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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媒与文化研究丛书：消费时代与中国传媒文化的嬗变》按照文化研究的理路，以消费社会、
文化霸权为理论基础，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语境出发，聚焦中国传媒文化在消费时代的嬗变，把传
媒文化作为多种意识形态的对话、斗争、互动的过程，采用理论阐释、历史透视、案例研究相结合的
方法，进行理论探索与历史描述相结合的系统论述，富有学术创新意义。
首先，研究思路创新，把理论分析、历史梳理、案例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力求把理论逻辑、历史逻辑
、案例经验融为一体，从而深入、系统、具体地探讨消费时代中国传媒文化的嬗变及其影响。
其次，对课题所涉及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价值嬗变及其影响，作了富有学理深
度而又简明扼要的分析阐述，提出了作者独到的创新见解，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历史走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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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天策，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介批评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副会长。
曾先后在电子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任教。
2008年先后入选广东省“千百十人才工程”省级培养对象、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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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主持国家、教育部、广东省社科基金项目、广东省高层次人才项目、广东省高校重大攻关项目及
横向课题10余项，发表论文170余篇，出版《传播学导论》《新闻传播学论稿》《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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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奖、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中国传媒大会“2001-2010中国传媒思想人物”等奖励。
2005至2011年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期间，作为学科带头
人先后领衔申报成功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广东省重点学科、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育部首批特色专业、广东省文科研究生创新培养基地等，在学科平台建设方
面做出多项突破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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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体彩绘源自西方的绘画实践。
20世纪70年代，西方有人在人体上直接作画，绘制出绚丽多彩的图案或奇异的“服装”，从而成为一
种既新奇又惊异的艺术表现形式，当时称作绘身画。
绘身画就是把人裸露的肌肤当画布，用油彩在人皮肤上直接进行创作。
绘身画结合人体的自然美感形成一种具有特殊视觉效果的艺术表现形式。
它不同于平面的绘画，具有运动多变的造型，同时又展示了人类自身的形体美。
在文化精神上，绘身画的出现意味着向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发起挑衅，充满了叛逆性，试图在观念上
努力消除人与艺术及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让人们参与到艺术创作中来。
因此，它一出现就在西方社会作为一种新的时尚迅速流行开来，时至今日仍很盛行。
①　　然而，人体彩绘在国内的流行，是以商业秀的形式在公共场所粉墨登场的，可以说一开始就是
商业炒作的结果。
无论是作为商家各种庆典、展览等仪式的一个表演项目，还是专门举行的人体彩绘秀，抑或用作广告
的发布形式，人体彩绘都是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引起传媒的关注和报道，使其成为一种商业上的
热点与卖点。
正如有评论所分析的那样：“当下国内各种人体彩绘的表现，模特有的全裸和有的半裸，彩绘则有的
画莲花，有的画牡丹，有的画各种鬼画符，还有的是画一件胸罩或一件衣服。
当它们出现在公众场合时，即所谓的大庭广众之下，画什么就显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暴露的人体
所产生的刺激效应，吸引公众的注意。
而人体彩绘通常都带有表演的性质，时尚的说法是‘表演秀’，或扭捏作态，或腰肢招展，或哗众取
宠，仍然是以人体作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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