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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流行地缘政治学是批判地缘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本文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

189篇与流行地缘政治高度相关的文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梳理与归纳了流行

地缘政治的发展历程、相关研究方法及主要探讨议题，并展望了流行地缘政治未来研究发展的

方向。文章研究结论表明：①在研究区域、理论支撑和研究对象等三个方面，流行地缘政治展

现出层次分明的发展历程，研究区域由欧美地区逐渐向其他地区扩展。②流行地缘政治研究

的理论支撑，相较通过表征与后结构主义对后殖民主义进行的解读而言更加丰富；针对“人”与

“物”的研究显得更加多元。③流行地缘政治的研究借鉴多种学科研究方法，发展出文本分析

法、话语分析法、民族志分析法等，并可能在未来的研究中产生其他研究方法。④流行地缘政

治研究关注的议题主要集中在媒体中精英话语的分析与解读、受媒体所影响的大众地缘政治

想象和媒体中民族神话表征及其对国家认同的影响。⑤流行地缘政治未来将会在理论体系研

究、大众文化中未被关注领域的研究及跨学科研究中产生新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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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流行地缘政治是批判地缘政治学中最贴近日常生活的分支之一。19世纪90年代后，
在以国家为中心的战略谋划中，地缘政治学被作为现代国家建构、帝国主义建设和大国
之间竞争的重要工具[1]。由于其无法全面解释现代国家或地区地缘政治的特征及变化，批
判地缘政治学应运而生。批判地缘政治学虽冠以“批判”之名，但并不意味着其仅仅是
对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否定，而是包含着对传统地缘政治学中“政治的”和“地理的”理
解和补充[2]。这些补充体现在众多方面，而对流行文化的关注则形成了批判地缘政治学的
分支之一——流行地缘政治学。流行地缘政治学弥补了传统地缘政治学在媒介范畴的失
语，并逐渐在电影、广播、电视领域显现出一种新的地缘政治探索路径。

在了解流行文化与地缘政治的互动中，中国学者也使用了多种探索方式，借助了社
会学、地理学、传播学、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基础。其研究所表现的形式，大
多是通过个案分析来探讨具体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大众文化与地缘政治间的影响，如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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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红以国家等政治行为体围绕地理空间所产生的话语、文本、叙事、故事情节等作为研
究对象，分析了“一带一路”构想中包含的“地缘政治密码”和叙事塑造的“地缘政治
想象”[3]。贺小婧通过尺度政治的分析框架，对中日钓鱼岛争端期间的相关言论进行分
析，以此展现舆论引导在地缘政治事件中的影响力[4]。安宁利用语义分析和“网络民族
志”的研究方法对2008年后发生在新疆范围内的恐怖事件进行研究，展现了关于新疆地
理想象与中国政府反恐策略的互动机制[5]。安宁等还对1983—2013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
中的歌曲进行文本分析，解读这些歌曲如何参与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6]。蔡翠红将关注点
转向随着信息技术高速发展而带来的网络空间领域地缘政治，以探讨中美博弈中的网络
地缘政治逻辑[7]。邓芷雯等通过对中国非官方公众号在韩国部署“萨德”期间所发布的文
章进行分析，揭示中国大众的东亚地缘政治观[8]。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发现，国内学者也已进行了关于表现在媒体空间、文化背景中的
地缘政治研究，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国内目前研究的重点在于“揭示文本中所体现出的
地缘政治话语如何渗透于流行文化”[9]。国内学者意识到国家和地区的地缘政治，不再是
单纯的受到海、陆、区位、政治影响，但是针对这一思路理论建设的研究成果还很缺
乏，现有的理论内容阐述，也多作为案例分析所铺垫的基础。由此可见流行地缘政治在
中国地缘政治学研究领域还处于萌芽阶段。

流行地缘政治是关乎每一个人的地缘政治，在网络时代，大众传媒和市民社会是生
产地缘政治话语的主体[7]。流行地缘政治将流行文化（大众媒体）和受众视为生产地理知
识的场所，把日常生活与知识生产联系在一起[5]。中国有8.02亿网民，六成国民可以通过
各类新闻媒体了解变动中的世界，同全球 74亿人相连。不同的媒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
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身份认同、地缘政治想象、地方感等各种感性认知。

本文对西方流行地缘政治相关文献进行研究，试图完整、全面展示西方流行地缘政
治的研究进程及发展趋势。这不仅能为中国地缘政治理论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并且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将越来越多的人、事、物联系在一起，大量的信息
带给个人和国家不可忽视的机遇与挑战，流行地缘政治的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有着重要
的现实意义。

2 西方流行地缘政治研究概况

本文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基础，以“Popular Geopolitics”为关键词，搜索时
间跨度为1980—2019年，共获得287篇文献记录，通过阅读文章标题及摘要，剔除相关
程度较低的95篇文献后，剩余192篇相关程度较高文献。由于本文探讨西方流行地缘政
治研究进展，故又将国内学者的3篇研究成果剔除，最终得到189篇西方研究成果。

整体来看，流行地缘政治研究成果呈现波动增加趋势（见图1），2005年以后，研究
数量明显增加并相对稳定（由于文献收集到 2019年 3月份，所以 2019年显现下降的趋
势）。流行地缘政治论文期刊数量（见图2）最多的为GEOPOLITICS和POLITICAL GE-
OGRAPHY，共占发文总量的60.25%。排名前十的杂志学科类别为地理学、社会学和政
治学。

以Hiscite引文分析软件中的LCS（Local Citation Score）值为判断标准，列举189篇
文献中最具有权威性的10篇文献（见表1，见第1466页）可以得知流行地缘政治研究不
再以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而是将研究对象设定为各类影视作品、报纸、杂志等媒介中
所包含的地缘政治隐喻，以及在这些隐喻之下所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这种影响在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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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中表现出了地缘政治与流行文化影响的相互性。
目前对于流行地缘政治保持高度关注的学者有Dittmer、Saunders、Dodds等（表 2，

见第1467页），其中Dittmer与Saunders主要以各类型流行文化载体为基础，探讨美国文
化背后的文化霸权以及随着国际地缘政治变化，流行文化如何对这些事件进行表征[10]。
Dodds除研究南极地缘政治相关内容外，最主要的研究集中于网络、电影和图片等视觉
媒体对地理空间的表现。

1993—2019年流行地缘政治主要研究机构分布表明（见图3，见第1467页），流行地
缘政治研究存在的主要区域集中于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大洋洲主要集中于澳大利
亚，其中部分文献同英国机构学者合著）等地。本文认为形成这样分布的原因主要有两
点，其一是由于北美、西欧地区有先天学科基础优势，传统地缘政治学诞生于欧洲，其
地缘政治学学术体系发展情况较世界其他地区更为完善，这为流行地缘政治学的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先天条件。其二是流行地缘政治关注流行文化对地缘政治的影响，而语言壁
垒是造成文化难以流通的原因之一，欧洲和北美地区语言相通，电影、书籍、社交网络
间的传播障碍小，这也为流行地缘政治研究打下基础。

图2 1993—2019流行地缘政治刊文量排名前十的期刊
Fig.2 Top 10 popular geopolitical journals published from 1993 to 2019

图1 1993—2019年流行地缘政治论文数量变化趋势
Fig.1 Change in the number of popular geopolitical papers from 1993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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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流行地缘政治发展及其具体研究议题

3.1 流行地缘政治起源与发展
3.1.1 流行地缘政治的起源及定义 流行地缘政治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受到
冷战的启发，开始思考意识形态冲突对国家地缘政治的影响。流行地缘政治的研究视角
最先体现于当时美国对苏联的描述，1993年Sharp通过对1980—1990年《读者文摘》中
关于苏联的刊文分析，指出精英群体在地缘政治中对大众认知的影响以及大众认知如何

表1 流行地缘政治领域排名前十高引文献
Tab.1 Top 10 cited articles in popular geopolitics

文章题目

Popular geopolitics past and
future: Fandom, identities and
audiences

Warrior geopolitics: Gladiator,
Black Hawk Down and The
Kingdom of Heaven

Publishing American
Identity - Popular Geopolitics,
Myth and The Readers-Digest

Captain America's empire:
Reflections on identity,
popular culture, and post-9/11
geopolitics

Popular geopolitics and
audience dispositions: James
Bond and the Internet Movie
Database (IMDb

The 1982 Falklands War and
a critical geopolitical eye:
Steve Bell andthe If …
cartoons

Film, geopolitics and the
affective logics of intervention

Hegemony, popular culture
and geopolitics: The Reader's
Diges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ange

Digitized Virtuosity: Video
War GamesandPost-9/11Cyber-
Deterrence

The tyranny of the serial:
Popular geopolitics, the
nation, and comic book
discourse

作者名

Jason Dittmer,
Klaus Dodds

Simon Dalby

Joanne P.
Sharp

Jason Dittmer

Klaus Dodds

Klaus Dodds

Sean Carter；
Derek P.
McCormack

Joanne P.
Sharp

Marcus Power

Jason Dittmer

国籍

（出版年）

美国、英国
（2008年）

加拿大
（2008年）

美国
（1993年）

美国
（2005年）

英国
（2006年）

英国
（1996年）

英国
（2006年）

英国
（1996年）

英国
（2007年）

美国
（2007年）

出版物

GEOPOLITICS

POLITICAL
GEOGRAPHY

POLITICAL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TRANSACTIO
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
RS

POLITICAL
GEOGRAPHY

POLITICAL
GEOGRAPHY

POLITICAL
GEOGRAPHY

Security
Dialogue

ANTIPODE

本地引用次

数（LCS）

49

48

35

34

34

22

16

16

14

13

关键词

Readers- Digest;Star- Trek;
Culture; Internet; Protest;
War

Geopolitics; Empire; War-
riors; Movies; Combat;
Ridley Scott

Foreign-Policy; Discourse

Popular culture;
American; Identity;
Nationalism; Post-9/11
Politics; Captain America

Popular Geopolitics;
Audience Dispositions;
Fandom; James Bond
and the IMDb

Popular geopolitics; Criti-
cal geopolitics; The Bat-
tle of The Frank Islands;
Steve Bell's caricature

Critical geopolitics;
Affect; Film;
Intervention; Somalia;
Black Hawk Down

Geopolitics; Popular
Culture; The Reader's
Digest

Digital War Games;
Simulation; Geopolitics

Culture; Reflections;
Superhero; Cartoons;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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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批判地缘政治”话语[11]。早期的流行地缘
政治研究建立在表征和后结构主义下对体现各种
现实案例的文本进行解读。在这一时期，Dodds
对福克兰战争期间漫画家史蒂芬贝尔的作品中所
强调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幻想在塑造国家身份和国
际政治中的重要性所进行的研究[12]；Dunbar-Hall
对澳大利亚流行音乐中隐含的土地权力、主权和
自治权的要求如何挑战国家霸权所进行的研究[13]；
以及 Sharp在 1996年发表继续针对美国媒体对苏
联形象塑造的讨论分析[14]等研究成果，都是典型
的案例分析。对流行地缘政治进行理论性的探讨
直至 1998 年在 Dalby 和Ó Tuathail 合著的“Re-
thinking Geopolitics”中才有所体现。他们认为地缘政治是一个具有多元代表性实践的集
合，包含着“高等级的（国家安全）”“低等级的（报纸头条）”“视觉上的（图像）”“在
话语中的（演讲）”“传统意义上的（宗教战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信息与网络战
争）”[15]。这表明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存在于政府、精英等正式领域，而是从
这些正式的领域“饱和（saturated）”“泄露（leaked）”到大众范畴[16]。

传统地缘政治、批判地缘政治、流行地缘政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现实主义影响
下，注重自然地理环境对政治行为体影响的传统地缘政治研究，是地缘政治学各分支演
化的基础，传统地缘政治的研究是对地理与政治之间关系描述性的术语[17]。所以随着时
代发展其局限性日益显露，批判地缘政治学在此背景之下产生。批判地缘政治将战争、
政治、文化、表达、身份、经济、资源、抵抗、性别、发展、恐惧、情感地理等视为一
组政治话语、陈述和一系列的实践[17,18]。流行地缘政治继承了批判地缘政治对于话语的关

图3 流行地缘政治主要研究机构分布
Fig 3 A map of major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popular geopolitics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为GS(2016)1666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表2 流行地缘政治研究主要作者
Tab. 2 Major authors of popular geopolitical studies

作者名

Jason Dittmer

Klaus Dodds

Simon Dalby

Robert A.Saunder

Mary Mostafanezhad

Marcus Schulzke

Nick Megoran

Chris Gibson

发表文章篇数

9

8

7

6

4

4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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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也弥补了批判地缘政治过度关注精英话语的局限性，展现了地缘政治存在于日常生
活的众多方面。

该领域的学者已对流行地缘政治的含义进行了如下探讨（见表3）。通过这些定义可
以明确，其探索各种类型的流行文化与地缘政治互动，研究对象是反映在大众媒体中的
地缘政治，以及解读这种表现之下的现实动机。

3.1.2 流行地缘政治研究发展 流行地缘政治发展至今，其研究案例所在区域、研究理论
支撑、研究对象变化等方面已表现出层次分明的发展轨迹。

从流行地缘政治的研究区域发展变化来看，流行地缘政治研究地域由西方国家（尤
其是美、英这样的传媒大国）向世界范围扩散。早期（2000年之前）的流行地缘政治研
究区域多集中于美国、苏联、英国，即便是涉及其他地区的讨论，也同欧美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在流行地缘政治随后的研究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9.11”之后），流行地缘
政治所关注的区域日渐丰富，如Megoran对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隐藏在各类媒体
中的危险地缘政治话语的解读[23]，以及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地缘政治软实力提升等研究[24]。

从流行地缘政治研究理论基础的变化来看，流行地缘政治的研究以文化理论为基
础，并不断吸收新的思想与理论。对流行文化中地缘政治信息的分析与解读，是流行地
缘政治研究的主要模式。随着流行地缘政治研究的发展，流行地缘政治与性别研究的结
合，成果逐渐丰富。例如Franklin[25]、Gieseking等[26]学者的研究，体现出了女性主义思想
对于公众与个人领域的消解。女性主义使私人领域重新政治化，给被边缘化的群体重新
授予权利[27-29]。在大众文化中同样存在着精英文本与大众文本的二元对立，否认了大众文
本中所包含的政治因素，忽视了大众对于地缘政治构建中的作用。所以女性主义地缘政
治思想的引入，可以为分析流行地缘政治中文本与受众的互动，提出一种以性别出发，
但实际影响又远超性别的新思考模式[30]。另一与流行地缘政治产生互动的理论为非表征
理论，非表征理论与现实世界中事件发生的地理环境和场景相融合[31]。一系列的关键特
征共同构建了非表征理论的总体“风格”。这种“风格”所表现与反映的是理解和参与世
界的方式[32]。所以“非表征”强调一种“亲眼目睹”的实践，这种实践产生了“无需沉
思的知识”[33]。在后真相时代，人们不再相信真相，只相信感觉，只愿意去听、去看想
听和想看的东西[34]，然后运用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情感和地缘政治互动在莫伊
西的《情感地缘政治》这本书中有着详细的探讨，相信随着流行地缘政治的发展，流行
地缘政治的研究会日渐脱离对于文本的解构，而转向日常生活的实践[30]。现在已经有学
者在情感和非表征理论的旗帜下，对军国主义、战争和死亡的影响是如何融入日常城市

表3 部分学者对于流行地缘政治定义
Tab. 3 Definitions of popular geopolitics by some scholars

作者名

Gearóid Ó Tuathail

Klaus Dodds

Simon Dalby

Joe Painter;
Alex Jeffrey

国籍

爱尔兰

英国

加拿大

美国

定义

流行地缘政治是指在日常生活中的建筑、电影、媒体、大众文化等反应出来的地缘
政治想象。其对自身民族认同的建构、对其他民族和空间的认识都起到指导性的作
用[19]

流行地缘政治是指地缘政治事件在电视、音乐、漫画、互联网和广播等媒体中大量
表现，是一种在视觉媒体、新闻杂志、广播、小说和互联网显现的地缘政治[20]

流行地缘政治体现在电影、小说、电脑游戏和众多媒体中，它们是当前关于危险、
恐怖和干扰的一部分，这也是批判地缘政治中所承认的[21]

流行地缘政治是地缘政治知识生产的方式之一，在流行地缘政治的研究视角下，地
缘政治理念不仅是由国家、知识精英和政客塑造的，还是由流行文化和日常实践形
成和传播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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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进行了讨论[35]。
在流行地缘政治研究发展的过程中，研究对象的转变清晰的体现在“人”与“物”

两个层面。从“人”的层面而言，流行地缘政治的研究演变，呈现研究对象由精英转向
大众的特征。由于早期地缘政治声音在精英阶层之外的匮乏，以及无论发声的是政治家
还是媒体本身，要使他们的知识版本被广泛接受，则必须受制于某种（大部分来源于国
家机制）强权意识之下[11]。所以这一阶段缺乏对于受众的探讨，大众媒体作为中立或客观
的日常认知，掩盖了它们在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文本中生产与再生产的作用[19]。但随着互
联网的发展，这种情况得到改善，虽然对于普通受众而言，流行地缘政治仅仅在于影响
其对世界的看法，帮助其理解国家外交行为[36]，但是对于别有用心的人而言，流行地缘政
治则可以化身为激进思想传播、颠覆国家政权的工具（颜色革命中的 facebook使用可以证
明这点）。受众有权利创造意义、利用和传播影响以增强这些能力的创造性过程[37]。所以
关注流行地缘政治影响下的受众，有利于理解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的地缘政治实践。受众
研究的对象较精英话语的研究对象显得更为宽泛，Pears以美国惊悚题材反恐政治剧《国
土安全》为切入点，通过这样一部映射国家安全的电视剧，探索了观众如何阅读、再造
和对抗涉及国家安全的叙述[38]。Refaie等则以 16~19周岁的 37位不同种族的青少年群体
作为研究对象，使用 2006年 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为主题的相关漫画，鼓励其表达政治意
见，揭露其地缘政治观念[39]。随着对于受众研究的深入，不同类型的受众群体也渐渐得
到了关注，如Dodds对于特定电影“迷群”的研究[40]。从“物”的层面来看，流行地缘
政治的研究对象随着媒介发展日渐丰富，由早期的报纸[11,41]、流行音乐[42]、电影[40-44]到之
后的电子游戏[45]、各类社交媒体都成为挖掘地缘政治研究对象的载体。
3.2 流行地缘政治研究相关方法

由于流行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分布于众多的研究领域，故流行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也呈现出对于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在此对所收集文献中的相关研究方法进行梳
理，归纳流行地缘政治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以此展现流行地缘政治现有的研究特征。
随着学科发展的不断完善与创新，流行地缘政治将会有更多的研究方法得以利用。
3.2.1 文本分析法与话语分析法 严格意义上来说，文本分析与话语分析是分别从属于社
会科学领域与人文科学领域的两种不同研究方法。文本分析理论来源于解构主义、叙事
学和符号学等，而话语分析来源于语言学、语言哲学等范畴。虽然两者存在来源上的差
异，但在流行地缘政治的研究中，其目的都是为了挖掘文本背后的深层含义，故将其放
在一起讨论。

文本分析法是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应用于多个学术研究领域，其关注于文本
背后的深刻含义、探究文本对现实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文本分析包含版面、断词、语
汇、语法、语义等分析技术，以此分析一切可以解释的对象。就流行地缘政治学而言，
文本分析的方法有助于探究地缘政治相关文本背后的权力运作，解读有关电影、广播、
书籍、音乐、电子游戏、网络媒体中所包含地缘政治信息。由于话语分析属于语言学，
所以相较于文本分析视角上显得更加微观，话语分析讨论人们如何使用话语，如何构建
话语的社会意义[46]。这两种方法，在流行地缘政治领域，主要是为了揭示文本背后的权
力运作，进行话语与权力关系的解读。这两种方法研究的对象都是媒体中体现的信息，
所以在流行地缘政治研究中并非泾渭分明。两种研究方法都要求研究者能够充分熟悉事
件的起源与历史，了解事件所处的社会与文化，否则难以进行对文本的“新批评”。如
Dittmer[47,48]、Kneale[49]的研究成果所体现的，没有对于文化背景深刻的认识很难揭示文本
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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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世界、个体被言语实践不断建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和意义体系也持续被
话语所塑造[16]。这些包含着权力话语的文本充斥着社会空间。所以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
来看，以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为研究方法的流行地缘政治研究，多于其他方法进行的
研究。
3.2.2 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最初是属于人类学特有的研究方式，随着
百年来学科的发展与变迁，民族志早已走出了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同各种学科进行融
合 [50]。将民族志的方法用于文化研究出现于 1958年理查德·霍加特的著作《文化的用
途》，该书采用的著述方式被认为是“开创了英国文化研究中颇有特色的民族志传统”的
范例，同时也是将“民族志”方法“移植”到文化研究中的开端[51]。由于流行地缘政治
学所关注的是流行文化与地缘政治的相互影响，所以像民族志这样探究文化研究的方
法，非常适用于流行地缘政治研究，民族志的应用表现为通过对特定的文化群体进行观
察、交流，揭露特定文化群体对于自身、国家的认识，或者是对于某一地缘政治事件
（如边界争端）的看法与想象。这样的研究方式，通过对深入某一群体的了解，来解释呈
现在媒体、建筑等各类文化载体上的事物，如何反应了企图控制的阶层与被控制阶层在
意识层面的互动。

在西方流行地缘政治的研究进展中，民族志的研究方式在现有的研究中比较常见，
Benwell等引入“平实民族主义”的概念，探讨了马岛之争中阿根廷国民的态度。作者以
1992—2010年为时间跨度，通过“一对一”的方式，对阿根廷各界群体代表进行深入访
谈，在这些讨论中包含着对于国家领土所属、公民与国家认识分歧以及阿根廷民族主义
的再现[52]。Doevenspeck则是将视点聚焦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戈马市与卢旺达边境小镇吉赛
尼的边界上，作者于2006—2008的两年间在边境地区进行观察，通过了解边民所持的边
界叙述，展现边民理解下的边界社会，揭示了“从下至上”对于边界的构建[53]。在流行
地缘政治研究面对某种不甚了解的文化群体时，利用民族志方法的研究，可以直接了解
地缘政治中文化是如何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3.2.3 内容分析法 流行地缘政治的研究中，包含着对于大众文化传播的关注。借鉴传播
学研究的常用方法，拓宽了流行地缘政治的研究形式。内容分析法作为一种对于传播文
本涉及内容系统的、客观的、定量的研究方式，展现了该方法“非反应”与“非介入”
的特性[54]。这一特点意味着通过内容分析的方式，研究者可以得到大众对于地缘政治事
件更为客观的认识与情感趋向。在内容分析的过程中，研究者借助统计工具对数据进行
分类。然后通过定量分析的形式探讨传播所造成的影响。Dittmer通过对Left behind宗教
论坛公告栏中的文章经行编码后使用NVivo定性分析软件进行分析，以探讨宗教与地缘
政治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55]。Pottre也通过内容分析的方式，对美国报纸文章所描绘的海
地地缘政治叙述展开了深入探讨[56]。

内容分析法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以及整个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在二战时就以检测欧洲广播电台节目传播效果为目的，运用内容分析法，比较德国
电台和欧洲电台所播放的音乐来“观察陆军注意力的变化”[57]。内容分析法以数理的方
式探索媒介与社会互动的影响。通过定量分析的方式对于地缘政治文本的内涵进行分
析，展现了一种用客观测量主观的特殊方式，体现了内容分析法的独特性与重要性。
3.2.4 其他流行地缘政治研究方法 对于流行地缘政治的研究，根本上是挖掘各种文本之
中的地缘政治信息。就目前流行地缘政治的研究来看，质性方法使用仍然是流行地缘政
治研究的主流，虽然前文中已经详细提到了一些质性研究方法在流行地缘政治领域的运
用，但其他质性研究方法也有应用于流行地缘政治研究的潜力。

质性研究方法并不是单独存在于一种研究中的，比如在使用民族志的方式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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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了得到对该地区所产生叙述的批判性见解，需要对该地区进行深入的了解，所以
可能需要同时用到深度访谈、观察等方法。所以流行地缘政治研究方法并非时时固定，
具体使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可以由具体的研究对象所决定。

此外，随着信息数量的增加，信息的筛选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满足信息收集的数
量和确保信息收集的准确，成为了流行地缘政治研究开展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使
用大数据的相关研究方法，帮助对流行地缘政治文本的锁定，可能会在未来流行地缘政
治研究中被广泛应用。
3.3 流行地缘政治研究相关议题
3.3.1 对流行文化中以精英话语为主的地缘政治话语进行解读 对于话语的研究，最初起
源于语言学的范畴。话语分析被语言学家们看作在特定语境中语言如何用于交际而所
做的研究[54]。在语言学领域，对于话语分析的研究成就丰硕，但其大部分成果并未突破
语言研究的范式。而隐喻理论[58]、关联理论[59]和空间映射理论[60]，使语言学中的话语引发
了其他学科研究的新视角。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兴起的多模态话语分析，已经超
越了语言学的藩篱，扩展到了符号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新闻学、心理学、法
学、美学和医学等领域[61]。哲学范畴的话语思考，创造性的将话语与权力相连。这启发
流行地缘政治的学者，通过语言现象去揭示事物本质。

流行地缘政治发展早期体现于对冷战时期的关注，精英话语被作为主要的分析对
象，无论是“现代危机委员会”[9,62]还是对于代表精英观点的报刊关注，都体现出了这一
特性。因为在某些特殊的时期，精英话语需要依靠流行文化对大众进行“规训”，对精英
话语的解读，可以揭示大量的地缘政治信息。如今虽然“媒体去中心化”使精英话语不
再如早期那样无法反驳，但由于其传播速度与影响力，精英话语在地缘政治事件中，仍
然得到许多地缘政治研究者的关注。

随着时代的变化，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发重要角色时，中国“一带一路”这
样中国式的话语也引发了西方学者们的关注，Klinger通过实地调查和研究“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的政府和媒体文件对“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环境、发展与政治安全进行了
分析[63]，展现出流行地缘政治研究的与时俱进。
3.3.2 探讨媒体影响下的大众地缘政治想象 大众地缘政治想象对于流行地缘政治来说，
并不是一个新颖的概念。虽然地缘政治想象在各种话语考察范围中都有涉及，但是难以
有一个一致性认可的定义。Güney等在其文章中指出，地缘政治想象是一种对于世界的
看法，这种看法反应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64]。地缘政
治想象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对世界政治中权力关系和冲突的共同假设与表征[65]。地缘政
治想象与批判地缘政治学关系密切的原因，是通过批判性地分析这些想象是如何以及为
什么被构建的，并揭示潜在的权力关系 [66]。而体现在媒介中的话语以各种不起眼的方
式，对于大众的地缘政治想象则起到了隐晦而深刻的影响。

鉴于媒介有不同的话语表达形式，此领域研究涉及各种类型的对象，无论是电影、
音乐、还是普通的文本，都可丰富此研究的类型。Myers指出越来越多的地理学家利用
文学和大众文化来揭示历史事件的表现和记忆方式[67]。虽然目前的研究更多关注于西方
世界或西方话语对于大众地缘政治想象的建构，但也有扩展到西方之外的案例。
3.3.3 揭示大众媒体中的民族神话及其对国家认同的影响 民族神话是关于一个国家过去
的鼓舞人心的故事，其往往作为一种重要的民族象征，肯定一套民族的价值观，民族神
话有真实，也存在虚构。民族神话有服务政治和社会的目的，其可以在太平时期巩固团
结，在战争时期激发斗志 [68]，流行地缘政治所探讨的民族神话隐藏在书报、广播、电
视、电脑网络等大众媒体中，所以无论是《丁丁历险记》中所宣扬的欧洲中心论与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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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 [69]，还是美国队长所表现的个人英雄主义 [70]，都在日复一日、日日影响大众的想
法，媒体使人们形成刻板印象，即包含如何看待自己和如何看待别人。政治行为者通过
这些大众文化来展示地理想象，以记录和简化国家、文化、身份、地点和意识形态之间
的复杂关系[71]。

除血缘关系等原生的物质基础外，共同记忆和历史经验等社会建构是国家认同的重
要心理基础[72]，媒介充斥于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民族神话影响下的战略叙事会导致不
同的国家认同。意识形态改变对于国家与国际的认知，在一些极端案例中，可能造成国
家的分裂。故揭示受到媒体影响的国家认同，已受到众多流行地缘政治学者关注。

4 流行地缘政治未来研究趋势

4.1 流行地缘政治的理论体系研究
尽管流行地缘政治在批判地缘政治学这一分支中日益盛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

同美国地理学家Said①对于大众与地理之间的揭示：没有一个人可以同地理无关、没有一
个人可以完全地置身于地理斗争之外，因为其不仅关乎于士兵和大炮，还关乎理念、关
乎形式、关乎想象。但是对于批判地缘政治领域（特别是流行地缘政治）学者的数量依
旧不能过分乐观[9]，从研究文献的数量上来看同相关学科比较还处于弱势。经典地缘论发
展至今已经建构起对全球几大板块热点区域的深入分析的相关理论[73]，批判地缘政治学
开启了地缘政治学的反思与重建，在经典地缘政治学中强调道德关怀和人文关怀的重要
意义。虽然还未形成一套缜密的学科体系，但已在吸收借鉴当代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些
理论成果之后形成了在框架之内的某种共识[74]。反观流行地缘政治的研究，虽然西方也
以文本分析见长，而且国内已有学者开始注重大众文化影响下的民族、国家、身份认
同、地缘政治想象对于地缘政治的影响，但总体来说流行地缘政治的研究缺乏理论建
构，所以加强流行地缘政治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将会在越来越多学者关注流行文化对
地缘政治影响的过程中不断得以强化。
4.2 加强文化研究领域对流行地缘政治影响的关注

大众文化同地缘政治碰撞出流行地缘政治的火花，因此对文化群体的研究，以及各
种类型文化研究方法的应用，在流行地缘政治研究过程中加以强化呈因果关系。在前文
的论述中，已经展现了现今流行地缘政治学者对于“迷群”文化，“粉丝”文化研究所反
映出来的关注，当受众身份成为文本意义阐释框架的关键时，在关注受众身份的同时，
更要关注那些文本将被授予何种意义，而这些意义中通常包含着大量的地缘政治想象，
这些地缘政治想象是主体试图通过将政治价值观与地图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来理解世
界的结果[9]。

从广义上来讲，文化研究的外延和内涵都十分的庞大，从历史维度和社会生活维度
来讲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即便是将其作为一门跨学科的新型学科来讨论，也只能表明其
浓厚的理论色彩而无法对其研究范围有清晰的定义[75]，所以还有许多至今还未曾被注意
到的文化研究领域可能给今后的流行地缘政治研究带来启发。假如在之前的流行地缘政
治研究中，忽视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对流行地缘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而将宗教也当作
一种粉丝文化进行讨论之后[9]，这一批判性的视角提醒了研究者们宗教对于信教群众的影
响同“粉丝文化”的相似性。世界上因宗教而发生的战争表现了宗教对于地缘政治的现
实性影响。所以在复杂文化研究的背后，或许还有未曾重视的地缘政治影响因素等待
发现。

① Edward Said简介. http://geography.ruhosting.nl/geography/index.php?title=Edward_Said, 20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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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拓展流行地缘政治的学科交叉范围
地缘政治学作为一种揭示政治行为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结合了地理

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理论，批判地缘政治学以建构主义的视角考察了地缘政
治想象和地缘政治身份的建构和社会影响[73]，引入福柯学派“话语”的概念来探讨物质
之外的地缘政治影响[76]，流行地缘政治在此基础上，结合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理论与研究
方法，将流行文化这一特定领域所体现的地缘政治加以研究。从这样的发展过程来看，
流行地缘政治发展的整个过程，都是学科之间不断交融的结果，对流行地缘政治学的研
究，也是不断进行新方法结合的过程。非表征理论在指明地缘政治研究新方法的同时也
重视情感，在此基础上很有可能形成心理学与流行地缘政治的结合（目前已有地理心理
学相关研究成果问世，其通过对空间组织、地理现象、地域机制的跨学科分析来研究社
会心理学现象）。地理学研究的视角大大被丰富起来。据此可以推测，任何同大众文化相
关的社会科学，都有可能带来流行地缘政治研究领域的拓展。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Web of Science中“Popular Geopolitics”为关键词所获得的189篇有效文献为
研究对象，归纳总结了流行地缘政治的研究概况、具体研究方法与主要研究议题，展望
了流行地缘政治未来发展可能存在的新方向。通过本次研究表明：

（1）流行地缘政治的研究进展呈现单一转向复杂的特征。
（2）通过对于文献方法的总结归纳可以得知，流行地缘政治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文本

（话语）分析、民族志、内容分析等方法，未来的研究中还可能采用其他质性研究方法和
大数据研究方法等。

（3）流行地缘政治研究领域研究议题体现在对流行文化中以精英话语为主的地缘政
治话语进行解读、探讨媒体影响下的大众地缘政治想象和揭示大众媒体中的民族神话及
其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并且随着流行地缘政治研究的发展，流行地缘政治将会同更多学
科、更多理论相结合，从而产生新的研究方法与新的研究方向。

就目前中国整体的地缘政治学研究现状来看，关于地理空间资源控制的地缘政治研
究，和经济相关的地缘政治研究上，已经有了众多研究成果[77]，既包含着对于具体案例
的讨论与分析，也包括关于理论的探讨，但对于同文化相关的地缘政治研究，只有小部
分学者对其保持关注，而关于流行地缘政治的探讨数量就更少，所以国内流行地缘政治
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案例分析都应加强，从而才能在整体上完善中国地缘政治学科的
理论建设。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的硬实力不断增强，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局势也愈发的纷繁复
杂。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际舆论褒贬不一，这种无法由军事打击而解决的
问题，彰显了软实力对于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中国在复兴的过程中时常受
到境内、境外不友好势力的“软打击”。部分国家标榜人权与互联网自由，而同时又故意
在互联网上刻意散布抹黑别国的信息，操纵国际舆论，破坏他国形象。“民族”是被

“想象”出来的[78]，流行地缘政治学作为大众传媒与地缘政治密切相关的学科分支，对于
揭露文化传播与地缘政治互动规律、流行文化中隐喻的地缘政治事件、媒介影响下的地
缘政治想象，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其研究有助于一个国家在地缘政治事件中，向无法
对其有直接接触的群体传达正面阳光的形象，消解不公正的描述与抹黑，在面临意识形
态挑战时，使群众团结在一起。中国加强流行地缘政治的研究，有助于“走出去”战略
的贯彻与民族复兴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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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popular
geopolitics in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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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ignificant branch of critical geopolitics, popular geopolitics serves as one of
the fields which is the closest to daily life. In addition to making up for the aphasia of tradition-
al geopolitics in media field, popular geopolitics has displayed a new exploration path of geo-
politics in various fields gradually, including film, radio and television fields, etc. Since its re-
search is still at the initial stage in China, it is not feasible to support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
ment of popular geopolitics by the existing domestic research outcomes. Therefore, by taking
189 literatures highly related to popular geopolitics in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is paper use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to sort out and summarize the origin, develop-
ment history, relevant research methods and major topics for discussion of popular geopolitics,
and prospects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f popular geopolitic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1) popular geopolitics has inter-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ge-
ography,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s and so on, with research cases area expanding from the
US- Soviet region to the whole world. (2)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of popular geopolitical re-
search is more abundant compared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post-colonialism through charac-
terization and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research on "man" and "thing" is more diversified. (3)
The research on popular geopolitics takes example by methods of sociology, communication,
anthrop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Its research topics mainly concentrate on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elite’s minds in the media,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of the public influenced
by the media as well as characterization of national mythology in the media and its influence
on national identity. (4) Popular geopolitics will create a new development direction by combin-
ing other disciplines in the futur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n popular
geopolitics has non-negligibl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addition to comple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eopolitical discipline system, its research helps a country to convey a posi-
tive image of sun to a group that has no direct contact with it in geopolitical events, eliminate
unjust descriptions and discredit, and unite the masses when facing ideological challenges. Chi-
na’s intensified research on popular geopolitics will help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global
strateg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It can also help the country to make sug-
gestions for establishing a better national image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Keywords: geopolitics; critical geopolitics; popular geopolitics;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elite
discourse; national myt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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