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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语境中的娱乐叙事是建立在精英文化向世俗文化转化的基础上的，我们知道，文化既体现人类终极关

怀维度，又具有轻松愉快的特质，在以政治权力的合法化机制和伦理道德秩序为核心的社会中，精英文化

体现社会的超越性乌托邦维度和人的终极性价值诉求，而具有尼采式的“酒神精神”和巴赫金式“狂欢

化”的娱乐文化与张扬终极关怀的话语之间存在内在紧张而被褫夺了文化发言权。如汉代以后“诗三百”

获得了经的地位，魏晋六朝，由于士人阶层演变为士族，成了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享有特权的贵族化

士人，雅文化成为这个时代主要文化价值取向，唐宋士人阶层尽管在政治经济上逐渐丧失贵族地位，在精

神文化上仍极力维持特权。古希腊的神话和史诗也本是民间创作，具有古朴自然的风格，中世纪以后，被

贵族知识分子引向雅文化的轨道。所谓雅文化趣味，实际上是有闲的贵族显示文化优越感的一种修辞策

略，包含着排他性和压迫性的权力话语，是文化特权阶层的自我增势，事实上，文化的娱乐功能古已有

之，中国古人的文化娱乐活动与原始人类的主要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密不可分，如歌舞就直接来源于原始

图腾崇拜。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原始艺术和游戏起源于原始巫术，野蛮人的世界观就是给一

切现象凭空加上无所不在的人格化的神灵的任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原始文化体现了早期人类对生命

的崇尚与张扬，对自身内在情感的表达并进而产生了艺术与游戏活动。《吕氏春秋》也记载了原始歌舞形

成和表现的形式：昔葛氏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毛诗·序》中谈到了音乐、歌唱、舞

蹈等娱乐形式最初的形成原因，因图腾而产生的原始宗教崇拜，直接导致了中国娱乐文化在人类生存发展

史中的形成。还有，大众对文化的多元诉求是带有游戏性和娱乐性的。唐宋士人阶层在“新乐府运动”、

“古文运动”上体现出对六朝的雅文化的消解，明代中叶以后在精神文化领域的世俗化，“五·四”以来

文化的发展的大众化指向也体现时代精神的非贵族化，都显示出文化价值结构从精英意识形态转为大众的

世俗性存在。在这里，费斯克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和罗兰·巴尔特的身体快感的论述出发，认为大众可

以利用大众化提供的资源在消费过程中生产意义和快感，创造出一种大众文化资本，这种大众文化资本包

括从属阶级可利用的意义和快感，以表达和促进他们的利益。大众文化资本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概念，而

可以有多种表达方式，但它总是处于与主导力量相对抗的位置。意义和快感体现在感性世界中释放道德压

抑与审美异化而带来的生命贫乏与困顿，以及游弋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外的娱乐体验。它发自内心和作

为生命力体现的超越功利的生命体验，是一种对生命需要的欲望的肯定，它具有无可比拟的人文关怀，显

示出审美文化超越伦理的人文根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罗伦左·瓦拉在其《论享乐是真正的幸福》一书中

指出的，自我保存的感觉是最自然的感觉，有什么比快乐更能保存人的生命呢？快乐的追求是最自然的要

求，是人性的基本内容。大众文化在消费文化语境下颠覆现代性话语和拆解叙述历史的有序性，人类关于

终极关怀等理性话语被迅速膨胀的人的生存本能和感性冲动的自由宣泄所淹没。正如有人所认为的那样，

一方面，它表现了形式对于内容的征服，人们在其中不是体验着对象的内在意义，而是更加强调娱乐满足

的感性直观性。 

布莱希特认为，由于人类共同生活方式不同，各个时代的娱乐自然也是不同的。中国当代文化的世俗化转

换，表明知识分子激进政治热情的集体性消失，中国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不断形成的消费语境促使文化娱

乐功能不断凸现，引导人们日常生活领域的价值转向，文化娱乐从公共空间转向个人空间，从过于浓厚的

政治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厚重和深刻转向个人立场叙事，放弃写作的深度模式而满足大众感官的愉悦和欢

乐，把个体心灵与民间世界融为一体。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形成了中国消费语境的可能性，人们拥有相对多

的闲暇时间，即劳动时间以外的个人自由支配时间，它属于现代中国都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

当前中国文化的娱乐化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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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用一种比较合理的方式度过这段闲暇时间，其中，大众娱乐成为人们日常化的休闲方式。戈比在《你

生命中的休闲》中谈到，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方式。休

闲已经成了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作为一个生存主体的主观需要，是使人感到自由的重要方

式 ，这种自由就是摆脱压力的感觉。法国杜马兹迪埃指出，闲暇具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放松功能、消遣

功能和发展功能。法国社会学家罗歇·苏也指出，消遣的文字意义是：散心。休闲和消遣意味着寻找欢

乐、惬意。正如人们所认为的，新时代的大众文化是公众自我娱乐、自我教育的一种新方式，也是他们发

挥自己聪明才智，展示自己丰富多彩的人性，宣泄自己生机盎然的精力和智力的一种最健康的方式。娱乐

体现在主体精神上的和谐感和完整感，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充分展开所体现的生命的自由感和创造感，从目

前消费社会状况来说，娱乐文化具有审美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单一性意识形态社会要求构建一个民众集

体性狂欢的公共空间而取消个人空间，放逐私人生活，在经历长久的娱乐渴望和呼唤以后，传统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边界逐渐模糊，大众与精英边界流动，崇高和低俗在欲望基础上统一，理性沉思精神和教化传统

已风光不再，代之而来的是娱乐文化，大众对文化娱乐价值的崇尚成为消费语境中的一种审美倾向，文化

娱乐性叙事产生新的审美机制和风格。事实上，消费文化培养人的享乐意识，追求享乐是人的生活方式的

主要特征，它可以透到人的日常生活细节之中。正如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

会文化后果》中所谈到的，如今，休闲、娱乐与文化已交织在一起，文化活动与娱乐活动已不再被完全分

离开，同时，商品消费和文化消费也融合在一起，业余时间被视为文化、消费与娱乐合而为一的时间。国

内不少学者对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化娱乐倾向也有同样的观点，如当代中国文化在功能上它是一种游戏性

的娱乐文化，它通过对观众无意识欲望的调用，为大众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快乐原则的狂欢节；文化最终名

正言顺地成为了一种文化游戏，成为了一种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游戏本文，当文化在功能上转化为一种

文化娱乐之后，娱乐便片面地代替了文化整体，同时也代替了生存的实体，从而成为生存中的现实欲望的

满足。大众文化把主体滞留在一种表演性的快感中，而遗忘了意义和生存本身。 

消费语境中的娱乐文化充满了个体生命的原欲和内在体验，充满了对物质欲望的无限迷恋和崇拜，依据理

性模式而确立的生命活动被淹没在日常状态及其世俗满足的巨大感性体系中，生命的现实意义不再是终极

意义而是在人的日常状态的各式各样享受活动中。消费中的娱乐文化是以社会一般民众为主体，以喜闻乐

见的民俗习惯和大众传播信息为主要内容，以娱乐、消遣为主要时代特征，与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文

化样式，主要目的是娱乐、消遣。按照麦克唐纳的说法，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

高兴。人们认为，欣赏摇滚乐类的通俗音乐比欣赏高级趣味的音乐更能唤起更多的热情和动感，正如舒斯

特曼认为的，像摇滚乐这样的通俗艺术启发一种回归肉体的快乐和美感，它是人类价值领域中被哲学长期

压制了的权力。娱乐文化满足了人们的多种需求，唱卡拉ＯＫ，看电影、电视等等，都是一种学习工作之

余对自己生活的调剂，大众尤其是都市大众的心灵充满迷惘，需要以消遣作为减压阀和润滑剂。影视是消

费文化中感性文化的滥觞，各种的娱乐活动通过电视开展，形式丰富多样，这无疑增强了电视节目的娱乐

性，而且这种娱乐与后现代意义的游戏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游戏”，娱乐文化带有与生俱来的快乐与

智慧，表现了对现世生活的调侃，消解了传统意义的价值观。文学的娱乐化叙事从严肃的政治意识形态话

语里挖掘其娱乐性；情节上追求趣味性和煽情性，竭力追求情节的离奇曲折和欲望化书写，具有后现代消

解神圣意味的戏说历史到戏说名著，以解构、反讽、戏拟等为特色的大话文学把原著中的人物重新演绎，

经典文化脱离其原初的价值，突出游戏精神和娱乐性。娱乐化叙事突出表现在大量表现大众趣味的消费性

文学作品在刺激消费的同时，又营造了奢靡的享乐主义氛围，极力张扬身体欲望话语，舍弃生命活动的远

大理想和宏大叙事，追求对生命本身的世俗化读解，将娱乐视为生命价值的实现，生命过程不再是英雄的

壮举，而是每一个人的具体生活经验和自我享受的满足。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就连一些精英文化人也不再

孤芳自赏而运用娱乐手段，通过言语的狂欢获取个体的满足，突出娱乐文化的消费性和休闲性，使人们沉

醉于感性的、欲望化的满足，这就使人们在现实生存中的精神压力和内心焦虑在文化逃避中的宣泄，强调

人在感性机制下对生活的功能性把握而不是对日常性生存状态的超越。对此，不少人担忧，在世俗化的大

潮下，娱乐文化过度的商业化运作会抽空以精神审美为表征的文化价值底蕴，一些过度的享乐所导致的非

理性享受和低俗化倾向，容易导致人们沉湎于感官刺激的享乐主义、丧失文化的崇高和理想追求，作为主

观体验价值的快乐往往游离于人的创造性价值立场，演变为一种感觉游戏而导致一种赤裸裸的粗鄙欲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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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性的占有。文化日益失去深度空间和价值维度，日益失去创作的冲动和激情，日益消解自我反思的禀

性和能力，而变成一种纯消费的文化和享乐的文化。有人指出，当神圣被消解，价值高下的差别被遮盖，

生理快感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身体在此是永不停息的欲望机器，欲望机器最终生产的是一个欲望乌托

邦，身体乌托邦，快感乌托邦。也就是说，当一个时代的心理趋势普遍浸淫于享乐与本能的狂欢之时，这

无疑体现了人性的堕落与倒退。（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课题阶段性成果之一）。  

原载：《文艺报》2006年10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