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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文化传媒化》基于民族文化成为大众传播内容与产品的基本事实，在传播学、民族学、经
济学等多学科交汇之地搭建了一个学术范畴。
《民族文化传媒化》重点研究了民族文化的大众传播编码特性，并在传播文本编码向度探索了民族文
化与主流文化、商业文化的关系，着眼于三者间张力的弥合与合力的更生、进行了理论和政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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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郁儒，西安人，汉族。
复旦大学（新闻学专业）文学学士。
云南大学（民族学专业）法学博士。
早年赴云南支边。
曾供职于云南日报、云南电视台、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云南财经大学等单位。
现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科研方向为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和电视传播理论研究。
发表论文有《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话语本质及其功能》、《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相关概念辨析》
、《论以传播学理论之田野调查方法为基础的分场域调查法》、《电视记录的场理论及其在业界实践
中的运用》、《电视记录的“场”特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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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主流文化　　本书所指的主流文化，是以意识形态导控的、由大众传媒呈现和建构的社会
生活方式。
　　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
1952年，两位杰出的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对文化的概念和定义所进行的批判性回顾中，仅从
英国和美国就整理出150个有关文化的不同定义。
①关于文化的定义众多而繁杂，本书采用的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
“在群体存在的层面上，‘文化’一词所表达的是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
文化产生的根本性基础，是人的社会性存在⋯⋯文化就是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的总和。
”②“文化是由人所建构的、具有权威，又有参与性的结构，既有包含、融合与证实，又有排斥与贬
低。
文化的基本特点在于，它是生产性的；是连续或积累的，从而是历史性的，是变化的或不稳定的；也
是关联性的，即可以由个人和群体所穿透和归属的。
”③　　本书提出的主流文化，是与民族文化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它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它表现出三个主要特点。
其一，主流文化是以意识形态导控的。
就1949年之后的中国而言，这个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发展。
思考这个问题的坐标是“古今中西”。
从历史发展来看，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表现为直接的历史传承。
五四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价值观都进行了改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传统文化即被国家文化建构进一步替换。
尽管我们现在还在复习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但是它始终未能成为中国当代主流文化的主要
方面。
从空间坐标来看，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传人中国的，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世界观
、方法论、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神仙皇帝都请下了圣坛，成为了另一种信仰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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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程郁儒所著的《民族文化传媒化》基于民族文化成为大众传播内容与产品的基本事实，在传播学、民
族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汇之地搭建了一个学术范畴。
《民族文化传媒化》重点研究了民族文化的大众传播编码特性，并在传播文本编码向度探索了民族文
化与主流文化、商业文化的关系，着眼于三者间张力的弥合与合力的更生、进行了理论和政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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