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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表演艺术对外传播的政治传统

———基于历史的考察

帅 伟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摘 要]中国表演艺术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其传播主体、传播目的和 传 播 路 径 等 方

面呈现出鲜明的政治传统。这一政治传统既有古代的历史表征,也有重要的思想渊源。从

古代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传播经验,再到 当 今 世 界 各 国 的 共 同 实 践,表 演 艺 术 的 对 外 传 播 面

临着从政治目的到多元目的、从官方主体到民间主体、从单一路径到多元路径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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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我国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积淀和延传

了一系列独特的思想、文化、观念、政策、制 度 以 及 行 为 方 式,这 些 就 构 成 了 通 常 所 说 的“传 统”。考 察 历 史,我 们 可

以发现,古代中国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在传播主体、传播目的和传播 路 径 等 方 面 都 有 着 极 其 鲜 明 的 政 治 色 彩,形 成

了本文所称的政治传统。这种政治传统本身并无所谓优劣褒贬,其存在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和思想渊源。

传统发生于过去,却支配着现在,影响着未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从我国表演艺术对外

传播的实践中窥见这种政治传统或明或暗、或深或浅的痕迹。近年来,我国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重视,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我国表 演 艺 术 对 外 传 播 史 中 的 政 治 传 统,不 仅 有 着 学 理 的

旨趣,更有着现实的意义。基于此,本文拟从历史出发,围绕古代中国表演艺术对外传播的政治传统,梳理其历史表

征,探究其思想渊源,进而检视其在现时代的衍变和转向。

一、政治传统的历史表征

关于我国古代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今人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文献记录,是有关周穆王出访随演的传说。周穆王

是西周王朝第五代国王,据《穆天子传》记 载,他 在 公 元 前964年 带 领 一 支 庞 大 的 乐 队,经 河 西 走 廊 来 到 中 亚 的“玄

池”,向当地的部落酋长展示了 规 模 盛 大、持 续 三 日 的 音 乐 演 出,是 谓“天 子 三 日 休 于 玄 池 之 上,乃 奏 广 乐,三 日 而

终,是曰乐池”(《穆 天 子 传》卷 二)。这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我国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有着久远的历史,并 且 从 一 开

始就和君主的对外政治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从散见于各种典籍中的历史记载来看,我国古代表演艺术主要有着境内传播和境外传播这两种对外传播模式。

境内传播就是通过“乐宴来使”等方式,使得来到中国的域外人士观摩、学习和认知中国 表 演 艺 术,进 而 将 中 国 表 演

艺术带回自己的国度;境外传播就是通过“外派使臣”等方式,将中国表演艺术带 至 域 外,从 而 实 现 传 播 的 效 果。这

一来一往的传播之中,都带有较为明显的政治特征。

(一)境 内 传 播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国力昌盛,加之从中土通 往 中 亚 乃 至 西 亚 的“丝 绸 之 路”的 开 辟,使 得 中 国 与 西

域诸国之间往来频繁,这一时期的跨地域艺术交流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民间流 行 乐 舞 百 戏,也 称“散 乐”,是 一

种包括了杂技、武术、魔术、角斗、音乐、舞蹈和滑稽表演等多种形式的串演。这 种 表 演 艺 术 形 式 深 受 外 国 使 者 的 喜

爱,汉朝统治者也经常举办十分盛大的演出招待外国来使,以展示中国的繁盛和富裕。欧 阳 询《艺 文 类 聚》引《汉 武

故事》说:“未央庭中,设角抵戏,享外国,三百 里 内 观,角 抵 者,使 角 力 相 触 也,其 云 雨 雷 电,无 异 于 真,画 地 为 川,聚

石成山,倏忽变化,无所不为。”所描述的就是汉武帝时期为招待外宾而举行的一次演出。

“乐宴来使”盛大之极,当属隋炀帝。隋炀帝爱好乐舞,又好大喜功,他“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隋 书· 音 乐

志》),以实力雄厚的宫廷乐 舞 团 队 为 基 础,经 常 向 西 域 来 的 使 者 展 示 盛 大 的 表 演 场 面。据《资 治 通 鉴》记 载,“(隋

炀)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丁丑,于端 门 街 盛 陈 百 戏,戏 场 周 围 五 千 步,执 丝 竹 者 万 八 千 人,声 闻 数 十 里,自 昏 至



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资 治 通 鉴》卷 一 八 一)绵延五千步的戏场,通宵达旦 的

整月演出,仅乐器演奏者就有一万多人,可见演出规模之大,使得西域客人看到如此盛景之后纷纷“嗟叹”,“谓 中 国

为神仙”。隋炀帝这样做的目的,即在于“以示中国之盛”(《隋 书·裴 矩 传》)。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有着当 时 世 界 首 屈 一 指 的 国 家 实 力。这 种 国 家 实 力,不 仅 仅 是 经 济、政 治 和

军事上的力量,而且还包括文化影响力,亦即使一种发展程度较高的文化自然流向另一种发展程度较低的文化的力

量。正因为此,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纷纷派出众多的使臣、留学生和学问僧来中国访问和学习。唐朝政府不仅以歌

舞盛会招待他们,还为他们提供学习中国文化艺术的机会。以日本为例,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

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在学习中国汉字、儒学和佛教的过程中,也使中国表

演艺术在日本得到了一定的传播。现存日本的一件 唐 代 弹 弓 上,就 有 漆 绘 图 案 反 映 了 当 时 顶 竿 表 演 的 场 面。在 日

本的奈良古都书院中至今收藏着许多中国古代舞蹈的道具。据田边尚 雄《东 洋 音 乐 史》统 计,仅 唐 代 乐 舞 输 入 日 本

的即有十调48种,其中就有著名的《破阵乐》、《春莺啭》和《兰陵王》等乐舞。[1]114

(二)境 外 传 播

在中国古代的国际交流中,不仅域外各国遣使来华,中国历朝历代也会派遣使臣出使外国。这些使者在出使的

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将中国的音乐、歌舞 等 表 演 艺 术 传 播 于 所 到 之 处,使 得 各 种 表 演 艺 术 获 得 了 对 外 传 播 的 机 会。

例如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宋太宗时王延德出使西域高昌国,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表演艺术在西域诸国的

传播。明清时期,外派使臣更为频繁,大批使臣被派往朝鲜、安南、琉球 诸 国。例 如,中 国 政 府 定 期 派 遣 使 团 前 往 琉

球岛国,行使册封、授 印、诏 谕、赏 赐 和 吊 祭 等 礼 仪。从 明 洪 武 五 年(1372年)首 次 派 使 者 到 琉 球,到 清 光 绪 五 年

(1879年)的507年间,明清两朝24次册封,共派出正、副使43人。[2]57中国册封使及其从客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艺

术对外传播的主体。他们大多为受过教育的高级文官,有着较 高 的 文 学 素 养 和 艺 术 造 诣,在 琉 球 居 留 期 间,他 们 或

受邀授课讲学,或交流切磋才艺,不仅传播了中国的书法和诗歌艺术,也传播了中国的乐器和曲谱。

除了外派使者,另外一些与政治相关的活 动 也 间 接 促 进 了 中 国 艺 术 播 撒 至 域 外,例 如 和 亲、屯 田 和 战 争。以 汉

朝为例,和亲是用以处理西域关系的重要 政 治 手 段,如 汉 武 帝 时 先 后 派 遣 细 君 公 主 和 解 忧 公 主 与 乌 孙 王 国 和 亲 联

姻。在和亲的过程中,常常会有由乐师和艺人组成的表演团队 作 为 嫁 妆,陪 伴 公 主 一 同 进 入 异 国 他 乡,在 客 观 上 使

乐舞百戏有了输入西域的契机,对中国表演艺术的对 外 传 播 有 着 积 极 的 作 用。秦 汉 时 期 的 屯 田 制 也 间 接 促 进 了 表

演艺术的对外传播。汉武帝派张骞二使西域,打通了中亚交通,随后武帝在河西设郡并移民屯田,进一步巩固了“丝

绸之路”东西段的连接。秦汉及其以后设置的屯田制,使得大量屯 田 区 的 军 民 将 中 原 的 乐 舞 带 往 西 域 周 边,得 以 与

当地文化艺术融合。此外,战争也会造成艺术对外传播的效果,例 如 汉 末 中 原 战 乱,不 少 民 众 沿 着 丝 绸 之 路 向 西 迁

徙避乱,使得中原的乐舞百戏向西域流传。

从上述史实中可以看出,我国古代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有着一以贯之的政治传统。这具体表现为,一是在传播

主体上,政府及其官员构成了重要的传播主体,虽然同时也存在着为 数 众 多 的 民 间 主 体 的 传 播 行 为,但 是 官 方 无 疑

占据着对外传播的主导地位;二是在传播目的上,政治目的是对外传播的主旨所在,换言之,艺术对外传播常常是出

于展示国力、炫耀国威、德化蛮夷、威压海外的目的;三是在传播路径上,艺术对外传 播 与 国 家 的 政 治 活 动 特 别 是 外

交活动紧密相关,艺术与政治相互交织、融为一体;四是在传播动力上,艺术的对外传播是以国家实力特别是政治实

力为后盾,这也是“国家强则传播盛、国家弱则传播衰”的原因所在。

二、政治传统的思想渊源

古代中国表演艺术对外传播的政治传统,背后有 着 深 刻 的 思 想 渊 源。一 方 面,儒 家 思 想 所 倡 导 的 礼 乐 制 度,使

得“乐”与国家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即所谓“乐与政通”;另一方面,传统思想中的“天下观”和对外关系中的朝贡体

制,使得文化艺术成为对外交往中“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左 传·僖 公 七 年》)的重要工具,即所谓“怀柔远人”。

(一)乐 与 政 通

礼乐制度起源于约公元前11世纪的“周礼”。随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的确立,礼乐制度得到了进一

步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文化的基础。周礼本是在原始巫术礼仪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其核心

是尊敬和祭祀祖先,以便形成以宗法血 缘 关 系 为 基 础 的 等 级 制 度,并 从 中 衍 生 出 一 套 包 含 了 仁、义、智、信、忠、孝、

悌、廉等伦理范畴在内的“礼”。[3]13-15周初“制礼作乐”所深藏的思想就是,表面上是为祭祀而进行的原始乐舞活动,

根本目的则是为了协调现实统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乐”是 一 个 总 体 性 的 概 念,是 诗 歌、音

乐、舞蹈、杂技等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性表演艺术,有着大众参与性、娱乐性和通俗性,比 较 适 于 大 规 模 展 示 和 现 场 交

流,具有极强的感染效果和教化作用。“乐”尤其是仪式性的乐舞,本身已经成为“礼”的重要组 成 部 分。基 于 此,历

朝历代都将乐舞看作是与国家政治制度紧密相关的大事,即如《乐记》所言的“乐与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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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观念表现在艺术传播上,有着两个主要特点:一则是“功 成 作 乐”的 内 容 选 择;二 则 是“乐 宴 来 使”的 场

合规定。中国历代都有以雅乐舞来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惯例,即《乐记》所谓之“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例如唐

太宗为歌颂自己的武功而创作了著名的《秦王破阵乐》。而且,在大大小小的祭祀、朝会、庆典和宴飨等公开场合中,

官方都有使用这些乐舞的具体规定,当这些乐舞表演发生在对外交往中时就产生了对外传播的效果。

(二)怀 柔 远 人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下观”,就是西方汉学家所说的“中国的世界秩序观”。正如《诗经》中谓,“溥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 经· 小 雅 · 北 山》)。在 这 样 一 个 总 合 的 世 界 中,中 国 居 于 中 心 地 位,“四 方”则 为

“四夷”,从而构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4]10这种思想观念在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实践中,就表现为带有中

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优越感色彩的“朝贡体制”。朝贡体制一直作为中 国 封 建 王 朝 开 展 对 外 官 方 关 系 的 基 本 模 式,直

至近代才被“条约体制”所完全取代。

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在构建和维系天下秩序的过程中,天子应该秉持“王道”而摈弃“霸 道”,应 当“以 德 服 人”而

不能“以力服人”。正所谓“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 诸 侯 则 天 下 畏 之”(《礼 记 · 中 庸》)。孔 子 也 说,“故 远 人 不 服,则

修文德以来之”(《论 语·季 氏》)。统治者相信,礼乐能影响观礼者,并使之在心中确认统治者 的 德 行 与 权 威。即 如

费正清所指出的,“中国人往往认为,外交关系就是向外示范中国国内体现于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相同原则。”[5]2

礼乐结合,使得艺术表演成为统治阶级的礼仪制度的一部分。基于此,礼乐的对外传播便 成 为 通 过“文 德”来“怀 柔

远人”的重要手段。

总之,历代统治者早已认识到,乐舞可以感化人的内心,并有着重要的政治和外交功能。具体而言,古代统治者

之所以对外传播本国的表演艺术,或许是因为要以乐舞作为一种仪 式,达 成 两 国 间 的 协 议;或 者 是 出 于 天 子 统 领 天

下的优越感,意在表现自己的威仪,并以乐舞教化“四夷”;或者是因为音乐常被视为国家兴亡的晴雨表,试图以乐舞

来表现太平盛世;或者是为了通过乐舞来向外界表明和宣扬天子的功德;又或者是为了表现天子“与民同乐”的形象

……这些心理或者说动机,最终都能够找寻到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和思想根源。即使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表演艺术的

对外传播可能会呈现出新的形式和样态,但是其政治功能和外交作用则是一以贯之的。

三、政治传统的现代衍变

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把古代中国表演艺术对外传播的历史和建国后我国表演艺术对外传播的实践对比来看,不

难发现两者在传播的表象上的相似之处,亦即对表演艺术对外传播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的强调。新中国建立后,

出于国内外政治局势的考虑,我国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带有较强的政治目的,传播活动的组织和开展更多地依仗官

方而非民间,所传播的内容也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但不同的是,现代政府往往会以国家政策的形式对传播行

为进行规范化的指引,并最终上升为国家战略,由相应的组织和机构加以贯彻实施。

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急需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于 是,在“文 化 先 行,外 交 垫 后”的 外 交 方 针 政 策 下,政 府

主导了一系列涉外艺术表演活动,使之成为国家外交的途径 之 一。例 如,中 国 京 剧 院、上 海 京 剧 院 等 文 艺 团 体 纷 纷

被派往智利、乌拉圭、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进行访问演出。同时,剧团的国营化也使得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具备

了体制上的支持。

在这些“文化外交”活动中被津津乐道的一次是,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瑞士日内瓦会

议时,亲自策划了一次电影招待会,向外宾隆重推介 了 建 国 后 拍 摄 的 第 一 部 地 方 戏 曲 影 片———越 剧《梁 山 伯 与 祝 英

台》,“第一次把越剧带到国际上,使越剧走向世界”。[6]114后来,这部电影戏曲片又被送往捷克斯洛伐克、爱丁堡等地

参加国际电影节和艺术节,都获得了一些奖项和好评。这次文化外交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推动中国越剧不断走向世

界舞台。在此影响下,中国越剧代表团于1955年 应 邀 赴 民 主 德 国 和 苏 联 访 问 演 出,四 年 后 又 在 越 南 刮 起 了“越 剧

风”,紧接着又让香港居民为之倾倒。

1958年,文化部组织中国戏曲歌舞团出 访 欧 洲 七 国。筹 备 会 由 周 恩 来 总 理 亲 自 主 持,一 些 中 央 高 层 领 导 参 加

了剧目的挑选和审查,选定俞振飞和言慧珠为主要演员,演出剧目为《百花赠剑》和《惊 变·埋 玉》。半 年 之 间,访 欧

演出团先后去了捷克、瑞士、法国、比利时、卢 森 堡、英 国、波 兰 七 个 国 家 二 十 四 个 城 市,共 演 出 一 百 零 二 场,观 众 达

九万多人次,最后转道莫斯科回国。“这次出访,与其说是文化交流,不如 说 是 一 次 政 治 性 很 强 的 外 交 活 动。当 时,

西欧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还没有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通过文艺演出,不仅可以增加与各国的文化交流,更重要的

是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扩大新中国的影响。”[7]101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艺术传播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和社

会主义国家,在建国之初对外传播表演艺术时,在内容选择和传播做 法 上 往 往 过 于 带 有 意 识 形 态 的 色 彩,这 对 于 长

期对中国持偏见和敌视态度的西方国家而言,更容易招受他们的 抵 制,而 无 益 于 艺 术 的 传 播。特 别 是 文 革 时 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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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戏”的传播,其政治色彩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集中反映彼时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八部“样板戏”,被政府“不遗余

力”地向海外宣传,“但凡有国外贵宾或代表团来访,‘样板戏’都是外宾必看的文艺节目,有时甚至组织来访 贵 宾 集

体观看”。[8]

四、政治传统的反思与转向

实际上,并非只有中国在对外传播 本 国 文 化 艺 术 时 才 具 有 政 治 传 统,有 鉴 于 表 演 艺 术 对 外 传 播 的 重 要 政 治 功

能,世界各国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并加 以 扶 持,常 视 其 为 文 化 外 交 的 重 要 部 分。各 国 在 对 外 传 播 表 演 艺 术 的 过 程

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上的色彩和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元老 艾 伦·杜 勒 斯 说 过,“如 果 我 们 教 会 苏 联 的 年 轻

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 要 他 们 采 取 的 方 法 思 考 问 题。”[9]219-220在 运 用

这种手段处理美苏“冷战”问题而尝到“甜 头”之 后,美 国 充 分 认 识 到 艺 术 交 流 在 构 建 国 家“软 实 力”①方 面 的 作 用。

今天的美国不仅抢占了世界上最强大的传播阵地②,而且不失时机地扶植和利用自己的表演艺术对世界各国发挥文

化影响,宣传积极正面的美国形象,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 政 治 霸 权。当 政 治 外 交 过 于 敏 感 时,文 化 外 交 往 往 能

在政治防线之外迂回渗透。例如2008年,在美国与朝鲜就核问题进行紧张 的 对 立 和 谈 判 时,纽 约 爱 乐 乐 团 在 美 国

国务院的推动和朝鲜方面的邀请下赴朝鲜演出,完成了一次文化外交上的“破冰”之旅。

在当代,世界各国纷纷成立官方或半官方的艺 术 管 理 机 构,建 立 健 全 艺 术 补 助 机 制,扶 持 本 国 表 演 艺 术 的 对 外

传播活动。例如2003年7月,美国国务院文化外交咨询委员会成立,其宗旨是为国务卿提供文化外交政策的建议。

在一些“政治一统型”国家(如中国和法国),都单独设有文化部并联合外交部来管理国 际 艺 术 交 流 事 务。例 如 法 国

的艺术行动联合会(AssociationFran·aisedActionArtistique)即专门 承 担 和 服 务 于 该 国 各 种 国 际 艺 术 交 流 的 业 务,

它具有鲜明的官方色彩,大部分经费来自政府部门,所以它“无论在表演艺术或视觉艺术的国际交流,皆扮演财务支

持者的关键角色,惟其决策深受法国官方、特 别 是 外 交 部 及 文 化 部 的 影 响”。[10]176-177这 些 机 构 有 效 推 动 了 本 国 艺 术

家或艺术团体参与国际交流,也资助和举办了一系列大型的国际艺术表演活动。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各国也越来越重视通过其官方代表来促进文化艺术的对外传播,进而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

和对外战略意图。这有利于解决文化艺术对外传播中的“排异”问题,避免其他国家对“意 识 形 态”方 面 内 容 的 敏 感

和猜疑。因此,同其他文化手段一样,表演艺术对外传播 中 的 政 治 色 彩 往 往 被 掩 盖 起 来,变 得 越 来 越 不 明 显。特 别

是西方发达国家,往往更倾向于选择通过政府鼓励或支持民间文化项目的方式来开展对外传播,如政府资助或授权

非政府组织来举办文化交 流 活 动。这 在 给 艺 术 交 流 更 多 自 由 空 间 的 同 时,实 际 上 也 能 更 好 地 实 现 其 政 治 目 的 和

功能。

有鉴于此,当前中国表演艺术的对外传播必须 要 处 理 好 以 下 三 对 关 系,面 临 着 从 政 治 目 的 向 多 元 目 的、从 官 方

主体向民间主体、从单一路径向多元路径的转变。

首先,在传播目的上,要从单一的政治目的向政 治、经 济、文 化 等 多 元 目 的 转 变。也 就 是 说,政 治 目 的 要 与 经 济

目的、文化目的并行。这是因为,单纯的政治和外交目的不足以 形 成 对 外 传 播 的 强 大 合 力,在 通 过 对 外 艺 术 传 播 塑

造国家形象的同时,不能总是自费“走出去”。在文化艺术“走出去”的同时,也要“引进来”,形成深层次和高水平的

文化和艺术交流。不能只重产业却不重文化,片面强调经济动力,忽视文化艺术本身的特点和要求。

其次,在传播主体上,要从官方主体向民间 主 体 转 变。在 以 往 的 传 播 模 式 中,官 方 主 体 构 成 了 主 导 的 甚 至 是 唯

一的传播主体,其优点在于传播的规模大、资金足、效果明显,但是其缺点在于政治 色 彩 过 浓,他 国 的 传 播 受 众 可 能

产生排斥心理,而且常常表现为单向的文化输出,缺少国内外人民间 的 互 动 性,使 得 整 个 传 播 过 程 给 人 一 种 刻 板 印

象,这也是中国以往通过官方组织对外传播表演艺术 的 一 个 总 体 特 点。今 天 的 对 外 传 播 和 过 去 相 比 变 得 越 来 越 频

繁和深入,传播主体已不再能局限于官方,而应当有效地调动 社 会 组 织 和 社 会 公 众 这 样 的 民 间 力 量。相 比 较 而 言,

民间主体参与和主导的对外艺术传播具有形式多样、灵活高效的优点,可以充分动用地方资源、反映地方特点,并且

能够实现国内外民众间的平等交流和互动沟通,因而能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

最后,在传播路径上,要从单一化路径向多元化路径转变,意即政治路径、文化路径和经济路径的综合运用。民

间主体在传播表演艺术时常常会遇到财力、物力有限的困境,难以承 担 昂 贵 的 海 外 演 出 费 用,而 且 要 处 理 繁 琐 的 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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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主张“通过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感召力来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
议题的能力”(周文重:《出使美国2005—2010》,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其理论十分符合美国自二战以来,尤其是冷
战以后将对外文化输出与政治目的有机结合的思路和做法。
美国通过其覆盖世界的卫星技术,以及全球领先的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等的联合作用下,逐渐占领了世界文化传播的阵地。“控制全球媒
体新系统的是30至40家大型跨国公司,而雄踞全球市场顶峰的是不到10家媒体公司,且其中大多数集团公司都把基地设在美国……”
(李怀亮、刘悦笛:《文化巨无霸———当代美国文化产业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在此基础上,美国文化已占据
了全球文化输出的高地,拥有了好莱坞的巨制电影、三大电视网的娱乐节目以及时代华纳的流行音乐等文化产业巨头。



外演出申请程序。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政府机构的支 持 和 协 调,同 时 也 需 要 结 合 多 元 路 径 才 能 得 到 解 决。社 会 组 织

既可以是营利性的,也可以是非营利性的,而商业路径有助于中国表 演 艺 术 团 体 参 与 全 球 竞 争,获 得 市 场 动 力 和 创

新活力。例如,采取中央或地方政府资助与商业化运作相结合 的 模 式,如 将 项 目 通 过 招 标 的 方 式,交 给 本 国 演 出 团

体和演出经纪机构承办,或者委托对方国家主流演出机构市 场 化 运 作。此 外,学 术 研 讨、文 化 交 流 等 形 式 的 文 化 路

径,也有利于艺术对外传播的深入展开。这些都是单一的政治路径力所不逮的。

总而言之,无论是长期的历史经验,还是深层 的 思 想 根 源,都 客 观 证 实 了 表 演 艺 术 所 具 有 的 政 治 功 能 和 外 交 作

用。就是在其对外传播的实践中,艺术与政治之间相互促进和交融。对于表演艺术而言,它永远都在寻找观众的过

程中,无论是凭借何样的传播主体、传 播 目 的 和 路 径“走 出 去”,都 不 失 为 一 种 生 存 之 道。在 当 今 科 学 技 术、媒 介 通

讯、海外交通迅速发展,以及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表演艺术 的 对 外 传 播 无 疑 获 得 了 最 好 的

传播时机。我们所做的事不过是让传统成为一种积淀,一种力量,又或者是一种比照,一种变通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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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经贸类专业教指委主任委员工作会议在我校召开

本刊讯  11月16日,教育部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2013年主任委员工作会议在我校召开。

教指委主任委员、辽宁大学党委书记程伟教授和七位副主任委员参加了会议。我校党委书记郭广银出席开幕

式并致辞。开幕式由教指委副主任委员、我校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徐康宁主持。教务处及经管学院有关负责人

及教师代表参加了会议。

此次会议是新一届全国经贸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主任委员工作会议,由我校经济管理学

院承办。会议主要议题是研究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经过与会专家们的讨论与协商,确定了

经济与贸易类专业国家标准的基本框架及主要内容,明确了各自的分工任务及完成时间。会议还讨论确定了

2014年的工作计划。
(张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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