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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大众文化的崛起与新中产阶层的形成与诉求和欲望想像，以及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文化观念
的变迁、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的产业化，甚至与多元文化竞争格局中引发的文化领导权问题作了剖析
，并结合全球化语境中世界文化格局重组的大背景，对当前重要的世界文化思潮和文化价值论以及当
前执政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等诸多问题有所论及。
    事实上，大众文化的流行已表明它在大众日常生活中占据了主导性地位，它借助于市场的力量已经
渗透到大众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如若无视它的事实存在，就会使主流话语在大众层面陷入孤立、僵化
以至空白，甚至处于“失语”进而失效的自说自话状态，最终使大众再也听不懂或不再理会主流话语
的声音。
    “文化研究”实践表明，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一词，重心既不在美学策略，也不在简单的人文价
值评判，而落在政治经济学分析上，这种倾向已显现在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中。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尽管我们选择以中产阶层为消费主体的大众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但不表明我们
对其趣味的认同，更不是担当辩护人，而是坚持一种批判立场和清醒的理性意识。
既要看到它为形成文化研究的中国学派积累资料和本土文化经验的理论价值；亦要看到它在面对强势
文化侵蚀和挑战，大力发展民族特色大众文化，使其在文化相互激荡竞争、文化贸易逆差严峻的境遇
下，提升文化竞争力的现实意义。
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党的文化执政能力，更有利于在国际舞台上建构刚健清新勇于担当大国责任的“中
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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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权重构　四、以文化的方式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第六章  中国大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一、大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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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化的凸显与世界文化思潮　　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越来越受瞩目，文化的作用不仅被
提到国家综合实力的战略高度，还被普遍界定为人类发展的关键词。
以文化为中心的各种思潮如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文化价值论等，在一定意义上，都构成了文化
研究全球旅行的语境。
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下，“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融人世界”的诉求在某种程度上正成为现实。
文化的相互激荡在此语境下愈加剧烈，任何一个简单问题都可能受到世界文化思潮的影响，如何保有
一种全球视野自然成为文化研究挥之不去的底色。
　　一、全球化作为当下的一种境遇　　不管是欢呼还是诅咒全球化，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全球化
就在人们身边，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网络电子和消费社会显现得尤为突出。
就思维而言，全球化已成为当下时代的知识语境，可以不无夸张地说，不仅全球化是当下生存的语境
，甚至反全球化也已颇具讽刺意味地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
　　虽然全球化最早可溯及15世纪，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早期，全球化这一概念才得以广泛应用。
在中国，它真正为人们理解可能还要晚些。
从文化视角看，全球化话语打破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线性划分方式，使世界以空间的方式显现，
从而更清晰地揭示了欧洲中心主义内部的矛盾，以及现代性的复数形式。
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中心主义的终结。
“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正是美国的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而实际上充当了向全世界
输出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践的借口。
甚至多元文化主义也以与此相一致的方式遏制了文化上的差异。
”这正是令人担忧、恐惧和批判的，“当我们谈论全球化不断扩展的权力和影响时，我们实际上想到
的是美国的权力和影响。
当我们谈到民族、国家的削弱时，我们实际上想的是其他民族、国家的削弱，很可能他们的削弱是因
为美国的权力，或者因赞成——合作或有意服从——而削弱，或者因各种残酷的力量和压力而削弱。
”面临危险的不仅是民族尊严和民族自豪感，还有民族的生活方式及其文化形式，“这些文化形式似
乎正被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电视演出、服装、音乐、电影等等——逐出并取而代之。
对我们许多人而言，这是界定全球化的真正核心：世界文化的标准化；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
莱坞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一切其他东西。
”美国凭借强势文化正在全球开展文化渗透，试图从思想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由于美国控制
着文化输出权和世界文化市场的制高点，它把自身的文化作为普遍的价值标准，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
外输出，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被迫接受的份。
随着国际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美国凭借对信息技术和信息的垄断，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发展中国家进行
文化侵蚀，美国文化以更强的渗透性逐渐蚕食着当地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进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
式、消费方式、生产方式。
詹姆逊认为，美国向全球扩张的是一种商业性的“消费文化”，它事实上是一种特殊的日常生活方式
，是社会组织结构的一部分，它会侵蚀既定的社会群体，“正是在全球化对特殊意义上的文化的否定
和破坏的后果当中——如民族文学被国际或美国的畅销书取代，民族电影工业及其典型的风格被好莱
坞摧毁等——人们才能首先明显地看到更深层的、更难以捉摸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问题的关键是“日常生活”难以再现和保护。
美国的大众文化已构成全球战略（全球经济、政治权力）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正因如此，在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使尽浑身解数胁迫别国减少对本国传媒产品的补
贴，降低传媒产品的进口关税。
无论是对内松绑还是对外保驾护航，美国政府都旨在确保霸主地位，确保其跨国公司赢得全球市场的
主动权。
美国传媒通过传播消费文化的意识形态、幸福主义基调的大众文化或自由市场社会模式，裹挟着全球
化思潮在“日常生活”领域建构了强大的文化霸权——这一过程也受到文化输入国的大众传媒与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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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迎合，甚至营造出相互借势的语境，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消费至上的观念。
全球化凸显并加剧了全球性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危机，使文化越来越不可避免地呈现杂交性特征，
各种文化的激荡使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成为世界文化的底色。
自然，任何一种纯粹、本真、绝对、静止的民族文化认同或族性诉求都不可能。
“想像一种‘恒定’的‘我们的文化’实际上模糊了文化的变化的本质，抗拒外来文化的实质不过是
抗拒变迁而已。
”主流文化要引领文化的发展方向，就不能刻舟求剑而要与时俱进，切合时代语境的变化，创新文化
发展理念和表现形态。
一味地强调全球化的同质化方面必然忽视全球化同时也是一个异质化的过程。
所谓全球化语境，一方面是说全球同质化的趋向在加强；一方面是地方化（本土化）异质性趋向在崛
起抗争，甚至后一层面在全球化语境中越发重要，以致它本身就成为全球化的潜在规约。
　　全球化作为当前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正深刻地改变着社会进步的方式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会通过某方面如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等显现出来，严格意义上讲，全
球化是一个复数概念。
全球化充满了不确定性，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机遇和风险也不一样。
关键是人们如何认识和理解它。
多元文化的交流、渗透和互动，构成了全球文化交流的网络，网络化文化现实使得所谓“全球文化”
成为复数。
其实“全球文化”这种提法本身值得商榷，说“文化的全球化/全球性”尚可言之有物，我们很难说存
在一个独立于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某种“全球文化”。
只是说随着全球交往的频繁，一些关于人类共同利益的普世价值，如人道主义、环境保护、可持续发
展等，愈来愈为全世界人民所接受和认同，这是文化全球化进程不可避免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存在一种纯粹单一的同质性的全球文化。
事实上，存在的是对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多种视角、观点而已。
因而，尽管全球化时代存在文化同质化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个统一、同质的
全球文化。
全球文化是否存在？
依据民族国家大量书面记载的文化特征，回答是否定的”。
安东尼·斯密斯讲得更加激烈，“‘全球文化’的观点实际上行不通，除非在星际空间条件下。
”更有学者断言，即使太空文明时代，各民族文化仍面临在竞争中提升和引领时代发展的问题。
文化全球化的动力（显示展开）可视为发达国家文化霸权的殖民扩张与发展中国家文化主权的守护二
者之间的张力，扩张/反扩张、渗透/反渗透之间的对立冲突成为文化全球化的动力源之一，这种文化
现象当然不是孤立的，而是伴随全球化的其他层面展开。
全球化进程推动各种文化行为体之间增长着的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同时也创造着和强化着文化的差
异性和个性，增强着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认同感。
其实，与西方霸权国家主导世界发展趋向同时出现的是非西方国家对反文化霸权趋向的认同。
正如亨廷顿洞察到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了，但并没有西方化。
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经认识到文化主权在全球竞争中的重要性。
文化主权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凸显，是发展中国家对国家主权独立性、完整性的一种自觉，是对某些西
方发达国家文化霸权战略的某种应对，也是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后的文化自觉。
从文化视角看，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交融，人们可以在市场上体验和消费不
同类型的文化产品，获得不同的文化享受。
但另一方面，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对某强势文化的消费有可能对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身份认同产生冲击
。
因此，人们在强调全球意义的同时，地方/地域的概念又获得了切近的生命力。
一定意义上，全球化增强了人们对现代性的认同空间，但没有也不可能取代传统的地方性认同空间，
而是凸显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全球地域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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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值得区分的关键是：民族国家认同与全球认1司并不具有同构性，也就是它们不是同一层面上的
问题，其次决不能把建立在多兀化基础上的全球认同混同于以美国为主的文化霸权的全球蔓延。
全球认同是全球范围内各民族人民追求贸易效率和幸福指数最大化，应对资源环境人口等一系列全球
性危机而逐步形成的一系列法规、惯例和共识，旨在维护和实现超越各民族自身利益而又为它们一致
认可的全球利益和人类公理，这当然带有一定的理想性。
民族认同是全球认同的基础，民族认同所形成的价值和秩序是全球认同的必要条件。
究其实质，全球认同不是以淡化甚至消灭民族国家认同为前提，相反，它是沿着民族国家认同的积极
思路而又跨越其范围、层次和目标的互补性认同。
它本身就暗含了各民族的动机和利益。
只有全球化的某种主张与各民族国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利益追求吻合时，全球认同才出现，它建立在
各民族文化之间理解、沟通、尊重和交流的基础上。
当下美国文化霸权主义已成为其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商业战略和新殖民主义手段，不断地
解构碾压着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以商业娱乐文化弱化、矮化甚至奴化该民族的人民，使之成为
不知从何而来、没有精神家园，不会讲自己民族的故事、在文化上“流离失所”的人群，甚至于理解
自己民族的历史还要借助他者文化。
因而，面对强势文化的侵蚀，各民族文化纷纷抗争，加大了政府对民族文化发展支持的力度，可以说
伴随全球认同的增强，各民族文化的认同并没有削弱。
在一种复杂的境遇中二者都得到了强化，“由于全球认同所体现的是各个平等的民族、国家的共同愿
望和利益而不具有任何褊狭自私的霸权性质，因此它实质上成为民族国家文化的合理延伸；由于优秀
的民族国家文化大多数都表达着和谐、关爱、宽容甚至‘大同’的价值观，因而它内在地成为全球认
同构建的哲学基础和文化前提。
”　　大多数学者期望：全球文化的融合并非是各民族文化走向同质化、西方化或者美国化。
不同于多数学者对霸权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汤林森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虚妄的，他在《全球化与
文化》中强调思考文化帝国主义的方式应由地理范畴（本土与异域）转为历史范畴（传统与现代），
以全球的、历史的眼光观察民族国家中的文化帝国主义问题。
这一立场因其否认文化的差异性、民族性，单方面强调同一性、全球性，从而忽略文化帝国主义的支
配、制约、霸权等问题，将资本主义全球化做了普适性理解，此观点明显带有为文化帝国主义辩护和
坚持西方中心论立场。
而费瑟斯通基于后现代立场提出了超越性的“第三种文化”概念，一个本身异质多元的概念，旨在为
我们提供一个理解变动不居的文化概念的参考框架。
他认为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分裂不仅仅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有可能在超越国家一社会这个经典社会学单
位划分的层面上发展，如“后现代主义既是一种征兆，也是一种强大的文化概念，它摆脱了全球文化
的概念化，不是依据同质化过程，而是一句流行话语和当地话语的差异、多样性、丰富性、规则、对
抗和驳回体系和秩序的实践活动”，它要求摆脱一切象征性统治集团的控制，跨越民族国家的限制，
强调在单个地方上包含各种差异的全球概念。
这样一来全球文化随之呈现出诸如族裔、技术、金融、媒体与意识形态的多重景观，与这种全球化概
念一同而来的是对其他非西方文明的重视。
他认为“第三种文化”是一切不同文化流通的渠道，不能只被理解为民族国家之间双边关系交往的产
物。
“那种认为全球文化就一定意味着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主权的观点是误导，在某种目的论的进化论或者
其他主导逻辑的推动下，这些国家必将专注于更大的单位，并最终全神贯注于一个产生文化同质和文
化融合的世界状况。
那种认为第三种文化体现了一种强调同质化的逻辑也是误导。
”如何理解这种超越民族文化的“第三种文化”，也许“世界主义”会给我们以启示：　　在全球传
媒的引导和形塑下，一种“世界主义”的观念开始流行。
其有效运作途径是“日常生活”，它假借文化的审美的物化的特质，打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旗帜
全面渗透，伴随全球化进程把原先泾渭分明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混为一体，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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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高科技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把世界各地的人结成联合阵线，“演员、音乐家、巴
西的印第安土著、康复音乐的倡导者、环保组织、传媒产业以及购买唱片以反对破坏亚马逊雨林的运
动的年轻消费者们组成了奇特的联合阵线。
由于购买同样的商品，穿着同样的T恤衫，听同样的CD碟，在网上浏览同样的网页，买同一个偶像明
星的录像带等等，人们更经常地把自己视为这些反抗组织的成员或支持者。
”仔细洞察不难发现，所谓“世界主义”主要基于消费认同，消费起着一种操控作用，或者说是消费
文化的全球流动，他并没有显示出某种更切实的统一的文化倾向。
“将世界主义视为一种文化倾向，包含着由理智的思索与审美立场相结合而产生的态度，对其他民族
、其他地域以及不同的文化体验，尤其是对来自不同民族的文化体验的开放态度。
”也许经过引导，这种不排斥地方性的“世界主义”可能对整个世界文化转型发生影响，而这种转型
已然改变了民族国家内部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进行历史定位的语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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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欲望修辞与文化守夜：全球化视域中的中国大众文化研究》通过对多维视野中的中国大众文化
生成、大众文化奇观的理论剖析，洞察了大众文化运作的市场机制和程配方，指出了大众文化的技术
性本质和对当前多元文化格局建构的重要作用，及其微观政治学的诉求，以及它何以担当了新崛起阶
层的巨型想像的欲望修辞学和文化守夜人。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欲望修辞与文化守夜>>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