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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众文化是当代全球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形式，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形式。
从上世纪初以来，人们就不断地对大众文化进行研究，先后有列维斯主义、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
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论、后殖民主义的文化理论、东方主义与女权主义的文化
理论等等。
在这些文化理论中也包含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展开了对
当代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的批评。
当然，由于对许多有关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现在我们缺乏清楚的理解，例如哪些人属于后现代主
义的马克思主义？
哪些人是真正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判当代的大众文化的？
他们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究竟有何区别？
诸如此类的问题目前都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要写一本有关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实际上很难。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究竟向着什么方向发展？
这个问题是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从目前的研究资料看，除了一些学者的介绍外，我们也很难见到有比较丰富的资料。
一些国外的学者虽然年轻时曾一度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后，纷纷脱离马克思主义
而转向其他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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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何理解大众文化？
可谓众说纷纭。
其中，否定大众文化、把大众文化作为批判对象的占居多数。
从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主义到哈贝马斯的文化批判，中间经历了利维斯主义强调文化是一种休闲活动，
倡导文化精英主义；经过了威廉斯的“大写的”和“小写的”文化之区分，似乎使大众文化得到了认
可。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则把大众文化看作政治操纵的工具，把大众文化仅仅看作文化衰败的标志。
不仅是法兰克福学派，其他的研究者们也多持同样态度。
而我们在本书中则试图对大众文化研究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价值判断。
    本书研究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大众文化批判问题，涉及现代传媒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功能与本
质、大众文化时代的知识分子，以及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
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现代国家和社会如何自我正当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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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化、大众文化与文化研究　　　　三　当代文化研究的兴起　　　　（四）后现
代主义的大众文化研究　　　　使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发生变化的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论。
其中，詹明信这位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色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极有代表性地把大众文化、后现代
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历史阶段——晚期资本主义相联系，把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看作是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必然结果。
　　　　詹明信认为，社会发展是与文化范式的变革相对应的。
他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与此相对应
的文化范式则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范式中，过去拥有的经验普遍失效，文化上发生了根本的断裂，大众文化艺术形
成了新的文集话语，诸如拼贴的艺术品、耦合音乐、无声音乐、以性与暴力为主题、单纯追求卖座率
的电影、法国的新小说等等，简直是一个后现代观念的试验场。
在对待这些文化范式时，我们需要形成新的评价标准，需要我们放弃原先高雅文化的标准。
在后现代主义流行时期，“各种形式的后现代主义都无法避免受到这五花八门的‘文化工业’所诱感
、所统摄。
在如此这般的一幅后现代‘堕落’风情画里，举止便是下流拙劣次质（包装着价廉物亦美的诗情画意
），矫揉造作成为文化的特征”。
大众文化是后现代主义流行时期的主导性文化逻辑，第一，后现代文化给人一种深度的全新感觉；第
二，给人一种日趋浅薄微弱的历史感；第三，这种文化是一种崭新的“精神分裂症”的艺术形式；第
四，这是一种高强度的情感方式；第五，这是一种新的时空表现方式；第六，这是一种跨国资本主义
的经营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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