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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媒介文化的勃兴已是不争的事实。
当今社会，没有谁能游离、摆脱媒介文化的纠缠与钳制。
电视、广播、报纸、网络、手机、数码摄像机等形形色色的媒介，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构建着我
们的意识形态，影响着我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
在人类历史上，媒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主宰着社会机能、左右着人们的视听。
它像一双巨大的看不见的手，时时拨弄着、控制着人们精神与物质上的一切活动，并已成为新的社会
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光怪陆离的媒介文化景观，人们在喟叹其丰富多彩之余，难免对其文化品位深感不安。
虽然娱乐是媒介文化的一大优势，但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搞笑和思索到底孰轻孰重？
面对媚俗和嬉闹，还要不要审美和健康的文化理念？
在选秀海报、粉丝艳照和黄河落日、红梅傲雪之间，媒体应作怎样的取舍？
所有这些，谁能给我们以理性的阐释和学术的引领？
社会在期待、媒体在期待、民众也在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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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媒介文化是当今世界最值得关注的文化景观之一。
《媒介文化的阐释与批判》把媒介文化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并将其视为“问题域”，采用文化分析以
及媒介变革的双重研究视角，从多层面对媒介文化进行了阐释与批判，意在匣清媒介文化最基本的存
在状态与质的规定性，并对媒介文化内在的价值困境及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良性发展给予审视与前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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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传播垄断　　传播内容的商品化、受众的商品化、传播劳动的商品化，这一系列和一整套的商
品化必然带来传播业的竞争与垄断。
默多克早在1982年就曾提出，在当前的传媒产业中有两个趋向激烈的边疆运动：集中化与集团化。
所谓集中化，指越来越多的传媒落入到越来越少的大型传媒企业手中；集团化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并购运动加速的产物。
如近年加速发展的“时代华纳”、“美国在线”、“维亚康姆”、“贝塔斯曼”等。
在这种情况下，由谁来控制传媒产业是颇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些政治经济学者也曾建议，要从两个层面上来看传媒控制：一是资源分配控制、建构整体政策及策
略、决定未来扩展方向、制订金融借贷计划、调控利润分配；二是经营控制，在具体操作层面控制，
决定如何有效地运用并分配好资源。
①对此问题，批判政治经济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较多地强调结构的控制而不是人的控制。
对他们来说，谁是经济所有者和控制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经济架构中的位置和这一位置所承
受的各种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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