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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媒介文化涉及的领域十分庞杂，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是从理论方面来探讨媒介文化的某些规律和特征。
如：作为传播中的开放体系，媒介文化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它与消费社会的互动是在怎样的语境下达
成；媒介文化的同质化现象及其产生的条件；媒介文化是如何制造现代神话的等等。
下编中的个案分析包括：影视奇观、网络狂欢、网络聊天、山寨文化、足球文化等等。
通过对具体个案的描述和分析，使读者能够认识媒介文化的具体运作逻辑和构成方式，从面提高解析
各类大众文化和电子文化现象的能力。
    本书力图通过揭示媒介文化的形成机制来引导读者认识复杂的文化现象，培养理论洞察力和批判能
力，拓宽视野，适合作为各类院校传播学专业的教材，及其他专业的通识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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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众传媒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策略之一就是与大众文化结盟，因为大众文化是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一
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管人们对文化有多少种定义，文化总是可以被看成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的交往方式。
人们需要文化是因为需要更多的交往和理解，以与同类或和神柢打交道。
文化为这种交往提供意义和相应的方式，因此文化可以被描述为系统性的，并且有一定的传统和话语
作为其所依据的对象。
文化无论是体现为思想、艺术、仪式、习俗或娱乐，都是社会群体或个人相互沟通的途径，是由一定
规模的社群共同建构起来的。
而大众文化则偏重于娱乐性，大众文化最为突出的功能是世俗的娱乐功能，而这种世俗性的娱乐功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有了相当的强化，原因至少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宗教的相对式微，用尼
采骇人听闻的话来说就是“上帝死了”。
因为多少年来，压抑人们世俗欲望的是宗教！
是上帝！
尽管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教堂和寺庙里的精致的艺术品也可以被看成是世俗欲望的一种转换，但是
转换是压抑的另一种表现。
当然一方面是压抑，另一方面世俗的娱乐同时也存在于民间的通俗文化之中，只不过它们不登大雅之
堂。
宗教的衰落和神权的解体给民间的俗文化开通了一条解放之路，使它们重见天日。
当然，今天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并不是当初民间艺术或通俗文化的变种，这两者之间似乎没有确切的传
承关系。
但是，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娱乐功能，世俗的娱乐性是它们的生命力所在。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与现代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有关，即传播成本的低廉给大众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
件。
先进的传播技术是世俗的娱乐文化的天然盟友，当初爱迪生发明留声机时，这位富有想象力的发明家
没有想到，这具放在办公室里用于记录上司指示的装置不久就开创了唱片工业迅猛发展的新时代。
留声机成为大众娱乐最得力的伙伴，自娱自乐或家庭聚会或欢娱宾朋，它都是好帮手。
自然，大众娱乐反过来又促使唱片工业兴旺发达。
不过，当新媒介的成本还十分昂贵时，只有贵族和社会上层精英才能享用它们所带来的便利。
而先进的传播技术之所以先进，除了迅捷便利，低成本也是关键。
低成本取决于规模性的生产，所以，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娱乐性文化关注的着眼点首先是文化工业，
这是不无道理的，只有文化工业才有规模性生产和巨大的扩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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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第一次在课堂给学生讲媒介文化至今，已有十年的历程。
那时的课程名称是“媒体与大众文化——关于它们的互动研究”。
这十来年的教学成果一部分体现在这本教材里，另外，更有意义的成果是由学生们担纲，先后撰写了
两套丛书——《媒体文化丛书》6种（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出版）和《新媒介丛书》4种（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别看学生们年轻，对于媒介文化，他们比我们这代人似更有发言权。
应该说，正是青年学生们的支持，我和张柠及其他同仁编辑的《媒介批评》论丛才能够生气勃勃地延
续到今天，也使我感到自己的研究更加有价值。
将研究对象称为“媒介文化”，而不再以“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流行文化”或“文化工业
”名之，不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而是承“媒介即讯息”的思想谱系而来。
这表明本教程认同这样一种立场，即新的媒体方式和媒介语言在不断地重构我们的当代社会生活。
说到文化，人们往往注意其观念形态和在发展过程中前后传承的方面，而忽略一种新的传播技术和媒
介手段的兴起会造成其断裂与转型的另一面。
活的文化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中生长的，它是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在各种媒介的使用中发展起来的。
人们的社会活动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是文化构成中最核心的部分，决定着文化
发展的方向。
当一种社会交往或信息方式被另一种社会交往和信息方式取代时，整个文化也在逐渐转换。
文化的蓬勃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其流通和变动之中。
以上虽然将媒介文化作为总体性文化来考察，但是具体到每一种媒介文化现象，其运作轨迹是相当复
杂的，因为它们不仅仅是所谓的文化，也不仅仅是新的媒介方式的介入，它们的复杂是因其与当代的
社会经济生活和市场法则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亦即媒介文化已经在社会各构成要素的互动中盘根错节
地生长起来，从任何一端切入，都只见其一个剖面。
因此本教程下编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媒介文化的具体现象和表征来解析其走向，并进一步揭示相互间
可能的联系。
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要感谢北大出版社以及张盈盈、周丽锦两位编辑，她们认真负责的职业精神和热
心周到的态度深深感动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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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媒介文化十二讲》：21世纪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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