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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代精神》的现实意义    我们为什么需要在《时代精神》出版四十多年之后重新读它？
首先因为即使本书在1962年初版之时被人读过，但是由于皮埃尔·布尔迪厄’和让一克劳德·帕斯龙
发表的有名文章把它过早地从社会学文献中排斥出去，使得那以后它几乎再没有被人读过。
那篇文章发表于1963年，题为《神话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神话》，它无异于把这本有关大众文化
的“可悲的阐释”“放逐于科学世界之外”。
我发现《时代精神》时的环境条件证明了这个排斥的有效性，但也证明了它的不正确性——而这构成
了本书这次被重新出版的理由。
    在1990年代初，我们曾经力图加以解决的问题主要与当时存在于法国的传媒社会学中的理论观点的
狭隘性所引起的认识上的不满足有关。
那时一方面，我们拥有美国的“关于大众接受的研究”的全部资料，这种研究从1930年代开始，寻求
理解传媒对个人的和集体的主观意识的影响，最后达到这样的结论：由于个人的个性和他们之间的发
生于不同社会环境内部的相互作用所具有的一系列过滤“解释器”，这种作用是“有限的”。
这项成果固然使我们可以走出关于传媒对个人的作用的某些教条，但是这种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过分以
传媒本身为中心，不仅远离有关文化实践的社会学和传媒的社会应用，而且远离了将生产、表现和解
释的各个环节连接起来的关于传媒的总体社会学。
另一方面，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的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揭发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欺骗作用的全部观点
，在那里面上述作用被看待为对于大众文化、阶级意识、艺术、理性、公共空间、民主和现实本身具
有腐蚀性和瓦解性的。
在这两个理论界标之间存在着法国社会学的惊人的空白，除了稀少的几本当代著作(它们也是从美国的
社会学汲取营养的)，法国社会学把关于文化产业、传媒表现和它们的应用的广阔的实践的和象征的领
域都排除于它的合理研究对象之外。
在这种背景下，没有什么理由会促使人们在一本写作于1960年代的、被认为是被批判过、甚至是被取
消资格的法国著作中寻找可能的社会学思想演进的线索。
    因此我们曾不得不首先转向另一个当时在法国还不大为人熟悉的研究流派，即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
究)，它的工作主要是自1970年代起由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他与理查德·霍加
特(RichardHoggart)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共同创建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中展开的。
由于霍尔实现的“葛兰西式的转向”，我们拥有了关于传媒和大众文化的另一种理论。
在其中传媒和大众文化不再被定性为必要的欺骗的手段，也不再被定性为艺术和群众文化的腐蚀剂，
而是被定性为与在实践中和表现中运用的权力的关系的不对称性相连的霸权力量和反霸权力量之间以
其他斗争为背景的文化斗争的领域。
在这个基础上，传媒社会学与一般社会学如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的行动社会学
或南希·弗拉泽(Nancy Fraser)的公共领域的后哈贝马斯社会学的连接就成为可能的了。
这个理论重构工作的整体把我引向提出这样一种传媒社会学，它被定性为经由公共领域和文化产业的
双重媒介作用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学。
    从那时起投入对以前所做的研究工作的重新考察，由于科研和教学经验意识的推动我决定阅读《时
代精神》，那以前我只是通过布尔迪厄和帕斯龙的批判文章和关于传播理论历史的教科书上的简短介
绍知道它。
但是埃德加·莫兰的文字马上把我们吸引住了(如果不说令我惊喜)，这是由于它的切合实际、它的理
论观点的先驱性的方面以及他给予人们没有意识到的许多问题的解答，而且还有对于贬低它的批判的
预先的消解。
    让我们从这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开始谈起。
布尔迪厄和帕斯龙对莫兰所作的主要批评是关于发挥支配作用的和“充满魔力的”大众文化的观念的
，这种大众文化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逻辑会变成一个无视文化的作用、实践的以及“接受
”背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大众的想象领域”：一大众传播工具由于它的名称的令人敬畏的效力，
最终决定了大众化的个人只是进行大量被动的、顺从的、轻信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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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大众传媒能够传送极其多样的信息和遭遇极其不同的接受能力，但是玩弄光晕的作用的大众传媒
专家只满足于揭示由广告的形象规定的原型模式。
”这个批评是以反对“大众传媒学”的传媒中心主义的习性(habitus)社会学的名义作出的，后者主张
个人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归属、特别是他们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的实践方式和他们的解释：“是否需
要揭示意义并不存在于被收看到的东西本身之中，而是——在这里如同在他处——另有一个具有倾向
性的意识的模式来构成它？
”    但是人们可以预先在《时代精神》最后几页用于评论参考文献的文字中找到对这个今后将成为不
实的指控的东西的回答。
如同莫兰讽刺地指出的，《时代精神》并不是又一本关于大众文化在个人的身上的作用的研究，因为
他已经认识了这种研究传统的成果和局限性：“美国关于大众传媒的社会学的最好的研究成果努力把
观众或读者归并到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中，但是在这场努力的结尾我们又回到了出发点：受众不是供
大众传媒发出的信息在上面刻印的软蜡，社会关系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结构介入到播送者一接受者的关
系中。
因此说人们怀疑这种研究方法并不是不虚心。
”    莫兰在著作中的目标更为宏大：这是选择大众文化——特别是在1930年和1960年之间处于大众文
化中心地位的好莱坞电影——作为观察点，得出向后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人类学。
如同他从导言起就宣告的，该书的重要问题是以综合的方式把握不是大众的想象领域，而是在他看来
构成可以确实表明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共同的想象领域的东西的生产的逻辑、表现的结构和发展的
动力(内部的和外部的)，因而这个作为大众文化的共同的想象领域决不是所有人的想象领域，而是所
有人了解的想象领域。
而正是因为他投入了这个人类学研究的规划，所以他强调对集体的想象的表现的分析不能与对社会现
实的分析相脱离，既然想象的事物既不外在于也不对立于现实，它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为现实是不可分离地由它“现存的”方面(有限的实在经验的方面，它被人们共同称为“现实”)和
它的“潜在的”方面(精神表现的更为广泛的方面，它被人们共同称为“想象世界”)构成的。
因此被人们作为“现实”来经验和思考的东西，永远只是更加广泛的“潜在的”东西的一个狭窄的“
现存的”部分。
想象力不断扩展这个“潜在的”东西，而后者可能反过来推动个人企图改变他们的“现实”。
恰恰就是对于作为现代性转变时期的人类学的观察对象的大众文化的这个理论建构，我认为构成了在
今天进行的与第二个现代性有关的(更确切地说与个人的和集体的精神表现的全球化的文化适应形式有
关的)文化演变的理论思考的先驱，后一个思考以由不仅是电影(很久以来已经是后好莱坞的)而且还有
电视和互联网为中介实现的“想象领域中的劳作”为出发点。
    由于埃德加·莫兰的研究工作的这种切合现实性，我感到我们可以把《时代精神》的诸多结论作为
对一门当代社会学有价值的一系列启示来阅读，这种当代社会学的对象我和埃里克·梅格雷将不再称
为“大众文化”，而在很大程度上在莫兰提出的“人类学转向”之后，称做传媒文化(mediaculcurcs)。
    作为第一个启示和与长期在法国文化社会学内部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合法性理论相对立，莫兰认为
大众文化不应被看为文化的一种低级的或卑下的形式(相比于艺术和科学)，更不能被看做一些特殊的
社会群众的特定的文化形式(也就是说属于基层民众环境的)，而是应该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作为现代
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集体想象领域中的生产的特定的、典型的形式来把握。
这个方法论的原则导致莫兰以辩证的方式重新确定了以前的批判社会学理论的两个支柱概念——文化
产业和神话。
    大众文化的现代性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在人类史上第一次，一种共同的文化不是由社会文化体制产
生，而是由市场的活力、不确定性和超越国家的变化性产生。
这种市场运作固有的和由受众的多样性(大众文化有时扩展到国际规模导致更多受众的异质性)所决定
的不稳定性同样存在于大众文化的结构的创造性的张力中。
的确，反对由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由赫伯特·马尔库塞提出的关于大众文化的单面性的思辨的论点
，莫兰提出了一条迄今仍旧有效(并在今后使文化产业被定性为“风险产业¨)的文化产业的“社会学
法则”：在“工业的一官僚管理体制的一垄断性的一集中的一标准化的”逻辑与“个人主义的一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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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一竞争的一自主的一革新的”逻辑之间的必要的起推动作用的张力，它既存在于一些集中化的企
业和许多独立劳动者之间，也存在于集中化的企业内部(直到摄制组)的“管理者”和“艺术家”之间
。
由此产生了由文化产业生产的大众文化的基本的矛盾的原则：这些文化产业必须经常以这样或那样的
方式意识到它们内在的张力以及与它们的受众和变化的文化环境之间的张力的紧张性，如同莫兰在书
中所说：“标准化享有过去的成功而独创性是新的成功的保证，但是已经成功的东西可能被人厌倦，
而新颖的东西可能不讨人喜欢。
”换言之，文化产业是直到大众化的核心中反映了社会世界的不稳定性和多样性的东西，又如莫兰在
书中所说：“创新性／标准化之间的矛盾是大众文化的起推动作用的矛盾。
这是它的适应于受众和使受众适应于它的机制。
这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
”    这种对文化产业的政治经济学的观察结果使莫兰提出大众文化的动力机制必然是混合性的，超越
了地区的和民族的文化的彼此隔离的疆界以及由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等的范畴形成的区别。
这不是为了如阿多尔诺、霍克海默或罗兰·巴特所主张的那样树立欺骗性的和统一的神话，而是为了
提出许多关于“我的范型”的神话，它们表现了作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特征的日益
增长的文化矛盾：对一种表达性的个人主义而不是有关身份和地位的实践性的个人主义的向往，对于
个人的直接幸福而不是对于好的劳动者、好家长或未来的革命将引起的延迟的报偿的向往。
这种对神话作为每个社会历史背景特有的文化张力的辩证的定义，使得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对于集
体的表达的演变的总是有效的社会学的观察工具。
在如同在本书1962年第一版和1975年第二版之间的历史时期中所观察到的传媒文化的神话是可反演的
这种情况下，这个特点就更为突出。
直到1960年代初，个人幸福看起来是所有人可以期求的境界，但是后1968年的年代是“幸福的终结”
和幻想破灭的年代，直到出现了——我们添加的——从1980年代开始的关于能力和竞争的新的神话，
那以后又墜入即使不是幻想破灭无论如何也是第二个现代性的不确定性的状况中。
人们可能能够因此以一种更加普遍的方式表明存在着一种传媒文化的想象领域中的现实主义，这种现
实主义不是由于它反映了假想的社会现实，而是由于它表现了作用于公共领域内部、文化产业的种种
“文本”以至对这些“文本”的解释中的各种世界观、权力关系和彼此冲突的规定的现实。
。
    《时代精神》具有一个关于现代性的变革期的人类学的研究的规划，为此深入到对最共同的文化形
式即传媒文化的观察中，引入了一个真正的关于文化产业的社会学。
我认为人们可以把这本书视为使得可能重建在法国社会学和晚近的“文化研究”之间长久中断的理论
联系的线索的书。
    因为我们认为重建这种思想的历史联系对于传媒文化的当代社会学的研究是有益的，所以我们向埃
德加·莫兰提出在“传媒文化丛书”中重新出版这本书，再说这套丛书的中心思想也深受此书的启发
。
本书以下的内容，除作者为这个新版撰写的序言是原始的外，都是1975年出版的题为《时代精神，神
经症》(第1卷)的全文(它是对在1962年以唯一主标题《时代精神》出版的本书的再版)。
经作者同意，我们在本版的结尾加入了从1975年版的第2卷《时代精神，坏死》中抽出的题为《大众文
化的演变》的一章，因为我们感到在1962年的文稿结尾宣告幻想破灭的重大变化是含义深刻的。
    埃里克·马塞    20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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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代精神》是一本探讨现代娱乐文化的学术经典。

　　时尚、休闲、影视、广告，美容、女性产业、电子游戏、体育竞技等等，这些现代人生活和娱乐
的重要方面，到底是现代人自我陶醉的领域，还是灵魂升华的领域?
　　现代娱乐和传媒与古典时代的宗教与艺术有什么关系?现代人能在娱乐和媒体中得到救赎和升华吗
，还是渐渐麻醉并且成为商业和资本的俘虏?
　　《时代精神》是从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的角度对这—宏大主题进行研究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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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 译者：陈一壮埃德加·莫兰，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社
会学家、人类学家。
他在近50年的研究生涯中涉及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他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思想在两个领
域之间相互映发，提出了独特而富于启发精神的“复杂思维范式”，给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学术注入
了很大的活力。
译者简介：陈一壮，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哲学博士（1995），并随埃德加·莫兰进行过博士后研究
（1995-1999）。
现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复杂性理论和马克思
主义理论。
著有专著《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想述评》等，翻译出版莫兰著作《复杂性思想导论》等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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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技术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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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未来的进程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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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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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因此大众文化的奥林匹斯诸神并不是真正的神祗，虚构作品中的英雄本身也是和我们一样会
死的。
神话在大众文化中的发展是萎缩的：没有创世的神话，没有宇宙起源论，没有启示，没有“摩西十诫
”。
善与恶的二元斗争在其中激烈进行，但是没有拜火教中的善神玛兹达（Mazda）和恶神阿里曼
（Ahriman），基督教中的上帝和魔鬼。
命运和天意在其中仍然是存在的，但是它们是隐蔽的力量，而不是人格化的存在。
大众文化的矛盾——生命力和弱点——就在于它把宗教的过程在最世俗的过程中加以维系，把神话的
过程在最经验的过程中加以发展。
反过来说，就是把经验的和世俗的过程建立在现代宗教的总概念——个人的至福的基础上。
因此，尽管它在体制上的脆弱性，尽管它不能完成为实现地上的拯救的宗教，尽管它的讲究实际的现
实主义（而这对于它又是必要的），尽管它的可怜的和会消亡的基础，大众文化还是展开了20世纪的
关于个人的神话的画卷。
反过来说，尽管它是这个神话，它仍然是世俗的和人间的。
不能真正地结晶为关于私人生活的宗教的大众文化，也不能潜入超越私人生活范围的领域。
如同它不能建立宗教的体制，它也不能使自身建立在人世间的权力的基础上和拥有强制性的机构。
它不能拥有学校、政党、军队、国家。
它只能建立在市场、消费、情欲的基础上。
它没有旗帜，只有性感美人和明星的照片，如同它没有圣物和礼拜，只有明星的亲笔签名和观众的欢
呼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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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时代精神》：电影、明星、传媒、赛事、度假胜地⋯⋯这一切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大众的精神世界。
我们在这文化工业生产的世界中，到底是在吸着鸦片，还是创造着新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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