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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世界》

内容概要

將社會理論與民族誌的田野研究擴大，來檢視世界各地媒體電影、電視、錄像的使用方式，根植於跨
文化民族誌的現實，為媒體研究帶來了激勵的、嶄新的理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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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導論
第一部 文化社會運動與少數族群的訴求
第1章 銀（螢）幕記憶：在原住民媒體中為傳統重新賦予意義
第2章 視覺媒體與原始主義的困惑：北美地區的殖民神話、原住民想像與政治主張
第3章 原住民錄像中的再現、政治與文化想像：概要與卡雅波案例
第4章 差異的奇觀：文化社會運動與西藏人透過大眾媒體發聲
第二部 民族國家的文化政治？
第5章 埃及通俗劇──現代主體的技術？
第6章 史詩的競賽：印度的電視與宗教身分認同
第7章 國族的圖像：泰國媒體與文化身分
第8章 貝里斯的電視、時間與國族想像
第三部 跨國流通
第9章 上海的大眾媒體與跨國主體性：紀錄一個中國大都會的（再度）國際化
第10章 心靈的馬歇爾計畫：一齣哈薩克肥皂劇的政治經濟學
第11章 繪製苗族媒體在離散空間中的位置
第四部 製作的社會位址
第12章 美國公共電視紀錄片的定位
第13章 廣告世界中的文化：拉丁樣貌的生產
第14章 「但我心仍屬印度」：孟買電影產業與好萊塢的印度（印地）化
第15章 抵達時的場面：玻利維亞公共領域的共謀性與媒體民族誌
第五部 科技的社會生活
第16章 北奈及利亞地區電影院的物質性
第17章 移動式器材與流動的閱聽人：從尚比亞的收音機文化再思考接收行為
第18章 機械複製時代的印度藝術作品：或者，當農民「掌握」圖像時會發生什麼事？
第19章 活的還是死的？峇里島電視播映劇場之研究
第20章 空室魅音：泰國資訊世代的媒體發聲與通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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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以媒介人类学的视野关注媒介生产与消费。可与传播研究理论、行为主义心理学做对比。效果研
究，为控制受众提供策略，提供理论基础。苦死了。你不考虑受众的需要，文化，与背景吗？
2、有不少文章很水！噱头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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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媒體世界》的笔记-第22页

              作为媒体研究的一个科目，“媒介民族志”牵涉到媒体科技文本内容的去中心化，并致力于分
析媒体接收的社会脉络。对媒体民族志的重新思考，需要扩大其范围，将科技本身的试题和感官特性
纳入考量，并监视文化传播的物质性。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援引两个主要传统。第一，媒体科技本身并
非中立的。，每个新媒体将对身体、感官、时间、空间的新关系加诸于社会，自麦克卢汉以降的理论
家如Goody 、Ong、Baudrillard、Kittler皆如此认为。这些强调传播物质性的学者，力主需了解媒体的
物质性以及它所媒介的形式，而非被传递的特定讯息。把民族志限制在内容或内容的接收，会忽视了
科技如何藉由其本身的形式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在这个传统中，题材的角色被压制成讯息的流通，焦
点被放在记录、储存、和传递资料的方法上——即波斯特所称的“讯息的模式”。在这个后结构主义
的模式中，媒体的题材除了本身的发声之外，是无法自主地讨论关于媒体流通的论述性操作这样的题
材。

2、《媒體世界》的笔记-第18页

        人类学对于“他者”之地的媒体研究，可以展现西方之外媒体通路的存在和力量。杨美惠等学者
对于西方霸权式的文化帝国主义架构相当不满。杨美惠研究上海的大众媒体和跨国主体性，追踪一个
她称为中国的“旅行文化”的新现象。过去这个世纪，媒体在中国的人的国家转型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首先在发展一个新的国族共同体，然后在创造强有力的国家主体性，以及对民族国家现代性计划的
影响。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中国国家的权力抗衡的已非西方势力，而是区域或族群性的华人资
本主义权力模式。结果产生了一种“跨国性的中国人全球媒体大众”，一种与国家疏离的主体，穿越
想象的空间，与其他遥远的华人主体相连，透过大陆人民和香港、台湾流行文化间的互动而产生。

3、《媒體世界》的笔记-第12页

        少数或被主导的族群是否可以将媒体同化成他们自身的文化和政治关注，或者他们无可避免地因
为媒体的出现而做出妥协——这个问题仍困扰着有关跨文化媒体普及性的许多研究和辩论

4、《媒體世界》的笔记-第15页

             这些媒体与国家政治之间的连结，产生三个主要的知性议题。第一，在“文化产业”中，媒体
专业人士和国家的关系是什么？这些生产者是重要的中介者，为更大的计划发声与解释。然而，要记
得这些媒体的生产者也是有创意的个体，以他们自己专业的语言、自身的专业兴趣和视野投入工作，
但有时因为他们受到较早期或不同条件下的训练、或是他本身代表着受到其他影响的世代，而有相反
的视野。他们也在组织内工作——例如BBC、美国公共电视等，这些组织不但建立知识和权力的动力
，并与国家计划有着复杂的相互关系、咋跑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正确地强调，文化宰制是投过西
方媒体产制者在西方受到的训练，将专业典范和标准加以制度化而输出。但是Mmandle、Born和其他
民族志研究者却表示，专业人士所坚持的标准，和这些标准在在地环境中如何被采纳、被改造往往会
有一段落差。

       第二，我们必须要问，当国家利益是复杂而自相矛盾时，媒体会变成怎样。这个现象在现今许多
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国家中，在采用新自由注意或结构性调整政策的地方。或是社会主义被“改革”或
“过渡到市场经济”所取代的地方特别明显。如同杨美惠研究毛泽东时期改革后的中国时指出的，。
在国家之外，一个大中华民族或另类的族群正重新崛起。它的崛起受到新媒体形式的引进，以及接触
来自大陆以外地区，主要为台湾和香港的电影、流行音乐、电视的激励。国家虽然急于保持对媒体的
掌控，但又小心翼翼拥抱资本主义，鼓励与海外中国人的联系，以至于发展出跨国主体性和欲望，进
而威胁、动摇国家的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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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我们必须质问国家媒体产品——或者任何媒体产品——在达成他们影响观众的目标上有多
有效，媒体研究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关于接收的问题；尝试分析媒体的影响一向成果不彰。人类学对于
这些问题的助益是，借着研究结构这些媒体参与的各种社会场域和观众参与媒体的实际方式，可以探
讨出成功与失败的各个层面。
      

5、《媒體世界》的笔记-第5页

        在这些转变中的政治和文化框架内，将媒体定位为一种社会实践，让我们得以说出我们和许多媒
体研究的同僚共同的更大的关怀——媒体如何让一下几点得以实行或被挑战：权力的运作和社会运动
的潜力、不平等的强化和想象力的来源、科技对于个体和集体身份认同的影响。

6、《媒體世界》的笔记-第27页

            本书陶涛媒体消费、生产、流通和理论化等所有这些社会过程的动力，同时也为主张民族志对
于“偏僻角落”的研究实践能带来新种类的知识提出一次强有力的论证。我们的研究也证实，对于掌
握媒体实践这件事而言，对立性的逻辑是不够的；相反的，当我们检视“权力的科技”是如何（由各
种意识形态，包括公共服务、观众偏好、美学到政治赋权）在私密的机构文化中被创造、被挑战时，
我们的模式必须能容许霸权与反霸权的效果同时存在。

       我们所研究的媒体也许在主流媒体的“地图之外”，但它们对于21世纪的转型是同等重要的，因此
必须加以研究。人类学家寻求掌握媒体被整合进社群（作为民族与国家的一部分）的方式，以及晚期
资本主义和后殖民文化政治世界中所产生的跨国网络和通路。我们认知到需要有在多重场域研究的策
略，以追踪当代生活的社会领域。当我们的文化世界变得逐渐接近，这将人类学推向有益的方向，我
们与所研究的对象的关系正改变着；当我们将媒体纳入一个人的经验范围时，很难把他者异国化，或
者维持不同社群是被限制或是从未被接触过的假象。我们的工作跨越学界的界限，不仅和其他社会学
科，如有着共同根源的社会学，同时也与文化研究、历史、文学研究、电影和传播研究，彼此互相交
叉、重叠、有时候错位。对于吉登斯和其他人的论点，认为现代性最醒目的一个特色是“将社会关系
从在地互动的脉络中拔起，以及在无限的时空范围中将其重构”，民族志的媒介研究提供了一个有趣
而重要的和观点。因为人类学者通常“贴近土地”和“边缘地区”工作，关于媒体和文化帝国主义，
或全球化所代表的文化同质化的危险，我们可以特定的方式介入学术的讨论和更广泛的辩论。我们对
媒体的在地使用与其意义，以及媒体生产和消费比较政治经济学（包括由电力不稳定和各类的贫穷所
形成和限制）的记录，意味着差异的持续存在与在地性的重要，同时也强调出不平等的形式继续建构
着我们的世界。媒体实践显然对这些过程相当重要，但不尽然是以我们期待的方式进行。正是这种人
类学然我们了解的不可预测性与反应的活力，让我们更加能掌握这些“重构”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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