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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3辑内容：一、在影像的边上。
主要是对纪录片的历史发展以及与社会历史民族的关系进行深度评论。
二、书写与遮蔽。
主要是对中国的一些主要媒体及节目进行评论解读。
三、诗与思。
主要是对文化文学论著进行的文化思考和评述。
全书语言犀利，论证透彻明晰，处处有思想的闪光点。
作者对一些现实当下的问题用文化的、思想的、历史的视野进行阐释，让读者对现实事件有了更深层
次的理解。
同时作者对于中国文学以及文化的梳理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一些作家以及文化思想家的解读很到
位，让读者在享受丰盛的思想盛宴的同时，也预留了丰富的思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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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新雨，1965年出生于安徽合肥。
文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研究员。
主要著作有《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2003）、《神话&#8226;悲剧&#8226;—对古希腊诗
学传统的重新认识》（1995）。
近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新纪录运动、影视理论、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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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在影像的边上　《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　“孽债”：大众传媒与外来妹的上海故事——
关于电视纪录片《毛毛告状》　在乌托邦的废墟上——新纪录运动在中国　新纪录运动的力与痛　今
天的“人文”纪录意欲何为？
　“重视”下的中国城市影像　国事、家事、天下事——《良友》画刊与现代启蒙主义　　附录一：
欢迎“云之南”影展来上海　　附录二：当摄影机转向太平盛世的背后——看香港纪录片《歌舞升平
》　　附录三：《铁西区》与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　　附录四：“独立制作”与当代中国的新纪录
运动　　附录五：《十面埋伏》与民族电影　　附录六：愚公·西绪福斯·孙旺泉第二辑 书写与遮蔽
　中央电视台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读解　仪式、电视与国家意识形态——再读中央电视台2006年
“春节联欢晚会”　媒体的狂欢——对台湾传媒生态的观察与思考　作为社会存在的新闻与新闻事业
——对新闻理论诸概念的重新思考　故事·游戏·动物朋友——对儿童影视理论建构的探讨　报纸能
为广播电视事业做些什么　　附录一：爱要怎么说——看深圳卫视《大爱无疆》　　附录二：《非常
接触》与读书节目　　附录三：《东方纪事》对于电视纪录片栏目化的意义　　附录四：我们为什么
需要电视？
第三辑 诗与思　诗的意义——读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　人的救赎之路——论王安忆的小说主
题与关学风格　学科的危机与思想的边界——也谈人文精神　王国维系统文艺观新论　亚里士多德《
诗学》中的“诗与哲学之争”及其渊源——兼论古希腊悲剧精神　认识维柯的诗学理论——关于《新
科学》的读书笔记　《诗学》传统与反传统的现代悲剧课题　戏剧传统在大众传媒时代的命运　理解
“中国”的视野如何可能？
——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附录一：世纪末，中国戏剧需要自我批判　　附录二：《读
书》杂志与近二十年中国与世界的巨变　　附录三：中国民族主义的“内”与“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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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辑 在影像的边上　　《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　　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
界崩溃了。
　　——纪录片《铁西区》导演王兵　　看过纪录片《铁西区》的人都会对那一开始的运动长镜头印
象深刻。
随着火车缓缓进入，视野中展开的是一片白雪覆盖的荒芜的厂房，在冥暗的灰色天空下，一些活动的
身影如同幽灵，仿佛我们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业已毁灭的世界：工业文明的废墟。
长达三分钟的长镜头以一种仪式般的方式赋予我们一种进入，对历史的进入。
　　铁西区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是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机械加工业基地和基建配套工业基地，
其主体是国有企业，也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今天的最后堡垒。
铁西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4年日本侵华期间，它为日军生产武器装备及为大型军工企业提供机械配
套设备，南宅北厂的格局就是在此期间形成的，2003年拆迁的很多工人的住宅还是在原日本人住房的
基础上改建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苏联将二战期间从德国拆除的设备整修后，作为著名的156项投资项目援华，其中大
部分安装在这里，因为有靠近苏联的地缘条件和日本人建立的工业基础，所以它也成为计划经济管理
体制实施最早和苏联模式实施最彻底的地区，今天辽宁的国有资产比重仍达75％。
在改革开放之前，东北的工业一直是中国工业的脊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动机，直到上世纪八十
年代初，在铁西区一带工厂就业的工人数量依然达到顶峰，约有100万左右。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战略历史是：
八十年代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九十年代重点发展上海浦东。
当中国的南方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东北还处于指令性计划经济时代，钢材、机械产品高比例平价
调出，而财政高额上交——不是三十年而是五十年的共和国的计划经济在为二十年的市场经济承担成
本和代价。
正是在九十年代初期，铁西区部分国营企业开始出现亏损，到1999年末大部分工厂陆续停产。
2002年“十六大”开始重视东北老工业区的振兴，希望通过推进市场化改制，使东北的国有企业实现
向技术密集与资本密集的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型。
但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中央政府却不再承担，这意味着国家把这种“振兴”其
实建立在对外资的期望和依赖上。
在这个国家决策的背后是中国目前总体工业装备已经形成进口依赖，社会固定设备投资的三分之二已
经依赖进口，东北的石油、煤等矿物资源严重枯竭，仅辽宁的失业工人就已经达到了250万。
就业成为这个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转换中最痛的问题，它关联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工人阶级及其命运
。
　　当王兵单枪匹马用一台小的DV摄影机进入铁西区的时候，正是1999年末。
他拍摄的最重要的一个工厂是沈阳冶炼厂，它建于1934年伪满时期，到今天依然是铁西区最有名的工
厂。
它有三个很高的烟囱，一个是日本人建的，另两个是在六十年代计划经济发展到巅峰的时候兴建的，
在王兵看来，这三个烟囱的历史和形象代表着这个区，也代表着沈阳，是东北工业的一个象征。
还有两个重点拍摄的工厂是沈阳轧钢厂和电缆厂。
电缆厂生产的输变电系统是中国解放以后独有的，在八十年代之前，沈阳电缆厂是中国重要的输变电
系统工厂。
而沈阳轧钢厂和当时铁西区的一些工厂一样在等待破产，其实已经处于被废弃的状态。
王兵拍摄的时候冶炼厂的生产还很正常，2000年春节过后破败的迹象才显露出来，但当时谁也不知道
冶炼厂会不会倒闭，后来这个工厂终于倒闭了，王兵正好拍了下这个历程。
有一次拍到一个车间要停产，一位工人躺在凳子上谈他个人的经历，从上小学开始一直到上山下乡，
他在讲述自己生命的过程，他和社会的关系，他怎么理解自己。
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仅仅是十分钟之后，他命运的改变就开始了，一个人走了进来告诉他工厂停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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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兵觉得他拍摄到的那个时刻特别重要，拍摄的时候它是未知的，摄影机和这位工人共同度过了那一
刻，王兵对它记忆深刻。
因为摄影机的见证，这个时刻在时空中凝固，不再消逝。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导演王兵对《铁西区》的解释是：　　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
这个世界崩溃了。
我拍的是一个主流人群的生活，他们和社会的关系，他们自己生命的印迹。
如果把过去几十年的东西拿过来和我的片子放在一起看，你就会看到这几十年这个国家的人在做什么
事情，就会看到那个时代人的理想是什么，最后他们的理想实现了没有。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同时也可以界定出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活。
　　这里的“主流人群”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
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历史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历史，这个不同
正是我们需要给予阐释的。
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的实践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已经是无法回避的迫切问题，它将界定出我们的自我理解，但这个自我理解的过程却将注定在各种
不同力量的争斗中艰难展开。
这是纪录片《铁西区》让我们看到的最重要的意义。
　　第一部《工厂》／“锈带”（Rust）　　工业——只要它是制定了目标的——在根本的意义上，
在辩证的和历史的意义上，仅仅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而不是其主体。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工厂就是我的主人公。
　　——王兵　　《铁西区》的第一部是《工厂》，它的英文翻译很有意味，为“锈带”（Rust），
中国的工业被放在了西方工业的历史谱系中指认和拼接，它一方面提醒的是：中国的工业史其实离不
开与西方工业史之间的关涉，工业化的过程是总体的世界历史；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一个西方工业文明
历史进化图谱的先在与合法，今天的铁西区不过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中西部传统工业锈带区和德
国传统工业鲁尔区衰落的重演，是共同的历史理性在不同的时间、空间的展开，我们并没有可能逃脱
这个法则的强制。
工业在辩证的和历史的意义上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卢卡奇如是说。
　　正是在这个客体的意义上，王兵展开了他对工厂的主结构的叙述：工厂就是我的主人公，是我影
片的命运，它的发展、延续，经过怎样一个过程，是最重要的东西。
在王兵的影片中，作为存在客体的工厂开始获　　得主体性的意义，因此《工厂》并没有传统影片叙
述中贯穿始终的人物和情节，冶炼、轧钢、电缆，这三个建于1934年的工厂是影片的主角，生产流程
是影片的主要情节。
影片对工厂作了极其详细的辨认、推理与论证，观察、进入、选择、递进、平衡、实现，《工厂》是
《铁西区》三部曲中结构最复杂的一部论文。
《工厂》严密地按照工厂的操作流程来进行，整个影片结构按照工序来剪辑。
先是电解铜的粗炼，然后通过进料口转到下一个大的工序：电解铜；返回到粗炼、旋转、精炼，把铜
叙述完，进入到对于铅的叙述；从车间里几个人在焊东西，到铅楼，铅的操作新厂，然后进入工人的
休息室，把铅叙述完离开这个工厂。
再转到对电缆厂的叙述，并回到原来没有叙述的从铅电解到铅铸型的过程，再回到铅楼。
这是一个过程，影片的前两个小时结束。
后面进入对工厂停顿状态的描述，先回到铜，铜叙述一半以后，跳到锌，把锌叙述完的时候，这个锌
车间就要停工了，等再回到铜的时候，铜的工序也停了，最后回到影片开始时的电解铜，它是整个工
厂最后一个停工的。
空的厂房，几个人在洗澡，整个工厂都完了，而这曾经是有人在生活的。
铜的叙述结束，接着结束对铅的叙述，冶炼厂关闭，工人们到30公里外的疗养院作最后一次疗养，排
除身体里的铅，一个工人掉到水塘里淹死了；然后影片回到原来的电缆厂，电缆厂因交不起采暖费被
迫让留守人员放长假，工厂办公室内的冰冻结了半米多厚，大家在冰冷的厂房里铲冰；最后叙述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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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钢厂怎么被拆掉。
影片结束的时候回到影片开始时在冶炼厂铜冶炼车间工人休息室理发的工人，跟他回家，从他那里进
入对火车的叙述：火车跑在工厂区的空旷的雪野中——这样，影片又一层一层地回到叙述开始的地方
，再一层一层地结束，从而完成了一个叙述的循环，这也是工厂生产的循环和工厂生命的循环，而这
个循环是以自我封闭来结束的，循环静止了，工厂倒闭了。
对于王兵，“工厂，它的庞大和质感都有一种吸引力，感觉就像一个人过去的理想”。
现在，工厂成为理想的废墟。
　　在《工厂》的叙述循环中，王兵认为它的各个单元都是环环相扣的，每一个叙述单元都是多元素
的，既是对生产工序的叙述，又是对事件的叙述：工厂从正常运作到停产，同时也是对影片中的工人
及其心境的叙述。
每一个观众都可以从中看到他所需要的，一个过去工厂的工人会看到的他曾熟悉的完整的工厂。
研究工业的人可以看到全部的工业流程，从矿料开始到最后的产品。
而在所有的叙述中一直贯穿的副结构线索是关于人：工人，他们的工作与生活。
　　《工厂》中的工人是影片叙述的重要元素，却不是主角。
我们看到工厂有它自己的生命节律，冶炼炉、传送带、吊车，它们巨人般自动地移动、上升、轰鸣，
既怪诞又神秘，庞大的体积把人压迫得渺小而微不足道。
　　工人似乎不过是巨大的机器客体性的附庸——影片要探讨的正是工人与工厂的关系，他们的个人
生活与每天面对的这些一道道工业流程的关系，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最外部的质感所裸露出的生活的
真相。
工人们在休息室听着收音机讲着股份制改革，讨论他们的下岗、工资和养老金的问题，聊天、打牌、
吃饭、洗澡、打架、骂粗话、讲荤段子、看色情电影，休息室是他们的工作与日常生活衔接与交界的
地带。
王兵想表达国家在特定的社会时期所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生活关系：工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生活的细节
，他们的爱好，比如在同样的澡池里洗澡，穿同样的衣服，用一样的饭盒，做一样的事情，谈一样的
话题——他们都是面目不清的无名的存在，群体的存在，被客体化的存在。
这些人群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命运，并形成了影片另一个重要的复调结构，与关于工厂的叙述主结构对
比和呼应，他们看上去碎屑、无聊的碎片般的生活被影片的结构整合为宏大的总体描述：关于工厂的
概念和人的生活的各个因素的对比，个人的命运被淹没在总体的历史趋势中，这种整体的历史感和命
运感，在影片里有非常确定的表达。
影片中让人震惊的是反复铺陈的洗澡情境，不同的工人们以同样麻木的神情在镜头前裸露他们的肉体
，肉体被还原为一种客体的存在，被暴露的生殖器表现的却是肉体的去势，身体的裸露与否已经不构
成对文明的定义，文明和欲望一起消失，剩下的只是被强大的工厂机器所阉割的无能的肉体，以及不
能被肉体实现的本能：他们毫无表情地坐在电视机前，屏幕上播放的是肉欲的赤裸裸的三级片，肉体
成为“物”和“他者”的存在。
　　王兵说一个作者最初的作品对世界都是很敏感的，原因在于他对世界是陌生的，有很多东西，他
需要去辨别和认识。
安东尼奥尼《红色沙漠》中的工厂和机器的美学意象，曾启发过王兵，那个藏在女主人公心中巨大而
无名的恐惧，是这个工业文明的世界中驱逐不掉的幽灵。
王兵认为自己在《工厂》中要表达的其实就是一种敏感和情感，在三部曲中，这是最敏感、最直觉的
一部，而结构正是情感的方式和表达，结构本身是为了展示情感，它在情感的展示中变化，情感有它
自己的准确性。
所以，他对工厂的描述其实是“意象性”的，在视觉的隐喻和象征中，有一种茫然和绝望的情感，就
好像一个人在巨大而空旷的工厂里正走着，吊车呜地升起，那种声音让你觉得似乎走在一个恐惧的山
谷里，忽然哪里发出一种奇怪的鸟叫，让人感到惊悚。
　　在世界历史巨大的客体性面前，惊悚或许是人类获救的起点？
对于人类的历史来说，工业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
工业革命的秘密在于人类的财富从此不再依赖土地与劳动力相结合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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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以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有机肥料、劳动力、太阳能、风能、水能和牲畜能为前提的。
工业革命以后的人类现代化都是以地球上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为财富的来源。
资本主义的法术是对自然的剥夺和异化，在这个过程中，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资本对人的剥夺与它
对一座矿山的剥夺并没有区别。
当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他的确深刻地指出了资本以社会异
化的方式对人的奴役。
但是当《资本论》把劳动力作为唯一的价值来源的时候，劳动力获得的其实是高于自然的地位。
这是启蒙思想的前提，人与自然已经疏离，由此资本对人／物的奴役和剥夺的深层结构被遮蔽了，即
：资本对劳动力的奴役与它对所有自然力的奴役是同一个结构过程，劳动力不过是自然力的一种形式
，对劳动力的征服是把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来，就如同把矿物从石头里开采出来——都是对自然力的
征服。
马克思在他的时代观察到了资本依赖对人的劳动力的奴役来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于是他给了劳动
力高于自然力的地位，这也是因为黑格尔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对历史动力的主体需求预设了工人阶级的
历史主体地位。
但是工人阶级与最先进生产力的结合却并没有因此得到保证与实现，当代工人阶级的命运恰恰是被最
先进的生产力所排斥，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替代了劳动力，科学技术成了生产力，而雇佣劳动却成了
被排斥的对象，因为科学技术证明了是机器，而不是人，可以更快地使资本增值。
科学和技术以加速消耗世界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方式，把自然力转化为生产资料和资本，生产力就是把
自然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能力，而代价则是整个地球生态的严重危机。
这正是为什么最早的工人运动都是以捣毁机器为开端的，对机器的仇视正是因为资本对人的排斥，机
器是非人的，当机器占据了人的位置，人就变成了物，世界就无可避免地物化了，工人对机器的反抗
是对资本把人“物”化的反抗。
因为机器不需要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当机器从工业革命中获得了第一推动力，开始越
来越快地把自然资源转换为作为商品的资本，作为工具的凡就不重要了，因为资本并不需要为地球上
的煤、石油和所有其他矿物资源的巨大消耗承受自然力再生产的成本，这样机器就成为工业文明的永
动机。
商品对于资本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就是尽快被消耗掉，资本的增值过程就意味着地球
上属于全体人类的自然资源被转化为（私人）资本的过程，这个“物”的资本化过程正是当代资本主
义的最大秘密。
　　当古典政治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转型的时候，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物”的消失，边际效应理论作
为现代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出现，它强调的是主观因素对经济运动过程的影响，人的欲望及其满足成为
分析的出发点，消费、分配、价格、市场等等成为理论的核心，资本似乎失去了它的物质属性，现代
经济学完成了对资本物质性的遮蔽，成为讨论边际效应的心理学，经济从研究作为物质存在的社会存
在转为研究社会心理，注意力成为经济问题，而自然／社会的生态则不是经济问题。
资本主义的知识体系不能揭示而是遮蔽了自然的物化与资本的关系，所以后现代主义理论终于把消费
社会理解为一个符号的社会，消费社会的商品来源被遮蔽了，符号成为不及物的存在，物质隐身了，
只剩下符号，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蜕变为符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物质、历史的关系断裂了。
　　在这样符码的政治经济学中，后现代主义似乎成为资本的合法性的论证，总体的真理性被否定了
，“物”变成了符号和信息，文化成为能指的狂欢，资本成为财富，而货币成为资本市场上丧失所指
的符号，资本市场的泡沫由此形成，“物”本身则沉沦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体系里义无反顾地
沉沦了。
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是对的，他指出了资产阶级思想无法克服自身的二律背反。
资本的形成要达到它的抽象永恒的统治性，就必须抽出现实物质性，遮蔽它的来源。
但是，所有的商品都无法消除它的“物”身，就像所有的“人”都无法消除自己的肉身一样，正是这
个肉身要求存在的权利。
遍布全球的白色污染是以商品的符码出现的，却并不随着商品的消费而消失，就像人被作为无利可图
的“物”而被资本排斥，但是这些“物”却要求存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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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体被封闭在符码体系里的时候，它就成了没有物质和肉身的主体，这意味着对主体的取消和灭绝
——人的灭绝，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就是失业，是作为“物”的存在的人不能转化为商品的逻辑结果
，资本离弃工人，就像资本离弃一座挖空的矿山一样。
资本定义了物的存在的意义，凡是不能转换为商品的物都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被置于历史的黑暗中
。
资本离弃的地方，“物”只能以工业文明的垃圾场的形式而存在。
社会层面的异化如果不是以自然（物质）层面的异化为前提，其实是不可想象的。
当商品被看成是在资本魔力下的自动涌现，劳动者不再是生产力，科学与技术成了生产力——但是生
产力的物质对象却隐而不障，它掩盖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资本主义从地下魔术般地唤起的财富
，不过是自然资源的转换，财富依然是物质的，货币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
商品的洪流是以物／人的异化为代价的，消费社会是以预支未来为代价的，那就是自然界的物的极限
，不可再生的能源的极限。
而人是否只有在被当作物化的对象后，作为“物”的阶级意识才能够形成？
从土地、水到空气的全方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以及各种意义上的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恰恰要
求证明的是世界和社会作为物质客体的主体性。
　　物质客体的存在将最终否决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叙述，那就是：人类的历史只剩下资本的生产与再
生产的历史，即市场扩张的历史，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于资本的自我增值的过程中。
历史的终结只有当它是抽走了物质性的时候，才是可能的。
然而，不是别的，正是被物化的自然／人要求打破被资本垄断的历史叙述，被物化的历史客体自身将
决定历史的真理。
马克思用抽象劳动时间作为价值的尺度，其实为资本在意识形态上的非物质化过程开启了后门，正是
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极力掩盖和逃脱它对作为人的劳动者和作为物的自然资源的掠夺，正如阿多诺所
说：所有的物化都是一种忘却，现在应该是唤回物质的主体性作为历史的主体性在辩证法中的地位的
时候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其实仍然置身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的理论视野中——在劳动价值论上
的出走正是为了在人/自然的异化理论里与马克思重新相遇。
世界是物质的，资本是物质的转换，是自然的转换，也是自然的被剥夺和被异化，在这个过程中，工
人阶级乃至整个人类都是物化世界的对象。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工人阶级及其命运，物化意识就是工人阶级的意识，但是这个
意识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广泛联系，它不是一种界限和区分，相反它是一种联系。
只有在最广泛的现实联系的基础上，历史的总体的辩证法的力量才有可能出现，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才
能够被辨认和重建。
在这个意义上，《铁西区》体现的不仅仅是中国工人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也是作为第三世界的社会主
义国家的历史和自我意识——这一过程本身就内在于人类的历史中。
　　资本对农民的剥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遭到道义的谴责，却被赋予了历史辩证法的正义，因
此资本对农民的剥夺，以及农民对资本的反抗都无法被吸纳到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中。
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对传统农民主体性的否决，可以被视为当代工人阶级主体性失落的前提。
农民主体性在现代性理论中的丧失，是因为资本需要以排斥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为自我发展的前提，
这是现代性理论被压抑的潜意识，也是今天的现代性理论批判特别需要反思的重大问题。
工人阶级由于与资本的结合而被赋予的主体意识，随着资本把汲取财富的龙头直接转移到对自然资源
和自然力的垄断与开发，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便丧失了它的物质基础，资本对雇佣工人的排斥与它对传
统农民的排斥是出于同样的逻辑。
因此，必须把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命运放在一个共同的历史窄间中去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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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一刻，赶夜人，在世界的边缘行走，天地之间，山水之间，午夜的幽暗与黎明之间，我冰冷的
指尖，与电脑键盘之间，月色如风，吹过稻田。
　　第一辑“在影像的边上”，主要是关于中国纪录影像的思考，是《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
录运动》一书的后续展开。
第二辑“书写与遮蔽”，集中于对大众传媒相关问题的探讨。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包括影像书写在内，整个文化生产都与大众传媒的生产体制紧密扣联。
第三辑“诗与思”，试图追究艺术起源以及艺术与不同时代精神的关系，诗与戏剧其实就是传统社会
的“大众传媒”。
“诗”与“思”的古老关系，见证着人类最重要的理解世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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