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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是我们研究经历的一份记录。
首先通过学者们与职业批评家们的视角，然后通过先驱研究者们的视角向处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观众
介绍了这个节目。
详细阐述了研究设计，描绘了各种文化群体对访谈环境的特有的反应。
其中介绍了一个摩洛哥人小组的讨论草案，用具体例子来说明访谈过程中对话交流的丰富性与自然工
。
还有从两种主要类型的观众卷入模式的角度分析了小组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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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这本书是我们研究经历的一份记录。
第二章首先通过学者们与职业批评家们的视角，然后通过先驱研究者们的视角向处于不同文化语境中
的观众介绍了这个节目。
本章显示了通过要求观众以批评家的身份对下述问题做出回答所取得的成效：为什么我们对解读的多
元性知之甚少(既包括批评家们，也包括观众们)?为什么关于观众解码的研究遭到如此严重的忽视?    第
三章详细阐述了研究设计。
该章还描绘了各种文化群体对访谈环境的特有的反应。
第四章介绍了一个摩洛哥人小组的讨论草案，用具体例子来说明访谈过程中对话交流的丰富性与自然
度。
    作为对社会构成机制的一种模拟的讨论小组有助于观众的理解、解释与评价，这是第五章的主题。
该章还分析了将《达拉斯》作为一种对话资源而进行的使用情况。
第六章举例说明了累积性的故事叙述的过程，它建立在小组成员们对我们的公开要求——就他们此前
刚刚看过的那一集剧情，用他们自己的话进行重新叙述——的回应的基础上。
这些小组由于具有不同的倾向，有的将这一集的剧情叙述成一个家庭社会学的故事，有的将其叙述成
一个个性心理学的故事，还有的小组将其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范例。
    随着传播研究的发展，观众的地位不断地上升。
在早期阶段，两个主要的研究流派——所谓的主流研究与批判研究——都把观众看做是无权的，容易
受到商业与意识形态的代理机构的操纵。
逐渐地，观众——实际上，也包括读者与听众——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
随着满足研究的出现，与当初的假设相比，研究者们开始将观众看做是更具选择性的和更为积极的—
—至少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是如此，即观众在寻求满足的过程中能够行使选择权(卡茨，1986年)；而且
他们认为观众也绝非是孤立的。
新马克思主义者们最近也开始认识到，媒介不仅仅是以主导的方式被观众们消费的，观众们也可以用
一种对抗的或者说协商的方式来使用它们(帕肯，1971年；霍尔，1985年；莫利，1980年)，因此他们提
出了自觉解码的主张，以之来反驳那种机械的和甚至是直觉式的解码的看法，这一看法与满足理论所
隐含的观点是一致的。
它表明了新近的文学理论经历了一个相似的发展过程：学者们放弃了那种关于读者被文本塑造成均质
对象的观念；而赞成把读者看做是阐释性群体的成员，他们同时在美学与意识形态两个方面与文本进
行积极的协商(费希，1980年；拉德威，1985年)。
尽管看起来由满足理论家们所假定的这类读者是所有类型的读者中最有权力的因为他可以自由地以任
何方式来使文本屈服于他9。
己认为是合适的理解——甚至几乎取消了文本的特权；但是，实际上他的寻求是由他的：需要所决定
的，而他的需要——批评家们认为——则很可能是由媒介所决定的(史万森，1977年；艾利奥特，1974
年)。
    这项研究开始于以色列惟一的电视频道播出《达拉斯》的第二个演季期间。
为了尽量确保正常的观剧环境以及尽量减少研究人员的干预，我们不仅安排这些小组在家庭的环境中
聚会，而且还安排他们在电视台实际播出该节目的正常时间收看。
    从理想的角度来说，我们更愿意让所有的小组都收看同一集节目，但是这将会牵涉到我们力所不及
的一次性的调查操作。
我们选择了一个替代方案，即把这项研究的时间扩展为四个连续的周日晚上，以便来自于各个种族群
体的10～12个小组可以观看同一集节目。
即便是这个折中方案也给我们的田野调查工作的组织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因为这意味着既要每周召
集数目庞大的小组，又要监督那些访谈者们的工作，还要监督在观剧过程中以及在随后的讨论中操作
磁带录音与做调查记录的助手们的工作。
显然，我们严重地依赖于如下几种因素：主人夫妇的善意和积极性、那些受邀请的客人夫妇的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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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调查所要求的必须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客厅的访谈者与调查助手们的精确的时间安排。
调查工作人员与访谈者们有时会采取行动补救那些由于成员们没有准时报到或者成员没有全部到齐的
小组，尽管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有几个小组因不符合必要的标准而被取消了资格。
    美国人与日本人小组相对来说问题不大。
尽管召集这些小组甚至  要比召集以色列人小组更加困难，然而要他们定时聚会并收看节  目则不存在
任何问题。
在美国，这要归功于我们的这一决定，即每个美国人小组应该收看与以色列人所看的相同的剧集。
我们认为这要优于那种更为自然的选择，即收看当前正在热播的剧集，那样必定会导致与以色列人所
收看的剧集不同(因为《达拉斯》在以色列的播出要晚两个季度)。
这意味着实际上美国人观看的是他们在两个季度前就已经收看过的这个节目的录像，而这就让他们又
重新回到了节目的情节发展的早期阶段。
    这个决定使得我们可以就观众们对同一集节目的各种不同解读进行比较，但是这回时也剥夺了我们
了解美国观众对一集新节目的自发性反应的可能性。
    通过填补情节中的裂缝或者确认角色在整个复杂的尤因家族系谱中的位置，社会化的相互作用帮助
观众们确定屏幕上所发生的事情。
在定位方面的类似相互帮助行为发生在观剧期间的交谈中，这种活动或许在观看电视连续剧时表现得
尤为明显，因为观众为了看懂节目，经常需要了解许多相关的知识以及解释，例如前面的剧集中已经
发生的故事，平行发展的多个故事线索以及不时进出于故事中的人物角色们的复杂关系等。
由于大多数的人物行动都是通过对话表达出来的，因此观众经常需要提供帮助。
有些观众碰巧因为某种原因而漏掉了一段情节，有些观众在跟上故事节奏方面存在着困难——通常是
因为对节目的发展速度或者对字幕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观众就可以求助于其他的小组成员。
在一个摩洛哥小组中，马苏迪的丈夫(见第四章，注解3)通过在观剧期间插入解释以及在观后的晚间补
课来帮助她克服语言障碍。
小组的某些成员还协助把一些外国概念翻译为该小组的成员们所熟悉的语言。
例如，在摩洛哥小组中，马切鲁夫将法院判决给苏·艾伦的赡养费从美元换算成谢克尔(以色列的货币
单位)。
    小组的另一种定位功能就是提醒成员们对即将出现的各种意外事件与戏剧冲突做好准备。
例如，当达斯蒂由于一次意外事故造成的性无能这一秘密在法庭上被公开出来时，塞西尔预料到即将
降临于达斯蒂头上的羞辱，她表现出震惊与沮丧的情绪——对小组成员们来说，他们恰好扮演了不情
愿的见证人角色。
“他不再是个男人，”塞西尔说，力图事先提醒其他观众。
    在另外一个摩洛哥人小组中，成员们的聚会安排在他们共同的定居点——耶路撒冷郊区。
泽维阿是一位中年妇女，并且不懂希伯来语(当然也不懂英语)，她对约克·尤因的失踪感到迷惑不解
，节目对后者的缺席并未进行说明。
其他的小组成员包括她的丈夫约瑟夫、她的妹妹米瑞阿姆、她的妹夫萨拉赫与她的朋友扎瑞。
    交际功能用来保持小组成员间的交流渠道处于开放状态，它是空洞而开放的。
从这种意义上说，《达拉斯》就像天气一样，它把大家带到室内，让他们坐在一起，为他们提供一份
共同的经历和一个安全的、仪式化的谈论主题。
关于J．R．或者艾莉女士的共通印象可以用来推动相互作用。
    并非所有的小组都需要这种类型的外部催化剂来促进交流。
显然，始终处于兴奋中的那些由亲朋好友组成的小组将会发现这种类型的帮助并没有什么作用。
有人告诉我们说——例如从俄罗斯新来的移民——观看《达拉斯》就像是为了别的交流而做准备工作
一样，他们正在体验着一种处于社会边缘的感觉，而这种交际功能帮助他们克服这种体验。
能够谈论前一天晚上播出的《达拉斯》中所发生的故事有助于在新来者与老居民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不仅是在工作场合，而且也包括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中。
    参照功能    不像交际功能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过渡机制来建立起一个舒适的公共空间，各种参照功
能通过为他们的讨论提供可选择的焦点，来服务于那些拥有相关的交流主题的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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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不同的功能或许都建立在参照式解读的基础上，因为它们都是借助于小组关于这部节目的共识来
促进小组对现实生活的讨论。
3通过将现实生活问题置于另外一个遥远的星球上或者是置于别人的庄园里，这样往往就可以很轻松
地对它们进行讨论。
    比喻功能。
在这些参照功能中，最基本的就是比喻功能，借此J.R.以及其他人物角色就发挥着代号的功能，人们
用它来命名家庭与社区里的某些人或者是问题。
每种邻里关系中都存在着一个J.R.式的人物。
因此，瑞格与桑迪利用J.R.这个人物来讨论他们自己以及另外一对夫妇：伊内兹与唐恩，这对夫妇并
没有参加焦点组讨论。
    瑞格：噢，无疑J.R.并不维护这个家庭，他也不维护这家公司，他维护他自己；而且，你      知道，
假如我是这个家庭的一家之长而且又拥有这家公司的话，我会做更多的有助于保      证这个家庭的团结
的事情，而不会做那些使得每一个人都处于分裂与斗争状态的事。
因      此，看来他不是一个重视家庭价值的人。
    桑迪：噢，不对，有点儿像唐恩与伊内兹那种类型的人⋯⋯    瑞格：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桑迪：对，他是自我中心的人，但是我认为这个家庭是一个直接的⋯⋯    瑞格：我认为他宁愿让他
们呆在房子里，并且为此付房租，但是我并不认为他愿意支付那      该死的电费单；你知道，他情愿让
每个人都呆在庄园里，但是，他有点儿太，你应该知      道，为自己打算了，他眼中根本没有家庭⋯
⋯(美国人小组10)    针对瑞格关于J.R.的自我中心主义以及忽视这个家庭的发言，桑迪认为他们的朋友
唐恩也是一个J.R.式的人物。
瑞格赞同并且发展了这一观点。
通过这种方式，尤因家族的成员们被当做各种比喻提出来，激起这场时沦的部分原因就是基于这个问
题，即这些比喻的合适性程度。
    另外一对美国夫妇贝弗利利与唐恩以—种比喻的方式把J.R.当做一个虚构游戏中的角色；在这场游戏
中，妻子扮演着超我的角色，而丈夫扮演着本我的角色。
贝弗利希望她永远也不会生下一个像J.R.这样的儿子；但是唐恩却认为，假如他有这样的一个孩子的
话，他会感到高兴。
    为了揭示故事所讲述的什么内容激发了观众的对话与卷人活动，我们确定了两条主要线索：原始性
与连续性。
节目中的原始话题唤醒了观众的人性经验，而且使他迅速地成为《达拉斯》的行家，因为故事所讲述
的内容不过是那些基本的血族关系与人际关系模式的某种变体。
显然，节目的连续性特征也鼓励了观众的卷入活动，即吸引他们定期地造访那些熟悉的人物角色、在
闲聊中预测故事的未来发展以及揭露制片商们制作节目的游戏规则。
    观众既可以使用参照解读、也可以使用元语言学解读(批评解读)来讨论节目的原始主题与连续性特
征。
因此，举例来说，如果从参照解读的角度来讨论节目的原始主题的话，那么观众或许会发现《达拉斯
》与《创世纪》中的这一兄弟相煎的主题同样也存在于当代的现实生活中。
采用元语言学解读的观众或许会认出分别构成了两个故事的基础的那两种相似的叙述模式，以及两组
作者分别所运用的不同的批评策略。
观众同样也可以用两种解读方式来讨论节目的连续性特征。
如果用参照解读来讨论的话，那么他们会认为这些人物角色是真实的，我们每周——甚至包括前后两
集节目之间的日子里(布斯，1982年)——与之相伴；而如果观众采用元语言学解读来讨论节目的连续
性特征的话，那么他们则关注语段组合的结构艺术。
    虽然艾柯提出的两分法中的两个术语——神话的与策略的——似乎分别对应于我们所说的原始性与
连续性；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同意他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天真的读者才会关注文本中的神话主题，而
只有聪明的读者才会关注文本的句法学特征。
不论好坏，真实读者坚持以一种比理论所分派给他们的角色要更加复杂的身份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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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要重申前面已经提出的看法，即我们认为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读者：一类完全只采用参照解
读；另一类则不断地在参照解读与元语言学解读之间来回转换。
在这里，我们想要指出的是：《达拉斯》所讲述的原始主题使得参照式的读者较多地卷入到现实之中
，但是节目的连续性结构同样也具有这种作用。
也就是说，参照式的读者之所以把人物角色看做是真实的，不仅仅是由节目的语义学特征引起的，而
且也是由节目的语法学特征引起的。
就那些转向元语言学解读的读者来说，我们认为这种连续性结构为他们参与语法学的游戏提供了丰富
的素材；但是我们同样也认为这些原始主题为他们玩列维—施特劳斯式的游戏提供了可能。
在此，有两个关键之处：(1)真实读者通常同时扮演了艾柯所说的两种不同的角色：聪明的读者与天真
的读者；(2)故事的原始的/神话的主题与连续的/策略性的叙事模式这两个维度同样都有效地促进了两
种主要的观众卷入活动(参照式/天真的与批评式/聪明的)。
    我们现在还无力解决这一美学问题，即观众为什么能够在两种解读立场之间来回转换?也就是说，观
众为何能够立即卷入到故事的现实中去与卷入到它的各种结构策略之中去?不过，我们从这项研究中得
出了一条启示，即它促使我们注意到了这种家庭传奇主题与连续形式之间的协调性。
这种协调状态应该能够解释为什么参照读者极少受到那种明显的人工结构所干扰。
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不断往返于两种解读之间的观众发现了他们能够从参照解读转向元语言
学解读、然后又转回来。
显然，这种血族关系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断地重复发生，而且我们开始认识到现实生活中反复发生
的事件的那种相同的与变化的结构。
从这一自反的立场过渡到组合与再组合的思考，这是很容易跨越的一步。
还有另外一个很容易跨越的步骤，即从这些思考过渡到这种认识：连续剧形式确实就是这样运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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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家们认为霸权信息在洛杉矶被预先包装，然后被运往地球村，最后在每一个天
真的心灵中被解开。
我们希望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而这要感谢安伦伯格学院与霍舒·邦克基金会的董事们
为这项研究提供了专项资金，使我们能够在美国、以色列与日本从事这项课题的研究。
    以色列本身就类似于一个地球村，而《达拉斯》是一部轰动一时的节目。
在耶路撒冷市近郊，我们在阿拉伯人、来自于摩洛哥的老资格移民、从俄罗斯来的新移民以及聚居区
的第二代以色列人居民——他们都是《达拉斯》迷——的家中观看了每周播出一集的这部情节剧。
观看结束之后，我们鼓动聚集在一起的家人与朋友们就节目进行了交流。
我们将这些讨论与发生在洛杉矶(真正的“骚斯佛克”所在地)和东京——《达拉斯》在那儿遭到了失
败——的类似讨论进行了比较。
    每个文化群体都找到了他们自己独特的与节目进行“协商”的方式——不同类型的解读、不同形式
的卷入以及不同机制的自我防御，而且每一群体都具有自己特有的弱点。
我们发现几乎没有头脑简单的观众，同时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村民”。
    首先，我们非常感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安伦伯格学院的院长彼得·克纳克先生对该项研究的信任。
我们也要感谢苏珊·伊文思博士对洛杉矶研究小组下述成员的照顾：莉莉·伯珂、戴比·罗斯—克里
斯廷森、维克奇·欧文思和艾瑞克·罗森布勒。
莉莉·伯克也是我们第一份工作底稿的合著者o’安伦伯格团体的其余成员在最终文稿的撰写过程中
的不同阶段为我们提供了帮助，他们是阿格力斯·犹伊、拉切尔，奥斯邦和卡罗琳·斯柏瑟。
    在耶路撒冷，调查工作的组织者是盖比·道斯，艾兰·纳哈姆担任他的助手。
访谈和编码的工作——在希伯来人、俄罗斯人与阿拉伯人小组的研究中——是由阿纳特·科亨、阿迪
·马纳尔、吉尔·芬格曼、阿瑞勒·拉扎、里奥拉·西尔蒙森、犹夫·仙泽尔、佐亚·齐德金、阿布
德·艾尔—萨拉姆·纳加、阿迈德·纳特、内哈姆·盖尔巴、纳奥米·莱瓦夫、加力·戈尔德等人进
行的。
文字处理工作是由以下人员完成的：纳奥米·米勒、里纳·拉维赫和雅厄·沃彦特。
安德烈·古德福伦特帮助我们处理了翻译工作。
修西·日尔伯伯格与瑞夫卡·瑞贝克在整个研究期间提供了自始至终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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