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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以来ꎬ民族主义在中国一直存在ꎬ并时时以合适的节点爆发出来ꎮ １９８１ 年开始流传的老舍

“获诺贝尔文学奖传闻”(以下简称诺奖传闻)ꎬ实际上就是民族主义的一种体现ꎮ 在当前ꎬ大众媒体成为民族主

义情绪的重要出口ꎬ尤其在影像作品中有更为集中的表达ꎮ 民族主义情绪对于国家形象构建和中国故事讲述有

一定的作用ꎬ但是我们需要警惕其升级为极端民族主义ꎮ
〔关键词〕老舍ꎻ诺奖传闻ꎻ民族主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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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７ 日ꎬ在大众的期待中ꎬ诺贝尔

文学奖终于诞生ꎬ坦桑尼亚小说家阿卜杜勒 － 拉

扎克古尔纳获奖ꎮ 被提名的中国作家残雪再

次与诺贝尔奖无缘ꎬ这对于有着强烈“诺贝尔文

学奖情结”的国人来说实感遗憾ꎮ
其实ꎬ按照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的基本规则ꎬ

获得提名本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ꎬ算不得什

么ꎬ但是这依然能够牵动很多国人的神经ꎮ 尽管

２０１２ 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ꎬ已经填补了国

人的缺憾ꎬ但是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依然热情不

减ꎬ每年各大小媒体关于“ × × 获得诺奖提名”
的报道依然能够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ꎮ 根据媒

体报道以及相关人士“揭秘”ꎬ在一百多年诺贝

尔文学奖发展史上ꎬ先后获得过“提名”传闻的

中国作家有鲁迅、胡适、林语堂、老舍、沈从文、李
敖、北岛、残雪、余华而且这个名单在未来还

将继续增补下去ꎮ 在这一串名单中ꎬ最值得大众

玩味或者反思的当属老舍ꎮ
根据相关传闻资料显示ꎬ老舍本来应当在

１９６８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ꎬ但是即将颁奖时

才得知老舍已经于 １９６６ 年去世ꎬ因此评审委员

会最终将该奖颁发给日本作家川端康成ꎮ 这则

传闻从 １９８１ 年开始出现ꎬ一直到 ２０１９ 年初才

“真相大白”ꎮ 这里面值得思考两个问题:为什

么传闻是老舍在 １９６８ 年而非别的年份获奖? 为

什么这则关于 １９６８ 年的传闻从 １９８１ 年才开始

发酵? 我们认为ꎬ这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中国民

族主义思潮传播有着非常强的关联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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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曾断绝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源自西方的概念ꎬ自从晚

清引入中国以来ꎬ一直以各种形式存在ꎮ 它可能

是一种思想状态或者情绪ꎬ也可能是一种行动或

者运动ꎬ还可能是一种学说或者政治主张ꎮ 这三

种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甚至在同一历史时期

都存在过ꎮ 对于学者来说ꎬ民族主义更多是一种

学说或者政治主张ꎻ对于政治家来说则可能将其

促成一种行动或者运动ꎻ对于大众来说ꎬ民族主

义则更多表现为一种情绪ꎮ 具有中国语境的民

族主义ꎬ从民族危机出发ꎬ自鸦片战争开始ꎬ在不

同时期以不同方式表现ꎬ未曾断绝ꎬ而且大致上

可以分为 “官方民族主义” 和 “民间民族主

义”ꎮ〔１〕在民族救亡图存的过程中ꎬ民族主义往往

会发挥重要作用ꎬ它或者被官方利用从而转化为

一种意识形态ꎬ比如孙中山以“五族共和”为基

础建构起国家民族主义的官方话语ꎻ或者成为民

间的一种情绪ꎬ在凝聚人心、彰显民族意识方面

功不可没ꎬ比如民族主义情绪在抗日战争中就发

挥了重要作用ꎮ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由于具备强固的国家

能力ꎬ新中国政权有足够的能力来引导民众思想

的发展ꎬ形塑一种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ꎬ这对于

凝聚国家共识、促进社会团结ꎬ具有重大的历史

意义ꎮ” 〔２〕尽管当时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策

略ꎬ在与西方交流上呈现相对封闭的状态ꎬ但是

通过官方意识形态主导构建起来的民族主义话

语ꎬ比如“赶美超英” “万炮震金门” “批判苏修”
等ꎬ为当时中国“自力更生”这一形象构建提供

了坚实的基础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

基本国策ꎬ对外交流日益频繁ꎬ经济建设成为国

家和社会的主导ꎬ意识形态逐步淡化ꎬ因此来自

官方的民族主义相对较弱ꎬ但是民间的民族主义

情绪却不断涌动ꎬ并时时借助官方媒体予以呈

现ꎮ 这种不曾断绝的民间民族主义情绪大致可

以分为三种情况ꎮ

其一ꎬ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中国经济发展

势头良好ꎬ催生了一股雪洗民族耻辱、渴望民族

新生ꎬ进而使得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

界东方的民族主义情绪ꎮ
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在现实生活中有诸多表

现ꎮ 首先体现在通过无数题材连环画(即民间所

说的“小人书”)来完成“民间民族主义的教化”ꎮ
在香港电视剧«大侠霍元甲» «陈真»以及电影

«少林寺»的带动下ꎬ中国大陆出现了武术题材

连环画出版的高潮ꎬ一直到 １９８６ 年因为市场竞

争的缘故才逐步退潮ꎮ 这些连环画在故事模式

设置上基本雷同ꎬ多体现为中国武术家和外国拳

师比武ꎬ外国拳师一般来自俄国和日本ꎮ “在

‘中外比武模式’的武术连环画中ꎬ那些外国武

士口中不断轻蔑地喊出‘东亚病夫’ꎬ刺激着中

国观众的民族主义神经ꎬ而对这些代表列强的大

力士反戈一击ꎬ以及对中华武术高超技术的渲

染ꎬ反过来在更高程度上激发起民族的自豪感ꎮ
诸多武术连环画正是透过‘武术’这种身体语言

来传递民族自强、‘落后就要挨打’的信念ꎬ须知

‘武术’正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出来的ꎬ民
族主义在身体上的隐喻ꎮ” 〔３〕 这种“身体民族主

义”在 １９８４ 年许海峰获得中国奥运首金中得到

完美诠释ꎮ 作为“身体民族主义”ꎬ还在“黄飞

鸿”系列电影中得到鲜明体现ꎮ “黄飞鸿”作为

一个热门题材ꎬ在过去的 ７０ 年里已经诞生了 １００
多部电影作品ꎬ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ꎮ ２１ 世

纪以来ꎬ“叶问”有望成为继“黄飞鸿”之后的又

一个热门电影题材ꎮ 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ꎬ到 ２０２１
年ꎬ目前已经诞生了 １０ 部“叶问”题材的电影ꎬ此
外ꎬ还有相关的电视剧ꎮ

还值得一提的是ꎬ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这种

民间民族主义情绪还通过流行歌曲彰显出来ꎮ
在 ８０ 年代上半期ꎬ中国大陆流行的多为军营歌

曲ꎬ比如«十五的月亮» «血染的风采» «军港之

夜»等ꎬ它们更多地强调对祖国的奉献ꎬ积极硬

朗ꎬ且集体主义情怀浓烈ꎬ这正好符合当时的时

代话语ꎮ 但是由香港艺人黄霑作词、张明敏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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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的中国心»ꎬ在 １９８４ 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

会上甫一亮相便获得满堂喝彩ꎬ引发大众共鸣ꎮ
这首张扬民族自豪感的歌曲体现出浓浓的民间

民族主义情绪ꎮ 当然ꎬ早在 １９８１ 年ꎬ香港电视剧

«大侠霍元甲»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已经在

大陆脍炙人口ꎬ体现出一定的民族主义情绪ꎬ而
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借助春晚舞台ꎬ无疑将

民族主义情绪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ꎮ 张明敏此

后也一发而不可收ꎬ先后推出«龙的传人»«我是

中国人»«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等ꎬ从而被

海内外华人誉为“民族歌手”“爱国歌手”ꎮ ２０ 世

纪末ꎬ«歌唱祖国» «中国人»等歌曲被人们到处

传唱ꎬ可谓是民间民族主义在流行歌曲方面的余

绪ꎮ
其二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基于中国经济

快速增长带来的综合国力提升以及中国国际地

位的提高ꎬ面对大国的“挤兑”ꎬ一种“大国心态”
的民间民族主义开始盛行ꎮ

１９９６ 年ꎬ一本叫做«中国可以说不———冷战

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 〔４〕的出版物将这种情

绪推向极致ꎮ 这本相对比较粗糙的书ꎬ在短时间

内就创造了 ３００ 万册的销量神话ꎬ而“中国可以

说不”这一词句也为当年大街小巷热血青年频频

引用以表达情绪ꎮ 当然ꎬ以“中国说不ꎬ不是寻求

对抗ꎬ而是为了更平等的对话” 〔５〕 为主题词的

«中国可以说不»的热销是有深刻的背景的ꎮ 在

全球化浪潮下ꎬ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中国更多地卷

入到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中ꎬ同时由于经济的

持续增长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ꎬ与以美国为代表

的西方大国有着直接的利益冲突ꎮ 中国在美国

主导的国际局势中显得非常被动ꎬ比如被美国多

次指责侵犯知识产权ꎬ并进行相应的贸易制裁ꎻ
１９９３ 年莫须有的“银河号”事件、中国“申奥”以
两票败北、 旷日持久却无进展的 “ 入世” 谈

判这些都推动中国民间一波又一波的民族

主义情绪ꎮ 因此ꎬ尽管被指责为是“无病呻吟和

拙劣的模仿”ꎬ«中国可以说不»中的很多话语却

刺激着国人的神经ꎬ获得国人的深深赞许ꎬ比如

“美国谁也领导不了ꎬ美国只能领导自己ꎮ 日本

谁也领导不了ꎬ有时日本连自己都无法领导ꎮ 中

国谁也不想领导ꎬ中国只想领导自己ꎮ” “不出十

年ꎬ最多十五年ꎬ美国经济一定会出大问题ꎮ”“２１
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ꎮ” “世界上的

一切 和 平 进 步ꎬ 无 一 不 得 惠 于 中 国 的 功

德ꎮ” 〔６〕时过境迁ꎬ笔者无意对这本 “畅销

书”的相应观点进行评价ꎬ引用这些语言只是想

证明“畅销”的背后ꎬ其民族主义情绪是何等的

浓烈ꎮ
在«中国可以说不»之后ꎬ该书作者再次推

出续篇«中国还可以说不»ꎮ 此外ꎬ市场还有«中
国仍然可以说不»«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何以

说不»等套仿之作ꎬ从而使得这股民族主义情绪

愈演愈烈ꎮ 虽然学术圈对“说不”系列著作的非

理性语言进行了诸多批判ꎬ但是由李希光、刘康

等诸多学者合著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 〔７〕 一书

在某种程度上却又是公开为民族主义站台ꎬ还有

知名学者陈晓明、张颐武等人对后殖民文化的批

评ꎬ这体现了当时思想界对民族主义暧昧的态

度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中国申奥成功、顺利加入

ＷＴＯ、ＧＤＰ 国际排名持续上升这使得大家

期盼已久的“大国”似乎已经出现ꎮ 但是国际局

势依然不那么乐观ꎬ比如 ２００８ 年北京奥运火炬

传递在法国遭遇抗议、西方媒体涉藏问题的歪曲

报道、愈演愈烈的“中国威胁论”等ꎬ这再次推动

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走向高潮ꎮ 在出版人

张小波(即«中国可以说不»的主要作者张藏藏)
的推动下ꎬ宋强(«中国可以说不»主要作者)等

人再次推出«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

我们的内忧外患» 〔８〕一书ꎮ
这本书在封面上进行了很多文字包装:

“ＣＣＴＶ、凤凰卫视特约军事评论员宋晓军、中国

民族主义领军人物王小东、社会学家黄纪苏、«中
国可以说不»作者宋强、资深媒体人刘仰为国直

言、替天行道”“国家运程、外交变局、社会迷思”
“抽丝剥茧驱妖蛾ꎬ敢为今世开太平”ꎮ 早在«中

—７９１—

老舍诺奖传闻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民族主义情绪传播



国不高兴»出版前的 ２００８ 年ꎬ王小东还出版了

«天命所归是大国———中国:要做英雄国家和世

界领导者» 〔９〕 的民族主义作品ꎮ 颇有意味的是ꎬ
«中国可以说不»中的“中国谁也不想领导ꎬ中国

只想领导自己”观点已经在«中国不高兴»中变

成了“中国领导世界是天命所归”ꎬ可见民族主

义情绪已经进一步升级了ꎮ〔１０〕 «中国不高兴»在
短时间内销量达到 １００ 万册以上ꎬ并且催生了一

系列类似书名的图书ꎬ比如«中国很高兴»«中国

凭什么不高兴»«中国为何不高兴»«中国谁在不

高兴»«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等ꎬ
在纸版图书早已经低落的年代ꎬ“高兴”系列居

然又成为一个爆款ꎬ民族主义情绪催生的巨大社

会影响力可见一斑ꎮ
其三ꎬ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国际性事件ꎬ使得

中国民间在民族主义情绪推动下ꎬ催生了明显的

暴戾之气和直呼战争的浅切表达ꎮ
在“银河号”事件之后的 １９９９ 年ꎬ又发生了

美国导弹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恶性事件ꎬ
造成使馆建筑严重受损、三名中国记者当场牺

牲、数十人受伤的严重后果ꎮ 事情发生之后ꎬ中
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游行和抵制美

货的活动ꎮ
２０１２ 年ꎬ日本发生“购买钓鱼岛”的闹剧ꎬ这

将中日钓鱼岛之争推向前所未有的严重局面ꎮ
在中国政府努力斡旋并派出军舰进行巡航的同

时ꎬ民间直呼“和日本一战”的民族主义情绪再

次高涨ꎬ与之相应的是出现抵制日货等一系列行

动ꎮ ２０１３ 年ꎬ菲律宾针对中国的南海权益发动

“南海仲裁案”闹剧ꎬ并且寻求西方一些国家的

支持ꎮ 在中国政府坚决反对闹剧的背景下ꎬ中国

民间愤慨的声音不绝于耳ꎬ要求用战争解决问题

的民族主义呼声很高ꎬ同时也有主张使用经济手

段对菲律宾进行制裁逼其就范的表达ꎮ ２０１７ 年

中国和邻国印度发生洞朗军事对峙事件ꎬ中国民

间马上就有了“动武”的带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

的声音ꎬ并且还有人对中印双方军事力量进行细

致对比乃至战略部署方面的出谋划策

总体而言ꎬ在当代中国ꎬ因为国际局势的风

云变幻ꎬ再加上中国的“大国心态”ꎬ民间的民族

主义情绪未曾断绝ꎬ有时候甚至非常强烈ꎮ 尽管

这些民族主义情绪许多时候是非理性的ꎬ也不至

于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本质性影响ꎬ但是由于

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ꎬ稍有

不慎可能被各种势力利用ꎬ从而产生严重的后

果ꎬ这一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ꎮ 因此ꎬ大众媒体

在呈现民间民族主义情绪时需要注重方式和技

巧ꎮ

二、为什么是老舍? 为什么是 １９８１ 年?

以上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盘点ꎬ只是一个引

子ꎮ 让我们回到讨论的对象———老舍诺奖传闻ꎮ
这里牵涉两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老舍而不是其他

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传闻? 这则传闻

为什么会从 １９８１ 年才开始发酵?
大家都知道ꎬ１９６８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ꎬ这也是历史上日本作家

第一次获得此项殊誉ꎮ 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对

川端康成获奖反应平淡ꎮ 联想当时中国处于特

殊的历史时期ꎬ再加上历史上的中日关系ꎬ这种

情况实在是正常不过ꎮ 如果关于“老舍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的传闻成立ꎬ那么 １９６８ 年的诺贝尔文

学奖实际上就是老舍对阵川端康成ꎮ 这给我们

透露两个信息:其一ꎬ如果老舍没有去世ꎬ那么中

国早在 １９６８ 年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ꎬ不至于等

到 ２０１２ 年的莫言了ꎬ这实在是国人的极大遗憾ꎮ
其二ꎬ日本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ꎬ不过是

捡了老舍的漏而已ꎮ
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ꎬ中日关系很显

然是最为敏感的ꎬ直到今天依然如此ꎮ 历史上很

长时间以来ꎬ日本可谓是中国以及中华文化的

“小阿弟”ꎬ在强大的汉唐文化面前只能是顶礼

膜拜、亦步亦趋ꎮ 但是ꎬ自明治维新以来ꎬ日本努

力向西方学习ꎬ经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ꎬ迅速成

为世界强国ꎮ 另一方面ꎬ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ꎬ
既有在甲午海战中的中国惨败ꎬ最终以屈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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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收场ꎻ也有中国军民经过十四年艰

苦卓绝的抗战ꎬ最终以“惨胜”赢得抗日战争的

胜利ꎮ 这些都让国人感觉到酸痛、苦涩ꎬ难以忘

怀ꎮ １９４９ 年以后ꎬ中国经济文化得到恢复和发

展ꎬ但是与邻国日本相比依然有很大差别(一直

到 ２０１０ 年ꎬ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ꎬ从而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ꎮ 老舍因去世未能获奖ꎬ从而

让日本作家捡漏ꎬ这一传闻自然能够很大程度上

满足或者提升国人的民族自尊心ꎮ 这种立足于

民族主义情绪的民族自尊心因为中日关系体现

得非常强烈ꎮ
因此ꎬ关于第一个问题ꎬ要从三个方面来考

察ꎮ 首先ꎬ为什么会有中国作家 １９６８ 年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的传闻?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年

的最终得主是日本作家! 这是对中日敏感关系

的绝佳回应ꎮ 其潜台词就是:中国在文学方面就

是比日本强ꎬ没有老舍的去世ꎬ日本只能靠边站!
所以ꎬ１９６８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必然是中

国人ꎬ而不应当是日本人ꎮ
其次ꎬ为什么是老舍? 中国作为文学大国ꎬ

却屡屡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ꎬ按照目前得到很多

人认同的理由是ꎬ除了西方坚持的政治偏见外ꎬ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ꎬ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没有

懂中文的(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才有了懂中文

并对“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颇有好感”的马悦

然)ꎬ〔１１〕和老舍先生同辈作家的作品很少有被翻

译成外文的ꎬ而老舍曾经在英国居住多年ꎬ有不

少作品被西方世界翻译成多国文字ꎬ甚至连瑞典

文都有ꎮ 一言以蔽之ꎬ西方人了解中国的老舍ꎮ
其三ꎬ尽管如此ꎬ为什么一定是老舍? 如果

说老舍是同辈中国作家中的“一哥”ꎬ恐怕绝大

多数人不可能接受这种结论ꎮ 中国当代文坛比

较盛行的有“鲁郭茅巴老曹”之说ꎬ这六个作家

各有千秋ꎬ很难用统一标准进行衡量进而一决高

下ꎮ 而且事实上这六个作家都有出国经历ꎬ作品

也都有外译本ꎮ 因此ꎬ最后的原因就是老舍去世

时间距离川端康成获奖的 １９６８ 年最为接近ꎮ
１９６６ 年 ８ 月ꎬ老舍去世ꎬ距离 １９６８ 年诺贝尔文学

奖揭晓仅有两年时间(距离评选启动时间则会更

近)ꎮ 尽管那个时候传媒不如今天发达ꎬ也不至

于出现名闻天下的大作家去世很多年而不被权

威文学创作评审机构所知晓ꎮ 一两年或许可以

理解ꎬ但是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ꎬ则是完全不成

立ꎮ 老舍正是距离 １９６８ 年去世最近的中国重要

作家ꎮ 因此ꎬ关于 １９６８ 年的诺奖传闻ꎬ必然是老

舍ꎬ才有一定的合理性ꎮ
第二个问题ꎬ既然是 １９６８ 年的一则传闻ꎬ为

什么迟至 １９８１ 年才开始流传进而发酵?
经傅光明先生考证ꎬ老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的说法最开始是由藤井荣三郎于 １９８１ 年 ４ 月带

入中国ꎬ当面告知老舍家人ꎮ〔１２〕 当时ꎬ藤井荣三

郎担任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ꎮ 藤井荣三郎的会

长身份自然使得这一说法具有相当的权威性ꎮ
从此ꎬ这一说法逐渐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但

是ꎬ这则传闻之所以在 １９８１ 年开始流传ꎬ除了藤

井荣三郎在这一年访问北京拜访老舍家人这一

原因之外ꎬ是否还有中国方面的原因?
１９８１ 年ꎬ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已经 ９ 年ꎬ中

国推行改革开放已经 ３ 年但是ꎬ这些理由自

然很难解释ꎮ 因此ꎬ必须回到我们在前面所谈及

的一个关键词———“民族主义”! 正是这一年ꎬ
电视剧«大侠霍元甲»拍摄完成并开始公映ꎮ 这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本ꎮ 出生于武林世

家的霍元甲独创“迷踪拳”ꎬ并在天津战胜日本

浪人宫本哲夫ꎬ从而招致追杀ꎬ被迫亡命京城ꎮ
在京城ꎬ霍元甲打败俄国大力士波索夫ꎬ从而成

为洗雪东亚病夫耻辱的民族大英雄ꎬ并成立精武

门ꎮ 跟踪到京城的日本人使出毒计ꎬ从而害死霍

元甲ꎮ 霍元甲的徒弟陈真最终为师报仇ꎬ力保精

武门这部带有鲜明民族主义情绪的电视剧

在 １９８１ 年由香港引入中国大陆播放ꎬ曾经获得

万人空巷的收视效果ꎬ更成为一代人的历史记

忆ꎮ 因此ꎬ我们可以说ꎬ１９８１ 年的«大侠霍元甲»
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民族主义情绪在大众文化中

的最鲜明体现ꎮ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ꎮ
１９８１ 年开始的ꎬ通过大众媒体来张扬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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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情绪逐渐成为时代主潮ꎮ 其后ꎬ小人书(连
环画)、电视剧、电影、流行歌曲等都成为民族主

义情绪彰显的重要手段ꎮ １９８４ 年央视春晚张明

敏的«我的中国心»获得满堂喝彩ꎬ洛杉矶奥运

会上许海峰的首金更是让万众沸腾ꎬ他们把国人

的民族主义情绪推至极点ꎮ 其后ꎬ中国的民族主

义情绪只要一找到合适的爆发点ꎬ就会显得非常

强烈ꎮ 民族主义已然成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中国民间重要的思潮和情绪ꎮ
再回到我们的话题ꎬ１９８１ 年正是中国新时

期以来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点ꎮ 在这个时间节

点ꎬ由日本专家亲口披露老舍获奖信息ꎬ而且是

因为去世才导致日本作家候补成功ꎬ自然很好地

切合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ꎮ 在民族主义情绪

的推动下ꎬ老舍诺奖传闻获得了深厚的生存土壤

并不断发酵ꎬ成为具有浓厚“诺贝尔情结”的国

人的重要心理补偿ꎮ

三、民族主义的当代影像表达

通过以上分析ꎬ我们认为ꎬ老舍诺奖传闻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着很强的关

联性ꎮ
民族主义在近现代中国之所以不绝于耳ꎬ大

致可以归结为四点原因:其一是和中国一百多年

来的屈辱史有着极大的关联性ꎬ“雪耻”成为潜

在的心理动因ꎻ其二是和中国传统大国形象与当

下的失落有着密切的关联性ꎬ国人极希望恢复大

国的光荣和梦想ꎻ其三是和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

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ꎻ其四是和中国所处的国际

环境有关ꎬ中国与西方在价值观和体制方面存在

差异并且不断产生摩擦ꎬ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不时

处于紧张之中ꎮ 这使得中国民族主义和西方民

族主义有很多不同:“西方的民族主义是在资本

主义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ꎬ它经历了个体与国

家间长时期的交流与对话ꎬ有着共同的利益诉

求ꎬ因而无论其思维模式、情感模式ꎬ还是行为模

式ꎬ都有着比较鲜明的理性色彩ꎮ 中国的民族主

义是一种‘刺激—应激’型的民族主义ꎬ它是在

帝国主义入侵的过程中发生的ꎬ‘并非出于对民

族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内在冲突与要求’ꎬ是
一种滞后性的民族主义ꎬ因此ꎬ其民族主义的表

现ꎬ也更多地与外来的刺激、压抑有关ꎬ其思维模

式、情感模式、行为模式ꎬ都有着较多的情绪性、
单边性ꎮ” 〔１３〕

老舍诺奖传闻只是民族主义情绪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一个体现而已ꎮ 或者说ꎬ老舍诺奖传

闻只不过是我们思考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情绪的

一个视角ꎮ 事实上ꎬ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存

在ꎬ只要有着合理的突破口ꎬ它就会喷涌而出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中国官方对民族主义情绪很少进

行明确表态ꎬ更多的是通过学界讨论和大众传媒

得以彰显出来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影像媒体

逐步成为大众媒体的重要代表ꎬ这自然成为民族

主义情绪体现的重要平台ꎮ
８０ 年代初的«话说长江»等纪录片中立足于

民族新生、渴望发展的民族主义尚显隐晦ꎮ 为了

彰显历史的厚重ꎬ«话说长江»在第 １ 集«源远流

长»就激情澎湃地说:“长江已经奔腾呼啸了几

千万年ꎬ几千万年是何等漫长而悠久的历史啊!
正是这有着悠久而漫长历史的长江ꎬ与古老的黄

河一起ꎬ共同孕育了我们文明的祖国ꎮ” “啊! 长

江ꎬ您是东方的巨龙ꎬ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ꎬ您是

中华民族的自豪ꎬ您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第 ２５
集«奔向大海»收尾时再次激情昂扬地表达:“长
江啊ꎬ伟大的长江ꎬ你以浩瀚而甜蜜的乳汁养育

着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ꎮ 长江ꎬ伟大的长

江ꎬ你流经神圣的中华大地ꎬ你永远奔流在亿万

中华儿女的心上!”这种首尾呼应、环环相扣的结

构和语言风格将中华历史的博大、厚重和悠久彰

显得淋漓尽致ꎬ可以说ꎬ源远流长、覆盖区域广阔

的长江就是一部浩瀚的中华文明史ꎬ足以唤起中

华民族的文化自信ꎮ 这种做法在其后的纪录片

«话说运河» «丝绸之路» «黄河» «唐之韵»等中

得以继续体现ꎬ而且都取得不错的效果ꎮ 客观

讲ꎬ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通过纪录片集中讲述中华文

明辉煌史ꎬ和当时的历史语境有着很大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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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ꎮ 经过历史阵痛ꎬ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

方略ꎬ整个国家呈现百废待兴的局面ꎬ如何凝聚

人心ꎬ如何引导民众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期盼进而

落实到现实行动中来ꎬ很显然是当时的一个重要

时代主题ꎮ 对祖国壮丽山河的吟咏ꎬ对民族悠久

历史的讲述ꎬ足以激发民族自豪感ꎬ调动大众情

绪ꎬ从而对当下充满信心ꎬ对未来充满期盼ꎮ
２００６ 年推出的 １２ 集电视纪录片 «大国崛

起»ꎬ更是一个有意思的文本ꎮ 作为一部国际题

材的纪录片ꎬ«大国崛起» 展示了葡萄牙、西班

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

九个世界级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ꎬ总结了大国崛

起的历史规律ꎮ 在最后一集«大道行思»中如此

说:“或许ꎬ关于理想的大国ꎬ永远不会有一个固

定和统一的答案ꎮ 可以说这些是人们的愿望ꎬ却
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实际ꎮ 也可以说这是人们的

思考ꎬ却已越来越接近真理ꎮ 正是这些思考ꎬ成
为人类在 ２０ 世纪取得的具有关键意义的成就ꎮ
这些成就发出的光芒ꎬ无疑将照亮新老大国未来

的行程!” “从地球仰望天空ꎬ是那样的遥远清

澄ꎬ偶尔飘过的云彩ꎬ会遮住人们的视线ꎮ 云彩

的上面ꎬ将会是什么呢? 是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温

床ꎬ还是未来大国竞争的疆场? 或许ꎬ并不是所

有的人都已经放弃陈旧的思维模式和全球对峙

时代的种种偏见ꎮ 或许ꎬ在未来的 ５００ 年ꎬ乃至

更长的时间里ꎬ世界的发展仍将经受各种考验ꎮ
我们不知道 ２１ 世纪的变化将把大国带向何方ꎬ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ꎬ建立永久和平、共同繁

荣的和谐世界ꎬ将是人类共同努力的方向ꎮ” 〔１４〕

这些语言很具有人类终极关怀意识在其中ꎮ 很

有意思的是ꎬ这部以中国为视角的国际作品ꎬ自
始至终没有提及“中国”一词ꎬ仿佛与中国没有

任何关联性ꎬ只是为了讲述西方的故事而已ꎮ 但

是ꎬ在字里行间、在史实铺叙中ꎬ在向大众普及世

界历史知识的同时ꎬ其实也彰显了中国式焦虑ꎬ
那就是———作为曾经的“大国”ꎬ一直渴望 “崛

起”ꎬ在新的历史时期将如何“崛起”? 历史上相

继崛起的大国是否给我们提供了若干经验教训?

如果说«大国崛起»的潜台词是中国与西方

强国尚有距离ꎬ“崛起”尚待时日的话ꎬ近期出现

的以民族主义情绪为主打的主旋律电影等彰显

的已然是世界强国形象ꎮ
最近几年ꎬ国产电影在电影票房节节攀升的

同时ꎬ主旋律电影也呈现升温之势ꎮ 从«战狼»
到«战狼 ２»ꎬ从«湄公河行动»到«红海行动»等ꎬ
均在商业片大潮中以强烈的主旋律意识占据了

较为重要的位置ꎬ«战狼 ２»更是以 ５６. ８ 亿元人

民币雄踞国产电影票房榜首ꎮ〔１５〕

这些成功的主旋律电影的共性就是彰显了

和平年代的国家形象ꎬ从而迥异于先前的红色电

影ꎮ 如果说红色电影是为新政权作“合法性论

证”ꎬ进而提醒人们新生活来之不易的话ꎬ如今的

主旋律电影则直接将国家形象放置在前台ꎬ让我

们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和扬眉吐气———任

何时候ꎬ国家都是民族利益和国人个体利益的最

强大保障ꎮ〔１６〕

«战狼 ２»«红海行动»改编自我国先后组织

的利比亚、也门等撤侨行动ꎬ«湄公河行动»则改

编自震惊中外的“１０５ 湄公河案件”ꎮ 无论是

侨民的安全撤离ꎬ还是残杀中国国民的犯罪分子

最终被绳之以法ꎬ它背后彰显的都是中国综合国

力的增强以及国家形象的构建ꎮ〔１７〕

当今世界局势千变万化ꎬ很多时候并不能以

常理来进行推测或者揣摩ꎬ这给我们处理国际关

系以及重特大突发事件带来不小的难度ꎬ以不变

应万变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ꎮ 我国在多次撤侨

中的优秀表现ꎬ一方面彰显了军人的优良传统和

奉献精神ꎬ另一方面则体现了政府强有力的组

织、雄厚的国力以及大国的担当精神ꎮ 这些电影

中军人的行动见证了他们的勇气ꎬ但是任何勇气

都是以相当的底气为基本前提的ꎬ否则的话只能

是“匹夫之勇”ꎮ «战狼 ２»和«红海行动»在具体

呈现上有较大的区别ꎮ 前者突出的是个体英雄ꎬ
后者表现的是群体英雄ꎬ但是无论是个体英雄还

是群体英雄ꎬ他们背后都是以强大的祖国为后

盾! 通过若干偶然性的案例ꎬ彰显我国的国家形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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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ꎬ必然能获得大众的认可ꎬ这远比空洞的说教、
教科书式的表达有力得多ꎮ 可以说ꎬ «红海行

动»等电影ꎬ是偶然性题材选择和必然性形象构

建的共同呈现ꎬ但背后却与民间民族主义情绪暗

合ꎬ这才是它们成功的根本性保证ꎮ〔１８〕

很有意思的是ꎬ２０１９ 年春节档ꎬ国产电影

«流浪地球»票房达到 ４６. ５４ 亿元人民币的峰值ꎬ
有人认为这意味着中国科幻电影的崛起ꎮ 但是

仔细观摩这一作品ꎬ其故事内核是地球遭遇危

机ꎬ人类最终通过各种努力完成拯救地球的行

动ꎮ 这是多么熟悉的好莱坞经典故事ꎬ只不过拯

救者的主角已经由美国人变成了中国人ꎮ 这部

好莱坞电影的“高仿”之作ꎬ是不是有点“美国人

行ꎬ我也行”的民族主义式焦虑在其中? ２０１９ 年

国庆档的«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等影片在

短短的十几天里ꎬ票房达到 ２０ 多亿人民币ꎬ在 ７０
周年大庆的语境下ꎬ何尝不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又

一次集中迸发?

四、结　 语

在当下ꎬ由于民族主义情绪具有强大的大众

基础和民间形态ꎬ且依然延续了“刺激—应激”
的基本模式ꎬ因此大众媒体成为它的主要出口ꎮ
这必然会对中国形象构建产生相应的影响ꎬ因为

民族主义情绪往往是基于对外关系的相关情况

而出现或者升级的ꎮ 民族主义内涵非常丰富ꎬ对
自己所属国家和民族的热爱是应有之意ꎮ 但是

如果将民族凌驾于国家之上ꎬ或者将本国凌驾于

他国之上ꎬ就可能变成极端民族主义ꎮ
由于民族主义情绪具有深厚的生存土壤ꎬ其

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ꎬ有时候对国家形象的呈现

具有积极意义ꎬ但是不能因为讲述中国故事、塑

造国家形象ꎬ就放松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戒备心

理ꎬ进而将其放大ꎬ否则的话ꎬ只能适得其反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基于国家形象塑造和外交关

系的策略表达ꎬ大众媒体呈现出浓浓的民族主义

情绪ꎬ是需要进行适度反思的ꎮ 老舍诺奖传闻ꎬ
给我们反思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一个视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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