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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相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推进了西方近代教育普及运动的兴起。
这一场运动的结果是，到19世纪为止，欧美各国先后从普及教育的理念和初步实践，通过教育立法和
建立实施普及教育的学校，发展到全面实行普及义务教育；到了20世纪上半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
通过将普及义务教育转变成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确立了普及义务教育制度，通过不断延长义务教育
的年限，把义务教育扩大到中等教育阶段，形成相互连接的统一的普及义务教育体系，从而使普及义
务教育进一步得到完善。
据有关统计数据，“在整个现代，科学家的队伍以几何级数飞速壮大。
1800年，全世界的科学家为0.1万；1850年为1万；1900年为10万；1950年为100万；1970年为320万。
几乎每50年增长10倍”。
②这一组数据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这一时期教育的普及程度及发展状况。
 知识文化群体随着教育的平等化和极大普及而迅速扩大，知识阶层的产生不再仅仅局限于原来的宗教
教职人员和“上流”社会，而是开始向整个社会的各个层次、各行各业渗透。
这个日益庞大的拥有一定知识文化的人群中，只要能够产生足够数量的作家、艺术家，那么，“产业
型艺术生产”这样的“生产性劳动”就能够拥有充足的劳动力来源。
而充足的劳动力来源是这种生产得以维持的基本条件。
这些“生产性”的“精神劳动者”的工作性质，就是为社会大众提供精神消费品，他们专靠出售自己
的精神劳动的产品为生，他们将自己的创作成果提供给图书出版商，然后由他们复制、传播发行，以
满足精神消费市场的需求。
他们实际上是现代图书出版业、文化工业这一社会生产部类中从事具体劳动的工人。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谈到同～种劳动可以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劳动”，也可是以“非生产
劳动”时，特别使用“艺术生产”方面的例子来加以论证和说明，并非偶然。
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的精神生产这一社会生产的部类中，具体地说，就是现代的图书出版行业中，“
艺术生产”乃是其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作家、艺术家则是最基本的劳动力，而且随着精神生产这一
社会生产形式的发展，随着现代图书出版行业的壮大和繁荣，出版业资本家正在按照“艺术生产”这
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模式，充分汲取和发挥其特点和优势，不断地扩大着精神生产的领域和形式，从而
把越来越多的人变成像作家、艺术家这样的“精神生产”的劳动力。
事实上，在今天的西方，“作家”这个概念早已不限定在文学艺术的范围之中了。
编写畅销的儿童读物、历史读物、宗教书籍、教科书乃至于烹调书籍的，都叫“作家”，而这些形形
色色的书籍的制作、宣传、销售，与“艺术生产”也极为类似，有时候很难对它们作出截然的区分。
 此外，资本主义社会对文化教育的普及和由此导致的知识群体的扩大，不仅为精神生产部门的正常运
行保障了充足的劳动力来源，而且为精神产品的消费提供了充分的市场。
我们知道，文化艺术产品方面的市场需求的扩大，归根到底必须依赖于一定数量的拥有足够知识文化
水平、足够艺术文化素养的购买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普及不仅生产出了大量合格的精神生产劳动者、艺术生产劳动者，而且生产出
了足够数量的精神产品消费者、艺术产品消费者，从而在源头和终端两个方面保证了文化产业这一为
资本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机器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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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艺术生产的产业化转向:在的视野下》的全部论述，似乎可以用作者自己的一段话来概括：“围绕
着‘文化产业’的全部美学冲突，都可以归结为艺术作为‘自由的精神生产’本身的历史必然性和它
的实际上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的根源，则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普遍存在的资本
与劳动的冲突。
而这一冲突的根本解决，也就是艺术生产的解放，并不可能在艺术学或美学的内部获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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