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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文化身份建构:基于奥运传播的视角》内容简介：1897年，保罗·高更创作了一生中最大的
也是他认为最有意义的一幅油画，名字叫“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其中浸润
着前人在世纪之交时对文化身份的困惑。百年后，这种焦虑丝毫未减，又加上更为宏大的全球化浪潮
，先进的通讯和交通工具压缩了现实的时间与空间，浪头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刚刚觉察便已被
裹挟着置身其中。随着文化的全球流动，这些集合与坐标在不停地变化，身份也在不断地游移，社会
个体甚至于民族国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大波浪中腾挪跌宕。多元文化经由媒介传播在同一时空之中
碰撞与激荡，必然引发关于文化身份的更大迷思与追问，它存在于我们周围，渗入进我们的生活，因
而也就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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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珍，女，湖北襄阳人，1980年生。]997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英语系，2001年获得教育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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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三、中国文化身份问题的相关研究资本的世界性扩张带来的全球文化流动使文化身份逐渐成
为聚集了众多矛盾、争论和复杂性的问题领域，文化身份问题也被赋予了多学科的解释力。从不同学
科领域出发有关身份／认同的研究成果主要归为以下几类：“国际政治学领域关于国族以及政党身份
认同；文学领域从后殖民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的角度关于文化身份认同；哲学领域关于主体和认同的探
讨；社会学领域关于性别、种族、阶级、亚文化群体等少数群体认同以及消费认同；人类学领域关于
族裔身份认同；教育学领域关于认同领域的教育研究。”正因为文化身份问题的研究具有宽泛的理论
背景，因而在传播学领域中讨论文化身份问题同样需要在永恒与流变的语境中发掘可操作的问题，找
到合适的路径。这也证明了本研究选择在奥运传播与当代中国文化身份建构的这一组关系命题中探讨
文化身份问题是具有实际的研究边界和具体研究指向的论题。在传播学领域中，国内有关文化身份／
文化认同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结合时代语境分析文化身份的内涵，注重在新的媒介环境中描
述文化身份的变化。这类研究关注文化身份问题纵向的演变，侧重于理论的归纳与阐述。在《文化身
份认同演变的历史与现状分析》中，就以后现代语境中的身份问题作为理论来源，梳理文化身份认同
的内涵、来源和多重性，强调与文化身份认同相关的主要因素，如世界格局、民族国家形态、社会价
值观念等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数字时代与全球化的媒介语境中，文化身份认同正在呈现“去疆界
化”“日益混杂”和“多元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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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文化身份建构:基于奥运传播的视角》是天津体育学院博士科研启动经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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