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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遵循形象学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展开美国媒体中的中国文化形象研究。
本研究以媒体资料作为研究对象，拓展了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材料，从事实上突破了传统的以小说
、游记、电影作为文献的做法。
这种学理路径提供了这样的启示：形象学研究具有非常深厚的“原话语”材料，亟待研究者的开发。
本研究进一步透视“他者”的实质。
本书从分析文本入手，深入挖掘美国媒体对中国形象的构建及其成因。
相信此研究会为人们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模式和探索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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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报纸完全一致，还增添了改变字体大小、保存以往报刊和字句搜索的功能。
现代读者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最新资讯。
笔者的大部分《纽约时报》的资料来源于其电子版。
第二步，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这些资料进行量化分析，最终以图表的形式呈现出来。
第三步，将这些材料置于其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从思想文化层面探究美国对中国“文化他者”形
象构建之成因。
　　本书以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借鉴了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
主义、接受美学误读理论等，并注意吸收现有的研究成果。
下面对本书所应用的主要理论的核心内容作一分述。
　　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认为，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一切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某个形象。
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
形象。
事实上，所有具有学术价值的形象学研究一般都注重第二点，即注重研究创造出形象的文化。
形象是在文学化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关于异国看法的总和。
异国形象，是社会集体想象物，是对他者的描述（representation）。
所有的形象都源于一种自我意识，它是对一个与他者相比的“我”，一个与彼处相比的此在的意识。
形象因而是一种文学的或非文学的表述，它表达了存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现实间能够说明符指关系的
差距。
还可以说，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
是十分微弱的。
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的文化现实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
“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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