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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瑶作品在世界的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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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琼瑶作为小说家，其作品在文学、影视和文化等多个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多数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广

泛传播。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基于拉斯韦尔的 5W 传播模式，系统地分析并得出琼瑶作品传播的具体表现;通
过琼瑶本人自身的影响力与出版社和电视台对其作品的传播助力，琼瑶作品以“爱与美”为主题，吸引了以美国

为首的英语国家及亚洲等地区的广泛受众。图书馆和新闻报纸等多元化渠道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国际读者和观众，

还为华语文学培养了潜在的国际受众，促进了跨文化交流与融合。琼瑶作品的国际化传播或许会加深文学界的一

种认知，即文学作品的翻译以及与主流媒体融合，在文学传播中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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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ide spread of Qiong Yao's works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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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novelist, Qiong Yao's works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many fields such as literature, film and 
television, and culture, and most of her works are widely disseminated in th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of Qiong Yao's works based on Lasswell's 
5W communication model. Through Qiong Yao's own influence and the help of publishing houses and TV station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her works, Qiong Yao's works, with the theme of “love and beauty”, attract a wide range of audiences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led by the U.S., as well as in Asia and other regions. Diversified channels such as libraries and 
news papers have not only accumulated a large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readers and viewers, but also cultivated a potential 
international audience for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and facilitated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Qiong Yao's works may deepen the literary community's recognition that the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works and their integration with mainstream media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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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琼瑶及其作品在华语文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以

其对爱与美的不懈追求，在 60 余年中创作了 70 余部

文学佳作并为大众所喜爱[1]。“无论现代人怎么评价，

她都是和美丽、梦想、爱情、浪漫、善良连接到一起的

人……既是一个作品的总名称，又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2]本文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渠道收集数据。首先，通过

Factiva 数据库检索并选取与琼瑶相关新闻报道，借此

分析作品的传播内容以及全球受众。其次，通过

worldcat 检索并记录前 40 部作品的世界馆藏量（包含

作品译介），分析作品的传播渠道及全球受众。最后，

通过豆瓣平台查询该 40 部作品的评分详情，并结合前

两种渠道的分析结果探求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效

果。 
通过三个平台的查阅与分析发现，琼瑶作品的传

播内容，核心聚焦于浪漫爱情故事中所展现的“爱”与

“美”。起初，在出版社的推动下，琼瑶作品在世界范

围内迈出初步传播的步伐。随后，图书馆与新闻报道这

两大传播渠道，对琼瑶及其作品展开了更为广泛的宣

传推广，扩大了作品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而后大众传媒

作为新兴崛起且占据主流地位的传播渠道，更是为琼

瑶作品的传播增添了强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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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丰富多元的传播内容以及传播渠道的共同作用

下，琼瑶本人的国际影响力也随之逐步提升，她自身逐

渐成为其作品极具号召力的宣传名片，有力地促使琼

瑶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传。经最终统计表明，琼瑶

作品的全球受众主要集中分布于英语国家与亚洲国家，

在非英语国家也有少量受众。从读者和观众的反馈来

看，琼瑶作品让国内外读者领略到独特的中华文化魅

力，还成功吸引了全球对华语文化的关注，显著提升了

华语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 
2 琼瑶作品的全球传播 
为全面了解琼瑶作品的全球传播，本文将基于

factiva 中的数据剖析其作品的主要传播内容，最终发

现其传播内容紧扣“爱”与“美”两大主题。在传播动

力方面，琼瑶作品的传播主要依靠四大驱动力量：出版

社、图书馆、新闻报道以及大众传媒。在传播过程中，

琼瑶自身作为传播主体的力量也不可小觑。基于图书

馆数据分析出其作品的全球受众。最终，通过将豆瓣评

分数据与以上数据结合分析出其作品的国际化传播效

果。 
2.1 作品中“爱”与“美”的主题价值彰显 
琼瑶的大部分作品紧扣“爱”与“美”两大主题，

其诸多小说描绘的皆是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经在

Worldcat 上查找发现，世界馆藏量排名最高的前 40 部

作品中，除去 7 本越南语译本，在 33 部作品中，30 部

作品都围绕“爱与美”展开，展现了爱情的纯洁、浪漫、

执着与痛苦。 
琼瑶的故事里，深蕴着独属于中国人的美学与情

感内涵[3]。其作品中的“爱”与“美”的体现非常多样。

如在《还珠格格》中，小燕子是个活泼可爱、古灵精怪

的民间少女，与出身皇室、知书达礼的五阿哥相遇相爱，

他们之间的爱情打破了宫廷森严的等级壁垒，满是无

畏世俗的热烈与勇敢。 
不仅如此，小说中对“人物美”“爱情美”“风景

美”的描写锦上添花。如对小燕子眼睛“又大又亮，像

两颗黑宝石”的刻画，对紫薇“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 
的形容，以及将御花园描绘成人间仙境等，生动呈现了

“美”，让读者仿若置身其中，真切感受到生动形象的

画面，沉浸于“美”中领略人物的爱情故事。 
此外，根据 Factiva 中收集的 72 篇报道内容显示，

共有 11 篇报道直接或间接体现了琼瑶作品中的“爱与

 
① 皇冠出版社：全称为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是皇冠文化集团旗

下专门负责文学类书籍出版的公司，是皇冠文化集团出版业务的重

要组成部分。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的出版路线以文学类为主，是

美”主题[4-13]，涵盖了《还珠格格》《窗外》《情深深

雨蒙蒙》等经典作品。她通过细腻的情感描写和浪漫主

义的手法，展现了爱情的美好、纯洁、坚贞、力量与复

杂。 
“爱”与“美”两大主题内容的传播，令国内外读

者感受到独属于东方女性的活泼美与坚韧美，领略到

中华女性的独特魅力，令读者感受到独属于中国的宫

廷文化和语言魅力，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些许刻

板印象。 
2.2 琼瑶作品传播的四大驱动力量 
在传播动力方面，琼瑶作品主要借助四大关键要

素：出版社、图书馆、新闻报道及大众传媒。 
（1）出版社的初步传播 
在琼瑶作品的国际化传播中，出版社发挥着重要

作用。出版琼瑶作品的出版社有很多，如：皇冠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等。根据 worldcat 检索

并发现，在琼瑶作品馆藏量排名前 40 部作品中，除去

7 部越南语译本外，其余 33 部都出自皇冠出版社
①
。

出版社与作品之间存在着相互成就、共生共荣的紧密

联系。琼瑶作品经由出版社出版发行后，琼瑶本人及作

品知名度得到提升。琼瑶独特的故事设定，吸引了广大

读者的目光；而出版社专业的运作，则让这些佳作得以

在更广阔的市场流通。 
不仅如此，琼瑶多部作品一经出版便荣登畅销书

榜，在社会上掀起了阅读热潮。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

期，有许多出版社出版过琼瑶与金庸的小说。其中，至

少有 20 家出版社出版了琼瑶的小说。改革开放后到

1990 年，引进出版的港台言情小说共 247 种，总印数

达 1815 万册。出版种数最多、印数最大的前 4 名作家

中，琼瑶作品的总印数和平均印数均位列第一。[14]这

些作品不单单是文字的集合，更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

记忆，也为出版社带来了经济效益与品牌声誉，彰显了

出版社在文化传播中的关键作用。 
作品译介的出版同样为琼瑶作品的传播发挥着重

要作用。经在 worldcat 上检索发现，琼瑶作品馆藏量

最高的前 60 部作品中，越南语的作品有 17 部，占比

28%，由此可见作品译介的出版对作品传播的重要性。

除了 17部越南语的译介外，其余皆为中文版原版著作，

而在全球通用语言之一的英语领域，英文版的琼瑶作

品或是传播力度较弱，出现频率少之又少，因此，英文

台湾最重要、最具规模的文学书出版社。旗下拥有众多知名作家，

如琼瑶、张爱玲、三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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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作品的传播也应受到重视。另外，截止 2009年底，

在韩国作品被翻译出版最多的作家是台湾女作家琼瑶，

其大部分的小说被翻译出版，加上再版的数量，出版的

小说有 300 多篇[15]。由此可见，出版社对于作品的传

播和再传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2）图书馆的丰富馆藏 
本文通过 Worldcat 检索并记录琼瑶作品世界馆藏

量排名前四十部作品，发现这 40 部作品的馆藏总量

高达 1296 册。这一数据表明，图书馆作为主流传播渠

道之一，在琼瑶作品的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

作用。不仅如此，仅从图书馆这一来源的馆藏地理位置

分布来看，琼瑶作品的传播范围覆盖了 10 个国家。其

中，传播力度最大的竟是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美国

关于琼瑶作品的馆藏量位居榜首，高达 1125 册，其次

是亚洲国家以及其他非英语国家。 
由此可见，图书馆作为书籍的传播渠道，在推动作

品的国际化传播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图书馆凭借广泛

的馆藏资源，能够将作品传递给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

读者，极大地拓展了作品的受众范围，为作品的广泛传

播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使琼瑶作品在全球文化交流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也让更多人有机会领略到琼瑶作品

独特的文学魅力。 
（3）新闻报道的传播助力 
琼瑶的作品主要出现在 20 世纪中后期，经在

Factiva 数据库检索可知，可搜集到的最早的报道出现

于 1989 年，自 1989 年至今，与琼瑶紧密相关的新闻

报道共计 72 篇。这些报道在琼瑶及其作品的传播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 72 篇报道中，仅有两篇为负面报道，主要是

对琼瑶作品中某些价值观的批评，其余皆为正面报道。

这些正面报道助力了琼瑶及其作品知名度的提升。其

中，24 篇报道聚焦于琼瑶本人的影响力与成就。报道

阐述了她从 18 岁开启写作生涯，并最终成为华语世

界极具影响力的小说家的历程。在此期间，她出版了六

十多部文学作品，题材广泛，涵盖了纯爱、古装、家庭

伦理等多个领域。相关报道还指出了她在促进两岸文

学交流和影视合作方面的积极贡献，凸显了她在中国

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如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教授

左衡评价她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人，是一种文化现

象”，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朱凤莲也肯定了她

在两岸交流中的积极作用[8,16,17]。 
另外 48 篇报道则着重讲述琼瑶作品的传播、影

响与外界评价。琼瑶的作品以爱情为主题，像《还珠格

格》《情深深雨濛濛》等多部小说被成功改编成热门影

视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捧红了众多明星，形成言情文学

与影视文化的产业链，在两岸吸引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和观众，还在海外产生了一定影响力，部分作品通过亚

马逊 Kindle 等平台向全球推广[4,18-20]。 
最新的报道内容与琼瑶逝世的消息相关，经新闻

报道后，迅速登上微博热门话题榜首，一小时内相关帖

子浏览量超 10 亿次，引发广泛关注与网友的深切哀

悼怀念[19]。由此可见，琼瑶本人的影响力极为深远。 
总体而言，Factiva 的新闻报道从多方面对琼瑶及

其作品进行了呈现，在塑造琼瑶的个人形象、推广其作

品以及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

作用，让琼瑶的文学作品魅力得以更广泛地传播。 
（4）大众传媒的强力助推 
琼瑶的大部分作品备受读者青睐。其作品的成功

传播离不开电视台这一传播主体强大的传播力。借助

电视台，她的作品的传播力度和广度攀升至前所未有

的高度。一经播出，不仅在国内掀起收视热潮，在国际

上也反响强烈，吸引了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目光，有力

地推动了华语文化在全球的传播。 
根据 Factiva 抓取报道显示，在 72 篇相关报道中，

有 25 篇报道与琼瑶作品的影视剧相关。报道中多次提

到，琼瑶的作品改编之后，经与电视台合作播出，多部

影视剧火遍国内外，不仅为带电视台带来了流量，也助

力琼瑶作品“走出去”，迈向国际舞台[20-25]。上世纪 80
年代末，电视台充斥着琼瑶剧，在数量庞大的录像厅中，

琼瑶电影也成为绝对主流。2011 年，琼瑶与湖南卫视

再度携手打造新版《还珠格格》，验证她在大陆电视剧

市场“硬通货”的标杆[26]。由此可见电视台对于其作品

传播的强力主推。此外，1992 年，韩国的 SBS 电视台

将琼瑶的小说《金盏花》改编成电视剧，深受韩国观众

的喜爱，自此琼瑶的小说被大量译成韩文[27]。 

从上述现象不难看出，电视台作为大众传媒机构

的核心传播主体，凭借其广泛的覆盖面和强大的传播

力，在作品传播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深刻影

响着作品的传播，影响力不容小觑。以此为鉴，华语文

学与影视主流媒体的相结合，不仅要考虑国内读者的

接受程度，也可在国家化传播时适当的修改进而贴合

国际市场的观看兴趣，扩大国际化传播的范围。 
2.3 琼瑶自身的影响力 
琼瑶本人作为中国极具影响力的作家，凭借其独

特的语言风格和细腻的情感表达，打造出极具辨识度

的个人品牌。她早期作品如《窗外》，开启了独特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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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言情风格，吸引众多读者关注，逐渐形成稳定的受众

群体，成为作品传播的核心吸引力。在公众视野中，琼

瑶不仅是作家，更是影视制作人。 
根据 Factiva 收集的数据显示[28-31]，她多次挑选符

合其作品角色的艺人出演其作品中的角色。并且，在其

作品改编影视后，根据电视剧的不同类型，她多次亲力

亲为地谱写主题曲。据相关报道数据表明，在剧集播出

期间，这些主题曲凭借契合剧情的动人旋律，成为推动

剧情发展、深化观众情感体验的有力武器[31-32]。这一系

列举动成功塑造出她富有才情的形象，提升了公众对

其作品的关注度与认同感，增强了其作为传播主体的

权威性与感召力。此外，琼瑶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华语

地区，其影响力更是遍布全球，尤其是在东亚和东南亚

国家影响显著。以韩国和越南为例，在韩国，受到译介

最多的现代作家是鲁迅、琼瑶和林语堂[27]，琼瑶排名

第二，仅次于鲁迅。而在越南，琼瑶小说同样备受青睐。

越南西贡 70 年代初琼瑶小说广泛流行，在 1970 年至

1972 年三年期间，琼瑶小说受到西贡读者的热烈欢迎，

比台湾和香港还要热烈[33]。琼瑶成为了亚洲的浪漫女

王，其著作在全球售出了数百万册[34]。可以说，“琼瑶”

已然成为一张极具辨识度的个人名片，与之相关的文

学著作在韩国、越南等国引发了广泛关注。 
根据 Factiva 中与琼瑶相关的 72 篇报道显示，报

道次数最多的国家为东南亚国家新加坡，高达 29 篇
②
，其次为美国和比利时两大欧美国家，最后是新西兰

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由此可见，琼瑶作为其作品传播的

核心主体，在传播的力度与广度上不容小觑，对推动华

语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图 1  Factiva 中与琼瑶相关报道的地理位置分布 

 
2.4 琼瑶作品的受众表现 
本文通过 Worldcat 检索并记录琼瑶作品世界馆藏

量以及所处地区，以此分析琼瑶作品的传播受众。下图

为世界馆藏量排名前 40部作品的全球馆藏量及地域分

布的柱状图和饼图（图 2，图 3），展示了 Worldcat 中
不同国家的馆藏总数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的馆

藏数量最多，达到了 1125，占比高达 87%，远远超过

其他国家,加拿大馆藏量为 56，占比 4%，澳大利亚为 
41，占比 3%，中国为 30，英国为 15，新西兰为 10，
新加坡为 11，德国为 6，荷兰和马来西亚均为 1。 

排名第一的美国馆藏量极高，说明琼瑶作品在美

国有较大的受众群体，可能是由于当地对中国文化感

兴趣的人群较多，他们对琼瑶作品的需求推动了馆藏

 
② 对比中国的 26 篇报道 

量的提升。排名分别为第二和第三的加拿大、澳大利亚

国家，这些国家的馆藏量也有一定规模，反映出琼瑶作

品有一定的传播和受众基础，这些地区的人对华语文

学包括琼瑶作品有着较高兴趣。中国作为琼瑶作品的

发源地，中国的馆藏量相对美国不算高，可能是因为琼

瑶作品在国内的传播渠道更为多元。除图书馆外，还有

大量的书店、网络平台等可以获取作品，所以对图书馆

的依赖相对较小。 
其他国家如英国、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家，虽然馆

藏量相对较少，但也表明琼瑶作品在国际上有一定的

传播范围，有部分读者对其感兴趣。而德国、荷兰、马

来西亚等馆藏量只有 1 的国家，说明琼瑶作品在这些

地区的受众相对较少，影响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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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可以从三个角度分析受众原因，分别是英

语国家、亚洲国家以及非英语国家。琼瑶作品在英语国

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传播较为广泛，主

要得益于这些国家的多元文化背景和完善的图书馆系

统。 
琼瑶作品在亚洲国家（如新加坡）的传播较为有限，

可能由于本土文学市场的竞争和文化差异。而琼瑶作

品在非英语国家（如德国、荷兰）的传播非常有限，主

要面临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的挑战。 
由此可见，琼瑶作品的传播受众除了广大的中国

读者，上文提到的亚洲国家如东亚（韩国）和东南亚（越

南）的读者外，英语国家的读者也为主要受众群体。 

 
图 2  琼瑶作品全球馆藏量及地域分布统计表-Worldcat 

 
图 3  琼瑶作品全球馆藏量在不同国家的占比-Worldcat 

 
2.5 全球馆藏量与读者共鸣的双重传播效果 
关于琼瑶作品的传播效果，可从两方面剖析：作品

世界馆藏量和读者反应数据（其作品在不同平台的评

分、参评人数、评论数以及评论内容）。本文将着重分

析经由 Worldcat 数据库以及豆瓣平台收获的数据。 
经本文 2.4 对世界馆藏量排名前 40 部作品的数据

收集与分析得知，美国及加拿大等英语国家的馆藏数

量占主导，亚洲国家居中，而非英语国家馆藏量处于相

对弱势地位。由此可见，琼瑶作品在英语国家与亚洲国

家的传播效果较为可观。经在豆瓣平台对该 40 部作品

的查找与搜集，除去 7 部越南文译本外，其 33 部作品

评分皆在 6.0 以上，平均评分高达 6.75，由此可见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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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琼瑶作品的认可与喜爱（图 4，图 5）。 
通过搜集该 33 部作品的评论内容发现，负面评论

占少数，多数负面评论表达了对书中人物结局的不满

以及对书中“爱情大于天”的情节抨击。大部分作品的

评论内容为正面评论，读者表达了对于琼瑶文笔、故事

背景以及对于情节伏笔等多方面的敬佩与感叹。多数

读者表示通过阅读作品，感受到了不同时期的独特历

史背景与爱情故事，既了解了宫廷文化，也了解了战乱

时期的人民生活困境，也因小说人物将个人命运与国

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情节而深受触动，仿佛感受到人物

鲜活的灵魂。 
琼瑶作品的广泛传播，让世界各地对华语文学感

兴趣的读者领略到独特的中华文化元素，提升了中华

文化国际影响力，促进跨文化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减

少文化隔阂。作品中细腻的情感描写，触及爱情、亲情、

友情等人类的共通情感，让世界各地的读者产生共鸣，

也成为连接海外华人的情感纽带，唤起他们的思乡情

与文化认同感。如在 2024 年中新社的一篇报道中，旅

居在匈牙利的赖华说“琼瑶剧为我在异国他乡贫瘠的

精神生活带来慰藉。”[35] 
其作品的成功传播，在画面、音乐和情感表达上为

国际影视创作提供思路，培养了国际受众对华语影视

的审美偏好，提高其接受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在国际

发行播放后，收获高收视率与版权收入，同时带动音像、

图书等衍生产品开发销售，为华语影视产业带来经济

效益，进而推动华语文化的国际化进程。 

 
图 4  琼瑶作品世界馆藏量及在豆瓣平台的评分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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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琼瑶作品世界馆藏量及在豆瓣平台的评分详情 

 
3 结论 
琼瑶作品在全球传播过程中，于传播主体、内容、

渠道、受众及效果五个维度呈现出各异的特征。从传播

主体来看，主要涵盖作者本人、电视台以及出版社三种。

作者凭借自身的影响力，为作品传播奠定基础；电视台

通过影视改编，将作品以直观的视听形式推向大众；出

版社则借助书籍出版，保障作品的广泛发行。在传播内

容方面，琼瑶作品以“爱”和“美”为主题，不仅展现

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还描绘出细腻浪漫的爱情故

事，同时映射出不同时期的时代风貌，具有深厚的文化

底蕴与时代价值。 
传播渠道上，图书馆和新闻报道作为主要传播途

径，凸显了传统媒介在文学作品传播进程中的关键价

值。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为读者提供了深入研读琼

瑶作品的便利；新闻报道凭借广泛的发行网络和及时

的传播特性，让作品走进大众视野。 
通过数据分析可知，其作品的传播受众可划分为

亚洲国家、英语国家以及非英语国家三类，在亚洲国家

和英语国家的传播效果更为显著。这表明作品在不同

文化语境下的接受程度存在差异，也为后续传播策略

的制定提供了方向，如何扩大非英语国家的传播力度

为可研究方向。在传播效果上，琼瑶作品成功地让国内

外读者领略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有效提升了华语

文化的国际知名度，为华语文化的后续传播积累了宝

贵经验。 

综上所述，琼瑶作品的国际化传播或因译本缺失

或译本传播不到位使得其在语言传播上虽带有一定局

限，但由于文学作品自身的文学价值以及作者本人影

响力日益彰显，再借以传播渠道日益扩展，使得其作品

得以国际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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