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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的一项关于文学艺术审美取向与社会价值取向的大样本社会问卷系列调查是
本书的基础与前提。
收在这本书中的文字由以下三部分组成：1．关于价值取向与审美取向的实证研究报告。
2．系列调研的分区域专题研究。
3．同主题的研究论说。
我们这一代人对于社会调查的最初印记，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于我们而言，首先不是作为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而是作为一种工作方式
来感受的。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其实为中国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但目前已在国际上广泛应
用的社会学与传播学的实证研究，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作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普遍应用的研究
方式。
对于调查报告所必需的数理统计的规范要求，也没有实质性地运用在调查中或报告中。
我的全部实证研究的“起点”与“动机”，实际也是开始于一项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文化工作的普遍
调查任务中。
这一“起点”在首次大样本的问卷调研呈现了令我惊讶的结果与本质展示以后，探究并继续“方法论
”变革的工作，就在种种局限与突破中展开了。
由于必须遵守的规范，本书不是全部结果的呈现。
尽管这一实验并不完整，研究也并不充分，但它们至少呈现了一种生命过程中曾充满庄严责任与坚忍
激情的劳动。
当这劳动经岁月磨损沉淀下来的时候，那一条最初看不清楚的线条，越来越明亮地呈现出来。
我想，这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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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的一项关于文学艺术审美取向与社会价值取向的大样本社会问卷系列调查是
本书的基础与前提。
收在这本书中的文字由以下三部分组成：关于价值取向与审美取向的实证研究报告、系列调研的分区
域专题研究、同主题的研究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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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娅娅，女，1953年9月出生于北京。
1969年-1978年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知青”。
1978年入北京大学分校中文系学习，1983年毕业并留校任教至今。
现任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新闻传播系系主任。
获评“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待遇。

    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视听艺术、传播文化等当代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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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面的话第一章  目标与本质第二章  选择与路径第三章  记录与方法第四章  前提与实现第五章  姿态与
立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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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摇滚乐的发展前景，首选为“同任何流行潮一样”，将从“极盛”走向“平淡”，可“听其自然
”。
上述结果可提出：第一，这种“二战”以来，产生于美国继而风靡世界的艺术形式，对中国青年的感
染，首先是其艺术特色体现和呼应了“青春”的律动。
因而，尽管部队青年在价值选择方面与学生、三资企业职工不同，但因对摇滚艺术形式内蕴的共鸣而
与“学生”职业类别一起，成为摇滚乐的主要喜爱者。
这一结果，显然与传媒界定的“摇滚青年”职别有很大不同。
第二，“这世界变化快”即中国疾速的变革现实，在青年中引起剧烈的内心冲撞，困惑、怀疑、对抗
情绪在摇滚乐尤其是崔健摇滚乐中得到了共鸣、宣泄与释放。
因而，摇滚乐演出在“情绪释放”这个意义上不会引发激烈冲突，可放宽其演出。
但对青年中的“精神现实冲撞”则应引起各方关注。
简言之，中国都市青年摇滚热，不具有西方“垮掉一代”中摇滚热对社会的反叛行为，可因势利导。
第三，“追星族”的主要组成是在校的中学生。
我们将座谈采访中的结论和统计结果相对照，反映了青年追星族行为受青春期情绪、偶像需要、情感
抚慰、孤独排遣等特定时期心理特征的影响。
一方面体现了14—19岁青年心理的脆弱与敏感，另一方面，我们社会没有给这个年龄段的青年提供“
青春偶像”，“代沟”的存在和学校思想教育的成效局限，亦是“追星”的重要因素。
这给有关方面提供了一种映照与提醒。
3．“扶雅正俗”应和开辟群众文化市场与普遍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结合起来。
1993年年末以来，有关方面加强了对民族音乐、西方古典音乐即总括为严肃音乐的弘扬与扶持，对于
“扶雅正俗”起了重要作用。
但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了两个未引起重视的问题：第一，在五种音乐类别中，听众的喜爱因文化程度
和年龄的差别呈现明显分野。
严肃音乐喜爱者的文化程度明显高于通俗音乐。
文化程度由高到低排列为：古典音乐一民族音乐一通俗音乐一摇滚乐。
年龄排列为：古典音乐为各岁段较普遍喜爱的门类，摇滚乐、通俗音乐为35岁以下者所喜爱，民族音
乐和戏曲音乐为36—56岁以上者所喜爱。
这种结果反映了：1）严肃音乐的倡导必须与提高听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教育水平、文化素养联系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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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翻检与本书有关的资料，发现最早的记录是1988年，这时，才骤然意识到：这一场跋涉，从起步距今
已经20年过去。
与本书有关的人与事件，由于一个命定的背景，在2007年10月以后，一一走到眼前。
同时，那些曾带着庄重色调的质量认定，伴随所有延宕与封存、所有距离与隔膜，所有热判与冷误，
也已走进一己岁月的苍茫时分。
有一个场景总是清晰地展现在面前：那一大捧从潇潇雨中采集的野菊花，被放进红木条案上的一只景
泰蓝瓶中——种种不谐也许正由此而生。
所以，对这一路走来，以他们的社会责任、学术品格与文化视野，从“价值”与“审美”的双重意义
上指教与帮助我的师长们，我在心底一直怀有深切地感怀与谢忱。
葛明德先生——时任北京大学分校校长、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从我看到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卷卷首语作者葛老师名字，知道他曾为北京大学最年轻的副系主任，
到他始终坚持生物学科及学院整体应用方向改革，一直以为葛老师是一名优秀的理科学者；但在他仔
细阅读我的调研报告并逐项提问，在他进行关于样本取样与方差分析指导，在他将社会科学的实证研
究与应用方向的意义强力推进，特别在当时学院文科立项课题与应用方向科研方法及成果不被重视时
，葛老师排议力举，连续推荐参评当时相隔四年的第二届、第三届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
所幸均中。
此学术认定，使当时科研成果尚薄弱的北京联合大学，第一次由本校青年教师担任课题组长的社科成
果获得了北京市级政府奖，从而倡导和规划了应用方向的科研之路。
但对于我，更重要的作用还不在于此：在第二次调研项目之后，关于整体研究结构，关于方法论变革
的要素，关于由文艺作品的审美取向与社会价值取向，进而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反馈渠道的理论假
设与实现路径，葛老师都提出了指导性从而是关键性的意见。
我很惊讶他的丰厚学术积淀与“发现”性质的社会科学理论素养，感怀于他的眼光与决断，感动于他
浓烈的国家责任感，这从一个深刻意义上，照亮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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