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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播科技的推动下,当代文化已迅速发展为文化产业。大众传媒借助于工业生产的管

理和经营方式,利用全球覆盖技术, 形成了全球规模的文化市场,大大促进了大众文化的发

展。此外,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大众传媒正一步步地被整合到覆盖全社会产业部门的市

场经济框架中,它们必须依靠争取观众、读者的数量、质量与爱好，消费能力和稳定程度等

因素以占有足够的市场份额和依赖广告客户的经济支撑来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大

众传媒具有明显的商业性。现今社会，作家、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如果不通过传媒，不构成

传媒现象的一部分，已很难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位，被广大受众所获知。大众传媒和文化市

场合谋，制造出一轮轮新的文艺鉴赏和营销热潮，用眼球机制亦即利益机制诱使作家、艺术

家进行创作。目的自然不言而喻，更多的是为了迎合大众多样的审美情趣，只有通过这种传

播方式，通过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网，才不会失去社会空间和利润空间。而文艺

受众的消费也不再出自于理性自觉的意欲行为，而处于由传媒舆论引导下的被动处境。有学

者已指出：我们要警惕文艺迎合传媒，传媒取悦市场，市场追逐利润一系列现象的出现。  

  大众传媒使得文化不再是创造, 而是一种“标准化的、复制性的、大批量的生产制造过

程”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认为,“现代大众传媒已不再是精神生产部门, 而是

一种‘文化工业’,这种新型的工业门类利用越来越高明的技术和技巧炮制了千篇一律、毫

无风格的文化商品,利用受众对这些商品的消费活动把他们变成趣味平庸,没有行动意志和

反抗意识的乌合之众”。⑵尽管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激烈地全盘否定大众文艺观点有些偏激,

但事实上,现代的大众传媒也正是通过高技术手段,对文化产品进包装，使其具有华丽的外表,

致使大众的感性能力不断增强而理性能力却日渐萎缩,对传媒的宣传只是被动地接受,一味

地沉醉于“高技术的文化包装的预谋之中”而不可自拔。大众传媒在利益的驱使和高科技的

包装下，制造出一大批以市场为主体，以媒介为载体的大众文艺，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娱乐性

的文化消费品，艺术思想被迅速翻制成商品加以推销。我们耳熟能详的大众文艺形式如：娱

乐文艺、网络文艺、手机文艺、视听文艺、大话文艺、无厘头的戏说“恶搞”文艺等等，其

艺术视面和影响触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大众关注、消费的焦点和热点。  

  笔者试分析以下三种受现代传媒影响的文艺样式：  

  第一，大众传媒与娱乐造星。我们来看看娱乐圈近几年来的新态势：今日中国，“选秀”

成了热词，到处摆开秀场，全国范围内的娱乐造星运动如火如荼似的大规模展开，从湖南卫

视的“超级女生”到“快乐男生”，从东方卫视的“我型我秀” 到“好男儿”评选，还有

最近引起很大争议的“红楼梦中人”的选拔赛，到底是选秀还是博出位的作秀，到底是节目

组为了提高收视率想的一个炒作噱头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实力评选？声势浩大的粉丝团、短信

投票、PK 复活、各大媒体评审团成为娱乐造星运动中强有力的后援组成部分，他们决定了

一个选手最终的成败与否。有议论认为这种现象是“草根文化”的狂欢。狂欢倒是一点不假，

然而确切地说，真正狂欢的未必是“草根”，而是为了“银根”的“选秀”操作者。“选秀”

的后面是滚滚财源，这样的“银根”谁愿错过？然而凡事最怕泛滥，“选秀”也不例外。且

不去理会“选秀”是艺术还是“娱术”，是通俗还是低俗的争论，仅仅层出不穷的克隆、千

篇一律的翻版，终难避免人们的“审美疲劳”。娱乐是一种有价的艺术消闲和消费，而选秀

的题旨早已被商家实践得淋漓尽致，为了满足和吸引一个个不同的“眼球” 的“审美情

趣”， 将这些所谓的“审美亮点”转变成传媒热点和市场卖点，然后从中获得一点“经济

效益”。  



 第二，大众传媒与网络文艺。网络文化为人类创造了崭新的文化载体，扮演了时空超越者

与压缩者的角色，推进了人类文化的转型与跃升，使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

方式、认知模式都发生了巨大变革。网络文艺在这个广阔的空间中有着活跃的生命力，在网

络开放的虚拟空间中，网民们可以把自己拥有的自由平等与话语权利发挥到极致，在我们肯

定其对促进多元文化信息，多样艺术形式的创造、获取、传播、交流与融合的同时，我们也

要看到，文艺的形式和内容受到了最大程度的泛化。与传统文艺讲求的精英写作立场不同，

传统所尊崇的使命、责任、雅正、技巧、规范等概念正在悄然淡化，那些无名的、无约束的、

无技巧的、无规范的、不负责任的写作，纷纷以狂欢的方式涌向网络。网络写手展现给我们

更多的是：“反理性的盲信，物质欲望的膨胀，无遮掩的拜金主义，陶醉于自我的精神病苦，

玩世不恭的犬儒之道，圆滑练达的人情世故，理想道德观念的沦丧，对历史毫无深度的开掘，

无节制的滑稽，故作玄妙的顿悟……” ⑶由此可见，文艺呈现出世俗化、娱乐化、游戏化、

技术化的倾向。我们看到在网络文艺中，搞笑题材，身体写作风行，媒体炒作、包装技巧与

作品本身的内涵平分秋色，网络文艺的审美价值正在一步步被削弱，普遍缺少的是审美的诗

性自律。    

  第三，大众传媒与大话文艺。所谓大话文艺，即是“用戏拟、拼贴、混杂等方式对传统

或现存经典话语秩序以及这种话语秩序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等进行戏

弄和颠覆。”⑷《大话西游》可谓是大话文艺的开山之祖，它自诞生以来,以其奇特的传播方

式迅速窜红,创造了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I 服了 YOU！”“ 需要吗？不需要吗？！”“ 给我个

理由先”……等等台词成为当代青年人最为青睐的流行用语，在日常交流中随处可见，由它

派生出的恶搞文艺、“大话”文化比比皆是， 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它以一种

戏说，亵玩的心态对权威和偶像进行了消解和颠覆。网络、手机等传播方式的便捷化，致使

大话文艺如飞一般的流传到千家万户，加速了艺术平民化、语言非正规化的过程。文艺创作，

不仅是创作出一种新的物质形式，更重要的是凝聚了人的独特的审美体验，是美的心灵的体

现。大众传播的当下性和即时性，使文艺对审美价值的追求转向倚重视觉和听觉上的美感和

快感。读图时代的来临也预示着文艺的泛溢造成了审美过程中意义的弱化和审美判断的缺

乏。而大众文化不可避免地落入低俗化、平庸化俗套，这一现象作为范本通过大众传媒传播

给更多的人，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