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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缺位”导致文化饥渴

●   张晓明

在一个精神生活极度饥渴的国家，不平衡的快速发展付出
了极高的代价，文化的缺失和全民性的精神苍白就是最突
出的表现

庸俗，或者低俗现象的存在是一个

既定的事实，如何看待低俗问题的产生

原因，才决定了我们将采取何种措施，

向什么方向前进。我这里要说的是关于

低俗成因的三个基本判断。

短缺导致低俗

低俗现象是文化发展滞后造成的。

当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

消费支出增加，文化消费需求强烈，而

文化产品和服务却不能充分满足供给的

时候，就会出现饥不择食现象。由于长

期没有丰富和多样的精神产品的滋养，

一般大众对于高雅和通俗便无从判断，

对于什么是通俗，什么是低俗便无从区

分，情况必然如此。

这种情况的出现源于我国传统的

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我国2009年

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提前10年实

现了以前制定的、以GDP为主要指标

的“全面小康”发展目标。东部发达

地区开始超过10000美元，进入了中等

发达程度国家的行列，这种不平衡的

快速发展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文化的

缺失和全民性的精神苍白就是最突出

的表现。根据有关研究，与国际上相

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相比，我国人民群

众的文化消费水平仅及四分之一到五

分之一。在一个精神生活极度饥渴的

国家，人民群众缺乏基本的文化鉴赏

力，不要说通俗文化无从分辨，就是

高雅文化也难以定位。

市场不开放或者半开放导致低俗

低俗现象是文化发展的调节机制混

乱造成的。文化生产历来就有两种资源

配置机制，一种是计划（或者称为“供

养制”），一种是市场。历史地看，市

场经济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

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性手段，将财

政供养作为国家弥补市场失灵缺陷手段

的体制机制，高雅和通俗于是各归其

位，和谐发展。计划经济源于对市场失

灵的校正，但是“矫枉而过正”，错将

计划作为文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

将国家作为文化创造者，将适应多样化

需要的市场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一概否

定。幸而我国已经实行改革，走在“转

型”的路上。

但是转型时期往往变得问题更加

复杂严重。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

体制内文化事业单位长期实行双轨

制，全面改制刚刚展开，市场开放程

度还较低，行为方式显得特别混乱。

比如说一些传媒机构，既有极强的产

业功能，又承担了意识形态宣传的责

任，身份定位不清，两种资源配置机

制混用（甚至是狭公权以谋私利），

经常出现过度商业化运作以追求收视

率，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现象。

低俗文化往往就是在这些机构助推下

风靡起来的。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清

一色的高雅文化，而是要以市场化的

机制生产更加多样化的文化产品以满

足多层次文化消费需求，公共文化服

务机构回归本位显得尤为重要。不希

望再出现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一窝蜂地

追捧流行文化的不正常现象了。

缺乏基于市场环境的合理的管

理机制

在市场机制调节文化资源配置的社

会里，消费产生供给，高雅和通俗各有

市场，甚至低俗的服务也有需求。只要

不事关公序良俗，不冲击道德底线，不

付出过大的社会成本，就要尊重其消费

者和生产者有权生产和消费的权利。关

键的问题是要有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环境

的管理机制：必须科学地评估、合理区

分、分类管理各种类型和层次的文化服

务，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可能的副作用。

在这一点上，市场经济和前市场经济社

会有重大区别。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普遍

实行对于文化活动实行“一臂间距”管

理模式，对传媒区分公共媒体和商业媒

体管理，对电影实行分级管理制度，对

营业性娱乐场所实行分类管理，摸索了

一些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

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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