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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聚焦于中国当代传媒文化景观，以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和注重经验考察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具体考察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当代传媒文化的诸多现象及其变化，涉及《百家讲坛》、  《超级女
声》、  《春节联欢晚会》、体育节目、博客、视频、报纸新闻、时尚杂志、先锋艺术、当代电影和
消费怀旧等，引入相关理论，进而描绘出中国媒体文化的基本问题，揭示出转型期的中国的社会历史
文化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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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心化的一元控制显而易见；从后一方面来看，市场化的传媒运作则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在追求商业
利润的同时，高度娱乐化的传媒甚至也可以影响到政治话语。
显然，解决这个张力的简单办法就是将两者区分开来，传媒的政治话语必须严加控制而中心化；娱乐
话语只要不涉及政治话语尽可娱乐化，甚至“娱乐至死”。
这就造成了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的确有一个政治与娱乐的二元平行结构。
两者平行发展，互惠互利，这种相关性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的格局。
同时，它也带来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其一，传媒文化中政治话语和娱乐话语两极运作，传媒政治话语与舆论一律，而娱乐话语无所禁忌。
在各种传媒载体中，大凡触及政治话语都有严格规范，比如新闻、报道、宣传、相关专题节目和栏目
等。
这类载体从形式到内容都严格受制于主导意识形态的规范，并通过一系列体制性措施加以保证，因此
趋向于封闭性和中心化。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娱乐性话语的高度开放性和自由度，只要不涉及政治话语，各式娱乐化“怎
么都行”，娱乐快感的产品林林总总，异常多样。
这就导致了两个彼此分离的传媒文化场域，各有各的运作逻辑和游戏规则。
然而，表面上看两个彼此独立的场域，实际上却通过种种潜在的方式实现彼此的互惠关系。
其二，由于这一分离的二元结构，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的受众也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传媒参与模式。
一方面，由于政治话语中心化的运作特征，导致了受众对政治话语产生某种程度的不热心、不关心甚
至不介入的冷淡状态。
另一方面，传媒文化高度娱乐化，促发了受众对娱乐节目的高度热情和空前参与，这就片面地夸大了
传媒的快感生产、传播和消费功能。
它在限制受众参与政治的同时也遏制了传媒文化的批判性和反思性，令受众传媒文化素养很容易限于
单纯娱乐化。
在这种情形下，快感追求和政治冷漠成为传媒文化一枚硬币的两面。
所以，传媒娱乐化的商品生产变本加厉，并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深地与商业结盟，一味追求收视率和回
报率，使得娱乐的形式和内容不断翻新花样，快感程度节节攀升。
此时，公众传媒政治话语的参与冲动，悄悄地转移到了娱乐化快感体验上来。
就像弗洛伊德解释艺术家和白日梦关系时所指出的那样，人格结构中本我的冲动最终被自我所调适，
由自我的现实原则转移到社会道德所允许的范围中来。
因此，艺术创作乃是艺术家的想象替代物，缓解了本我的冲动，带来某种替代性满足。
如果说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公民的政治参与是某种发自内心的冲动的话，那么，在当下中国传媒
政治和娱乐二元分离的格局中，这种冲动在转移到娱乐性的快感满足时，政治参与冲动的压力就在暗
中被缓解了。
其三，尽管娱乐化的快感生产和消费成为当下中国传媒文化的主体，但是，仔细分析会发现，其实还
存在着某种特殊形态的政治参与冲动。
形象地说，存在着某种间歇性“歇斯底里”的政治话语表征。
虽然娱乐话语的常规形态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传媒受众的文化需求，但是政治冲动的能量仍然存在，
一旦某个事件出现，这种冲动便会以某种瞬时爆发的形式突现出来。
这种歇斯底里的瞬时爆发有两个特征，其一是空前热情但却往往缺乏成熟理性，尤其是在触及民族主
义的情绪时，更是如此。
因为平时常态的政治冷淡导致了某种政治疏离感，一旦某些事件出现便唤起了被压抑的政治本我冲动
，但这些冲动缺少深思熟虑的分析和理性的批判，很容易流于表面的激情参与。
其二是这种瞬时爆发的政治参与冲动和热情，一旦时过境迁，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了，重又陷入某种冷
淡和怠惰状态之中，等待着下一次间歇性的爆发。
其实，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公民政治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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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从快感本身的政治性来看，如何理解当下流行的传媒娱乐化快感生产本身？
它是否具有解构当下政治话语刻板性的功能呢？
从美学角度说，德国古典美学一直有一个理想，那就是在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宰制的
社会文化中，审美的感性快感功能具有某种颠覆性，它把人从工具理性和道德的刻板压力中拯救出来
，因而具有某种积极性。
这个理论在韦伯那里变成一种解决现代性内在紧张的办法。
当代文化研究也发现，大众文化的快感其实也具有某种颠覆现存社会文化霸权和主导意识形态的功能
。
这就是所谓“快感政治”的另一层含义所在。
那么，当下中国传媒文化的高度娱乐化快感生产是否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呢？
很遗憾，中国当代传媒文化中的娱乐化快感生产和消费，似乎缺乏这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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