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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立足于大众媒介本身的发展变化，本书在现代性与意识形态两个层面，深入思考了电子书写、博客写
作、文学阅读、书信短信、红色经典、百家讲坛等问题。
把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置于近三十年的时间维度上，考察其演变轨迹、分析其前因后果、思考其利弊得
失，让本书呈现出一种历史眼光，而对一些媒介现象、事件、征候、个案的探究，又让本书呈现出一
种微观研究的魅力。
本书材料丰富，观点新颖，分析细腻，可读性强，对中国当代文化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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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勇，山西晋城人，文学博士。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文艺学研究所所长，博士
生导师。
近年专著有《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等，合著有《反思
文艺学》等，参写、参编著作、教材多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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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1990年代的审美文化讨论中，虽然有学者明确提出“大众文化不等于审美文化”，亦有学者指
出了审美文化等同于大众文化的局限性，但在大众文化的问题框架中思考审美文化却一度成为学界主
潮。
比如，有学者认为：当代审美文化’是一个特指概念，是指在现代商品社会应运而生的、以大众传播
媒介为载体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商业色彩的，运用现代技
术手段生产出来的文化，包括流行歌曲、摇滚乐、卡拉0K、迪斯科、肥皂剧、武侠片、警匪片、明星
传记、言情小说、旅行读物、时装表演、西式快餐、电子游戏、婚纱摄影、文化衫等等。
”这一定义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上看，均与大众文化没有太多区别。
详细分析审美文化为什么会等同于大众文化不是我这里论述的重点，但指出其中的一些征候却是必要
的。
　　与19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化景观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这种变化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
：“一方面，纯粹的‘审美’不断向普通‘文化’领域渗透弥漫于其各个环节；而另一方面，普通‘
文化’也日益向‘审美’靠近，有意无意地把‘审美’规范当做自身的规范，这就形成两者难以分辨
的复杂局面。
”这种局面既可以看做审美的泛化，也是消费文化已然来临的种种前兆。
但是，由于90年代中前期学界还缺少与消费文化相关的种种理论眼光，也由于学界中人因80年代美学
讨论的熏染而延续着某种思维定势，还由于学界对大众文化的暖昧态度（其中既有批判之声，也有肯
定之辞），所以审美文化一词开始流行，而它所指涉的对象也因上述原因或者变得含混，或者与大众
文化区别不大。
其间虽有学者在“大众审美文化”的层面进行界定，但此一概念依然没有完全揭示出消费文化的本质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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