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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強化國家認同，邊疆少數民族影像的傳播研究無疑意義重大。本課題

即以新時期（1978 年至今）邊疆少數民族電視新聞節目、電影和紀錄片為主要考察對象，基於

歷史哲學的分析和思考，聚焦影視文化的傳播過程，研究如何用公民的國家認同促進文化認同，

將國家認同置於族群認同之上。梳理十七年少數民族邊疆影視（1949 年至 1966 年）參與民族國

家建構的重要意義以及探究新時期早期邊疆少數民族影視的變遷，總結當今我國邊疆少數民族

影視傳播的經驗教訓（1978 年至今）。聚焦於中華民族如何藉影像歷史記憶來凝聚擴張，中華邊

緣人群如何藉影像歷史記憶或失憶與中華民族認同。項目釐清了邊疆少數民族影像的界定；分

析形成民族認同的影視文化乃是該族群精英分子的主觀想像或創造；分析學界因忽略「中華邊緣」

內外影視文化接觸、傳播與融合而引發之矛盾；研究其修辭手法、政治體認與美學訴求，以營

構正面中華形象為宗旨，尋求重疊共識，建設同質文化內核。回溯歷史文獻、系統分析數據，

通過歷史的聯繫性和現實的更新性雙向反思邊疆少數民族影像傳播過程中的規範與失範；運用

應然分析提出相應的創作與傳播準則，最終建構較為完備的少數民族影像傳播理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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