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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对参与者进行了深入的访谈，是了解二战后到苏联解体期间苏
联电影、电视和广播文化宣传方面别具一格的作品。 

 

内容简介

*次从全新的文化视角剖析了拥有强大文化实力的苏联在与美国的文化冷战中*终落败的
深刻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苏联媒体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格局，然而却成败参
半。1959 年，赫鲁晓夫访问好莱坞，可是却在那里遭受一些女演员的恶意中伤。他表现
出了十分强硬的态度：苏联文化定会将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扔到历史的垃圾箱。
本书作者描写了二战以后到20 世纪70 年代之后，苏联的广播电视业和电影工业的基本状
况，向读者阐释了赫鲁晓夫构想苏联媒体文化的勃勃雄心*终未能实现的根本原因。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全力发展现代媒体业，致力于为全国观众（也是世界上*的观众群
）建设文化基础设施。苏联人民热衷于听广播、看电视、看电影。但是他们所收听、收
看的并非西方媒体上作为重要新闻所播报的五彩纷呈的文化，而是典型的、正统的苏联
式节目，这都是由于赫鲁晓夫对好莱坞的强硬态度所决定的。
这正是苏联文化真正的黄金时期，它向世人宣扬：社会主义文化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应
该享有的。但是，这种苏联式的成功也带来了复杂的、始料未及的后果。
作者强调了苏联的独立自主的媒体文化、越来越复杂的消费者文化、国外媒体种种深谋
远虑的诱惑性影响以及媒体的野心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向人们展示了战后苏联传媒帝国
由内部发生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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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本书是一部有关苏联广播、电视和电影的实践丰富且分析尖锐的社会文化史，也是一部
有助于理解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状况的重要论著。
——特里马丁，俄罗斯研究乔治F.贝克第三教席教授
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主任，《平权法帝国》的作者
本书为现有的文献资料做出了伟大贡献。作者对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电影和电视的描述有
助于我们去理解简单而纯粹的苏联公民的世界。
——彼得凯内兹，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电影与苏联社会》的作者
苏联的媒体机器可能尚未准备好迎接全球黄金时代，但本书作者却*准备好了。在这部智
慧、清晰且巧妙的研究论著中，作者通过电影、广播和电视的发展变迁考察了苏联历史
中许多具有讽刺意味的境况。这是对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关于后斯大林主义的俄罗斯的优
秀文献的重要补充。苏联设法创立兼具教育和娱乐功能的令人敬畏的媒体机构，而他们
似乎从未能解决教育和娱乐这对矛盾。
——罗伯特埃德尔曼，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莫斯科斯巴达克队》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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