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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传播史论与文化研究、媒体与社会研究、媒介环境学派研究、跨文化传播及亚太传播研究、广
告与品牌传播研究五个大的方面，汇编了近两年国内传播文化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既有理论前沿研
究，也有实践调研成果，既有前辈新论，又有新锐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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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予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现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传媒与文化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理论、美学理论、文化研究、中国传播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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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走向传播理性　　后现代主义理论从根本上宣布了包括真理、事实、主体等在内的一系列范
畴的死亡。
后现代主义拒绝深度，淡化历史，认为一切文化产品都是“拟像”（Simulacra），是对从不存在的本
源的复制。
[32]鲍德里亚（Jean Bardrillard）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已经结束，应该转向象征符号的批判。
因为符号本身成为商品，一切的文化生产都融人总体的商品生产，商品被以符号的形式生产，符号被
以商品的形式生产，表象与事实、虚构与真实、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界限彻底消失了。
[33]威廉斯的“复制”（Facsimile）概念提出了反模仿的可能性。
他认为对新兴文化的迅速的归并在早期现代主义时期已经十分明显，然而“突显的因素也许真的会被
归并，但同样经常的情况是：被归并的形式只是真正突现的文化实践的模拟。
任何超越或反对主导形式的重要的新兴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总是十分困难的；难在它自身与复制的或新
的归并阶段的不断的混淆。
然而，在我们的时期，正如在其他的时期，新兴的文化实践的事实是无可否认的”。
[34]威廉斯提供了一个关于新兴文化形式的乌托邦概念，可以通过欺骗主导的文化接受一个自身的复
制，使主导的文化满足，从而逃脱归并。
对威廉斯来说，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希望在于想象，在于包括更多集体形式的民主的传播模式。
　　主体的死亡是一个纯粹消极的命题，如果不是以一个社会的主体或“交往社区”（communical of
commumnity）来代替个人化的主体。
麦克卢汉认为新的历史主体是大众媒介。
鲍德里亚认为大众只是媒介生产的商品，没有祛魅和解放的可能性，也就没有关于大众的政治。
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基本上是意识形态化的，但流行文化包括着多种抵抗的因素，可以构建自己的价
值和意义。
文化研究总的来说认为大众并没有完全处于资本主义体制的控制之下。
詹姆逊对后现代的评估有效地拓展了威廉斯的理论，认为大众文化作为新的主体，借助于一种微观政
治学可以在晚期资本主义的限制中寻找指向乌托邦救赎的“真理的瞬间”。
对于巴赫金来说，意义和主体性既不是超验的绝对的产物也不是个人的产物，而是产生于“交往实践
”（communicativc praxis）——最简单的如交谈行为，是不可消解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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