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袁 欧美社会文化发生新的

转向袁一些学者认为野新型社会冶即将来临遥 丹尼尔窑
贝尔将新的社会称为野后工业社会冶曰詹姆逊则用野晚
期资本主义冶表示后现代社会来临曰波德里亚干脆用

野消费社会冶指称后现代社会遥 现代社会强调的是工

业生产袁后工业化社会则不再注重生产袁而是以信息

和消费为主遥与此相应的是袁后现代社会产生了不同

于现代社会的文化和艺术形式袁它们贯穿在建筑尧音
乐尧小说尧美术尧电影尧电视和各种大众媒介之中遥 到

了 20 世纪 70 年代袁野后现代冶 概念已被广泛地运用

到文化领域袁 借以描述与现代话语相对立的文化和

艺术现象遥 不过袁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纷争此起彼伏袁
争论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院 一方面袁 有人认为

野后现代冶只不过是现代文化的发展袁后现代主义的

所有文化现象都在现代社会中发生过遥 如詹姆逊就

把后现代文化看成是现代文化的高级阶段袁野后现代

主义至多不过是现代主义本身的又一个阶段噎噎我

将列举的后现代主义的所有特征袁 都能在以前这种

或那种现代主义里找到袁而且有着充分的发展遥 冶[1]

渊P153冤另一方面袁利奥塔尧波德里亚等人则认为后现

代主义文化是作为现代主义文化的对立面出现袁它
野标志着一种新型的现代主义的诞生遥后现代主义是

指一种与现代主义分裂而形成的另一种新的现代主

义遥 冶[2]后现代批评家默克罗比就认为野后现代冶一词

尤其适用于媒体社会袁 纷繁复杂的媒体文化现象是

后现代社会的表征遥野耶后现代性爷这一名词在大众传

媒研究中尤为有用袁 它推动了从文本分析转向研究

不同传媒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袁 这种研究不仅发生

在全球性传播的拥有与控制这一层次上袁 而且也发

生在不同艺术形态和效果相互作用的层次上袁 在广

告尧通俗歌曲尧录像带和电视系列片中遥 后现代传媒

批评已经意识到袁 快速检视大众传媒和徘徊于某个

单一的图像以寻找它的特殊意义在理论上同等重

要遥 冶[3]欧美野新型社会冶中出现的纷繁复杂的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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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媒体文化突显出娱乐尧 消费和意义的价值维

度和文化立场遥

一尧作为野娱乐冶的媒介文化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詹姆逊渊Fredric
Jameson冤袁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始涉足后现代主义问

题袁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性地审视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西方的文化转向问题袁在他看来袁这一

后现代文化转向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晚期的必然结

果袁根据马克思理论袁詹姆逊将资本主义划分三个阶

段院市场资本主义尧垄断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遥
其中每个阶段都对应着相应的文化和艺术袁 分别是

现实主义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遥后现代主义体现

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袁 它不是现代主义的中

断袁而是现代主义的高级阶段遥詹姆逊比较了现代文

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诸多差别袁 例如他指出后现

代主义文化是一种缺乏深度的野表象文化冶袁野最重要

和最明显的是出现了一种新的直接性或浅显性袁一
种在最刻板意义上的新的表面性袁 这或许是一切后

现代主义的最重要的形式特征冶[1]渊P160冤遥 詹姆逊认

为后现代主义仅仅有呈现物体本身的兴趣袁 并产生

娱乐性的野快感冶袁才是后现代追求的目标袁至于这些

物体有没有意义袁那不是艺术家关心的事袁甚至呈现

这些事物本身就是为了消解某种意义遥
詹姆逊认为后现代用野快感冶取代了现代主义的

美学概念袁野美不再处于自律的状态袁 而是被定义为

快感和满足袁 是沉浸在灯红酒绿的文化消费和放纵

中遥 后现代性使用的语言与现代性的语言也有很大

区别遥现代性的语言是私人化的袁它沉溺于单一和癖

好之中袁 它的流行和社会化是通过注解和经典化的

过程实现的袁而后现代性使用的语言是通用的尧套话

式的袁具有非个人化的特征袁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

称为媒体语言遥 冶[4]随着社会的变化和个人主体的消

失袁野个人风格越来越难以实现冶袁取而代之的是用拼

贴尧戏仿和反讽等手段组织起来的野混仿文化冶遥注重

个人风格的现代主义作品强调主题的统一性袁 但是

后现代主义作品没有统一主题袁 而是喜欢将风马牛

不相及的东西拼凑在一起袁 从而获得一个 野新的形

象冶袁这种野混仿文化冶充满着娱乐性遥 詹姆逊认为拼

贴在现代主义时期并不鲜见袁 后现代主义者大量使

用拼贴手法袁说明了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袁文化

生产者不能创造出新的风格袁只有转向过去袁模仿死

去的风格遥

表象化尧 肤浅化和主体的丧失在詹姆逊看来不

仅是后现代主义的内容袁而且代表了作品背后野世界

本身的变化要要要现在变成一套文本或影像要要要也包

括主体控制的变化遥 冶[1]渊P163冤野世界表象化冶的标志

是随处可见的图像影像或者说形象袁而这些图像尧影
像都是由各种大众传媒所提供遥 詹姆逊指出袁20 世

纪 60 年代美国新兴大众文化的一个特性就是野在技

术上是先进的冶袁这些技术与大众文化有意识地相互

联结而成为野媒体或新媒体导向的文化冶袁新媒体文

化总的特点就是文化由野艺术冶走向了野娱乐冶遥
今天大众文化在技术上的完美 渊在后现代

野意象冶中袁高科技也被列为其内容袁并且它也作

为一个商品形式袁 指称了作为文化消费特有对

象在技术上的新东西冤 似乎的确使所有这些商

业艺术对象新的尊严更加合理袁在这些对象中袁
阿多诺关于艺术的技术创新概念的一类漫画袁
现在与对更深的乌托邦智慧的认可紧密相连袁
而这个智慧恰恰是验证消费大众野品位冶的遥 与

此同时袁阿多诺过去习惯作为野高雅文化冶反对

的东西要要要即现代主义本身要要要实质上消失袁
空下了场地袁 并且留下了现在某种普遍化文化

的印象袁 这个文化逻辑现代描述了一个从 野艺
术冶到野娱乐冶的绵延袁以取代更老的高雅的和低

俗的价值对立面[5]遥
电影尧电视机里的图像袁路边的巨幅广告牌袁在

詹姆逊看来并不显示现代主义者们所强调的深刻意

义遥在这个时代里袁形象尧影像和图像越来越多袁但是

它们仅仅是一种消费符号院野我们消费各种形象和符

号袁恰恰因为它们是形象和符号袁而不管实用和价值

的问题遥 这一点在通俗文化本身之中很明显袁 在其

中袁外表和风格渊事物看上去的样子冤袁以及嬉笑和玩

笑袁据说处于支配的地位袁并以牺牲内容尧实质和意

义为代价遥结果袁品质渊例如艺术价值尧完善尧严肃性尧
本真性尧真实性尧知识深度和有力的叙事冤袁都有可能

受到破坏遥 冶[6]渊P225冤野嬉笑冶和野玩笑冶取代了昔日的

野崇高冶尧野严肃冶袁在媒体泛滥的时代袁公众喜欢的只

是媒体所营造的野景观冶式的娱乐环境遥
景观只是媒体泛滥的表现遥 媒体就其本质

而言无疑是好的袁因为它为传播提供了便利袁但
它有时也被推向了极端遥 统治者总是指责他们

的媒体雇员工作不到位曰更为常见的是袁他们常

常指责观者举止粗俗袁 日渐沉浸在媒体营造的

欢乐氛围中袁难以自拔[7]遥
对于从野艺术冶发展到野娱乐冶的新媒介文化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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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袁詹姆逊是不满意的遥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启蒙立

场袁试图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总体历史框架下袁重
建具有主体性尧 深度性和战斗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

政治袁甚至重建乌托邦的希望寄托于穷苦的野第三世

界冶和不受人关注的野边缘地区冶遥 不过袁他也肯定了

新媒介文化的积极意义袁 指出伴随着文化工业和大

众消费的兴起袁本来属于少数精英所掌握的文化袁在
后现代社会已经进入日常生活中袁 高雅文化和大众

文化之间的距离已经消弭遥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

从过去那种特定的野文化圈层冶中扩张出来袁进入了

人们的日常生活袁成了消费品遥 冶[8]

在影视尧互联网等媒体发达的时代袁对于文化的

野娱乐化冶现象袁波兹曼的批判更加猛烈遥在波兹曼看

来袁当代社会是一个野娱乐业时代冶袁由电视等媒体主

导的世界只有野娱乐冶袁无关野艺术冶与野文化冶遥波兹曼

批评了麦克卢汉那种将新媒介视为旧媒介延伸和扩

展的观点袁认为电视野无法延伸和扩展文字文化袁相
反袁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冶袁他强调电视的根本特

性就是用野娱乐冶来吸引观众院野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

语的超意识形态遥不管是什么内容袁也不管采取什么

视角袁电视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遥 冶[9]当
然袁波兹曼的媒介批判是有点过激的袁不过袁他对媒

体泛娱乐化现象的批判袁对日益沉浸在电视尧手机和

网络中的人们而言袁乃是一种警醒遥

三尧作为野消费冶的媒介文化

资本主义由物质生产转向了大众消费袁 这是后

现代主义出现的一个重要背景遥在詹姆逊看来袁正是

市场对于生活和文化的入侵袁 使得所有的东西都成

为商品袁资本主义的文化开始发生本质性的变化遥
斯特里纳蒂认为袁早在 18 世纪时袁在英国这样

的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袁 人们就对消费的需要变得

比对生产的需要重要[6]渊P259冤遥 商品消费在资本主义

的发展和扩张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遥雷蒙窑威廉

斯曾在叶关键词院文化与社会的词汇曳中考察了野消
费冶渊consume尧consumption冤一词的历史变化遥他指出

野消费冶渊consume冤 在早期英文的用法中都具有负面

的意涵袁指的是野摧毁尧耗尽尧浪费尧用尽遥 冶[10]这种涵

义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曰但是从 18 世纪开始袁野消费冶
的涵义发生了一些变化袁具有了中性化意涵袁主要用

来描述中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情况遥 约翰窑霍尔尧玛
丽窑乔尼兹则将西方资本主义消费观念的变化分为

三个时期院16 世纪尧18 世纪和 19 世纪袁在他们看来袁

正是在 19 世纪时袁生产逐渐被消费所代替袁百货商

店尧商业广告和媒体宣传开始出现遥约翰窑霍尔认为袁
百货商店和广告都是劝服大众如何消费袁 百货商店

不仅出售商品袁而且也出售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袁广告

则是试图抛弃新教伦理袁 取而代之以如下观念院野消
费是做一个好的美国人的一部分遥 冶[11]

绝大部分学者则将 20 世纪视为一个大规模消

费的时代遥 伴随着城市发展袁伴随着交通的改善袁伴
随着电影尧电视和广告等大众传媒的发展袁消费观念

逐渐深入人心遥丹尼尔窑贝尔认为促进消费社会形成

的主要原因是技术革命袁 特别是大规模地使用家用

电器渊洗衣机尧电冰箱尧吸尘器冤[12]遥 这些改变了人们

的生活方式遥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袁美国文化已

经转向了野享乐主义冶遥
在关于消费文化的论述中袁 波德里亚渊Jean

Baudrillard冤的影响毫无疑问是巨大的遥野他早期对消

费社会及其客体系统的研究袁 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围绕着消费商品的消费尧 展示以及使用而组织起来

的社会秩序中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遥 冶[13]波德

里亚理论结合了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袁 对消费

社会进行了深刻批判遥 波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是一

个由各种物体尧符号和大众传媒所构成的消费社会袁
并且不断地增长和繁殖袁丰富的物质商品包围了人遥
波德里亚认为这些商品袁 不仅仅具有使用价值和交

换价值的特点袁而且还具有符号价值要要要即风格尧威
信尧豪华尧权力等标识袁丰富的商品不仅是用来满足

基本需要袁更重要的是代表某种地位尧权力和风格遥
波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是生产型社会袁 生产的东西

是满足物质需要袁但后现代社会是消费社会袁物质生

产不单是为了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袁 更是为了满足欲

望欲求遥 所以野机器曾是工业社会的标志遥 摆设则是

后工业社会的标志遥 冶[14]渊P116冤人们购买商品并不是

因为它有实用价值袁 而仅仅是将它们当作摆设和炫

耀的符号遥波德里亚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中袁一切都可

以变成摆设遥 家庭的装修尧 身体和汽车上各种装饰

品袁 包括汽车本身都成了炫耀某种地位和权力的摆

设遥后现代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符号袁广告和大众

传媒增加了人们对于物品符号价值的追求袁 艺术品

本身的生产也是按照消费逻辑被生产出来袁 文化艺

术和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其它商品没有本质区

别院
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内容在此将只不过是内

涵的尧次要的功能遥 于是我们可以说袁它像那台

再也不作为工具而作为安逸或声誉要素而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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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物品的洗衣机一样被消费遥 我们知道袁其
实袁这台洗衣机再也没有特殊的存在意义袁许多

其它物品可以代替它要要要确切地说其中就包括

文化遥 文化袁当它朝着另一种论述滑去的时候袁
当它变得与其他物品同质 渊尽管在等级上更高

一些冤并可相互替代时袁它就变成了消费物品[14]

渊P112冤遥
媒介在后现代社会中自然是很重要的袁 波德里

亚将后现代社会称为是 野仿真 冶 渊simulation冤社

会要要要一个由广告尧 电视新闻等大众媒介所制造的

符号社会袁这个符号社会看起来像现实社会一样袁甚
至比现实社会还要真实完美袁 但这只是一个无法区

别真伪尧现实与非现实的超现实世界袁波德里亚以广

告媒介为例指出袁 广告的大众传播功能并非是出于

真实内容袁也不是出于真正的受众袁而是出自其自主

化媒介的逻辑本身遥广告既不让人理解袁也不让人学

习袁而是让人去希望袁但是受众却将广告所构建的世

界当成了真实世界遥同样袁电视新闻看起来好像都是

真实的袁其实这个世界也早已被编排和重新组织过遥
在波德里亚看来袁越是野直播冶这种看起来越真实的

节目袁实际上野对世界真实的缺席随着技术的日臻完

善就会越陷越深遥冶电视新闻和纪录片为了追逐真实

而刻意制造一些虚假新闻遥关于越南战争的报道尧关
于水门事件的所谓野真实报道冶掩盖了野真正的事实冶袁
因为所报道的事件其实就没有发生过袁而是媒体图像

所提供的符号野真实冶变成人们消费的一个过程遥
我们从大众交流中获得的不是现实袁 而是

对现实所产生的眩晕遥 或者说袁没有文字游戏袁
现实就产生不了晕眩袁因为亚马逊平原的中心尧
真实的中心尧激情的中心尧战争的中心袁这个作

为大众交流的几何地点并令人头晕目眩的尧令
人伤感的野中心冶遥确切地说袁它们是什么也没有

发生的地方遥那是激情和事件的寓意符号遥符号

令人产生安全感[14]渊P12冤遥
对于波德里亚来说袁 现代世界是由各种各样媒

介符号构成的野仿真世界冶要要要一个缺乏深度尧缺乏

自我认同和分裂的超现实世界遥 对于这个超现实世

界袁大众媒介要负主要责任袁斯特里纳蒂直截了当地

指出袁野后现代主义和某些长期存在的尧 有关消费主

义与媒介饱和之规模与效果的观念有着联系冶[6]

渊P258冤遥
在这个过程中袁媒介明显变得更加重要遥 大

众传播的现代形式的出现袁 以及相关联系的通

俗媒介文化的激增袁 因而对于后现代理论的解

释框架变得很重要噎噎有人论证说袁 世界将日

益由媒介屏幕尧电脑游戏尧个人立体声系统尧广
告尧 主题公园尧 购物中心尧野虚构资本冶 或信

用要要要它们都是通往后现代通俗文化之趋势的

重要部分[6]渊P259冤遥
英国文化学者迈克窑费瑟斯通认为大众消费的

是符号和影像袁 正是各种媒介符号和影像为人们提

供了快乐尧欲望和梦想遥他指出在 19 世纪中期袁在巴

黎等城市袁随处可见的大型游乐场尧主题公园尧购物

中心尧街道上大屏幕广告以及新兴的社交媒体袁为大

众营造尧建构了新的消费空间和场所袁同时为大众制

造了快乐尧欲望和梦想遥除了精心的后现代景观的营

造袁 费瑟斯通还提到一种后现代消费社会里出现的

野新型文化媒介人冶袁这些文化媒介人往往野专门从事

符号产品的生产与服务工作冶袁例如广告人尧公共关

系专家尧广播和电视制片人和记者等等遥这些人能够

很快适应后现代社会袁 着迷于强调新体验的消费社

会环境袁在他看来袁这些新型文化媒介人为消弭高雅

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的距离做出了不小贡献遥 像詹

姆逊一样袁 费瑟斯通也强调在后现代社会中高雅文

化与通俗文化距离日渐消弭袁 艺术不断侵入日常生

活之中袁反过来袁日常生活也出现了审美化趋向遥野日
常生活审美呈现冶是因为充斥在生活中的各种符号尧
影像对社会的特殊构建正在逐渐改变人们的 野现实

感受冶院
通过媒体与陈列的广告宣传以及日常生活

中的城市建筑景观与表现袁 进行影像生产的商

业中心就必然通过影像来经常地再生产人们的

欲望遥因此袁绝不能把消费社会仅仅看作是占有

主导地位的物欲主义的释放袁 因为它还使人们

面对无数梦幻般的尧向人们叙说着欲望的尧是现

实审美幻觉和非现实化的影像遥鲍德里亚尧詹明

信所继承的就是这个方面遥 他们强调影像在消

费社会所起的新的核心作用袁 也因此赋予了文

化以史无前例的重要地位[15]渊P99冤遥
无处不在的媒介符号和影像充斥了生活袁 模糊

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袁导致了野日常生活以审美的

方式呈现了出来冶遥费瑟斯通并不像波德里亚那么悲

观袁他认为大众媒介的日益发达是有好处的遥他说如

果站在全球层次思考袁 就会发现原来在西方世界中

不受重视的第三世界文化借助于新兴的大众媒介袁
扩大自己的力量[15]渊P205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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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作为野意义冶的媒介文化

詹姆逊和波德里亚都严厉批判了媒介符号泛滥

的后现代社会袁 他们认为这是个意义过剩和意义匮

乏同时存在的社会袁野意义的丧失冶 成为后现代社会

一个重要现象遥不过袁约翰窑费斯克渊John Fiske冤却并

不这么认为袁 他强调新兴的媒介文化有其自身的意

义和丰富内涵袁 需要从媒介符号学的角度加以重新

认识遥
费斯克批评了詹姆逊和波德里亚的 野媒介商品

论冶袁提出要重视媒介文化产品本身是一个野意义系

统冶遥 例如在谈到电视这种媒介文化时袁他强调应该

把电视及其节目野看成是意义的潜在体袁而不是把它

们看成商品遥冶[16]渊P21冤他自己所做的工作就是将符号

学尧 结构主义尧 意识形态和文化研究等理论结合起

来袁野来解释电视如何渊或者力图如何冤生产为社会主

流利益服务的意义袁 如何把这些意义传播到构成其

观众的各社会群体之中冶[16]渊P6冤遥 费斯克将电视及其

节目都看成是一个大的媒介文本袁 透过这个媒介文

本袁他认为能够发掘出隐藏在文本深处的意义袁以及

控制意义的意识形态机制遥
费斯克对新兴媒介与大众文化持有乐观态度袁

他认为大众在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中并未像霍克海

默和阿多诺所说的那样完全处于从属地位袁 而是具

有一定的能动性遥费斯克接受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袁
认为大众文化与主导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院
野大众文化一直是权力关系的一部分袁它总是在宰制

与被宰制之间尧 在权力以及对权力所进行的各种形

式的抵抗或规避之间尧在军事战略和游击战术之间袁
显露出持续斗争的痕迹遥 冶[17]费斯克肯定了大众文化

的合理性袁视大众文化为社会进步的力量袁他认为具

有主动性的大众袁 凭借自己的力量对抗强大的主流

意识形态袁在此过程中袁大众文化显示了活力和创造

力袁体现了野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冶袁当然袁在费斯克这

里袁大众对于社会的抵抗并非是直接的袁往往是隐藏

在其日常生活行为中袁例如另类打扮尧逃学和逛商场

不买衣服等等袁这些都被费斯克视为一种抗争形式遥
而这样一种斗争在费斯克看来是一种微观政治袁代
表了进步的力量袁 他说院野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之间

的关系是多样而散乱的遥 最微观的微观政治是幻想

的内在世界渊见叶解读大众曳袁第 5b 章冤遥 将幻想保留

在内在空间袁处于意识形态的殖民势力范围之内袁具
有想象自己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不同行为的能力袁等

等袁 这些并不一定导致无论是在微观或宏观层面上

的社会行动遥但是袁这些却建构了任何行动的发生所

必需的基础遥 冶[16]渊P198-199冤
当然袁 费斯克没有完全忽视当代媒介文化产品

的商业特征遥在叶理解大众文化曳尧叶电视文化曳等著述

中袁他讨论了大众媒介与商业社会的关系袁进而提出

了野文化经济冶和野金融经济冶的概念袁他认为从商品

的角度出发袁大众文化自然是一种工业化文化袁这种

工业化文化是金融经济与文化经济 野二者共同的商

品冶要要要金融经济在整个文化商品的流通中控制的

是财富袁而文化负责的是意义的野生产尧再生产和流

通冶遥 费斯克认为袁光靠金融经济不能很好地描述文

化商品袁如若很好地描述文化商品的特征袁还必须依

靠野文化经济冶袁因为文化产品虽然也和经济有关袁但
主要是与意义密切关联院

在文化经济中袁交换和流通的不是财富袁而
是意义尧快乐和社会身份遥 当然袁主要基于金融

经济的商品在文化经济中也能发挥作用袁 消费

者在相似的商品中作出选择时袁 通常不是比较

其使用价值 渊尽管给消费者提供建议的人注重

使用价值冤袁而是比较其文化价值曰从诸多商品

中作出一种选择袁就成了消费者对意义尧快乐和

社会身份的选择[16]渊P448冤遥
野金融经济冶控制着财富袁文化经济控制意义尧快

乐和身份遥 费斯克认为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在文化

商品的生产尧分配和流通的过程中是平行的袁它们虽

然分离袁但却相互联系和作用遥金融经济主要管生产

和发行袁而文化经济则主要由观众来承担袁并且在文

化经济中袁作为生产者的观众拥有相当大的权力遥按
照费斯克的理解袁 这是因为大众在金融经济中被支

配的地位在文化经济中已经不复存在袁 文化经济交

换和流通的不是财富袁而是意义尧快乐和社会身份袁
既然不需要财富袁而意义尧快乐和社会身份又是难以

控制的袁 观众便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袁野人们想消费

多少都可以袁想消费什么都可以袁无须受购买力的限

制遥 冶譬如在家里看电视袁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

选择电视节目袁也可以选择不看电视遥 当然袁像凯尔

纳等人所批评的那样袁 费斯克的文化研究夸大了大

众的能动性和反叛性遥
而格罗斯伯格渊Lawrence Grossberg冤则提出用

野媒介建构主义理论冶去理解后现代媒介文化遥 格罗

斯伯格指出今天的媒介越来越重要袁人们是通过野媒
介认识自己和历史冶袁媒介不仅建构世界袁反过来袁媒
介自身也不断被建构院野建构是媒介的主要行为院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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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尧形塑日常生活尧建构意义和身份认同尧创建真实尧
建构行为尧建构历史遥 在这些活动中袁媒介自己也被

建构了袁 我们所说的媒介都是被建构出来的媒介[18]

渊P7冤遥 要理解媒介与世界之间是如何互相建构袁就有

必要将媒介放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加以考察遥
作为詹姆斯窑凯瑞的弟子袁格罗斯伯格在继承凯

瑞的两种传播观念要要要传递观和仪式观的基础上将

传播的模式分为了传递模式和文化模式两种遥 他强

调了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性院野传播的文化模式

旨在将传播看成共享意义和空间的建构过程袁 这使

得人们能够和谐相处遥 传播的线性模式是将信息孤

立出来单纯地从一地渊人冤传递到另一地渊人冤袁文化

模式则强调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意义共享的世界

里袁并且认同这些意义遥 没有这种认同袁传播就是不

可能的袁实际上袁我们大部分的传播都仅仅是在复制

我们生活世界的意义系统遥 冶[18]渊P21-22冤但格罗斯伯

格也强调应该不要将传递模式和文化模式截然对

立袁而要将两种模式结合起来袁从而更好地理解野媒
介传播影响力冶遥他认为自己是商业化和本地化的大

众传媒体系中成长起来的野第一代人冶院野我们同时也

是耶摇滚的一代爷袁这一代年轻人的青春凝聚成共同

的身份认同袁 这种认同不是通过分享经历而是通过

分享流行文化来完成的遥 我们宣称这种文化是我们

自己的袁尽管它是被商业生产出来的遥我们是完整地

浸泡在媒介文化中的第一代人遥对于我们来说袁媒介

是文化的主流机制噎噎冶[18]渊序 P10冤各种媒介所产生

的意义本身就是野人类文化自己生产的冶遥 因而要了

解和认识各种媒介文化袁 不仅要从自身的生活出发

去理解袁而且也是为了理解自己遥

四尧结 语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袁作为媒体的电影尧电
视尧 互联网及其他新兴的媒介贯穿了后现代的文化

逻辑和精神袁使艺术不再陌生化袁审美变得日常生活

化袁体验价值变得越来越重要遥后现代媒介文化中的

影像化尧信息化尧符号化的视觉表征构成了整个社会

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袁 媒介文化变成我们日常生

活的仪式和景观遥在后现代社会中袁无论是作为娱乐

和消费的媒体袁 还是作为意义展现的媒介袁 毋庸置

疑袁媒体及其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遥我们需要理解媒

体及其文化袁这是为了了解人类自身袁也是为了认知

人类自身建构的这个世界遥 如格罗斯伯格所言院野我
们必须想法设法把耶媒介建构爷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整

合在一起遥我们所有人都面临一个挑战院把握媒介的

重要性袁 把握我们关于媒介的知识要要要媒介如何发

挥自己的作用钥媒介如何变成一种力量钥利用这些知

识袁 我们能够认知我们自己建构的这个世界遥 冶[18]

渊P48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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