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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部内容广泛的著作中，约翰&#8226;B.汤普森对文化与意识形态进行了独特的理论诠释，并使这一
诠释与现代世界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相联系。
他概述了关于大众传媒及其影响的各种相关 理论，运用深度解释学模式，揭示了意识形态在当代文化
各个层面的辐射和穿透，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做了延伸和拓展。
    本书的主旨之一是对意识形态与大众传播之间的关系作出详尽而不同的解释——或者更确切地说，
根据大众解释的发展重新思考意识形态的理论。
在探讨这项主旨时，我将采取一种三阶段的论证策略。
我一开始将重新考虑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追溯其主线轮廓和偶尔的弯路。
根据这样简要分析历史的背景，我将制订意识形态的一个特定概念，它保留了这个概念的某些遗产，
同时去除了一些在我看来站不住脚的设想。
此后我将研讨近年来提出的有关现代社会意识形态性质与作用的某些一般理论表述。
我要说明这些表述在许多方面是不充分的，特别是它们对大众传播的处理以及其对于意识形态理论的
意义。
    为了克服这个缺陷，我们必须改变分析的焦点：这是我第二阶段的论证策略。
我将主张我们必须阐明一项理论架构，使我们能了解大众传播的明显特点和它的特定发展道路。
这项架构的关键就是我所谓的现代文化的传媒化。
这点，我指的是象征形式的传输越来越多地通过传媒产业的技术与体制机构的中介这一总进程。
我们生活在当今社会里，象征形式的制作与接收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体产业各种技术体制机构的中介。
对这一进程的探索包括若干考虑。
在概念上，我们必须研讨象征形式的性质以及它们与制作、传输和接收它们的社会背景的关系，研讨
的范围属于传统上界定的文化概念的领域。
在历史上，我们必须重新构建某些技术传输手段的发展以及这些技术手段已经并且仍然在部署的体制
形式。
在理论上，我们必须思考这一传媒化总进程的性质，它对现代世界的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影响，它对一
般的社会与政治理论、特别是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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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约翰·B.汤普森，英国社会学家、传媒研究专家，现任剑桥大学社会高级讲师、基督学院研究员。
他在吸收哈贝马斯某些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分析了传媒与工业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凸现了传媒在
塑造现代社会及其早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他对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的多层面诠释在现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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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意识形态的概念　　意识形态的概念与理论　　当我们使用“意识形态”一词时，不论在
社会与政治分析方面还是在日常生活谈话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具有长期、复杂历史的概念。
为什么这个概念在今天如此含糊，有那么多不同的用法和细微差别的含义，是因为这个概念自从两个
世纪以前被引入欧洲语言以来，它经历了漫长而迂回的道路：今天它表现的多种含义就是这一历史进
程的产物。
但还有一个进一步的因素加深了意识形态概念的含糊性。
当我们在今天使用“意识形态”一词时，或者听到别人使用它时，可能不能完全确定它是描述性地使
用呢还是规定性地使用，它只是用来描述一个事态（例如一个政治思想体系）呢还是也用来（或者甚
至首先用来）评价一个事态。
在我们日常使用这一词语时，含糊性是很明显的。
今天很少有人会自豪地宣称自己是“意识形态家”，而许多人却会毫不犹豫地宣告自己是保守派或社
会主义者、自由派或民主派、女权主义者或生态主义者。
意识形态是别人的思想，是除了自己以外某人的思想。
把一种观点称为“意识形态的”，似乎就是已经在含蓄地批评它，因为意识形态的概念似乎带有一种
负面的批评意义。
　　在过去20多年来的社会与政治理论著作中，对于意识形态概念含糊的遗产有两种一般反应。
一种反应是设法使这个概念趋于平淡。
这一般包括明显地或含蓄地试图剔除这个概念中的负面意思，把它结合进社会科学使用的描述性概念
之中。
这就出现了意识形态的所谓中性概念。
根据这个概念，意识形态可以视为有关社会行动或政治实践的“思想体系”，“信仰体系”或“象征
体系”。
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不去试图区分意识形态所激发的各种行动或计划；每项政治纲领中都有意识形
态，意识形态也是每个有组织政治运动的特征。
掌握这一概念，分析家就可以设法勾画和描绘激发社会和政治行动的主要思想体系或信仰体系。
这种研究思路的例证就是要把意识形态作为“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里根主义，撒切尔主
义，斯大林主义，马克思主义。
这些和其他思想或信仰体系，这些“意识形态”，都可以加以分类、分析，分解为它们的组成成分并
追溯到它们的原始来源；分析家们会说，这样做不用对有关的思想或信仰体系做出或暗示任何贬义的
判断。
　　对于意识形态概念含糊遗产的第二个反应是干脆不用这个概念。
因为这个概念太含糊、太有争议，在历史上太被抹黑、抛来掷去当做谩骂名称，今天没法为社会、政
治分析的目的而去拯救它。
近年来，这种反应在一些最有创见和观察力的社会思想家中间有了发展，部分原因是与意识形态概念
紧密相联的马克思主义在学术上的遭遇。
但是我感到这个反应似乎是短视的。
这种反应不是对它的含糊遗产加以筛选以确定是否还留下一些值得维持的东西，却主张放弃或者更一
般地拒绝开始寻找。
这种反应不是去问与意识形态概念有关的思考传统是否显示了一批值得我们继续注意的问题（即使它
由于误导和站不住脚的设想也曾模糊了这些问题），却选择抛弃这个问题，或者更多地是去设想一个
答案同时却不作学术努力去设法确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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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任何对意识形态概念、大众传播分析、深度阐释学实际成果或现代文化社会理论批判潜力感　　
兴趣的人，都会发现这是一部引人入胜、启人深思、不可缺少之作。
　　——理查德·J.伯恩斯坦　　汤普森的《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是一部充满发人深思的理念、犀
利深刻的分析和建设性理　　论化的杰作。
　　——《美国社会学杂志》　　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无疑将成为意识形态理论方面的基本
文本之一。
尽管作者的理　　论具有惊人的复杂性，文本却出之以一种极其清晰而易于接近的风格⋯⋯　　——
威廉·奥斯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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