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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近些年来，我做了不少丛书的策划工作，但好像都不如《文化研究》执行主编的活儿这
么艰难。几年前和东风商量每人每年编一期《文化研究》，这一期轮到我做执行主编，
没想到编辑工作是如此耗费精力。
  先说组稿。从去年开始，我就忙碌着开始策划一期专题讨论，题目为“文化研究的中
国问题与中国视角”。文化研究登陆中国已经不少年头了，现在国内不少大学开设了文
化研究课程，也出版了不少文化研究方面的译著、专著和教材。从总体上说，文化研究
的中国语境早已呈现，但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和中国视角似乎还没有得到深入的讨论。
记得一年前在美国，我曾和Cultural Studies主编格罗斯．伯格以及刘康教授商量，想在这
个英文刊物上搞一个“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和中国视角”专题讨论。格罗斯．伯格倒是
爽快答应，没想到的是，在我们自己办的《文化研究》上搞一期这样的专题讨论竟然费
尽周折。有许多答应供稿者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爽约了，好在徐贲、刘康、王晓路、
陆扬、高小康诸君慷慨赐稿。最后时刻主编之一陶东风应要求也援稿一篇。现在刊在这
里的六篇文章构成了本期主题之一“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与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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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无聊的嬉戏：去精英化时代的大众娱乐文化
  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的娱乐文化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如果说90年代初期和中期人
们还习惯于以官方一精英一大众(消费娱乐)的“三分天下”“三足鼎立”来描述中国的
文化格局，那么在今天，这“三足”再也不是平衡地鼎立着，而是大众消费文化或娱乐
文化一头独大，占据了文化地盘的至少一半以上。已经习惯于这种不平衡格局的知识界
好像也不再对此愤愤不平了。但同时，知识界对于大众娱乐化的无言和失语无疑隐藏着
理论范式上的危机。原先流行于90年代初期那种审美一道德主义批判话语和批判范式明
显表现出激情过后的衰颓气象，而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政治批评范式却迟迟未能建立。本
文可以视作为建构中国本土大众娱乐文化政治批评范式所做的初步尝试。
  一、网络与文化活动的“去精英化”
  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无论是中国知识界和还是普通大众，都普遍把文化，特别是其
中的文学艺术，当作是非常精英化的活动，甚至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专利。然而，90年代
以后，大众传播手段，特别是网络的迅速发展和普及，打破了精英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
和文化活动的媒介手段的垄断性占有，导致文学和文化活动“准人证”的通胀和贬值。
这使得当代中国文化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去精英化”时代。
  一般而言，文学艺术和文化活动的精英化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
一是精英知识分子对于文学艺术和文化生产的各种资源，特别是媒介资源的垄断性占有
。从事文化艺术活动的首要资源当然是人的识字能力，古代社会中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数
相当有限，其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具备识字能力的人数本就非常有限，而文盲当然不可
能舞文弄墨。现代普及性的教育制度逐渐打破了精英阶层对于识字能力的垄断，这使得
有能力识文断字的人数大大上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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