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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信息传媒文化与当代文艺产生消费的新变》包括理解信息
传媒文化、信息传媒文化与审美新变、信息传媒文化与当代文艺的生产、信息传媒文化与当代文艺的
消费、信息传媒文化与当代语文教育、面对信息传媒语境中的文化生产—消费机制的文艺学转型问题
等部分。
对信息传媒文化与当代文化范型、审美范式转换的关联、大众传媒影响下文艺生产消费的新变、传媒
与当代文艺生产消费内容、方式、取向、特征等的新变化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剖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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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三种生产主体中，媒体又分别与之形成了不同的关系结构。
就第一种生产主体而言，文艺创作主体与媒体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站在传统文艺的立场上，以较为
冷静、客观和科学的态度审视媒体给文艺生产造成的影响，批判地回应或是执拗地拒绝媒体的操纵行
为，坚守着文艺生产的纯净性，尽管其领地日益缩小，呼声日渐稀疏。
这种传统的生产主体以文艺的审美主义信条为文艺创作的基本标准和理想，充当着传媒文艺的监督者
和批判者。
第二种文艺创作主体可称为媒体性主体，他们具有自觉的媒体意识，积极迎合信息文化潮流，一般以
电脑为书写工具，主动融会先进的科技手段，锻造新兴的艺术门类，常常将图片、影像、声音等混合
杂糅，突破传统的文艺门类区分，热衷于视听冲击。
在此，媒体与艺术形成了一种辩证关系，媒体文化化和艺术媒体化使得二者构成了互相掣肘的制约关
系，艺术成为媒体华丽的装饰，媒体作为艺术的技术性支持，二者互相支撑。
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艺术对于传媒科技的过度依赖以及大众传媒商业利润的刺激，艺术的品位容易
下滑，容易蜕变为传媒的手段和方式，艺术与媒体由相互结构向艺术被结构方向转化。
对于“多面手”创作主体而言，媒体并不构成必须的创作因素，他们或借用传统的形式率性任情地挥
洒，或通过媒体的平台轻松自如地畅想，他们对传统文艺创作和媒体制作方式表现出既游离又适从的
辩证心态。
从这点讲，“多面手”既游戏文艺、戏谑媒体，同时又试着将二者在拉近与间离的二元维度上做循环
式的周转，因此，“多面手”文艺创作主体与媒体的结构形态在本质上是游戏而自由的，只是由于他
们的自我边缘化、对文艺创作和媒体的非责任感，造成了“散兵游勇”般的存在状态，从而导致了其
建构力量的相对弱化和解构力量的相对强化。
综合看来，文艺创作主体呈现出毋庸置疑的复数性，但无论是对媒体有意疏远，还是对媒体刻意接近
，媒体成为文艺创作的语境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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