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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已然明白无误地加以全球化了的媒体文化的框架前提下，“关键视像”（Key Visuals），作为产生
了影响深远的身份定义和区别，并且处于持续推移和重组中的统治性和反抗性话语规定的意义流出体
，已成为各种媒体社会学和媒体文化学课题探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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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大事往往聚焦于这样一种“对文明危机的认识，即社会面临着迫近的核战
争、核事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世界性危机，这种认识作为我们社会的基础是极其重要
的”，而大众媒体也广泛传达着这种认识。
“全球危机引发了一场涉及疆界、规则、责任、我们与他者的身份认同，以及有关行动范围与优先权
的重构与解构的超级权力游戏⋯⋯这是一场界定谁有罪谁无罪，谁兴盛谁衰落，是动用武力还是遵循
人权原则，应用战争逻辑还是协商逻辑的游戏”。
据此，我们可以清楚掌握的正是这些表现／再现形式，并将其应用到我们基于实践的聚焦于电视与互
联网中的关键视像的研究之中。
在跨文化比较中，模拟并解码这些关键视像不但有助于将关键视像典型化，还可以对霸权生成与巩固
的运作进行区别性莺构。
　　（3）在最近的，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的理论结构中，根据葛兰西的观点，霸权就是“一个社会之
中一种特殊的文化观点或意识形态占支配地位。
它不是靠强力来支配和管辖，而是靠被这个‘文明社会’的知识分子所说服的社会成员所达成的‘协
议’。
”后殖民文化学者普遍赞同这个定义。
萨义德（Said）在其著名的研究之中（1978）分析了东方霸权的表现。
在他的研究之中，霸权的定义不同于我们日常的用法，它代表了“无法消失的分歧之和谐共存”。
文化与文学理论学者霍米?芭芭（Homi K．Bhabha）也赞同此观点，他强调指出了在霸权性集结中存
在的分歧、过程特征以及动态变化。
“⋯⋯霸权的任务就是自身重复与分化的过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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