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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伴随着跨入新世纪的步伐，中国传媒业也进入了剧烈的变革期。
媒体集团、资本运作、产业化、新媒体⋯⋯这些词汇不断地进入传媒操作和传媒研究的视野。
而中国电视更显得生机勃勃和伤痕累累，其生机勃勃表现在电视不断地被品牌化、频道专业化、经营
模式、媒介产品等新生概念裹挟着去寻求创新；其伤痕累累则表现在白热化的竞争、收视率的压力、
盈利指标等将电视逼入了寻求生存的茫然境地。
　　这种变革，为电视理论研究撼供．了更加多维的思考取向。
　　我们将电视研究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前沿研究，它着眼于变革时期的中国电视，对其间出现的新
的电视现象、电视形态以及新问题和新趋势进行理论的探讨，这是一种功能性的研究，具有探索性和
不稳定性。
二是实用理论研究，它侧重于电视作为一种媒介本身所具有的特征、规律和操作规则等的研究，这是
一种本体论的研究，它具有相对的实用性和稳定性。
三是基础理论研究，它侧重于从一个宏观的哲学视角来对电视的传播属性和功能作研究，这是一种学
理性的研究，通常具有形而上的意味。
对于电视研究而言，打破这些层次之间的界限，使前沿研究有基础理论的指引，又使基础理论研究有
更多的实用性，一直是电视研究与教学在不断尝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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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默，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6年在武汉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后获文艺美学硕士学位，1995年在武汉大学获西方哲学博士
学位。
1996年在北京大学做媒体经济学博士后。
出版的专著：《中国电视与市场经济对话》《电视文化传播》《影视文化学》《莱布尼茨哲学体系》
《生命的绝唱》《瓦格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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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当代大众传播支配的社会里，媒介文化已经无所不包，文化、工业生产和商品已经紧紧地结合
在一起，如电影工业、电视产业、音像制品、互联网络、游戏软件，等等。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人们还将文化理解成看经典书籍、欣赏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听高雅音
乐、观赏绘画、看戏剧戏曲等，文化仍然是逃避现实并获得审美愉悦的一种方式。
而到当下大众传媒时代，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距离消失。
文化逐渐商品化，当代的文化艺术逐渐转向文化产业，当今的电影、电视、网络大量地涌人人们的日
常生活。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消失，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消失，一切都和商品化、大众消费联系在一起。
因为，这时的文化艺术完全是消费社会的一部分。
　　今天，全球已经进入消费社会。
消费社会意味着权力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文化艺术更多地被要求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大众传媒也越来
越受商业资本的掌控，商业广告狂轰滥炸，大众传媒制造的“英雄”统领大众消费者消费明星代理的
消费品。
消费社会价值认同的形成，具有相当复杂的社会机制，除了整个生活质量、文化信念、消费程度的社
会价值认同外，主要是个体身份的确认，在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获得整个社会的反馈和公认
。
在波德里亚看来，商品消费的象征符号表达的不仅是某种流行样式风格，而且是名牌声望和权力。
人们在消费商品时已不仅仅是消费物品本身，而是在消费物品所代表的社会身份符号价值，如富贵、
浪漫、时髦、前卫、归属感等象征价值。
消费者在一种被动迷醉状态下被物化成社会存在中的符号——自我身份确认。
应该说，用消费主义理念支撑的社会，完全变成了以大众媒体与商业文化为主导的消费社会。
　　大众传媒是社会中真正连通消费的血脉，人们要反思电视、网络媒体所充当的社会角色，它们在
大众消费社会里传播的就是大众消费文化，它们就是要让受众轻松、愉悦地消费文化，积极参与到商
业广告吁请的商品购物行动中。
这是权力转移到消费者的时代，是大众参与话语权的时代，是大众享有超级民主的时代。
这一权力的转移是话语权的转移，从一种声音转移到多种声音，成为一个多元化的话语权，消除传者
与观众的紧张、单向的关系，受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主动的、互动交流的参与者，电视
文化、网络文化成为真正的人人都可参与的文化广场。
人们进入平等、平行、双向互动的传播时代，进入多元化和差异性并存的宽容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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