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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精英文化在困境中不可回避的选择 

作者： 刘慰瑶  

关键词： 大众文化┊阅读：450次┊ 

大众文化是一柄双刃剑，它既有正面功能，也有负面效应。大众文化通过一些无景深但却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场

景，用一种令人晕眩的视听时空为人们创造着一个想象的“现实世界”，受众借此宣泄着心中所潜伏的各种无意识的冲

动。它强化了人们逃避现实的心理倾向。它提供的虽然是一种欢乐，但那是一种逃避的欢乐，是一种对于历史使命的弃

权。浸淫在大众文化中的人们，个人化与个性化的倾向越来越突出，公共话语和共同关怀却日趋淡薄。精英阶层所坚持

的社会责任、终极关怀、乌托邦信仰、社会远景理想、形而上价值在大众文化势不可挡的娱乐大潮中风雨飘摇。走向消

费的大众文化在消解原先的泛政治化的同时，也消解人文精神。大众文化建立在现代工业生产的机制上，它与生俱来的

市场文化的趋利本性也使得这种文化呈现标准化、复制保守主义、虚饰和受操纵的表征。大众文化按照规定的程序、标

准大规模地批量生产各种文化复制品，这不仅剥夺了艺术的创造性和个性，更为重要的是，它不再把商品的美学价值和

精神价值作为理想，而是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当作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最重要的目的。人们不再以个性、创

造性、批判性、超越性这样的概念来评价和要求文化，而是以大众性、娱乐性，甚至畅销性来衡量文化的意义。曾经掌

握中心话语的精英文化，无可奈何地从文化舞台的中心走向了边缘。 

事实上，在大众文化广泛覆盖的情形下，精英文化要进行自救，要有更大的发展，只能从市场经济这一起点开始，只能

从世俗现实开始。目前的情况是，社会生活的传媒化使文化自身的商业价值不断增值。精英文化正可以通过文化自身在

当代商业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功能和作用自己保护自己。况且，在一个传媒无处不在的时代，想逃避它的制约而又及时

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十分困难的。精英阶层只有抱着一种顺世性的态度，将人文精神、人文理想灌注于大众文化中，将

学术研究市场化、通俗化，同时又不失自己的使命感、责任感，才有可能使精英文化走向低谷而走向“泛大众”的新增

界。 

另一方面，精英文化并非真的已经穷途末路，在当代社会中，它仍自有市场。现代化的追求使我们缩短了与西方发达国

家的距离，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观，人的精神空间有了极大的拓展，但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在我们这个起步不久的国家

里，也逐渐地变成现实。人们的生活中充满了荒诞，物质的极大丰富却导致了道德的进一步沦丧，惟利是图，人欲横

流，人潜在的各种欲望愈发表面化并趋于“合法化”，伴随而来的还有焦虑、抑郁、狂躁、无聊等多种心理疾患。这些

都不是物质的丰盈和拥有的金钱就能医治的。而大众文化对此显然也无能为力，因为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娱乐的、消

费型的文化，它满足的是人们的基本视觉/心理需求，对人的精神困境它是不大关注的。不仅如此，大众文化还以各种伪

叙事进一步恶化了人的精神处境，以比现实生活还要夸张的方式兴致盎然地表达一种想象的快乐。只有精英文化，这种

具有高雅的审美旨趣、高远的艺术品位和恒久的社会价值的文化，才能对普遍意义以及人生本位问题投注关切的目光，

做出有建设性的探索和解答。只要还有一些懂得生活、热爱生命的人群，必有对精英文化产品的渴求，也必会为精英文

化提供在大众媒介这个平台上展开话语的机会。 

即使对大众文化本身而言，精英文化的媒介化也是大有裨益的。尽管大众文化处于自身发展的上升通道中，但它的消蚀

性、局限性仍彰现无遗。精英文化介入大众媒介，可以凭借文化优势，创作更为健康、优美和赏心悦目的通俗艺术作

品，潜移默化地影响通俗艺术生产品位和大众的心灵世界，凭藉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信仰力量将大众文化提升。精英文

化不断在传媒上发出自己批评的声音实质上也是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一种监督，以及一种超越的理想，从

而使其在不断的批判中得到建设。 

走向传媒，这是困境中的精英文化不可回避的选择，也是精英文化在一个行动的时代中所应有的理性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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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新闻播音的感召力 

作者：时岱┊ 2005-11-28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信息价值的认识，

以及社会、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我

们的新闻播音注重了“大容量”的“快

节奏”。这种适应现代社会应运而生的

“快节奏”播音应当给予肯定，但必需

强调鼓动性质和感召力。新闻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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