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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研究是按照这样的结构展开的：第一章是描述当代文化转向的基本现实和特征，以说明大众文
化时代的来临；第二章是从对大众社会、大众和大众文化关键词的分析着手，从社会演化和转型的角
度，揭示大众文化的产生与大众社会的依存关系，从而说明大众文化的产生是与现代社会的确立分不
开的。
第三、四、五章是从现代传播媒介也即媒介文化的角度对大众文化进行分析，研究大众文化的生产方
式、运行方式和传播方式，分析由于现代媒介带来的科学技术对文化艺术生产方式、存在方式、接受
方式的影响以及文化权力等问题。
第六、七、八、九章是从现代都市生活也即都市文化的角度对大众文化进行考察，分析大众文化与都
市及现代生活方式的关系，考察大众文化在都市生活中的作用，以及文化产业和时尚趣味等问题。
第十、十一、十二章是从消费社会也即消费文化的形成和特性的角度对大众文化进行研究，分析在市
场经济中大众文化的消费性质、文化消费和艺术商品化以及大众文化对消费意义的生产和制造等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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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化转向：大众文化时代的来临：　　第一节　从审美的文化到消费的文化：　　文化转
向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在美学和艺术领域中，从审美的文化向消费的文化转变。
尽管人们对文化含义的理解有所不同，但是历来人们总是把文化理解成具有精神特征和价值特征的东
西，而与人们现实的具体的生活和行为，尤其是经济生活和行为有所区别。
在精神文化中，文化的概念更多地指涉高级文化，即对高雅文化的肯定。
德国古典美学也正是从人的精神自由和解放，以及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中来探讨美和艺术的。
在艺术中，自康德(Kant)提出审美无功利性以来一直到20世纪的现代主义，都坚持艺术和审美的自律
性，即把艺术和审美的无功利性和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性视为审美文化的重要特征。
真正的文化和艺术作品都体现了自由和创造的内容，而不是为外在的东西所左右。
“人类，就其没有屈从于普遍的标准而言，他们可以自由地在艺术作品中实现自己。
”①审美和艺术的本性就是人的自由性和创造性，所谓“美是自由的象征”，“美是自由的形式”以
及“美在于创造”等命题正是对审美和艺术这一本性的揭示。
在一般传统的观念里，审美和艺术不仅超越于具体和现实的功利性，更不要说和市场及商品发生密切
关系了。
文化的主要价值不是它的经济价值，而是人的自我创造、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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