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香港回归以前袁野左派冶 及其组织长期受到港

英当局的打压袁 因而在香港的社会政治舞台上并非

主流遥 然而袁在回归之后袁不少自称为野左派冶的新团

体或政党浮出水面袁 而这类团体在近年来香港社会

日益政治化的过程中作用明显遥 不过袁这些新的野左
派冶团体与以往传统语境下的香港野左派冶渊以及在今

日香港市民惯常认知中的野左派政党冶冤又有着很大

的差别遥 本文将通过厘清香港左派及其政团演进轨

迹来理解上述差异的产生原因及影响遥 在下文的论

述中袁 我们将首先对新中国成立前后香港左派政团

的形成尧衰落与嬗变过程做一分析曰在此基础上袁探
究在政团政党化的背景下两种 野左派政党冶渊即建制

派政党与所谓野新左派冶政党冤在香港出现的动力及

其对香港政治发展轨迹的影响遥

一尧新中国建立前后的香港左派
及其政团

早在中共建立前后袁 左派人士和组织就已经在

香港进行活动遥其中袁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就是由以各

类工会为组织载体的香港左派发动的遥 由于香港特

殊的地缘及政治地位袁在 1949 年前袁大陆诸多遭遇

国民党当局迫害的左派人士都选择此地作为避难

所曰 中国共产党也长期通过香港为中国的无产阶级

革命积聚人力与资源遥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袁 香港则成为了国

共两党之间的另一野战场冶遥此后袁香港民众一般将认

同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士称为野左派冶遥 不

过袁在香港的政治语境中袁野左派冶的含义还要更加复

杂一些遥 一般而言袁此时的香港野左派冶对爱国尧平等

与激进这三大核心价值都抱有强烈的认同遥
首先袁 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是野左冶的基础所在袁以至于如今很多香港人谈到

野左派冶的时候一般都是指带有爱国或野亲共冶色彩的

人士; 其次袁野左派冶 通常指的是那些重视基层利益

渊尤其是劳工阶层利益冤的人袁在这个意义上袁左派具

有平等主义的色彩曰再次袁野左派冶人士由于常常诉诸

底层利益袁因此其与香港的资本主义建制渊包括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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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冤之间存在着张力袁与香港其他政治群体相比更

为反建制袁因此也更具激进色彩遥
根据上述三大核心价值袁 我们不难辨识出新中

国成立前后在香港活动的各类野左派冶及其组织遥 首

先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外围机构渊包括部分中资企

业冤构成了香港左派的中枢袁但是这些机构并不公开

活动袁也不参与港英当局的政治过程曰其次袁野左派学

校冶渊又称野红色学校冶冤则是香港左派传播思想和培

养接班人的重要渠道袁 这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培侨

中学与香岛中学袁这类学校在 1949 年以来一直都处

于野地下状态冶袁其师生也长期受到主流社会的歧视袁
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袁 这类学校才被港英政府纳入

其教育体系曰第三袁各种左派政治组织是香港左派介

入政治过程的主体袁 这些组织可被统称为 野左派政

团冶淤遥 不过袁对于这类政团来说袁由于它们长期以来

都广受港英当局打压袁 在政治舞台上不断被 野边缘

化冶袁因此基本上不存在进入港英政府决策过程的可

能性遥在这种情况下袁体制外政治参与成为了左派政

团表达意愿与实现政治目的的主要策略与渠道遥
在所有左派政团当中袁 工会组织最符合前述左

派的三条核心价值遥换言之袁工会是早期香港政治语

境中野左派冶最主要的组织载体遥 在香港的野左派工

会冶中袁香港工会联合会渊即野工联会冶冤则是最为活跃

并且影响力最大的组织遥 工联会是多种工会组织的

联合体袁根据其官方网站的资料显示袁工联会野现时有

189 间属会和 61 间赞助会袁合共有 250 间工会冶[1]袁因
此也是香港目前最大的劳工团体遥 工联会的前身是

成立于 1948 年的野港九工会联合会冶遥 一直以来袁工
联会都以野爱国冶作为其旗帜之一袁并与中国共产党

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遥 因此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袁港英

政府对工联会一直采取压制的态度袁 并拉拢亲国民

党政权的野港九工团联合总会冶渊即野工团总会冶冤与之

对抗遥可以说袁野工联会冶与野工团总会冶之间的斗争主

导着 1949 年后香港工运的格局遥 就其宗旨而言袁工
联会以野爱国尧团结尧权益尧福利尧参与冶为原则袁而其

主要职能则在于维护劳工利益遥不过袁随着社会变迁

与组织发展袁 现时的工联会已逐步将劳工权益以外

更为广泛的野市民利益冶纳入到了自己的关注范围遥

二尧20世纪 60年代末以来
香港左派政团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之后袁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考量袁党
中央决定暂时不派兵收回香港与澳门遥在此基础上袁

中央确定了较为温和且务实的对港政策总基调袁即
香港问题要 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袁 经过谈判和平解

决袁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冶遥 简言之袁中央政府在

野坚称香港和澳门都是中国领土一部分冶的同时又保

持了一定的克制态度 [2]袁而这种克制的态度很大程

度上是对保持两地渊尤其是香港冤社会政治稳定和新

中国对外经济需求所作的考虑遥比如袁毛泽东就认为

香港是通商要道袁因此如果野现在就控制它袁对世界

贸易尧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冶[3]曰同样袁周
恩来也认为香港是我国 野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

地袁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袁争取外汇遥 冶[4]因此袁若要

在冷战中资本主义国家封锁新中国的背景下谋得更

大经济发展袁 香港的现状便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得到

维持遥 基于此种考虑袁在 1958 年中国共产党八届六

中全会上袁中央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野长期打算袁充
分利用冶的港澳工作方针遥

在这八字方针的指导下袁 中央对于香港一直奉

行着野不直接介入或干预冶的政策倾向 [5]袁而香港左

派与左派政团的工作也基本上以常规化的政治斗争

为主袁 并没有对港英当局和香港社会秩序发起过激

的挑战遥 然而袁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袁由于受到中

国大陆政治不断野左倾冶的影响袁香港左派政团的反

建制与激进化色彩也愈发浓重袁 并逐步开始扰动港

英的统治秩序遥在左派政团的动员之下袁香港激进的

政治社会运动此起彼伏袁 其中一个显著的表现便是

工人运动趋向活跃遥 据统计袁从 1950 年至 1960 年袁
香港的罢工总数仅有 68 次曰但自 1960 年至 1970 年

间袁罢工共达 193 次袁最少一年也有 9 次袁最多一年

则高达 47 次[6]遥
而此类运动的顶峰无疑是所谓得 野六七暴动冶遥

事件的起因是 1967 年 4 月 13 日新蒲岗的香港人造

花厂削减工资与福利所引发的工人抗议遥当时袁众多

参加抗议的工人们与当局派来驱散群众的防暴队发

生了冲突袁并导致多人死伤遥后来工人行动的不断升

级引发了港英当局的强烈反弹袁最终袁这场由工运引

发的暴动受到港英当局的镇压而告一段落遥
从后续影响来看袁野六七暴动冶 对于香港左派及

其政团所产生的效应更多是负面甚至是打击性的遥
有学者指出袁随着工人行动的升级和愈趋激进暴力袁
左派开始丧失群众支持[7]遥 一方面袁左派政团的行为

被冠以野恐怖袭击冶的名号袁港英政府对暴动的镇压

得到了诸多市民的认同 [8]曰另一方面袁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袁港英政府在吸取野六七暴动冶的教训后

逐渐开放政治体制袁以吸纳与分化社会各阶层人士[9]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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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左派组织的吸引力大大下降遥
总而言之袁港英当局对野暴动冶的强力镇压则标

志着香港社会高度政治化时代的退场遥在此背景下袁
香港左派及其政团的生存空间也日渐萎缩袁 因此不

得不谋求转型遥具体而言袁左派政团的转型实际上是

一种对上文所述之野左派三大核心价值冶的修正遥 首

先袁在政治维度上袁左派政团仍旧保持着爱国主义的

理想袁但是它们也试图淡化野亲共冶的标签曰其次袁在
社会经济维度上袁左派政团变化较大袁甚至发生了一

定程度的野右转冶袁即它们在野平等冶与野激进冶两大价

值上不断野后撤冶遥第一袁诸多左派政团开始转而拥护

渊至少是不反对冤港英当局和资本主义制度袁以谋求

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袁 一部分左派人士甚至自己也

从野反资本主义冶或野反帝国主义冶的野斗士冶变成了

野生意人冶袁也有的积极投入港英政治之中曰第二袁随
着左派政团的反建制色彩不断淡化袁 其在行动风格

上也日趋 野去政治化冶袁比如工联会开始专注于对工

人的技术和业务培训袁而不仅仅是发动罢工遥
在经历了转型之后袁 传统的左派政团逐步变成

了野温和理性爱国者冶的集合体遥更为重要的是袁随着

中英两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启动香港回归谈判袁外
加中国内地在野文革冶之后从极左的泥潭中走出袁中
央对港工作与统战的重点也发生了转移院 即在保证

过渡期政治经济稳定的大前提下袁 中央开始加强对

香港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袁 这样的政策背景进一

步促进了香港左派向野温和理性爱国者冶的转型袁也
使得这类野爱国者冶得以在野六七暴动冶结束十余年后

再度与中国内地产生交集遥 许多左派政团的负责人

或成为中央政府的座上宾袁 或在过渡期内被委以重

任袁 有的在回归之后还担任了特区乃至内地的重要

职务袁如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遥

三尧嬗变院政团的政党化与
两种野左派政党冶的出现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袁在西方国家普

遍敌视中国的背景下袁 港英政府也一改之前与中国

政府的合作态度袁 不惜在香港回归的过渡期内制造

事端遥 1991 年袁港英当局宣布进行所谓的野政改冶袁单
方面破坏了中英两国政府就过渡期内保持香港稳定

所达成的共识袁而野政改冶的主要手段是开放立法局

议席的直选遥 到了 1994 年袁香港立法局全部的议席

均由直接选举产生遥 港英当局野政改冶的一个直接后

果是政党政治的出现遥直选开放后袁不同派别的政治

精英纷纷组党参选袁由此袁立法局中有政党背景的议

员日益增加袁 而没有政党支持的候选人当选则变得

十分困难[10]遥 在这样的压力下袁左派政团也开始谋求

野政党化冶转型遥
然而在此过程中袁一些不同于传统野左派冶但却

自称为野左派冶或野新左派冶的政党也随之出现遥 一种

左派政党即野建制派冶政党袁其属于政治维度上的左

派袁由于和传统的左派政团有着历史传承关系袁其在

今日香港大多数人的认知当中就是 野左派的正宗冶曰
另一种野新左派冶政党则在社会经济维度上左倾袁信
奉平等与激进主义遥 两种野左派政党冶的出现使得以

往香港政治语境下野左派冶的三大核心价值遭到了分

离袁结果袁野左派冶这一概念的边界也变得愈发模糊遥

渊一冤建制派政党

建制派政党的主体是 野温和理性的爱国者冶袁这
类政党在政治上坚持野爱国爱港冶原则袁并如其名那

样拥护香港基本法所设定的政治与法律秩序遥
该类政党的两大典型是工联会和民主建港协进

联盟渊即野民建联冶冤于遥 不过从组织形态上来看袁工联

会在政党化浪潮中实现了野独善其身冶袁即它并未完

全变为政党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袁工联会依旧以工运

作为其活动的主线袁 尤其是工联会在回归后主要是

通过野功能界别冶而非直选参与到香港立法会之中盂袁
因此袁工联会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仍然属于野政团冶的
范畴遥另一方面袁民建联从一开始就是以政党的名义

进行活动的袁从规模上来看袁它不仅是当今建制派阵

营中最大的政党袁同时也是香港最大的政党遥从其源

头上来看袁民建联最初是在工联会部分成员渊如工联

会干事陈婉娴尧陈鉴林与谭耀宗冤的主导下成立的遥
建制派政党的首要特质是野理性冶与野务实冶袁这

也延续了左派政团在野后六七暴动冶转型后所产生的

新传统遥应该说袁作为在选举政治环境下活动的政治

组织袁 建制派政党无法不关注中下层人士的利益与

诉求遥但是袁它们并不意图通过推翻香港现有的资本

主义秩序来表达或实现这些利益诉求遥相应地袁在对

现行政制改革的态度方面袁 建制派倾向于 野循序渐

进冶的技术性改革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反对照搬西方

的自由民主模式遥
其次袁建制派政党在政治上的野左派冶特性主要

体现在它所秉持的国家意识之中遥 建制派政党的成

员从总体上来看不仅支持野一国两制冶及基本法袁而
且也会配合不同时期中央对港的方针与政策袁 并积

极参与到内地香港两地之间各项经济社会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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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地的改革开放进程中遥

渊二冤野新左派冶政党

随着政团政党化的推进袁另一类自称为野左派冶
或野左翼冶的政党也逐步登上香港政治舞台遥这类野左
派政党冶 诞生于传统左派政团转型后所留下的 野真
空冶之中袁它们攫取了被后者日益淡化的平等与激进

两大野左派核心价值冶袁并常以野基层利益代言人冶的
形象出现遥

就当下香港的政治分野而言袁这类野新左派冶政
党主要指的是野泛民主派冶或野反对派冶阵营中政治立

场较为激进的一类政党要要要如自称信奉社会民主主

义的社会民主连线渊即野社民连冶冤尧人民力量与工党

等遥从源流上来看袁所谓野新左派冶政党的前身大多是

诞生于香港本土的社会运动组织袁 而这类组织随后

又在普选制条件下与部分所谓野民主运动冶团体合流

从而实现了政党化遥因此袁这类政党成立之初便带有

一定的反建制色彩遥
首先袁这类政党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具有激进性遥

这种激进性部分源自其某些曾秉持着激进左翼思潮

的成员袁比如野社民连冶的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就曾是

托派组织野香港革命马克思主义联盟冶的成员遥然而袁
从其发展轨迹上来看袁野新左派冶 政党的激进性更多

的是源自其社会运动的遗产遥 这类政党习惯于过往

大众动员型的活动风格袁 自成立至今都缺乏严密的

组织性遥结果袁它们一方面需要依赖某些野头面人物冶
的力量来进行党内整合袁 另一方面也常依赖于体制

外的政治参与甚至是暴力行动来达成自身的目的遥
其次袁 这类政党时常宣称代表着社会最底层人

士尧弱势群体及劳工的利益袁强调分配与公正的重要

性遥 野新左派冶政党视现行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资本主

义秩序为侵害野底层利益冶的野罪魁祸首冶遥 以此为基

点袁野新左派冶 政党主张将香港政治体制尽速 野民主

化冶以反映平民的声音遥不过对于这类政党来说袁野民
主化冶基本等同于全盘改变目前的政治体制遥

再次袁野新左派冶一般都具有强烈的香港野本土主

义冶态度遥确实袁从表面上看袁野新左派冶政党在某些方

面与以往的野左派冶政团有交集袁特别是在信奉激进

与平等方面遥但是在野爱国冶这个政治维度上袁两者之

间的差异则十分明显遥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袁随着

香港政治上的沉寂与经济上的起飞袁不少港人将野心
怀祖国冶转向野关注本土冶遥 不论是诞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社会运动和野民主运动冶组织袁还是之后冒起

的野新左派冶政党袁大都以香港本地关切的议题作为

其关注的焦点遥在组织上袁这类政党与内地相关政府

机构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并无多少联系与交流袁结果袁
野新左派冶 政党的成员大都缺乏国家与民族意识袁并
将中央政府视为野建制冶的一部分而成为其政治上攻

击的对象袁并倾向于过度解读野高度自治冶原则的含

义袁在野一国两制冶中强调野两制冶而非野一国冶遥

四尧结论院野左派政党冶之间的
竞争与香港政治发展

综上袁野六七暴动冶之后袁香港的左派政团由盛转

衰袁并且逐步淡化其所强调野平等冶与野激进冶的组织

形象遥 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政团政党化的浪潮出现

后袁传统左派政团中的一部分转变成了建制派政党遥
另外袁在传统左派政团转型后所留下的真空中袁一些

新的野左派冶政党出现袁并在香港形成了两类野左派政

党冶共存的局面遥
不过袁虽然两类政党都被冠以野左派冶的名号袁但

两者之间的差异性远大于相似性遥一方面袁建制派政

党之所以被称之为野左派冶袁主要是因为其与传统左

派政团的历史勾连袁 但它们在社会经济维度上的思

想则更加审慎曰另一方面袁野新左派冶政党的野左冶则是

从社会经济意义上来说的袁 它们占领了传统左派政

团的野平等冶与野激进冶的价值高地袁却在政治维度上

更加野本土化冶遥 表 1 概括了香港两类野左派政党冶之
间的差异遥

表 1. 两种野左派政党冶的比较

渊笔者制表冤

近年来袁香港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的特点遥从
表面上看袁建制派政党与野泛民主派冶或野反对派冶政
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导致了香港社会的政治化袁
然而袁从本质上来说袁这种政治化背后却是建制派政

建制派政党 野新左派冶政党

渊源 传统野左派冶 社运组织与人士

政治维度

国家观念
爱国/民族主义曰

强调野一国冶
本土/族群主义曰

强调野两制冶
政制改革的原则

遵循基本法曰
循序渐进与稳定

修改基本法曰
快速的野民主化冶

社会经济维度
社会-政治参与

主体院各阶层
途径院制度化参与

主体院底层野平民冶
途径院运动式参与

社会-经济目标 增长与发展 分配与公平

典型代表 民建联 社民连尧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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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与野泛民冶阵营中野新左派冶政党这两类野左派政党冶
之间的冲突袁 这种冲突主导了香港当下的政治发展

轨迹遥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袁野新左派冶 政党在 野泛民阵

营冶中的规模和实力并不突出遥 它们的数量较多袁组
织较为涣散袁而单个政党的成员很少遥在回归后的香

港政治制度中袁野新左派冶政党的影响力也极为有限袁
其主要在区议会中活动袁 在立法会等政府机构中鲜

有作为遥 以本届立法会渊2012-2016 年冤为例袁社民

连尧民协尧人民力量与工党这四个野新左派冶政党的席

位总数仅为 8 席遥相比之下袁仅民建联一党就占据了

13 个立法会的席位遥
然而袁由于香港的政党制度化程度较低袁政党政

治的碎片化特征显著遥根据朱世海的测算袁香港政党

体制分化度 F 指数约为 0.9袁 而目前香港政党体制

中的有效政党数量约为 10 个[11]遥 在这样的情况下袁
像野新左派冶政党这样的小党为了巩固自身的选民基

础袁就会倾向于不断的野个性化冶而非像在两党制或温

和多党制下那样寻求党际的妥协与共识遥而这也是两

种野左派政党冶之间的分歧演变为冲突的制度基础遥
在现实中袁野新左派冶 政党确实正在利用这样的

机会遥自 20 世纪末以来袁由于香港经济增长乏力袁加
之贫富差距增大引发了香港民众的不满情绪袁野新左

派冶政党则以此为野契机冶袁在野平等主义冶的旗号下通

过激进手段煽动少数民众将不满发泄至香港目前的

政治经济制度甚至是中央政府的对港政策上遥由此袁
这类政党在野泛民阵营冶中夺取了对野民主冶的阐释

权袁进而主导了整个阵营政治议程遥 另一方面袁建制

派政党至今也未采用有效的反制措施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袁野新左派冶 政党至今仍然带

有明显的社会运动色彩遥换言之袁它们既不愿与对手

妥协袁也不愿以温和尧理性且制度化的方式来参与政

治竞争遥相反袁它们热衷于运用情绪化的政治叙事与

话语并通过激进的街头政治来撬动现存政治秩序袁
最终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遥

总之袁野新左派冶 政党激进的反建制行为和无节

制的大规模社会动员正在将香港政治一步步拉入民

粹主义和族群主义的深渊袁若不加以重视袁或将对香

港的繁荣稳定甚至是国家安全产生不容忽视的负面

影响遥

注院
淤 这里之所以使用野政团冶一词袁是与港英时期的政治制度

形态有关遥 香港回归以前袁港英政府所采用的政治体制属

于一种围绕着总督最高决策权的野咨询型体制冶袁其在地

区以上的层面并无真正意义上普选遥 因此袁在港英政府统

治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袁香港都是一个野无政党的社会冶袁各
类具有政治抱负的团体只能被称为 野政团冶 或 野压力集

团冶遥 也就是说袁这类团体的意愿表达乃是通过港英政府

的咨询机制或是体制外的政治社会运动袁 而不是通过代

议机制来实现的遥
于 需要指出的是袁除了工联会和民建联之外袁自由党和新民

党也常被视作建制派政党遥 这类政党主要由工商业人士

所组成袁 其领袖与成员大都受益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之

后中国经济开放的进程遥 从实质上来说袁 这类政党对于

野建制冶的认同主要建基于经济利益之上袁而且也不像民

建联那样脱胎于传统的左派政团遥
盂 在本届香港立法会渊2012-2016 年冤中袁工联会的议员共 6

名袁其中有一半是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袁而另一半则是通

过野功能界别冶推举产生遥 这与民建联的情况有所不同院在
13 名民建联立法会议员中袁只有 4 位属于野功能界别冶议
员袁其他均由选举产生遥

参考文献院
[1] 香港工会联合会简介 [EB/OL]. http://www.ftu.org.hk/zh-

hant/about?id=12.
[2] 诺曼窑迈因纳斯. 中国与香港的前途[M]. 上海院上海翻译出

版公司, 1984.15.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 渊1949要1976冤渊第 5

卷冤[M] . 北京院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249-250.
[4]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

统一战线文选[M]. 北京院人民出版社, 1984. 354.
[5] 齐鹏飞. 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冶要要要1949 年至 1978 年新

中国对于香港问题和香港的特殊政策[J]. 中共党史研究袁
1997袁渊03冤.

[6] 陈国少袁肖兴袁常工. 台港澳手册[M]. 北京院华艺出版社袁
1990.523.

[7] 马岳. 香港政治袁发展历程与核心议题[M]. 香港院香港中文

大学出版社袁2010.7.
[8] Ian Scott.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 [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104.

[9] Ambrose Yeo -chi King. 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 in Hong Kong: Emphasis on the Grass Roots Level
[J].Asian Survey ,Vol. 15, No. 5. 422-439.

[10] 周平. 香港政治发展渊1980-2004冤[M]. 北京院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2006. 147,198.
[11] 朱世海. 论香港的政党演进与政治发展的关系[J].中央社

会主义学院学报袁2010袁渊03冤.

揖责任编辑院林莎铱

窑22窑 深圳大学学报渊人文社会科学版冤 圆016 年 第 33 卷



Rise and Fall of the Leftist Political Groups
in Hong Kong

HAO Shi-na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Abstract: Around the founding of People爷s Republic of China, the leftist political groups in Hong Kong
committed themselves to the values of patriotism, equality and radicalism. Since late 1960s, the leftist groups have
been under pressure and compelled to pursue transformation. Politically they adhere to patriotism, but gradually
downplay equality and radicalism socioeconomically. Afterwards, in the prevailing trend when political groups
turned into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 some leftist groups transformed into 野pro -establishment冶 parties.
Meanwhile, another type of 野new leftist冶 parties came into being. The latter are socioeconomically more left-leaning
but politically more 野localized冶. In recent year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se two types of parties has come to
restra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Key words: Hong Kong; leftist political groups; political parties

Three Value Dimensions of the Postmodern Media
Cultural Criticism

ZENG Yi-guo
(Phoenix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Abstract: Culture in Western countries changed greatly during their transition to post-industrial society since
1960s: Western modern culture began to transform into postmodern culture. In this process, the film, television and
other emerging mass media as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postmodern societ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Many scholars
critically think about all kinds of postmodern media cultural phenomenon. Some celebrate that postmodernism
subverts the artistic and aesthetic ideas of modernism and recognize the rationality of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
Sometake a different attitude, believing postmodern culture is nothing more than a clutter of similar or identical
products which are very shallow and have no personality whatsoever. It is a consumer culture completely
manipulated by commerce and mass media. On the whole, the study of postmodernism reveals the complex
postmodern media cultural phenomenon take on three value dimensions of happiness, consumption and significance.

Key words: postmodernism; media culture; happiness; consumption;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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