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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适合社会上关注文化现象与文化发展的各类人群，尤其是大学生、教师
、文化企业家及文化活动的管理者阅读。
同时《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也可作为我国大专院校学生学习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的辅助读物。
对文化现象的考察和阐释是目前理论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这两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现象，在文化的分层中是两个不容忽视的领域。
现代工业化的发展造就了大众文化的繁荣，信息化的浪潮促进了网络文化的兴起。
《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试图对这两种文化现象进行历史的梳理、现象的考察和理论的阐释，揭示其
对社会的影响、本质意义及给人们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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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在农业文明条件下，人主要生存在由宗法关系维系的自然秩序之中，尚未建立起自觉的社会关
系。
换言之，农业文明条件下的人尚未建立起自由、平等、自觉、开放的社会交往，而是作为自在的日常
生活主体而进行着基于血缘关系、宗法关系和天然情感的日常交往。
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成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制系统，即宗法制在整个农业文明中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一方面，它通过世袭制、长子继承制等左右着社会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则
通过夫妻、父子、兄弟、朋友、君臣等伦理纲常和等级关系决定着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形成了以宗
法关系为基础的人身依附关系。
这种宗法关系、伦理纲常、人身依附关系把每一个体固定到一个位置上，使之终生不变。
人生活在这种关系之中就如同生存在一个天然的自然秩序之中。
第三，农业文明条件下的精神生产领域相对不发达，是由少数人独占的领域，绝大多数人没有机会和
条件进入更高层面的精神活动领域中，更不可能参与精神生产创造活动。
他们终生停留在自在的日常观念世界之中，凭借着传统、习惯、经验、常识等重复性和自在的文化模
式而自发地生存。
在农业文明条件下，精神成果的创造是少数杰出人物的活动，只是极少数具有很好文化背景和条件的
思想家、学者、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等才有资格和机会参与精神生产的创造；精神成果的享用也
往往是少数人，如达官贵人、富有家庭的子女的特权。
以愚民为核心的传统的统治思想影响，以及落后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封闭的社会生活等，造成绝
大多数人处于不识字的文盲或半文盲状态之中，终生与科学、艺术、哲学等自觉的精神生产成果绝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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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由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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