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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影像记忆：当代影视文化现象研究》选取新时期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影视文化现象和引起广泛反
响的电影、电视剧作为研究对象，集纳了影视研究领域内二十余位年轻新锐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通过盘点与梳理、透视与思考、品鉴与评论，勾勒出当代影视文化的发展历程与理论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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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如此以为通过先进的卫星传播技术，将三地演的小品共时性地呈现给电视观众，电视观众就一
定会感到新鲜，就一定能赢得观众的喝彩，这种想法本身是否已经陷入了误区?老百姓不懂什么电视技
术，他们关心的只是节目。
但是电视毕竟是“做”出来的，不同于生活的原生态，它需要技术上的支撑，从业人员出于工作上的
惯性，对电视技术都非常敏感，也就无形中在从业人员内部形成了技术中心主义的某种倾向，这最终
造成了从业人员对春节晚会的理解与电视观众对春节晚会的理解总是不在一个坐标系内，而是各跑各
的道、各唱各的调。
尽管如此，最终的裁判权却在电视观众手中。
    技术究竟对艺术有多大的作用?马克斯·韦伯对此持悲观态度。
他说“一种一定的，即使是非常‘进步的’技术的运用，也丝毫没有表达出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
艺术作品即使具有十分原始的‘技术’——如没有任何透视知识的画——，也可以具有在美学上完全
的、与合理技术基础上创造的完全相同的价值，即使在艺术意愿局限于‘原始’技术下所产生的那种
形式的条件下，也可以具有美学上完美的价值。
新技术手段的创造，首先只意味着越来越大的区别，并且只提供了价值提高意义上的艺术越来越增长
的‘财富’的可能性。
事实上，新技术手段的创造，不少具有形式情感‘贫困化’相反的效应。
”但是对于日常还担负着其他文艺节目制作的春节晚会制作人员来说，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不会使他们
在日常文艺节目制作中偏爱注重技术，而在春节晚会节目的制作过程中对技术怀有警觉心理，他们对
技术的心态从来就是开放和接纳的，而且总是固执地认为，国家级的春节晚会就应当使用国内最先进
的技术装备，技术水平越高，艺术水平才能越高，无形中已然形成对技术的依赖心理。
    在历次春节晚会中，花在技术上的时间、精力，尤其是财力是十分巨大的。
如果说，80年代时期，艺术发展的冲天干劲使得技术水平相形见绌，没能满足艺术的需要，那么，在
春节晚会发展的第二个十年间，艺术水平却远远落在技术水平之后了。
    2．精品的贬值    横观当代文化，当我们抱怨春节晚会精品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与她处
于同一个时代的文学精品多乎?诗歌精品多乎?电影精品多乎?歌曲精品多乎?戏剧、美术精品多乎?我们
惊讶地发现：各门艺术发展到了90年代中期，虽然数量不菲、但真正的精品上乘之作却越来越少了。
——消费意识形态的渗透，使艺术创作蒙上了功利主义的阴影，呈现出某种西方学者业已批判的文化
工业景观。
    根据阿多诺、杰姆逊等西方文艺理论家的观点，西方社会在二战以后进入到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阶
段。
晚期资本主义在文化上深受商品逻辑的影响，使得当代文化产品的生产成为一种工业，即阿多诺在《
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文化工业”。
当文化与工业联姻，文化产品的自律性品格就开始瓦解，艺术作品的独特魅力在商品利润的凌厉攻势
下开始从“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蜕变为“有目的的无目的性”。
从前艺术是无任何功利目的(无目的)，若说有目的，艺术追求的是人性的最高理想即人的全面发展(合
目的性)。
而晚期资本主义的艺术则不同，它已经无法逃脱被金钱逻辑裹挟，沦落为文化商品，追求最大限度的
商业利润(有目的)，而于人类主体的精神世界却显现为不断扩大蔓延的空虚失落感(无目的性)。
我国当前的文化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导致的对文化
领域一体化的威胁，致使我国的文化艺术舞台也呈现着某种“类文化工业”的面貌，它突出地表现为
复制的泛滥与原创的消解。
    9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表面来看我国艺术产品的数量一直呈上扬趋势，但是不能回避的事实是，那
种令人拍案叫绝、一唱三叹的精品艺术却日渐稀少了。
如今，与改革开放之前政治对个体的压力相比，经济对个体的压力越来越大地凸现出来，物质第一、
金钱至上的一元化标准使得艺术工作者也不得不面对滚滚红尘、不再甘于沉潜到书斋里追问人生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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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价值，创造令人类精神得到升华的艺术作品。
为了取得投资少、见效快、低成本、高产出的商业效果，艺术创作就不得不像工厂的流水线一样，快
速地生产、批量地复制。
所导致的后果是艺术作品缺乏深度、千人一面，缺乏独特的诗意个性。
身处当代文化期间的春节联欢晚会必然也或多或少地秉承着这样一些特点。
虽然在显意识中春节晚会一直追求卓越，但是在主办人员自己无法意识到的潜意识里，消费意识形态
正悄然地渗透出来。
具体地说，虽然作为国家级的春节晚会在筹办节目时并无商业上的用意，但是对这样一桌精神大餐，
必须依靠社会的力量才能完成。
而她所依靠的“社会力量”并非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迫于经济上的压力以及各种各样的原因，
创作队伍不可能一年到头呆在家里专为春节晚会创作节目，而是要东奔西跑地“做文化”。
艺术创作队伍的浮躁之风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实。
由此影响到春节晚会节目的创作就不可能是专情的、“十年磨一剑”的精雕细刻。
在急功近利的心态驱动下，春节晚会的克隆复制品就不免频频迭出，我们只要浏览一下这些年“我最
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获奖名单，就可认识到这种原创力消解导致的“精品贬值”!    90年代中期
以后，虽然表面来看我国艺术产品的数量一直呈上扬趋势，但是不能回避的事实是，那种令人拍案叫
绝、一唱三叹的精品艺术却日渐稀少了。
如今，与改革开放之前政治对个体的压力相比，经济对个体的压力越来越大地凸现出来，物质第一、
金钱至上的一元化标准使得艺术工作者也不得不面对滚滚红尘、不再甘于沉潜到书斋里追问人生的意
义和价值，创造令人类精神得到升华的艺术作品。
为了取得投资少、见效快、低成本、高产出的商业效果，艺术创作就不得不像工厂的流水线一样，快
速地生产、批量地复制。
所导致的后果是艺术作品缺乏深度、干人一面，缺乏独特的诗意个性。
身处当代文化期间的春节联欢晚会必然也或多或少地秉承着这样一些特点。
虽然在显意识中春节晚会一直追求卓越，但是在主办人员自己无法意识到的潜意识里，消费意识形态
正悄然地渗透出来。
具体地说，虽然作为国家级的春节晚会在筹办节目时并无商业上的用意，但是对这样一桌精神大餐，
必须依靠社会的力量才能完成。
而她所依靠的“社会力量”并非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迫于经济上的压力以及各种各样的原因，
创作队伍不可能一年到头呆在家里专为春节晚会创作节目，而是要东奔西跑地“做文化”。
艺术创作队伍的浮躁之风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实。
由此影响到春节晚会节目的创作就不可能是专情的、“十年磨一剑”的精雕细刻。
在急功近利的心态驱动下，春节晚会的克隆复制品就不免频频迭出，我们只要浏览一下这些年“我最
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获奖名单，就可认识到这种原创力消解导致的“精品贬值”!    “90年代
同80年代相比，奖多了，得奖的人也多了，得奖明星的身价与日俱增，恰恰得奖明星的作品在不断贬
值”，①从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与1992年第一届“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相比，时间
上越往后得奖的作品越多，而恰恰在这些获奖作品中又不乏平庸之作，比如仅小品节目中《鞋钉
》(1997年一等奖)、《过年》(1997年二等奖)、《柳暗花明》(1997年二等奖)、《回家》(1998年获奖作
品)、《真情30秒》(1999年二等奖)、《青春之约》(2000年三等奖)、《家有老爸》(2001年二等奖)、《
圆梦》(2002年三等奖)等获奖作品有多少观众能回忆起作品的内容呢?与《张三其人》、《打扑克》、
《打工奇遇》等真正的好作品相比，有的虽然也获得了一等奖，但充其量也不过是二、三等奖的水平
，既然精品贬值，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地让一等奖空缺，以警醒人们呢?这是我们这一时代应当认真对待
的话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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