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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艺术节：多元文化碰撞中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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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支持和复兴太平洋文化的行动能够用于对国际游客进行有关土著文化的教育吗?本文从后殖民视角并用定性 的 

方法探讨 ，所有 国家派代表团参加的太平洋艺术节 ，是否能够对游客进行太平洋土著文化的教育。这个节每四年举办一次，为 

了分散办节成本每次在不同的地点举办。本文认为 ，充满活力和诚意的表演 ，不足以克服世界旅游业体制和文化的偏见。对待 

这种文化的态度一度表现为“大驾光临”，然而 ，因为游客的行止依然深陷在支配他们 的社会“习性”中，所以这种“光临”始终 

是保持着一个永恒的距离。必须在适宜的气候带上并且要有适宜的场所和设施才能举办艺术节 ，这意味着艺术节只能容纳少 

数游客。然而，游客或许可 以发现这些文化的多面性，参与者或许可以挑战现代主义者的新殖民主义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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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太平洋艺术节对于继续支持恢复和保护太平洋土著文 

化已经变成了—个很好的舞台。艺术节教的有关太平洋价值 

和文化对于大部分观众是外来的吗?节日能够成为国际游客 

— 个教育平台，以发现土著的其他吗?节日举办两周，这对太 

平洋岛上的许多国家是—件特殊的大事。在2008年，美属萨 

摩亚迎接 2000人参加，其预算超过400万美元。尽管有一 

些形态和其他的改变他们的世界，尽管殖民和传教一度中 

断，但这样的聚会也可以被看作一种政治声明，一种关于太 

平洋土著人保留f 门的文化和价值观的能力的政治声明。 

太平洋艺术节始于 1972年，每四年举办一次，汇集了27 

个太平洋岛上的国家，大家分事制 电仃]的传统。2008年该 

节日在美属萨摩亚举办。这个特殊的国家大约在3000年以前 

开始在岛 E有人居住，到现在已经大约有6．6万多人。2008年 

举力节 日的组箩 }宣称“美属萨摩亚 是̂以热晴好客以及：设法 

在现代世界必然的进步中融人他们的文化生活方式而著称 

的。”干也们还卒 己说“我们展望项圈(作为—个节日场合的装饰 

品)手f 岛国都串联逛 ，因为对于 “结合实际地庆 平洋 

艺术和文化”，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贡献。美属萨摩亚居民积 

极响应并热情接受委员会提出的美化岛国的号召。 

本文审视这些节 日是否能成为游客文化教育的场所。 

提出的质疑是：为什么对观众的文化教育可能是具有挑战性 

的，以及为什么这种节日较多的被视为“寓教于乐”的地点， 

如太平洋许多永久性的旅游目的地。它也从各种利益相关者 

的视角探讨了这个问题，尤其是节日的参与者和参观者。因 

为与会者的发言都似乎令人印象深刻地真诚，所以本文也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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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了“可靠性”问题以及是否适合这种语境。 

二、为什么要进行有关土著文化的教育 

文化是世界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多样性是通过人 

们之间各种相互交流的方式“被了解”的，很显然，在这种交 

流过程中，很少有人会持中立价值。教育人们了解世界的文 

化多样性的一种方式，是文化旅游，让参观者发现其他文化， 

从而提高他们的意识，并最终使其对当地文化了解和欣赏 

(Mbmwa&Sakuze，2OO9)。在当今世界，作为一种休闲实践活 

动，国际旅游已经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这体现在，只要 

存在地区“差异”，那么，那些景点即便是人工建造的(如“传 

统的”或“原始的”或许是真的)，也会成为立马受到青睐的好 

奇之源。 

本文旨在研究几组主要关系，揭示国际教育或其他领域 

与别的文化发生碰撞时的特征。别的文化类型太多的被看作 

为“规范的具体例外”(米切尔，2006年，第 97页)。然而必 

须认识到这些例外的存在，主要是因为身份差异(如性别和 

种族的文化的作用)以及被出境旅游市场的固化(德斯蒙德， 

1999年；米切尔，2oo6q~)。虽然这类规范没有被明确提出 

来，但当今社会运行都在建构什么才是社会“可以接受的”。 

这些规范决定了什么是与社会相关的或值得访问的，乃至看 

的方法和可见陛策略。节会表演如果指望让其成为更多的人 

认识太平洋土著文化的工具，那么首先要适应西方人的理解 

系统。这些社会运行的结果暗示着同时存在结构性排外，即 

西方参观者会选择目的地或文化以进行教育。这也解释了为 

什么对太平洋文化只能亲自前往，而不是闭门静思。太平洋 

文化仍然被认为存在于时空范围内的其他地方，作为参访和 



回归地，将自己有效地确立为一次临日寸旅途中顺路访问的目 

标(奥尔森，2008)。 

土著文化的真实可靠性在许多游客心中往往是等同于原 

始I生的。在这个意义上，游客的幻想占据了怀疑空间，他们复 

述着他们的老套的解释，而不是寻求更深层次的互动和知 

识。有人可能会问，这样的观点如何和太平洋人广泛的迁徙 

相一致，他们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一直迁移在整个太平洋 

地区和全球许多其他国家，甚或前往各色各样的太平洋艺术 

节庆。他们还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表演。了解不同文化知识需 

要超越传统思维或防止拟古不化，且追求“毫不保留地尊重 

所有人类的尊严”(马卢夫，1998年，第 200页)。 

用于本研究的方法论本质上是定性和反思的。也承认研 

究人员作为—个局外人处在太平洋岛屿社会，且是寻求旅游 

业“变为合乎规矩”的—个人。我无意替太平洋人说话，但我 

确实探究他们所关 的问题。在这自反性的批判上，我深知 

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可以使其他声音向我自己制定的议程 

中倾斜，由于我的主观负担大于我所呼吁人们关注的问题。 

不过，我曾在意哈拉维(1991年)，当时她主张在这些“其他” 

的地方我们研究中产生的知识被认为是—个合成产品(通过 

不同的方法反映)，是研究对象和研究人员的相互作用的结 

果。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受访者的合作，我们不可能产生研 

究成果。在西方学术界，我们只有通过合作或参与才能达到 

新的意识和知识水平。 

后殖民主义过去常常展示争论领域的理论框架，并能够 

对不公平的代表I生和想象问题起到积极作用。后殖民主义期 

间，政治经济观点指导我的研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支撑着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占支配 

地位。一些批评人士用极其恶劣的话谴责资本主义的影响。 

关键的框架，不只从经济方面，而目是从文化和个人方面，允 

许人们解构依存关系和穷困。它也允许对盗用和污蔑予以曝 

光。后殖民视角考量当今的游客到遥远的太平洋文化等各个 

领域的动机，同时它也考虑是否可以把“其他”认为是对话者 

(德哈蒂斯，2004年；斯皮瓦克，1988年)。 

三、太平洋艺术节在太平洋岛屿文化教育中的作用 

太平洋艺术节在教育游客上有作用吗?随着全球化的 

力量把不同的文化推向深入和直接的联系，在殖民地主要城 

市的移民或游客，“内心的体验切断了外部的经验”。(卡斯 

特，1983年，第7页)。意义空间并没有“被减少到很小的新 

部族领地。”(同上，第 4页)，而且彼此封闭。资本及文化的循 

环是在利用地区的差异，而不是承担教育责任。全球出境旅 

游目的地的增长代表西方主导的被选择的“世界主义”的文 

化特征，在全球市场中已经被商品化和标准化，与此同时，商 

品化差异已具有异国风味。用于消费而不是为教育的想象空 

间已经被重新设计，那是一种直接赋予“世界主义者”或游客 

特权的人头涌动、印象丛生的全球空间。 

当其与个人体验和欲望的内心世界以及与社会期望和 

义务产生共鸣的时候，这些印象左右人们的反应。人们回应 

陈规老套的印象(而不是可靠的知识)是因为在实践中它和 

其他文化的接触中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有助于游客构建自我 

认同。身份就其本身并不是一种形式，而是对我们自身的存 

在以及我们周围世界的—个持续的解释。这种必要的经验， 

是基于西方参数的一种社会构建，是为了满足西方式味口， 

因此不可能包括与任何外国的(或不是外国的)其他人互动 

的动机。这样—来，舞台的表演就会变得皆大欢喜。 

应该寻找什么样的文化?就其应当寻找的那种文化可以 

对游客施加教育吗?文化景点／地点是文本互涉的结果(不 

同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结果)，即尽可能多的重复和穿插基 

本情况介绍，吸纳了每个访问者的国家的象征、神话和预言 

的社会大库藏。游客通过他们熟悉的规范陛的社会进程对他 

们访问过的文化进行解码。利奥塔(1988)已经证明，土著的 

身份仍然是根本很难翻译的，与西方理I生无关，因此这是不 

“可教的”。例如生态旅游，在他们追求积累社会资本和文化 

资本新途径时，通常是他们与他们访问的当地人(他们盯看 

的对象)的密切交往(作为主体)中遵循(新)殖民的做法，而 

不是作为学习的人寻求互动，因为没有新的游客表现模式可 

资遵循(德哈蒂斯，2oo~ ；o Rei~y，2005年)。 

四、太平洋艺术节参与者的各种视角 

即便不能传播丰富的知识，那么就如何与土著文化互 

动、理解和尊重上，能否设计出有深意和创新的方式来呢?在 

太平洋艺术节期间人们能否(f ]的“真实文化”的期望是基 

于对西方的理解)学会去欣赏节日的意义和包含的回忆呢? 

参与者们致力于维护其文化的内在价值，这能够成为一次机 

会，以帮助观众了解其他 的̂主体I生吗?还是太平洋艺术节 

的参与者只是寻求—个舞台来庆祝他们的文化的活力，用非 

常狭隘的思想注视外界世界—一尽管存在殖民和传教的强 

加——他们仍然存在的一种政治立场?文化展示可以保证当 

地传统文化的连续性，这在现在是公认的，因为他们同时用 

精彩的表演和知识来表达文化。不过，这得冒着只能支持那 

些能够吸引那些关注f电仃]的人的文化形式的风险去做。 

事实上，艺术节展示的活动内容并没有对他们的文化进 

行包装加工。(节日)演出作品由每个国家决定，有时限制还 

很严格。例如，在2008年的美属萨摩亚节，只有一小群来自 

托雷斯群岛的人代表澳大利亚参加。诺福克文化、民族的代 

表只有四个从夏威夷歌手和两三个粘土和涂料艺术家。仍在 

继续现今的政治斗争的新喀里多尼亚派送舞蹈团以及画家 

和雕塑家，其中包括不同种族背景的成员，以显示自己(或至 

少有些居民的)开拓共同未来，融合文化的意志。 

在艺术节中，对于任何一个群体，全面地去介绍他们的 

文化都是不可能的，即使表演者是这些文化的真正成员。不 

是任何文化的特I生都是可以旅行的，因为“文化不只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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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存在的装饰品，而且⋯⋯它也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 

(格尔茨，1977年，47页)，也不只是人类学的好奇。文化作 

为在~I；JL实际居住的地方和经历，与居住在那里的人的实践 

是等量齐观的。到这些艺术节来旅游的是个人而非社区。吸 

引观众目光的元素是那些能够在舞台上表演出来的，或者能 

够展览(例如绘画)出来的，因为主要用意是展示。当他们培 

育多样I生艺术形式和文化的时候，节13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对 

创意l生文化产品进行肯定的场所，而不是教育的场所。 

例如，没有翻译，对舞蹈、歌曲或其他手势表演没有任何 

翻译，也不翻译歌曲和文字。对于如何传递信息以及活动的 

目的是什么为了教育还是娱乐也没有—致的意见。面临的挑 

战之一是语言：文化团体演出的语言必须被翻译传递吗?由 

于大多数观众存在不理解，那么应当译成哪种语言?还有谁 

将会支付解释，翻译和最终的印刷费用? 

解释是教育人们了解其他文化的的重要组成部分。例 

如，尽管两队都是波利尼西亚人而且都使用节奏强烈的音 

乐，但是，来自法属波利尼西亚群体，会用自己的身体的每一 

个部分来跳舞(为什么)，而来自沃利斯和富图纳群岛的演员 

似乎是不动(这种特别的舞蹈风格有什么秘密吗)。在一些舞 

蹈中，手和头部移动，但认可这种复杂的模式往往只有内行。 

在节13期间，表演者和观众们成员会混合站在场地的外面问 

些问题，然而答案并不总是立马就能给出，这往往是由于诸 

如语言障碍方面的困难造成的。 

五、关于游客的有关问题探析 

大多数参观其他文化的游客不寻求其他文化的详细的 

特征，而是把这些通常只参观一次的地方作为好奇的对象。游 

客肯定不希望“本土化”，因此这样的接触必然是短暂的，肤浅 

的。汉纳斯确认：世界主义者对外来文化的投降意味着个 人自 

治(原文如此：他所处的文化)的发源⋯⋯然而，只有带条件才 

投降。世界主义者可能会接受外来文化，但他并没有 致力 

于它，他始终知道出口在I勇陧 。(1990年，第240页) 

流动而不是长时间的久留对于许多游客更加重要，因为 

它避免了许多牵扯。汤姆林森(20o7年，第 28页)提出一个 

“直接条件”的看法，即有一种状况，把转变的快速陛，解释为 

如何尽大发挥解决文化冲突的自我能力上，而不是如何对 

“真实的”和有人住过的参观地文化条件投入更好的兴趣上。 

因为他们住在—个突出主题的环境中，—个不存在的原始复 

制中(赫克曼，2008年；卢卡斯，2007年)，那么为什么游客不 

要到别处去寻找“真正的”文化呢?文化接触供应商利用消费 

者的情感体验寻找一些主观投资的感觉，因为生活“作为一 

系列的可消费的经历可以轻松的体验到”(松吉尔摩，1999 

年，第 13页)。这样—来，游客至上、先睹为快、边际生活变成 

了为游客娱乐而表演(赫克曼，2008年)。 

美属萨摩亚的艺术节提供了一个既能表演又能卖文化 

旅游产品的空间。买纪念品的购物者使得这个区域非常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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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每一个参加艺术节的国家占据一个 蹦e(传统的“建筑 

物”o这些fale是一间几平方米的开敞结构，周围是大型的 

开放式草坪。许多大场面的活动被安排到这些地方；在一些 

fale中，雕刻、纹身、以及其他的文化形式被长时间的展览。 

人们盯着每样东西，所有东西和许多买来的的纹身和 ，或艺 

术品都是令人J『俞陕的旅行体验纪念品。然而，要确定采购团 

实际上把什么知识运回了家，那真的很难。 

六、文化和教育的真实性 

提出的问题是，艺术节是否提供—个可靠的文化体验。 
一 些作者 (2003年迪克斯；1992年和2007年乔利；1982年 

基辛)指出，当讨论太平洋文化的时候应超越可靠性。因为它 

是—个主观的概念，应该有开放的论争和异议。可靠性的辩 

论假定一些文化和／或传统是“可靠”的，其他的是“假”的。 

~ (1982)认为，美拉尼西亚人被“重造”其文化，导致人们 

以为它们不是那么回事，他指责，尤其是某些政治领袖仅仅 

为了政治原因的政治煽动导致了这些重新塑造。Babadzan 

(1988)认为，所有被塑造为美拉尼西亚人的活动，实际上是 
— 个哑剧，它的居民 “转变成漫画，内容苍白的古人翻版” 

(Wittersheim，2006年，第 72页)。但是，即便在西方，真正的 

过去之终结和发明之开端究竟在哪里呢? 

后殖民土著(而目是所有其他的)文化的必要特征是杂糅 

性，那么这会使得f ]不那么原创吗?无论如何，在当今全球化 

的世界里，怎么能指望不变的前现代或其他做法呢?Borrows 

(2002年，第 27页)解释说：“(土著传统)的力量不在于如何密 

切地坚持其原始的形式，而l是女 艮jf子的在易变的世界里 

保持发展和维护 ：目关眭”。卡纳 认 的反对法国殖民统治叛 ． 

活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特吉巴奥曾宣称：在我们目前的斗争 

中，我们需要把过去许多元素尽可能多的投 到̂我们的文化 

中，由于我们巨缴 成—个公民身份世 洱味 式。但 ， 

我们的身份是向前的，着眼于未来的。(2005年，第 185页) 

泰勒(2001)提出诚意的概念，强调文化表演者和学习者 

之间的沟通和互动。这样一来，当地土著人的做法应该被看 

作是一种可靠l生的有力说明。 

在节日中的所有事情都是通过舞台表演的。这会使他们 

变成系统的不可靠I生和非教育l生吗?主人们应该有权主张他 

们表演的可靠陛。有人可能会提及本土文化的 “后殖民”观 

点，那种观点摆脱了依据海德格尔关于建立殖民关系的论断 

而建立的二元等级制度的影响。 

因为谁也不能完全地了解事隋真相，所以人们必须为能 

认识到出现了什么而叫好，不必苛求真实陛，不必孜孜以求。 

赖辛格和施泰纳(2006年，第 78页)补充说：“愿意接受事实 

真相，就意味着随时准备与从人家给定的(现象)中出现的各 

种可能性去交战。”这样，人们就可以欣赏艺术品、表演及他 

们的日常生活真实的一面，还有它们被设定的一面。 

七、结论：2008年太平洋艺术节的经验教训 



 

太平洋艺术节每隔四年在不同的岛屿国家举办，虽然在 

两周期间里有精彩纷呈、引人人胜的表演不断，但它还没有 

变成文化教育的催化剂。节日是一次短暂场会，是发现和了 

解许多太平洋文化的—个极好的机会。少量的人享有这样的 

机会，因为组织一趟艺术节访问，得有很好的眼光和毅力，而 

信息少、机票、联络和食宿等都是问题。 

目前，对于大的教育 目的而言，太平洋艺术节不是一 

个可行的选择，但至少它为参与者和国际游客提供了一个 

机会，去挑战上述提到的现代主义者的做法(如贬低)。那 

些参观者的讲述会影响更多的听众。艺术节的表演，作为 

一 个新的展示空间，可以解决和教导有关历史的错误。他 

们可以是身份认同之地，构架太平洋土著居民存在的具体 

领域，赋予其文化知名度和亲和力，令观众感同身受，彼此 

熟悉。 

在重建表演者和观者关系网络之时，这种节日为反思 

文化等级关系提供了机会。这儿或别处的文化行为应发挥 

联系亲善关系的作用，而不要专以分清你我为首务。节日 

已成为太平洋岛屿文化庆祝其持续活力的一个舞台，这也 

是那时候能够去参观的那些人的一顿 “不同的太平洋”的 

盛宴。他们清楚地展示了土著人社区的的多面性，要不他 

们会在千人一面的“土著人”中迷失，因为同类的“土著”经 

常被合并。 

附注：本文著者为安妮·玛丽·德哈蒂斯，工作单位 

为新西兰汉密尔顿市怀卡托大学旅游与环境规划学院 

地理系。原文发表于《国际地理与环境教育研究》，2011 

年 11月第20卷第4期，第273~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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