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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视文化形态论：兼议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中文版）》紧紧围绕消费社会和电视文化相互作
用、相互促进的关系，从不同层面和维度阐述了电视文化的内在逻辑——内涵、性质、地位、作用及
变化发展的内在机理和不可避免的负面隐忧，并初步探讨了电视文化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健康
发展的问题。
　　《电视文化形态论：兼议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中文版）》首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从考察由于当代科技革命和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带来的社会形态的深刻变革人手，揭示了技术社会形
态（含信息社会、网络社会）、消费社会形态和全球社会形态与作为视觉文化为主要形态的电视文化
的崛起的内在联系以及当代文化发生重要转向的历史必然性；阐述了消费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符号的消
费、身体的消费，消费成为再生产的动力；分析了视觉文化崛起的原因在于生活的休闲化、社会发展
的都市化倾向、消费社会的到来以及大众传媒的崛起和虚拟技术的发展；总结了视觉文化的特点——
视觉文化与印刷文化的区别（“看”与“看”的不同），日常生活的视听化和审美化，真实与现实并
存：亦真亦幻的世界，文化成为可机械复制和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论证了包括电视文化在内的
视觉文化的崛起，表明了一个以书刊为主要载体的印刷文化时代的结束，开启了一个以图像为主要载
体的视觉文化或影像文化时代的来临，并认为这是文化传播史上的新阶段。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电视文化形态论：兼议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中文版）》力图深入、系
统地论述电视文化的内涵、性质及其在当代文化转向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根据当代社会形态变革的三个方面，相应提出电视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也是最为主要的视觉文化形式；
是一种以高新技术为基础、可不断机械复制的影像文化；从电视传播的日益全球化、“时空同步”的
实现论证了电视文化是一种最具影响力的大众文化；从体验的快感、窥视的快感、宣泄的快感和梦幻
的快感等方面，论证电视文化是一种满足精神需求的快感体验文化，是一种精神消费型文化。
进而指出，电视文化在消费社会中，通过引领时尚、制造时尚，推动大众文化的流行；通过电视节目
和广告引导生活方式，加速消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总之，电视文化是以一系列电视技术为手段和载体进行传播的精神观念文化形态和接受（消费）这种
精神观念文化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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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第二节 为什么要研究电视文化一　电视文化是最具渗透力和影响力的图像文化现代科学
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电子传播社会的形成，使电视传播技术得
以长足的发展，电视文化的崛起具备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技术环境。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卫星技术、有线电视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的发展，电
视不断地改写着自己的历史，新技术还使电视、电信、电脑、电子消费品、出版和信息服务融合成一
个单独的互动式信息工业。
这就使电视表现和传播文化的手段及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符号化的时代，传播各种图像符号的电视文化成为人的
生活和工作的重要环境。
“视频”与“图像”上升为主导性的文化样式，现实由此被转化为无所不在的影像或形象。
以视觉为中心的视觉文化符号传播系统正向传统的语言文化符号传播系统发出挑战。
正是由于电视传播技术的重大发展，在当今，没有哪一种文化形式像电视文化那样与人们的生活是如
此的紧密关联，如此的不可分离。
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实况新闻、体育赛事、娱乐、电视剧、电影、音乐、商业广告，等等，源源不断地
输送到家庭、办公室、商场甚至旅行的飞机上。
人们常常认为，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
这种差异的特征之一就是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完全被图像和信息所包围。
图像和信息源于众多渠道，包括广告、时装、家用品式样、电视、报纸、书籍等。
结果，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完全符号化，尽管人们对此多未觉察。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视文化形态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