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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文化的传媒化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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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当代文化的传媒化趋向已经在中国文化中凸现出来，并使当

代文化成为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同时文化的传媒化趋向也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因此，现代媒介应树立独特的文化品格，建立主导性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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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当代社会，各方面均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伴随着社会的转型，文化形态也有着新的走向。

理论界和评论界曾对当代文化形态的变化提出了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总结：“从纯美到泛审美，精英

到大众，一体化到分流互渗，悲剧性到喜剧性，单

语独白到杂语喧哗”⋯，这是一个各种各样的文

化现象多元共生的时代，从而形成了异常错综复

杂的文化现实。其实，这种文化爆炸的核心正是

所谓“信息爆炸”，当代文化现象的纷繁芜杂也正

是当代媒介工业孕育的产物，当代文化的传媒化

趋向已经在中国文化中凸现出来。

首先，多样的现代电子传播技术的运用已经

成为当代文化传播的必要途径。麦克卢汉曾经指

出，新的传播媒介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它们

就是自然。事实上，任何时代的文化都离不开传

媒，正是口头传播的方式产生了游吟诗人和民间

传说，印刷媒介产生了以文学作品为主的古典文

化，同样以广播、电影、电视等为代表的现代电子

媒介的产生和普及也是应文化传播的需要，它使

得人际间口耳相传的文化传承关系跃上了社会性

传播的新层面，尽管人际相互的直接传播并未因

此消失，但其辐射力与包容性已远逊于大众传播。

随着摄像机、光盘以及交互式电视甚至电子图书

馆的日益推广应用和普及，当代文化集声、形、图、

文于一体，INTERNET和其它网络业形成的赛伯

空间(CYPERPACE)使文化传播加速度地突破国

家、民族和区域的自然阻隔上升到“全球性”传播

的规模，形成汹涌的“全球性”文化交流。一些传

统的文化样式和传播手段，如戏剧、音乐、艺术展

览会和博物馆等多以“媒介寄存”的方式进入大

众媒介的传播空间，形成当代文化传播所特有的

媒介复合化特点，一些新的文化样式如“MTV和

电视散文等等则更深地打上了媒介的烙印，文化

对媒介的依赖性正日益增强。

其次，在媒介的推动下，迅猛发展的传播产业

改变了文化的机制。伊格尔顿曾经提出考察艺术

的“生产工具”，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生产

工具和文化传播体系的改变时常是缔造一个新型

社会的重要条件，历史上几乎每一次重大技术革

新都导致了一场文化变革。在传播领域，法兰克

福学派认为中期资本主义文化的显著特点是效仿

工业方式的“文化工业”的产生。文化不再是创

造，而仅是一种标准化的、复制性的、大批量的生

产制造过程；其产品并非艺术，而仅仅沦为即将进

人市场的产品，这些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的品牌叫

做大众文化。产品的制造并非为了满足真正的需

要，而仅是以交换为目的。所谓文化工业强调的

是所有的大众传播媒介均为具有相同的商业目的

和经济逻辑的企业体系。正是传播科技的高度发

展和制造成本的大幅下降才使这种文化工业成为

可能。文化工业的特点使得这一体制下的当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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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其浮躁喧嚣的表面下只是一种媒介文化，随

着世界范围内媒体跨国、跨文化传播的加剧，文化

的趋同现象已变得十分显著。

再次，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大大拓展了文化

空间，丰富了文化内涵，并使当代文化具有很强的

延展性。现代电子传媒是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在

电子传播方式中的融合。在现代传播科技的促动

下，当代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以历史为主轴

的传承关系，“观古今于须臾”；在空间上则使整

个地球成为区区弹丸之地的村落，从而“抚四海

于一瞬”。在社会的空间感日益缩小的同时，文

化的空间却日渐膨胀，伴随着文化空间拓展而来

的必定是文化内涵的日益丰富。本雅明引导我们

注意文化工业下复制对艺术固有性质的改变，它

破坏了培育崇拜的社会基础，使得艺术的“展览

价值”全面抑制了“膜拜价值”，文化已经不仅是

那些可以凝神观照的艺术、宗教等，而成为人们全

部的生活方式。雅斯贝尔斯曾经指出，日益崛起

的现代传媒必将“以自然科学为根基，将所有的

事物都吸引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并不断加以改

进和变化，而成为一切生活的统治者，其结果是使

所有到目前为止的权威都走向灭亡。”¨o新兴的

大众传媒正在为文化的新变提供着空前的动力。

互联网络、信息高速公路等都为文化的新变与发

展提供了动力，使其具有更为广阔的延展空间。

当代文化对媒介前所未有的依赖使其成为一

种独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它具备如下特征：

1．媒介文化的体闲化特征。在人类史前时期

甚至前工业时代，文化活动的物质意义尚未被它

之外的精神追求所征服，而在工业化乃至后工业

化时代，在科学技术完成了对人类物质生活的根

本性改变后，个体的生存已经不成问题，这就促使

大众阶层有了更明确的文化需求。他们不再满足

于对自己的日常生活进行有限的修辞化处理，而

是谋求一种比较纯粹意义上的精神愉悦和宣泄。

这种在大工业文明背景下产生的大众文化需要，

使文化远离了更为复杂深刻的苦难意识、忧患意

识、神圣意识乃至批判意识，愉悦和休闲成为文化

的第一需要。借助现代传播媒介，电影、电视、商

业广告以其多样快速的声光形式满足了大众对文

化及幸福生活的渴望，日常生活的诗意气氛的营

造和限时性的感官愉悦，代替了需要有高深艺术

修养作为前提的“澄怀观照”和“虚静感会”。在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的折变中，

昔日的文化精神被肢解，理性也在放逐的慵懒中

处于无所事事的休闲状态。

2．媒介文化的趋同性特征。阿尔温·托夫勒

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指出：从报纸到广播、电

视、电影的大众媒体的出现，将一种前所未有的画

面在人类面前展开，“所有这些传播工具，打上了

完全相同的印记的信息，传入千百万人的脑际，正

如工厂铸造相同规格的产品，销售给千百万家庭

一样⋯⋯没有这种广泛强大的情报服务通讯系

统，工业革命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和发挥如

此有效的功能。”【31现代传媒不仅对工业文明发

挥着如此巨大的作用，而且对世界文化也产生了

巨大的冲击，使之向同一性方向发展。处于地球

各个角落、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都在追逐着相同

的流行时尚、收听相同的流行歌曲、收视相同的影

视节目，崇拜同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流行同一种哲

学。就像传统的经济生产残酷地摧残着地球上生

物的多样性一样，信息领域的优势文化以同样的

威力横扫着文化的多样性。一方面人们的日常生

活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一他

者，本土一异邦、民族性一世界性等等范畴不再是

抽象的概念，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电子媒介在扩大领域和疆

界，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的同时，又以单向传

播、信息源垄断的形式，在暗中萎缩和削弱潜在的

批判空间。

3．媒介文化的市场化特征。这是传播媒介产

业化的必然结果，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媒介的文化

产品必须面向受众市场，具有可供交换的商品属

性。文化市场对于文化的存在来说，意味着提供

了一种自由竞争和自由选择的氛围。从媒介的经

济结构来说，媒介的基本运作方式又是以文化产

品培育受众，再将受众推销给广告商。这时媒介

的最终产品成了“阅听人”。而它的文化产品的传

播则成了一种促销手段。媒介文化的市场化特征

还表现在传播媒介的每一次巨大变革和发展都离

不开商业利益的推动，而媒介的发展又深刻改变

着文化的命运，人们已经发现互联网络商机无限，

尤其在销售以研究为后盾的服务项目方面，如折

扣股票交易、旅游等领域极具优势，这意味着互联

网上的商机服务将很快压倒信息服务，互联网络

成为真正的大众商业传媒的同时，网络文学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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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文学样式也随之产生，给文学发展带来了勃勃

的生机。而本世纪电子媒介的出现，是人类文化

传播历史上的一次空前革命，它极大的改变了文

化传播的方式，改变了文化的自身形态，改变了生

存于其中的人类生活。它与市场的结合．必然形

成消费主义和被动的文化行为，这似乎与传统文

化有着明显的区别。

如果我们进一步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审视当

代传媒文化，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几个二律

背反的问题：

1．当代传媒文化走向休闲化的同时也在消解

着人性的深度。一般而言，人性结构是由感性和

理性两大要素组成的。在人类的自我改造、自我

完善的历史进化中，感性的理性化、生理的心理化

成为不可逆转的过程。人在克服生理、感性的同

时获取心理和理性的成熟。这种人性结构的特点

正是文化的历史性塑造的结果，是文化在人的意

义上存在和发展的产物。然而大众传媒文化的出

现，采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对对象进行感官化、情

昧化包装，不断地追寻着轻松和悠闲，而多样的传

播媒介尤其是微电子处理、卫星传播、光纤通信等

现代传媒手段的出现，更使文化传播获取了前所

未有的传播速度和广度，文化不再是少数文化特

权人士独揽的对象，“几乎每个人的手指指尖上

都能生产出色的艺术作品，只要他转动电视机钮

或者走进小商店就行”【4J，由此，日常生活成为了

现代文化具体现实的栖息处，生活原生态特有的

零散、琐碎成为文本的话题，在肯定人生的平凡性

与世俗性的同时，媒介文化过分迎合和突出了人

性结构中韵感性部分，把心理的生理的满足设计

为文化的第一需要，从而消解了人性的深度。

2．当代传媒文化在走向市场化的同时也造成

对“诗意栖居”的消极悖离。当媒介文化产品与

其它产品一样进入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时，文化

生产者必须在考虑文化产品应有的社会价值和精

神价值的同时兼顾文化产品的商品价值，而当商

品化原则与利润目标从物质生产领域漫延到精神

生产领域，乃至个人的精神生活时，“一切自然的

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就发生了。在市

场权力不断增强的现世繁闹里，商品性对精神性、

超越性的吞食使得当代文化渐渐失去了在非物质

域地跋涉的自觉与勇气：书摊上薄利多销的侵权

盗版读物，音像市场泛滥的假冒伪劣制品。影视剧

开播前的疯狂炒作，标着天价的文稿拍卖，满足猎

奇的世界名著普及本，一些哗众取宠的所谓“行

为艺术”的大行其道⋯⋯脱落了精神要素的文化

产品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以商品化来推动

文化发展的善意初衷里跌人了一团泡沫的繁荣

中。海德格尔认为，人诗意的栖居，乃是人的此在

不被忘却的本真状态。当代媒介文化的市场化则

脱离了人类应有的自由境界而最终造成了对“诗

意栖居”的消极悖离。

3．当代传媒文化走向趋同性的过程中呈现出

后殖民主义倾向。现代传媒技术的运用使中国文

化与世界文化潮流同步，这种现象反映在比较浅

层的物质文化层面上，同时也更加深层地表现在

观念、意识形态和艺术风格的广泛影响上，从抽象

绘画到行为艺术，从流行歌曲到古典音乐的通俗

演绎，从室内装修到建筑设计，我们都可以清晰地

感受到外部世界对本土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在西

方科学技术的强劲冲击下，中国文化的殖民化倾

向更多地体现在审美文化形态上，美国学者萨伊

德认为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西方人造访东方越

来越普遍，在对东方的兴趣与日俱增的同时，他们

对东方的偏见也随之而来。萨伊德尖锐地指出：

“人们应该记住，所有的文化都会把某些变形强

加给原来的现实，并把它从一个自由漂浮的对象

转变为知识单元。问题并不在于所发生的某种变

形，对于人的心灵来说，抗拒那些对原初新奇性的

骚扰是完全自然的，因此，某些文化总是倾向于把

一些完全变形的东西强加给另一些文化，并且，为

了接受者有益而把那些文化构想成某种样子，而

不是其本来面目”归j，伴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当

代西方文化在中国广泛的传播，无论其深度还是

广度都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正是在这种特殊的

社会历史条件下，文化的民族性问题特别地突现

出来。

当代文化走向传媒化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当

下，我们应当思考的是如何既要适应这一趋向、同

时又要趋利避害的对策措施。现代传播媒介的多

样性使人们可以基于自由选择而远离信息爆炸的

世界，人们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自由选择一种或几

种其它媒介作为消费的主要传播形态，因此现代

传媒的自身文化品格的塑造将是各媒介进行市场

定位的主要途径，这既是一种市场策略也能进一

步发展现代传媒的社会整合功能，促进大众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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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良性循环。目前许多现代传媒吸引从事学

理研究的精英分子的参与，无疑加速了自身的建

设，例如中央电视台“文化视点”、“对话”、“女性

天地”等栏目以访谈、实录等各种形式不同程度

地吸引了精英文化人的加入，以良好的视听形象

完成面向市场的消费，取得了较高的收视率。有

人提出当代社会是一种碎片化的社会，其主导性

的尺度就是无尺度，当代文化的传媒时代其批评

尺度固然是隐性的、扑朔迷离的，但它仍然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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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temporary Culture of the Media Trends

XU Zhe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m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the contemporary trend of the media culture has e·

merged
in Chinese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a unique culture of the media．At the sanle time．trend of the media eul-

ture has brought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modem media should esmbhsh a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ominant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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