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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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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 是伴随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萌芽、发展而起步的,

从一开始就存在本土理论准备先天不足的现象。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一个

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大量移植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这种做法,首先就会遭遇

分析和批判的中西 /语境错位0问题。同时, 仅仅以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资源, 来审视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至少也是失之偏颇的。如果要建构更广阔的中国大众文化现象分析

视野,就应当实现伯明翰学派或文化研究理论资源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资源的结合,并将

之导入中国地方性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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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突出问
题,就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大量移植了法兰克

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以作为主要分析视野

和方法。这种照搬套用的做法, 首先就会遭遇分

析和批判的中西方 /语境错位0问题。同时, 仅仅

以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资源, 来审视当代

中国大众文化现象,至少也是失之偏颇的。诚然,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 具有深刻社会

意义, 对于分析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也有重要

参考、借鉴价值。但是, 其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

尤其是其在过高估计大众个性被文化工业摧毁程

度的同时,过分地简化了大众接受和使用文化工

业产品的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 英国文化研究

(伯明翰学派 )的大众文化理论具有纠偏和补充

作用。文化研究不仅注意到了自上而下宰制性力

量对大众的控制和操纵,更看到了从属者自下而

上对宰制性力量的抵抗和颠覆, 重新认识到了大

众的文化辨识力、主动性和创造性,重估了大众文

化政治的进步性潜能。正因如此, 如果把法兰克

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 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大众文

化理论接合起来,并经过从西方地方性语境到中

国地方性语境的转换,会有助于更全面、辩证地理

解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

一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 是伴随改革开放以

来大众文化萌芽、发展而起步的,从一开始就存在

着本土理论准备先天不足的现象。在 20世纪 80

年代初期和中期,大众文化现象曾被一些中国学

者纳入传统理论框架中予以阐释。20世纪 80年

代初期,一场关于刚刚兴起的流行音乐的激烈争

论,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有人认为,港台流行

音乐是资本主义畸形社会的产物,其中虽然也有

少数民歌和思乡的歌曲, /但多数是内容消极、颓
废,情绪低级、庸俗的陈腔滥调之作 0。因此, 在

强调安定团结, 促进 /四化 0建设的今天, 对其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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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性应有足够的估计。流行音乐是 /比下等还低

劣的东西0, /用这样的音乐能创造高度的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吗? 0¹对包括流行音乐在内大众文化

现象的这一类责难之理论资源, 通常来自于 /文

化大革命0中延续下来的极左意识形态。由此出
发,大众文化现象就被简单化地视为一种仅仅具

有娱乐性而缺乏社会性、政治性内涵的东西, 而被

贴上 /资本主义 0标签予以排斥, 或被视为 /粉饰
太平、麻痹斗志 0的精神麻醉品而予以否定。当

然,在这一时期对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的谴责声

中,也有人自觉地为之辩护。比如, 有人认为,

/我们的 -新星 . , 根据自己的演唱风格选择适当

的曲目,或-严肃音乐 . ,或-通俗音乐 . ,这完全有
自己选择的自由, 任何人不该无理指摘。0/文化

园圃, 宜放百花。有时会出现不平衡: 或红花少

了,或白花少了, 那就不妨多种些红花、白花, 却不

应把其他颜色的花锄掉。0º显然, 在这一时期,人

们对大众文化现象无论是指责还是辩护,其理论

资源基本上都来自于传统的思维或意识形态框

架。

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以及对外开放的

迅速推进、电子传播媒介的迅速普及,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尤其是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大

众文化开始全面地进入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空间,

从而确立了自身的地位。如果说在 20世纪 80年

代,大众文化进入普通人日常生活空间,仅仅意味

着 /左 0文化地盘的缩小, 那么, 在 20世纪 90年

代,还同时意味着传统上属于知识分子的部分文

化领地迅速地被蚕食。从古代一直到 20世纪 80

年代, 传统知识分子一直以对民众扮演主动者、引

导者、教化者等角色而自居。从儒家 /博施济

众 0、/润泽斯民 0、/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0的社会使命, 到 /五四0时期旨在
改造国民性的新文化运动, 再到 20世纪 80年代

以 /启蒙 0和 /理性 0为主思潮的 /文化热0, 莫不体

现了这一点。与此相应, 传统知识分子在文化领

域中无可争议地居于中心地位、扮演着中心的角

色。然而,进入 20世纪 90年代尤其是 1992年以

来,一大批新的文化弄潮儿, 如文化经纪人、小报

记者、书商、专栏作家、各种影视制作中心及其制

作人员、影视歌明星等,在迅速瓜分原先属于传统

知识分子文化地盘的同时,凭借电视等新媒介增

强了自身在大众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在西方,许多知识分子不能接受以电影、广播

和电视形式传输的信息, 新的电子媒介一直遭到

他们的冷遇和鄙视。据尼古拉斯. 米尔佐夫所说,

对这些知识分子而言, 一种视觉支配的文化必定

是贫乏的、精神分裂的。比如,尽管电视已经在学

院体制内赢得了一席之地,但在知识圈中,对视觉

快感的怀疑仍然很强烈。这些知识分子可能会关

注电视新闻和一些 /谈话 0节目,但对电视的其他

一些特色节目,如肥皂剧、游戏表演、大自然节目

和体育报道, 却说不出什么道道来。这个简单的

事实,使许多知识分子失去了耐心: /有大批的大

学教授在哀叹电视已经使西方社会暗哑失声。大

学也招来了异乎寻常的痛恨, 因为它们不去研究

-伟大的书籍 . (这个词已经为人们所熟知 ) ,却转

而去研究电视和视觉媒体, 这种批评似乎没有意

识到电视如今备受指责, 这和启蒙时期小说遭到

敌视,其实是出自同一种反应, 在那个时候, 文学

也曾被指责败坏了道德和智力。0»在米尔佐夫看
来,知识分子对新媒介的普遍反感,可能是对那些

参与并享受大众文化的人的一种改头换面的敌

意。在 18世纪这种敌意针对的目标是剧院,而现

在则聚焦于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等。然而, /不

管在哪种情况下,敌意的根源都是大众和普通观

众,而不是媒体本身。从这个观点看,媒体本身并

不是要点。0¼马克.波斯特则认为, 新媒介遭受冷

遇和鄙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它们触犯了知识

分子的作者权威感 ( sense of authorsh ip) , /这种鄙
视更主要的动因是深层的心理需要,他们未加深

入地研究便先入为主地否定媒介,这是因为媒介

的某个方面威胁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我

想指出的是,这一类态度如今仍然在许多人中间

流行,尤其是在人文科学内;这种态度妨碍人们持

续探讨媒介对许多人产生的巨大吸引力。0½

米尔佐夫、波斯特所分析的现象, 在 20世纪

90年代似乎出现了一种翻版:新媒介及其所传输

的大众文化信息, 再次因触犯了知识分子的 /作

者权威感 0而受到了冷遇和鄙视。张炜关于电视

的一段论述,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他告诫说,

/有头脑0的人抵制电视的最好办法就是拒绝与

它接触。 /一个知识分子戒电视, 应该像戒烟一

样,要有决心和毅力。利用它来消遣,长了会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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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浅、烦躁。因为生活的色彩离电视上的花花绿

绿的色彩相距较远,你转过脸再看生活就会耐烦、

会发火。电视画面闪动得也快,还有光的刺激,使

你无力边看边好好思想。长了, 你会放弃思想。

, ,脑子没有让名著滋养过的, 大半是很粗糙的

脑子, 改变世界用不上,用上了就对世界有害。有

时你看到生活给搞得一团糟, 主要原因就是过分

地使用了没有读名著的脑子。这样的脑子一般而

言不可信, 不可靠。0¾即使在进入 21世纪后, 仍

然有一些中国学者对新媒体表达出了深深的忧

虑: /在大众媒体中,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的

细腻与博大,都被化约为光怪陆离的影像以及附

会图片的文字,抢劫了通向大脑的视觉,阻断了深

入思考的路途。0
¿

上述表明,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在

中国的迅速扩张, 不仅对高雅文化的 /独立 0和
/珍稀0构成了威胁, 而且也对传统知识分子作为

启蒙者、引导者以及大众代言人的传统身份和地

位,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因此, 一些知识分子不可

避免地产生了 /焦虑0。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一些

知识分子从法兰克福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中得到了

共鸣, 并将之作为观察和分析中国大众文化现象

的主要理论资源。

在中国大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

论,最初是伴随 /西方马克思主义热 0而得以传播
的。欧阳谦在 1986年出版的 5人的主体性与人的

解放 ) ) )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初探 6À一

书中, 简要地介绍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 /文化
工业 0理论。俞吾金、陈学明在 1990年出版的

5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 (西方马克思主义

卷 ) 6
Á
一书中,也介绍了阿多诺、本雅明等的文化

工业和大众文化理论。 1990年, 集中反映法兰克

福文化工业理论的重要著作 5启蒙辩证法 6中译
本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李小兵在 1991年出版的

5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危机 6Â有关章节中则专门

阐述了阿多诺的 /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0理论。
然而,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真正引起

中国学界的共鸣和重视、并成为研究中国当代大

众文化现象的重要理论资源,则是自 1992年以来

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大众文化

呈迅速扩张趋势以后的事情。据陶东风所述, 改

革开放以来最早使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范式

以分析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现象的,可能是他自己

发表于 1993年的 5欲望与沉沦 ) ) ) 大众文化批
判6一文。文章主要包含以下几种观点: 大众文

化提供的是一种虚假满足并使人们丧失现实感与

批判性,从而有利于维护极权统治;大众文化的文

本是贫困的 (机械复制的、平面化的、没有深度

的、缺乏独创性的 ) ;大众文化的观众 (大众 )是没

有积极性、批判性的, 他们无法对文本进行积极

的、选择性的阅读 (可以概括为: 虚假满足论、文

本贫困论、读者白痴论 )。
�lv

这种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的理论视

野,在此后知识分子对中国大众文化现象的分析

中,可以说一以贯之。比如,陈刚出版于 1996年

的5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 6就具有代表性。这
是一部较早地系统研究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的

专著。作者在援引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洛文

塔尔等关于大众文化特征的论述以后,指出, /综
合起来看,我们认为,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中产

生,以都市大众为其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

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

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0�lw作者以一种法兰克福

学派的经典立场,对 /精英文化 0与 /大众文化0进
行了比较。 /精英文化 0的本质规定, 是否定性、

反抗性。 /属于精英文化的艺术作品一般都与社

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对社会进行审美的审视, 它

们着重描述对社会乌托邦的憧憬追忆和由乌托邦

失落引起的伤感困惑 0�lx
。与此形成对照,大众文

化则放弃了超越性,立足于世俗的基础, /它非但
不构成对现存文化的反思、批判和重建,事实上往

往起着维护现存文化、助长消费享乐主义的虚假

意识形态、强化大众商业文化霸权的功用。0
�ly

/精
英文化0是一种致力于对一种纯粹的精神价值的

维护和追求的 /自律 0艺术, 总是力图通过个人化

的书写使作品产生一种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

在真正的艺术作品中散发出来的光芒。而大众文

化是他律的,这种文化的生产受到外在物质因素

的控制, 是为了满足市场需要的制作。 /大众文

化是一种复制性的活动。而且它也从不创造标

准,在这里我们找不到创造性可言。因而,这种文

化必然是标准化和程式化的, 它只有一个忧虑, 就

是担心不能被大规模的复制和消费。0�lz对大众文

化的这些看法,都体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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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的经典立场。

可以说,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法兰克福学

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 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

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面貌。那些照搬法兰克福学

派理论的论著, 都程度不同地脱离了中国不同于

西方的地方性语境, 不仅重复法兰克福学派思想

家对大众文化 ( m ass culture) /文化工业 ( culture

industry)特征的一些描述, 而且也重复了法兰克

福学派的悲观结论。比如, 指斥中国大众文化的

商业属性、工业化的生产逻辑以及意识形态的控

制功能,批判强制性的类型化、标准化的当代中国

大众文化产品塑造了同质性的社会主体,谴责当

代中国大众文化抑制了文化艺术品应有的真善美

的功能,扼杀了大众的文化艺术创造力、辨识力和

个性, 歪曲地反映了现实、制造了一个个的白日

梦,消解了人们的批判意识和反叛意识,形象的复

制导致对现实的非真实认知, 梦幻性特征强化了

人们的妥协与逃避, 批量生产导致审美能力的退

化等。
�l{

需要说明的是, 在 1999年出版的 5市场逻辑

与文化发展 6一书中, 我自己也在相当程度上接

受了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观点, 并尝试以此作

为观察和分析中国大众文化现象的理论视野。
�l|

我自己对于大众文化的看法, 只是在接触了英国

文化研究尤其是费斯克的著作后, 才开始发生变

化。

进入 21世纪以来,随着英国文化研究思潮传

入中国,法兰克福学派一家独霸天下的局面已经

悄然发生变化。但是,至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

仍然是众多学者观察和分析中国大众文化现象的

主要立场和方法。这种现象相当广泛地见诸

2000年以后出版的中国学者论著之中。比如,王

毅认为, /目前最通常意义的 -大众文化 .指大众
传播或大批量生产的文化。0�l}

潘知常认为, /大众

文化是一种产生于 20世纪城市工业社会、消费社

会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并且以城市大众为对

象的复制化、模式化、批量化、类像化、平面化、普

及化的文化形态。0�l~李陀认为, /大众文化是一个

特定的范畴,它主要是指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

关 (因此往往必然地与当代资本主义密切相关 ) ,

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

品的文化形式。0�mu
当然,最具有典型性的, 是王彬

彬的看法。他认为, 大众文化是 /现代工业社会

中的 -大众文化 . (一首流行歌曲, 一部电视连续

剧 )是由少数人利用现代工业手段快速炮制而成

的,然后向大众抛售、倾销。0一般而言, 大众不可

能参与 /大众文化 0的制作而只能纯然被动地接
受少数人快速炮制成的思想、情感。 / -大众文

化 .作为一种文化泡沫,是即生即灭的。0大众文

化必然是滥情而又矫情的, 是以浓施粉黛而掩饰

其苍白贫血的,是散发着扑鼻的廉价香水味的, 是

大众的精神鸦片。 /其中的情感, 其中对生活的

理解对世界的感受, 往往是虚假的,它类似于鸦片

一类毒品,在大众脑中眼前, 制造种种幻象, 让大

众置身于一种虚幻的生活境地,从而麻痹了大众

对自身处境的感受力。0
�mv

金丹元和王新菊 2006年初发表于 5上海文

化6的 5从 -超女 .到 -梦想中国 . 6�mw一文, 对 /超
女0/梦想中国 0等电视媒体狂欢娱乐现象进行了

反思,体现了把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应用于中国本

土语境的有益尝试, 但字里行间也渗透着法兰克

福学派的精神旨趣。文章认为, /超级女声0等现

象是商业操纵的产物。 /从-超女 .到 -梦想中国 .

此类节目的产生,可以证明中国当下的电视策划

人,传媒公司的组织者已经变得非常聪明,也变得

极具实用性,他们认识到了文化商品的价值,不管

评论家如何说三道四,任凭风浪如何拍打,反正他

们要争夺的是抢争市场, 占领市场,这就是游戏规

则。0文章为媒体制造的 /某种 -真实 .的假象 0、抛
出的 /某种虚幻的美好前景 0而忧虑, 因为 /结果

就必定加剧年轻一代的精神分裂和虚幻症, 那么

媒体的责任何在,媒体的良心何在? 其实当下媒

体的大众文化消费, 抑或由电视台推出的种种反

精英化的集体狂欢, 草根性娱乐等,恰恰正是由掌

握媒体、把持媒体的精英们自己策划,自己炒作出

来的。0从这些文字中, 显然也不难看出法兰克福

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经典立场、价值标准、理论视

野的深刻痕迹。

把诞生于西方特定历史和地方性语境的法兰

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 照搬到当代中国, 首

先就会遇到批判语境的适用性问题。法兰克福学

派于 20世纪 30年代初在德国的形成, 不久就面

对着法西斯极权统治的威胁和迫害。因此, 其文

化工业批判理论的重要出发点,就是分析文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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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思想观念上锻造极权主义个体的作用。按照

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看法, 法西斯主义的产生

并非偶然的事件,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心理土壤。

法西斯政治宣传所催生的大众与商业体制所培育

的大众 ( the m asses)是合二而一的同一群人。认

同作用 ( identif ication,直译作 /视为同一0 )可以解

释法西斯操纵之下个体的个性如何消失并退化成

了大众、群体中的成员和 /非个体化的社会原
子 0。由于认同作用, 大众就会将作为煽动者或

催眠师的领袖, 当作自我理想或自我典范内投到

了自己的人格结构中,所以,大众与领袖的心理结

构就具有了基本的同一性。在现代商业制度下,

雇员的头脑里最初想的是如何像上级一样,但逐

渐地由于压抑性的物质依附的作用, 他们的整个

人格都被按照统治阶级的样式而加以重新塑造

了。显然,这种雇员与上级的人格关系,已经在相

当程度上为个体的个性消失并退化为群众以及群

众将领袖 /视为同一 0, 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

/一般而言, 领袖都是卖弄嘴皮子的好手, 他们具

有口若悬河和蛊惑人心的煽动力量。这些人施加

于追随者的主要魔力就是依靠自己的口才,也就

是语言本身。虽然缺乏其理性意义,却能够以一

种神奇的方式发挥作用,并且推动古老的退化,使

个体退化为群体的成员。0�mx
在这一过程中, 现代

传播媒介显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无线电广
播变成了领袖的话筒,大街上的大扩音喇叭, 不断

传出像女妖王一样令人惊慌失措的进行宣传的声

音 0。�my

在法兰克福思想家看来, 法西斯政治宣传与

文化工业自上而下的整合和操纵, 有异曲同工之

妙。前者通过认同作用和催眠等心理学方法, 实

现了非理性话语与无意识心灵的共鸣, 后者则通

过隐藏的信息, 把统治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渗透

入群众 (大众 )的无意识之中。文化工业只承认

效益和利润,它消解或破坏了艺术作品的反叛性,

而从属于代替作品的格式。它使整体和部分都同

样地从属于格式, 也即统一的标准。在一种标准

化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 一种似乎真实的 /伪个

性主义 0便形成了, 表面上的个人选择 (诸如偏

爱、选择、流行等等 ) , 实际上都是处于被操纵的

状态。文化工业的重复性和标准化、同质化塑造

了大众的自动反应, 一切事物都显得是被预先决

定的。 /从根本上看, 虽然消费者认为文化工业

可以满足他的一切需要, 但是从另外的方面看, 消

费者认为他被满足的这些需求都是社会预先规定

的,他永远只是被规定的需求的消费者,只是文化

工业的对象。0�mz
正如法西斯政治宣传使个体变成

了大众一样,不断重复的广告、不断以标准化与伪

个性出现的文化工业产品也使个体变成了原子化

的大众。

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得以形成

的特殊西方语境,大众文化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背

景下兴起,本身就具有使民众淡化、疏远 /左 0意

识形态的作用,大众文化生活空间的扩张,同时也

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 /左 0文化地盘的缩小。尤

其是在刚刚经历 /文化大革命 0的特殊背景下, 大

众文化的流行还蕴含着对 /文化大革命 0时期文

化艺术政治化、公式化、群体化的反叛以及寻找温

情的需要。如潘洗尘所述, /对于唱惯了 5都有一

颗洪亮的心6、5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6, 甚

至在结束了十年浩劫之后还只能唱 5交城的山交

城的水6的那代中国人来说, 邓丽君们 (包括叶佳

修,侯德建,罗大佑的略带惆怅的台湾校园歌曲 )

的声音几乎就是来自天国, 它能给板结的心田以

雨露,给苍白的生命以血丝。那时,在拥有数千天

之骄子的哈师大校园, 我曾亲身感受到, 无论是

20岁的大学生还是拖儿带女的大学生都在一面

寻找着开启知识大门的钥匙, 一面在5相聚6的日

子里, 寻找着梦中的 5橄榄树 6, 5外婆的澎湖

湾6。0�m{这就表明,不同于西方,大众文化的出现,

使刚刚经历过被称为十年浩劫的 /文化大革命 0

中国民众,发现了表达对一体化、政治化、公式化

文化的不满以及对世俗化生活情调的向往和要求

的合适形式。

因此,如果不经转换而生吞活剥地照搬,就可

能会导致为了一种产生于欧洲和美国社会地方性

语境中的理论, 而剪裁中国地方性事实的结果。

正如陶东风所说,西方的任何一种学术话语与分

析范型,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中,都是特定的社会文

化语境的产物,因而无不与中国的本土问题 /本土

经验存在程度不同的错位与脱节。如果不经转换

地机械套用, 必将导致为了 (西方 )理论而牺牲

(中国 )经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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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即使不考虑中西方 /批判语境错位 0问题,仅

仅以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资源来审视当代

中国大众文化现象, 至少也是失之偏颇的。如果

要建构更广阔的中国大众文化现象分析视野,就

应当实现英国文化研究理论资源与法兰克福学派

批判理论资源的结合,并将之导入具有时代特点、

民族特色的中国地方性语境中。

在这一方面,凯尔纳的观点,无疑具有启发的

意义。凯尔纳首先肯定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对于

分析文化与社会的当代形式是非常有用的,认为

他们开启了对于大众传播与文化工业的批判性研

究之路,并因此而产生出了一种早期的文化研究

模式; 他们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文化工业以

及经济状况之间的互动,把对于传媒的政治经济

学批判、文本分析与传播的意识形态效果的读者

接受研究结合起来。 /创造性的法兰克福学派关

于文化工业的理论模式,的确清楚地阐述了媒介

文化在特定资本整体阶段的社会角色的重要性,

并提供了一种至今仍然有用的对于高度商业化、

技术高度发达的文化 ) ) ) 这种文化服务于统治性
的企业利益的需要,在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方面,在

使个体适应占统治地位的需求体系、思想体系以

及行为体系方面, 扮演了主要作用 ) ) ) 的研究模
式。0�m|凯尔纳相信, 技术资本主义的新的全球聚

合,是建立在生产新文化形式、社会和日常生活的

那种资本和技术的配置基础上的。而法兰克福学

派为分析这个聚合提供了资源, 原因是其关于文

化工业模式的分析, 集中关注的是资本、技术、文

化和日常生活的接合, 这种接合建构了当前的社

会文化环境。诚然,法兰克福学派也提出了一种

过于片面的、消极的技术观。比如,在韦伯的工具

合理性理论基础上, 把技术当做统治的工具。然

而,其理论 /仍然存在一些能够创造一种使技术

批判理论成为可能的维度,这种批判理论把技术

的解放的方面和压迫的方面结合起来。法兰克福

学派通过提供对于技术和意识形态的结合的更加

突出的强调,进而在理论上阐述了当代全球资本

主义语境中的当代社会和文化, 从而补充了英国

的文化研究。0�m}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也存

在着相当大的不足。其中尤其突出的是, 在过高

估计个性被文化工业摧毁程度的同时, 过分地简

化了有关大众接受和使用文化工业产品的过程。

凯尔纳旗帜鲜明地指出, 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 即

所有的大众文化 (群众文化 )都是有意识形态的

和同质化的、都具有愚弄和操纵被动消费大众

(群众 )的效果, 同样是应该拒绝的。 /我对第一

代批判学派的理论家们 (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

库塞等 )的回应是, 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及其文化

和社会因冲突和矛盾而分裂, 而不像早期批判学

派的理论家们所表述的 (是一种 ) ) ) 引者加 ) -单

向度的社会 .或-完全操纵的社会 .。0�m~
英国文化

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费斯克更一针见血地指出,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重大缺陷, 就是仅

仅看到了中心化的、规训性的、霸权式的、一体化

的、商品化的力量,以及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的、被动的、被操纵的和麻木的受众。而实际上,

大众一直在规避和抵抗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规训

努力,裂解文化商品的同质性和一致性,袭击或偷

袭宰制性力量的地盘。 /他们交谈, 他们思考, 他

们说笑话,他们始终对他们特殊的从属形态作出

他们的理解,他们一直在利用着他们以不同方式、

抵制性地使用话语的权力。事件的不受控制性赋

予了他们立足点,在支配话语中的弱势处境,由此

他们可以行使他们的权力。0�nu正因如此, 凯尔纳

提出了对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的经典模式

进行重构的方案: /对经典模式局限的克服将包

括对于媒介的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化的产生过程更

加具体的经验的分析, 对于媒介工业的建构及其

在其他社会机构的相互关系更加富有经验的研

究,对于读者接受和媒介效果更加经验的分析, 对

于媒介文化在抵抗的力量方面的用途更加突出的

强调,同时还包括把新的文化理论和方法综合到

重新建构的关于文化和社会的批判理论中。0�nv

显然,如果要更全面地认识大众文化,就不仅

要讨论宰制性力量出于自身利益自上而下对大众

的整合和操纵,更需要讨论自下而上的抵抗力量,

讨论大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讨论从属者如何拒

绝支配性的意义,如何创造性地、有识别力地挪用

文化工业提供的资源,创造自己的意义、快感和身

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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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大众文化研究上, 英国文化研究具有弥补

法兰克福学派局限的作用。诚然, 从 20世纪 60

年代早期到 80年代初期,英国文化研究仍然继承

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经典立场, 两者的结论也

颇为相似。大约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 情

况发生了变化。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文化研究, 在

/抵抗0和 /收编0两者中,更强调抵抗;也讨论 /收

编 0,但更多的是质疑宰制性力量 /收编0策略的

成效, 并把 /抵抗0视为一个与 /收编 0形影相随、
持续不断的过程。如凯尔纳所说, /语境化的文

化研究是从现存的当代文化和社会现实斗争的角

度来解读文化文本, 把意识形态的分析置于现存

的社会 -政治的论争和冲突之中,而不是仅仅涉

及那些被假定是铁板一块的统治性意识形态或某

种被简单地等同于意识形态的操纵或统治本身的

大众文化模式。0�nw
英国文化研究, 通常坚持在生

产过程和文化消费行为中的辩证法。一个消费者

被安置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语境中, 通常会面对一

种作为决定性生产条件之结果的物质存在的商

品。但以同样的方式, 一种商品是由一个被安置

在一种特殊社会语境中消费者所面对的,他把它

挪用为文化,并在使用中生产出商品可能承载的

整个可能意义。英国文化研究所感兴趣的, 与其

说是由文化工业所提供的文化商品, 不如说是这

些商品在消费行为中被挪用和理解的方式,这种

挪用和理解经常是以它们的生产者并未打算或甚

至是没有意料到的方式进行的。 /统治阶级建构

大众文化领域,企图赢得霸权, 同时又以反对这一

企图的形式出现。因此, 它不仅仅是包含了自上

而下, 同统治阶级步调一致的群众文化,而更像是

两者之间的一块谈判场所,其间主导的、从属的和

对抗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价值, 以大众文化形态各

异的特定方式, -混合 .在不同的队伍里了。0�nx
这

个差异把文化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两个传统严格

区分开来了。

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较,在大众文化理论上,

英国文化研究有诸多创新之处。比如,颠覆了把

大众视为无辨识力的、被操纵的、被麻醉的 /文化

笨蛋0的精英主义, 突出地强调了大众的主动性

以及文化辨识力、生产力和创造力;颠覆了视文化

工业 /大众文化为被奴役者的消遣、身心交瘁、惶

惶不可终日的可怜虫用以散心、娱乐的观点,充分

地肯定了大众文化的积极功能特别是其在意义、

快感和社会认同流通中的作用;纠正了以往抬高

/先锋文本 0并极力贬低 /大众文本0的做法,分析

了大众文本的 /生产者式特征0,并给予了其积极

的评价;与法兰克福学派等仅仅注重道德与审美

的文本分析框架及推崇的那种批判的、审美的辨

识力不同,提出了大众的文本辨识标准,即相关性

标准;与法兰克福学派等仅仅把文本作为理性化、

逻辑化结构来思考形成对照, 充分地肯定了大众

文化的快感功能;颠覆了法兰克福学派等视大众

文化在政治上是消极的、仅仅发挥了社会安全阀

作用的观点,充分地肯定了大众文化积极的政治

潜能。

正因如此,英国文化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克服

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不足, 从而与后者构成了相互

补充的关系。

英国文化研究思想家费斯克曾经说过, 如果

把意识形态分析、精神分析、结构学和符号学等

/与政治经济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研究

结合在一起来看,我们将十分清楚地发现,资本主

义体制的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必要条件决定了日常

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日常生活又反作用于它

们。0�ny
然而,在英国文化研究思想家看来,对资本

主义文化工业操控的现实, 仅仅以精英式的观照

或带有优越感的嘲笑, 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和全面

地认识问题。因此, 问题的关键,不是要简单地重

复政治经济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结论, 而是要补

充其不足,从而为观察大众文化提供一种更全面

的新视野。用英国文化研究另一位思想家斯道雷

的话说, /虽然我们从来不应当无视生产的资本

结构、权威结构以及创作结构的操纵权力,可我们

必须坚持文化消费的积极的复杂性和受情境制约

的能动性。0�nz /拒绝消费的被动性并非是拒绝消

费有时也是被动的事实。而对资本主义文化产业

所产生的商品进行消费的消费者是文化受愚弄之

人这一点加以拒绝, 并非是拒绝资本主义文化产

业旨在操控的事实。0�n{

正因如此,如果要建构更广阔的中国大众文

化现象分析视野,就应当实现伯明翰学派或文化

研究理论资源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资源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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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将之导入中国特殊的地方性语境中。

比如,如果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基础上,用文化

研究理论来思考 /超级女声 0现象,就可能不仅看

到其中的消极面,如文化工业、商品经济等的控制

和操纵,而且也可能从中发现积极的一面,尤其是

大众的主动性、文化辨识力和创造力。诚然, /超

级女声 0现象是按照资本的逻辑、市场经济的原

则运作的,套用文化研究思想家费斯克的话说,在

金融经济中, /超女现象0流通的是财富, 为文化

产业生产利润服务。但是也可以把 /超女现象 0

视为文化产业提供的原材料, 大众正是在使用这

种原材料的过程中创造了她们 /他们自己的意义、

快感和身份认同。比如,进入选秀阶段,在超级女

声迷板砖的威胁下, 评委对选手的评判语言有所

顾忌而变得温和,制作者不仅修改了节目规则,而

且也在节目中添加了人文关怀的内容。
�n|
这就表

明,霸权并不是以一种统治的形式而被动地存在

的。它是被不断地更新、重新改造、维护和修正

的,同时也被不断地抵抗、限制、改变和挑战的。

控制和反控制、权力和对权力的抵抗,总是形影相

随、相伴而生的。作为一种大众文化, /超女现

象 0也是一种折中平衡, 既是商业的, 也是本真

的;以抵制和合为标志, 既是结构, 也是能动性。

此外, 形形色色的人不仅因超级女声而跨越了阶

层、性别、区域等社会范畴, 并形成了新的大众层

理或新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 而且也创造了自我

辨认的标记称号 (如玉米、盒饭、笔粉、凉粉
�n}
等 )。

他 /她们从超级女声文本 /库存 0中选取对自己有

用的东西,创造并流通自身的意义和快感,而并不

在乎文本中的倾向性意义。如果以这种方式思

考,就会把聚焦点从仅仅定位于资本如何利用

/超女现象0操纵、整合大众, 转向关注 /超女0文

本的诸多社会意义, 关注它们如何被消费者挪用

以及它们如何在实践中被大众所使用, 关注消费

者如何进行解读。否则, 研究者就只可能发现那

些 /玉米 0、/盒饭 0、/笔粉 0、/凉粉0们仅仅是任
由文化产业集团任意摆布和愚弄的 /文化笨蛋0,

而无法发现她们 /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文化

辨识力和创造力。

当然,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正如以法兰克福

学派理论分析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会遭遇中国

特殊的语境问题一样, 以英国文化研究的大众文

化理论分析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也会遭遇到

同样的问题。理论只有联系实际, 才可能焕发生

命力。套用文化研究的话来说, 意义从来就不是

明确的,而通常是地方性的,取决于语境的。如果

照抄照搬、生吞活剥式地、不经转化地运用文化研

究理论以分析中国现实, 也会犯照抄照搬、生吞活

剥地、不经转化地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同样的

错误。因此,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在中国遭遇

的问题一样,如何将文化研究的大众文化理论, 接

合到当代中国特殊的、地方性的语境中,仍然是中

国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尽管

如此,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也如对待法兰克福学

派的态度一样,如果仅仅以文化研究的大众文化

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为由而拒斥它,这显然是一

种因噎废食的做法。显而易见的是, 在这个全球

化的世界里,中国本土化的大众文化理论不可能

在自外于其他国家和民族文明的基础上而有所建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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