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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哈韩剧”看“哈韩”青年 

 

吴娅丹 

 

 

当现代韩文化带着精华与糟粕成为一种新崛起的社会亚文化形态之时，利用主导的话语权力对其加

以拒斥无疑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尊重个体，尊重差异，尊重每一种生活方式，尊重自由选择的权利，

保持宽容的心态，正是现代社会必备的素质。 

 

 

还没等我们回过神来，那些发生在邻国的浪漫故事已经在中国的两岸三地轰轰烈烈地上演。自从

1997年央视首次播出《爱情是什么》创造了收视奇迹后，随后的一系列韩国电视剧就带着如仙如画的异

域风格，以强劲的势头逐步占领了中国的电视荧屏。那么，“韩剧”能够迅速在中国的电视市场上立足

并且闯下一片天地的杀手锏究竟是什么呢？ 

 

蔓延的“韩剧”效应 

 

一时之间，俊俏明星+出色脚本+精心制作就成为“韩剧”的生动代言和夺目卖点。一群俊男美女，

演绎着蕴涵深刻的人生哲理或者轻描淡写的浪漫诗意，一举手一投足都牵引着你的视线，触动你的神

经。虽然“韩剧”多是表现小人物和小事件，有时甚至婆婆妈妈，家长里短，可是却有着像自然风一样

飘逸清新的风格，平凡中见隽永，无意中见细密。简洁的台词、动人的细节，配上精心设计的唯美画面

和情到深处意转浓的音乐，处处浸透着朴素的质感和甘冽的清香。“韩剧”就这样凭借着卖相清秀、口

感别致、回味悠长的特质成功地俘获了“哈韩族”的心灵视线，一度成为中国电视荧屏的娇宠新贵。于

是，这被叫嚣得沸沸扬扬的“韩剧效应”十分自然地走进了我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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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货”出版物空前繁荣。随着一部部风味独特的“韩剧”纷至沓来，大热荧屏，与之相关的音

像制品便粉墨登场，大展拳脚。不但各种“韩剧”光碟供不应求，男女老少“排队”等候，剧中悠扬动

听的主题歌和插曲更是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大播特播。虽然听得懂韩语的人寥寥无几，但是据了解，武汉

某高校附近的一家小音像店平均每天就能销售至少15张“韩剧”CD和10张VCD歌碟。要是赶上哪一部“韩

剧”正在热播，卖到断货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与此同时，“韩剧”的影视同期书也是出版一本火一

本。由北京知己图书公司策划出版的“超级韩流”系列畅销无阻，在市场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书中感

人的对白也立刻成为流行的经典，写进了年轻人的时尚爱情语录。 

流行元素，引领时尚。“韩剧”中的人物拥有耀眼的时代感，他们的服饰、发型、化妆总能彰显

个性，牵引时尚。《蓝色生死恋》使格子裙和黑西装白衬衫刮起流行风；而《冬日恋歌》播出后，从裴

勇俊飘逸的金发到崔智友“无助”的短发，再到剧中李民亨时尚的围巾，PAUI SMITH的眼镜，POLO的毛

衣、羊绒长外套，甚至包括民亨藏在雪球中送给唯珍的北极星项链，无一不成为新新人类津津乐道的流

行话题。 

旅游形象大使，“韩剧”一马当先。自从“韩剧”把目光转移到风景如画的野外，它就成为韩国

最生动最权威的旅游指南。由于外景漂亮加上播出大获成功，《蓝色生死恋》拍摄地高成花津浦的海

滩、平昌郡的枫叶路，《冬日恋歌》拍摄地江原道的湖边和南怡岛的滑雪场，立刻成为时尚男女约会观

光的旅游胜地，就连台湾歌手小美也专程赶赴江原道为新歌的MTV取景。据调查，韩国正成为许多年轻人

最想观光的亚洲国家之一，只因为觉得那里的林荫道散发着温柔，雪景美得没话说，连空气都透着致命

的浪漫！ 

 

亲和好奇的“韩剧”魅力 

 

当然，谈起“韩剧效应”蔓延的社会心理机制，我们不能不提到人们与生俱来的从众与模仿。这种

既要树异于人，又要求同于人的矛盾心理共同支配着年轻一代对时尚的界定和追求。同时显而易见的

是，“韩剧”用童话般的环境和际遇建构了一个绚烂无比的虚拟舞台，为无数处于情感真空的年轻人提

供了寄托梦想、体验真情的世外桃源，从而满足了他们归属和爱的需要。 

然而对待这一问题，人们往往容易陷入以上的解释模式中而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们

无休止的好奇心。众所周知，所有新鲜刺激的人、事、物都能引发人们非同一般的兴趣和探究本能，我

们姑且把它称作“绝对好奇”。可是美国最新的一项有关人类心理的调查研究表明，人们对于和自己相

貌相似的人会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好感和兴趣。基于这种启示，加之以上分析过程中我们也隐约得到关于

这种心理的某些信息，于是我们在这里大胆推测一种“亲和好奇”的存在，并且试图运用它从一个新的

角度来探寻人们对“韩剧”忠心拥戴、极力推崇的心理根源所在。 

在此，我们把“亲和好奇”定义为由某种亲和力的牵引而激发起的好奇心的扩张。本文中也可以把

它理解为对“同源文化差异性的好奇”。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共同生活环境所产生的语言的、风

俗的、道德的、宗教的等等共同的文化特质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圈。韩国与我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几千

年来的交流与融合，造就了两国极为相似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和知识信仰，特别是深受儒



家思想的熏染，两国由此拥有许多相似的文化母题，如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教等等。再加上

同是黑眼睛、黑头发的黄种人，所以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说，“韩剧”有一种天生的、纯粹的亲切感。 

可是，正如美国著名人类文化学家罗思·本尼迪克特所说，在同一文化圈内部又存在着不同于其他

的特殊社会目标，因而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模式”，即文化上的精神形态特征。随着全球性的新科技

革命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人和其所处环境的异质性进一步加剧，同源文化的差异也由此分化和显

现出来，其结果是各民族独有的历史个性和精神气质在这种分化中变得更具魅力：几千甚至几百年前仍

与我们分享同一套文化体系的韩国同胞，在经历了现代化的洗礼之后，究竟丢弃了什么，保留了什么；

他们如何缓和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又是怎样在斑斓的霓虹下演绎种种真情的呢？ 

 

“韩剧”的秘笈和启示 

 

正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中国观众的好奇本能被极大地激发并释放出来，自觉不自觉地涌进

了“韩流”大潮。就像以“金发碧眼”为特征的西方文化难以在东方的领土上掀起狂潮，归因于太多久

远的因素造就了我们太多的不同，所以总让人觉得遥不可及；可是忽然有一天抬眼看电视，“韩剧”中

可笑、温暖的家庭纠纷，老小孩的爷爷，严厉的父亲，唠叨的母亲，挣扎在人海中不那么如意却快乐地

生活着的男男女女，他们的欢笑或悲伤，都是那么熟悉；另一个国度另一种方式，却流露着相同的遗憾

和委屈。在这个纷繁快速的社会，自己来不及装裱的记忆就这样讲述出来，很多被忽略的情节就这样不

经意地呈现，让人心里温温热热，眼里暖暖润润，更是沉浸在一种感受异域风情的兴奋和满足之中。 

所以，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就能够在解析了“韩剧”的种种卖点之后，更深刻地领悟它在中国所

向披靡的秘笈和启示。 

中国观众较为认同的审美趋向、感情取向和内心潜在追求的生活方式，在“韩剧”中有较为圆满的

融合。就在一些平常和琐碎中，对感情的思考、对社会弊端以及人性弱点的揶揄批判，如润物细雨般浸

入人心，构建了我国观众从根本上接受和喜爱“韩剧”的最坚实的基础。“韩剧”中现实的血腥与冷酷

最终会被完全东方式的谅解和宽容所温暖；它的现代感令人眼花缭乱，可它骨子里的忠孝仁义却更加耀

眼夺目；它的爱情含蓄郑重，不复杂，也没有杂质，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或者一个小细节，就表达了脉

脉温情。在“韩剧”里几乎看不到男女主角亲热的镜头，他们可以一起哭一起笑，但总是隔着一点干净

的距离。难怪许多男同胞也表示：“韩剧”最大的特点是它很健康，很好看，老少皆宜，适合全家人一

起看。 

“韩剧”所表现的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吸引了人们的视线。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韩国的导演们更

多的是为自己的同胞拍电视，“韩剧”所表现的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理所当然地吸引了人们的视线。随

意温暖的小吃馆和街头排档，繁华的闹市区和陈旧的小街道，透射出韩国人现代抑或简单的生活基调，

由《华丽的季节》和《锦绣年华》等剧中所呈现出的城市、住所、食物和生活习惯，展现了独特的“泡

菜文化”。这样夹杂了韩国独有的文化习俗的爱情故事，以不同于中国的另类思维方式娓娓道来，在观

众看来才更有兴致，更“够味”。 

“韩剧”直指人心人性，它所表达的鲜明的民族情怀、冷峻的问题意识和对人性和爱的信心让人倍



感温馨。在《看了又看》中，当普通百姓在饭桌上为国家的环境污染担忧不已，当那位七十好几的奶奶

教训自己的女儿说道：“在我们这种石油还要靠进口的国家，你一个不上班的女人开什么车”时，我们

无法不对这个民族肃然起敬。 

 

“韩流”中的理性思考 

 

一边“韩剧”播得红红火火，另一边讨伐之声不绝于耳。有人说“韩剧”像美丽的泡沫勾划了一个

虚幻的世界，让正在成长、学业未成的孩子想入非非，行为怪异；有人说大量出现的“哈韩族”虽不是

品行不端，没闹出什么大事，但也只能用“物质”和“享受”为之定位；还有人说，“韩剧”风行竟然

蒙住了自然和真实的眼睛，引发了遍及东南亚的整容风潮；更有人认为，拥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蕴的我们

怎么能容忍“韩流”的肆意泛滥，作威作福？说是文化冲击也好、侵蚀也罢，担忧也好、气愤也罢，总

之，我们无法忽略随着潮流而来的火药味道和弥漫的青烟。 

我们不能否认，让学生看着有共鸣大嫂看着有回忆的是“韩剧”，让女人甜蜜地笑也能让男人动情

地哭的还是“韩剧”。在这一不争的事实面前，抱着“我族中心主义”的义愤填膺者是那么虚弱无力，

束手无策；而那些企图在这股潮流中顽强抵抗或者“全盘韩化”的行为更是幼稚可笑。 

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的《文化论》中曾经出色地表达过一种观点：“一切文化要素……

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若是我们的看法是对的，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的，而且是

有效的。”换句话说，人们及其存在的社会内在结构对于某种文化，无论是在历时态上还是共时态上，

都表现出一定功能意义上的选择性。一旦被确认为有效，它就打开了传承或者传播的大门，是任何外力

都无法阻挡的。同时，人们在这一过程中，从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念出发估价和确定这种文化的价值，

还增殖和繁衍出新的文化意识，实现了所谓的“文化增殖”，显然包含着主动参与的意义。所以，当现

代韩文化带着精华与糟粕成为一种新崛起的社会亚文化形态之时，利用主导的话语权力对其加以拒斥无

疑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尊重个体，尊重差异，尊重每一种生活方式，尊重自由选择的权利，保护宽容

的心态，正是现代社会必备的素质。 

 

应对“韩流”与开拓中国文化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应对“韩流”的冲击，以更好地促进中国文化的整合与繁荣呢？ 

重视教育的示范和引导。社会要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必须实行自我控制。文化控制就是一种建

立、强化社会行为规范的心理过程。教育是文化，赋予人一种社会文化意识和社会心理；但同时，教育

也是社会实现文化控制的一个有能力的自我组织系统。我们重视教育的示范和引导，并不仅仅是为了对

付敌人和控制“越轨”，更为重要的是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自我意识、审美观念、人生观和世界观，

把其纳入社会的规范体系中，以保证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同时，在高速信息化的今天，我们也无法忽略大众传媒对于文化控制的重大意义。这场由电视引发

的浪潮理应由媒体担起一部分平息的责任。少一些金钱势力、虚荣美貌的渲染与报道，多一些真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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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自强不息的推崇与提倡，有意识地强化外来文化健康、合理的一面，才是大众传媒对民族负责，对

下一代负责应有的表现和应尽的义务。 

制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美味大餐。当然，仅凭控制就想改变局面是不切实际的。面对多变的现代

社会，急需提升民族精神的同时，一个轻松愉悦、健康向上的消遣空间同样必不可少。所以只有制造出

适合我国国情又受年轻人喜爱的新型偶像剧，才是对“韩流”来袭最直接的应对和反击。 

开拓中国文化的春天。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也是文化不断获得新的社会学

属性的过程。正是因为中韩两国文化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才使韩国文化的风行成为可能。与此同时，

我们也惊喜地看到目前韩国国内出现了沸腾的“汉潮”。汉城的书店摆满了《中国见闻录》等与中国有

关的书籍，还有人提出要在汉城建立中华街。在韩国的大学，越来越多的学生将第二外语由法语和日语

改为汉语，汉语和文化专业受欢迎的程度绝不亚于英语和日语专业。“汉语热”升温的同时，韩国人最

喜欢的观光地也由原来的日本变为中国。由此可以看出，当中国这个古老民族在传统的重负之下迈向现

代化之际，其悠久的文化渊源，深沉的文化积淀，在21世纪的种种机遇与挑战面前仍然焕发着勃勃的生

机。如何更加积极地将中国本土文化植根于年轻一代的心中，进而把其推向亚洲，推广到世界，就成为

目前急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我们迫切要做的不是赶走寒冷的冬天，而是要带着民族自豪感，迎着直面

吹来的“韩流”，开拓中国文化崭新的春天。 

 

 

吴娅丹：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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