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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韩剧已在中国形成了铺天盖地的传播攻势。世俗化韩流的背后，是什么支撑着它的蔓

延？本文从传播的本体——符号出发，简要归类分析了韩剧中几类符号系统并探讨了符号与偶

像崇拜的关系，以期提供一种对韩剧成功的解释。 

[关键词]韩剧；符号；偶像 

1993年中央电视台引进第一部韩国电视剧《嫉妒》，打开了韩流的闸门。12年后的今天以韩剧

为急先锋的韩国文化生态已在我国培育了深厚的生存土壤，哈韩一族超越了社会阶层年龄结

构，俨然成为老少咸宜的流行文化的合法代言人。从各电视媒体到热心观众，韩剧传播的消费

端已形成默契的互动，动辄上百集的连续剧将韩流连续不断的从屏幕搬到生活，使得音像品、

服饰、玩具、家居、旅游、饮食等一系列次级消费品的涌入顺理成章。 

在中国，韩剧的成功有着很多因素支撑，比如韩国发达的经济及其对影视文化的大力扶持，比

如其内涵的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寻根，比如传媒发达的制作方式与促销手段。大众文化消费是个

巨大的产业链，成功者在每一环节都是成功的。从韩剧的传播本体上看，符号诠释与偶像建立

则是构成强势传播的基础。 

韩剧题材范围广泛，尤以生活剧和爱情剧为典型。在打造韩剧品牌中剧本的叙事和诸多表意符

号互动，推向受众的不仅是视觉盛宴还有感情渲染，媒体等同的概念被诠释得淋漓尽致。长达

百集的情节铺陈中或有起伏与刺激吸引，浸淫着韩国传统文化的生活故事及男女主人公爱情发

展的跌宕起伏带来的是韩剧传播的母体；或有每一静态画面上的种种表意符号的情感冲击，这

是韩剧传播的负载，是成就韩剧跨区域流行的生命力。一场场的生活剧和爱情剧就在一系列的

符号支撑下造就了一系列的偶像，在符号与偶像的空间里韩剧实现了它的传播攻略。 

这里的所谓符号，是指“总显示着某种意义的有机体能够感受到的非实在的刺激物或刺激物，

它是两者之间的代表”[1] ，从一定意义上说任何传播都是建立在符号体系基础上的。韩剧也

不例外，正像八卦图对韩国国旗的意义指代一样，符号系统诠释着韩剧的传播意义。正如传播

大师施拉姆说的，“一个姿势、一种面部表情、声调类型、响亮程度、一个强调语气、一次接

吻、把手搭在肩上、理发或不理发八角星的停车标志牌，这一切都带着信息”。[2] 下文对韩

·符号学VS新闻学  

·符号世界与符号异化  

·从结构主义到话语符号学  

站内搜索 登陆 论坛注册



剧中的这些符号进行简单的分类与分析。 

一、人物形象 

《蓝色生死恋》中的宋慧娇、宋承宪、元斌，《妙手情天》中的安在旭、金喜善、秋尚美，

《天涯海角》中的柳时元、金浩真，《明朗少女成功记》中的张娜拉，这些韩剧形象中国韩剧

观众耳熟能详。与其说他们的形象来自韩剧的传播，倒不如说韩剧的传播得益于他们的演绎。 

1、外貌：具有韩国式的美的人物形象几乎成了韩剧的代言人。不少观众坦言，他们选择看韩

剧就是因为具有俊帅美丽外表的演员。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制度上体

制上的，各种思想在碰撞、交流，大众中流行着快餐文化。具有美好外表的人物对影视的成功

不具有决定性，但“不成功”的影视剧往往凭着这些美好外表吸引眼球和利益。而且快餐文化

产业的成功似乎也可以以票房收入衡量。 

在当今买方市场中拥有消费者的商品往往都有其自身的特点，韩剧也不例外。对于普通观众而

言，韩剧是什么，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韩剧带来的韩式整容的流行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看一

集或一个片断韩剧时有外貌的吸引带来的情感愉悦可能跟人物认可并无直接联系。就像在大街

上瞥见美女，大多数人只是瞥一瞥，谁会去调查她的职业性格背景呢？视觉盛宴为我所用，这

是满足于符号表象世界的所谓“后现代”群体的宣言。 

2、服饰：对人物形象的有力烘托。韩剧中的服饰有三种流行路线，其一是韩国传统的民族服

装，其二是西化的流行摩登，其三是松糕鞋之类的流行创作。 

韩国的民族服装尤其是女性服装表现出来的是谦恭、宁静、典雅、古朴。《商道》剧中展现的

艳丽的民族服装给全剧增色不少。虽然除了古装剧，韩剧中民族服装出现频率并不高，只是在

结婚等重要场合出现，但这并不影响观众对韩剧中服装与民族的映射。 

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促成了韩国的社会现代化，这自然的也在作为文化符号的影视剧中表现

出来。韩剧中不管是处于经济上层的还是普通百姓，他们的衣着总是干净明亮，从这个“衣着

符号”透露出来的，是韩国的较高的生活水平和求美的生活理念。从韩剧的服饰中总能看出传

统与现代的交融，从这种交融中衍生的，是翻毛的圆头皮鞋、毛线围巾、格子呢大衣，是流行

的创作，是对美好生活的偶像崇拜。 

3、性格 

在韩剧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家庭伦常、爱情的忠贞、生活中的责任感和朴

素的道德情操。韩剧所塑造的人物性格彰显了现代社会中的儒家哲学。 

韩剧中的人物性格具有较强的模式化。与故事情节相配套，男主人公经常是重感情而存在一些

毛病的富家子弟，而女主人公则是善与美的化身，是挽救或完美男人的天使。《对不起，我爱

你》中数次烘托宋恩彩善良与爱心的镜头牢牢地使她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定格，再加上美好的

外形，立体的偶像就这样在韩剧中不厌其烦的生成了。男性人物的性格塑造则体现着功利、支

配与温情、恋母的交织。 

韩剧中平凡普通的人物实体抽象成了童话般美的人物符号。这种角色期待形成了韩剧的刻板形

象。剧中的事、景、情通过人物的链接获得了传播的价值，整体的战略品牌也得以树立。 

二、言语 

语言符号是最有表意功能的。如果说韩剧是一种文化符号，那么它的话语权来自剧中言语的点

滴诉说。英国语言学家霍克斯曾引用著名的下棋的例子来说明语言的本质与言语的表现之间的

 



关系[3] ，这样的关系也可以转移到韩剧话语与剧中细碎的言语片断。 

韩剧中的语言似乎永远是不愠不火的。在公车上有人平白无故的打了孩子，做母亲的只是长大

嘴巴说出一个“哦”，大不了再加上“真是的”或“有这样的人”（《对不起，我爱你》）。

言语是人物的活的灵魂，每一段精心设计的台词都在支撑着韩剧的语言偶像。在《看了又看》

中基正奶奶批评儿媳时说的“让别人流泪，自己眼中将流血”、“得饶人处且饶人”是韩国儒

学的折射；《蓝色生死恋》中“我要当一棵树，因为树一旦种在这个地方，以后它都会永远在

那里不会换地方，这样子我就不会再跟你分开了”这般肝肠寸断的誓言是有韩剧特色的爱情童

话。 

韩剧语言给人的印象是：明明觉得它肉麻煽情，也会莫名的为之感动；明明知道它琐碎冗长，

还能体会到生活的平静恬美。它用贴近现实的语调讲述高于现实的人生理想，正如有文章指出

的，“这真像打一个丰富的饱嗝，韩剧解释了许多生活现象，以最和平的方式颠覆着电视的期

待”[4]。 

三、舞台背景 

与国内的电视剧制作相比，韩剧的生产是个“工活”，它很关注背景的渲染。这个背景就是韩

剧众偶像跳跃的大舞台。 

1、环境：可能会让你“似曾相识”得觉得它在重复，但几乎每出韩剧都是从美的胚胎里诞

生。比如，讲述《蓝色生死恋》的束草同时也讲述了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韩国旅游热。地理

上的环境如此，人文的也是同样，在剧中可以领略到韩国人的风土人情、婚丧嫁娶的习俗，甚

至包括他们的饮食习惯、泡菜和紫菜饭怎样制作等等生活细节。韩国泡菜由此横行，地道中国

人开的餐馆也往往涂满老板伙计都不认识的韩国字。这就是传播的力量，韩剧的广告艺术。 

2、道具 

在韩剧中，手机、汽车、时尚家具一个都不能少，甚至主人公接听电话的特写镜头能让你看清

手机的商标。现代音符悄悄跳动于朴素的叙事中，悄悄地满足这观众的生活想象，悄悄地让你

把190集的《人鱼小姐》等同于远不止190小时的想象生活。 

3、音乐 

在《蓝色生死恋》里，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爱情是蓝色的》旋律无数次响起；在《星梦奇

缘》中，安在旭的《forever》实现了全剧的高潮。浪漫唯美的听觉刺激往往让人忘记什么是

修饰和烘托。韩流中音乐是一支强大的独立力量，甚至是在电视的躯壳包裹下也常常制造喧宾

夺主的效果。 

但韩剧将“韩曲”融入其传播符号体系中的确吸引了爱屋及乌的听众与观众。 

三、叙事细节 

剧中喜欢表现日常生活的琐事，比如在《人鱼小姐》中的朱旺妈用滑稽手机铃声捉弄正在一本

正经开会的老公；情节经常充满巧合，比如《对不起，我爱你》中宋恩彩与崔允说的话被正与

崔允打电话的车武赫误解；细节充满煽情，比如宋恩彩跟车武赫道别时的一句“但我会做萝卜

块泡菜”不禁让人心头一热…叙事细节是成人童话的柔顺剂。 

韩剧善于抽丝剥茧地叙事，细节的叙事手法也有颇多种类，利用夸张的表情烘托、交叉蒙太

奇、第三者效应等等，而以情感人则是其特色，赚取感动丝丝入扣。慢热感性的情节烹饪是怎

样回答快餐文化的要求的呢？“快餐文化”所谓的“快”是指人对感官呈现的快速吞咽，这需

要食物合胃口、少量、易消化，还要有餐后的满足；而韩剧正是以这种温吞和感性去实现它的



价值。 

在央视国际网站上，有一份关于海外电视剧的调查，在问到“你最希望看到哪国电视剧”时，

82.03%的网民选择韩剧[5] 。（调查时间：2004/11/16-09:34:16--2005/04/07-23:25:08）韩

剧正以符号塑造偶像，并以这简单的二元互动书写着它的传播攻略。 

[1] 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2] [美]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四页 

[3] [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

12页 

[4] 《韩剧与心理治疗》，见2002年3月20日《中国妇女报》 

[5] 见 http://www.cctv.com/world/20041116/10044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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