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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信息时代，人类的所有行为被大众媒介所中介。大众媒介所产生的是大众文化。我们

的传播形态不仅限于大众传媒的范围，它和文化也产生了符号互动。往日处于象牙塔的学者也

成为中介大众文化的代言人。本文从传播学角度研究学者、传统文化进入传播视域，给大众文

化和传统文化各自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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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介大众文化的涵义和作用 

1 、大众文化和中介大众文化的涵义 

大众文化就是“由各种组合的居于从属地位或被剥夺了权力的人群所创造，他们丧失了推理的

和物质的资源——这由剥夺了其权力的社会体系所提供”①。大众文化从内部和底层创造出

来，它本身就是直白的、表面的，是非主流阶层创造出来的，为非主流意识形态所喜欢，却总

能创造出大众的快乐。例如《超级女声》就是草根阶层制作的自己的文化，但它由于忽视了大

众文化的文化功能，使其在藩篱两侧都站满了批评者。 

中介大众文化“如麦可•瑞欧指出的，高雅文化和民间艺术的确也出现于大众媒介，虽然他们

的形式已经改变了。而正因为如此，它们扩大了原先的范围，使更多的人民可以欣赏这些文

化。于是，它们也成为他称之为‘中介大众’文化的一部分”②。中介大众文化的内容是从外

部来的，是经过二次翻译得来的，把本来艰涩难懂的、学术化的语言转化成直白的、通俗易懂

的语言，并与人们的实践生活经验联系起来。中介大众文化是把主流意识形态所喜欢的那种文

化转化为大众所喜欢的那种文化。在经典的传统文化转化为大众文化时，传统文化的意义就不

仅只存在于其文本中，而且存在于其传播过程中。但对一些人有益的东西，但对另外一些人不

可能具有文化性。如刘心武揭秘红楼引起主流文化界—红学界的轩然大波，认为其传播的是

“伪红学”。但反对是徒劳的，刘心武的支持者们在网上“万人签名”以支持自己的偶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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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的批评遭到支持者们的抵制，他们抵制的是那些传统文化和学者只存在于象牙塔、只具有

学术意义的思想、行为，而刘心武则成功完成了传统文化的“大众化”功能。 

2、中介大众文化的作用 

第一，从电视的角度看，对电视与文化的联姻，《百家讲坛》又找到了新的受人们欢迎的形

式。电视和文化的结合，从电视诞生时就存在。历史巨著改编为影视剧，传统文化作为影视的

文化根基，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素材。影视作品中是编剧对传统文化进行艺术创造，而《百家

讲坛》中是学者进行创新，学者创造出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的自己的意义，否则它不可

能令人快乐。例如《品三国》如果按学术的标准来解释，那样它不会流行，甚至会象央视的

《读书》节目一样寿终正寝，它只是由学者产生，而并非由其创造；第二，从受众的角度看，

学术上，学者是强者，普通大众是弱者。易中天、刘心武等学者作为强者走上荧屏，使传统文

化逐渐从“代圣人立言”的高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书桌，满足了读者的两个主要的需要，传播

知识和愉悦身心，另外还能影响和引导受众需求的发展方向，引起受众对传统文化经典读本的

兴趣；第三，从学者的角度来讲，以电视为平台，使传统的“精英文化”转变为“大众文化”

的是一批学者，他们对所讲的内容都有相当的研究。如主讲三国的易中天就是厦门大学人文学

院的教授。在电视荧屏上，易中天作为精英转为平民，居于从属地位，用自己的幽默和智慧搭

建起“精英”到“草根”的桥梁，从传统文化资源中为属于从属地位的人们获得了利益，终而

也获得了自己的利益。易中天成就了《百家讲坛》，《百家讲坛》也成就了易中天，使其成为

学术明星和百万富翁。 

二、中介大众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1、传统文化对中介大众文化的依存 

现代社会，大众文化无处不在，人们浸淫在其中，没有闲暇和机会接触传统文化的经典文本。

如果传统文化不被大众文化中介，永远只能被束之高阁，存在于象牙塔中。传统文化转化为中

介大众文化很早就已开始，它的学术性和通俗性这两个层面会继续存在，而且我们从《百家讲

坛》和易中天的火爆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对中介大众文化的依存以成趋势。 

2、 中介大众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推动作用 

以前传统文化都处于“小众”和“学术”的圈子中，现在它推动中介大众文化发展的同时，也

推动了自身的发展。现在受众都非常依赖大众媒介，首先是进行媒介商品的消费，当媒介商品

的消费引起他们的兴趣后，然后才是阅读的过程，对文本的消费。所以，中介大众文化对以往

以文本为载体的传统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3、 中介大众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塑造 

中介大众文化不是被动地接受传统文化，而是塑造它。如易中天“品三国” 

时采用的方法是“趣说”，他将古典人物、事件进行“现代化”塑造，比如“韩信是一个待业

青年”、“朝廷派人去查吴王，也没有发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样语言浅显易懂， 并与受众现代社会经验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4、 中介大众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百家讲坛》捧出三个百万富翁，必然促使更多的学者走下神坛，走向大众，推出更多传统文

化的大众媒介版本。正如“美国学者古德纳认为，20世纪，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个新阶级，他

们由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不再对日常生活的庸俗和商品拜物教敌视，而是

 



提倡一种基于公正、平等与专业化、通俗化原则的大众话语，其实质是对经济逻辑的直接服

膺。”③ “知识分子从立法者转化为社会文化的解释者”④，这对传统文化的推广有益，但

不知道对对传统文化的建构是否有好处。 

三、传统文化对中介大众文化的影响 

1、从传播内容看 

我们的传播形态不仅限于大众传媒的范围，它和文化也产生了频繁的符号互动。传统文化开始

时只被编剧二次传播转化为中介大众文化，而后被学者二次传播转化为中介大众文化，后者内

容实质更接近于精英文化，而其形式也作为大众文化使人们快乐。 

2、 从传播者看 

以前进入中介大众文化的中介人是编剧、导演等媒体人，而在《百家讲坛》中学者也进入了这

个领域，他一方面作为学术精英，一方面又是中介大众文化的创造人、草根文化的代言人。 

3、 从传播力看 

传统文化加强了中介大众文化的传播力，传统文化已经经过一级传播，使人们似懂非懂，勾起

了人们的求知欲，在这里，它充当了中介大众文化预告片的作用，必然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

力，这也是媒体频繁地应用几千年来人们感兴趣的话题的原因。 

四、结    语 

《百家讲坛》使得传统文化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它的初衷是办一所“开放的大学”，但在实

践中也给中介大众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它虽然是面对生存压力而问世的，但在实践中不能因

为屈服于商业逻辑，而超越学术的严谨性、规范性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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