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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时代》

内容概要

《娱乐时代--当代中国文化百态》内容介绍：新世纪十余年，是我国当代文化史上变革最快的时期。
文化研究也成为最前沿、最语境化的学术之一。从Google这一美国文化霸权的“特洛伊木马”，到当
代高新科技助力电影创意的《阿凡达》，科技与文化的密切结合，催生出崭新的文化艺术新类型、新
业态。从公共领域私人化看今天媒介素养的缺失，到消费时代人们凝眸时装的反思，从中我们透视消
费社会的媒介的意识形态。“男色”究竟是谁制造的？“伪娘”的性别身份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网
络泛恶搞时代中的恶搞现象该怎样分析？还有“凤姐”、“芙蓉姐姐”以及淘女郎和麻豆族，他们都
展示了我们时代的文化的新貌，揭橥了一个审丑时代的文化百态。
    《娱乐时代--当代中国文化百态》的作者是金元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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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时代》

作者简介

金元浦，浙江浦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
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
心执行主任。北京市科技美学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卷主编。辑刊《文
化研究》主编，文化研究网www．culstudies．com总编。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求
是》等国内外报刊发表《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转向》、《文化生产力与文化产业》等论文180余篇
。出版《跨越世纪的文化变革——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研究》、《文学解释学》、《阐释中国的焦虑—
—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等各类著作30余种，主持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获得多种学术奖励。

Page 3



《娱乐时代》

书籍目录

绪论文化事件与案例研究
酷之秀与审丑叙事
“男色”背后是什么
——反思消费社会下的女性“身份”
伪娘：性别身份错乱的背后
漂浮的身份：网络空间的“哥”与“姐”
网络泛恶搞时代中的恶搞现象分析
——以诗词混搭为个案
从公共领域私人化看媒介素养的缺失
——以“艳照门”和“杨丽娟”事件为例
论涂鸦艺术作为亚文化的特征和收编
媒介空间与景观世界
微博之力改变着什么
——浅谈微博在公共领域形成中的作用
发现“微”之美——微电影审美艺术探析
权力话语的转移：从草根文化到官方电视台
科技助力电影创意
从视觉表征看世博
媒介景观中的“众声喧哗”
媒介话语生产中的身份认同
——以“杭州飚车案”为例
校内网传播与媒介个案研究
身份认同与文化霸权
Google，美国文化霸权的“特洛伊木马”
——从文化霸权视角来看“Goog~e退出中国”事件
国家认同的建构机制
——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为例
媒介对国家认同的建构
——以2010上海世博会为例
大众文化视野中的美国中产阶级
——以《美国美人》和《绝望主妇》为例
80后群体的抵抗与收编
——以《非诚勿扰》为案例
休闲的悲剧
——《三国杀》游戏主要消费群体的三重文化身份
及批判反思
试从民族文化认同角度看繁简之争
《失恋33天》的文化营销
时尚新潮与消费社会
消费美丽：时代的一个文化症候
——以世界小姐、环球小姐的评选为例
凝眸时装——时尚个案研究
婚恋网站“甜蜜产业”的崛起与突围
透视消费社会的“神话”
——以《一个购物狂的自白》为例
奢侈品消费文化——需要的历史性批判
满足“需求”与制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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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时代》

——网络游戏中的奢侈品植入广告
女性白领的品味建构
——以“杜拉拉”系列为例
时尚文化的伪个性——以LadyGaga为个案
消费社会中的芭比娃娃
利润“捆绑”的法则
——《中国好声音》的文化产业运营模式分析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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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时代》

章节摘录

女性主义先驱西蒙娜·德·波伏娃有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建构的。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女
性杂志的对于女性身份的建构来看，如果说，新中国初期的女性试图通过抹杀掉所有的女性特性，即
“把女人变成男人”，用否定性别身份的方式来获得个人社会身份，那么现代女性则试图在保留女性
特性的基础上，加入“男性”元素，将“男”“女”两性混合同体，塑造出一个“新女性”形象。不
少评论者认为这种倾向是男女平等意识的体现，是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表征。但这样一种模糊性别身
份的方式就真的较之前辈们否定性别身份以获取社会认同的做法来得更为理性、更为高明吗，    真相
似乎并非如此。“中性”也好，“男色”也罢，它们所展现的恰是女性在自我幻象中对于男性身份的
羡慕和渴望，当女性试图在这样一种身份的幻象中重构自身时，其背后传达的还是男性权威的至上性
。尽管弗洛伊德在解释女性性意识时所提出的“阴茎嫉妒”说法，即“菲勒斯”情结已被后来的大多
数女性主义者所诟病，认为这是一种基于男性立场而人为区别男女二元结构的理论。但讽刺地是，我
们当下所处的这个社会，迄今为止不管其表层是怎样地潮起潮落、风尚更迭，其深层意识形态却仍是
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二元结构，要分析几千年来始终在这样一种文化场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对其自我的
身份建构，弗洛伊德的理论反而比绝大多数后现代女权主义的话语来得更有说服力。    按弗洛伊德的
说法，“菲勒斯”不仅标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别，它还成为女性与男性相比所缺少的和不如男性的
地方，而男性则是评判的标准。按照拉康“镜像理论”的说法，任何主体身份的获得都是需要借助“
他者”目光建构的，那么无疑，定义女性的“他者”是男性，而定义男性的“他者”仍是男性，只不
过是“我”之外的其他男性。男性就仿佛是亘古不变、自我证明的“公理”，其自身就是中心，就是
定义，而女性却从未获得自己的专属定义，只能从“相对于”男性的角度来定义自身。于是在“社会
性别”的形成期，女性由于缺少“菲勒斯”而长期感受到来自拥有菲勒斯的“男性”的精神压迫，因
为拥有菲勒斯就代表了在男性中心主义社会中拥有“意义”。这种通常是不自觉的焦虑情绪长期积累
，最终内化为女性的人生目标即获得一个菲勒斯。传统的“曲径”疗法自然是希望获得一个丈夫，或
是渴望生一个男孩，而现代社会则为女性提供了另一种途径，即自我幻象。如果说“男色”是“60％
的男人加上40％的女人”④，那么“中性”即是“60％，的女人加上40％的男人”．甚至这两种性别
气质间的比例要比之更接近于五五开，这种模糊的性别分界对于建构女性的自我身份幻象来说是极具
诱惑力的，她可以不借助婚姻、不借助生育，而直接通过“男色”、通过“中性”将自己幻想为“菲
勒斯”的拥有者。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希望在自身原有气质的基础上加人异性元素的往往是女性，而不
是相反。    如在《王的男人》中以女性扮相而一炮走红的李准基，面对媒体采访多次宣称自己其实“
很man，很男人”。这个漂亮得令女人汗颜的男人，为展示自己的男子气概特意在镜头前表演黑带三
段的跆拳道功夫，并透露自己穿上戏服演出的第一天，恶心得直想吐等细节。显然，在现实生活中的
他并不愿承认被广大女性受众所赋予的“男色”特质。再如当某娱乐周刊以“男色大拍卖：你够胆消
费吗？”为题，设计女人如何花几百块钱请《加油！好男儿》的选手们喝茶吃饭，却遭到东方电视台
和选手们的愤怒谴责。一位自认受辱的选手说：“我们每个来参赛的选手都在舞台上展示了真正的男
人的本色，我们不是供别人消费的‘男色’。”这话恐怕道出了很多“男色”们的心声，尽管已经上
了选秀台，做起了偶像梦，但在这些男人心里，“男色”和“男人本色”是彼此互斥的，后者是男人
应有之色，而前者则是绝不能承认的。这看起来多少有些掩耳盗铃之嫌，但恰是绝大多数男性再真实
不过的心理。而这也是“男色”与“女色”所不同的地方，因为在很多男性包括女性自身的刻板印象
中，“女色”就是“女人本色”，两种非但不矛盾甚至是可彼此互换的。    如此的“男色”不禁让人
怀疑起所谓“男色”时代的真实性。“男色”形象的出现固然在某种程度上令传统的男权文化有些难
堪，但这或许不过是后者精心设计下的又一个美丽陷阱。当“男色”开始代言女性化妆品广告，当女
性化妆品专柜开始出现男性导购员，这绝不意味着“花样男子”们已身处传统女性被看的角色地位，
相反“男色”代言女性化妆品牌，那是“以男人的眼看女人的美”，虽然和女性同是从事彩妆销售，
这些男人却被塑造为“专业”的“化妆师”或“男性艺术家”，复制着父权文化中男性作为观看者的
角色，扮演着评价、再造女性形象的主导身份，并试图将男性的优势地位转化为“专业”的刻板印象
。P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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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教学相长，是儒家教育思想的精髓之一。    在赴西方发达国家考察大学教育时，有两点最深的感受。
一是：课堂上，教授很“闲”，学生很忙。每个学生都要发言、陈述，不是即兴的回答问题，而是在
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发表个人见解。教授很看重你是否有独立的创见。二是：课堂下，教授也忙，要接
待同学，还要研究新的学术内容。学生则更忙，首先他们必须每周阅读数百页相关参考书，然后在一
个讨论小组中互相交流，听听其他同学的看法，互相进行思想激荡、头脑风暴，这样才能在课堂上做
精彩的有独立见解的发言。在欧美许多著名大学的教学中，学生一直是主角，他们要在教师指导下完
成“研究”任务。    我每次看到学习室或咖啡馆中这样的小组讨论，都十分感慨。在中国，高校学生
都是“各自为战”，学习就是掌握知识，谁背得好、记得清，谁就拿高分。在餐馆、咖啡馆，更多的
是聚餐、闲聊、喝酒。在中国的课堂上，教授很忙，讲得天花乱坠，很累，要做很多准备，一言堂。
学生很闲，悠闲地听老师讲，出了教室，已经忘了一半，出了校门，全部还给老师。因为听课就是为
了应付考试，考试是为了拿高分，拿高分就有好排名，有好排名就有获得评各种奖、推荐读研等好事
的优先权。除了期末的考试外．我们的学生没有每天的自我思考、创新的“压力”，很少有小组讨论
会，也没有表达、展示的机会，期末集中背背书就应付过关。学校觉得对学生越严格越好，严格就显
现为闭卷考试。而闭卷也往往只能考“知识点”，如果做论文，闭卷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中国的考
试很重要。我的学生告诉我，复习备考研究生的几个月，是大学生活中最紧张最重要也是收获最大的
时期——以前都在玩，除了高强度大跨度和繁多的内容外，他／她第一次成为学习的主角，由被动的
接受型变成主动的掌握型，屁股挪了位．态度大变样。准备考研，必须看看今年相关学科的发展状况
，要看看自己要考的导师发表过什么文章，要准备考试可能涉及的现实的学术的问题，逼迫考生有了
一种“问题意识”。但是，中国高校学习与考试的急功近利的功利考虑仍然是主导取向。    记得在美
国某名校的课堂上，几个中国学生总是非常认真地听课，书面作业很好，但是总怯于在课堂表达自己
的看法(或许是因为语言障碍？还是内敛的民族性格？)。因而美国教授总是觉得不够满意，往往不给
他们高分。而中国学生又非常在意是否能拿到A，除了中国人的荣誉感和面子——做好学生、好孩子
外，这可能还与是否能拿到奖学金有关。    “教然后知困”，二十年来我一直在探索如何在今天的教
学中探索高等教育中教与学的互动模式，我一直鼓励我的学生，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当仁，不让
于师”。    还是孔子说的好：“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个案研究或者案例研究在当代
“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文化研究是“最语境化”的学术，它与现实发生着的“文化
事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在以前的文艺理论与文化批评中，我们却总是在进行“概论式”的教
学，“文化研究”的泛泛之论还是很多，与当下现实实践结合紧密的案例研究却非常少。    这与西方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个案研究在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中国的文化批评
中却很少运用。这一方面是由于先前的批评范式只关注宏观整体的研究，习惯于从普遍性、一般性的
角度来把握文化对象；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还不大会用个案研究的方法(特别是考虑到在今天中国从事
文化研究的主要还是一些文艺学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出身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反而很少)。中国的人文
学界长期以来习惯于在抽象理论的层面上打转转，把西方的各种理论比较来比较去，试图这样来进行
理论上的创新。现在看来这样的理论创新之路是走不通的，是一条死胡同。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谓的“
理论”主要是从西方介绍的，而西方的理论是产生于西方的语境中，带有自己特定的问题意识与理论
传统，很难与中国的实际完全吻合。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一种新理论的生长点不是在书房而是在“田
野”、在社区，国外人类学与社会学中非常流行的“田野作业”(6eld work)社区研究，在中国一直是
薄弱的环节。实际上即使是在西方，理论创新的途径也常常是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比如布迪厄
是在阿尔及利亚的田野研究中发现了此前的人类学中一系列二元对立模式无法解释那里的经验事实，
这促使他创造出一套以“场域⋯‘习性”“文化资本”等一系列概念为核心，旨在打破二元对立思维
模式的社会理论。这个经验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只有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个案研究中才能发
现西方理论是否适用中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从而在中国本土经验的特殊性中检验西方的
理论并建立自己的理论。这是我们提倡个案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    相对而言，国内的文化研究需要
从两个方面突破，这就是深刻的逻辑的形而上理论思辩和直面现实的细致具体的“个案”研究。那种
不上不下、既无形而上，也无形而下，既无细致的学理梳理——理论概念的思维的逻辑推演，又无细
致具体的个案“深描”，却动辄要建构一个体系，列出一二三四，再辅之以例证的简单枚举，这种普
遍泛滥的论文“格式”，确实需要改变改变了。    于是，就有了我们十多年来在课堂教学和现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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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例倾斜。    本书的编撰是集体努力的结果。参与本书写作的作者有：    王林生、吴维忆、苏锑平
、杜宇洁、赵文琼、王兴华、罗璇、王媛、郭燕、李娜、胡霞、谢盛松、李靖、刘倩、周琳、徐金钊
、裘琳、王艳、向凯凯、乔艳伟、张芬、陈传媚、李娟、朱杉、张露元、,g-柳青、张欣、李重蓉等，
他们为本书的编撰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王林生博士不仅为本书提供了多篇论文，而且参与本书的整
理、编排，现在他已经去从事博士后研究了；苏锑平博士则在繁忙的教学和学习的双重任务下，不忘
进行文化研究的现实案例分析；远赴爱尔兰攻读博士学位的吴维忆同学，从遥远的科克大学寄来了她
的文章；而张露元同学则是在完成这一篇论文后远赴海升继续学习；其他许多同学有的已经离开学校
，有的还在加紧努力。在这里，我向每一位撰稿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一同进行的文化研究案例
的互动教学实验，都将成为我们共同的美好的集体记忆。    金元浦记于北京海淀三灯阁    2012年12月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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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时代》

编辑推荐

“男色”究竟是谁制造的？“伪娘”的性别身份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网络泛恶搞时代中的恶搞现象
该怎样分析？《中国好声音》的文化产业运营模式分析是什么？⋯⋯《娱乐时代--当代中国文化百态
》(作者金元浦)探讨了当代中国文化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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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时代》

精彩短评

1、师姐推荐的，里边的文章很关照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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