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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洋：美剧在中国的流行源于创造“真实”和“理想” 

2014 年 04 月 15 日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 4 月 15 日电（记者 李小雨）新加坡管理大学—复旦大学治理和发

展国际论坛近日在复旦大学举行。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高洋在论坛间

隙，就自媒体对中国的影响、美剧在中国的流行等话题接受了新华网新加坡频道记者的

专访。 

 

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高洋接受新华网新加坡频道的记者专访。实习记者 胡倩摄 

    记者：我们看到，自媒体今天在中国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您怎么看待这种新型

社交媒体在中国的流行？ 

    高洋：自媒体是一个新的交流平台。在中国，我觉得它最大的作用是给了不同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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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活背景和各行各业的人一个非常开放的平台，让大家对社会、对世界的了解不再

依附于传统媒体。传统媒体比如说报纸、《新闻联播》、包括后来的说新闻节目、脱口

秀节目，这些节目虽然越来越开放和丰富，但它们都是出自受过专门训练的媒体人士。

而专业媒体在运作过程中，出于各种考量，会站在官方的角度来讲这些故事。相对来

讲，自媒体实际上开辟了一个比较草根的媒体平台。 

    例如说，任何媒体在报道一个事件的时候都有很多新闻要素要顾及。而传统媒体和自

媒体所关注的点可能会非常不一样。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来讲这个故事，讲

的版本不同，大家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型的社交媒体可以开阔广

大用户的视野，让他们对社会有多层次的了解。 

    记者：您怎么看待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还是一种竞争？ 

    高洋：有一些传统媒体没有触及到的事件或新闻，由于自媒体的关注，传统媒体也会

去关注和报道，并可能会由此推动一些政策和法律、法规上的调整。可以说在社会前进

的过程中，自媒体和传统媒体共同起到了一个推动作用。 

    举例来说，近两年很多事情传统媒体一开始出于各种考虑没有报道。而有人在网上发

的关于该事件的某一个帖子可能就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讨论和转发，这个时候就会促

使官方媒体作出某种回应。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官方诠释的话，网上可能会流言四起，

而这往往是官方更不愿意看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自媒体与传统媒体间有竞争也有互

动。 

    记者：我们看近年来很多美剧在中国很流行，比如今年在中国很热的《纸牌屋》。由

于中美间的文化差距，美剧可能不会让中国观众产生那么多思想共鸣，但确实在中国受

到很多人的推崇和喜欢，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高洋：中国在 2007 年的时候,从数量上讲，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视剧生产国了。那

个时候中国的电视剧年产量是 500 多部、将近 15000 集。这么大的产出量，也有很多相

当不错的剧，再加上韩剧、日剧也在中国很流行，所以美剧前些年并没有正规的进口，

直到最近才有一些商业视频网站开始购买版权。 

    早在十年前美剧刚开始在中国流行的时候，美剧迷的选择并不多。《老友记》和《欲

望都市》大概是最红的两部了。但很快地，越来越多的美剧开始在国内的网络上“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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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就很好奇，为什么美剧在中国这么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志愿

者”花时间跟精力来做字幕，不取分文，还热情满满？2009 年我回到北京跟来自不同学

校的 80 多位大学生做了访谈。大家都给了我喜欢美剧的各自不同的理由，但是每个人都

提到的相同一点就是：美剧很真实！这个理由乍看之下很奇怪：你说《老友记》哪里真

实，《绯闻女孩》哪里真实啊？很多都是明显搞笑的。所以我就一直在想，大学生所说

的“真实”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真实”直译成英语就是“real”，但是电视剧是基于编

写的剧本拍摄的，所以我在研究它所谓的“真实性”时，就着眼于两个层面。 

首先从剧的本身来看，作为一个文化的文本，它的真实源于两方面：一个是故

事，丰富多彩，什么样的题材都有。国产剧里一般看不到罪案剧、律政剧，医疗剧也很

少。美剧里面这种类型的很多，而且拍得活灵活现，在细节上也很真实。很多敏感的题

材，比如你刚才提到的《纸牌屋》，有关政治黑幕之类的都敢写敢编，人们就喜欢看这

些，觉得很刺激；另外一个方面是人物的真实性。美剧的人物层次特别丰富，常常没有

很明显的英雄和反派人物，很难看到纯粹的好人和坏人，大家都有“人性的污点”，这让观

众更容易产生感情上的共鸣，从情感上讲就觉得很真实了。 

    我曾经采访的一些女孩说，美剧里有的角色是社会名媛，我们大部分人可能不会和她

有共鸣。，但是她生活中的一些经历，比如对于“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或者“我想成

为一个怎样的人?”这类问题的思考，以及成长过程中要经历的所谓“成长的烦恼”，很多年

轻人却可以产生共鸣。 

  说到人的本真性，第一个方面是“我”作为一个人，“我”可以自由地表达自我；“我”在

跟你交往的过程中可以有话直说，可以做最真实的自我，不用遮遮掩掩；第二个是质疑

权威的勇气，“我”可以对它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和挑战。“我”虽然只是社会上的普通一

员，但“我”有我的想法，“我”可以质疑你；第三个就是有梦想。不管“我”是一个多么微不

足道的人，但是“我”都有目标和梦想，比方说“我”要做成一番事业，想成为一个成功的

人，一个对社会产生影响，能留下一些足迹的人。这三个方面是所谓“真实”的自我的一个

定义。很有趣的是，我在跟中国大学生聊天的过程中发现，他们之所以着迷于美剧，就

是因为他们能从美剧的主人公身上看到这些特质，而对这些特质的认同使得他们把这些

角色作为了自己的偶像。 

    比如《豪斯医生》里的主角，他是个很怪异的人，也有很多地方不招人喜欢，但是他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又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他想什么说什么，不会在乎别人的面子。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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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有才华的医生，可以治病救人，但同时他又对社会权威不屑一顾。从这个意义上讲，

作为一个虚构的人物，他表现出来的真实性让中国年轻人特别向往。 

    反观中国文化，我们讲中庸，讲面子。身为独生子女的 80 后和 90 后，从小就在压力

下成长。我自己也是独生子女，经历过高考，生活很辛苦，压力也很大。所以看到这些

能自由地表达自我，活得很张扬、洒脱的荧幕人物，就会觉得是一种释放，会觉得我也

可以做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剧的真实并非对现实的还原，而是体现了年轻人

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过程中的真实愿望和理想。美剧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新的、

可以用来参照的生活方式。这让年轻人觉得，“我”可以有另外一种活法，可以活得很洒

脱，忠实于“我”内心真正的愿望。也就是说，美剧倡导的是：身份不是先天给予的，而是

后天你可以经过努力而得到的。明了自己的愿望和欲望，再朝着那方面去努力就可以有

所成就。因此，中国年轻人在看美剧的时候往往会觉得，这是“我”真心想要的，所以这就

是真实的。 

    记者：您在美国的时候，看到国产剧在美国的推广怎么样？美国看的人多吗？ 

    高洋：不太多。但是有一些美国人喜欢看中国的武打剧，像早期的李小龙

（当然李小龙是美国华人），后来的李连杰、成龙，大都是香港那边拍的。他们也是从

网上下载下来看。我有一次在亚特兰大开会的时候，看到一个美国人坐在公车上看得很

起劲儿。韩国的流行音乐美国倒是有一定的市场，但大陆的还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