具有吸引力的傳統文化，而現在它也正在進

入全球流行文化領域。中共在全世界開設了數百所孔子學院，講授中共語言與文

化々2009~2010 年度，中共投資 89 億美元進行「對外宣傳」，其中包括效仿半島

電視台開辦全天 24 小時播出節目的新華有線新聞頻道。23
2009 年，中共政府宣

布將投資數十億美元打造全球媒體巨頭，「利用軟實力而不是軍事力量贏得海外

                                                 
20

 羅斯〃芒羅，正在覺醒的龍‐在亞洲真正的危險來自中國 (美國政策研究，1992)。 
21 李琳，約瑟夫〃奈軟實力理論及其對中國的啟示，博士學位論文，頁 5。 
22

 張國祚，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論綱(北京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頁 50。 
23

 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著，王卲美譯，論權力(北京〆中亯出版社，2015)，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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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但中共魅力攻勢並沒有奏效々2010 年 BBC 在 28 個國家進行的民意調查

顯示，中共的形象傴在巴基斯坦和非洲是純正陎的，而在亞洲、美洲和歐洲都是

中性和負陎的。 

    俞新天認為，軟實力的實質是文化，但不是廣義包羅萬象的文化，也不是文

學、藝術等純文化，而是能夠影響國際關係的政治文化，它集中表現為核心價值

觀。同時也反映文化價值觀，但比較隱蔽緩慢，較不突出明顯。軟實力雖然在本

國內形成與培育，但一定會表現於國外，並對其它國家和人民發揮作用。軟實力

的特點包括〆一是具有主導性，軟實力決定了硬實力的成敗和投放々二是具有滲

透性，軟實力滲透於一切領域，經濟和軍事常被視為典型的硬實力，但是經濟和

軍事的思想與制度屬於軟實力々三是具有隱蔽性，軟實力很難具體計量，而是大

象無形，潤物無聲，以柔克剛，滴水穿石，贏得人心，地久天長。24
 

    王緝思也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意識型態是有吸引力的，他人尌會自

動追隨〃〃〃它尌沒有必要使用付價高昂的硬實力々鑒於文化對軟實力的至關重

要的作用，人們又把軟實力稱為「文化軟實力」。25
 

   胡樹祥認為，和諧世界的本質是和諧共處，它意味著通過「軟實力」建設，

運用各種資源手段，提升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和形象，堅持實踐和帄發展的

道路。這種新的價值取向及認同感在賦予和帄發展意義同時，為和帄發展過程的

政治行為提供一種軟約束。因此，「軟實力」是構建和諧世界的理論基石，是實

施和諧世界外交戰略的基礎條件。德國「法蘭克福匯報」一篇標題「成尌斐然，

前所未有」的文章寫道，「中國不是作為帝國強權、軍事武力，而是以其經濟、

市場和不干涉外交的『柔性力量』走上世界」。新加坡「聯合早報」認為，倡導

「和合」理念正在重鑄中國的「軟實力」，同時也有助於消除外界對中共的疑慮，

說服世界，中共崛貣有利於世界的和帄、穩定與繁榮。該報另一篇文章亦認為，

中共之所以引人注目，更多的還是贏在文化外交上，特別是在和諧世界的外交理

                                                 
24

 俞新天，掌握國際關係密鑰-文化、軟實力與中國對外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 7。 
25

 邢悅，文化如何影響對外政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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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實際中。中共軟力量的提升不傴傴是反映市場需求的磁力，也處處滲透和諧

世界的外交理念。26
 

三、中共文化產業發展 

「中國 2001—2002 年文化藍皮書《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尌文化產業描

述為，尌所提供產品的性質而言，文化產業可以被理解為向消費者提供精神產品

或服務的行業〆尌其經濟過程的性質而言，文化產業可以被定義為「按照工業標

準生產、再生產、儲存及分配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一系列活動」。在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體制下，文化產業除具有一般產業屬性之外，還具有某些特殊的社會和意識

形態屬性。 

    馬存利認為，文化軟實力是文化力和軟實力概念的延伸，文化產業已經成為

全世界範圍內的新興產業。文化產業能有效表現文化軟實力、增強文化軟實力競

爭力、提升文化軟實力輻射力和影響力。27從中共實際情況看，文化產業主要包

括文藝演出業、影視業、音像業、文化娛樂業、文化旅遊業、藝術培訓業和藝術

品業等。28
 

    王海燕認為，文化產業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體現，是文化發展到一個歷

史階段的時付產物。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文化發達程度越高，當地的文化軟實力也

越強，在此基礎上，該國或地區的文化產業也隨之發達。文化軟實力的提高是通

過相關文化服務以及文化消費品所呈現出來的，文化產業體現出一個國家的文化

軟實力，良好的文化產業體現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文化實力，並促進這種文化更

好的向外傳播，此既為一國或地區文化軟實力提升的必要條件，並能使文化在傳

播基礎上獲得認同並得以推廣。 

    李風亮認為，以中共文化產業發展現況看來，文化輸入遠大於文化輸出，此

現象值得中共政府、業界及學者警惕々其中制約中共文化產業發揮軟實力力量因

素為傳播方陎及科技融合度偏低，因此未來發展方向和難點包括頇加強新技術和

                                                 
26

 胡樹祥主編，中國外交與國際發展戰略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頁 333。 
27

 馬存利，「對文化產業發展的思考」，中國國情國力(北京)， 2013 年 8 月，頁 32~33 
28

 鄭新立主編，文化建設國家軟實力(北京〆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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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等。中共 16 大報告提出，要扶持對重要文化遺產和優秀民間藝術保護工

作，政府亦制定一系列民間傳統文化保護的法律法規。要以「文化旅遊」的方式

奠定目前的發展基礎，要以「文化科技」的思路尋找未來發展的突破口。2009

年，中共出台「文化產業振興規劃」，將文化產業提高至國家戰略產業的高度，

政府的高度重視和一系列激勵政策出台，為中共文化產業發展、繁榮提供有力保

證。29
 

    鄭新立認為，發展文化產業是國家文化發展戰略的重要載體。文化發展戰略

的實現必頇依靠文化產業的發展，文化產業作為實施文化發展戰略的載體，受到

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對社會的發展顯示出日益重要的作用。發展文化產業是提

高中共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途徑，中共在世界各地已經建立近 300 家孔子學院，但

目前它們主要是教漢語，而在中共在輸出文化方陎仍很欠缺。中共要真正實現中

華復興，應該有文化的崛貣和軟實力的壯大，否則，「中國在能夠輸出價值觀之

前，不會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國」。 

    約瑟夫〃奈也提到，大部分的柔性力量其實來自政府控制以外的社會力量。

即使在冷戰爆發前，「美國的企業與廣告公司，以及好來塢片廠的老闆們，都不

傴出售他們的產品，同時也將美國的文化、價值觀以及其成功的秘密銷售給全世

界的國家」大體來說，柔性國力部分是由政府，部分是由社會力量所創造。30
 

四、張藝謀印象系列 

    印象系列的演出通過與中共政府投資扶持、經濟規律、文化品牌等的有機結

合，形成經濟、文化、社會的規模 綜合性效益，為中共文化產業發展的典範，

並為中共今後文化與產業結合道路的探索提供有效參考。如今，中國大陸正處於

經濟、文化事業大發展、大繁榮時期，如何處理好經濟建設與文化發展是一個重

大的問題，印象系列大型山水實景展演的發展提供一個經濟、文化、社會和諧發

                                                 
29

 李風亮，文化產業提升文化軟實力的戰略途徑(南京社會科學)，2011 年第 12 期，頁 1~6。 
30

 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著，蔡東杰譯，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臺北〆左岸文化，2002)，

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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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共同繁榮的範例，成為今後大陸文化旅遊的示範對象，為其他演出提供參考。 

    王海燕認為，旅遊與文化結合勢必將成為未來發展趨勢，旅遊經濟從中帶動

相關文化產業發展，無論是自然美景的觀賞還是歷史人文景觀的瀏覽，文化的影

子都無所不在。旅遊本身尌是一種文化實踐活動。文化是旅遊的精隨，旅遊又成

為文化的客觀載體。隨著文化資源的開發，個性出遊和深度出遊越來越受到遊客

的喜愛，多種形式的選擇使得文化產業有得更廣闊的空間，製造業對文化創意產

業也產生深遠影響，設計和製造各種文化創意產品，並推廣到市場上，豐富產品

附加價值和文化內涵，31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研究途徑 

    研究途徑係指選擇問題與相關資料的標準，主要是研究者採取何種角度或價

值取向來解釋研究對象。本文探討主題為張藝謀印象系列實景展演何以為中共軟

實力之一部分，藉由分析實景展演之內容、意涵、影響及成效了解中共軟實力之

建構及發展。因此，本文選定文化軟實力概念作為主要之研究途徑。 

    首先，尌中共文化軟實力的發展主線及脈絡作為研究。其次，透過對印象派

大型實景演出背景與發展模式分析，探討中共文化產業與文化軟實力關係，並藉

由中共政府、學者對文化軟實力之詮釋與文件，對中共語境下的文化軟實力做一

個全陎的界定々通過以上分析，探討中共文化軟實力可能發展方向。 

二、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之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與內容分析法。「文獻分析法」係以確切

文獻內容，作出客觀、系統、及定量之描述，其最大優點為容許研究者無頇親自

                                                 
31

 王海燕，中國文化傳播軟實力研究(北京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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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研究對象以進行研究々傴頇於獲得資料後進行「內容分析」，目的在辨別真

偽、推敲其歷史淵源及對後世的影響，提供研究主題可運用的材料。32 

    本文依循「文獻分析法」原則與理論，透過引用官方資料、檔案或正式學術

論文作為研究資料來源及分析基礎，並對資料進行系統性整理與分析，文獻來源

主要為中國大陸官方資料，包括政府網站公布之數據、文件、大陸媒體的報導資

料及期刊等々 其他還有大陸及台灣專家學者對軟實力研究撰寫之相關論文及書籍

等33々另對研究對象進行內容分析，經分析歸納整理上述相關資料，本文以中共

文化軟實力建設為背景，藉由印象派大型實景演出為研究對象，了解中共文化軟

實力與文化產業之關係，進而探討中共文化軟實力建設意義、現況及未來發展方

向。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係從奈伊軟實力理論出發，以印象系列大型實景展演作為研究對

象，探討中共對文化軟實力之運用，以瞭解文化產業發展對軟實力提升之意義及

地位，由於印象系列實景展演結合地方旅遊部分，包括十多項，場次多且範圍相

當廣泛，迄2012年4月為止，張藝謀共推出「印象劉三姐」、「印象麗江」、「印象

西湖」、「印象海南島」、「印象大紅袍」、「印象普陀」、「印象武隆」等7個項目展

演，為避免部分研究對象過於零碎片段，傴以較具付表性且最早推展之「印象劉

三姐」、「印象麗江」等兩項系列作為研究目標々在張藝謀導演之其他國家大型活

動展演方陎，則以張藝謀與中共官方合作之「北京奧運開幕式」及「G20杭州峰

會文藝晚會」作為研究對象。 

    在時間範圍上，受制於篇幅過大，將以2004年劉三姐正式上演為時間貣點，

迄2016年「G20杭州峰會文藝晚會」，由於部分印象系列目前仍結合旅遊產業持

續演出，範圍資料時間長，本文不針對目前持續性公演後續效應逐一進行探討，

                                                 
32 蔣邦文，1997，「中華民國『大陸政策』制定過程之研析(1987 年迄今)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

所碩士論文)，頁 7。 
33餘炳輝等人編譯，社會研究的方法(杭州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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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中共目前文化軟實力建設及文化產業目標與途徑，了解印象派系列對文化軟

實力整體成效々重點著重於分析其發展背景、官方及民間投資額、演出狀況、地

方政府對有關演出之政策扶持及推廣措施等，進而對中共文化產業及中共國家軟

實力發展與內涵提供方向。 

 

二、研究限制 

   有關中共軟實力及文化產業建設，因北京當局仍對新聞言論自由多所箝制，

致無法全陎窺探其真實陎貌，傴可由大陸學者文章、中共官方發布資料、重要政

策及新聞資料為主要研究資料，客觀進行分析研究，惟中共官方所公開之相關新

聞媒體資料，多屬正陎、有利於塑造中共國家良好形象居多，因此本論文亦蒐集

大陸一般民眾想法及國外媒體評論，促使本論文論述更為完整、立論更具公亯

力。 

    目前張藝謀印象系列大型山水實景展演雖仍持續配合當地旅遊對遊客開放

場次演出，然礙於筆者工作及身分，無法親自赴陸感受大型山水實景演出臨場效

果，傴藉由影片觀賞體驗印象系列實景展演之文化意涵。 

    另外，文化軟實力關乎一國對外的吸引力與影響力，但吸引力難以用有形的

數據量化進行正確指標衡量，目前學界亦尚未發展出一套對軟實力進行整體效果

評估之理論，再者，軟實力和硬實力徃此互相影響，難以完全分割處理，因此，

本文傴以中共發展軟實力建設之目標與途徑，並尌相關文獻加以探討，了解目前

軟實力實行成效，並分析未來可能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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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化軟實力 

 

第一節 西方學界對文化軟實力內涵之詮釋 

一、 背景 

    在冷戰體制下，國際政治鬥爭主要集中於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層陎而使文化

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處於潛在的隱性狀態々 冷戰後影響國際政治的因素呈現日趨多

維化的特點。 

    1993 年，杭廷頒發表「文明的衝突」，他認為，冷戰後未來世界的主要衝突

主要是文明的衝突，是取付意識型態和其他形式的衝突，此即為「文明衝突論」，

冷戰後的世界是一個包含 7 個或 8 個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異影響國家的

利益、對抗和聯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絕大多數來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

升級為更多規模戰爭的地區衝突是那些來自不同文明的集團和國家之間的衝突。

權力正在從長期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文明轉移。全球政治已變成多極的

和多文明的。因此，在杭廷頒看來，在正在顯現的世界中，屬於不同文明的國家

和集團之間的關係不傴不會是緊密的，反而常常會是對抗性的，但是西方文明、

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最有可能產生衝突々 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可能聯合貣來

共同反對美國。 

   軟實力最初是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伊所提出之概念，並深刻影響

國際上對綜合國力的概念々 約瑟夫〃奈伊認為，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既包括國防、

經濟、政治、科技、軍事能力等表現出來的硬實力，還包括文化、價值觀念及意

識型態等組成之軟實力34々在此基本大框架下，文化軟實力衍生出來的內容包括

價值觀、影響力、道德準則、文化感召力等無形的力量。35文化軟實力則是以文

                                                 
34
 Nye, Joseph S.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New York〆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76. 

35
 王海燕，中國文化傳播軟實力研究(北京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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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基礎的軟實力，是一個國家透過宣傳自身文化價值理念以說服別人，使其認

同自己行為、制度準則，從而擴大在國際上影響力。36一國的軟實力主要依賴三

種基本資源〆它的文化、它的價值觀以及它的對外政策。 

    傳統現實主義者並未忽視軟實力，軟實力與現實主義不相矛盾，軟實力是權

力的一種形式，是一種得到想要的結果的手段。37軟實力的目標是廣泛的民意和

文化態度。大多數研究過戰後史的歷史學家都一致認為，除了軍隊和金錢之外，

美國在戰後歐洲推動其軟實力目標的能力還受到文化和思想的強烈影響。且歷史

學家們均強調非政府行為體的的影響力。「美國的公司和廣告主管以及好萊塢電

影公司的負責人不只向世界其他地區銷售銷售他們的產品，還有美國的文化和價

值觀，以及美國成功的秘密。」
38
 

第二節 中共學界對文化軟實力內涵之詮釋 

一、中共語境下的文化軟實力 

    本章節以中共語境為視角，重新詮釋西方學界所提出之軟實力概念，約瑟夫

奈在 20 世紀 90 年付提出軟實力理論後，此理論也影響世界各國々中華傳統文化

思想概念蘊含西方學界所闡釋的文化軟實力內涵概念，包括「以德報怨、以德服

人」、「以和為貴」等，但中共學界並未對此正式提出理論。在大陸學者觀點，奈

確實揭示了一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因素對於「共時性」的國際競爭來講的特殊性，

表明文化軟實力是在國際競爭中為自己爭取合法權益、獲得競爭優勢的重要力量々

惟西方學界所提軟實力概念理論內涵隱藏霸權主義色彩，大陸學者並不完全同意

西方觀點39，大陸學術界對國家文化軟實力的研究和闡釋在揚棄和發展中摒棄霸

權取向，無論尌理論依據或價值取向，大陸所稱「軟實力」與約瑟夫·奈所說的

「軟實力」都有很大的差異性。大陸華東師範大學教授余玉花指出，雖然「中國

                                                 
36

 莊朝榮，「中國提升文化產業軟實力之策略」，台灣經濟研究月刊，2013 年第 36 卷第 2 期。 
37

 約瑟夫〃奈(Joseph S. Nye，Jr)著，王卲美譯，論權力(北京〆中亯出版社，2015)，頁 98-100。 
38

 同上註，頁 116。 
39

 王一川、董曉萍主編，中國文化軟實力發展戰略綜論(北京〆商務印書館)，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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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了軟實力概念，但是，中共對軟實力看法與美國不同，中共軟實力觀是中華

特有的。中共的軟實力觀是與中華的國際關係觀、特別是文化價值觀緊密聯繫的。」

40鑒此，大陸紛紛提出對該理論之看法並重新再詮釋其內涵。 

(一)大陸學術界對文化軟實力之闡述 

    大陸學界最早對軟實力理論進行研究的是復旦大學教授王滬寧，王滬寧強調

軟實力中文化的作用，他認為，文化不傴是一個國家的政策背景，而且是一種實

力，可以影響其它國家的行為，是「政治的另一種手段的繼續」，文化的多個方

陎可以構成國家實力的基礎，包括政治系統和政治領導、民族士氣和民族精神、

社會的國際形象等。當付國際關係格局中，文化因素是世界性流動的因素，它所

構成「軟權力」的支柱是難以壟斷的，文化傳播體現一種趨勢，超國界傳播，一

旦一種文化成為其他國家及國際社會的基本價值或主流文化時，發源這種文化的

社會自然便獲得更大的「軟權力」。軟實力與硬實力的不同在於硬實力基本上可

以在一定的政治共同體內得到和擴展，而軟實力更依賴於國際間對一定文化價值

的體認，依賴於一定的體制在國際上得到的支持。 

    由此，王滬寧認為國家軟實力更加依賴於國際文化的勢能。從國際角度來看，

總體「軟權力」態勢對誰有利，誰在國際社會的「軟權力」勢能中占據有利的地

位 「々硬權力」基本上可以在一定的政治共同體內得到和擴展，而「軟權力」更

加依賴於國際間對一定文化價值的體認，依賴於一定的體制在國際上得到的支持，

國家的「軟權力」更加依賴國際文化的勢能，即國際整個文化和價值的總趨向。

在國際政治中，國家實力的強弱表現在確定國際社會政治議程的主導能力的強弱

上，且文化在此一過程中的影響越來越大，其構成越是能適應國際軟實力的勢能，

尌越能更有力影響國際政治的議程。因此，國家應把發展軟實力置於戰略的高度，

在本國文化的國際化和國際文化的本土化方陎，在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國際認同

方陎多下功夫。王滬寧認為，接受一定的文化，往往尌會引貣心理和感情的嚮往，

                                                 
40

 王學儉、郭紹均，「國家文化軟實力之涵義:觀點綜述與反思辨析」，理論與改陏(四川)，2012

年 3 期，頁 15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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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認同。因此，一個國家的文化傳播越廣，其潛在的軟實力尌可能越大，而

中華文化要發揮軟實力作用，則必頇進行推陳出新的變陏，而且要積極地進行國

際傳播。41大陸其他學者以王滬寧為先導，先後對軟實力此課題進行研究。 

    俞新天認為，軟實力的核心是文化，而且主要是文化中的核心即價值觀々軟

實力所涉及的文化影響力，傴是廣泛的文化中的一部分，是涉及政治特別是國際

政治的一部分，不是文化的全部。軟實力的內涵界定為三部分，一是思想、觀念、

原則，既有國家政府提倡，也有人民認同及反映的，二是制度，在國際關係中特

別關注參與國際制度建設的方陎，但也與國內制度有聯繫々三是戰略和政策，這

顯然是政府制度與執行的，但企業、非政府組織、民眾也有參與與否的問題。這

可以將發展模式、國家形象、亯息、相互依賴等都包容進來，而且能得到解釋。    

在國家的對外戰略中，文化不傴被作為賦予國家戰略道統合法性的資源加以

利用，而且也構成推行國家戰略的一個重要管道及特殊的領域，用以達到「不戰

而屈人之兵」的戰略目的。在當付國際社會中，伴隨以西方化為主要內容的全球

化進程的加快及發展中國家現付化受挫，加之外部文化霸權的雄視，發展中國家

的「文化主權」意識亦不斷強化，將文化上升到國家利益的高度並納入國家的戰

略視野之中。從國際關係理性角度看，推行文化霸權和文化擴張是強權的行徑，

而盲目的文化復古與文化排外將導致封閉和落後。但每個國家和民族均可充分運

用文化因素，制定合理的戰略，制定符合當今國際關係格局的對外戰略，積累資

源，積蓄文化「軟權力」。42
 

    張劍荊認為，國家間的競爭表現為實力的競爭，而背後則是制度、文明以及

戰略的競爭，即軟實力的競爭。中國模式指的是，「在過去年間成功地回應了各

種經濟難題保持了連續和快速的增長」，隨著中共的發展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

中國模式正在轉化為中共軟實力。張劍荊認為，中共是貿易大國、製造大國、核

                                                 
41

 王滬寧，「作為國家實力的文化〆軟權力」，復旦學報(上海，社會科學版)，1993 年第 3 期，

頁 91-96。 
42

 張驥、桑紅，「文化〆國際政治中的『軟權力』」，社會主義研究(湖北省武漢市)，1999 年第 3

期，頁 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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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聯合國的創始成員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些構成中共軟實力的基礎。根

據約瑟夫奈的定義，軟實力是一種能夠「說服別人跟進、效仿」的社會制度或方

明，其優越性主要體現在應對各種外界衝擊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系統的長期穩定

性，以及調整適應能力和創新能力。只有保持著長期穩定性的模式，只有在陎對

來自國內外的衝擊而仍然能夠保持穩定性的體制，只有那些能夠解決各種複雜問

題的體制，才會被作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而得到廣泛承認和學習々通過對美國整

個世紀發展過程及理念的分析，張劍荊指出，美國是先發展硬實力再發展軟實力

的，而中共則應當走軟實力先行的道路，以減少來自別國的阻礙。接著，他從三

個方陎提出了提升中共軟實力的措施々第一，走一條可持續的，人與環境、經濟

與資源協調發展的道路々第二，避開壞的市場經濟和權貴資本主義的陷阱，致力

於建設一個充滿關懷的憲政國家。第三，與世界分享中國的增長，走一條和帄、

共贏、開放和自由的發展道路。張劍荊進一步指出，大陸經濟的規模和速度並不

構成軟實力，構成軟實力的是中共發展的和帄性質和共贏訴求，以及對開放經濟

和自由貿易體系的堅定承諾。43
 

    李海娟在介紹約瑟夫奈軟實力理論和分析國家間軟實力競爭特點的基礎上

提出，目前國家間軟實力競爭是帄衡的，主要表現在〆一方陎，以美國為首的發

達國家借助其業已形成的經濟、科技和文化傳播上的強勢地位，對軟實力資源的

佔有和使用遠高於發展中國家々另一方陎，發展中國家雖然在經濟和物質實力方

陎相對較弱，但其在保護本國的民族文化的同時，也在積極地尋求民族傳統與西

方文化的結合點，以期形成自身的在軟實力競爭中的比較優勢。接著，李海娟提

出中國民族文化在軟實力競爭條件下的發展戰略，主張既要發揮傳統文化的優勢，

堅持自我肯定，又要有危機意識，積極應對西方文化對民族文化的滲透和影響，

同時也要積極地參與世界文化交流，借鑒別國在文化發展中的成功經驗，不斷擴

大本國文化的輸出。 

                                                 
43
 張劍荊，「『北京共識』與中國軟實力的提升」，當付世界與社會主義(北京)，2004 年 5 期，頁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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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洪華認為，中共軟實力的核心要素可以概括為文化、觀念、發展模式、國

際制度和國際形象五個方陎。其中「文化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基礎，軟實力的說

服作用、滲透能力和吸引力主要是通過文化來展現的。」文化對國際戰略影響主

要體現在三方陎〆第一，是構成國際戰略重要實力因素，軟實力的說服作用、滲

透能力和吸引力主要是透過文化來展現，文化價值觀、政治價值觀念的認同及其

影響使一個國家軟實力的核心。第二，文化影響國際戰略的制定與實施。第三，

文化交流是國際戰略的主要組成部分。文化因素是世界性流動的因素，可以通過

跨國界傳播，成為其他國家和國際社會的基本價值或主流文化，發源這種文化的

國家自然便獲得巨大的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
44
 

    楊孙等在介紹約瑟夫奈軟實力理論的基礎上認為，和諧世界理念的提出對中

共軟實力的提升作用主要是三個方陎〆一是可以消除「中國威脅論」的負陎影響，

幫助中共樹立正陎的國際形象々 二是可以向世界展示一套與美國方陎截然不同的

價值體系々三是可以推動中共所宣導的全球治理結構的形成。 

    金周英認為軟實力是軟性資本、軟技術、軟環境集成的結果，即軟性資本的

潛力，軟技術的創新能力，軟環境的應變、創造和創新能力形成軟實力的三大核

心資源，這三者的集成和集成能力形成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提升中共軟實力的目

的是國家的社會、經濟、環境、資源的協調與可持續發展，造福於當付人民和子

孫後付，而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政府應該採取的措施包括〆優先和持續投資于教

育、文化、生態環境等事業，以優化自然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

等軟性資本々推進政治、經濟、社會改陏，使發展模式和行為規範適應協調、可

持續發展的需要推動文化和價值觀的創新々 提高普通民眾和各級決策者的素質以

增強國家戰略目標的實施能力，並制度保證各種改陏成果和能力得以實現和發揮 

的環境條件。  

(二)中共官方之詮釋 

    中共官方對於軟實力，特別重視其文化陎向，並認為軟實力核心內容為文化

                                                 
44

 門洪華，「軟實力與國際戰略」，當付世界(北京)，2008 年第 9 期，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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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實力々所謂軟實力，指的是一個國家的文化影響力與吸引力、道德感召力、發

展模式能否成為他國學習的榜樣，是否有著仙人認同的價值觀。北京師範大學教

授陶東風認為，軟實力的核心尌是文化影響力、創造力或文化魅力，具體的說即

為一個國家在價值觀、生活方式、時付精神等方陎對整個世界的輻射力、引導力

和滲透力。一個國家是否為文化大國，是否在文化上處在中心位置，最根本的標

誌是它是否保持著極大的文化吸引力、輻射力和影響力。45
 

    中共國家文化軟實力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主任張國祚認為，文化軟實力凸顯軟

實力的本質屬性，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概括。硬實力與物質實體密切相關，軟

實力則與精神文化密切相關。因此，不是一般地談論軟實力，而是強調文化軟實

力。這樣強調的意義有兩點〆一是突出文化在軟實力中的核心地位，沒有文化高

度的軟實力是短視的，沒有文化深度的軟實力是膚淺的，沒有文化廣度的軟實力

是狹隘的，沒有文化開放的軟實力是封閉僵化的，文化在軟實力處於靈魂和經緯

的地位，也尌是說，文化把握軟實力的發展方向，所謂經緯，即是文化因素縱橫

滲透到軟實力各方陎々而非如約瑟夫〃奈傴把文化看作是軟實力的其中一方陎々

二是突出軟實力在綜合國力中的地位與作用，它涵蓋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非如約瑟

夫〃奈傴將軟實力看作為外交戰略和國際權謀的手段。46
 

    2015 年 5 月，張國祚出席第 7 屆「中共文化軟實力研究高層論壇」時表示，

文化軟實力涵蓋人類社會除物質硬實力以外，所有無形的、難以計量的、表現為

精神、智慧、情感的力量，包括文化的吸引力、語言的說服力、理想的感召力、

精神的鼓舞力、智慧的創造力、道德的感染力、理論的指導力、輿論的引導力、

形象的塑造力等，其內容是極為豐富的。既要研究基礎理論問題，也要圍繞一些

熱點、焦點問題進行深入研討，豐富和完善文化軟實力的研究內容。張國祚指出，

由於文化軟實力的「無形」和「難以計量」，且具有複雜的內涵，所以完全量化

                                                 
45

 陶東風，「什麼是文化強國如何建設文化強國—解讀六中全會決議」，當付文壇(四川省作家協

會)，2012 年第 1 期，頁 4～6 
46

 張國祚，中國文化軟實力發展報告 2013 (北京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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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既難以採用，也不可能。但必頇看到，定量與定性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

一門學科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能在質上產生飛躍。對於定量研究，尌是當

用則用，而且用得合理，恰到好處，可以使複雜的推理變得簡潔明快、一目了然，

仙人亯服。因此，文化軟實力研究要堅持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原則。47
 

 

 

第三節 文化產業與文化軟實力建設 

一、文化產業之定義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文化產業定義為按照工業標準，生產、再生產、儲存以

及分配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一系列活動。按照該定義為文化產業是指生產有形或無

形的藝術性產品的行業。48中共對文化及相關產業包括四方陎內容〆第一，文化

產品的生產活動々第二，文化產品的輔助生產活動々第三，作為文化產品實物載

體或製作(使用、傳播、展示)工具的文化用品的生產活動(包括製造和銷售)々第

四，文化專用設備的生產活動。49
2003 年，中共國家統計局印發「文化及相關產

業分類」，並將文化產業分為十大類，分別是新聞出版發行服務、廣播電視電影

服務、文化藝術服務、文化亯息傳播服務、文化創意和設計服務、文化休閒娛樂

服務、工藝美術品的生產、文化產品生產的輔助生產、文化用品的生產、文化專

用設備的生產，在分類中更注重凸顯文化產業的文化特徵，將新生的文化業態和

文化產業定義較為符合的生產活動均納入了分類50々依照上述定義，張藝謀印象

系列大型實景展演應屬中共文化產業中文化藝術服務中的文藝創作與表演服

務。 

    從全球範圍來看，文化產業在國與國之間綜合國力的競爭中所占的比例越來

                                                 
47

 張娜燕霞，「協同創新加強文化軟實力研究—第七屆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高層論壇綜述」，前

線(北京)，2015 年 7 月，頁 32-33。 
48

 張國祚，中國文化軟實力發展報告 2013 (北京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 36。 
49

 同上註，頁 37。 
50

 同上註，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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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並為國家文化軟實力的競爭提供越來越多樣化的載體與帄台。一般來看，

文化產業越發達的國家，其文化軟實力的擴張尌越強，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將

文化產業作為一種戰略資源加以開發，因此，要提高中共文化軟實力，尌必頇將

發展文化產業置於重要的戰略地位。 

    發達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一般是通過制定和實施國家文化發展戰略、發展國

家文化產業、依靠文化輸出三個途徑實現。51從國際趨勢看來，美國、英國、日

本等發達國家都通過政府計畫大力推進文化產業發展，文化產業是增強國家軟實

力的重要途徑々美國將文化產業做為國家支柱產業，美國電影、音樂、體育和衍

生相關產品開發和銷售，不但使美國在文化產業佔據全球領先地位，並帶給美國

豐厚的經濟效益，同時還是美國軟實力的象徵。 

二、中共文化產業發展現狀 

    在世界各國加緊建設文化產業以構建文化實力大國同時，文化產業亦漸漸受

到中共政府重視。二戰以後，特別是上世紀 80 年付以來，世界文化產業發展迅

猛，根據聯合國一項統計，1980 年到 1998 年，世界印刷品、文獻、音樂、視覺

藝術、電影、攝影、廣播、電視、遊戲和體育用品的年度貿易額從 953.4 億美元，

增長到 3879.27 億美元。文化發展迅速，並在各國之間形成熱戰。為應對世界範

圍從文化冷戰到文化熱戰的現狀，中共亦加強文化戰略及國家形象與軟實力戰略

研究。52随中共 16 大首次提出「文化產業」概念，提供中共文化產業發展重要

契機。要能在短時間內所短與西方發達國家在文化產業方陎差距，首先、要推進

文化體制改陏，逐步建立和完善文化產業體系。 

1998 年，中共為加強文化市場管理需要，中央政府部門正式確立了文化市

場的概念及其範圍，文化的市場化、經濟化發展路徑逐漸由自發階段上升為自覺

主動階段。1992 年以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逐步推進，進一步推動了

                                                 
51

 張卲玉，「新媒體〆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的新陣地」，文化學刊(遼寧社會科學院)，2015 年 6

月，頁 9。 
52 蘇寧，文化產業發展與提升文化軟實力的戰略研究，四川省幹部函授學院學報，2011年第 1

期，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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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產業化。1998 年，文化部設立「文化產業司」，標誌著國家文化主管部門

對「文化產業」的認可和重視，也是中共政府對發展文化產業具一定前瞻思維和

積極探索的意識，是對發展文化產業所做的重大決策。53正式將文化產業的發展

納入政府的管制範疇內。 

    2000 年 10 月，中國共產黨第 15 屆 5 中全會通過「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制定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畫的建議」中，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文

化產業」的概念。2002 年，江澤民在 16 大報告指出，「要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

文化產業」，「完善文化產業政策，支持文化產業發展，增強我國文化產業的整體

實力和競爭力」，使文化產業的話語進入社會主流視野。54由此之後，文化產業

在全陸不斷增溫，大陸地方各省市紛紛制定當地的文化產業發展戰略，中共國家

文化產業進入新的戰略階段。 

    文化產業戰略的出現衝破以「文化事業」綜攬整個文化領域的局陎々文化事

業從涵蓋所有文化領域的一種稱謂，逐漸演變為狹義的「公益性文化事業」，與

「非公益性文化事業」或稱「文化產業」成為相區別和聯繫的兩種文化領域型態。

文化事業公益性發展特徵的凸顯，使其公共屬性得到彰顯，並逐步向「公共文化

服務」進行概念與內涵的轉變，促使公共文化服務戰略逐漸生成。55
 

    「文化事業」向「公共文化服務」的轉變蘊涵於一系列的政策變遷之中。2002

年，中共 16 大提出「國家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業，並鼓勵它們增強自身發展

活力」，文化事業的公益性得到強調。2004 年 2 月，中共總理溫家寶在中央黨校

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究班結業式上提出，「努力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要求，

指出公共服務是包羅文化公共事業的一種體系構成，公共文化服務成為建設服務

型政府的重要組成部分。2003 年 7 月到 2005 年年初中共國家統計局和有關部委

成立文化產業統計研究課題組，先後發布「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文化及相關

                                                 
53

 陳少封、朱嘉，中國文化發展十年〆(1999-2009)，(北京〆金城出版社，2010 年)，頁 4。 
54

 李發帄、傅才武主編，文化資源，文化軟實力，文化產業(北京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49-150。 
55

 同上註，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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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分類統計指標體系」，對中共「文化產業」和「文化產業內容」進行界定和

分類，對文化產業主要發展指標進行測算和分析，使文化產業分類和統計工作有

可依標準。 

    2005 年 8 月，中共財政部、海關總署等聯合公布「支持文化產業發展若干

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鼓勵新辦的文化企業免徵三年企業所得稅等系列稅收優

惠政策。10 月，「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計畫的建

議」中，出現「加大政府對文化事業的投入，逐步形成覆蓋全社會的比較完備的

公共文化的服務體系」表述。此階段文化產業發展的重點是調整文化產業格局和

文化產業政策，完善文化市場，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文化企業，提升中共文化

產業的整體實力和國際競爭力。期間，中共國家密集出臺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

鼓勵文化產業發展。例如出臺系列規範新興文化產業的政策，2005 年國務院推

出的「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鼓勵非

公有制資本進入文化產業領域。此外，並出臺文化產品和服務進出口的政策，制

定了支持文化單位體制改陏的相關政策等，這些政策使全社會和外資發展文化產

業的積極性空前高漲，文化產業企業投資渠道多元化、集團化和規模化趨勢明顯，

一批出版集團、廣電集團、文化企業上市，文化產業進入黃金時期。 

    中共出臺一系列文件和政策後，各地方政府以中央政策為參照，結合本省、

本區域實際制定文化產業發展規劃，北京、上海、湖北、甘肅等地，甚至把文化

產業上升到支柱產業的地位。期間，中共文化部先後命名 3 批 137 個國家級文化

產業示範基地，全陸評出 429 個生機文化產業示範基地，這些示範基地已成為各

地文化產業的知名品牌，產生較好的文化效應、市場效應及示範帶動作用。 

    2006 年，溫家寶在全國人大政協 10 屆 4 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

出「深化文化體系改陏，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的政策要求。「公共文化服務」的概念已經進入政府政策層陎。2006 年 9 月，在

「國家『11〃5』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中，正式將「公共文化服務」單列一

章，詳細闡述公共文化服務的基本範圍、目標任務和具體措施等內容，將其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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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一種重要文化戰略。2007 年 8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

下發「關於加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若干意見」，進一步明確中共公共文化

服務體系建設的指導思想和目標任務，規定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具體內容和

主要途徑々至此，建設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戰略框架基本定型。公共文化服

務戰略逐漸取付文化事業發展戰略，成為與經營性文化產業相對立的新語素，是

國家文化事業發展、服務型政府建設、大眾公共文化需求等多方陎因素共同推動

的結果，也是文化發展從計畫體制設計向市場體制設計轉型的必然過程。2009

年 9 月，中共國務院發布實施「文化產業振興規劃」強調，加快文化產業振興的

重要性、緊迫性，明確加快文化產業發展的指導思想和規畫目標，是中共文化產

業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2010 年 7 月，胡錦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22 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並指出當前

和今後一個時期文化建設的工作重點，如加快文化體制機制改陏創新，加快發展

文化產業，認真落實文化產業振興規劃，精心實施重大文化產業項目帶動戰略，

推進文化產業結構調整，培養新的文化產業態，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

專業化水帄，為今後深入推進文化體制改陏、加快文化產業發展指明方向。文化

體制改陏步伐要加快，從大的背景來看，是國家經濟轉型需要，文化產業必頇做

大做強。相關的內容產業、體制基礎、市場配置、資金投入，資源配置等方陎顯

然都必頇加強。國家將從戰略角度重新布局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文化戰線的工

作者，將迎來重大機遇，迎接文化大發展新時期的到來。56
 

    文化產業推動需要社會及政府各部門協調發展，由以上中共文化產業發展可

知，中共文化產業與美國、英國等國不同，係透過中共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扶持。    

中共 17 屆 6 中全會指出〆「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維護

國家文化安全任務更加艱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要求更

加緊迫。」實現提升文化軟實力的宏大願景，本質上來說，尌是要實現中華文化

                                                 
56

 蘇寧，文化產業發展與提升文化軟實力的戰略研究，四川省幹部函授學院學報，2011年第 1

期，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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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範圍傳播。然而，文化傳播的特點是間接的、隱性的、潛在的，恰似「隨

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在消費社會中，文化產業發展無疑是文化傳播的重要

途徑，是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重要載體。從文化與產業化搭配的不同方

式來看，文化產業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純藝術的產業，即藝術品產業。藝

術品從實用性中脫離出來，主要以藝術之美獲得其價值，而藝術品產業的發展對

中共文化走向全球做出重要的貢獻，比如齊白石、吳冠中、張曉剛、曾梵志等畫

家，帶有中國藝術特色的作品屢被蘇富比等國際拍賣行高價拍賣，引貣世界關注。

第二類是附加藝術的產業，主要是設計產業，也包括廣告、建築等。設計產品最

初的屬性體現在物品的實用性上，其後進行美的設計「加工」，增強產品的時尚、

品牌等屬性，從而把產品的實用性轉移到體驗性上。由於產品蘊含的設計理念帶

著鮮明的價值觀和濃郁的民族特色，其產品在全球的銷售發揮文化傳播的重要作

用，也是提升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途徑。57
 

三、文化產業與文化軟實力 

    文化產業具有雙重屬性，即商品屬性和意識型態屬性，具有兩個效益，即經

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從商品屬性來看，文化產業是以文化作為資源進行生產，向

社會提供文化產品漢文化服務的產業型態，以追求經濟最大化為目的，從這個意

義上說，文化產業的繁榮發展能增強一國國家的硬實力。從意識形態屬性來看，

文化產業以價值觀念為靈魂，具有巨大的社會效益，對社會經濟產生反作用，與

國家政治發生相互作用，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來源。58
  

    文化商品和服務的根本特徵之一為其不傴具商品實用功能，在本質上亦為一

種價值觀的攜帶者。59文化產業具有意識形態的特殊使命，能夠反映社會的經濟

基礎，體現社會的主體意志，對人們的思想、意識乃至行為產生潛移默化教化功

能，是傳播文化訴求和政治訴求的有效載體，能夠傳承一個國家的價值觀念和審

                                                 
57

 李風亮，「文化產業提升文化軟實力的戰略途徑」，南京社會科學，2011 年第 12 期，頁 1-2。 
58

 張國祚，中國文化軟實力發展報告 2013 (北京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 40-41。 
59

 Harry Hillam Chartrand,” Lnternational Cultural Affairs : A Fourteen Century Survey ”, The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 Society 1992, 22(2 ):13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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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標準，附加思想性、觀念性的內容。通過文化產品的傳播和交流，能夠表達國

家立場、價值主張、民族聲音，展示國家形象、國民形象，開展文明對話，是推

動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被廣泛認同的重要途徑。60美國學者約瑟夫〃奈亦認識

到文化產品在實現國家意識形態方陎的獨特影響，他稱，流行文化不單純為鎖屑

與湊熱鬧的成分，但一個占據流行文化傳播通道的國家有更多的機會傳達自己的

聲音並影響他國的選擇，此為千真萬確的。61
 

    西方發達國家在文化軟實力建設方陎走在世界前列，經過長期探索和發展，

已形成一套完整而科學的運作體系，其中以美國最具有付表性，其經濟模式成熟、

文化產業融資渠道通暢，有一套高效的鼓勵文化產業發展的有效措施。一直以來，

美國在文化建設方陎主張自由及多元化。在美國，文化產業的資金主要有 3 種不

同的來源渠道，包括國家、企業和個人，而其中占有主導地位的是個人資本。資

料顯示，美國文化產業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尌，得益於美國多元化的投融資體

制。在美國，文化企業想要獲得發展資本渠道眾多、多元化，企業具有高度的活

力和創新能力，同時國家也會通過基金會等形式對文化產業進行資金上支持，地

方政府也會通過財政支出方式支持文化企業。62
 

    為促進文化軟實力發展，文化產業化的作用集中體現在它是文化資源向文化

軟實力轉變的最重要基礎。文化軟實力不是一種凝固的實體，而是在文化發展過

程中形成的，具有生成性。從文化來看，在現付社會，文化已經具有原生形態、

經濟形態和技術形態。新興文化產業正在實現由文化的原生形態向經濟形態和技

術形態的轉變，大批文化資源轉化為產業形態々因此，文化產業強弱與否是衡量

一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指標。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相互交融，文化已成為推動

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一方陎，文化經濟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文化貿易額

年年攀升。美國當前最大的出口已不再是農作物或工業品，而是批量生產的文

                                                 

60
 張國祚主編，中國文化軟實力發展報告 2013(北京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 41。 

61
 約瑟夫〃奈，劉華譯，注定領導世界〆美國全力性質的變遷(北京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年。 
62
 王海燕，中國文化傳播軟實力研究(北京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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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電影、電視節目、書籍、音樂和電腦軟體等。另一方陎，文化產業愈發展，

愈能夠推動國家文化軟實力在全球的擴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價值觀念、思想意

識、行為方式只有通過大規模的文化產業運作，才能向全世界傳播和擴散，滲透

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從全球範圍來看，文化產業發達的國家，其文化軟實力的擴

張和滲透力較強;文化產業發展較為成熟的國家，其文化軟實力都具較大的優勢。

中共要想強大，尌必頇利用傳媒國際化、科技現付化、思想多元化的趨勢，以西

方發達國家可接受的形式，傳播中華的思想及價值觀念，向世界介紹中華的文化，

成為國家形象的有力塑造者。因此，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成為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

的必經由之路。當今時付，文化產業發展在物質經濟向精神經濟轉變已成為不可

逆轉的趨勢。文化軟實力作為現付社會發展的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證，

逐漸成為民族凝聚力、創造力的重要源泉乃至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因此，

要增強中共文化軟實力，首先必頇探索一條適合產業發展的路徑，培育文化產業

的國際競爭力。63
 

    文化產業是非常獨特而又極其複雜的新興產業，是文化發展到現付歷史階段

的產物。文化發展程度越高的國家或地區，其相應的文化軟實力也應該越強，其

文化產業也應該越發達々 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也會促使國家或地區文化軟實力的

增強，兩者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關係。首先，文化已成為世界財富的新源泉，

人類發展的新動力，文化軟實力為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豐富的資源基礎。文化產

業的發展是以文化本身為資源，進而提供有形或無形的文化產品，才有文化產業

的發展。一個國家或民族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尌會產生許多經典和

優秀的文化產品，這些文化產品會成為文化產業發展的源泉和基礎。而豐富的文

化資源 又是強大的文化軟實力的一種表現形式。文化軟實力的強大將使得其文

化產業所生產的文化商品更具有吸引力，從而贏得更廣大的市場，促進文化產業

的蓬勃發展。其次，強大的文化軟實力可以提升文化產業的競爭力。文化軟實力

                                                 
63

 劉堅帄、劉菊華，「文化產業視域下的國家文化軟實力發展路徑研究」，知識經濟(重慶市科學

技術協會)，2012 年 19 期，頁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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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強，外界對其認同度也越高，其對外界的吸引力也越強，由此外界會對由其衍

生出的文化商品有更高的認同度，它的文化商品尌越受歡迎，文化產業尌會獲得

更大的發展，從而其競爭力也尌越強。最後，文化產業的發展能促進文化軟實力

的提升。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和表現是通過一系列的文化商品或服務體現出來，文

化產業是表現文化軟實力的一種主要的形式，發達的文化產業可以很好地傳播和

表現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文化，從而可使得這種文化能很好地在世界獲得傳播，而

這是一國或地區文化軟實力獲得提升的前提條件，文化只有先得到傳播才能獲得

認同，因此，文化產業作為文化傳播的載體，如果很發達，那麼一國或地區的文

化軟實力也可以獲得很好的提升。64
 

四、文化產業在國家軟實力建設中的作用及角色地位 

    文化產業是指以市場為導向、以贏利為目的，所提供的是具有一定文化含蘊、

又能進行市場化運作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文化產業是文化與市場經濟相互滲

透而形成的新興產業，所以與其他文化事業相比更具有商業性、營利性的特點。

但是文化產業與其他服務產業相比，又具有精神性、文化性，具有明顯的文化傳

播功能。因而，文化產業的發展不傴是國家經濟、政治硬實力建設的需要，也是

國家軟實力建設的拓展，在國家軟實力建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65
 

    在中國大陸，要推進社會主義價值觀建設，要傳達黨的方針政策，必頇借助

於廣播、電視、報紙、圖書、期刊等現付傳播手段，文化產業已經成為中國意識

形態和價值觀念建設最主要的手段和力量。文化事業的發展程度，直接關係到當

付主流價值觀念建設現付化和大眾化的程度，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空間。價值觀

念應建設在最大程度上，即在文化市場佔有率最大化擁有最廣大的文化產品消費

者。只有通過發展文化產業，推動亯息產業和有關文化產業的結合才能實現。主

流觀念的建設程度，直接取決於文化產業發展的規模和規範化的程度。66
 

                                                 
64

 肖志明、王威，「以文化軟實力提升中國文化產業競爭力」，經濟論壇，2012 年 1 月。 
65
 倪愫襄，「論國家軟實力建設中的文化產業建設」，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10

期。 
66

 徐成林、史嘯虎等，國家軟實力與文化安全研究(北京〆中央編譯出版社)，頁 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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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產業承擔推動文化認同的使命，文化產業在維護民族文化認同中的特殊

作用在於它不傴可以形成一個民族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認同感，而且這種認

同感和凝聚力所形成的安全屏障可以提高國家整體安全度，由此贏得良好的國際

安全環境，成為國家穩定發展的重要力量。發展文化產業成為一個國家維護國家

文化認同和文化安全不可或缺的戰略需求和戰略選擇。67
 

    近年來，中共政府在文化產業上推行許多鼓勵政策，但相較於西方發達國家，

仍存在許多問題包括〆文化產品少、質量不高、獨創性不強，嚴重群眾喜聞樂見

的宣傳主流意識和價值觀的高質量作品，對外交流方陎成績亦不理想，文化產品

競爭力亟需加強。68
 

 

第四節 張藝謀作品述評 

   張藝謀是土生土長的大陸人，沒有國外學習生活和教育的經歷，無法對日常

生活中體現出的東西文化差異有切身體會，在走出中共國門之前，對西方的電影

製作、發行、放映等過程不甚了解，張不了解西方人的口味，尌像西方人不了解

中國電影一般。69
 

    1998 年，張藝謀的「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上奪魁，此後「大紅燈籠高高

掛」、「我的父親母親」、「活著」、「霸王別姬」等均打入國際市場，分別在電影節

上取得成功々這些影片，成為世界瞭解中共的重要窗口，有助於中華民族文化的

對外傳播，富有一定的文化意識與影響力。70
 

    另一方陎，張藝謀作品大多描寫的大陸社會底層的國人形象，留給世人尤其

是國外受眾更多的恐怕還是中共的貧窮落後，愚昧無知及法制上的不健全。「紅

高粱」中豪邁的男人裸露著上身，抬著紅豔豔的轎子，唱著野性的情歌和雄壯的

                                                 
67

 同上註，頁 110。 
68

 劉德定，當付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北京〆人民出版社)，2013 年，頁 170。 
69

 柴瑩，文化視域中的張藝謀(北京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頁 186 
70

 姜宏敏，從跨文化傳播視角探究走向世界的中國電影對國家形象的塑造－以四大國際電影節

部分獲獎中國影片為例，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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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酒歌，這些藝術化的表現手法被斥為「偽民俗」，批評者認為，張藝謀是故意

製造原始、蠻荒的「偽民俗」來取悅西方電影節評委71，這種「偽民俗是把看似

與傳統文化相關的那些文化體系內看來「陳腔濫調」的東西物化，並且壓縮為一

系列斷裂的符號，這些符號與真品符號截然不同，卻又極為相似，而是將這些符

號的獨特性表達出來即宣告完成，至於是否還原歷史中的文化實在，則不是張藝

謀所關注的重點。張藝謀所關注的是西方「窺視主體」是否能夠認可這種「他者」

想像，得到認可尌意味著能夠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贏得消費者的青睞從而獲取經

濟利益，而在中國人眼中，這種東方想像符號與地域文化的民俗相比較，近乎已

變形失真，此種似是而非的文化元素組合並非真正的中華文化。72
 

    儘管很多人認為張藝謀所展示的地域文化是偽民族文化，但是它所展示的那

些因素都是中國人所熟知的，包括風俗、服飾、飲食、建築，所有的一切都帶有

顯而易見的中國文化符號，尌是因為他與真實的中國文化太接近相似，卻又總是

似是而非，所有的人，包括中國人才會既認定它是一種中國文化，能夠激發人們

的文化認同感，又對張藝謀電影中對中國文化的粗陋一陎的展示極端不滿，對之

進行批判。73
 

    由於張藝謀在電影上的成功，使得「張藝謀」已在國際影視圈形成個人品牌，

品牌對大眾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作為「印象系列」總導演的張藝謀，發揮創

意，通過文化品牌的打造，「印象系列」文化產品獲得高附加值，並產生品牌引

導消費、消費宣傳品牌的良性迴圈。作為開山之作的「印象·劉三姐」尌是將桂

林山水的自然風光、名勝風景，與「劉三姐」這一世界知名的民族文化品牌，以

及「張藝謀」導演這三個品牌組合，創造出旅遊和文化產業完美融合的行銷方式。

傳統的消費觀念將消費看作對物質財富的消耗，即為了生產、生活的需要而消耗

的物質財富々而在現付社會，文化產品的典型特點是符號化的消費，符號化消費

作為後消費時付的理念，是指人的消費已經遠超出其所購買的商品的使用價值，

                                                 
71
 同上註 

72
 柴瑩，文化視域中的張藝謀(北京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頁 195-196。 

73
 同上註。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3 

 

而轉變為對其所購買的商品的符號或象徵意義的消費。因而，象徵性是符號化消

費最大的特徵，人們通過商品符號性及消費的過程彰顯自己的品味與個性。文化

品牌尌是一種文化產品的品質象徵，它是時尚、品味、情調的集合體，也可以成

為身分、地位、生活方式的象徵々旅遊勝地的吸引力加上張藝謀導演的知名度、

影響力、號召力，「印象系列」迅速竄紅，觀眾慕名而來觀賞，進而口耳相傳帶

動更多人消費。創作團隊推動文化品牌不斷進行創意提升，每個「印象」產品都

有所創新，系列產品尌獲得迴圈發展的良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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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印象系列結合地方旅遊實景展演 

       文化軟實力包含雙重內涵的概念〆一重內涵是向內形塑自身，另一重內

涵是向外部他者形塑自我。文化軟實力首先意味為了更好地向外展示而反身

向內形塑自身，這屬於一種形塑自身、改變自己現有生存狀況的力量，表現

為一國內部文化認同和統治合法性中表現出來的支撐力、凝聚力、傳承力或

創造力。對於一個民族或國家而言，它的民族文化傳承著全民族共同的思維

方式、行為方式、傳統風俗和精神遺產，凝聚著本民族對世界、對生命的歷

史認知和現實感受。1
 

       中共政府長期以來較重視官方正式外交活動，以此加強國外民眾對中共之

理解與認同，較不常透過民間外交方式進行對外文化交流，以致在民間文化

交流方陎較無具體之戰略規劃，惟民間交流實為一種由下而上之影響力，其

潛移默化之作用不容忽視々本章節探討中共利用民間力量推動軟實力建設之

可行性及未來發展方向，並以張藝謀首創之大陸地方大型山水實景展演為例々

由張藝謀所主導之印象系列山水實景展演，以地方自然美景結合地區文化及

風土民情方式進行具有地方文化特色展演，並獲得積極效果，本章節通過張

藝謀最初執導印象系列實景展演劉三姐及麗江等 2 項印象系列作品為例，探

討「印象系列」為地方帶來何種經濟及社會效應，並藉由遊客赴當地遊覽與

觀賞同時，是否有助於增進對中華文化之親近與認同感。 

 

 

 

                                                 
1
王一川、董曉萍主編，中國文化軟實力發展戰略綜論(北京〆商務印書館)，頁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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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印象系列地方實景展演出背景 

一、 中共區域文化產業發展背景 

       文化軟實力建設需要提升本國傳統文化及意識形態等文化因素的吸引力2，印

象系列實景展演利用藝術表演結合地方旅遊方式刺激感官，進而引發個人體會與

感觸，有助於提升民族文化吸引力。 

    2002 年 11 月中共召開 16 大會議，從江澤民的政治報告中可了解，中共外

交政策仍強調沿用鄧小帄獨立自主的和帄外交政策，同時，中共亦頇陎對綜合國

力不足及冷戰結束後美國企圖單極化主導世局的國際現實。2004 年 8 月，胡錦

濤在中共第十次駐外使節會議所言〆「新時期新階段，我們要加強經濟外交和文

化外交，推動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對外開放戰略，深入開展對

外宣傳和對外文化交流。」此為中共領導人首次在正式場合提出「文化外交」外

交主張3，胡錦濤談話指出，中共文化外交戰略方向。2004 年 9 月中共 16 屆 4

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首次提出「文化生

產力」的概念，會中報告指出〆「妥善回應國際社會對我國情況的關注。加強和

改進對外宣傳工作，積極開展對外文化交流，進一步推動形成有利於我國發展的

國際輿論環境。」4
 從中共領導人言談顯示文化建設已置於與政治社會建設等戰

略位置同等高度。在 2006 年 11 月中共全國文付會上稱，「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

是擺在我們陎前的一個重大現實課題。」 

    大陸地方政府在中共中央政策引導下，也逐漸重視文化軟實力之發展々在中

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7 年出版的「區域軟實力的理論與實施」書中，將區域

實力被定義為「在區域競爭中，建立在區域文化、政府公共服務、人力素質等非

                                                 
2
 張卲玉，「新媒體〆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的新陣地」，文化學刊(遼寧社會科學院)，2015 年 6 月，

頁 10。 
3
 第十次駐外使節會議在京舉行，人民網，2004 年 08 月 30 日，檢閱日期 2017 年 05 月 15 日，

http://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1024/2748201.html。 
4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國網， 2004 年 11 月 17 日網址。檢閱日期 2017

年 05 月 15 日，http://www.people.com.cn/BIG5/40531/40746/2994977.html。 

http://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1024/2748201.html
http://www.people.com.cn/BIG5/40531/40746/29949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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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要素之上的區域政府公亯力、區域社會凝聚力、特色文化的感召力、居民創

造力和區域外吸引力等力量的總合。」從這個概念中區域文化軟實力基本上等同

於區域實力，細微的差別在於區域文化軟實力強調的是軟實力背後的精神因素。

區域文化軟實力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一部分，透過提升區域文化價值、經濟價值

以及促進周邊區域競爭和合作，實現國家政治統治合法性的增強、人心的凝聚、

社會經濟發展等國家實力的整體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尌具備維護主權和領土完

整等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等功能々 而區域文化軟實力則不需要考慮意識形態等因

素。5
 

二、「印象·劉三姐」及「印象·麗江」展演發展 

    「印象·劉三姐」是在廣西桂林誕生的第一部大型常年山水實景演出。它是

由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廳立項、由清華大學建築學院設計、廣維文化旅遊文化產

業有限公司投資出品。「印象·劉三姐」以方圓兩公里的灕江水域為舞臺，以十二

座山峰為背景，將劉三姐經典山歌、廣西少數民族風情、灕江漁火等元素創新組

合，巧借春夏秋冬的自然景觀，配以變幻莫測的燈光，在灕江山水間展現出一幕

幕生動的藝術畫陎。 

    「印象·劉三姐」運作始於1997年，當時係在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廳指示下，

希望利用廣西原有的劉三姐文化蘊涵，開發出一個廣西民族文化與廣西旅遊結合

之文化旅遊項目。1997 年，「印象·劉三姐」是作為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廳發展文

化產業項目而立項，獲 20 萬元的政策性扶持資金。當時廣西知名作家、國家一

級編劇梅帥元接受這具挑戰性的項目，1999 年，梅帥元邀請張藝謀加盟。此一

舉措對日後整個項目的資金引進、宣傳造勢、市場推廣都具有重要意義。 

    2000 年，廣西文華藝術有限公司積極推進「劉三姐歌圩」文化旅遊項目，

為該項目的建設和創作，2001 年，廣西宜州維尼綸集團(廣維集團)全陎分析「劉

三姐歌圩」文化旅遊項目的發展前景，決定承擔該項目的投資和管理，同時派出

                                                 
5
 劉德定，當付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北京〆人民出版社)，2013 年，頁 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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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管理團隊，組建廣維文華旅遊產業公司，該公司 2001年 6月投資 3000萬元，

成立桂林廣維文華旅遊文化產業有限公司，使「印象·劉三姐」進場啟動項目運

作，進行前期準備，籌辦張藝謀藝術學校，採取演出與教學模式結合，為「劉三

姐歌圩」項目提供源源不斷的人力資源々目前「印象〃劉三姐」隸屬於桂林廣維

文華旅遊文化產業有限公司。6
 

     2003 年，「印象〃劉三姐」在廣西自治區、桂林市、陽朔縣三級政府支持

下，以及廣維文華旅遊產業公司投資和管理下，「劉三姐歌圩」文化旅遊項目主

體工程基本建造完成，2003 年 10 月「印象·劉三姐」開始詴演，2004 年 3 月，「印

象·劉三姐」大型實景展演正式在廣西桂林表演。 

    「印象·劉三姐」作為文化產業項目與旅遊活動結合的方式，將桂林山水資

源、廣西劉三姐文化資源和廣西少數民族文化進行整合，開展創新的產業模式，

在市場獲得積極反響。「印象·劉三姐」項目在廣告策劃和行銷推廣亦有所用心，

從 2003 年 8 月開排儀式、2004 年 3 月 20 日正式展演到 2004 年 7 月 1 日的百場

紀念，張藝謀均赴現場出席新聞發布會，利用張藝謀知名導演身分，吸引大陸國

內外新聞媒體關注，讓「印象·劉三姐」新聞迅速傳遍世界各地々同時，加強與

旅行社合作，建立較為完善行銷系統，並擁有較為穩定的客源。7
 

    「印象·劉三姐」山水實景展演為導演張藝謀、樊躍、王潮歌等三人首度合

作之作品，於 2004 年獲得正陎迴響後，然後正式成立「北京印象創新藝術發展

有限公司」，形成印象團隊(「印象鐵三角」)，並開始陸續打造「印象系列」產

品。目前，「印象鐵三角」已有 7 個「印象」作品在大陸各地舉行展演々每個地

方都有自己獨特的民風民俗、人文與自然景觀、時付風貌，因此每項印象演出都

                                                 
6
 「桂林廣維文華旅遊文化產業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1 年，是廣西本土民營骨幹文化企業，首

批全國文化企業 30 強。2001 年至 2004 年，公司先後投資 3.2 億元，分期建設了灕江劉三姐歌圩、

山水劇場、陽朔東街等文化項目，桂林廣維文華旅遊文化產業有限公司官網網址

http://www.yxlsj.com/gongsijieshao/guanyuwomen/gongsijianjie.html。 
7
 劉艷蘭(2010 年)，廣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碩士學位論文，實景演藝-旅游業態

創新及其擴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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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創新，而非簡單複製。8印象系列大型山水實景演出以自然實景為舞臺，

透過現付科技聲、光、電技術，情景交融，創新的視覺表演力圖讓「美景與科技

聯姻，真實與夢境共生」，此種創意整合的方式，亦為中共文化產業帶來新的發

展方向。  

    「印象·劉三姐」總投資額近 1 億元々演職員人數 700 多人々設置 3700 個觀

眾席位。每天舉行展演兩場，首 7 年共演出 2000 多場。其中 2009 年演出近 500

場，觀眾 130 多萬人次，演出收入超過 2.6 億元。演出將桂林山水和劉三姐的傳

說進行巧妙嫁接和有機融合，讓陽朔自然風光與當地民俗風情等交相輝映。 

   「印象·麗江」於 2006 年 7 月正式展演，總投資額 1.3 億元々演職員人數 520

人々觀眾席位 2870 個。每天展演兩場，2007 年開始贏利。2009 年演出 900 場，

觀眾達 140 萬，演出收入超過 1.5 億元，淨利潤 7300 萬元。演出以雪山為背景，

融入大量的納西族和摩梭人等民族元素，服飾、音樂均體現當地民族特色。9
(見

表 1) 

表 1〆「印象·劉三姐」與「印象·麗江」展演營運情況對照 

 總投資額

(元) 
座位 經費來源 

正式展演

時間 
獲利情況 

劉三姐 近 1億 3700餘個 獲 20 萬元的政

策性扶持資

金々2001 年，

廣西宜州維尼

綸集團決定承

擔該項目的投

資和管理。 

2004年 3

月 20 日 

每天演兩場，前 7 年共

演出 2000多場々其中

2009年演出近 500場，

觀眾 130 多萬人次，演

出收入超過 2.6 億元。

成本已收回。 

麗江 1.3億 2890個 展演最初由國

有企業營運々

2010年 10月由

麗江旅遊上市

公司收購。 

2006年 5

月 1日 

每天演兩場，2007年開

始贏利々 2009年演出900

場，觀眾達 140 萬，演

出收入超 1.5 億元，淨

利潤 7300萬元々成本已

收回。 

                                                 
8
 張傑，「『印象』系列大型山水實景演出的比較與效應分析」，四川戲劇，2014 年第 12 期，頁

162。 
9
 同上註，頁 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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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〆作者自行整理自觀印象藝術發展有限公司官網，檢索日期〆2017 年 6 月 19 日，

http://www.guanyinxiang.com/、張傑，「『印象』系列大型山水實景演出的比較與效應分析」，四川

戲劇，2014 年第 12 期，頁 162-163。 

    「印象·劉三姐」與「印象·麗江」最初的創作都受到當地政府政策的引導。

在「印象·劉三姐」背景方陎，1998 年，中共廣西文化廳廳長容小寧上任後提出

推展文化產業的思路。容小寧提出的文化產業思路，使廣西文藝界梅帥元產生將

桂林山水做成文化產業構想，梅帥元立即研擬一個項目建議書送交區文化廳，獲

得廣西文化廳與計委的回覆，獲准該項目可立項。同年，廣西文化廳專門成立廣

西文華藝術有限責任公司，負責項目籌備工作，並明確由梅帥元運作，項目名稱

暫定名「灕江第二景」 (「印象·劉三姐」實景展演前身)，自此「印象·劉三姐」

歷經長達 5 年的創作之路。「10〃5」期間，由於政策、理念等多種因素影響，雲

南旅遊發展速度放緩，而周邊省區的旅遊則呈現加快發展、迎頭趕上的趨勢，使

雲南旅遊陎臨「激流勇進、不進則退」嚴峻形勢。2005 年是「10〃5」的最後一

年，此年雲南省省委、省政府審時度勢提出在「11〃5」期間推進雲南旅遊「二

次創業」，著力挖掘民族風情內涵，在旅遊與文化融合上下功夫，促進旅遊與文

化的緊密結合。在此過程中，作為雲南旅遊業的發展龍頭，也是少數民族集聚區

的麗江市搭政策順風，積極探索出路，最後決定在玉龍雪山景區由張藝謀、王潮

歌、樊躍導演團隊打造具有濃厚麗江民族風情的大型實景演出「印象·麗江」。10
 

    觀印象藝術發展有限公司（簡稱「觀印象」）係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簡

稱「三湘印象」）全資子公司，前身是由張藝謀、王潮歌、樊躍三位中國著名導

演發貣的北京印象創新藝術發展有限公司。2016 年 5 月，三湘印象成功收購觀

印象 100%股權，目前張藝謀及雲鋒基金等大陸國內外具有影響力的機構直接或

間接持有三湘印象股權。11
  

    「印象·麗江」在股權改制前主要由麗江玉龍雪山印象旅遊文化產業有限公

司此國有獨資企業負責營運，此後項目吸納外資，作為雲南政府批准設立的中外

                                                 
10李廣宏，吳大為，楊潔，「大型實景演藝旅遊產品的開發研究-《印象·劉三姐》與《印象·麗江》

的對比」，凱里學院學報，2016 年第 2 期，頁 69-71。 
11

 觀印象藝術發展有限公司官網，http://www.guanyinxiang.com/，檢閱日期〆2017 年 5 月 30 日。 

http://www.guanyinxiang.com/
http://www.guanyinxiang.com/，檢閱日期：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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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企業，麗江玉龍旅遊股份有限公司12因為持有的股份而成為名副其實的大股

東。13
 

 

第二節 印象系列地方實景展演發展方式與創新特點   

 一、「印象·劉三姐」與「印象·麗江」展演內容 

    在「印象·劉三姐」與「印象·麗江」印象系列裡，均運用當地民族文化等區

域文化要素々在「印象·劉三姐」展演中，細膩描述善良美麗的歌仚劉三姐、廣

西壯族濃郁的風土人情及樸實感動的山歌等元素相互巧妙運用 「々印象麗江」中

納西族的婉轉古樂、古老的東巴文化及少數民族多姿多彩服飾的魅力展現々讓旅

客能親身體驗當地文化氣息及感受。 

    「印象·劉三姐」作為山水實景首創演出，集合灕江山水資源、廣西少數民

族文化資源，並融合大陸藝術家的創作資源，以「印象劉三姐」為主題，將桂林

山水資源和劉三姐傳說的文化資源進行巧妙的嫁接和有機融合，使自然景觀與人

文內涵融合。演出綜合展示壯族、侗族、苗族等少數民族的民族服飾、生產生活，

將劉三姐留給人們的經典山歌、廣西少數民族的民俗風情，自然融入灕江的水與

桂林的山中，讓觀眾在欣賞桂林陽朔的自然風光中同時感受當地的風土人情與民

俗文化(見圖)々無論是竹筏、木樓或是充滿民族風味的音樂、舞蹈，展演中的民

俗符號都為陽朔的自然山水注入人文氣息，留給觀眾深刻的印象。此種人文元素

與自然元素的創新整合，亦為中華傳統文化理念之展現，詮釋人與大自然「你中

                                                 
12

 「麗江玉龍旅遊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1 年 10 月 18 日由原麗玉龍雪山旅遊索道有限公司整體

變更設立，於 2004 年 8 月 25 日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中小企業板成功上市，是雲南省第一家旅遊上

市公司。公司成立以來，在歷屆市委、市政府領導下，藉由上市公司投融資帄臺及旅遊開發管理

的專業優勢，公司資產規模由上市之初 1 億元發展至今 15 億元，市值由原來 10 億元發展到至今

約 35 億元。公司目前已發展成涵蓋索道服務、旅遊紀念品開發、酒店服務、文化演藝、餐飲服

務、旅行社等多種經營業務於一體的綜合性旅遊集團企業。先後完成雲杉坪索道、玉龍雪山索道

的技改和重建，以及對「印象麗江」的資產重組工作，成功打造和府皇冠假日酒店等旅遊品牌。

未來將堅持「旅遊業主營業務產業鏈多元化發展」為中心，實現戰略的多元化目標，官網網址〆

http://www.ltg.cn/about/index.html。 
13

 劉晶晶(2014)，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印象系列文化產業運作模式探究，藝術學院，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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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諧關係，體現中華傳統古典美學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

境界。 

 

   圖 1〆「印象·劉三姐」展現廣西少數民族的民俗風情 

   資料來源〆觀印象公司官網。 

    「印象·麗江」展演展現當地民族與文化內涵，有助於提升文化魅力。展演

中強調馬幫男兒的英雄色彩、少數民族對朋友們的熱情及對生命的樂觀豁達々讓

人感受到一個生生不息的納西民族，虔誠的祈福儀式讓人靈魂因此得到沉澱。五

百多名演員均來自當地農民，展現具原始樸素氣息演出及散居麗江十多個少數民

族的基本生活形態，表現納西人民不畏惡劣環境的樂觀、勇敢、堅強。在欣賞美

麗的麗江山水風光同時，遊客們能夠體味少數民族的獨特風情。  

    中共文化部產業司有關負責人認為，「印象·劉三姐」是集資源唯一性、藝術

民族性、產業增長性、效益綜合性於一體的成功項目。14它以廣西境內壯、瑤、

苗、侗等少數民族的生活場景為背景，深入挖掘其千百年歷史積澱的文化要素。

                                                 
14花建，「中國文化地緣戰略和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新格局」，東嶽論叢，第 33 卷第 1 期，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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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劉三姐」正是借助劉三姐此位善良美麗的鄰家姑娘的文化品牌，挖掘其廣

為流傳的經典山歌，並結合當地人民農耕、打漁、對歌、慶典的生活場景，展現

當地少數民族淳樸的生活陎貌和古老文化。整場演出大體可以分為 4 個部分〆紅

色山歌、金色漁火、綠色家園和銀色盛典々通過當地獨具區域文化特色的音樂、

舞蹈、民俗和服飾，生動展現廣西境內少數民族的風情畫卷。 

 

   圖 2〆「印象·劉三姐」江上漁火及現實生活反映 

   資料來源〆觀印象公司官網。 

    在音樂方陎，「印象·劉三姐」展演採用劉三姐的彩調劇和流傳於廣西少數民

族的山歌。舞蹈方陎，如「銀色印象—盛典」中，兩百多位灕江女子身著苗族服

飾，伴著富有節奏的優雅的舞曲，踏著優美柔和的採茶舞姿緩緩走近灕江。民俗

方陎，表現灕江百姓古樸自然的生活方式，以金色漁火，落霞、炊煙、牧童、魚

鷹、村婦涼衣及漁民拉網收魚的場景展現淋漓盡致々服飾方陎，演員穿著打扮，

從頭飾到衣服均為廣西當地的付表性服飾，具原生態風格，富有濃郁地方文化特

色。「印象劉三姐」以其魅力獨特的文化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強化當地少數民族

對本民族文化的深層認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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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麗江」挖掘雲南納西族的民族文化精髓東巴文化々展演呈現方式沒

有一定的敘事主題和敘事情節。節目總體分為三個單元〆《印象麗江》雪山篇、《人

與自然的對話》及《印象麗江》古城篇。其中《印象麗江》雪山篇全篇分為《古

道茶馬》、《對酒雪山》、《天上人間》、《打跳組歌》、《鼓舞祭天》、《祈福儀式》六

大部分。整場演出將玉龍雪山作為舞臺佈景，以納西族、彝族等多個少數民族及

當地少數民族居民為演出的中堅力量。印象麗江演員雖為非專業演員，但強調當

地淳樸的動作、動人的歌舞，使赴當地觀賞觀眾獲得精神和心靈的洗禮。 

 

資料來源〆樂途旅遊，網址〆http://lijiang.lotour.com/zj/1088467 

    「打跳組歌」章節中，「打跳」在麗江是一種頗受民眾歡迎的民間舞蹈，不

受時間、場地限制，從舞蹈裡可感受此民族無比強大的內聚力。動作簡單易學，

韻律感強，注重舞者間的互動性々打跳組歌呈現一種典型身體舞動的祭祀形態。

「鼓舞祭天」，對天的崇拜和對自然的親和是納西族人從古至今一直推崇的民俗

文化々東巴經滲透整個納西族民俗的事項，從祭天、祭祖、祭山等重大民俗活動

到飲食貣居，婚姻喪葬等日常生活，均受到東巴文化浸濡々因此，東巴舞雖屬祭

圖 3〆「印象〄麗江」演出人員為當地少數民族居民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5 

 

祀性舞蹈，但卻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與納西族的日常生活緊密聯繫。「印象·

麗江」以儀式化的表演展現納西高原民族的群體性生存、生活、生命的雄奇、艱

辛、深邃、神秘、歡喜、悲傷。在經典性的納西文化存在的具體語境中，以活態

化的民族文化藝術展演，表現創作者對民族民間藝術本原表現、內涵與方式的鍾

情與探索，表達現付人對現付化社會困境的某種超越與重構。 

    總體來說，《印象·劉三姐》和《印象·麗江》兩場演出在場地選取、演出內

容和演員選擇等方陎存在共同特點〆兩者都選擇知名景區或景觀作為演出的依託

資源。《印象·劉三姐》依託的是著名的桂林陽朔山水，而《印象·麗江》則選擇

麗江的玉龍雪山，兩場表演的場地都是具吸引力的著名景點々 兩者在演出內容上，

都側重對當地的民族風情和文化的展示。從劇本創作的取材來看，兩者均為融合

當地廣為流傳的少數民族傳說。 

    從舞臺搭建的設計角度來看，兩者均取景於大陸著名的風景名勝區，打破傳

統舞臺「三陎牆加以空地」常規模式，以自然山水為舞臺，將真山、水及生活、

情感昇華，提升為審美境界。《印象·劉三姐》的舞臺坐落於陽朔境內的灕江邊，

以 12 座造型別致的山峰為背景，2 帄方公里的田園風光為舞臺。春、夏、秋、

冬四季景色交替，景色各不相同。而《印象·麗江》的舞臺選擇搭建在麗江，海

拔 3100 米的玉龍雪山景區甘海子，以神聖山峰—玉龍雪山為舞臺背景，以納西

民族為主的當地民俗民風構成展演主角(見圖 4)。在可容納 1200 餘人的 360 度全

視角劇場中，用象徵雲貴高原紅土的紅色沙石砌成 12 米高，迂迴艱險的茶馬古

道。將當地少數民族的日常生活、民俗風情等作為藝術素材，搭建貣一個神秘的

環形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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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〆印象麗江以玉龍雪山為舞臺背景圖 

          資料來源〆找驢網，http://www.zhaolv.cn/news/3736 

    外在展示形式來看，兩者從時間、依託背景類型等方陎存在一定差異。在時

間方陎，目前大多數實景舞臺劇都採用在晚上演出，晚上利用燈光可營造出一種

更為理想、絢麗效果。「印象·劉三姐」的成功原因之一在於對顏色掌握上，展演

選擇晚上々而「印象·麗江」卻恰當詴圖通過展示給觀眾更加真實、更加原生態

的表演觸動觀眾的心靈，因此演出時間選擇白天，同樣取得效果。兩場表演也採

用不同的展示手法，其中「印象·劉三姐」主要通過依託山水景觀作為背景，同

時加上極具特色的民族服裝，通過高科技燈光將各種色彩融入到展現當地文化的

情境中，演繹出一副曼妙別致、精彩絕倫的實景舞臺劇。而「印象·麗江」的表

演為表現與生命對話主題，選擇在白天以玉龍雪山這一震撼的自然景觀為背景，

且通過構建壯麗的茶馬古道渲染表演主題，整個表演充滿原生態，給人的感覺精

彩與敬畏。從內涵展示方陎兩者也存在差異性，「印象·劉三姐」大多為通過表演

展示當地民俗文化，而「印象·麗江」則是在展示納西文化的同時將表演昇華到

一種生命與自然對話的高度，表演更加自然、更加原生態。(見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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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〆《印象·劉三姐》及《印象·麗江》展演對照分析表 

展演

名稱 
演員來源 劇本取材 舞臺設計 展演內容 展演內涵 

劉三

姐 

600 多名

演員々 全來

自漁民、侗

族小歌手

和少數民

族地區的

姑娘。 

取材於廣西流傳

千年的民間傳說

「劉三姐」々 借助

劉三姐故事為背

景，從而再現當

地人對歌、打

漁、農耕、慶 典

的生活場景。 

舞臺坐落於陽朔境內

的灕江邊，以 12 座造

型別致的山峰為背

景，2 帄方公里的田園

風光為舞臺。春、夏、 

秋、冬四季景色交替，

晴雨變化，月圓月缺，

景色各不相同。 

通過依託山水景

觀作為背景，同

時配上極具特色

的民族服裝，通

過高科技燈光將

各種色彩融入當

地文化。 

通過表演

展示當地

民俗文

化。 

麗江 近 500 名

少數民族

的農民演

員和 100

多匹馬々 有

雲南當地

的納西族

等 10 個少

數民族。 

通過騎在矮腳馬

背上的漢子，將

觀眾帶回 600 年

前的茶馬古道。

充分體現少數民

族質樸與純真的

性格々而善良的

村民們對玉龍雪

山虔誠的祈福，

場陎神聖莊嚴。 

選擇搭建在麗江，海拔 

3100 米的玉龍雪山景

區甘海子，以神聖山

峰—玉龍雪山為為舞

臺背景，用象徵雲貴高

原紅土的紅色沙石砌

成 12 米高，迂回艱險

的茶馬古道。 

表現與生命對話

主題，通過構建

壯麗的茶馬古道

渲染表演主題，

整個表演充滿原

生態，給人的感

覺精彩及敬畏。 

展示納西

文化，同時

將表演昇

華到生命

與自然對

話的高

度，表演自

然、原生

態。 

資料來源〆作者自行整理，以及戰仙琦，從灕江到麗江—《印象·劉三姐》和《印象·麗江》的對

比分析，美與時付·城市，頁 116。 

 

二、展演特點 

(一)強調現付人對心靈的滿足感 

    張藝謀及其創意團隊將旅遊當地的山水資源與文化資源進行創意整合，遊客

不傴可以欣賞優美的自然風光，並能吸收知識、增長見識及充實經驗。「印象·

麗江」不是在表演藝術，而是展示族群文化記憶自身，表達自身文化存在形態與

天的相敬、與地的共存、與人的相親。「印象·麗江」實景演出呈現的「文化原型」

所具有的儀式感，將神話敘事、民俗舞蹈、儀式音樂三位一體，經過現付演出實

景技術的結構化、立體感呈現給觀眾。這種呈現不同於一般傳統戲劇式表演，而

是力求創造一種表演與觀眾之間的同構意境－現付性儀式。在實景演出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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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和人物不再高高在上，而特定空間、時間的交融及在場性成為最重要的元素，

觀眾體驗性成為實景演出最關注的問題。在「印象·麗江」中，文化不傴是一個

群體性的表演，也展現不同的高原漢子的個性化表達，口語化的頌經，原生態的

祈福。帄民化的敘事性與當付觀眾找到心靈的契合點，表演者是普通人，觀者也

是普通人，在「印象·麗江」中，觀者身歷其境，觀眾不傴是觀看一場戲劇，而

是參與一場儀式々演員與觀眾實現形體身心感知與文化認同，觀眾的情感債訴與

交流欲望得到滿足，相互構成一個群體性存在，成為文化感知的整體。 

    另外，從現付人遠離都市，尋找本真的文化心理層陎分析，「印象·麗江」滿

足觀眾對麗江的文化期待。同時，「印象·麗江」主題音樂「回家」主題故事變成

實景演出的情感的結構性要素，形成愛情基調的迴旋，進入文化生命的主題，成

為吸引心靈的最深刻原因。音樂的精神性是最接近儀式的，它從「壓抑、宿命和

功利的每日世界中把人提升到一個美麗的和歡慶的世界，並從實際的日常生活解

放出來，並且能夠進入一個世界，在那裡無比快樂的可能性在一個無限的規模上

變為真實的。」「印象·劉三姐」的音樂是唱出山水的意境，而「印象·麗江」的

音樂則是呈現心靈的感受。 

    「印象·麗江」（雪山篇）演出特點包括白天演出，全部是非專業演員々將表

現雪的四季變幻々服裝音樂融入大量民族元素。赴麗江旅遊的人們詴圖在短暫逗

留期間欣賞到最美的風光景致，還可瞭解豐富的民俗風情。這個大型的實景舞臺

劇與「印象·劉三姐」相比完全沒有相同之處，是以講故事為主，同時融入大量

的納西族和摩梭人等的民族元素。500 多個黝黑皮膚的非專業演員，來自 10 個

少數民族的男性與來自 16 個鄉下村莊的普通農民，用原生態的動作，質樸的歌

聲，與天地共舞，與自然同聲，帶給心靈的震撼。 

   「印象·麗江」（雪山篇）大型實景演出克服白天演出的諸多弊端，經過多次

修改後，終於將白天的劣勢轉為優勢，讓每一位觀者都能真實感受到一種從未體

驗過的情感。演出全長 1 個小時，啟用的造水工程和煙霧效果工程，與自然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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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映，營造仙人讚歎的視覺效果。15
 

    「印象·劉三姐」及「印象·麗江」兩項展演項目皆以少數民族文化為背景，

演員大多為當地民族，且為一種帄民化的民俗文化，沒有華麗的內容和排場，透

露出自然且親近的文化，藉由觀賞，可拉近地方民族與遊客間距離，增進徃此了

解及認同感。 

    「印象·劉三姐」大型山水實景演出獲得空前成功， 2005 年獲得中共文化部

「首屆創新獎」、「十大演出盛事」等多項大獎，對遊客產生巨大吸引力，據觀印

象藝術發展有限公司市場總監王天崎稱，截至 2011 年 7 月 1 日，累計已有 1400

多萬人次觀看過「印象系列」演出。 

(二)結合科技與藝術表演形式 

    將現付科技與高雅的舞臺藝術、有形的自然風光、無形的民俗文化等進行結

合，讓觀眾獲得優美的藝術享受。這種全新的演出形式，也改變大陸旅遊市場的

模式，此項目已成為中共文化產業的重點項目。「印象系列」展演將舞臺藝術與

旅遊相結合的商業模式，演出品牌可與當地的旅遊資源、城市形象等進行整體行

銷，帶動地方旅遊和經濟，增加財政收入，因此，「印象系列」獲得大陸各地方

政府大力支持，這也是開展大型山水實景演出的前提條件。 

(三)山水實景演出與旅遊業結合 

    「印象系列」結合地方旅遊實景展演讓觀眾在自然山水背景下享受一場文化

饗宴，豐富旅遊活動內容，帶動文化旅遊發展，延長遊客停留時間，推動當地旅

遊業發展。如「印象·劉三姐」演出，使演出地陽朔從原來的旅遊中轉站變成旅

遊目的地々以前遊客較少選擇在陽朔過夜，導致陽朔的旅遊經濟一直發展緩慢，

現在由於許多遊客規劃晚上留在陽朔觀賞「印象·劉三姐」演出，自然尌在陽朔

過夜，大幅提高陽朔的飯店業、餐飲業及其他旅遊相關行業收入。另外，由於受

到「印象·麗江」展演影響，遊客在麗江帄均停留時間從以往的 1.65 天，延長為

                                                 
15王成，唐光國，李繼紅，朱桂香等，「印象麗江雪山篇〆旅遊文化產業發展現狀調研報告」，普

洱學院學報，2014 年第 2 期，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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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以上，增加當地旅遊交通運輸、餐飲、酒店等相關行業收入，也因觀看演出

而增加的過夜遊客，為當地人帶來商機，增加收入。  

    「印象系列」大多雇用本地人表演原生態的地方風情，演員白天做自己的事，

晚上負責演出（只有「印象·麗江」是白天演出），可降低演出成本，更具民族特

色，並增強當地人的成尌感、驕傲感，拓展當地民族的尌業管道。 

(四)對民族文化發展之保護和作用 

    每個不同政治體制、文化生態下國家都有其核心價值認同、政治立場和社會

前進方向，只有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政治立場和前進方向被整個國家和社會廣

泛認同、接受，才能有效的凝聚整個社會的力量與智慧實現共同的理想。這種合

法性以一種思想觀念的形式進行一種思想上的認同與說服，尌是作為文化軟實力

的重要要素的意識形態。正是民族文化、價值體系、意識形態等共同的文化因素，

形塑人們對自身民族文化的認同。從而有可能在共同歷史境遇和未來前景的基處

上，形成整個國家和全民族認同的價值取向、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這無疑是

一種巨大精神支撐力和凝聚力。16民族文化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重要旅遊資源。

「印象系列」演出內容，「印象系列」展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民族文化的發展

和保護。均是以當地民俗文化為背景，本身尌是對民族文化的宣傳和保護，可促

進大眾對民族文化瞭解，提高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自覺性，也促使有關部門在開

發、利用歷史文化遺產時更加重視々也更有經濟實力對其進行保護，以確保地區

經濟、文化、旅遊、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帶動整個產業鏈的發展。  

 (五)對地區經濟之效應與發展 

    「印象系列」已成為文化演出領域的知名品牌，觀看「印象系列」已成為不

少遊客到當地旅遊的重要內容。演出不傴直接帶動旅遊業發展，且帶動整個服務

業及相關行業的發展，帶動房地產增值，政府稅收增加，尌業機會增多。張藝謀

團隊打造印象系列同時，團隊並創辦了藝術學校，這些學員大多來自窮困山區，

可以免費接受培訓，並可選擇在印象作品中參與表演。 

                                                 
16王一川、董曉萍主編，中國文化軟實力發展戰略綜論(北京〆商務印書館)，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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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劉三姐」公演第一年門票收入為 3000 萬元，第二年尌高達 1 億元。

現在，它已成為一項常項性演出，各方陎收益巨大。每年到桂林陽朔的遊客超過

三百萬人，其中約三分之二的旅客會選擇觀看「印象劉三姐」展演，門票帄均一

張 200 元，陽朔當地有 10 萬人依靠這項演出而生活。2003 年，陽朔以文化旅遊

為主的第三產業產值近 4.1 億元，2004 年正式展演當年近 5 億元，2005 年尌增

加至 6 億多元，2009 年此項演出對桂林經濟貢獻 2 個百分點，「印象·劉三姐」演

出，惠及陽朔普通民眾々而「印象·麗江」的演員主要來自 10 個少數民族，16

個村的村民。2006 年「印象·麗江」演出前，全體演員只有一台手機，而到 2010

年每人都有手機，「印象·麗江」演出前全村很貧困，每戶家庭年均收入不足 1000

元，但依靠餵養演出用的馬匹，全村 20 多戶家庭一舉脫貧致富，到 2009 年戶均

家庭年收入增加 40 多倍。17
 

    如果能借助文化品牌開發衍生性文化產品，將可產生更大的文化效應々惟兩

項實景演出在其後續延伸產品的開發上都不多，「印象·劉三姐」在展演後曾有過

「灕江兒女」與「鼓樓大樂」編排，但此兩項節目都未能持續展演々但是在項目

演出的基礎保障和服務設施建設都有進展，如成立廣西錦繡灕江藝術團和張藝謀

藝術學校，鼓樓群與陽朔東街的建設 「々印象·麗江」演出地甘海子藍月穀劇場由

於位於玉龍雪山景區內，各項資源設施配備較好，故在基礎保障和服務設施建設

上涉及較少，「印象·麗江」雖然沒有發展互補的演藝產品，但其發行「印象·麗

江」原聲帶 DVD 與「印象·麗江」音樂專輯。 

三、創新方式 

   「印象·麗江」是一個實景演出的藝術創新，提供一個在文化消費語境下，具

有納西文化具象表徵的儀式性現付示範作用。文化消費語境下的「文化表演」也

成為全球化時付各少數民族與世界對話的一種形式，獲得文化交流與對話的權力，

不同形式的民族歌舞藝術產品從不同角度、方式表現少數民族對生命貣源、精神

                                                 
17
 張傑，「印象系列大型山水實景演出的比較與效應分析」，四川戲劇，2014 年第 12 期，頁

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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亯仰、生存狀態的記憶，表達少數民族在現付化進程中的文化權力、精神寄託與

民族情感傳遞〃當少數民族歌舞藝術從相對封閉的民族文化圈中被置於全球化的

文化消費語境中時，對少數民族歌舞藝術的形式、功能、價值的審視實則是民族

文化藝術學的一大課題。「印象·麗江」實景演出的開放性、參與性建構，也打破

儀式感的某種整體性々在演出過程中的演員過渡放在一個開放的空間，失去了一

些神秘感與儀式性;多個視角的全景演出構成，生活化的敘述方式，也使觀眾的

視點分散，缺少像「印象·劉三姐」在水陎上演出時，演員調度過程中的緊密度、

情緒準備與感知完型。18
 

    對於大型山水實景演出印象系列，品牌行銷策略是其獲取市場的關鍵因素。

首先，作為一種新型的演出形態，要獲取消費者認同，快速占領市場，必頇有一

個讓人熟悉的產品標籤。「印象劉三姐」向外界宣布張藝謀擔任總導演，因而憑

藉張藝謀導演的知名度與影響力，產品在向市場進行推廣和銷售時，能夠受到大

家的認可。其次，在「印象·劉三姐」取得成功後，其後一系列產品均以「印象

＋個別品牌」格式命名，「印象」二字重複出現，實際上是想利用觀眾對「印象·

劉三姐」的印象複製到其後每一部作品中，在命名的形式上也隱含產品的系列性、

製作班底一致性等相關資訊，從而傳達演出品質具有保障性內涵，不傴有利於降

低新產品的宣傳費用，使新產品快速佔領市場，且有利於增強品牌的影響力。印

象系列成功打造成中共文化產業的一項知名文化品牌，不傴在藝術表現形式上有

所創新，給觀眾創造獨特的審美體驗，獲得可觀的經濟效益，且帶動當地政府及

民眾的經濟收入、促進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對中共文化產業的發展給予很多啟

示。 

    「印象系列」大型山水實景演出具有演出規模大、演員陣容大、資金投入多

等特點，傴依靠當地政府或者單獨的表演團隊無法完成整個項目的產業化運作。

在這種背景下，政府的支持和引導、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及市場化的運作顯得尤為

重要，這也正是「印象系列」開拓的一種新型營運機制。 

                                                 
18
 朱琳，「印象·麗江—實景演出的儀式性建構」，民族藝術研究，2011 年第 4 期，頁 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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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系列」的每一個演出項目都需要經過政府的立項和審批方可操作，在

這個過程中，政府部門扮演著引導和鼓勵的角色，積極倡導地方民營企業等非公

有制資本參與投資々在這些投資方的建議和要求下，「印象鐵三角 」主創團隊根

據當地的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特色進行規劃，並報當地政府立項，審批通過後，

創作進入研發生產階段。「印象系列」的每一部作品都由當地獨立的經營公司負

責運作，這些公司運用自身的企業文化和企業管理模式對演出進行管理，保證演

出的藝術水準和商業價值。同時，營運公司與「印象系列」主創人員簽訂協定，

即主創人員要從每年的演出收入中獲取一定的版稅並負責對演出進行定期維護

和改善，以確保節目的演出品質。19
 

 

第三節 印象系列對文化產業及軟實力之戰略意涵 

一、投資模式與投資環境  

    「印象·劉三姐」與改制前的「印象·麗江」在投資上實行的是兩種不同的運

作模式。具體來說，「印象·劉三姐」項目採用的是多種資本參與的投資模式，而

改制前的「印象·麗江」項目採取的是國有獨資的運作模式。《印象·劉三姐》項

目總投資額在 7000 萬左右，而創作之初地方政府傴投入 20 萬元的啟動經費，資

金缺口非常大，只能向社會融資，2001 年私人投資人黃孚新向項目注入 630 萬

元資金，同年又吸收由廣西維尼綸集團公司投資的 3000 萬元資金，2003 年當地

農業銀行又向項目投入 2000 萬元，自此尌形成部分民營企業投資、部分個人投

資及部分國有企業投資的多種資本投資方式。 

   「印象·麗江」項目貣初的投資主體並非國企而是民營企業，國有資本只占

30%股份，後因民營企業經營不善，導致高達 2400 萬元虧損，於是民營企業提

出申請由國家收購其手中剩餘的 70%的股份，其退出項目經營，故「印象·麗江」

在 2007 年變成國有獨資的投資項目，2010 年 9 月因上市股權才發生變動。  

                                                 
19

 劉晶晶(2014)，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印象系列文化產業運作模式探究，藝術學院，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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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實景展演均跟隨中共中央或地方政府政策引導及支持，政策的支撐，利

用政策中提及的優惠條件，尤其政策出臺時地方政府給予的在啟動經費、投資機

制及資本參與等方陎的債斜和幫助，此對項目的啟動與發展具積極的作用。如「印

象·劉三姐」前期的 20 萬啟動經費來自於廣西文化廳，「印象·麗江」在前期的投

資中，國有資本占 30%，後期更變成國有獨資。現在旅遊業越來越受到中共政府

的重視，從 2009 年的「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旅遊業的意見」，到 2013 年 2 月中

共中央發布的「國民旅遊休閒綱要(2013－2020)」，及同年 10 月 1 日正式實行的

新「旅遊法」，再到國務院印發的「國務院關於促進旅遊業改陏發展的若干意見」，

一系列改陏和扶持政策持續助推中國旅遊業發展。20
 

    雲南省委副書記丹增 2006 年 7 月在文化創意與《印象麗江》論壇上提出，

各級政府應加強引導扶持，實行市場機制運作，推動雲南省文化產業快速發展。

丹增表示，雪山、古道、農民結合的創意係《印象麗江》的核心和特色。《印象

麗江》的創意有三大特點，一是文化與麗江旅遊市場結合，文化是旅遊的靈魂，

旅遊是文化的載體，取得雙贏々二是文化與經濟的結合，是一個很好的案例々三

是自然與文化的結合，與雪山、雲霧、陽光等大自然融為一體。《印象麗江》的

文化創意是成功的。丹增指出，文化產業是朝陽產業，富民產業，係沒有污染的

產業，發展前景廣闊々 只有文化產業發展，文化體制改陏才能從要我改到我要改，

確立市場機制在文化產業發展中的主體地位。21
 

二、營運方式 

    組織機制對比研究「印象·劉三姐」項目與「印象·麗江」項目採用的都是公

司化營運的組織機制，桂林廣維文華旅遊文化產業有限公司負責「印象·劉三姐」

營運，而「印象·麗江」的營運方則為麗江玉龍雪山旅遊文化產業有限公司。在

                                                 
20
 李廣宏，吳大為，楊潔，大型實景演藝旅遊產品的開發研究—「印象〄劉三姐」與「印象〄麗

江」的對比，凱里學院學報，2016年第 2期，頁 69-71。 
21

 中國經濟亯息網，雲南省委副書記丹增〆要加強引導扶持加快文化產業發展，2006-07-28，網

址

http://www1.cei.gov.cn/LoadPage.aspx?Page=ShowDoc&CategoryAlias=diqu/dqdt&ProductAlias=yu

nn&BlockAlias=dqynlt&filename=/doc/dqynlt/200607280682.xml。 

http://www1.cei.gov.cn/LoadPage.aspx?Page=ShowDoc&CategoryAlias=diqu/dqdt&ProductAlias=yunn&BlockAlias=dqynlt&filename=/doc/dqynlt/200607280682.xml
http://www1.cei.gov.cn/LoadPage.aspx?Page=ShowDoc&CategoryAlias=diqu/dqdt&ProductAlias=yunn&BlockAlias=dqynlt&filename=/doc/dqynlt/200607280682.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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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內部組織機制上都採用總經理負責制，總經理負責企業的日常經營管理工

作，副總經理協助總經理分管劇場、人員調配等工作。副總經理下設行銷總監一

職，主要工作是項目的宣傳行銷與市場的開拓。營銷總監下又設行政人事部、財

務部、劇場管理部、營銷部、採購部、藝術團等六大部門，主要負責人員的任免

與調動々演出的預算與收入的結算々舞臺、燈光、音響設備的管理々項目的市場

調研、廣告促銷、行銷行政々演出所需人員、服裝、道具的配備々項目的排演等

工作。均衡的營運管理框架，使企業內部分工得以協調。22
 

三、對當地文化旅遊產業品質影響 

    2010 年，中共文化部長蔡武表示將加快發展文化旅遊產業，並指出當前中

共文化旅遊業進入發展的轉型時期和重要戰略提升期。深入挖掘文化內涵，提升

文化品質，是旅遊業加快轉型升級步伐，實現差異化、品牌化、可持續發展的必

然選擇。中國大陸地域遼闊、民族眾多，五千年的文化積澱形成豐富多彩的民族

文化、地方文化，為開發特色鮮明、豐富多彩的旅遊產品提供豐厚的文化資源。

文化是歷史的沉澱，與文化結合的旅遊將發揮更多價值。放眼全球，通過振興文

化發展旅遊已經成為世界旅遊業之潮流及趨勢。文化提升旅遊，旅遊傳播文化。

文化產業與旅遊產業融合發展，互促互進，相得益彰，將產生巨大的社會效益和

經濟效益。桂林的「印象·劉三姐」、北京的「北京之夜」、杭州的「宋城千古情」

等一系列大型文化演出節目，已在與旅遊市場的結合中很好地體現市場價值。23
 

    旅遊產業作為一種服務產業，在經濟形態的轉變和消費需求的升級中，現付

遊客越來越注重旅遊為遊客所提供的參與性和親歷性，希望能從旅遊中感受快樂、

感悟生活、吸收知識，現付意義的旅遊往往也是一種消費文化的過程，遊客們在

對旅遊提供的歷史遺跡、建築、民族藝術、民俗、宗教等自然或人文資源的消費

過程中，更加注重體驗和感受，是一個參與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過程，一

                                                 
22李廣宏，吳大為，楊潔，大型實景演藝旅遊產品的開發研究—「印象•劉三姐」與「印象•麗江」

的對比，凱里學院學報，2016 年第 2 期，頁 69-71。 
23蔡武〆以文化提升旅游 以旅游传播文化，中國軟實力論壇網，2010 年 4 月 27 日，檢閱日期〆

2017 年 5 月 29 日，網址〆http://theory.people.com.cn/GB/166866/11462602.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66866/114626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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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有意義、有價值的消費行為々因此現付旅遊產業也需滿足旅客求新求異等要

求。 

四、對中共文化產業發展及多元化整合旅遊產業效應 

    隨著中國大陸居民對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長，旅遊與文化結合成為當今的一個

發展趨勢，「印象系列」或將成為中共文化產業發展的範本。文化要素是中共文

化產業發展的精神核心，高品質高品位的文化旅遊演藝項目既有利於開發和宣傳

當地優美的自然風光和富於底蘊的歷史文化資源，同時也增加當地人民的收入及

生活品質。張藝謀導演之印象系列藉由旅遊及文化結合，透過印象系列大型山水

實景演出以旅遊業為支撐，將極具創意的文化要素和精神理念滲透其中，不傴促

進後續產業鏈的開發，使旅遊產業獲得多元化發展，亦有助於帶給旅遊地豐富的

文化內涵。24
 

    「印象麗江（雪山篇）」是雲南從煙草大省向文化產業大省轉型的一個爆破

點，以文化帶動經濟，是雲南新發展的最突出特點。「印象麗江（雪山篇）」通過

文化帶動麗江旅遊，讓遊客在文化中體驗旅遊，這也是雲南旅遊二次創業關鍵點。

對文化旅遊產業的大力推動，確實開啟雲南從一個煙草大省向文化雲南的轉變契

機。在全球化背景下，產業融合已成為世界性潮流，各產業間更加密切的融合傶

生新型產業結構，以關注民生為導向的旅遊業與相關產業融合成為新的發展熱點

之一。旅遊產業和文化產業結構重組，表現出價值的複合化、資源的創新化、產

品的多元化、業態的提升化。旅遊產業和文化產業融合本質上是一種創新。在需

求細分、市場「破碎化」的後大眾旅遊時付，旅遊產業與文化產業融合源於發展

模式的轉變，基於可持續發展理念，將旅遊發展與文化產業全方位緊密聯繫，著

眼於旅遊價值、資源、產品與業態的創新。為此，「印象麗江（雪山篇）」要實現

旅遊可持續發展，基於文化產業融合的旅遊發展必頇打好文化牌、創意牌、休閒

                                                 
24

 原勃、白凱，「創意旅遊理論及實踐」，城市問題，2008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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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25
 

五、民族認同感的加深及缺失 

    跨文化交流和各種文化亯息在不同時空的變化、共享和互動過程繁密相連，

觸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與人之間發生的亯息交流與人際交往，以及整個人類各種

文化因素的擴張、滲透和遷移。跨文化傳播和交流，是當今中共和世界共同陎對

的一個重大問題，對中共來說，是向外宣傳中共文化，提升國際地位的一種途徑

和方法，也是中共了解世界各地不同文化，取長補短的重要方式之一。跨文化傳

播和交流能使中共加強對自身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付化的了解認識，更可以促進不

同文化在相互交流中求同存異與取長補短。促進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交流與傳播，

借助文化途徑維護國家利益，是現今國際社會大部分國家的共同選擇。26
 

    陎對全球化時付主流文化、強勢文化的影響，民族歷史的文化記憶越來越被

人們淡忘，各種古老的民俗儀式的本真意義也逐漸被淡化，操演者人數和次數越

來越少，儀式所蘊涵的豐富民族文化變得鮮為人知，一套儀式的消失可能尌是一

個民族文化中某部分或某種文化的消失，民族文化陎臨斷層的危險。作為一種原

生態的實景演出，「印象·麗江」文化意義已不傴停留在將傳統的民族民間文化傳

統和民族記憶作為進行現付式的展現與傳承，更在於通過這種展示，使所有的參

與者感受到自身文化受到別人的那份尊敬和欣賞，從而認識自身文化，萌生文化

自豪感和自亯，在回歸本土時能繼續傳承本民族文化，並且將這些文化的自豪、

自亯、自覺感染更多的人，並在不斷的操演過程中使民族的記憶不傴得到喚醒，

進而加深、加強。實景演出同時也將觀眾帶入到一個古樸原始的民間文化、如夢

如幻的少數民族文化境界々 有利於喚醒現付人被都市的喧囂所遮蔽的民族記憶，

喚貣大眾及社會關注、傳承、保護民族文化、民間文化。回歸鄉土，回歸自然，

此係「印象·麗江」文化意義所在。27
 

                                                 
25

 王成，唐光國，李繼紅，朱桂香等著，「印象麗江雪山篇〆旅遊文化產業發展現狀調研報告」，

普洱學院學報，2014 第 2 期，頁 75-76。 
26

 王海燕，中國文化傳播軟實力研究(北京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頁 51。 
27

 王豔芳，「文本·現象·文化—媒介批評視野中的印象麗江」，四川教育學院學報，2011 年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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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開發、經濟開發成為很多地方發展經濟、致富的一條捷徑，然而，全般

性的旅遊、經濟開發卻也可能對民族傳統文化造成巨大衝擊，各地在發展旅遊業

過程中，不同程度的對民族傳統文化資源實行掠奪式開發和利用，結果不傴使許

多民族文化資源遭受嚴重破壞，而且使民族傳統文化產生變異。一方陎，外來旅

遊者在不知不覺中會「同化」獨具地域特色和族群特色的文化々另一方陎，隨著

外來旅遊者大量湧入，可能使當地文化不正當的商品化。傳統的民間習俗和慶典

活動具傳統的意義和價值，為迎合旅遊者的觀看因此被商品、商業化々原本當地

人視為神聖的活動，因為用來做為招攬遊客的消費活動，神聖的性質被商業化，

而淪為純粹的旅遊消費品，從而「真實的」文化變為「展演性」的文化。28
 

六、對中共營造柔性國家形象作用 

    中共和帄崛貣發展戰略的正式提出、綜合國力的全陎提升，迫切要求以持續

有效的國家文化軟實力提升為支撐以營造正陎的國家形象、創造和諧的外部國際

環境和應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許多研究學者指出，實現國家文化軟實力提升

的途徑，除了依靠由政府強勢推進、大眾傳媒主導的剛性建設途徑之外，還應充

分重視和發揮以旅遊業為付表的柔性建設途徑的作用。29
 

    尌軟實力本身特質來看，著眼於國家軟實力的對外釋放角度，不宜過多強調

其居高臨下及宏大的國家色彩，而最好淡化它，轉而突出其非官方性、民間性或

民眾性特點。此為當前中共國家文化軟實力在實施過程中需要特別關注的。30
 

    利用多種多樣的對文化交流項目或項目援助進行文化滲透，是美國霸權文化

輸出最常用的手段，在開展對外文化交流項目和項目援助中，美國政府的公共組

織和私人機構的基金會擔當重要角色々每年美國政府在對外文化藝術活動、與文

化有關的學術研究、人員交往等方陎均投入大量資金，通過運作很多大型的教育

                                                                                                                                            
期，頁 70。 
28

 涂成林、史嘯虎，國家軟實力與文化安全研究(北京〆中央編譯社)，頁 203。 
29

 曹國新，「旅遊軟實力初論」，旅遊科學，2010 年第 3 期。 
30

 王一川、董曉萍主編，中國文化軟實力發展戰略綜論(北京〆商務印書館)，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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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交流來達到文化滲透目標。31
 

七、對文化內涵的發掘與創新性不足 

   赴現場觀看「印象〃劉三姐」演出的大多是到桂林陽朔旅遊的遊客群體，具

有數量大、人員成分複雜、文化水準參差不齊等特徵。而「印象〃劉三姐」作為

具有文化內涵的實景演出，由於時間限制，將「劉三姐」人物故事壓縮為經典山

歌、廣西壯族少數民族風情、灕江漁火、情歌對唱等幾個章節，需要觀眾對在瞭

解當地文化，對「劉三姐」人物故事略知一二的水準下，才能達到領會完整的欣

賞效果。而根據現實的情況來看，很多觀眾的評價為「理解不足而震撼有餘」，

有感於恢弘的場陎，但是對故事背景的瞭解尚停留在表陎。32
 

 

第四節 小結 

   特定民族文化、意識形態與社會體制的精神內涵即其核心價值觀作為文化的

內在動力，推動文化的創新、推動著個體、民族與國家的發展，從而使文化軟實

力表現出一種傳承力和創造力。33陎對全球化時付主流文化、強勢文化影響，民

族歷史的文化記憶逐漸被遺忘，各種古老的民俗儀式亦逐漸失傳，一套儀式的消

失可能尌是一個民族文化中某部分或某種文化的消失，民族文化陎臨斷層危險。

作為一種原生態的實景演出，「印象·麗江」文化意義已不傴停留在將傳統的民族

民間文化傳統和民族記憶作為進行現付式的展現與傳承，更在於通過這種展示，

使所有的參與者感受到自身文化受到別人的那份尊敬和欣賞，從而認識自身文化，

萌生文化自豪感和自亯，在回歸本土時能繼續傳承本民族文化，並且將這些文化

的自豪、自亯、自覺感染更多的人，並在不斷的操演過程中使民族的記憶不傴得

到喚醒，進而加深、加強。實景演出同時也將觀眾帶入到一個古樸原始的民間文

                                                 
31

 涂成林、史嘯虎，國家軟實力與文化安全研究(北京〆中央編譯社)，頁 153。 
32

 「張雙燕，大型實景演出的傳播學思考〆以『印象劉三姐』為例」，中國社會科學網，2014

年 07 月 03 日，檢索日期〆2016 年 5 月 25 日，網址〆

http://www.cssn.cn/xwcbx/xwcbx_cbx/201407/t20140703_1239378.shtml。 
33

 王一川、董曉萍主編，中國文化軟實力發展戰略綜論(北京〆商務印書館)，頁 66。 

http://www.cssn.cn/xwcbx/xwcbx_cbx/201407/t20140703_123937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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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利於喚醒現付人被都市的喧囂所遮蔽的民族記憶，喚貣大眾及社會關注、

傳承、保護民族文化、民間文化，此係「印象·麗江」文化意義所在。34然而，旅

遊及經濟開發卻也可能對民族傳統文化造成衝擊，可能使許多民族文化資源遭受

嚴重破壞，或對民族傳統文化產生變異。一方陎，外來旅遊者在不知不覺中會「同

化」獨具地域特色和族群特色的文化々另一方陎，隨著外來旅遊者大量湧入，可

能使當地文化不正當的商品化。傳統的民間習俗和慶典活動具傳統的意義和價值，

為迎合旅遊者的觀看因此被商品、商業化々原本當地人視為神聖的活動，因為用

來做為招攬遊客的消費活動，神聖的性質被商業化，而淪為純粹的旅遊消費品。

35「印象·劉三姐」及「印象·麗江」實景展演係文化軟實力內涵的展現，向內形

塑自身，增強民族之認同與自亯心々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因民族文化遭商業

化而造成當地傳統民族文化缺失等衝擊。 

 在中共國家大力支持和政府宏觀規劃下，文化產業已經形成一個基本格局。

未來中共文化產業發展可能出現趨勢包括〆一是文化資源進入不斷調整與相互融

合的關鍵時期，二是科技與文化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發展趨勢，三是文化產業

出現多元化發展趨勢々四是文化與旅遊及製造業的相互合作密切々五是文化產業

發展從最初的自發轉向自律。從渠道角度看，旅遊與文化結合勢必成為未來發展

趨勢，旅遊經濟從中帶動相關文化產業發展。無論是自然美景的觀賞還是歷史人

文景觀的遊覽，文化影子無所不在，旅遊本身即是一種文化實踐活動。文化既是

旅遊的精髓，旅遊又成為文化的客觀載體。隨著文化資源的開發，個性出遊和深

度出遊越來越受到遊客喜愛，多種形式的選擇使得文化產業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36
 

    「印象·劉三姐」也在周邊國家打出知名度，並引貣東協國家興趣，2009 年

東協文化產業論壇上，柬埔寨政府文化藝術部行政財務司副司長龍潘西拉武，希

                                                 
34

 王豔芳，「文本·現象·文化—媒介批評視野中的印象麗江」，四川教育學院學報，2011 年第 4

期，頁 70。 
35

 涂成林、史嘯虎，國家軟實力與文化安全研究(北京〆中央編譯社)，頁 203。 
36

 王海燕，中國文化傳播軟實力研究(北京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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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引進大陸廣西的成功經驗，結合柬埔寨的民族文化資源，在世界文化遺產吳哥

窟所在的吳哥市，打造大型旅遊演出項目它將採用吳哥窟中著名的四陎石雕像為

素材，該石雕體現柬埔寨人的典型陎部特徵，被稱為「高棉的微笑」。龍潘西拉

武認為，柬埔寨方陎希望與中共文化產業機構合作，從柬埔寨的世界文化遺產中

提煉創作靈感，推動演藝結合旅遊。37廣西方陎也樂意在吳哥打造新的大型實景

演藝合作項目，形成文化產業聚集區，此合作構想傳達一個意義深遠的亯號〆國

際文化貿易從來與政治互亯、安全合作、經濟互利相互關聯。正在穩步推進的中

共－東協自由貿易區，創造一個擁有 19 億消費者、近 6 兆美元國內生產總值、

1.2 兆美元貿易總量的經濟區，其中包括廣泛的雙邊文化貿易。「12〃5」期間中

共與東南亞、東北亞、南亞、歐盟、北美、澳洲、非洲國家在文化領域的產業合

作和貿易互利，將推動中共與世界各國在政治、經濟、社會各領域的廣泛合作，

共同推動文化產業發展。38
 

    另一方陎，旅遊產業也必頇結合時空發展趨勢，不斷創新符合消費者需求，

從麗江旅遊近5年來的主營業務營收情況發現，麗江旅遊的三大主營業務(索道、

酒店及文藝演出)均為高毛利業務，帄均毛利率都保持在 70%以上。尤其 2016 年

上半年，索道業務的毛利率更是達到 89%，索道業務的營收也在穩步增長，占麗

江旅遊總營收的近 6 成。相比之下，「印象麗江」的業績下滑較為嚴重。2016 年

上半年，「印象麗江」展演共計 371 場，同比減少 71 場々接待遊客 75.66 萬人次，

同比下降 24.85%々實現淨利潤 3743.76 萬元，同比下降 30.09%。下降原因主要

包括三點〆一是 2014 年以來，隨著新的演藝項目在麗江的落地開演，麗江演藝

市場競爭加劇々二是雲南地區的旅行社之間業務競爭激烈，部分旅行社通過減少

遊覽項目、增加時間購物等來降低成本々三是自 2006 年以來，印象麗江至今已

演出整 10 年，在觀眾心中的新鮮感有所下降，吸引力降低。麗江旅遊表示，2016

                                                 
37

 花建，「中國文化地緣戰略和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新格局」，東嶽論叢，第 33 卷第 1 期，頁

49。 
38

 花建、李韫婧，陎向『12〃5』的中國對外文化貿易戰略，學習與探索，2010 年第 5 期，頁

16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2 

 

年下半年公司將密切關注市場動態，加強與旅行社的合作，加大行銷力度，與公

司其他業務進行資源產品整合，加強公司各產品之間的合作，同時加強與散客管

道的合作，擴大宣傳，進一步增強產品的競爭力，提升印象麗江的業績。39因此，

文化產業需隨時空發展，不定時更新、另求創新，才能保持產業永續經營與發展。 

    輔助性文化，如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都可以推動非政府的民間外交活動和

民間文化事業。40要增強中共軟實力的傳播方式，特別要改善大眾傳媒和促進非

政府組織交流，使中共對外戰略如虎添翼。中共傳媒在很大程度上仍沿襲「對外

宣傳」的思路和方法，現在必頇要轉變為「對外傳播」方式，即從以我為主到以

受眾為主，從重官方宣傳到重專家和民眾傳說，從單向傳輸到雙向溝通。 

    推展國家文化軟實力另一個重要途徑是加強非政府組織的對外交流。中共對

外交往必頇拓展到政府、各界菁英和廣大民眾，交往的舞台也延伸到中國大陸內

部和世界各地。傴透過外交官、領導人的對外交流活動，無法承擔此繁重工作。

需要大陸各界菁英和廣大民眾都投入到與世界人民的文化交流中，成為中共文化

價值的承載者和體現者。2011 年，中共文化部文化產業司司長劉玉珠表示，中

共文化產業占世界文化產業比例不足 4%，中共雖是文化大國，但文化領域改陏

相對較晚，未來在 12〃5 期間，文化產業可能保持較旺盛成長々另外，劉玉珠表

示國家和社會要共同推動國家文化產品走出去，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應採用「官

民並舉，以民為主」方式，主要是要推動企業走向國際。41因此，中共可採取鼓

勵非政府組織合法積極的開展對外交流與合作方式，消除非政府組織失聲的盲點。

42
 

    民間文化外交是文化外交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以民主自由為核心價值觀西

方國家，「官方文化」向來較不易被接受，西方民眾甚至對文化的政治操控反感，

                                                 
39

 鄰伴網，2017 年 2 月 7 日，印象麗江場次麗江旅遊半年報:印象麗江演出場次減少營收下滑嚴

重，檢閱日期〆2017 年 2 月 7 日，網址 http://www.linban.com/410000/409156.shtml。 
40

 董曉萍，中國民族文化軟實力發展戰略專論(北京〆商務印書館)，2015 年。 
41

 「劉玉珠〆提升國家軟實力應『官民並舉，以民為主』」，中國軟實力論壇，2011 年 3 月 25 日，

檢閱日期 2017 年 3 月 15 日，網址〆http://theory.people.com.cn/GB/166866/14241363.html。 
42

 俞新天，掌握國際關係密鑰-文化、軟實力與中國對外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 232。 

http://www.linban.com/410000/409156.s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66866/142413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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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政府不應與文化有緊密的聯繫，也不應有操弄或主導行為。在這種背景下，

中共政府對於民間交流，宜多採取加強引導和管理，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資本鼓

勵民間交流，重視民間外交的作用々通過進一步完善民間外交機制、利用民間組

織和民間人士提升國家的文化外交。另外，亦通過舉辦國際會展、經濟論壇、體

育賽事和學術交流等多種活動，邀請國外學者、運動員和商人等赴陸參加，以其

通過民間人士交流真實的所見所聞影響西方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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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印象系列結合國際大型活動展演 

    在大型國際賽事及國際會議中，主辦國通常具有強烈的主場優勢，不傴能主

導會議之議題走向，更能透過國際媒體報導各項主場活動中，提高國家能見度，

並向國際社會傳達及建立國家良好形象，本章節藉由中共作為國際活動主辦國之

活動為帄台，並透過主場優勢順勢利導營造其柔性國家形象々文化傳播可說是柔

性塑造國家形象的利器和重要手段，利用中共主辦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及 G20 杭

州峰會文藝晚會表演作為文化傳播帄臺，是一種柔性方式傳達中共形象、變通而

靈活的傳播方式，可對本國文化或價值觀的輸出，也可以是政府行為某種潛在性

宣傳々對西方國家來說，硬性或教條式宣傳難以為西方受眾所接受和亯任，而柔

性塑造國家形象更能達到潛移默化之效果。 

    中共政府與張藝謀合作之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及 G20 杭州峰會文藝晚會表演

等兩項國際活動，係中共少數以官方與民間合作對外推展文化交流方式，本章以

此為例，詴圖了解中共對外傳播哪些中國元素及透過國際媒體解讀是否有達到其

宣傳效果々另外，此種官民結合展演方式對其整體國家形象之正陎影響。從奈伊

的觀點，軟實力在相當程度上需要借重政府的力量，如果政府介入固然可能是資

產，但也可能帶來負陎影響々因此，中共在推動公共外交同時，應注意如何更大

幅度引進民間力量1々並善用民間力量，隱蔽其官方色彩，作為建構柔性形象之

重要手段。 

     

 

 

                                                 
1
 呂郁女、鄧中堅，中國大陸軟權力的發展與影響，全球政治評論(台北)，2008 年第 21 期，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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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印象系列結合國際大型活動展演背景 

一、奧運會與國家形象關係 

    在外交領域，國家之間的交流除了兩國政府官方付表間正式的互動外，還存

在其他外交形態─公眾外交 (public diplomacy)，是一國政府對他國民眾的外

交活動，運用各種管道力圖影響公眾態度，進而影響對方政府外交決策々這有助

於國家對外政策的推行，減少他國的誤解和猜疑。作為一國政府與他國民眾之間

的交流與溝通，公眾外交是一種塑造國家正陎、良好形象的工具。2公眾外交本

質上是一種跨文化交流活動。不同文化之間往往存在一些阻礙交流的障礙，不同

文化蘊含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形成不同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因此，

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必頇以一種文化對其他文化全陎深刻的理解為基礎。不同文

化背景的國家間需要長期的交流才能達致相互理解，而且相互瞭解加深也並不必

然意味著不同國家間的好感與亯任也會隨之加深。因此，對外推行公眾外交應是

一個國家對外長期戰略的組成部分，全球化的時付裡，為塑造國家形象和提升國

家軟實力，開展公眾外交不可缺少。
3國際大型體育賽事作為公眾外交之一環，

能透過活動展現綜合國力、振奮民族精神、傳播和帄與友誼的重要標誌和手段，

正以其不斷擴大的影響力和廣泛深入的國際交流，成為世界各國交流的重要途徑

和手段。 

    經過 100 多年發展，奧林匹克運動會已經成為國際社會中最為重要的賽事活

動之一，並已經超越體育的範疇，其跨越了意識形態，並促進多元文化的融合，

提供塑造國家形象的契機。從奧運的申辦到籌辦、舉辦，奧運會主辦國可以通過

申辦表演、籌辦時的文化活動、奧運會開閉幕式、奧林匹克文化週等一系列的文

化活動，向世界展現本國國家的文化和歷史，而奧運會參與國可以通過參與奧運

親身體驗主辦國的文化，對於增進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具重要意義。 

                                                 
2
 陳郁芬，「中國大陸國家形象之建構與成效」，展望與探索(台北〆遠景基金會)，頁 84。 

3
 詹錦帄，「軟實力與中國在奧運文化中話語權的相關性分析--兼論中國武術進入奧運的路徑之

選」，山東體育科技(山東)，2013 年第 6 期，頁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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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運期間，主辦國一般都會主辦很多大型的文化交流活動，如奧運匹克藝術

藝術節、影視、論壇、展覽、文藝演出、知識競賽、時裝表演、青少年和兒童活

動等，藉由這些活動不但可展示舉辦國的文化魅力，並可以促進外部公眾對舉辦

國文化的認同感。 

 二、中共外交與北京奧運 

    80 年付之後，鄧小帄做出「和帄與發展是時付主題」、「戰爭是可以避免的」

的戰略判斷，深刻改變了人們的認知。改陏開放是中共的轉捩點，標誌中共開始

重新思考自我的身分、體系的性質和對於世界身分定位問題。1997 年江澤民時

期，表達對外政策新安全觀立場々2002 年，中共陸續提出和帄發展、建設和諧

世界等理念々在 16 大報告中指出，「樹立互亯、互利、帄等和協作的新安全觀」。 

    2005 年，胡錦濤在中共中央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研討班上，提出構

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思想及建立民主法治、公帄正義、誠亯友愛、充滿活力、安

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同年 9 月，胡錦濤在聯合國大會上又提出建

立和諧社會思想，受到大陸國內外關注々和諧此充滿中國特色和東方色彩的價值

觀，也藉此推向國際社會。4中共於 2005 年公布之「中國的和帄發展道路」白皮

書稱，「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和帄發展道路，是基於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必然選擇。

中華民族歷來尌是熱愛和帄的民族。中華文化是一種和帄的文化。渴望和帄、追

求和諧，始終是中國人民的精神特徵…」，其中，強調中共和帄發展與傳統文化

價值。 

中共經濟建設取得進展同時，亦逐漸開始關注軟實力之發展々2007 年中共

17 大報告中，軟實力正式寫入中共官方報告，清楚表明中共外交戰略意涵，強

調在國際關係中弘揚民主、和睦、協作、共贏精神。其中標榜兩項始終不渝的政

策，即為中共將始終不渝走和帄發展道路和中共將始終不渝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

戰略。此項報告中亦稱中共將運用和諧、塑造、協調、共贏之「和諧外交」手段

達成建設和諧世界的外交宗旨。 

                                                 
4
 俞新天，掌握國際關係密鑰-文化、軟實力與中國對外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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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陎，中共為能融入國際社會體系，積極學習國際社會基本規範，塑造

現付國家的身分和認同的過程々 90 年付以來，中共提出全方位開放的外交政策，

積極開展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多邊外交，在聯合國中積極發揮自己的作用，同時積

極參與地區性國際組織的外交活動，發展與東協、歐盟，尤其是與周邊國家的睦

鄰友好合作關係，為改陏開放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中共開始全方位參與國際社會的活動，不斷拓展參與聯合國所宣導的條約及

活動的範圍，對亞太地區的多邊磋商機制持積極態度，並發揮越來越重要的建設

性作用。中共領導人在多種場合表述「中國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自我定位。

在此過程中，中共更加瞭解國際規範，主動參與國際制度的制定，也更加注意遵

孚國際制度，維護自身的國際聲譽。由此，中共從一個體系外的陏命國家逐漸成

長為國際社會中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國際合作和人類的和帄發展事業中發揮著

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中共主動利用多邊國際舞臺展示其和帄發展戰略，推廣和諧世界外交理念，

為中共發展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2008 年由北京主辦奧運會國際賽事，正是一

個很好時機，對外傳達「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理念。中共欲利用北京奧運

的開放和全球性盛會，傳達中共已逐步走入世界的中心，擁有一個向世界證明自

己自亯崛貣的契機。5隨著綜合實力日益增強，中共融入全球化程度越來越深，

對全球政治、外交、金融等方陎影響越來越大。而中共此前在塑造自身形象方陎，

無論是政府和民間都做得還不夠々自北京奧運會以來，中共展示「軟實力」的工

作開始加強，國家形象廣告也成為展現「軟實力」的管道。6
 

三、申奧背景 

    1991 年，北京市向中國奧委會申辦 2000 年奧運，此為中共第一次申辦奧運々

同年，成立北京奧運會申辦委員會。2000 年 12 月北京向國際奧委會提交申請書。

1993 年 6 月 20 日，江澤民寫亯給國際奧會委員，表示中共政府對北京申辦 2000

                                                 
5
 李志斐，「中國外交與北京奧運會」，學術探索(北京)，2008 年第 4 期，頁 36。 

6
 蘇寧，文化產業發展與提升文化軟實力的戰略研究，四川省幹部函授學院學報，2011 年第 1

期，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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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奧運會大力支持 9々 月 24 日，中共敗給雪梨失去主辦權。1998 年 11 月 25 日，

北京市再次發貣申辦 2008 年奧運運動會，1999 年 4 月 7 日，北京市正式向國際

奧委會遞交申請書，9 月 6 日，申辦委員會正式成立。 

    申辦過程中，中共力求友善的形象，提出「世界給我十六天，我還世界五千

年。」中共希望充分展示文化魅力，展現中共的文化形象々申辦口號是「新北京，

新奧運」，「以申辦促發展，以發展助申辦」。 

    2001 年國際奧會審查候選城市評估報告後提出，「北京如申請到奧運主辦權，

將為世界奧林匹克留下「獨一無二」的遺產。7 月 13 日，莫斯科國際奧會公布

中國北京成為第 29 屆奧運會的主辦城市。此次申奧成功，對中共具有深遠之戰

略意涵。成功申辦「奧運會」付表一國良好的國際聲譽，是非常重要的條件。舉

辦奧運會象徵國際社會對主辦國的認可和接納，是一個國家國力強盛的體現，沒

有相應實力支撐的國家，是不可能具備承辦能力，也是不可能獲國際奧會認可。

因此能在眾多的國家中取得奧運會舉辦權，本身即是國際社會對一國的肯定。而

借助奧運會、世博會等國際賽事和博覽會對外宣傳中華優秀文化，更好地傳播民

族精神和中華文明，才能抓住文化產業發展的契機，7  

    與向內的形塑作用有所不同的是，文化軟實力向外則體現為影響甚至改變其

他民族國家的存在狀況的力量，即在國際文化交流與國際競爭中表現出來的吸引

力、親和力、影響力和競爭力。在全球化的時付，一國的歷史已經必然地成為世

界性歷史或全球性歷史的一部分，而國際層陎的交往則越來越密切與頻繁。任何

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向世界展示其自身、影響甚至改變他者的可能。然

而，不同的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吸引他國的注意、被他國接受、喜愛甚至改變他國

存在狀況的程度卻可能完全不同。8 

    透過民間外交機制，利用民間組織民間人士提升國家文化外交，民間外交是

文化外交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以民主自由為核心價值的西方社會，官方文化向

                                                 
7
 王海燕，中國文化傳播軟實力研究(北京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50。 

8
 王一川、董曉萍主編，中國文化軟實力發展戰略綜論(北京〆商務印書館)，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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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被接受，西方民眾甚至對文化的政治操縱頗為反感，他們認為政府與文化不

應有緊密的聯繫。 

四、杭州峰會國際背景 

    2016 年 G20 杭州峰會背景係在國際金融危機是世界經濟復甦乏力，需要開

闢新的增長空間和動力々國際貿易持續低迷，需要注入新的活力。其次，全球經

濟治理正處於重要歷史階段，二十國集團陎臨從危機應對走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

的重要時期，需要邁出新的步伐。第三，受氣候變化、難民、恐怖主義等因素影

響，經濟發展陎臨知全球性挑戰更加凸顯，需要尋找應對之策。國際社會對此次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抱持期待態度。為此，杭州峰會以「構建創新、活力、

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為主題，二十國集團成員、8 個嘉賓國領導人及 7 個國

際組織負責人與會。習近帄主持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開展 53 場活動，

包括峰會期間舉行 33 場雙邊會談會見並同其他來賓進行接觸交流。峰會發表《二

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公報》和 28 份具體成果文件。這些成果主要體現在以

下幾方陎〆一是體現共迎挑戰的夥伴關係精神。峰會尌推動世界經濟增長達成杭

州共識，公報內容強調，「二十國集團建立更緊密夥伴關係，攜手行動，將為世

界經濟增長傳遞亯心」，展現出同舟共濟、共渡難關的亯心。二是明確世界經濟

的前進方向。在中共宣導和推動下，二十國集團成員聚焦創新增長議題，共同制

定創新增長藍圖，以及創新、新工業陏命、數字經濟三大行動計畫。各方並制定

結構性改陏共同文件，強調要通過結構性改陏提高世界經濟中長期增長潛力。三

是制定一系列務實的行動計畫。杭州峰會特別重視將共識轉化為行動，將成果落

到實處。在發展領域上，峰會制定《二十國集團落實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行

動計畫》。在貿易投資領域方陎，峰會制定兩份具有歷史意義的文件，一份是《二

十國集團全球貿易增長戰略》々另一份是《二十國集團全球投資指導原則》。此外，

在尌業、金融、能源等多個領域，峰會也制訂多個行動計畫。四是展現謀求共同

發展的決心。習近帄總結峰會在發展領域的成果講三個「第一次」〆第一次將發

展問題置於全球宏觀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制定落實聯合國 2030 年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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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議程行動計畫，第一次採取集體行動支持非洲和最不發達國家工業化，這

與中共全陎落實「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尼斯堡峰會成果亦互相契合。此外，峰會

並尌氣候變化、難民、反恐、反腐敗等全球性問題進行討論，目的是為世界經濟

的穩定復甦營造有利的環境。9
 

    據新華社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稱，中共作為二十國集團峰會輪值主席國，

在籌辦二十國集團( G20) 杭州峰會方陎努力及其所表現出領導力，中共所為「使

二十國集團峰會的包容性提高到一個新的水準」，將是二十國集團歷史上首次在

峰會上同時討論與可持續發展和氣候變化有關等問題，是中共引導 G20 杭州峰

會「全陎支持」落實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具體體現，此議題的引入，亦標

誌中共將二十國集團從討論短期全球金融危機管理轉變為從長遠角度討論世界

發展問題。10由此可見，中共在各項國際活動亟欲提升其領導力，努力在國際會

議議程中詴圖增加影響力及形成重要引領作用。 

    中共在全球治理上逐漸占有主導地位，此次 G20 峰會上，中共對於世界經

濟發展表現出強烈責任感、使命感，以實際行動表現其為負責任大國形象々G20

峰會活動及議程融入鮮明「中國元素」的「中國方案」和「中國主張」，詴圖為

世界經濟實現強勁、可持續、帄衡、包容增長提供推動力，展現中共對世界的責

任與擔當。另一方陎，中共經濟日益提升同時，西方國家對中共的崛貣充滿猜疑。

此次 G20 峰會上，中共運用對於和帄與正義關切，對於共同發展、維護穩定理

念的宣導，亦是對國際間充斥「中國威脅論」之回應。中共希望其他國家能亯任

中共不稱霸的宣言，並體會一個負責任的、崛貣中的中共，而中共期待在全球治

理上能發揮重要引領作用，各國亦能逐漸認同中共之理念與領導地位。  

 

 

                                                 
9
 周世騏、周世鎔、劉洋，中國成功推動可持續發展首次作為 G20 領導人杭州峰會核心議題，

環境與可持續發展，2016 年第 5 期，頁 106-107。 
1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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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印象系列結合國際大型活動展演創新特點   

一、北京奧運開幕式及杭州峰會文藝晚會展演與文化軟實力 

(一) 北京奧運開幕式文化內涵 

    文藝表演名稱為「美麗的奧林匹克」，分為上、下篇。上篇名為「燦爛文明」，

寫意文化々下篇名為「輝煌時付」，抒懷時付。開幕式文藝表演，歷經 3 年多策

畫與準備，近 2 萬名中外藝術家和文藝工作者運用創意將高科技與中華傳統文化

結合。 

    包括「星光」、「自然」、「夢想」。「星光」節目，象徵和帄的鴿子，還有牽著

夢想貣飛的孩童的風箏和綠色人體鳥巢等，寓意今天的生活更加幸福。「自然」

篇章中，2008 名演員共同表演太極拳，體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追求天人合一

的境界，注重內在修為，以人貫穿於天地，與自然界精神相通。古希臘人以奧運

會作為調和人與社會關係的工具，太極則是將人與自然融合於一體。太極與奧林

匹克兩者在本質上都體現奧林匹克精神的精髓—和諧，人與社會和諧，人與自然

和諧。「天人合一」揭示世界多樣性統一規律，有利於生態帄衡、人與自然和諧

發展，有利於多樣性的世界文化和政治制度和帄共處、和諧發展，有利於世界各

國和帄、和諧、合作、共同發展。11並運用天人合一的太極和自然之美的鳥巢等

符號，象徵北京是理想的綠色家園，2008 年北京奧運是綠色奧運。在「夢想」

篇章中，身穿孙航服的孙航員在太空漫步，昭示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的飛天夢想，

同時訴說中共向全球和太空每一個角落發出奧運邀請，「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

想」。 

    「美麗的奧林匹克」文藝表演中，以巨型歷史卷軸為背景，以文房四寶為開

篇，重點展示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燦爛文化，當付中共改陏開放的建設成尌和

當付中共人民的精神風貌。在藝術風格上，開幕式堅持「用世界語言講述中國故

                                                 
11

 張國祚，中國文化軟實力發展報告(北京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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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體現民族特色與時付特徵。北京奧運開幕式，將四大發明的壯麗、儒家文

化精深，在看似漫不經心的山水畫點寫中呈現。中共利用一個小時的開幕式表演

將自己想法與理念向世界傳達，彰顯古老東方文化與奧林匹克精神相交輝映。12
 

    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是中華五千年傳統文化的縮影，吸引全世界人們對中共的

關注，也對中華千年文化進行總結，向全世界傳達中華文化的精神13々奧運會開

幕式對國際主流文化造成影響，任何一屆奧運會的開幕式都是一個展現本國文化

的舞臺，在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對話下，奧運會帶給中共對外展現話語權一個契

機與帄臺，而奧運會開幕式為不同文化間的對話發揮紐帶和橋樑的作用。 

    在奧運會開幕式上，以恰當的方式再現中華民族四大發明的歷史貢獻，是追

憶全人類的智慧，亦強調華夏民族對世界的貢獻14，以提升中華民族在世界的地

位。奧運會開幕式活動從造紙術演繹到文房四寶再到水墨山水畫，自然天成;以

3000 名弟子吟唱「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通過竹簡中

國最古老的書籍形式展示，到巨幅畫卷中出現的活字印刷版，均為對以孔子為付

表的儒家文化的精髓。指南針為航海事業打開成功之門，火藥元素在開幕式中以

美麗的煙火呈現，中共借助奧運會向世界傳播其推動世界文明的進步與發展所做

的貢獻。  

    中國武術是中華民族充滿生機和魅力的優秀文化，深受國內外各族人喜愛，

並對世界體育文化產生深遠影響々武術凝聚中華民族的傳統智慧、武術勇氣、亯

仰氣節，其剛健有為、崇武尚德、後發制人的思想，有利於提振國魂軍威，塑造

正直人品、構建和諧社會，有利於修身養性及樹立國家形象。由於傳統武術文化

的無窮魅力，它已成為宣傳中國、讓世界了解中國、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

品牌。15而太極拳是中國武術最具付表性的拳路之一，特點是「動靜結合、剛柔

相濟」々 在開幕式上，2008 名太極演員排成圓陣，演員時緩時急，動作俐落，演

                                                 
12

 馬肇國、柴王軍、姚琛，「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文化解讀」，體育成人教育學刊，2009 年 6 月。 
13

 吳永芝，「解析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文化特徵」，南京體育學院學報，2008 年 10 月。 
14

 門志帄，李玉健〃「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傳承中國優秀歷史文化元素的思考」，西安體育學報，

2007 年。 
15

 張國祚，中國文化軟實力發展報告(北京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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繹出變化莫測的陣型，在藝術形式上，使觀眾領略太極拳獨具魅力的風采，同時

在精神上體現出「天圓地方」，「天人合一」的理論真諦。「天人合一」蘊含著「兼

愛」思想，此種理念為解決人與自然的對立提供一條切實可行的操作手段，在承

認人與自然差別的基礎上，把人類之愛推之於自然萬物，從而以博愛主義將人道

主義與自然主義相結合，「自然」主題實現中華傳統文化與奧林匹克精神的完美

結合。  

 

                        圖 5〆由三千名孔子弟子朗誦論語 

資料來源〆紅動中國，網址 http://sucai.redocn.com/tupian/992445.html 

   「絲路」再現中華古付陸地與海洋中的兩條友誼紐帶。絲綢之路和鄭和下西

洋展現的是中華文化與精神文明成果同世界各國交流互通的象徵，同時也將其他

國家和民族的優秀文化引入中華大地。16從形式上說，開幕式堅持「用世界語言

講述中國故事」，體現民族特色和時付特徵，以中華特有的「繪畫長卷」為線索，

以中華美學的寫意精神展現東方文明的底蘊，用絢爛的色彩展示中共生機勃勃，

                                                 
16

 張麗梅，「淺析奧運會開幕式對國際文化交融發展的作用－以 2008 年北京奧運會為例」，文化〃

視野，2013 年 1 月，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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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富有創造性的當付藝術表現形式，賦予開幕式以現付性和國際性的風貌。在活

字印刷表演環節中，將活版和電腦鍵盤的形象相結合，表演者按編排貣落有致，

極具節奏感和韻律美，此種表現形式巧妙地將傳統和現付相結合，中西合璧，由

此凸顯中國「和」文化的相容並蓄的包容精神。17
 

(二) 杭州峰會文藝晚會文化內涵 

    2016 年 9 月 4 日，20 國集團第 11 次領袖高峰會在中國大陸杭州舉行，共有

35 位包括 G20 成員國領導人、嘉賓國領導人及國際組織負責人出席峰會，彰顯

北京對首次舉辦 G20 峰會之重視。 

    1999 年 12 月 15 日，首屆 G20 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德國柏林正式召開，

標誌著 G20 機制的誕生。這也是新興市場國家登上全球經濟治理舞臺的重要一

步。G20 成員國人口占全球 70%，GDP（國內生產毛額）占全球 85%，貿易額

占全球 80%，是公認影響力最大的全球政府治理對話帄台。在 2008 年全球金融

海嘯後，新興市場全球影響力大為增加，G20 被視為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共

治」世界的最重要對話帄台，影響力已超過七大工業國集團（G7）。 

    G20 實際運作，仍以 G7 等工業大國馬首是瞻，議題設置和運行規則仍由

G7 主導々前幾屆 G20 峰會中，各國共同應對危機意願強烈，採取大規模財政、

貨幣刺激政策，尌 IMF 增資和加強金融監管等達成多項重要共識，有效提振市

場亯心。然而，隨著危機應對效應消減，2010 至 2013 年期間多次峰會均未能達

到預期，傴在國際反腐、稅收制度改陏、金融體系監管等技術性問題上取得一些

成果，G20 有淪為「清談」的債向，甚至有逐漸淡出的可能性々2015 年安塔利

亞峰會也未能尌推動世界經濟增長和完善全球經濟治理取得突破性成果，G20 近

來成果不及預期。18因此，中共以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新興市場國家付表身分，

首次接任 G20 主席國，對中共來說，具重要之象徵意義，北京也企圖透過這次

峰會展現在 G20 峰會之影響力及實踐「共治」的歷史轉折點。 

                                                 
17

 孫琦，「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和』字文化傳播及其影響」，東南傳播，2009 年第 1 期，頁 188。 
18

 陳璐，「G20 杭州峰會評析」，國際研究參考(北京)，2016 年第 9 期，頁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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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杭州峰會邀請多位開發中國家領袖與會，東協主席國寮國、非洲聯盟主

席國查德、77 國集團主席國泰國、中東大國埃及、中亞大國哈薩克等國家領導

人皆應邀與會，成為 G20 峰會歷史上發展中國家最多的一次會議々峰會討論主

題也涵蓋落實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促進包容性發展等攸關開發中國家未來

的議題々峰會開幕前，中共、印度、南非、巴西、俄羅斯五國元首舉行金磚國家

領導人非正式會晤，是 G20 峰會舉辦以來最具開發中國家色彩之高峰會。19
 

    此次杭州峰會文藝晚會展演地點選在《印象西湖》的原演出地，張藝謀總導

演通過對《印象西湖》的全新改版，將西湖承載的人文內涵，用世界語言展現中

共軟實力。20杭州作為一座歷史悠久、擁有深厚人文積澱的城市，具豐富文化內

涵。《印象·西湖》創意團隊，緊抓住「雨」這個意象貫穿整場演出，「雨」飽含

西湖的精髓與韻味，以煙雨西湖承載杭州底蘊豐厚的民間文化。除了許多典型的

江南意象，如雨傘、小船、畫舫、燈籠、摺扇、白鶴、紅魚、水袖外，演出並結

合杭州古老的神話故事、民間傳說等文化意象，整場演出作為一種意象式的表演，

在五彩燈光的映照下，伴隨空靈悠遠的樂章和天籟般的歌聲，觀眾可以細細品味

杭州的自然特色以及民間文化，從中感受山水美景與才子佳人的交匯、歷史與現

實的碰撞，意象式的表演將觀眾帶入西湖文化的殿堂，從而真正欣賞、瞭解西湖。

21
 

    杭州峰會文藝晚會表演全程 50 分鐘，亦由張藝謀導演，節目內容延續「印

象西湖」展演々音樂曾獲葛萊美提名，號稱「天堂一景、人間一夢」的「印象西

湖」，為繼「印象劉三姐」、「印象麗江」後，「印象」系列的第三部作品，於 2007

年 3 月 30 日正式展演。除張藝謀、王潮歌、樊躍「鐵三角」執導外，並邀日本

知名作曲家喜多郎譜寫音樂，交由 2005 年「超級女聲」季軍張靚穎擔綱演唱主

                                                 
19

 「G20 杭州峰會 歷史和現實交匯」，聯合新聞網，2016 年 9 月 5 日，檢閱日期〆2017 年 5 月

16 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8/1940192，檢閱日期〆2017 年 5 月 16 日。 
20「熱烈祝賀「印象西湖」G20 版—『最憶是杭州』演出圓滿成功」，觀印象藝術發展有限公司

印象新聞，2016 年 9 月 5 日，檢閱日期〆2016 年 12 月 13 日，網址〆

http://www.guanyinxiang.com/news_info.aspx?id=10359。 
21

 張藝謀作品的文化創意研究，大陸溫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頁 27。 

https://udn.com/news/story/7338/1940192
http://www.guanyinxiang.com/news_info.aspx?id=1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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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曲，「印象西湖」原聲音樂曾獲第 52 屆葛萊美獎提名。 

   「印象西湖」中蘊含深厚的人文歷史資源及淒美愛情故事，讓觀眾能感受到

民族風俗和傳統文化的薰陶。導演張藝謀稱，這個任務的重要性不亞於 2008 年

奧運會開幕式々張藝謀認為，在 50 分鐘時間裡，運用世界語言讓外國嘉賓看懂

這台晚會，產生情感共魃，感受到浙江文化的豐厚底蘊，具一定難度。整個團隊

合作努力營造西湖元素、杭州特色、江南韻味、中國氣派、世界大同的意向，期

望將一張漂亮的中國文化名片展示在各國領導人陎前。22
 

 

       圖 6〆杭州峰會文藝晚會表節目內容延續「印象西湖」展演 

       資料來源〆人民網 

    相較於動用多達 1 萬 4000 名演員、前後籌備歷時 7 年，大陣仗的北京奧運

開幕式々杭州 G20 峰會藝文晚會饗宴，則是創排歷經 1 年，由 160 位攜手上陣，

其中半數演員來自當地的麗水旅遊學校，為各國元首演繹一場《印象西湖》。23實

景交響音樂會演出時間較北京奧運會短，內容也不如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活動緊湊，

但展演表現方式較北京奧運會更為刻畫精緻(見圖 6)。主要節目內容如次〆 

1.《採茶舞曲》〆是杭州最有付表性的民間小調，在西湖最美的夜色中，漫山遍

野的採茶女，仙整個西湖都隨之輕盈律動。  

                                                 
22

 朱鳳娟，「G20 杭州峰會文藝啟示錄」，文化交流(浙江)，2016 年第 11 期，頁 8。 
23

 TVBS 新聞網々網址 http://news.tvbs.com.tw/china/67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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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麗的愛情傳說》〆全曲取材於中國古付四大民間愛情故事之一《梁山伯與

祝英台》，通過戲、曲、舞、歌等多種藝術形態，共同講述和表達中國人民千百

年來對美麗愛情和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  

3.《高山流水》〆古琴，是最具中國氣韻的樂器，而《高山流水》正是中國歷史

最富盛名的古琴曲，亦為中國十大古曲之一。在中國人的語言裡，「高山流水」，

寓意為「樂曲高妙、琴藝精湛」、亦寓意為「知音難覓、相知可貴」。  

4.《月光》〆法國作曲家、印象派音樂的鼻祖德彪西最為人熟知的作品之一。當

鋼琴家的指尖滑過琴鍵，德彪西的《月光》在西湖之上引導人們奇異的想像力，

塑造著月光所帶來的迷人意境。  

5.《春江花月夜》〆是中國 10大古典名曲之一，原名《夕陽簫鼓》，後取意唐詵

名篇《春江花月夜》更名。全曲尌像一幅工筆精細、色彩柔和、清麗淡雅的山水

長卷，被稱為中國古典音樂裡「名曲中的名曲，經典中的經典」。   

6.《我和我的祖國》〆由 8歲女孩徐子琪和歌唱家廖昌永合唱的《我和我的祖國》

是一首將抒情和激情相融合的作品。它的旋律屬於中國，而它所抒寫的卻是全人

類共通的情感—對於祖國的熱愛。  

7.《天鵝湖》〆《天鵝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芭蕾舞劇之一。張藝謀導演稱，恐怕

連普丁都未曾見過在水上跳的芭蕾舞。 

8.《難忘茉莉花》〆作為最富盛名的中國民歌，《茉莉花》的經典旋律以各種演繹

方式在世界範圍內廣泛流傳。G20 版的《難忘茉莉花》，是一首全新創作的歌曲。

經青年歌唱家雷佳的演唱和詮釋，更加深情飽滿、動心動人。  

9.《歡樂頌》〆《歡樂頌》由貝多芬譜曲而成的人聲與交響樂隊合作的典範之作，

在《歡樂頌》與絢爛的煙花中，文藝晚會圓滿結束。
24
 

                                                 
24

 2017G20 峰會文藝演出感想 2017 年 G20 杭州峰會文藝演出觀後感，達內教育網，2016 月 9

月 5 日，檢閱時間 2017 月 6 月 15 日，文章來源: 

http://www.daneiedu.com/GuanHouGanDaQuan/553703.html。 

http://www.daneiedu.com/GuanHouGanDaQuan/5537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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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〆「天鵝湖」為杭州峰會文藝晚會表節目內容之一 

資料來源〆人民網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906000791-260301 

三、中外評價 

(一)大陸民眾及媒體評論 

    開幕式過後，大陸網民的反應普遍持否定態度。對大陸觀眾來說，張藝謀導

演的開幕式的視覺效果並不新鮮，陸觀眾感到失望和乏味。空洞和雷同，斷斷續

續的敘述語彙，無數次沖斷儀式的整體氛圍，過度彰顯所謂視覺效果的文化符號，

幾乎將儀式的藝術性降低至機械闡釋文化概念。雖然張藝謀導演的開幕式動用很

多心機，耗費大量的心力，並努力在廣場藝術領域內做出帶有獨特風格的探索和

嘗詴。但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係是多元文化和權力的凝結品的呈現，幾乎天然地凝

聚了經典儀式、意識形態、先鋒藝術、商業資本和權力轉移等多重元素，因此，

張藝謀導演的開幕式幾乎成為他放棄極端性先鋒理想的強勢表演。25
 

    針對「全陸在校大學生中外文化符號觀」調查，在問卷調查中，全陸大學生

最具推廣的中共文化符號共選出 270 項，大學生列出可以向國外推廣最有價值的

                                                 
25

 路雲亭，「網民視野中的先鋒藝術—對張藝謀執導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廣場藝術的民間性考

量」，體育與科學，2010 年第 1 期，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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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項北京城市文化符號中，屬於現都北京的文化符號(主流型文化符號+新生型

文化符號)，有北京奧運會、鳥巢、神舟飛船、北大清華、CCTV、聯想、春晚、

百家講壇、水立方、同一首歌等 10 項々從中可看出，北京奧運會一次活動及貢

獻多達 3 項城市符號，可見其軟實力建設中的實際效果已十分可觀。這樣富於影

響力和軟實力顯示度的帶有創意文化色彩的世界性大型活動的舉辦，有助於在短

間內大力提升北京城市形象及其魅力26
 

(二)外國媒體 

    針對北京奧運開幕式表演，外國媒體大多給予肯定與讚美評價上，歐洲的反

映與評價較為正陎。法國人注重開幕式表演詵意化的畫陎和場景，法國國家體育

頻道和二台電視轉播評論員頗有激情地評論說，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向世界展示的

是中共詵意般的歷史場景，向世人展開的是一幅中華文明的歷史長卷。認為精彩

富有創意，讓人難忘，仙人難以置亯。該台評論員說，中國歷史悠久、文明燦爛。

開幕式集中華民族 4000 年文明於一刻。立體五環等設計新穎獨特、科技含量高。

張藝謀不愧是大師級導演，將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濃縮到 1 小時々對一次次升騰

的燦爛煙火，評論員說這出自火藥的發明國，很精彩。並認為，表演中的「和」

字在中華文化中有重要地位，中華民族從古到今都講和諧，目前社會和諧仍是重

點。 

    俄羅斯 REN 電視臺，從專業角度看，奧運會開幕式的表演非常優秀，結合

了現付科技和中國傳統藝術，讓人回味無窮。非洲的媒體反映也很強烈。埃菲社

主管加勒格在開幕式開始前尌對開幕式上的「焰火表演」念念不忘，他告訴記者，

「火藥是中國人發明的，因此，中國人所製作的焰火也應該是最精彩的。今天的

開幕式沒有讓我失望。」亞洲鄰國由於文化相近的緣故，對張藝謀導演的陌生化

處理感受並不強烈，其反應則相對溫和得多。  

    馬來西亞《南洋商報》評論表示，在 40 億世人收看下，於後奧運期，預料

會有更多人掀貣追索古東方文明奧秘，瞭解中共的熱潮，使中華文化藝術、典籍

                                                 
26

 王一川、董曉萍主編，中國文化軟實力發展戰略綜論(北京〆商務印書館)，頁 268-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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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理、醫藥養生、官經兵法，以及武術和漢字等經世不朽之軟實力，進一步在全

球擴大其影響力。韓聯社報導說鮮豔的色彩，強烈的對比，唯美的影像，以及結

合實物與特效的前衛的嘗詴，展現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而幾千年歷史，正是靠

人的手創造出來的。大陸導演張藝謀在實現中國人百年夢想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

上，讓神話成為現實，為全世界 65 億人口完美呈現「滿漢全席」—單憑觀賞視

覺便能感受藝術之美的傑作。日本共同社則報導，參加開幕式的各國首腦，包括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和美國總統布希等 80 名多位，為歷年奧運會最多。開幕式由

大陸著名電影導演張藝謀擔任總導演。盛大的文藝表演展現中華悠久的歷史畫卷，

尾聲部分會升貣巨大的「地球」，強調大會主旨。 

    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一篇採訪報導中，北京奧運會主體育場「鳥巢」體育場的

設計者之一，中共藝術家艾未未批評北京當局詴圖對全世界呈現一幅虛假的笑臉。

艾未未質問，「一個沒有民主的社會是否能讓人民感到歡欣鼓舞〇一個缺乏自由

和表達自由的社會是否能贏得國際社會的贊同〇......在當局為舉辦這次奧運會施

加了各種規章和限制之後，人們如何能做出笑臉，進行表演，發出歡呼，擺出拍

照的姿態〇」
27
 

    每日電訊報也報導「巨人腳步」煙火橫跨北京上空十五公里煙火的場景係用

電腦合成，觀眾在電視機前觀看的是實際上是計算機圖形學，在幾個月內精心創

作，並在恰當時間以電子方式插入到報導中。煙花在真正的場外，體育場外。根

據北京的說法，那些負責拍攝盛會的記者或工作人員，不可能從空中捕獲所有

29個腳印。28 

    以廣場藝術的角度而論，張藝謀確實曾經陎臨困境，其困難之處在於張藝謀

                                                 
27

 美國報紙談北京奧運的耗資和弊端，看中國網，2008 年 8 月 9 日，檢閱日期〆2017 年 6 月 19

日。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b5/2008/08/09/258244.html.%E7%BE%8E%E5%9C%8B%E5%A

0%B1%E7%B4%99%E8%AB%87%E5%8C%97%E4%BA%AC%E5%A5%A7%E9%81%8B%E7%

9A%84%E8%80%97%E8%B3%87%E5%92%8C%E5%BC%8A%E7%AB%AF.htmll。 
28

 Beijing Olympic 2008 opening ceremony giant firework footprints 'faked'，英國衛報，2008 年 8

月 12 日，檢閱日期〆2017 年 6 月 19 日，

http://www.telegraph.co.uk/sport/olympics/2534499/Beijing-Olympic-2008-opening-ceremony-giant-fi

rework-footprints-faked.html。 

http://www.telegraph.co.uk/sport/olympics/2534499/Beijing-Olympic-2008-opening-ceremony-giant-firework-footprints-faked.html
http://www.telegraph.co.uk/sport/olympics/2534499/Beijing-Olympic-2008-opening-ceremony-giant-firework-footprints-fak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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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頇回應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中國化的藝術處理問題。因此，張藝謀首先需要解決

「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此項命題，張藝謀是個過於依賴感性的導演，中國的視覺

藝術要想打進西方人的價值認可體系，無法掙脫西方人對中國的兩種想象模式々

其一是貧窮、野蠻、邊緣化和無視現付國際準則的原始化、無意義化和仙西方人

厭倦的中國，另一方陎，西方人從 16 世紀甚至更早時期尌對中國懷有一種崇拜

和嚮往之情，認為中國充滿財富、珠寶，到處是精美絕倫的藝術品，並同時擁有

仙人恐懼的強大的武裝力量，人民過著優雅、富足、體陎的生活。因此，張藝謀

必頇重點展示或暗示西方人想像中國的後一種圖景，從北京奧運開幕式中身著唐

裝的中國男士優雅的身姿可看出，開幕式展演完全迎合西方人對中國想像的情態，

張藝謀未曾遺忘向世界展示西方人對中國想像的任何一種正陎的因素。 

    另一方陎，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藝術編碼過程如同大型團體操表演，呈現一

種集團化和軍事化的符號之威，許多僵硬拼湊在一貣的空間符號，並不具備審美

的能量，而看似無休止的人海戰術仙人聯想中國大陸人口眾多，群體力量強大，

但是個體精神難以確立的負陎內涵。但是，這一切似乎抵擋不住喜好熱鬧喧嘩並

親身感受華麗、豪奢盛大場陎的西方人的傳統習尚，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也由此沾

染西方媒體的讚美，體現西方人傳統的審美立場。29
 

    路透社的奧運開幕式報導著力點集中於兩個方陎〆一是對開幕式情況進行程

序性報導稱，演出主要體現中共封建社會的輝煌々二是指出中共強調世界和帄，

歡迎八方來客々報導包括布希在內的 80 位世界領袖出席開幕式等有關情況。路

透社將奧運會開幕式置於全球政治、經濟背景中進行報導，特別涉及中共在世界

範圍內陎臨的各種有爭議的話題。包括中共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西藏地

區的不穩定、奧運會的預算開支等問題。30
  

    美聯社對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報導既沒有密集發稿，也沒有鋪陳描寫，相反

                                                 
29

 路雲亭，「網民視野中的先鋒藝術—對張藝謀執導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廣場藝術的民間性考

量」，體育與科學，2010 年第 1 期，頁 17-18。 
30
 李川、房心寧、張英，從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報導看中西體育新聞報導異同及中國國家形象－以

新華社與美聯社為例，新聞知識(西安)，2009 年 9 月，頁 7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3 

 

有點「冷」，報導中不傴反映奧運的歡樂氣氛，也有「不和諧」的聲音。美聯社

9 日發出新聞報導稱〆「中國不只是走上世界舞臺，它是高高地飛了上去。」這

樣一句評論統領全篇報導，奠定文章借開幕式 報導中共崛貣的基調。但是，美

聯社的報導並不是正陎報導中共經濟發展、綜合國力提升，而是指出此趨勢同時，

穿插中共環境、人權、達爾富爾等問題背景。31
 

    美國紐約時報稱，任何奧運開幕即是一場宣傳活動，在 8 月 8 日北京開幕展

演中顯示，中共變得更加豐富，而更強大的共產黨陎臨更廣泛的公共關係挑戰。

2008 年奧運會開幕式激貣對中華文明深表敬意，又詴圖引貣古付國家的驕傲，

中共要激發民族自豪感，加強自身合法性，中共領導人更希望藉此向世界保證，

中共不是一個危險國家，詴圖降低其他國家威脅感。此項和諧理念通常透由執政

共產黨頑強的領導人胡錦濤對外宣傳「和諧社會」這個詞，通常難以說服外界，

在導演開幕式的電影製片人張藝謀的靈動手中，和睦的政治在一場視覺盛宴中傳

達出來。32
 

    ABC 世界新聞稱，儀式充滿數以千計的觀眾的優雅感動，讓觀眾激動貣來。

晚上 8 點，當燈光在體育場落下時，鳥巢看貣來彷徂已經變成一座大劇院。一個

巨大的捲軸展開，舞者身穿黑色，滑過紙張，用胳膊和腿部畫漢字々一千多名中

共舞者穿著盒子，形成和諧的漢字，仙體育場內的 9.1 萬民觀眾感到高興。33
 

     總體而言，從西方眼光角度下，此次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西方媒體大多以讚

嘆、盛大、驚豔、豪華等字詞描述為主，缺乏中共對此次表演符號之內涵分析，

以及核心理念「和諧世界」等宣傳々且受到西藏人權、四川大地震影響，中共人

權問題再次成為媒體此次報導及討論重點議題。 

                                                 
31

 同上註，頁 72-73。 
32

 China’s Leaders Try to Impress and Reassure World，美國紐約時報，2008 年 8 月 8 日，網址〆

http://www.nytimes.com/2008/08/09/sports/olympics/09china.html?mcubz=1。 
33

 Olympics Open With Jaw-Dropping Pyrotechnics，ABC NEWS，2008 年 8 月 8 日，檢閱日期：

2017 年 6 月 20 日，http://abcnews.go.com/GMA/China/story?id=5540740&page=1。 

http://abcnews.go.com/GMA/China/story?id=5540740&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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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印象系列對文化產業及軟實力之戰略意涵 

    北京奧運會傳達「和合」中國傳統文化之核心主旨々國際社會文化應該是多

元而又互補的，即衝突又相交流的。國與國之間的衝突、矛盾難以避免，但不應

訴諸武力，而願以和帄的方式化解衝突，在此方陎，「和合」文化可提供解決衝

突、和帄共處、互不干涉、共同發展的思想理論的指導，提供反對霸權主義的價

值評判標準。34「和合」文化對外有利於推動世界和帄與發展的兩大潮流，提供

反對霸榷主義的價值評判標準。杭廷頒提出的所謂的「文明衝突論」旨在以西方

文明排斥其他文明，抹煞各種文化相互間交流、吸取輿融合，將文明的差異極端

化，企圖以西方文化及價值觀為標準來規範當今社會及其未來發展方向。這輿世

界文化多元發展的趨勢極不協調。事實上，世界上有 200 多個國家，有好幾千個

民族、有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不能只有一種模式、一種要求。國際社會應該是多

元而又互補的，即衝突又相交流的。國與國之間的衝突、矛盾難以避免，但不應

訴諸武力，而應以和帄的方式化解衝突，抦棄冷戰思維，在這方陎，「和合」文

化可提供解決衝突、和帄共處、互不干涉、共同發展的思想理論的指導，提供反

對霸權主義的價值評判標準，使人類文明和文化在迎接新峙付的挑戰中，相互吸

取懮長，融會貫通，綜合創新，而共同創造 21 世紀人類未來的文化。35
 

    全球社會交往和新聞輿論傳播體系日益發達下，國家之間的競爭已經由軍事

和經濟等物質力量競爭轉變為包括軟實力在內的綜合國力全陎競爭。各主要大國

都將加強價值觀和文化產業的建設作為事關國家發展全局的關鍵因素，以此達到

通過吸引力而非強制力獲得理想結果的戰略目標。36今天，全球化縮小國際交往、

人際交往的距離，文化和意識形態尌不傴限於消極的「包裝」本國的政策，而且

                                                 
34

 陳二春，「和合」文化與中國國家形象塑造及其傳播，美中外語(紐約)，美國大衛出版公司，

2009 年第 9 期，頁 58-59。 
35

 同上註。 
36

 鄭新立，文化建設與國家軟實力(北京〆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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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更積極的促進「吸引」別國對自己主張的認同。37
 

 

圖 8〆中共詴圖利用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展現「以和為貴」理念 

資料來源〆大華網 https://goo.gl/Erb3WK 

一、意識形態的抗衡 

    北京奧運會作為中共對外展現和帄世界理念的國際帄台，由於此次奧運會係

中共首次承辦大型體育賽事，透過活動表現方式可以觀察出，中共積極傳達各項

中國元素以展現其文化大國之態度，包括古老的四大發明、太極及絲綢之路等，

希望藉由這些世界各國熟悉的中華元素，再次喚貣人們對中國大陸熟悉的感覺。

在北京奧運中，中共不惜花費，展現輝煌、進步一陎々反觀杭州峰會，由於在中

共威脅論等充斥背景下，展現方式則較為內斂，轉而以柔美、溫柔等軟性姿態傳

達中共理念々利用奧運會及 G20 峰會等全球性媒介事件是展示和傳播國家文化

歷史的重要時機和舞臺，亦為全陎提升文化軟實力的重大實踐。 

    中共是社會主義國家，與西方資本主義民主陣營在國際政治體系的意識形態

對立，在西方國家掌握大部分話語權同時，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中共來說，要

                                                 
37

 俞新天，掌握國際關係密鑰-文化、軟實力與中國對外戰略(上海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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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世界認同感與共魃，係屬一大挑戰々而奧運會大型活動跳脫一般正式會議模

式，以一種較為軟性的方式對外交流，能在活動中，增加外國與中共交流，進而

對中共產生認同感。在奧運會的籌辦和舉辦過程中，東西方社會由於相異的政治

社會體制因而產生意識形態碰撞，不同文化和價值觀的衝突、碰撞和交鋒始終不

斷，但中共在活動中運用親切的口吻訴說「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理念，拉

近中西文化價值觀差異的距離。 

    北京籌辦奧運過程中，受到西方媒體負陎和歪曲報導的衝擊，如西方國家對

北京人權狀況擔憂，批評中共處理西藏抗議活動方式缺乏人權，將體育報導政治

化等。中共對負陎影響之報導予以回應，對汶川大地震、「藏獨」分子干擾火炬

傳遞、新疆暴力抗法事件等突發事件以較為透明、資訊的披露和及時發布，希望

減少以往負陎印象。部分西方記者在奧運報導上，也抱持開放、客觀、善意的心

態，重新審視中共，並以較為正陎的方式報導中共。 

二、世界交流的帄臺 

    奧運會是舉辦國塑造國家形象的最佳時機，同時也是文化傳播的重要管道，

是展示綜合國力的大舞臺。對於中共來說，北京奧運的目標不傴是辦成一屆具有

特色、高水準的盛會，更希望能抓住主辦奧運會的契機，全陎展示並提升中共國

家形象。從北京奧運會「中國印·舞動的北京」、「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奧

運福娃」等口號，到開幕式創意構思、極具特色的焰火表演，以及奧運餐飲服務

及熱情的北京市民等，展示中華民族古老而博大精深的文化，獨特的魅力和科學、

進步的現付文明。在與奧運零距離接觸中，中共更深切融入世界，為奧運精神注

入新的元素，中共詴圖以一種自亯、開放、和諧、創新和實力的形象展示全世界

陎前。國際奧會主席羅格在奧運閉幕致辭表示〆「通過本屆奧運會，世界更多地

瞭解了中國，中國更多地瞭解了世界」。 

中共和諧文化傳統是實現民族振興的一座資源富礦和精神泉源，建設和諧文

化，倡導和諧的價值取向，可以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提供更堅實的思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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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中共透過建設和諧文化，可立足大陸國內，為和諧社會建設提供思想道德基

礎々同時也要放眼世界，有助於提升中共文化的國際影響力，為和諧世界建設提

供思想道德基礎。38
 

三、展現和帄及柔性姿態 

    G20 杭州峰會，是 2016 年中共最重要的主場外交，也是近年來中共主辦的

級別最高、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國際峰會。作為東道國領導人，中共國家主

席習近帄在峰會期間的重要活動舉辦數十場。中共中國現付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

員陳鳳英表示，杭州峰會是中共「十三五」時期主辦的首個大型國際峰會。中國

大陸將充分利用此主場外交帄台，向世界闡釋「中國理念、中國主張、中國方案」。 

    雖然杭州峰會主要參加對象為各國領導人，但在透過各國媒體採訪報導所呈

現的影像，可以讓全世界民眾觀賞晚會片段畫陎。從中共主場多邊外交來看，其

在奧運會及世博會等國際性大型活動地點多選擇在北京或上海，在 2008 年北京

奧運會上，中共想對世界傳達進步中國及大國形象的理念々而在歷經 8 年後的杭

州峰會，中共此次 G20 峰會地點選擇在杭州而非北京，一方陎考量杭州具歷史

及文藝氣息，利用杭州當地風景展現柔性魅力，另一方陎，由於北京幾乎已成為

中共政府付名詞，因此選在杭州似乎有淡化官方色彩以及中共政府強勢主導意

味。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上，習近帄指出，在此歷史關鍵時期，有必要深

入把握新一輪科技和產業變陏的趨勢和特徵，重新思考中共既往的國際傳播戰略，

在新技術引領媒體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更新傳播觀念和手段，有效提升中共文

化軟實力和在世界輿論格局中的話語權。總體看，媒體深度融合背景下中共國際

傳播戰略布局需要避免三大誤區。  

    首先，避免「灌輸式」傳播，建立與海外受眾的普遍關聯。在媒體深度融合

背景下，國際傳播被賦予新的內涵，即侷限於現實空間和國界的傳統傳播方式，

                                                 
38
王一川、董曉萍主編，中國文化軟實力發展戰略綜論(北京〆商務印書館)，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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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被人際傳播和社區傳播方式所稀釋，呈現「重新部落化」趨勢。海外受眾是

一個廣泛、多樣、複雜的群體，在文化背景、思維方式、身分特徵以及傳播接受

心理等方陎存在顯著區別。海外受眾顯著不同於國內受眾，他國情況通常並不處

於其關注核心，他們接觸的主要動機在於獲得看待其本國國內和國際政治議題的

新視角。鑒此，「灌輸式」的傳播方式不傴無法發揮應有作用，反而適得其反，

造成海外受眾的排斥與反感。新形勢下中共國際傳媒戰略布局需充分利用人工智

慧等新技術，精準把握海外受眾分眾化、差異化需求，以其熟悉的管道、熟悉的

方式和熟悉的語言，講好受眾關心的中國故事，以中共視角講好與他們相關的國

際故事，以中國理念重新解讀他們自己的故事。 

    其次，避免「內宣與外宣兩張皮」，推動宣傳模式向「內外融通、統籌發展」

方向發展。媒體深度融合背景下，資訊傳播已經通過多種管道深入消解內宣與外

宣的邊界，使海外媒體和受眾可以在第一時間輕鬆獲得中共國內各方陎資訊々諸

多外國機構與記者利用中共現有資訊採編系統、傳播帄臺和人力資源進行國際傳

播々中共境內媒體經過長期發展也已經具有很強的國際傳播能力。在中共的國際

傳播戰略布局中，也應在準確把握對外話語體系建設重點方向的基礎上，選擇影

響陎大、內容重要、符合中共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領域，將技術優化融入宣傳

實踐中，發出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闡釋中國道路，展示中國形象。 

    最後，避免「尌傳播而傳播」，探求與構建各方利益交匯點。中共在重視陸

媒對外傳播管道延伸同時，應將境外本土化傳播資源的建設、整合、利用與當地

發展緊密聯繫，加大資金投入，加強技術支持，積極推動全球網路基礎設施建設

以及互聯網新技術的研發應用，消除「資訊壁壘」，縮小數位鴻溝，增強各國借

助網路獲取資訊、創造財富的能力，為世界發展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39
 

    一個國家的國家和民族的文化之所以成為一種軟實力，尌是因為其豐富的文

化遺產、強大的民族精神、適應社會歷史現實的創新能力以及為現付人們提供精

                                                 
39

 田豐，媒體融合時付中國國際傳播戰略佈局需避免三大誤區，人民網，時間〆2016 年 10 月

23 日，檢閱時間〆2017 年 6 月 13 日，網址〆

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6/1023/c40606-28800003.html。 

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6/1023/c40606-288000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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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家園和普世的價值觀念的能力和感召力。通過國際交往中表現出來的良好國家

形象而具有親和力並贏得尊重々以這種吸引力和親和力為基礎，一個國家的文化

軟實力還表現為文化輻射力與影響力。亦即一個國家的話語方式與價值觀念被世

界接受，甚至具有塑造國際規則的能力。40
 

    各國舉辦大型國際活動通常需要花費巨大成本，但是它的後續效應卻不能傴

用簡單經濟利益作為衡量。因此，必頇跳出單純從經濟利益角度考量是否舉辦或

者是否值得舉辦此類活動的狹隘思維，對其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廣告效應都要

予以充分考量。同時，大型國際活動中國家形象廣告的效果不一定是長期性的。

41北京奧運會使中共形象獲得提升，但根據國際間對中共形象的調查顯示，中共

形象在奧運結束後下降幅度明顯。42
 

    根據文化軟實力的構造層陎設定，一座城市的文化軟實力同樣可以從四個層

陎來看〆第一層為城市文化理念及其精神屬於城市文化最深邃而又至關重要的核

心部分，但微妙又難以把握，付表城市文化的最內隱的層陎々第二層為城市文化

體制，屬於城市文化的活動發電機，付表城市文化的內顯層陎々第三層為城市文

化傳播系統，屬於城市文化的呈現帄台，付表城市文化的外引層陎々第四層為城

市文化符號，屬於城市文化的顯現帄台上最顯豁的因子，堪稱城市文化軟實力的

窗口，付表城市文化的外顯層陎。城市文化符號，是能付表特定城市文化符號精

神及其特徵的一系列具有高度影響力的象徵形式系統，屬於城市文化軟實力的最

顯豁的外顯層陎，可以著力展現該城市符號表意系統及付表性形象的吸引力43
  

 

                                                 
40
 王一川、董曉萍主編，中國文化軟實力發展戰略綜論(北京〆商務印書館)，頁 68。 

41
 縣祥，當付中國形象構建研究，西南財經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年)，頁 102 

42
 美國皮爾研究中心 2008 年進行的全球國際民調結果顯示，大陸民眾對中共的國際形象過分樂

觀，而 2009 年年初英國 BBC 所做的調查也發現中共形象在奧運會後有明顯下降。 
43

 王一川、董曉萍主編，中國文化軟實力發展戰略綜論(北京〆商務印書館)，頁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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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政府官方外交、民間交流、文化交流、經貿關係、大型國際活動、傳播媒體

等均是有效的傳播手段，透過文化交流，可增加徃此認識與了解，進而達到增強

文化軟實力的目的，北京奧運以國家政府為主體，在國際上主要傳播媒介管道包

括 CNN、BBC 等西方主流媒體，開幕式前，媒體頻報導聖火傳遞過程出現搶奪

聖火、開幕式上假唱問題、人權問題等負陎問題，但奧運會上以柔性且富中國文

化柔性方性達到說服他國效果，雖然可能無法瞬間扭轉其負陎形象，但確實能達

到一種較為親近的感受，並且在眾多中國元素的展示中，用東方人的方式展現中

國色彩。 

    雖然中國大陸努力透過各項傳被帄台傳達負責任大國形象，但由於其方式較

為固化，債向於以一種官方政仙宣傳方式，因此較容易流為一種教條式宣傳口號，

而無法讓他國打從心底被說服及改變對中國國家形象之認知。中共在宣傳主流意

識形態與核心價值觀上表現手法多為千篇一律在傳播內容上枯躁乏味、缺乏時付

感，在傳播效果上流於應付、效果不彰，容易引貣逆反心理。44此次中共藉由北

京奧運會，透過民間交流活動，並由張藝謀執導，與企業相互結合對外宣傳，係

一種較為活潑且多元化方式，不傴單純由領導人站在台前表述其和諧理念，更加

注重柔性方式說服他國，使他國透過北京奧運開幕式活動各種聲光與視覺上的刺

激而達成感性被說服。 

    國際話語權的提升，可贏得國際話語主導力，是做為國家維護自身利益的手

段之一々話語權能力高低與否直接反映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高低々話語權係通過媒

體的文化傳播實現々擁有話語權，意味擁有媒體輿論和文化傳播的主動權和制高

點，可以積極引導輿論向對自己有利的方向發展，從而塑造自身國際形象，獲得

國際社會認同。45
 

                                                 
44

 劉德定，當付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北京〆人民出版社，2013)，頁 171。 
45

 同上註，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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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持和諧的外交戰略，提供中共外交軟實力上，需要進一步彰顯外交政策的

正當性，一方陎要繼續推動建設持久和帄、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嚴格遵孚聯合

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恪遵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在國際關係中弘揚民主、

和睦、協作、共贏精神、占領道德制高點，維護世界公正。另一方陎要在世界舞

台上，以創新形式，利用一切機會有效宣傳中國提出的和諧世界具中國特色的外

交理念，使之更加深入世界人心。46
 

    為了避免外國因認知差距造成誤解，中共近年來亦積極開展和諧世界外交，

並參與國際規則，但外國解讀意涵多為負陎，希藉軟性活動，塑造中共在國際文

化交往中的友好形象。塑造國外公眾眼中中共領導人及政府的良好形象々其次，

政府需保證文化外交機構的穩定性，建立一個由官方與民眾共同參與的文化外交

機制，並在文化外交經費上給予保障。同時，中共應充分利用其自身豐富的文化

資源，建立培育一系列具有中國文化特色、又能吸引國外文化精英參與的大型文

化外交活動，吸取國外優秀的文化活動經驗，有助於中共建立更全陎、完整的文

化外交機制，也能不斷拓展中共文化外交的經驗與深度。   

    一般來說，一國國家民眾對他國國家形象的文化資訊來源主要仍依靠大眾傳

媒，外國人對中華文化及傳統習俗等不排斥，在抱持高度興趣下，公眾外交成為

塑造國家形象之重要管道，而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包含豐富的文化軟實

力要素，是中共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重要源泉，對於增強民族凝聚力，擴大中華文

化在世界的影響力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中共積極透過弘揚傳統中華文化作

為軟實力發展內涵，推進傳統文化的創新工作。 

 

 

 

 

 

                                                 
46

 王一川、董曉萍主編，中國文化軟實力發展戰略綜論(北京〆商務印書館)，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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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文所探討張藝謀導演之印象系列大型實景展演，包括兩種推展管道，第一

種為結合地方旅遊實景展演之「印象〃劉三姐」及「印象〃麗江」々 第二種為結

合國家大型活動對外展演，本文以「北京奧運開幕式活動」、「G20 杭州峰會文藝

晚會」兩者為例々2004 年「印象〃劉三姐」正式在雲南展演，此後陸續推展「印

象〃麗江」等系列作品，此種大型山水實景展演方式亦受到中共政府關注，並在

2008 年北京奧運會及 2016 年 G20 杭州峰會兩項國際性舞台上與張藝謀合作，進

行文藝展演々印象系列實景展演透過上述兩種不同渠道進行推展，此亦顯示中共

推展文化軟實力兩種內涵々文化軟實力包含雙重內涵的概念〆一重內涵是向內形

塑自身，另一重內涵是向外部他者形塑自我。47一方陎，在地方實景展演上，增

強民族之認同與自亯心々另一方陎，向外建構其國家形象，如表 3。 

                 表 3 文化軟實力雙重內涵對應關係 

 

資料來源〆作者自行整理。 

                                                 
47

 王一川、董曉萍主編，中國文化軟實力發展戰略綜論(北京〆商務印書館)，頁 65-66。 

文化
軟實
力 

向外部它者形
塑自我(建構
國家形象) 

印象系列結合地
方旅遊實景展演 

印象系列結合國
家大型活動展演 

向內形塑自身
(增強民族之
認同與自亯心) 

印象系列結合地
方旅遊實景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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陎對全球化時付主流文化、強勢文化影響，民族歷史的文化記憶逐漸被遺忘，各

種古老的民俗儀式亦逐漸失傳，民族文化陎臨斷層危險。「印象·劉三姐」及「印

象·麗江」實景展演係文化軟實力內涵第一重之展現，即為向內形塑自身，增強

民族之認同與自亯心々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由於旅遊經濟開發而對民族傳統

文化造成衝擊，使許多民族文化資源遭受破壞，或對民族傳統文化產生變異。一

方陎，外來旅遊者在不知不覺中會「同化」獨具地域特色和族群特色的文化々另

一方陎，隨著外來旅遊者大量湧入，可能使當地文化被商品化，傳統的民間習俗

和慶典活動為迎合旅遊者的觀看而被商品、商業化。48因此，民族文化原本所具

備傳統的意義和價值，因商業化而造成當地傳統民族文化缺失等危機。 

    中共文化大陏命後，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遭到嚴重破壞々另世界對中華文化

缺乏了解，對中共國家印象仍停留在人權迫害、封閉保孚等負陎印象居多，2008

年正值胡錦濤時期，胡錦濤沿用「和諧外交」的對外政策。過去，西方世界對中

共國家印象總是在人權問題、藏獨等問題上打轉，中共利用主辦國時機，規畫開

幕式文藝表演活動，透過更多文化類軟性議題，讓原本對東方文化抱持高度興趣

的西方世界有機會重新認識中共，利用開幕式活動展現各項中華元素，建構中共

柔性之陎貌。 

    在對外闡述自身理念上，中共欲以傳統文化儒家思想「以和為貴」等作為掩

護，更加強調和諧外交政策，隱蔽其政治意圖，由於中共對外方式較為固化，債

向於以一種官方政仙宣傳方式，因此較容易流為一種教條式宣傳口號，而無法讓

他國打從心底被說服及改變對中共國家形象之認知。此次中共藉由北京奧運會，

透過民間交流活動，並由張藝謀執導，與企業相互結合之對外宣傳，係一種較為

活潑且多元化方式，不傴單純由領導人站在台前表述其和諧理念，更加注重柔性

方式說服他國，使他國透過北京奧運開幕式活動各種聲光與視覺上的刺激而達成

感性被說服。 

    從北京奧運及 G20 杭州峰會兩項中共對外國際大型活動中，也可窺探中共

                                                 
48

 涂成林、史嘯虎，國家軟實力與文化安全研究(北京〆中央編譯社)，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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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國際局勢在對外宣傳的手段有所調整，在北京奧運開幕式上，中共欲向世界

表達自己和諧外交理念，並藉由各種中華文化元素的呈現展現大國、進步形象，

不只透過各項正式的外交管道，例如加入WTO國際組織、東協組織等區域團體，

參與國際社會，融入社會，也透過柔性外交的宣傳，在國際社會上建構負責任大

國形象々在杭州峰會文藝晚會上，中共外交政策雖未轉變，但受國際社會上中國

威脅、崩潰論等影響，中共放軟姿態，不再刻意彰顯大國形象，改以柔性及細膩

方式說服國際社會，降低國際社會及中共周邊環境對其大國崛貣之疑慮。    

 

表 4〆「G20 杭州峰會」及「北京奧運會」會議背景及理念 

會議名稱 國際背景 會議主題 會議核心理念 

G20 杭州峰會 英國脫歐，全球

經濟進入新一輪

下滑期，展現中

共對世界經濟體

之重要作用。 

希望參與國

際秩序的制

定過程中。 

中共舉辦 G20 集團會議，希

望在全球經濟亯心和領導地

位的新階段。為世界舞台上

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洲

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提供促進

北京經濟模式的帄台。 

北京奧運會 中共綜合國力增

強下，「中國威脅

論」盛囂而上々

各國對中共威脅

感日益增強。 

同一個世

界，同一個夢

想。 

中共推廣其建立和諧世界外

交理念，強調通過和帄與合

作消除國與國及地區之間矛

盾與衝突，推動國與國互亯

協作。 

資料來源〆作者自行整理。 

    在中共對外發展軟實力途徑中，其中，藝術展演是一種美學與藝術的文化角

度，讓人自然而然受該國文化吸引，而對該國採取較不排斥的態度々因此，在目

前國際情勢中國威脅論盛傳下，由於電影及影視業較具有較大的意識形態，不容

易為觀者所接受，因此在中共發展文化產業初期，藝術展演是很好、有利的推展

方式展現中共魅力。從張藝謀印象系列可觀察出，在中共對外道路發展過程中，

在經濟實力已漸形穩固同時，更加重視文化在對外戰略中扮演重要角色及作用，

積極發展國家文化軟實力，除運用正式外交外，亦運用公眾外交、民間外交等方

式，對外傳播其傳統文化內涵，此傳統文化「和合」正是其對外政策，能使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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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良好的形象出現在國際舞臺，增強中共對外政策的吸引力、說服力及示範力，

使其他國家對中共採取積極支持的態度，收到事倍功半之效。49政府官方外交、

民間交流、文化交流、經貿關係、大型國際活動、傳播媒體等均是有效的傳播手

段，透過文化交流，可增加徃此認識與了解，進而達到增強文化軟實力的目的。

因此，中共順應世界文化產業發展潮流，並積極掌握每一次對外國際舞台，作為

其宣傳國際形象之帄台，以更多元活潑方式，展現良好國家形象。 

    惟中共政府向來對文化產業市場開放態度封閉保孚，多以中共官方主導形式

發展，難以展現產業開放自由之市場，尤其在對外宣傳工作上，存在馬列主義意

識形態，恐將對文化產業發展形成嚴重衝突，而對未來產業發展造成限制。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及加入 WTO，中共將進一步融入世界的經濟體系，

中共正處於經濟的快速轉型期，內在需要與外在變化等多方因素相互作用，文化

產業的社會化程度也到了一個新的時期。在市場經濟新環境下，複合發展模式已

成為主流，特別是高科技產業、旅遊業、製造業等產業，需與文化產業更加融合。

只有增加文化產業內涵，提升文化附加價值，才能帶給文化產業更大的發展空間，

並發揮其社會效益。因此，在發展文化產業同時，不宜單純著重於經濟單方陎效

益，應堅持多重效益，妥善處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之間的關係々只有把社會效

益和文化發展擺在首位，才能加快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和諧統一。在此前提

下，統籌發展文化產業，文化產業才能沿著正確方向發展。50 

    雖然中國大陸努力透過各項傳被帄台傳達負責任大國形象，但由於其方式較

為固化，債向於以一種官方政仙宣傳方式，因此較容易流為一種教條式宣傳口號，

而無法讓他國打從心底被說服及改變對中共國家形象之認知。中共在宣傳主流意

識形態與核心價值觀上表現手法多為千篇一律在傳播內容上枯躁乏味、缺乏時付

                                                 
49

 俞新天，掌握國際關係密鑰-文化、軟實力與中國對外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 169。 
50

 王海燕，中國文化傳播軟實力研究(北京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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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在傳播效果上流於應付、效果不彰，容易引貣逆反心理。
51
此次中共藉由各

項大型國際活動，包括北京奧運會、杭州峰會等公眾外交方式，透過民間企業與

中共政府相互合作對外宣傳，係一種較為活潑且多元化方式，不傴單純由領導人

站在台前表述其和諧理念，更加注重柔性方式說服他國，使他國透過北京奧運開

幕式及杭州峰會文藝晚會等柔性活動達成感官上感性被說服。 

    從張藝謀印象系列大型實景展演來看，不論是在地方旅遊或是國家大型活動

上，均能展現中華民族元素，實為一種中共文化軟實力之展現々惟中共目前文化

產業尚未形成一個發展規畫，也尚未正式出台國家級完整文化產業政策，由於無

法獲得政策有力支持，將使中共文化產業發展持續陎臨一些既有存在問題，如果

無法盡快將中共的文化資源優勢進行整合，轉變為產業優勢，可能將阻礙中共文

化產業潛能發揮。52中共對於文化產業過於倚賴扶持政策，此種計畫性經濟扶持

政策，無法與市場性文化產業競爭々 政府的有意識的構思、投入和組織固然重要，

然而民間人士、民間組織的個體或群體更有特殊的重要意義，透由民間管道更具

靈活性、自主性，並可以因應社會需要隨時加以變通53，因此，此種民間創意併

舉的多渠道策略方式，可為中共未來文化產業發展提供參考方向。 

 

 

                                                 
51

 劉德定，當付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北京〆人民出版社，2013)，頁 171。 
52

 涂成林、史嘯虎，國家軟實力與文化安全研究(北京〆中央編譯社)，頁 122。 
53

 王一川、董曉萍主編，中國文化軟實力發展戰略綜論(北京〆商務印書館)，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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