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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总序　　经过几年的努力，“文化艺术教育丛书”终于可以付梓了。
这是人文学院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20世纪下叶，我国对全民实行文化教育、素质教育的要求已由呼声转为具体的实施阶段，提高全
民族的文化素质已经成为知识界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
民族文化素质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重要标志，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提高整个民族的文
化素质。
因而，社会上许多学历不高的人员急需通过多种渠道，以提高自己的学历层次，增强自己的理论修养
和实际的应用能力，尤其是覆盖面较广的文化系统和教育系统。
　　为此，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省内最早设置了高中起点的文化艺术教育专
科函授专业，以适应文化系统干部和小学教师接受再教育的需要。
经过几年探索、培养，已有四届学生毕业，他们学以致用，深受社会好评。
为了更好地总结办学经验，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人文学院专门成立了研究小组，对该专业的课程设
置、教材建设、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修订了文化艺术教育专
业的课程体系，并决定编写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艺术教育丛书”，既为文化艺术教育专业提供教
材，也为社会上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员提供一套文化修养读物。
　　文化艺术教育专业的设立在国内并不很多，各校设置的课程体系也不尽相同，所用教材更不统一
。
因此，建设一套高质量的文化艺术教育的教材，是非常必要的，是很有意义的。
由于目前国内尚无编写文化艺术教育专科系列教材的先例，编写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虽然这套教材
的编写是以人文学院近70名教授、副教授、博士组成的有丰富教学经验，有较强科研实力的师资队伍
作后盾，参加编写的教师大多都有出版过个人专著，主编或参编过教材的经历，虽然我们也确定了本
丛书要以基础性、知识性、科学性、系统性、趣味性为编写原则，参编人员都努力紧扣这一原则，但
受到以上因素影响，加上各人风格不同，时间也比较紧，教材中定会有某些不足，希望大家提出批评
与建议，以便在重版时修改、完善。
　　主　编　　200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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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艺术教育专业的设在国内并不很多，各校设置的课程体系也不尽相同，所用教材更不统一。
因此，建设一套高质量的文化艺术教育的教材，是非常必要的，是很有意义的。
由于目国骨尚无编写文化艺术教育专科系列教材的先例，编写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虽然这本教材的
编写民以人文学院近70中教授，副教授，博士组成的有在家教学经验，有较强科研实力 的师资 队伍和
后盾，参加编写的教师大多都有出版过个人专著，主编或参编 过教材的经因，虽然我们 也确定的本
丛书要以基础性、知识性、科学性、系统性、趣味性为编写原则，参编人员都努力紧扣这一原则，但
受到以上因素影响，加上各人风格不同，时间也比较紧，教材中定会有某些不足，希望大浓提出批评
与建议，以便在重版时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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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词汇流行只是一个方面，在流行语言中还有某一种语言流行的现象。
在中国本国语言中，最熟悉的是粤语的流行。
仿佛一夜之间，在中国，口齿不清的绅士淑女突然多了起来，来自南国广东的语言一下子成为国人所
操的一种时髦语言，一种商业的最佳语言。
粤语本来是一种方言，但竟然成了一种时尚。
它已经不仅是一个反映现实生活的工具，而是一个表达自身意义的工具；它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它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符号，一个表现不同凡响的身份的优越感、身份认同感的地位、品味的符号。
同时，小品语言的扩散，也蔚为大观。
从90年代开　　始，由于喜剧小品呈铺天盖地之势席卷中国，赵本山、黄宏、潘长江、宋丹丹、蔡明
、郭达式的普通话，也一夜之间风靡全国，成为当代大众文化语言系统中的又一种语言消费现象。
　　大众文化的兴起是20世纪的一件大事。
经过一个世纪的推行，大众文化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甚至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
分。
如果说20世纪中，由于世界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诸如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义阵营的对垒等等，淹没了大众文化的重要性和普遍性，并限制了大众文化的活动范围只能局限在
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这些发达国家特有的文化现象，那么，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大众文化
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的普遍现象。
大众文化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当数幅员辽阔的中国最为迅猛和广泛，它一下子占领了一大部分的文
化阵地。
作为一种现代文化形态，大众文化覆盖着我们的生活，确实在我们身边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发展着。
　　⋯⋯　　　　书摘2　　第一节　西方大众文化的演变　　大众文化在西方的演变，始终伴随着
工业化的进程。
工业的发展、信息革命带来的大众传媒，为大众文化的流行提供了技术条件。
　　从人类的文化工业发展来看，15世纪的德国人约翰尼斯·古腾堡发明的金属活版印刷是传播媒介
的第一次革命。
印刷术的诞生使文字以此前手抄本根本无法比拟的速度传播开来，它代表的是以一致的重复为基础的
机械进程的诞生，提供了第一批可重复生产的商品，第一条生产流水线，第一次大规模生产。
如报纸，尽管在古腾堡之前，德国就有了《福格斯新闻》之类的　　手抄报，但只有印刷术发明之后
，世界报业才有了全新的生命。
　　电子技术的出现，是传播媒介的第二次革命。
1844年5月21日，一封电文为“上帝究竟干了些什么”的电报在世界第一条电报线路上被发出，标志着
一个电讯时代的到来。
此后的一百　　年时间里，电报、电话、无线电陆续被发明出来，并被应用到传递信息。
无线电广播将电波传诵到整个世界。
原先刊载于纸头的书面文化，口口相传的文化逐渐被强劲的电子媒介所代替，而电子媒介以其迅速、
覆盖范围广大、受众广曾为新时代的宠儿，成为信息时代的主要传播工具。
电报、电话的出现为远距离保真地传播信息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条件。
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和新闻业的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闻出版物已成为大众性刊物，具有广泛
的动员和教育的力量。
1895年第一部影片《火车进站》试映；1904年，传真设备传送出第一批图片；1906年。
美国人费莱德尔通过无线电设备把人类的话音传播出去；1923年，电视开始放送第一张图片；1926年
，英国人约翰·贝尔德在伦敦举行第一次电视公开表演，《纽约时报》不久以《电视：未来的希望》
为题，高度评价约翰·贝尔德的发明。
电视将动画的录像带进家庭，观众可以有无穷无尽的选择。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库利的观点，现代媒介具有四个特征：一是可表达性，它能承载思想和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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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记录的长久性，也即对时间的超越；三是快速性，即对空间的超越；四是扩散性，可以达到所有
阶层的人。
电子媒介集中了这四个特征，正像传播理论家麦克卢汉所说的，当今是“一个时代的早期，印刷文化
的意义已变得格格不入，犹如手稿文化不容于18世纪一样”。
广播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1962年，第一颗商业通讯卫星“震鸟号”成功发射；50年代令人眼花缭乱
的电视则把人类带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随着一些现代科学技术如快速和移动摄影（电影）、录音和无线广播技术（留声机和收音机）的
发明和运用，技术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规模入侵文化领域，催生出一种以工业生产方式制造文化商品
的行当。
本雅明说：“19世纪前后，技术复制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准，它不仅能复制一切传世的艺术品，从而以
其影响开始经受最深刻的变化，而且它还在艺术处理方式中为自己获得了一席之地。
”按照本雅明的看法，工业化带来的一切变化，如大城市的兴起，新的交流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种
新的人类存在的方式，于是也就产生了新的文化形式。
这些新文化形式可以复制，可以像工业产品那样进行生产，如照相、电影、唱片、电视、录音、录像
等。
　　近三十年来，传播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平均每人都会拥有几种不同的传播媒介。
以信息科学为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微电子与信息技术、生物工程
技术、新材料研究等等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其成果超过了过去两千年的总和。
这场以产业化为特点的科技革命，以空前的速度快速推m新的技术群和产业群。
其中，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包括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微电子技术、光纤通讯、激光技术以及整
个信息系统，居于领头和中心的地位。
据统计，近十年来，一个工程师知识的90%与计算机的最新发展有关；美国经济学家研究认为，以信
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产业，对美国90年代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0%。
因此，人们把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新时代称为信息时代，人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
这是工业的第三次重要的革命。
　　而大众文化作为工业化产品所携带的商品化和消费化，也使传统的文化观念、文化形态、接受方
式产生质的变革。
从其存在形态看，由于文化生产与商品生产的接轨，以最快的周转速度生产永远更新颖的新潮产品，
这种经济上的狂热的需要。
赋予文化创新和实验以一种必要的结构作用和地位。
　　各种新奇的文化产品不断问世，一些音乐家直接把声音录进软件，由计算机演奏的已不在少数。
由于音乐传播中电声媒介的发达，录音控制的出现，使得音乐的传播方式也变化多样，甚至出现以高
技术方式组合的图形、视像与音乐本身的同步配合。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电子出版物，使书、刊、报纸的界线变得模糊，而多媒体则打破了音像制品
的框架。
继录音带、录像带之后，光盘及互联网已经使传播媒介的内容突破了过去“书　　籍”的定义，成为
集“视、听、看”于一体的新“书籍”。
法国纳唐出版社发行的一套《故事与传奇》的图书，既有可阅读的书面文字，又有可以放听的磁带，
传统“书”的涵义已大大扩展。
而随着电脑与网络的出现，家庭客厅中摆放的将不再是电视与音响，而是带键盘和鼠标的家用电脑，
全家人围坐电视机前争看电视节目的场面即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们通过更为个性化同时具有主动
性的电脑来收看新闻和进行娱乐。
从接受方式来看，文化产品已经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整个社会中的大众。
　　与此同时，具体文化产品的消费却越来越由公众的、集体的方式向家庭的个体的方式转化。
电视、卫星电视、数码电视等等，作为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传播手段，能准确地输送鲜明生动的视听形
象。
它们作为载体，不但小型、精确，而且容量巨大，灵巧而操作便利，为普通人所普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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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普通家庭越来越成为人们文化生活重要的、经常的消费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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