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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

内容概要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对现代西方社会学乃至文化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具有开创性的著作，意识形态理论方面的基本文本之一。
在这部内容广泛的著作《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中，约翰·B.汤普森对文化与意识形态进行了理论诠
释，并使这一诠释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相联系。他概述了关于大众传媒及其影响的各种相关理论，
运用深度解释学模式，揭示了意识形态在当代文化各个层面的辐射和穿透，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
论做了延伸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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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

作者简介

英国社会学家、传媒研究专家，现任剑桥大学社会学高级讲师、基督学院研究员。他在吸收哈贝马斯
某些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分析了传媒与工业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凸现了传媒在塑造现代社会及其
早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他对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的多层面诠释在现代西方社会学乃至文化哲学界产
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著作有：《批判解释学》（1981）、《意识形态理论研究》（1990）、《意识
形态与现代文化》（1990）、《传媒与现代性》（199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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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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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导论
第一章 意识形态的概念
意识形态与观念学家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
从意识形态到知识社会学
对意识形态的再思考:一个批判性概念
对某些可能反对的回答
第二章 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对一些理论论述的批判性分析
意识形态与现时代
意识形态与社会复制
对文化产业的批判
公共领域的转型
第三章 文化的概念
文化与文明
文化的人类学概念
对文化的再思考:一种结构性概念
象征形式的社会背景化
象征形式的评价
第四章 文化传输与大众传播:传媒产业的发展
文化传输诸方面
书写,印刷与新闻贸易的兴起
广播的发展
传媒产业的近期趋势
新传播技术的社会影响
第五章 走向一种大众传播的社会理论
大众传播的一些特点
大众传播与社会互动
重构公私生活之间的界线
介于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大众传播
重新思考大众传播时代的意识形态
第六章 解释的方法论
社会—历史研究的一些解释学条件
深度解释学的方法论架构
意识形态的解释
分析大众传播:三重观点
大众传媒化产品的日常占用
解释、自我反思和批判
结 语 批判理论与现代社会
注释
索引

Page 4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章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对一些理论论述的批判性分析 在最近几十年里有关现代社
会中意识形态分析的问题成了社会政治理论与论争的中心。理论见解大为殊异的许多作家都设法分析
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形式的特点以及它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他们用不同方式设法把意识
形态概念结合进有关现代工业社会性质与发展的更广泛的一套设想之中。在本章中，我要研讨对意识
形态理论与分析的一些当代著作。我的目的主要不在追溯这个概念的不断变迁，而在突出某些更广泛
的设想，今天的意识形态分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我将关注广泛的理论构架，这些理论构
架对现代社会的性质与发展具有一般的、常常是含蓄的看法。我将设法表明，这些理论构架在某种程
度上是19世纪与20世纪初社会思想的遗产。这里，就像许多社会研究的背景一样，当前论争的调研范
围要放到一个世纪以前。诸如马克思和韦伯等作家当年所界定的一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现在还在论争
；他们提出的概念与理论继续在指导着研究与讨论。这本身虽然不一定是有害的——确实，概念的主
体与问题的传输是界定一个学术传统或学派的一部分——可是我们必须提问，在具体案例中，从过去
传下来的这套设想是否适合于分析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社会形态与现象。我认 为，指导现代社会中许多
现今意识形态分析的主要设想在这方面是不适合的。 为了发展这个论点，我将开始重构两套不同的设
想并研讨每一套的局限。第一套设想包括一批来自马克思和韦伯等人著75作的观念。这些观念一起构
成了一个有关现代工业社会兴起的文化转型的总体理论论述。我将把这一论述称为文化转型的宏大叙
事。这种叙事提供一种架构，其中有着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的性质与作用的最新反映。意识形态的兴
衰是现代社会象征舞台上演出的历史剧的各个阶段，从意识形态在18世纪的欧洲出现一直到今天的各
个阶段。在这宏大叙事的背景内，意识形态被理解为现代所特有的一种特定类型的信仰体系。我把文
化转型的宏大叙事区别于第二套设想，它支持有关意识形态性质与作用的一些新近著作——特别是更
加明白地具有马克思主义主张的著作。这第二套设想同样构成一种在社会与政治思想上很普遍并有很
深影响的总体理论论述。我把这一论述称之为国家组织的和意识形态保证的社会复制总理论。在这一
总理论的架构内，意识形态被概念化为一批价值观和信仰，它们是由国家机构所产生和扩散的，它们
服务于复制社会秩序，保证人们忠诚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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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

编辑推荐

《人文与社会译丛: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对现代西方社会学乃至文化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具有
开创性的著作，意识形态理论方面的基本文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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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

名人推荐

任何对意识形态概念、大众传播分析、深度阐释学实际成果或现代文化社会理论批判潜力感兴趣的人
，都会发现这是一部引人入胜、启人深思、不可缺少之作。——理查德·J.伯恩斯坦汤普森的《意识
形态与现代文化》是一部充满发人深思的理念、犀利深刻的分析和建设性理论化的杰作。——《美国
社会学杂志》这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无疑将成为意识形态理论方面的基本文本之一。尽管作者
的理论具有惊人的复杂性，文本却出之以一种极其清晰而易于接近的风格⋯⋯——威廉·奥斯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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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

精彩短评

1、“手把手教你如何分析意识形态”。因为重新界定了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概念，相当于自己创立了
游戏规则，随后就可以按自己的心愿来玩了。但是，关于文化概念的那部分章节，简直就是鸡肋。所
谓的深度解释学，其实也无甚新意。
2、但是，什么样的象征体系才是维持权力非对称格局的象征体系呢？
3、主要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澄清那一块有可以借鉴之处。
4、前两章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与相关分析堪称经典，对既往理论的综述、点评和创新都非常到
位。可惜后面的内容就流于条分缕析式的教科书总结和各种专业名词的堆砌，不只乏味，也缺乏新意
。对于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讲述比较薄弱，全书在这两者的分析上基本上还是各自为
政。
5、观点在今天的媒介环境和生态来看已经陈旧了，但其方法论意义还是颇具指导性。对我而言最有
用的是汤普森架构整部论述的方法和逻辑，严谨扎实，非常令人钦佩。最优秀的学者总是可以用最简
明易懂的语言说清楚复杂的理论。
6、文献综述部分赞～理论架构虽有局限，但从当时的背景来看还是很有前瞻性（大众传播与意识形
态运作、方法论部分）～概念界定和分析好清楚啊..
7、清晰地梳理了不同门派对“意识形态”的认识。但是，后半部分，有的内容，专业术语比较多，
一时还有点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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