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众文化理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众文化理论>>

13位ISBN编号：9787309058406

10位ISBN编号：7309058402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复旦大学

作者：陆扬

页数：15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众文化理论>>

内容概要

今天依然有人对大众文化的崛起耿耿于怀，认定它的商业和娱乐特征会造成固定化消费模式，从而把
文化和大众一并推向平庸。
但理论家在关注、引导大众文化的同时，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这一文化内在机制中的积极因素？
当人习惯于居高临下数落大众文化，假如有一天大众文化自己开口说话，又会是怎样一种景象？
   本书基于这一立场，介绍、评述了西方大众文化的来龙去脉、它在当代中国接受模式的变迁，以及
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以阐明大众文化在从反面走向正面的历史过程中，是人类文明传承的进步而非
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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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阿多诺的音乐理论　　阿多诺对文化工业有过更为深入的细致分析，其中最著名的应无疑问是
他对流行音乐的批判。
阿多诺本人是个训练有素的音乐家，不但多有理论建树，而且作曲。
这在西方音乐理论史上并不多见。
公元6世纪，哲学史上有“最后一个罗马人”之称的波爱修（Boethius），在他后来对中世纪音乐理论
影响深远的《音乐原理》（Deinstitutionemusica）一书中，提出过感官作为音乐的载体虽然不可或缺，
真正能够欣赏和音奥妙的，还非理性莫属。
他的结论故此是：真正的音乐家不是演奏家，甚至不是作曲家，而是理论家，因为唯有理论家熟谙音
乐的数理法则。
至于真正的音乐家何以必然是理论家而不是演奏家和作曲家，波爱修也有独到的解释：演奏家有技巧
，有本能，然于音乐本身理解无多，是以只是亦步亦趋的仆人；同理，作曲家生来会唱，却不是依凭
思考和理性，而靠一种自然本能，他无异于工匠，领略不到音乐为理论方能企及的那种难以言喻的美
。
理论家不消说就是他本人，这有他自信必能流芳百世的著作为证，无需多加说明。
但显而易见阿多诺不是波爱修一类学者，他对前卫音乐造诣尤深，非一般理论家能够企及，这也是他
的音乐理论即便到今天也依然流行不衰的原因之一。
　　阿多诺认为流行音乐纯然是文化工业的商业制作，它有两个特点，一是标准化，二是伪个性化。
比如说，流行歌曲外表上五花八门，实质上却是干篇一律，其唯一的追求就是挖空心思玩弄所谓的技
术效应。
总之它们愈益变得就像某个核心结构的彼此间可以相互替换、相互替代的不同部分。
故标准化是指流行歌曲如出一辙的相似程序，伪个性化是指它们之间偶尔出现的一些差异。
标准化显示的是文化工业如何在它生产的音乐中挤干一切挑战的、独创的和原生的成分。
伪个性化则是埋下一个陷阱，将本质上毫无个性的东西用竞新斗奇的外观给包装起来，说穿了玩的就
是些改头换面的把戏。
阿多诺认为流行音乐的这两个特点很大程度上是归咎于文化工业的拜物教性质，其结果必然导致听众
鉴赏力的退化，这与日常生活中文化工业教授给它们的顺从态度，毫无二致。
　　阿多诺称他对爵士音乐甚至有一种恐惧感。
他说，jazz（爵士）这个词使他想起德文中的Hatz（猎狗），叫人联想到张开血盆大口的一群猎狗在追
逐一只在劫难逃的小动物。
他指出爵士音乐不是在表达解放，相反是鼓励被异化的个人认同他的文化现实。
它没有超越异化，而是强化异化，是严格意义上的商品。
它是用集体代替个人幻想的假民主，其即兴式的演奏亦不过是在重复一些基本形式，是一种道地的伪
个性化。
如果说爵士乐中还存在什么否定因素的话，那么只可能存在于其中含含糊糊的性的含义之中。
就是爵士乐透露出来的性的消息，阿多诺讽刺说，也是经过阉割了的。
　　与流行音乐形成对照的是阿多诺称之为严肃音乐的古典音乐特别是前卫音乐。
后者他认为每一个细节都表征出作品完整的音乐意味，又在整体中占有它自己的独特的地位。
这与流行音乐和轻音乐，是判然不同的。
反之流行音乐中曲子的开端可以为无数其他曲目的开端替代，它的每一个细节也都可以为其他细节替
换，因为它的功能不过就像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但是说到底，严肃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区别，还在于它们的标准化和非标准化。
用阿多诺的话说，在贝多芬和优秀的严肃音乐中，细节事实上包含了作品整体，而且把人引向整体的
展现，是根据整体的观念演绎出来。
而在流行音乐中，整体和细节的关系是偶然的，细节并不带有整体的印记，整体就像一个外加上去的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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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严肃音乐超越了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标准化特点，不屈从于文化工业的商品拜物教，在阿多诺看
来，它就成了难得几种向文化工业提出挑战的态势之一。
　　阿多诺特别钟情现代前卫音乐。
1949年出版的《新音乐哲学》堪称阿多诺音乐理论代表作，作者开篇就说，此书应视为《启蒙辩证法
》的一个补充。
这可见阿多诺是把他的音乐理论看作其社会哲学探讨的组成部分的。
诚如阿多诺社会哲学的母题是拯救人对现实的绝望，《新音乐哲学》中他一脉延承这个母题，明确提
出现代音乐可以作为一个中介，拯救人对现实的绝望。
他认为传统音乐正在具有文化工业特征的音乐消费中衰亡，代之崛起的则是对音乐与听众之问的病变
现实作坚决否定的前卫音乐，如以勋伯格、韦伯黑和贝尔格等人为代表的维也纳乐派。
前卫音乐之所以具有拯救绝望的作用，是因为它展示了一种现实尚无，但被期待着出现的幻想图式，
使人类真实的理性在作品中得到实现。
这理性是种超越的精神理性，与工业社会中主宰日常生活的实用理性判然不同，它超越了异化的现实
，挽回了失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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