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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动态（东南亚） 

 

【区域动态】阮秋江《越南革新开放后的电视：国家、媒体与市场》 

编者按：著名的政治学家、东南亚研究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曾经这样描述人们阅读报纸时的集体仪式感：“它是在无声的秘密中进行的，然而每一个读

者都清楚地知道，他所做的仪式正在被成千上万的人同时复制，他相信其他人的存在，尽管

他对他们的身份一无所知。”在构建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媒体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早已成为共识，通过对信息进行有意识地采编、处理、传播，各种形式的媒体都在潜移默化

中持续影响着大众关于政治、民族、国家的认知与感受。阮秋江（Giang Nguyen-Thu）所著

的《越南革新开放后的电视：国家、媒体与市场》（Television in Post-Reform Vietnam: Nation, 

Media, Market）正是以 20 世纪末以来的越南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变动时代中电视节目与国

家意识如何交织嬗变的故事。区别于传统的“政治化国家”形象，作者希望从“日常国家”

出发，将电视视为一个自下而上形成的、个体想象和国家意识充分互动的场域。在一个个电

视剧、真人秀、纪录片的案例中，读者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越南民众在革新开放后所经历的

社会变迁与认知流转，由宏大叙事到个人情感，从战争创伤到市场焦虑……本书不仅为政治

学、传播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进一步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也为一般读者理解当代越南国

家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平易而不失深刻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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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办刊物《东南亚研究》（Southeast Asian Studies）于 2022

年 8 月发布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藤田高成（Fujita Takanari）关于澳大利

亚昆士兰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博士后研究

员阮秋江（Giang Nguyen-Thu）博士所著《越南革新开放后的电视：国家、媒体与市场》

（Television in Post-Reform Vietnam: Nation, Media, Market）的书评文章，全文编译如下： 

阮秋江所著的《越南革新开放后的电视：国家、媒体与市场》一书讨论了越南在革新开

放后国家意识（nationhood）和民族主义的重构（reordering），以及这种重构如何通过流行

电视节目的制作和消费进行。虽然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本身就是对当代越南地区研究的重

要贡献，但本书的创新之处不止于此。它没有把越南电视视作政府的宣传工具，而将其看作

一个独立于政府干涉、形塑个人和民族身份认同的场域。得益于对诸多电视节目的细致分析，

本书在理论上极具见地，更有无比丰富、引人感同身受且令人信服的经验基础。达成此般学

术成就，不仅由于作者对理论资源的娴熟掌握，还得益于她本人在河内革新开放后的成长岁

月中对该课题的亲身体验。 

导言概述了越南国内关于民族主义和媒体的学术争论以及 1975 年后越南电视的历史发

展，以此进入语境。接下来，第一章简要介绍了中心论点。在越南，电视的大规模普及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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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成为一个重新想象普通人可以如何生活的场所。直到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想象一直充斥着政府的主流宣传，如英雄战士和牺牲奉献的故事。

相比之下，革新开放后早期的情节剧（如《豪门亦流泪》[Người Giàu Cũng Khóc]）使人们能

够以全新的方式重新想象自己的生活，他们接触到了剧中的世俗主题，如金钱、爱情和家族

奋斗，这些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着他们自己的生活。对这些故事的消费成为普通观众平时的

自省，将他们的生活参照从革新前的国家道德主义转向革新开放后的柴米油盐。此外，人们

敏锐意识到，他们正和不同家庭中的无数陌生人共时分享这一消费。这些变化创造了一种新

的集体归属感，或者说一种新形式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情感。 

第二章分析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〇〇年代两部流行剧中的怀旧想象（《河

内人》[Người Hà Nội]和《街巷故事》[Chuyện Phố Phường]）。在这些节目中，怀旧是对当

时革新开放后人们生活的一种批判。在此特定历史节点，这些流行剧的观众以怀旧为批判，

集体产生了一种生活和共享着的国家意识。作者借用了福柯的“记忆装置”（memory dispositif）

概念，即政府表征的记忆，它引导着某种个性记忆。第三章使用“普通电视”（ordinary television）

的概念，以与媒体作为国家宣传工具的观点相区别。该章重点介绍了综艺节目、脱口秀和真

人秀等新型节目。阮秋江在此广泛借鉴了福柯的“自我关怀”（care of the self）理念，即一

种自反性的（self-reflexive）道德行为，它不同于自上而下强制的道德主义。 

第四章讨论了一个名为《当代人》的系列脱口秀（Người Đương Thời，2001 年至 2012

年播出）。这个节目邀请一些成功人士（通常是企业家）来讲述他们非凡人生背后的有趣故

事。《当代人》将他们描绘成亲切的人物，他们的决定、选择和人生历程都由对实现个人成

就和推动国家繁荣的激情所驱动，因此观众能将革新开放后的国家想象成一个天生的个人

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个人和国家间的这种联系才得以可能，其中许

多人认为以下问题是相关的：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艰难和“迟到”（belatedness）后，越南如

何融入并赶上全球经济？在此，个人对经济成功的追求与国家对提升全球地位的目标紧密

相连。《当代人》中的人物形象让这种“个人-国家”的进步伦理变得更有血有肉。 

第五章以情感和创伤为关键概念讨论了《仿若从未分离》（Như chưa hề có cuộc chia ly，

2007 年至 2017 年播出）。《仿若从未分离》聚焦那些在国家战争、冲突和贫困的不同历史

时刻，走失了亲人的群体。这样的悲剧在越南随处可见。每一集都讲述了一个寻找走失者、

找到他们并与家人团聚的故事。虽然这档节目讲述了越南过去的记忆，但最后并不是英雄主

义式的历史呈现，而是个人创伤和随之而来的治愈。观众会同情这些情感故事，并沉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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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痛苦。本章深入地描述了一些尤为成功的剧集，阅读这些描写很吸引人，就像在这些剧集

热播时亲身观看一样。这些有力的分析成功表明，普通观众的感受不再遵循主流道德主义的

线路。相反，观众的参与是深度有感的、亲切的、有形的。 

在前几章中，阮秋江似乎是在歌颂电视时代所形成的新的国家意识。然而，第五章就告

诫人们不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在个人意识的调节下，这些关于国家意识的诸多想象背后

还隐藏着某种东西。《仿若从未分离》通过一些回归常态的画面——回归正常家园、正常家

庭和正常生活，描绘了这个国家过去的苦难。由于这种常态是由个人构成的，无论是贫困还

是剥削，观众很容易忽视这些悲剧背后的结构性原因。这样的叙事最终“减轻了胜利者的罪

责，却没有为失败者提供同样的集体正义感”（第 121 页），阮秋江把这种常态化叙事看作

一种治理术的形式，是一种引导人们生活行为的新自由主义倾向。 

最后一章总结了本书的几组理论框架，如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非国家民族主义以及国家发起的发展议程。阮秋江列举的这几个主题看似每组互反，实际上

它们相互嵌套。 

这是一部引人注目的著作。虽然如此，如果确实要谈论这本书的缺陷，相对而言可能在

于其方法论。虽然阮秋江系统地引用了参与制作电视节目的人们的一手意见，但她使用观众

的意见作为研究材料则要少得多。尽管这本书对节目内容的细致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基础，但人们也会自然地认为，采访、评论、回忆录或日记会强化关于普通观众对于内容的

接受。 

总之，本书细节丰富，微妙万千，讲述了革新开放后的越南人民如何拥抱他们自己的生

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经历了一次重要重构，这一重构通过自反地消费他

人平凡和非凡生活的画面和故事而实现，而非英雄主义。个人的同时也是国家的。电视在具

体化这种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本书开阔了读者的视

野，因而推荐给任何对当代越南或对普遍意义上对国家转型感兴趣的人们。 

 

（英文原文见 Takanari Fujita. (2022). Review of Television in Post-Reform Vietnam: Nation, Media, 

Market by Giang Nguyen-Thu.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1(2), pp. 331-333. DOI: 10.20495/seas.11.2_331.） 

 

策划：宋培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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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李庚润 

统筹审校：东南亚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