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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代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文化矛盾和“人类危机”。
这是一个科技和经济的乐观主义与终极价值和思想的悲观主义并行的时代，是一个物质的满足与精神
的焦虑并行的时代。
一方面是高技术的日新月异和财富的增长、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则是工具理性猖獗，审美视野褪
色，人类本真的生活目的变得晦暗不明，高贵的价值和文化理念在公共生活中逐渐销声匿迹，代之以
急功近利、不负责任的道德态度和喧嚣、狂躁的审美趣味。
　　具体说来，目前人类的文化和精神危机表现在三个向度上：　　一是传统与现实的矛盾。
在以“进步”和“发展”为主导范式的社会价值追求中，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经济的GDP成了唯一的评
价标准，这种片面的社会追求和评价标准严重地冲刷和遮蔽了人类的精神遗产。
人如果失去了丰富的文化思想资源和广阔的精神领地，那么，也就失去了形成共识的前提，失去了思
想和文化的想像力。
　　二是工业、技术与自然的矛盾。
在工业化的技术生产方式和城市化的生存模式中，自然要么只是有待攫取和消耗的资源，要么只是已
经报废的矿井和工业废料，不再是欣赏和体验，并与之共融一体的世界。
而人本身栖居的城市也变成了钢铁丛林和水泥帝国，失去了自然的美感和家园的记忆。
在这样一种生产和生活状态下，人与环境、与自然是格格不入的。
家园感的丧失和美感的丧失，实际上就是生活意义的丧失。
　　三是心灵与外部实在的矛盾。
在专业化、实证化和定量化的知识和职业的体制中，心灵的完整性被肢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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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性从思想解放开始，但因为普遍性的一致性要求而成为消除差异的霸权话语，从而窒息了文化
的活力。
现代性不承认特殊性，因而使许多民族文化出现了认同危机；譬如，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华民族
仍然有“被开除球籍”的忧虑。
目前，我们需要某种理智，协调各种差异的因素，从而实现差异共存、共生的合理性。
后现代主义就是要消除超越特殊存在的一元论的努力，因为各种特殊视角为了独占普遍真理的地位而
造成了许多矛盾和冲突。
现代性是要消灭差异，而后现代性则要求包容差异。
如果说现代性是通过消灭差异而实现同一，那么后现代性无非是通过包容差异而实现共存的统一，这
类似于中国古代所说的“和而不同”。
譬如，在现代性语境中，女权主义的口号是：男人做的事情，女人也能做；在后现代性语境中，新女
权主义的口号是：男女都有自己的特长，因此女人能做的事情，男人未必能做。
再有，在现代性语境中，世界历史似乎是人类各民族通过单一的道路而进步的过程；在后现代性语境
中，人类的历史是各民族文化之问通过对话而都有自己独特演化的过程。
现代性的话语是对与错，而后现代性话语是对话与妥协。
    然而，后现代主义往往以话语竞争替代真理的追求，因此，它是无原则的学说。
我们的任务应该是：接受所谓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挑战，重新思考现代性及其人类的认同问题，为这些
问题寻找新的、有原则立场的实践基础和理论说明。
    我们已经知道，大众文化是现代性认同危机的集中体现，因此大众文化研究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研
究的重要途径。
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同时又体现着现代社会的矛盾和危机。
认同危机是这种社会矛盾与危机的表现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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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什么是大众文化　　说到大众文化，时下的人们再熟悉不过了，它与我们的生活已经密
不可分。
在某种程度上，大众文化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
因而，大众文化的含义在人们的意识中似乎是不言自明的。
的确，大众文化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电影、电视、广告、时装、流行音乐、旅游、建筑等等
，人们对这些时时处处都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现象显然并不陌生。
但是，感觉到的东西并不等于理解，而理解了的才能更深刻地感知，如黑格尔所言，熟知并不就是真
知。
因此，要准确地界定大众文化的内涵并非易事。
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就认为，由于大众文化一词使用的场合各不相同，所以学者们提出了各
种各样的探讨领域、理论定义和分析焦点，所以，给大众文化下定义既无必要也无可能。
因为一锅煮的、似是而非的、相互矛盾的定义反而容易产生误导，把人带入理论上的死胡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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