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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近年来，传媒文化研究已成为学术界越来越引人瞩目的议

题。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两条。一个是网络新媒体尤其是移动互

联网横空出世，占据了人们工作、休闲和娱乐的大部分时间，成

了人们不可须臾分离的 “自我镜像”；另一个是传媒文化本身也

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话题。传媒文化不仅跟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而且还跟多个学科门类息息相关，它成了生活世界和学术世

界少见的双重交叉点。通过这个交叉点，人们可以通达社会、生

活、历史、文化等的方方面面。它就像一面无形的镜子折射出当

代社会的许多不同侧面。尤其是那些不被主流学界接纳的草根文

化、山寨文化等，都能够在这里找到牢固的理论支撑。不得不

说，这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学术研究如何真正介入大

众生活，如何以学术立场和知识理性来引导和干预社会历史进

程，这是知识社会学非常关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看来在传媒文

化那里得到了事实性的解答。正是在这样的潮流之下，那些强调

跟大众文化和生活断裂的文艺学、美学等传统学科，无不遭遇到

空前的尴尬。甚至来自于主流学界内部的学者比如陶东风、王德

胜等也都纷纷发出 “文学理论死了”之类的呼声。基于这样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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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很多研究者认为，一个由媒体带来的大众化社会或者一个叫

“超级民主”的时代已经来临。在此，精英和大众、主流和边缘

之间的鸿沟正在被消融瓦解，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及支配模式都

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这样的论断真实不虚，那么当代人

就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纪元，这个时代和它的很多细节注定

要被载入史册，成为穿越历史的标本。

但是，通过传媒文化所锻造和展现出来的这个时代，仅作如

上描述，显然不足以具现它的全部。它有不可抹杀的晦暗、冷

峻、混乱和不合情理，并且与它的大时代的本质紧密结合在一

起，让人既爱且怕，无从分辨。这个时代如此复杂多变，难以捉

摸，以至于狄更斯的那段话总是被人们津津乐道：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

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

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

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

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矛盾、错乱、混搭、繁杂纠结已成为这个时代特有的关键

词，它远远超越了马克思笔下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的时代特写，走向一种不确定、不可知、不可控的生存境遇。在

此，传统不足以依傍，经验不再有魔力一般的价值。被挟裹在滚

滚洪流中的当代人都是涉世未深的孩子，每一个人都好奇天真，

等待新生事物的降临，每一个人也都饱受苦虑，孤独无告。技术

进步所提供的所有的连接都只是内心深处无处安放的交流冲动，

最终也都会变成沟通无效的陌路。也许，波德里亚在 《冷记忆》

一书中经受过的生存体验是对此最好的注解：

在饱览传世之作，邂逅绝代佳人，游历至纯至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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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风光之后，你告诉自己：人生境界不过尔尔。但事

实上还会出现别的东西———另一本书，另一个女人，另

一片沙漠。你的余生于是变成了生活本身，而从前所有

的经历不过是对结局的幻觉……如此这般历遍这一切之

后，余下的所有对你都无所谓了，那么为何不能把与此

完全相反的情景———读过最糟糕的书，置身于最乏味的

风景，遇见过最丑陋的女人，把这一切都视之为命中注

定的呢？那些无关紧要、一无所是、琐碎而平庸的东西

自有其完备之处，因而也都是一种佳境，舍此之外再也

没有什么更值得期许的了———就像在前一种情景中一

样。

这不是这位 “后现代大祭司”传来的天启或福音，而是我们

每个人都不得不去面对的生活本身。困难之处在于，要想很好地

顺应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变成庄子。

通过传媒来研究被其塑造的这个时代，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和生存论启示意义。但是传媒作为技术和组织力量的根基，并

不在于它本身。从学理上来说，哲学是学科之母，一切理论研究

无不归宗于哲学，对传媒文化的研究也不例外。本书试图通过美

学来揭示当代人生存境遇的做法，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尤其是书

中所提到的 “消费美学”的观念作为文化批评的一般模式富有新

意。此后的编辑出版学和新闻学研究从一般到具体，也都是意在

建构，机杼自出，颇值一观。本书下编比较典型地论述了传媒文

化的若干部类，作为批评实践不乏理论逻辑的犀利和洞见。传媒

文化经过多年的爆炸式发展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研

究主题，这是任何一部著作都不能穷尽的。本书见微知著，能够

体现这个领域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精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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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可不慎学慎用，因之，进学之难自古

堪比蜀道。两位后进虽然闻道有先后，且各有志向，但都不惧畏

途，勇于登峰，值得称扬。

希望看到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者关注媒介文化，研究媒介文

化。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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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基，台湾籍著名学者，中国首位整合营销传播学博士，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

心高级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ＢＢＩ商务品牌战略研究所副

所长、ＭＢＡ学院教授，中国商务广告协会副会长，商务部

“品牌万里行”专家组高级专家。曾任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

策略顾问、中视金桥国际传媒公司副总裁等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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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传媒文化理论美学基础研究

１．１　消费与审美的历史谱系与当代融合

视点导读：本节简要厘清了消费和审美的历史谱系。笔者认

为，消费和审美 “本是同根生”，但后者在自身合法化的过程中

不断克服、剔除二者的共通因素，致使消费 （经济学）与美学的

历史彼此完全隔绝；而到了后现代消费社会，在消费和审美双重

过剩 （在经济学上出现了 “过剩经济”“消费社会”，在美学上出

现了 “审美过剩”“美的滥用”等）的语境中，二者之间的关系

又日益紧密并最终耦合起来。

在当代的语境中，消费和审美这一对立性的因素似乎已经被

牢牢地绑定了，二者总是言此及彼，互相通达，而且，二者事实

上都已经走向了各自传统的反面，在传统的背影里紧紧拥合在一

起，乃至出现了 “消费的消费化”和 “消费的审美化”的互逆过

程。该过程的出现极具显著性和标志性：它极大地震颤了当代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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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或者说，消费性和审美性这一对立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合力

重塑了当代文化，成为其根本特质。这当然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

重视。但是以笔者的陋见，目前学界对此似乎鲜有论述。① 事实

上，消费和审美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地，这里很

可能会带来一个殊足重要的理论增长点，即以 “消费”和 “审

美”这一对已然走向融合、互渗的前对抗性因素为切口来重新省

察大众文化，探究它们在当代文化中的再现、功能和意义等，从

而有可能开辟出文化批评的一个新方向、新领域和新范式。

在这里，我们将做一些粗略的、基础性的工作，通过对二者

历史谱系的全盘清厘来考查它们的运行轨迹，藉此为以后的研究

略作铺垫。概言之，消费和审美作为人类特有的两种感性活动

“本是同根生”，但却经历了 “相煎何急”的戏剧性历程，最终又

在消费社会和审美双重过剩时代的复归于感性的同一性。

１．１．１　从 “本根同生”到 “相煎何急”的戏剧性历程

我们先看消费和审美之间的关系缘起。在原初意义上，消费

和审美本具有天然的相关性：二者都与 “感性”或 “快感”有

关。例如，中国古文字 “美”是 “羊”与 “大”的上下结合，这

·４·

① 笔者仅见四川大学吴兴明教授在余虹主编的 《审美文化导论》一书中详细探
讨过消费与审美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 “消费审美文化”“消费型审美”等观点，对
笔者启发较大。实际上，“消费审美文化”作为本书正式论述的第一部分大可统帅全
局，即通过阐发，它可以涵括本书余下的影视审美文化、技术审美文化、青春审美
文化等文化类型，无疑，后者都具备有充分的消费性和审美性元素，甚至以此为根
本特质。笔者认为，奠基于消费与审美之间 “耦合”关系的 “消费审美文化”其实
也就是大众文化，它大有用武之地，甚至可以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批评范式，用以
探讨消费和审美这一前对立性因素在当代文化中的再现、功能、效用、意义等，从
而重新认识和理解大众文化，这种研究范式可以谓为 “消费美学”。当然，这只是笔
者的初步思考，有需进一步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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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合将消费与审美的感性关系明白无误地凸显出来。既然二者

都关涉感性，在这里我们可将前者谓之为 “消费感性”，后者称

作 “审美感性”。我们发现，正是在感性相关性的基础上，二者

却产生了根本性的差别甚至对立：美学的前－后现代史表明，审

美感性与消费感性之间有一种不共戴天的敌对情结，美学的旨趣

总是强调审美的超越性、非功利性和自由精神，始终与消费的生

理肉身性保持着谨慎而适当的距离。二者的对立可以总结为以下

一系列的区分范畴：现实性的?超越性的、功利性的?非功利性

的、肉体性的?精神性的、低级的?高级的，等等。这一系列二元

区分造成了两者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和繁杂纠结的斗争关系。

然而，最初的文明史———虽然以否定的方式———依然是将二

者天然的感性关系相提并论。先看 “消费”。从词源学上来看，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消费”一词最初都带有鲜明的贬义色

彩。在古代中国，“消”，《说文解字》注为 “尽也”，至元朝始有

“享受、受用”之意；“费”在先秦表意为 “大量花费”“靡费”。

“消费”一词在汉代已出现，意为 “消磨、浪费”①。西方的 “消

费”概念，就像威廉斯 （１９７６）所总结的那样，指 “摧毁、用光、

浪费、耗尽”。此外，“消费……在中古英语中写作 ‘ｃｏｎｓｕｍｐｃｙｏｎ’，

源于拉丁语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词干，带有 ‘用尽’、‘耗费’、‘用

光’、‘摧毁’乃至 ‘暴殄天物’之类的意思”②。可见， “消费”

的原初含义就是靡费、破坏，其贬抑的感情色彩在中西方古代是

不约而同的。这种现象被认为与古代社会极其有限的生产力水平

·５·

①

②

杨魁、董雅丽：《消费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
页。

杨魁、董雅丽：《消费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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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极端不均衡的分配模式有关。文明之初，提及消费似乎总带有

一种阶级情绪：消费总是与特权阶级有关，因此，消费即浪费，

消费伦理即道德沦丧。更为重要的是，声色犬马之感官消费又总

是与审美和艺术息息相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代的很多理论

家对艺术一直持有戒心，甚至采取了简单否定的态度。其中，老

子的言论最为典型：“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

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防。是以圣人为腹

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第二十二章）“为腹”即基本的

生理需要，相当于我们所说的 “消费”；“为目”即各种审美和艺

术活动。“为腹不为目”乍看起来好像是肯定了消费，否定了审

美，实则是对二者的一概否定。老子认为，“为目”会带来眼花

目眩、听觉失灵、心思狂荡、口味败坏、坐卧不安等后果，将对

人的生理和精神造成极大的伤害，而且，从特定的阶级立场上来

看，它还有可能进一步造成实践和伦理的更为严重的后果。但实

际上这些后果并不能都归结为 “为目”，而是可以分作作为艺术

的 “五色”“五音”和作为消费 （品）的 “五味”“畋猎”“难得

之货”。显然，老子在这里是将二者直接并置的，没有作任何区

分。换言之，老子的判断是基于消费感性和审美感性之间天然的

连带关系，在否定其一的同时，也就悖论式地否定了其二。总

之，老子将审美和艺术与消费相提并论，并将其认作是特定的阶

级实践的一部分，从而下令一并驱逐出伦理学与美学的 “理想

国”之境。在这里，我们已隐隐感觉到，“放逐诗人”的背后其

实埋伏着一个巨大的后现代消费寓言：消费必然与审美有关，消

费感性与审美感性之间仅有一步之遥。

如果说古代的一些理论家因由特定的阶级情感放逐了诗人和

艺术，那么作为前现代传统结构对立性要素的另外一些理论家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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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崇高的礼遇将审美和艺术迎回；相反，消费的命运曲线却一直

没有转折；同时，审美在自身合法化的过程中与消费之间的关系

日渐紧张起来。

召回审美和艺术并将其置诸无上地位的传统在中西方分别肇

始于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与老子相反，孔子充分肯定了艺术，认

为 “审美和艺术在人们为达到 ‘仁’的主观修养中能起到一种特

殊的作用”①，君子人格的塑造分别诉诸外在的 “礼”和内在的

“乐”；亚里士多德则比较了艺术和历史，认为前者比后者更加真

实，从而开创了 “美”高于 “真”之先河。此后，美、审美和艺

术开始无限攀升，达到了意识世界之极境。

这一进程沿两条轴线展开：在宗教谱系中，美被指定为上帝

的属性，上帝即真善美的统一。历史地来看，这一传统自柏拉图

的 “理念说”肇其始以来，却不见有后人翼其端，可谓源远流

长。古罗马时期，普罗提诺提出 “太一说”，认为 “太一作为第

一性的存在，就是神，就是柏拉图讲的最高理念，纯粹理性，就

是善，也就是真善美的统一”②。在此，美已与上帝争得了共席

之礼。到了中世纪，美学被纳入神学，神学美学融柏拉图学说、

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教义为一体，“其中心任务就

是论证 ‘上帝之美’”③。奥古斯丁在 《忏悔录》中坦言，他自

己以前 “最大的错误就是从物质世界的内部寻求美，而实际上美

的根源只在上帝……上帝是至美，绝对美，无限美，万美之美，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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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叶郎：《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２页。

李醒尘：《西方美学史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０１
页。

李醒尘：《西方美学史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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