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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萨帕提斯塔运动看边缘人的媒体策略

　
刘学蔚

摘　要：现代传播技术既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提供了丰富的手段，也

成为了边缘群体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墨西哥的萨帕提斯塔运动及该运动的代言人副

司令马科斯的媒体策略都体现在这一点上。
关键词：萨帕提斯塔运动；边缘文化；媒体策略

一、全球化时代的边缘文化危机

自人类文明形成之日，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便随即发生，由于社会、历

史、宗教、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异质文化相遇过后往往 难 于 以 一 种 互 惠 的 形 式 交 融。
隔阂就这样产生了，经过成百上千年的积累与沉淀，很多隔阂逐渐 变 成 了 难 以 逾 越 的 鸿

沟。如今的跨文化传播，通常体现为强势文化主体凭借其政治经济力量对弱势文化群体

所采取的血腥攻势，以及蔑视或诋毁后者的文化价值的野蛮之举。文化主体的地位愈不

平等，异质文化相遇所带来的冲突就会愈加猛烈。边缘文化群体一向缺乏主流媒体的关

注，更缺乏一个具有活力的市民社会的监督和声援，即使偶尔也会有一些标新立异的声音

迸出火花，但更多的低位文化群体则逐渐远离了社会的话语体系。正因为如此，在当今的

跨文化传播领域中，文化的伦理建构被不断地提上议事日程，人类对掌握有效的跨文化传

播与交流法则的需求也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迫切。
我们应该建立的是一个以平等、和平、公正、具有充分包容性的话语交流为导向的全

球公共对话领域，实现这一宏远目标需要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和文化处于弱势地位的民

族采取自我保护和主动进攻的策略，以改变或抑制信息单向流动的传播旧秩序。于是，处
于从属地位的文化群体对文化自治的诉求越来越强烈，这是那些沦落为边缘的具有确定

形式的文化群体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他们想要获得的并非政治意义上的独立，而仅

仅是作为文化公民应该拥有的社会认同感和文化尊严。随着互联网和通讯卫星技术日新

月异的发展，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越来越密切，全球化对人类的影

响已经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作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最主要手段，媒介在

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和应用价值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然而，经济、政治、文

化水平的巨大不平等与全球化的迅猛进程，却空前地影响了大众 传 播 媒 介 的 伦 理 立 场。
如何使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在保持生命力和活力的同时，也能以开放的姿态与他

种文化进行有效的交流，如何使文化个体在保持个性和生命力的同时又不囿于狭隘的民

族主义，以开放的姿态、宽容的心理和发展的眼光去接受全球化的挑战，一直都是跨文化

传播学在文化伦理层面上研究的核心问题。当今学术界并不缺乏 对 这 个 问 题 的 理 论 思

考，但现实生活中成功案例的缺乏使其无法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和传播法则。我们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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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一些具有强大说服力的成功例子作为边缘文化群体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环境中有效抵抗文化帝国主

义侵略的榜样和楷模，让理论家和实践者探索出一种异质文化交流过程中更加符合文化伦理准则的互

惠方式。
就在现代信息社会迅速发展的这十几年时间里，有一个带着神秘光环的小人物以一个“革命道德

者”的优雅姿态为困境中的边缘人群点燃了希望之火，他不仅是萨帕提斯塔运动不可或缺的领袖，也是

全世界边缘群体的杰出代言人，结合了理论家和实践者的所有特点，用极其后现代的方式领导着这个奇

观式的运动。他的媒体战略让这场起义从一开始就突破了地域的局限，不仅让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了

恰帕斯这块弹丸之地，更是让革命的圣火蔓延到地球上每一个可能的角落。文字是他们无坚不摧的战

斗武器，网络是他们无所不能的传播空间，副司令用无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夺取了主流媒体的话语权，
让这场运动以其最有魅力及最高效的方式进行和持续发展着，他不仅引领了一场地区性的土地革命，更
是发起了一场国际化的道德革新。

二、萨帕提斯塔运动的媒体策略

全球化时代的媒介将对边缘人群争取社会、文化认同及其相应的权利起到重要作用，而媒介舞台也

将逐渐变为边缘人群传播文化、反抗主流社会的控制与压迫的主要战场。这是全球化进程与现代传播

技术的发展给边缘人群带来的契机，而人们对媒介伦理越来越多的反思也推动了这一新型的斗争方式。
墨西哥的萨帕提斯塔解放军（Ｚａｐａｔｉｓｔａ）选择在１９９４年１月１号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生效之日爆发起

义，并以武装和蒙面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其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制造景观，吸引媒介的注意，并通过

媒介和公众舆论力量给政府施加压力。这些印第安原住民并没有计划和政府进行真枪实弹的殊死搏

杀，而是在起义爆发后的第十二天就完成了整体迁徙，他们开始在自然环境极其险恶的拉坎顿丛林深处

躲避政府的追击并开始建立新的原住民社区进行自治管理，从那时起，萨帕提塔运动代言人副司令马科

斯真正开始施展他的媒介战略，将现实中的战场完完全全地转移到了媒体战场上。“我们的词语是我们

的武器！”这是萨帕提斯塔运动最为著名而响亮的口号之一，也是这个用词语完全代替了子弹的革命最

为引人瞩目的地方。在革命全面展开的时期，马科斯的文章主要以公告、寓言和书信体的形式定期刊登

在墨西哥国内的媒体上，并通过互联网在国际范围内传播。在接受诺贝尔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

采访时，马科斯说道：“当你意识到你竭尽全力去表达特定事物却遭遇了失败，这会迫使你去琢磨语言的

技巧，去反复推敲它们，将它们武装起来或者解除武装。”①于是，这场土地革命变成了词语的革命、媒介

的革命、伦理的革命。在这与世隔绝的深沟险壑中，他们不仅没有被政府一举歼灭，反倒是成功地与政

府将近１／３的军队力量周旋至今，并持续地获得来自国内和国际市民社会越来越多的支持与援助。
他们的声音“因武装而获得倾听”，他们的面庞“因隐匿而获得注视”，他们的称谓“因匿名而获得命

名”②。对萨帕提斯塔解放军来说，面具是他们吸引媒介关注的一个重要“伎俩”，在这场运动中起着非

同小可的作用。副司令用面具和“道具武器”让即将遭受文明灭绝的印第安原住民闯入主流社会的视

线，亦向全世界的边缘人群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在哪里，戴上你的面具，你就是

我们，你就是萨帕提斯塔。何塞·克里纳曾说萨帕提斯塔的“面具即讯息，讯息即景观”③。外界对这种

符号的注意力有时甚至超过了对运动本身的关注，这是一种充满认同感的关注，究其原因，除了其代表

的不同寻常的革命方式之外，更是因为马科斯非常高明地通过面具将这场后现代革命与拉美洲玛雅文

明的历史与文化融合在了一起。当政府军队打着搜寻游击队员的借口在恰帕斯原住民社区横行无忌的

时候，原住民百姓们为了保护他们的萨帕提斯塔战士而蒙住了自己的面庞；２００１年３月，在起义军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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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领袖著名的长征路上，从世界各地赶往墨西哥的该运动的拥趸为了保护和支持他们的反叛偶像而蒙

上了自己的脸庞；在欧洲、美洲大大小小的摇滚演出上，亦有太多的乐队用蒙面的方式向萨帕提斯塔解

放军表达支持与敬意。在以木枪武装起来的“真人秀”式的战斗里，在对自然力量的敬重远甚于政党统

治的印第安人群中，在副司令对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真枪实弹的武力革命只会导致另一种形式的武力统

治）和阿尔都塞的符号学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消融在言语世界和符号系统里）的领悟中，面具似乎可

以被视为一种无比高明的策略。稍加甄别就能发现，这业已达成其强大象征力的面具（更准确的说法是

滑雪帽）并非专属马科斯所有———尽管他无法阻止自己早已由一个“代言人”变成了精神领袖和另类偶

像———在这位自始至终以“代言人”自诩的副司令所引领下的恰帕斯印第安原住民和萨帕提斯塔运动的

追随者和支持者们，都自发地将自己掩藏在了面具之下。
萨帕提斯塔解放军在恰帕斯地区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和电台，这两种传统的地区媒介传播手段在恰

帕斯州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不仅实现了起义军组织内部及原住民社区的信息传播与交流，还方便了外来

记者与探访者即时了解运动现状及其发展。不过，传统小众媒体受地域和社会的双重局限性很大，操作

起来更为复杂，所以马科斯将主战场放在了更为主动、更为自由、潜力更大、空间更广的互联网上。萨帕

塔解放军发布官方消息的网站主要有两个：萨帕塔解放军官方网站和恰帕斯独立媒体中心。除此之外，
随着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网络策略的全面展开，遍及世界各地的草根组织和群体也对该运动给予了强烈

的支持与回应。距不完全统计，在运动开展的十几年时间里，与之相关的大小网站多达上万个：其中规

模较大的网络组织有２０个，其中的１５个至今还活跃在互联网上，有１３个组织建立了网络资料库，这些

网络组织主要以发布新闻和运动最新动态为主，并与其他大小网站互相链接，保持着紧密联系；另外，颇
具影响力的其它网站还有６０个，其中的５５个仍然处于活跃状态。在这些由民间社会组织和知识分子

自发创办的网站中，内容最全、影响最大的要数１９９４年秋天成立的恰帕斯９５（Ｃｈｉａｐａｓ９５），其创办者是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副教授、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哈里·克利夫（Ｈａｒｒｙ　Ｃｌｅａｖｅｒ）。在起义爆

发之初，克利夫就对这项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当时互联网上有关萨帕提斯塔起义的新闻与评论

都比较杂乱和分散，所以克利夫全面、系统、集中地为该运动建立了一个网络资料库，并收录了有关该运

动的一些学术论文。成立于２０００年的ＫＩＰＴＩＫ是最为活跃的一个英国支持者组织，在网站上不仅有全

面且即时更新的信息，而且他们经常发起义演或义卖的活动，将善款捐给起义军和拉坎顿丛林里的原住

民社区，以解决他们的饮用水、食物、教育、医药等实际问题。
在这里，我想着重介绍一下在当今反全球化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新型网络媒体———国际独立媒

体中心（Ｉｎｄｙｍｅｄｉａ　Ｃｅｎｔｅｒ，简称ＩＭＣ）。恰帕斯独立媒体中心的信息以新闻报道和信息公告为主，它以

一种民主、非盈利的运营方式加强了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互动交流，并与隶属于ＩＭＣ的数百个地方

独立媒体网站形成了强大的媒体网络。１９９９年１１月，众多媒体活动家和记者聚集在美国西雅图创建

了世界上第一个独立媒体网站，集中搜集和发布反对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会议的新闻报道和评论，他

们中的很多人在此前数年时间里都在致力于创造一个独立的媒体平台，西雅图独立媒体的建立无疑是

他们多年努力的成果。在当时，这个全新的左翼网络媒体力量好似一个新闻信息交易所，其上的新闻报

道、新闻图片及影音资源每分钟都在更新，并且没有严格的版权限制。这个迸发出来的火星立即呈现出

燎原之势，仅仅在西雅图独立媒体成功建立并运作的第二年，世界其他国家的独立媒体人和媒体活动家

就纷纷行动了起来，先后在各自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独立自治的新闻媒体网站，恰帕斯独立媒体中心就

是其中之一。
萨帕提斯塔运动与ＩＭＣ建立联系也并非偶然，事实上，马科斯早在ＩＭＣ成立之前就有过类似的呼

吁：“当代主流媒体所呈现出来的世界是一个由ＶＩＰ———达官贵人们组成的世界，比如那些大牌影视明

星和政界名流，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才是重要的：是否要结婚，是否离了婚，参加晚宴的时候

会穿什么衣服，什么衣服对他们来说已经过时。当普通人在媒体中出现的时候，他们要么是杀了人，要

么就是被别人杀了，要么就是坐了牢，或者上了法庭。……然而，我们还是有选择的，这种选择就是创建

一个新型传播方式以呈现一个真实的世界：即带着国际性的批判性的眼光，展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里真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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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发生的故事。这种独立性媒体的工作，也包括挖掘每一个社会斗争的历史原因，并让这些真实的历史

保存下来，而不会受到国家、地区、民族、社会利益团体、媒体寡头们的限制。在１９９６年８月，我们呼吁

一个独立媒体网络的建设，一个独立信息网络中心的建设。我所指的这个网络中心是对主流社会所散

播的谎言的抵抗，它不仅是社会运动的工具，更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这应是一个有关人性与生

存的计划，因为传播或了解批判性的真实信息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①独立媒体与主流媒体的

界线是非常清晰的，前者在内容上担负起建立文化多样性的责任并拒绝任何形式上的歧视与不公，在组

织上恪守平等、自由、非盈利的原则，“独立”能够令它传达更具颠覆性的内容，而“草根性”则令其摆脱了

权力与资本的束缚。譬如，统治当局可以轻易地控制国有电视台和官方背景的报纸，却无法彻底阻止独

立媒体人撰写的文章或录制的视频短片在互联网上的传播。
当今的新型社会运动和社会抗议几乎都体现着向国际化发展的总体趋势，社会活动家和公共知识

分子也很清楚，他们是在和那些与他们有着共同愿望的人们并肩战斗。他们的诉求各有不同，却有着一

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全球化。阿吉雷·罗哈斯试图结合世界体系理论来理解新萨帕提斯塔运动的

意义，他认为只有将萨帕提斯塔运动放在世界体系中，以一种全球性的普遍性的角度去分析，才能抓住

该运动深刻的本质和意义②。萨帕提斯塔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具有“跨运动”和“跨国界”特点的国际性

反制度运动：恰帕斯印第安原住民这样一个特定的边缘群体通过其代言人副司令马科斯的个人影响力

和高效的跨文化传播和媒介传播策略，将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义的抗议内容和形式扩散到世界其它国

家和地区，有效地动员并团结其它边缘群体发出共同的抗议之声。副司令曾有过一段著名的并极具震

慑力的表白：“马科斯是旧金山的同性恋，南非的黑人，欧洲的亚洲人，圣伊斯德罗的墨西哥裔移民，圣思

多罗的奇卡诺人，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圣克里斯托堡大街上的玛雅印第安人，
德国的犹太人，波兰的吉普赛人，魁北克的莫西干人，波斯尼亚的和平主义者，夜晚十点地铁里的单身女

人，无地农民，贫民窟中的帮派分子，失业工人，不快乐的学生，当然了，还有群山里的萨帕提斯塔……总

而言之，马科斯可以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是那些被排斥的、被压迫的、被剥削的、高喊‘受够了’的少

数群体。”③随着该运动的进行与高潮的不断涌现，萨帕提斯塔民族解放军俨然成为了全世界最具影响

力的边缘群体代表。
该运动已经从印第安人的社会、文化认同问题变成了全世界边缘人群的社会、文化认同的问题。这

是一个具有相同处境的广大共同体，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在新的全球

秩序下取得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认同。在马科斯眼里，萨帕提斯塔运动所直指的并不只是墨西哥主流社

会和印第安原住民之间的问题，而是所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问题，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问

题，主流社会和边缘群体之间的问题，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问题，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和

参与的革命，全世界的弱势个体和弱势群体都站在了一起。马科斯在呼吁人们学会倾听，学会团结，学

会打破沉默；马科斯在呼唤知识分子的良知，希望他们能注意到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都可能存在着的

强大不公，也希望他们能够紧握知识和词语的武器参与人类正义的战斗；马科斯在呼吁一个国际性公共

领域的建立，希望有责任心和正义感的媒体能够搭起多元文化交流的桥梁；马科斯在呼吁底层人民和低

势文化群体学会发出声音，以同一个拒绝来建立另一个世界，来捍卫自己的尊严，来获得社会及文化认

同感，携手走出不同的边缘困境。将关注点放在“星系之间”（ｉｎｔｅｒｇａｌａｃｔｉｃ）的萨帕提斯塔运动从一开始

就是一场树立榜样的运动。当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徘徊在社会边缘的人们蒙上自己的面庞、对着镜头

高喊“我们也是萨帕提斯塔”的时候，这场革命就已经走向通往胜利的光明大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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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论

从墨西哥萨帕提斯塔运动的爆发原因、社会及文化背景以及该运动的新型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我
们可以结合更深层面上的跨文化传播文化伦理建构的问题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和启示：

（一）异质文化之间差异性的存在导致了文化冲突的必然，随着冲突与斗争的加剧，在跨文化传播

与交流过程中所面临的文化伦理危机也是不可避免的。
（二）在媒体逐渐演变成一种政治力量的过程中，新左派也走进了大众媒体的报道日程。然而，我

们在努力寻找抵抗文化帝国主义扩张的方法的同时，也要看到不同文化间相互影响和融合的积极意义，
这才是文化发展的必然途径。

（三）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和电子时代的到来，既为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提供

了丰富的手段，同时也为低位文化体系向高位文化体系的顽强抵抗和多元展示打开了便捷而有效的通

道。然而，包括边缘文化群体在内的低位文化体系在跨文化传播与交流过程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所以

也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四）由于异质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隔膜，加上低位文化体系因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不足

而导致的边缘化状态，中介角色在跨文化传播与交流过程中的重要性由此凸显出来，这在墨西哥萨帕提

斯塔解放军的后现代符号学革命中有着突出的表现。
（五）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无论是运用最古典的传播工具或形式，还是运用最现代化的各类媒体

及商业化炒作手段，其表达和操作的高度艺术性与创造性对于文化交流和冲突中的弱势一方而言，是尤

为重要的。
（六）人类应该通过自己富于创造性的理性行为，实现跨文化传播的有效管理。
（七）在充满差异性的多元文化中，总是有一些东西能够引起不同文化中人的关心、共鸣和瞩目，从

而成为对话、沟通、理解和支持的基础。比如对不同文化的神往、对陌生事物的好奇、对平等对话的诉

求、对文化主体的尊重，对贫穷落后的同情、对弱势群体的关爱，还有对死亡的排斥、对勇敢的关注、对睿

智的欣赏、对正义的 渴 望 等 等，这 让 我 们 有 一 定 的 理 由 对 跨 文 化 传 播 的 良 好 前 景 抱 有 若 干 的 信 心 和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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