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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我国高校的文科建设中是一门新兴学科，涉及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广泛的文
化经济领域，是文化学和经济学研究中一个充满生机而又富有个性的领域。
这是一项全新的艰巨的研究工作，出色地完成这一工作，需要有许多理论上的创新，还要作许多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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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人类一切为生存和发展而发生的经济行为都具有文化的意义和意味，它们也就都是文化行为
。
文化在经济中的存在，不仅存在于人的行为过程中，而且存在于人以劳动将自己对象化了的物质财富
之中。
因此，在这一文明进程中所形成的经济结构，都是人类文化生长的物质表现形态——物质文明，这种
文明形态的每一次提升，都是当代意义上的文化形态每一次提升的结果。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揭示的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
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所要回答的正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
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而以精神生产为主要特征的人类文化行为——精神的行为，则是在这
同一生长过程中文明表现的另一种形态——精神文明。
这一文明形态的符号系统和意义系统，全面展示了人在进行物质文明创造过程中的思想、意识、感情
及精神世界体系。
正是这种浸透于物质对象之中，又通过物质对象的存在形式的深刻变动而表现出来的意义世界和形态
系统的存在，把人与动物世界本质地区别开来了。
这就决定了人类社会在生长过程中，文化和经济的演进的同步性，文化结构与经济结构在质的规定性
上呈现出一种力的同构关系：农耕文化与自然经济相适应，工业文化只能是以蒸汽机革命为代表的大
工业经济的产物。
而每一次经济结构的革命性变动，必然伴随着一次巨大的文化革命。
同样，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又必然给经济结构的革命以历史趋势的指引。
这种力的同构关系，决定了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性，即一定的经济结构必然有存在其中或
建立其上的文化结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一定的文化结构又必然地以其特殊的形态——知识
和心理结构，以及由这两者构成的全部意义系统——生动地表现经济结构全部的丰富性，并随着经济
结构的运动变化而发生与之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辩证运动。
经济结构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结果。
这是文化与经济的发展的全部历史动力学依据。
正是由于这种同构互动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力学运动，才使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日益生长出大文化因
子——一种关于存在意义的心理学指向，不断地向文化领域全方位地交叉拓展，致使大经济现象中的
文化含量日益突出，在大经济的层面上形成广泛的经济的文化现象，①一切以人为本，文化附加值构
成了一般商品重要的价值成分，不仅形成了文化化的商品产业群，而且出现了诸如技术美学和人类工
程学这样关于技术人文的科学研究系统和学科群；才使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日益生长出大经济因子——
一种关于价值的经济学指向，不断地向经济领域全方位地交叉生长，致使大文化现象中的经济含量日
益突出，在大文化的层次上形成了广泛的文化的经济现象，“买椟还珠”，精神消费的需求实现了对
于物质消费需求的本体性超越，使得一切关于知识和美的精神文化创造获得了财产和财富的价值认同
，以文化的经济价值为追求目标的产业——文化产业应运而生，从而在全新的意义和层面上形成了文
化与经济的一体化。
这是文化与经济的历史学，是文化与经济在历史的运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关系和基本规律。
　　　　　　书摘1　　三、现代文化生产的特征　　现代文化生产的发展，与其他生产行为相比较
，呈现许多新的特征。
这些特征不仅使它与其他生产行为相区别，而且还使它与传统文化生产行为相区别。
研究这些特征，对于进一步把握文化生产的本质，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思考文化发展战略，完善文
化市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较高的知识、技术和智能的综合性。
　　现代文化生产，本质上是知识的转移和智力的开发，是较高水平的智力运动。
无论是艺术表演、激光唱片的生产，还是影视制作、图书出版，没有知识、技术和智能的综合效应就
没有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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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综合性越强，文化的社会有效性就越明显。
许多文化产品往往是不同行业、不同学科的劳动者利用各自的劳动技能工具、设备和文化材料，通过
跨学科、跨领域的协作联系，才能达到有效的发明和创造。
当前许多科学技术门类越分越细，而现代文化生产各学科与部门间的综合性联系却越来越紧密。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地渗透人文化和艺术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手段，文化产品的文化与科技的界限正
在日益淡化，有不少文化产品如音像制品，既是文化产品。
又是现代高科技的产物。
多学科交叉、边缘学科和新兴学科不断形成的相互渗透状况的不断涌现。
使得文化的生产和传递日益综合化。
　　2．高度的创造性和探索性。
　　文化生产是一种高度的创造性和探索性的生产。
文化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而是为了
满足人们和社会的精神需要和发展需要。
无论是有形的生产还是无形的生产，现代文化生产的目的，都是为了通过自己的成果，满足人们和社
会发展所提出来的多种文化消费层次的需要。
其中既包括休闲时的审美娱乐，也包括对人生和宇宙的深刻思索。
它要靠文化生产者发挥最大限度的创造性思维和丰富的想象力，在前人已有的探索、创造和发现的基
础上，作出自己的回答，把人类关于这一系列问题的探寻和研究推向更深广的空间领域，并以此促进
文明的承传和积累。
特别是关于人类和社会发展的一些带根本性的文化命题的提出和回答，对于创作新作品、拓展新学科
都具有根本性的突破作用。
从这个意义讲，现代文化生产不论是哪一种形式，本质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创造性和探索性的劳动。
　　3．文化和知识的再生产性。
　　现代文化生产是人们发明、创造和转化各种文化和知识的运动过程，它通过文化和知识流的运动
和反馈，使社会原有的文化和知识结构处在不断的积累、创造的运动中。
特别是社会文化人格的整体塑造和文化决策，就是原有的文化和知识经过脑力和智力劳动的加工综合
，运用现代生产手段产生巨大智慧效益的过程。
因此，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行为，文化生产也创造价值，它所从事的是知识和文化的扩大再生产。
与一般的物质再生产相比，现代文化生产的投人和　　产出主要是人类的智力和精神的成果，它的扩
大再生产使整个社会接受和消费文化的能力不断扩大，文化的传播更加广泛，使人的智力不断提高。
一般劳动力的再生产时间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成正比，与劳动时间成反比，而文化劳动力的再生
产时间与知识接受能力成反比，与文化生产劳动时间成正比，即从事文化加工、处理和反馈的劳动时
间越多，文化生产能力越强。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超越社会生产力的一般发展水平。
这就是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的一般发展的不平衡规律。
因此，一定时期内，文化和知识的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如何。
不仅一般地反映了一定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文化力是构成现代生产力的重要因素)，而且特别地
反映出一定社会所达到的文明程度。
现代文化生产之所以区别于传统的文化生产，就在于它的整个生产都是文化和知识的扩大再生产，而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的再生产。
特别是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文化生产力中的文化劳动力再生产已经快速而有效地成为内涵型扩大
再生产(劳动力的质量的提高)。
现代社会的日新月异，也使得文化生产者的智力不断扩张，文化生产手段不断现代化，接受知识和文
化的容量不断膨胀。
这种再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已经越过了一般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
　　4．过程和结果的双重存在性。
　　一般来说，进人流通领域可供交换的商品，都具有离开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独立存在的形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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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行为和过程并不作为商品而进行交换。
但是，在文化生产中，“甚至当这种生产纯粹是为交换而进行，因而纯粹生产商品的时候，也可能有
两种情况：(1)生产的结果是商品，是使用价值，它们具有离开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独立的形式。
因而能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并能在这段时间内作为可以出卖的商品而流通，如书、
画以及一切脱离艺术家的艺术活动而单独存在的艺术品⋯⋯(2)产品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如一切表演
艺术家、演说家、演员、教员、医生、教师等等的情况”①。
“一个歌唱家为我提供的服务，满足了我的审美需要；但是，我所享受的，只是同歌唱家本身分不开
的活动，他的劳动即歌唱一停止，我的享受也就结束；我所享受的是活动本身”②，因而我们所用的
交换的文化消费行为也结束。
虽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使现代文化生产采用录像和录音复制的方式，将艺术家们的表演和歌唱
所提供的服务与艺术家、文化人_奉身分离开来，但是，人们之所以仍愿意现场聆听帕瓦罗蒂的歌唱
，现场日睹杨丽萍的优美舞姿，就因为现代文化消费作为传统文化消费的一种延展，文化消费者的文
化参与和审美投入依然是满足最佳文化消费的承要途径。
在这种过程中，消费者所获得的是他在录像或录音等一切先进的音像视盘制晶所无法带来的满足。
正如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戏剧系教授、全美戏剧教育学会副会长布罗凯特所说：“戏剧冲动是人类的天
性，无法根除。
戏剧不一定永远受欢迎，戏剧所供给的娱乐有时会被别种活动取代，但是戏剧将永远以各种形式面目
出现，永远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
”①因此，无论是作为生产方式还是交换方式，文化生产的过程和结果同时并存，都将作为它的独特
性而展现生产行为的特殊品质。
　　第三节现代文化生产的双重运动　　现代文化生产是一种特殊的人类劳动行为。
它以脑力劳动为支柱，以创造性生产为核心，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以高科技产品为物质外壳。
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它都兼有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生产，它受制于这两个不同领域的运动规律的作用，兼有这两种规律的双重性，
并由此构成它全部的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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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面向2l世纪文化管理系列教材》是为适应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对该领
域高级经营管理专门人才培养的迫切需要编写的，也是我国高校编写的第一种关于文化管理的系列教
材。
　　、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110)和进一步融入现代世界体系，在更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
化的同时，也受到来自全球化的巨大挑战。
国际服务贸易领域市场准入原则在中国的实行，以及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使得中国的文化产业和文
化市场面临着来自世界文化市场竞争空前巨大的压力。
国内文化市场历史性地成为国际文化市场。
它不仅意味着中国在文化领域里的“游戏规则”将发生许多重大变化，而且同时也要求在这一领域里
的经营者和管理者的知识结构和队伍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和重组。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严重忽视了对文化经济、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从而使得“入
世”后在这方面的压力变得比其他任何领域里的压力都要大。
因此，大规模地培养这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也就历史性地提到了“入世”后的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化管
理者的面前。
然而，迄今为止，能满足这种迫切需求的专门性教材还相当缺乏，原有的高校文科教材已不能适应这
种需要，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迅速发展所形成的对文化经营管理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需求，呼
唤着这样的系列教材早日问世。
《面向21世纪文化管理系列教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织编写的。
　　文化艺术管理是一门跨学科、宽领域的新兴交叉学科，也是一门新的文科专业。
上海交通大学是经原国家教委批准于1993年率先在国内创办这一专业的高校。
在课程设置和学科体系国内尚无先例可资借鉴和参考的情况下，上海交大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文化的实际需要出发，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同类专业课程设置和学科体系的文明成果，探索性地建立
了以文化经济学、文化市场营销学、文化管理学、文化行政学、文化政策学等为主干和特色的课程体
系，　　并为国内多所高校同类专业所采用。
《面向21世纪文化管理系列教材》就是以这个基本构架为基础，吸收了国内有关高校的课程设置的新
鲜内容，根据发展了的实际需要而设计的。
　　这套教材的撰写工作得到了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共浙江省委党校、上
海交通大学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和专家的支持。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司长刘玉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张晓明、章建刚研究员、上海
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花建研究员、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文史部陈立旭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院长胡近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文化管理系黄飚副教授、李康化博士等，参加了这套教材的研
究和撰写。
　　上海交通大学将这套系列教材的研究和建设，列入了校“985”重点建设项目。
　　在这套教材中有的是国家“九五”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成果(刘玉珠、柳士发《文化市场学》)，有
的是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项目成果(胡惠林《现代文化产业理论与政策》)，有的是作者多年潜
心研究的成果，也有的是在讲义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因此，在体例和风格　　上也就呈现出多样性
。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经济学>>

编辑推荐

　　“文化经济学”在我国高校的文科建设中是一门新兴学科，涉及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
电视等广泛的文化经济领域，是文化学和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充满生机而又富有个性的领域。
本书对文化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简明的论述，是一部优秀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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