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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本在当代中国的 �小众 �
实质,及 �消费 �与 �仰视 �之异

� � �文本�最初是一个语言学概念, 经由德里达、

罗兰� 巴特获得了新的内涵, 而在和 �大众�一词同

构后, 则更深刻地嵌入了当代社会生活 � � �

约翰� 费斯克说: �文化工业所能做的一切,乃

是为形形色色的�大众层理 � 制造出文本�库存 �或

文化资源�。�

海蒂兹进一步具体指出: �流行文化就是那类普

遍可得到的人工制品: 电影、录音、录像带、CD 或

VCD、时装、电视节目,以及沟通和交流的模式等。��

可见,把 �大众文本�视为 �大众 /流行文化�的物质形

态,是一种通识。因此, 从评价的角度看, 对 �大众文

化�的批评,在逻辑上也适用于 �大众文本�。

这样一来, 如果我们把 �大众文化�视为与工业

化生产、城市化消费、现代传媒化传播相依存的特指

概念,即它于当代中国语境的三种含义 � � � 革命的大

众文化、民间的通俗文化和当代大众消费文化中只取

后者,那么像理查德� 汉密尔顿一样, 对 �大众文本�

做如此描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通俗的 (为大众

欣赏而设计 )、短命的 (稍现即逝 )、消费性的 (易被忘

却 )、廉价的、大批生产的、年轻的 (对象是青年 )、诙

谐的、色情的��� �

问题是, 当我们在这种意义上审视当代中国大

通知�的发布, �清楚地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

现实人格理想 �, 因为毛的文化革命所要追

求的最终目标就是人的革命化 � � � 没有任何

私心杂念的人格形式。我认为, 这一见解揭

示了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文化动机。

定国认为, 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革命是

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促使这一过程发展的

因素有三:一是毛泽东的个人心理状态,即所

谓 �毛式焦虑 �,一是党内的路线斗争及权力

斗争, 一是国际背景 (西方的威胁及中苏交

恶 )。尽管我不可能对定国的所有具体分析

都持肯定态度, 但我认为他对所有因素的关

注,表明他坚持了可贵的历史主义立场。

历史是由历史人物直接创造的。每个历

史人物也应当对他们的行为负责。但是, 在

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的制约下, 伟大

的理想主义往往也酿成悲剧。毛泽东对旧式

人格的文化改造, 最后被看成是文化迫害。

然而, 在毛泽东之后, 人性的黑暗面甚至在被

称为社会良知正义的代表 � � � 知识分子身

上,又一次充分展现出来, 这不得不使人想到

毛泽东的文化批判。毛泽东犯了一个大错

误,但历史总是不自觉地为他的错误作辩护。

真的, 历史就是历史。

我希望定国的研究能够让人们对历史的

复杂性看得更清楚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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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文本的时候, 发现它与产生典型消费主义大众文

本的语境殊异。

首先, 作为生存方式出现的消费主义大众文化,

是 20世纪 20年代后,随着西方早期现代化国家工业

化、城市化的完成而崛起的。而在当代中国, 国家统

计局公开的数据表明, 1978年, 中国的城市化率为

17. 9% ;即使到了 2001年, 我国的城市化率也不过才

达到了 37. 7%。�另外, 在拥有典型大众文化形态的

早发现代化国家, 如日本, 1990年第一产业相关就业

人口在就业结构中的比重为 10% ( 1992)。� 而我国

1999年时, 从事农业的人员占整个就业人员的

50%。�也就是说,从整个国家来说,我们既没有实现

工业化, 也还没有实现城市化。可见, 在 �硬件�基

础上, 当代中国大众文本与西方不同。

其次, 从 �大众文本�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的 �软

件�来看,早发现代化国家都有一个具有消费能力

的、占人口大多数的中间阶层, 作为 �大众 �来对 �大

众文本�起支撑和构建作用。而在我国,由私营企业

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专业技术人员构成的具有

国际标准 �消费能力�的中间阶层, 虽然发展得都很

快, 但到 2002年,这一中间阶层的规模也只约占总

人口的 18% , 还只是 �小众�。这个规模比 1950年

的美国, 1975年的日本要小。� 这样看来, 中国当代

大众文本至少有不同于典型西方大众文本的如下特

殊性:

第一, 中国当代大众文本,在中国社会实质上是

�小众�文本, 因为无论从城市人口比例 � � � 1999年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34. 8% , �还是从前面提到的

中间阶层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 能真正 �消费�大众

文本的, 都只占国家总人口的少数。它的 �大众 �文

本的名号, 具有一定虚伪性和欺骗性。

第二, 实践表明, 大众文本不止能被 �消费�,还

能被 �仰视�, 例如, 目前我国许多定位于指导高收

入人群消费的精美杂志的购买者, 竟是收入平平的

打工族。这时, 杂志内容不是用来 �消费 �的, 而是

用来 �仰视�的。而 �仰视�的主体与 �消费�的主体,

对文本的态度有着显著的差异 � � � 如果说 �消费�

还有一定的主动取舍的话, 那么 �仰视�则会照单全

收, 并努力效法。

这些特殊性导致了西方定性评价大众文本的相

关理论在当代中国的 �水土不服�。

西方定性评价大众文本的相关

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失灵

� � 在资本的运作下,大众文本在西方刚萌芽时, 18

世纪开始涌现吸引女性读者的小说, 19世纪大量发

行吸引工人阶级读者的报纸, 上世纪初 5分钱一场的

电影吸引了众多美国移民。这种现象遭到了左右两

方面的指责:右翼指责它粗制滥造,对大众品味有不

良影响;左翼则指责它是精英驯服大众的手段。

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 是西方

最早对 �大众文本�做系统研究的理论家, 他们认为

大众文本使 �享乐意味着全身心的放松, 头脑中什么

也不思念, 忘记了一切痛苦和忧伤。这种享乐是以

无能为力为基础的。实际上,享乐是一种逃避,但是

不像人们所主张的逃避恶劣的现实, 而是逃避对现

实恶劣思想进行反抗。� �

该学派的另一理论名家马尔库塞, 则认为大众

文本助长了人的盲从意识: �它阻碍着质变。因此,

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型式�。�

法国社会学家让� 富拉斯蒂埃在谈到大众传播

媒介对人的心理影响时说,它使人们 �对于生活的信

念, 对于生活的热爱减弱了。人们远不像以前那样

感受到大自然和人类群体的力量�。���

雷蒙� 威廉斯指出: �它仍然带有两个旧的含

义: 低等次的作品 (如大众文学、大众出版商以区别

于高品位的出版机构 );和刻意炮制出来以博取欢心

的作品 (如有别于民主新闻的大众新闻 , 或大众娱

乐 )。����

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 �一书中说: 电视在当代

决不是一种民主的工具 ,相反,却带着压制民主的强

暴性质和工具性质。

斯威伍德甚至根本否认它的实体存在: �如果说

人类以文化作为手段, 确认其人文性质和人生目标

的, 并以文化作为鼓舞自由与尊严之追求, 那么大众

文化这样的概念与理论 ,也就否认了、拒斥了文化的

这些意义。����

但这些否定性评价,与当代中国人接触 �大众文

本�的最初实践, 都有些格格不入。经历过上世纪

80年代初时光的人都无法忘记 , 在某天早晨醒来,

突然听到港台文化工业送来的邓丽君歌曲时的欣

喜。在当时的语境中, 资本运作下的大众文本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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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感到既陌生又好奇。这种大众文本不仅没有逃避

思想, 而且本身就是思想。

此外, 在肯定的向度上, 这种 �失灵 �现象也同

样存在 � � �

西方定性评价由否定到肯定的转折, 发生在本

雅明身上, 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成为了这

一转折的界碑: �艺术作品的可机械复制性在世界历

史上第一次把艺术品从它对礼仪的寄生中解放出来

了。����

同样, 麦克卢汉的媒介文化理论认为: �这种新

的感知模式, 对那些已经有足够的接触而不至于落

后的人来说, 消除了社会的差别,并将人类带入了一

种如痴如醉的极为融洽的怀抱之中。����

霍尔更具体地提出了 �大众文本�受众的三种

解码立场: 主导 � 霸权立场, 协调的符码或者立场,

对抗的符码。��� 从而发现了异质的和能动的 �大

众�,以及更有建构性的 �大众文本�。

费斯克创造性地提出 �两种经济�理论: 受众的

顺从、被操纵的状态只发生在 �金融经济 �领域, 在

更具本真意义上的 �文化经济 �领域, 受众身兼二

职, 既是意义的消费者,同时也是意义的生产者。所

以, �大众文化是由大众而不是文化工业促成

的。����

波德里亚则通过对广告的分析,创立了所谓 �符

号政治经济学�,将符号价值列为商品使用价值和交

换价值之外的第三种属性, 从而把 �大众文本�对社

会的建构意义引入了经济基础领域。

这些肯定性评价, 基本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

础上 � � � �大众�是积极、主动的。但在中国这类后

发现代化国家, 对大众文本的 �消费�阅读并非典型

语境, �仰视�,即被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才是在更

广泛层面上存在着的阅读常态。这种情形正如一个

相声作品所描述的那样, 裁缝做西装时, 把 �样板�

上的补丁也接受并模仿了下来。所以, 此类肯定性

评价, 在当代中国亦是水土不服。

本土批评对当代中国大众文本的

定性评价,及定性与定量综合评价

� � 随着资本运作下的大众文本在当代中国的崛

起, 我国学术界也掀起了对这种大众文本的评价热

潮。

20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初, 对于舶来的港台

大众文本, 有些理论家认为它们是资产阶级的 �靡靡

之音�。由于当时中国知识界正在开展 �拿来主义�

的思想解放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经济的形

成, 这种否定性的声音很快被边缘化了。

对当代中国大众文本的否定评价真正形成气

候, 是 1993年。王晓明等人声明: �今天的文学危机

是一个触目的标志, 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

遍下降, 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

化。����从而以道德主义、审美主义视角,较为系统地

表达了对资本运作下的大众文本的不满与忧虑。其

思想资源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戴锦华在 �大众文化的隐形政治学 �一文中则

给出了更富现实关怀的否定性评价。他认为, 大众

文本就是中产阶级文本, 是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

意识形态, 这种浮华的文本掩盖了正在发生阶级急

剧分化的中国社会状况。它是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

行使的意识形态霸权。���这种声称代表弱势群体利

益的呼声, 较为敏锐地反映了大众文本在当代中国

的生态, 也显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优势, 但在马克

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创造性上, 显然与法兰克福学派

批判理论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 也有理论家对当代中国大众文本持肯定

性评价, 主要从中国社会现代化、世俗化转型的角

度, 肯定其进步的政治意义。但这种肯定没能建立

在对大众文本的细部研究上,如像麦克卢汉、费斯克

那样, 与西方同类理论话语相比, 其视阈还是显浅显

窄的。

相比之下 ,本土批评对当代中国大众文本的定

性与定量综合评价, 无论在起步时间方面, 还是在水

平和成果方面 ,都不容小视。

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 1980年英国学者大

卫� 莫利开始的对 BBC的晚间新闻节目 �举国上

下�观众的研究,是较早的一次对大众文本进行的定

性与定量综合评价。莫利根据职业划分,安排了 29

组观众, 每组 5到 10人, 让他们观看两个 BBC晚间

新闻节目 �举国上下�,然后分析各组的解读。莫利

特别感兴趣的是霍尔 �观众不同的解码是其阶级立

场的结果�这一论述。在研究中,他发现多数观众对

电视节目的解读证实了霍尔的观点言之成理。���

此后不久, 即于 1982年 1月至 8月, 我国就在

北京进行了第一次受众调查, 由中国科学院新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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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发起, �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

和北京广播学院的代表共同组织, 成立了北京新闻

学会受众调查组, 并首次运用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

析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 开创了我国大众文本评

价的新领域。

从我国现状来看, 这种综合实证评价主要有四

种类型: 第一,既有文本的诊断 � � � 药方型评价。如

1993年 3月至 4月 �法制日报�委托中国人民大学

舆论研究所进行的读者调查。��� 第二,文本生产前的

策划型评价。如 1999年进行的 �早间电视节目定位

策略与基础�研究。第三,文本广告价值评价。即媒

介调查公司等依据调查数据和分析报告, 为广告投

放时的媒体选择提供依据。第四, 文本生产发展趋

势评价。如原北京广播学院广告系的关于 �媒介经

营与产业化研究�。在方法上,这类评价主要采用问

卷形式的抽样调查法, 同时也对内容分析法、专家调

查法、实验室法等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结语:期待中的本土、内在、综合评价

综上所述, 我们期待中的理想评价模式, 至少含

有本土、内在、综合三大要素。而当年, 马克思也正

是运用定量与定性综合研究方法来考察资本家付出

的劳动力价格与其购买到的活劳动之间的关系这样

的内在问题, 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的。

当然,这种被期待的理想评价实践, 必须克服熟

练掌握量化评价工具、切实发掘当代中国大众文本作

为媒体的内在问题,时刻警惕西方话语对本土问题的

遮蔽等困难, 将是充满艰辛和希望的理论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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