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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世界最不引人注目却又最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现象是什么?电视.电视观

众恐怕是当代世界最广泛的文化研究对象.研究电视,是理解与大众传播中心问题有关的整个社

会和文化进程的潜在的关键. 因为，电视观众是今天人类日常生活中社会和文化的最主要的实

体。 

    在当代世界,与电视有关的生产者的力量日益强大,而与之相应的消费者的力量也日益强

大.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德国接受美学兴起时的一个重要契机就是其创始人敏锐地感受到了

当时大众流行文化的兴起.后来,接受美学又突破了其早期读者中心论的藩篱,向

COMMUNICATION 转化.COMMUNICATION 这个词既是交流,也是传播.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传播及

其传播媒体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一刻或缺的生存手段. 

    按照传统的观念,消费的基本要素是其实用性或有效性,也就是说,购买一种产品,一定是于

人有用的.而其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人的需求奠定了其效用的基础.但是从现代观念来看,人的需

求是养成的.现代人的消费也在不断发明着\制造着\涵养着他们自身的需求,特别是人们的精神

的和文化的需求.消费本身是一个构筑意义的过程,它"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文化的内化",是文

化的生成\漫漶\固化的过程.我们无法想象,30年前中国社会会对当代流行音乐有如此巨大而狂

热的需求.10年前有位朋友从西方归来,谈及西方电视观众对某一电视主持人的喜爱和依赖.一

位年长的时事政论主持人因度假,节目改由他人主持,竟然有几十万观众写信打电话要求他回

来,他们声称无法忍受没有他的日子.当时对此深感不解.几年后我国电视也重演了这一活剧.使

我们深骇于电视的力量:电视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传播技术的发展，现代科技广泛地运用于各类文

化艺术活动之中，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旋风，已经导致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和传统

文化形态的更新。文化生产方式工业化，实现了从文化手工业到现代文化大工业的深刻变革，

直接导致文化工业革命。文化作坊让位于文化工厂，社会化文化大生产取代个人化文化小生

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高新技术的产生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不仅导致所有传统艺

术形式的升级换代和现代更新，而且创造了大量崭新的艺术形式。 

    文化传播形式随着现代大众传媒从纸煤质到电媒质的创生变换，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媒体革

命。广播、电影、电视、音像、多媒本相继产生，不仅创造了崭新的文化工业--广播工业、电

影工业、电视工业。音像文化乃至多媒体文化代替图书文化，成为新兴的主导文化形式，并且

在图书的基础上创造了电子报刊，新闻产业、广告产业等等相继诞生，文化不断经历创新扩

容。文化的领土前所未有地猛烈扩张。 

    相对而言，如果说中国二十世纪初叶经历的新文化运动实现了中国文化的新旧置换，是一

场具有中国历史意义的文化本体革命；那么，以电子媒质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媒的升级换代和

创新发展，使人类具有了崭新的现代文化，实现了文化本体的更新发展和创新扩容，是具有世

界历史意义的文化革命。 

人类童年时代的文学艺术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古代的游吟诗人就是通过不断的游走吟唱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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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故事和历史的。诗歌特别是史诗成了那个时代人类最主要的艺术方式。但是口耳相传的

艺术是没有原本的艺术，是在传播中创作和加工的艺术。印刷术的发明，使人类的传播有了巨

大的进步。阅读成了获得知识，展开想象力，享受艺术，开拓人类精神领域的最佳方式。正是

纸媒质确立了文学在诸种艺术形式中的宗主地位。 

    从纸介质的传播媒体向广播电视等电子介质的传播媒体转化，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飞跃之

一。电子传媒比印刷传媒拥有更为强大的力量。 

    今天科技对文化的渗透，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艺术的媒介化趋向。艺术的媒介化以越

来越多的大众文化产品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标志。它表现为艺术的传播越来越受到媒介工业

技术和体制的制约。借助媒介，艺术传播的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传播效率更高。而且，

媒介介入了艺术的创作过程，成为艺术的一部分。传播媒介给艺术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艺术作品

与艺术创作原初语境的分离，即所谓"取消语境"（decontextualization ）, 在一个虚拟时间

虚拟地点重构一个新语境，此所谓"重置语境"(recontextualization)，艺术传播和媒介技术

带来的语境的分离和重构，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艺术创作反映生活的传统观念。是媒介手段创造

了比现实更真实的"超现实"或"超真实"。 

    如果说过去的艺术作品只有一个作者的话，现代的电子媒介艺术的作者则是一大群。这只

要看看每一部电视剧后面长长的名单就了然了。当代电视艺术作品除了作者（编剧）外，还有

导演、制作人、工程师，以及广告公司或传媒公司决策人员的介入。甚至作品的发行人员都可

以指手划脚，说三道四。时尚潮流更多地影响艺术创作。  

    传统的神话已经远去，今天的神话是以电子媒介传播的大众文化。而电视就是当代大众文

化的神话与象征系统。电视作为技术,为其使用者创造了一个空间,这是一个操作的空间,又是

一个能够创造意义的空间,一个有着可能性及不确定性而有待填补有待扩展的空间.虽然没有绝

对的分界,电视(以及其他信息与传播技术)区别于非交流性的家用电器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双重

连接作用.它本身具有意义,同时,它还是意义的传送者. 

    先前的媒体研究认为，这一研究的核心论题应当是媒体节目的共同性与观众要求的特殊性

之间的矛盾；是媒体的强制性压抑、消弭了观众主体的能动性，使观众成为被动的接受者。但

是，当前高科技传媒的发展告诉我们，今日的媒体是在一个日益复杂日益多样化、竞争日益激

烈的世界里运转和发展的，先前某一两种媒体如电视或某一两家电视台独霸世界的时代已一去

不复返了。随着媒体种类与数量的急剧增加，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媒体的传播功能与

创造意义的功能逐渐合一，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的选择性越来越高，主动性越

来越强，某一种媒体或某一家媒体凭借一种行政命令或长官意志完全地直接地影响大众的时代

即将过去。如果我们说当今世界媒体的力量在左右着人类的话，那么，媒体的迅速发展也在不

断产生着消解其霸权的力量。媒体的多样性和多元性，以及内容的极其丰富性，赋予受众更大

的选择的能动性与自由度。竞争使媒体与接受者的关系由原来的教育、指导甚至命令变为服务

与被服务的关系。收费上网、有线电视使接受者白得免费午餐的受赠意识、传统形成的受教

育、听报告的意识大为减弱，而代之以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的个人购买与消费行为的意识。既然

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我就有权要求得到更合乎我的个人意愿的服务；既然可以有多种选

择，我当然选择最符合我的个性特征的节目。 

    但是这些众多的选择，仍然只能在一种任何人也无法逃脱的文化语境和公共空间中展开，

在一定的文化与经济的场域中实施。因而民族的、地域的、性别的、阶层的特征就凸现出来，

观众由文化所囿定的主观倾向性便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尽管这一显现仍然显得那么随意、漫

漶、毫不经意。 

    从媒体来看，其"服务"的多样性也是有条件和受制约的。尽管电视节目千变万化，它众多

的表现类型叫人目眩神迷，但它本身实际上是一种"配方式媒介"。西方电视美学家赫拉斯.纽

肯默指出，"成功的电视配方被广为模仿……能够存在下来的配方一定是广有观众的。""配方

成了组织和界定世界的特殊方式。情景喜剧和电视所创造的其它形式的世界都给人不真实的感

觉，但是，我认为情景喜剧和电视却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现实感。每种类型都有它自己的价值系

统……打破这种现实也就是创造一种新的配方。在某些情况下，这也就创造出一种新的电视艺

术形式。" 

    当然，媒体的伟大与可怕还在于它水滴石穿、有意无意地形塑观众的趣味、喜好之型，欣

赏习惯、文化生活之模式乃至深层心理文化结构的功能。  

 



    对于观众的研究可以是相当抽象的，但世界上的任何观赏行为都是具体的，都是在一定的

场景中展开的。至今为止的主体媒介电视主要是在家庭中观看的，它更多地带有一种小型的群

体性质，观众之间有感应，有共鸣，有交流。正在迅速崛起的网络媒体其观看行为则更加个人

化或私人化。由于动态的互动关系，先前观者之间的感应交流已被网上的互动交流所代替，先

前极为重要的此时此地的具体时空场景，现在已相形见绌，不再那么绝对重要了。 

    媒体的文本分析是十分重要的。它是意义产生的主要源泉。其后来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对

观众的引导或与观众的互动都先在于生成而预存于文本之中。所以从某种角度讲，观众早被镌

刻在文本之中。  

    但是，只有媒体的文本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当代接受研究早已把文本研究与观众的社会学

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并由此出发，向媒体文本与观众的社会接受之间的对话交往研究发展，

向媒体的文本研究与媒体的社会功能、技术功能的对话互动研究转化，向一种更具涵容性也更

具多样性的文化研究模式发展。从这一点看，六、七十年代的英国文化研究在方法论上没有什

么惊人之笔。倒是它对大众文化研究的首倡，对于当代传媒研究的首倡，对于高等教育中设立

文化研究的系所、学制与学位的首倡，成就了它昭彰于世的赫赫声名。  

    因此，大众传播的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主战场之一，不是几个研究者像1980年代一样，又

趸来什么新鲜洋货（货物早已不新鲜），而是切切实实的现实需要。文学与文化的现实已发生

了很大变化，我们不能还在原有的范畴概念的圈子里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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