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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

内容概要

《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是默克罗比的文集，1994年出版。作者从大众文化入手，用大量篇幅论证
后现代主义并不否定社会性和道德性，而是为政治参与和社会变革提供了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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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是伦敦泰晤士维礼大学（Thames Valley University）社会学系教
授，主要从事大众文化和青年文化研究，著作有《英国时装设计》（1998）和《在文化社会：艺术、
时装和通俗音乐》（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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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

章节摘录

　　流行艺术表演者的职业性真诚，他或她想表达可以辨认的灼热的真实情感的渴望，也具有同样的
性质。在每一种情况下，返归真实生活和真实情感的指涉，都纯粹是形式上的或是风格上
的&mdash;&mdash;一种无所指向的特殊风格。詹姆逊虽然准确地解释了这种&ldquo;用死语言言
说&rdquo;的现象，但他没有把对它的接受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这或许是因为他对&ldquo;后现代状
况&rdquo;的分析多半聚焦于艺术，而不是大众文化，而在大众文化领域里，他对观众或消费者的学术
性关注还是太少了。然而，在詹姆逊的论点显得最为恰切的领域里，也即是流行音乐及其附属形式的
领域里，消费者或乐迷的地位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如何从概念上来理解这种整合却更成问题。桑塔
格把摹袭与其忠实观众&mdash;&mdash;男同性恋者&mdash;&mdash;联系在一起，这很有启发性，因为
她揭示出围绕着社会中的少数人发展出来的一种关系是如何努力争取一种文化形式的，为了这种文化
形式，他们觉得值得以他们碎裂的和性变态的身份作为代价。对风格和快感的这种双重坚持使得其产
品无论是对圈内人还是对圈外人都颇具吸引力。其结果是矫揉造作的风格被吸纳进了大众化趣味的主
流之中。桑塔格的方法很管用，因为她不过多谈论纯粹的或原创性的&ldquo;艺术&rdquo;创造，而是
描述形式如何才能被接收并被重新组装，以迎合受到争议的群体的需要。这常常意味着要超越这些形
式的表面上的意义和作用。凭借这种能力，男同性恋文化在过去几年里已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它表
述得既清楚又坦率，同时也坚持一种既是审美性的又是政治性的话语。在流行音乐里，像&ldquo;弗兰
基去好莱坞&rdquo;（Frankie Goes to Hollywood）、&ldquo;布朗斯基节拍&rdquo; （Bronski Beat）这样
的乐队和像马克&middot;艾尔蒙德和乔治男孩这样的歌手，都已经利用了许多桑塔格所描述的摹袭的
因素，既在主流音乐界获得了成功，同时又没有消磨掉对同性恋的颂赞。　　桑塔格评论的长处就在
于它们强调了中介的作用。她把观众、消费者和&ldquo;同性恋伙伴&rdquo;都纳入到画面之中，而没
有滑人&ldquo;经验主义&rdquo;。我们应该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流行音乐和当代青年文化。如果不把
朋客、艺术学校、伦敦和&ldquo;受过教育的&rdquo;亚文化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也就不可能理解从中
产生的乔治男孩和&ldquo;文化俱乐部&rdquo;何以会崭露头角。　　而倘若媒体形式这样难以摆脱，
那么&ldquo;假如非真实如今都在每个人的掌握之中&rdquo;（Eco，1984），就没有理由假定对摹袭、
戏仿或极端的矫揉造作（按照定义）的消费，就没有颠覆或批判的潜能。我们不应轻易地把具有迷惑
力的闪亮光滑的东西贬黜到固守非政治性的领域中。对于左翼来说，承诺赞同真实以及人们生活的物
质条件是必需的，但是从左翼对尼尔&middot;金诺克在特莱西&middot;乌尔曼的录像带里露面这件事
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它仍然保留着一种（可以理解的）僵硬性。这种情况本不应出现。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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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

精彩短评

1、最后一章有关街拍，古着的分析很有意思。
2、部分有用
3、恩啊~这个版本还是木有俺的SAMA翻得好~哈哈~又当狗腿子了~
4、太多例子地区局限性太大没有普遍意义，学理性条理性的表达也显得混乱。亮点是启发我们对更
多亚文化和非主流做更多社会、经济、地理综合上的文化研究
5、我怎么可能读得下去呢呵呵= =
6、还行
7、word妈，好散
8、写论文时以为是自己的发现，其实前人早已总结出规律了。如今的一切奇怪的不合常理的社会现
象，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9、读了之后觉得有点乱，女性主义、亚文化啥啥的⋯⋯
10、可以作为了解6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的一个视角。
11、才女译书
12、图像与媒体的重要性：媒体与现实交混，图像自我指涉，媒体的影响权力机制。后现代的碎裂：
挑战强权的可能性，身份定位支离破碎。考察话语也要考察话语的生产过程。关注日常生活的政治性
。
13、参考文献
14、什么玩意儿
15、不错。
16、最后一章比较有价值，从母亲的视角观察青年人的亚文化狂欢，还有对于现代碎片性的两种观点
罗列。
17、本书真知卓见随处可拾，如作者认为，在阐释后现代主义时，既不要像鲍德里亚那样视其为洪水
猛兽，也不要像詹姆逊那样一心想恢复现代性的正面价值。生活在后现代景况这一断层线边缘，即意
味着会遭遇到一些问题、困境和差异，它们已经浮现出来，而不再“隐藏在历史之中”！当前中国的
大众文化状况，已然显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力量正在悄然地不断改变文化
的公共空间，这本书对我们应对现时浮躁的社会与文化是一个启示与警醒！
18、not that bad 
19、消费的年代，不是保存的年代，所以物品也不经久耐用。
民主的年代。“民主”是哲学意义上的民主，是大众化。

20、写得很磨叽的论文集，作者是女性并且具有很强烈的女性主义倾向，所以文章充满了焦虑感论辩
和政治性引申。读起来有些艰难，经常一目十行地走神，以至于每一页都摸过一遍还是不知所云。但
是，从拓展知识体系的角度是一部很好的读物，因为它真的不算厚。。。
21、看不懂啊看不懂
22、竟然是论文集 太坑了
23、有些章节过于支离破碎，读起来莫名其妙的，最后关于后现代语境下的青年与媒体的几个主题的
讨论还是可以做进一步的讨论的，尤其是消费社会对于青年亚文化的影响，自媒体时代的道德恐慌等
问题。其实就整本书而言，作者所强调的还是后现代语境下对于文化研究的变革上，不论是后马，女
性主义与文化研究的再结合，还是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的跨界互补，只是作为一本论文选集，薄薄一本
书很难把这些问题说清楚，所以作者更多也只是提出一个思考的角度了。
24、一本因自己知识量太贫乏而不知所云的书
25、最后一章比较无聊。还有对女性主义不太感兴趣。
26、文化与思潮，都是相互影响的，但是如何影响，如何呈现，却是这本书给人大开眼界的地方！
27、我喜欢她昂扬向上的性格
28、读完后忘光了
29、突出贡献是评价苏珊桑塔格的评论太“高级”，和把青年文化当作亚文化的一种，放到文化研究
里面。并且谈论青年文化与其他社会组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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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

30、从后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角度研究大众文化。
31、中文译本比英文还难读。
32、桑塔格那一章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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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

精彩书评

1、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在许多人眼里，相对客在的
真理观消释了，就连起码的善恶观也不复存在了。于是，过去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
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生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这对谁最有利呢？也许
是跨国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何如，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 了真善美与
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
，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 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公司
时代才可能产生。众所周知，外国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向来重视
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家在反映和揭示社会本质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 时就曾指出，英国
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
。恩格斯也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 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
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则干脆地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并不是说只
有文学 才能揭示真理，而是说伟大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所表现的情感、所刻画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
抽象的概括、数据的统计。文学更加具体、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感 人、更加传神。其潜移默化、润
物无声的载道与传道功能更不待言。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
展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 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
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 ”。
2、写道德恐慌 写得非常棒！媒体，代表们某个团体的机构，以及政党，他们都把亚文化作为各自的
战场，都试图从自己的利益去赋予亚文化解释。政党主要在于想利用道德恐慌，来达到人民团结的目
的，增加社会凝聚力。
3、安吉拉·默克罗比声称：在阐释后现代主义时，既不要像鲍德里亚那样视其为洪水猛兽，也不要
像詹姆逊那样一心想恢复现代性的正面价值。我认为生活在后现代景况这一断层线边缘，即意味着会
遭遇到一些问题、困境和差异，它们已经浮现出来，而不再‘隐藏在历史之中’（Rowbotham，1973
）。”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状况，正如她所说，已然显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
的力量正在悄然地不断改变文化的公共空间，在恶搞、鄙视、垃圾这样的青年流行语中，这些词语的
意思已经悄然改变，随意解构文化名人、大片、经典的时候，在80后随意臧否人和事的时候，不断有
人惊呼这一代人怎么了？批评也是愤激的，比如这是垮掉的一代，这一代人自己还不怎么样，就已经
开始藐视一切。是的，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和以前的60、70出生的人是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比他们更
有勇气去鄙视金钱的庸俗和权势的龌龊，在必要的时刻，我们会选择拒不合作的方式，而不是一言不
发，低头进入一个被收编的体制。即使进入，我们也不会轻易去认同前辈们的价值和判断。这诸多现
象体现了一个共同特点：拒绝经典和权威，随意解构一切，拿自己也不当回事。这种行为方式带有很
大的非理性特点，安吉拉表示，这种方式并不向左翼政治家和学者认为的那样有害，它有可能为改革
政治和革新文化带来某种新的契机。安吉拉提出：“我认为表层的东西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化会跌落到
无意义、无价值的地步。对所谓的琐碎小事的分析不应仅停留在符号学阅读的层面上。在此意义上，
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就仿佛是吹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使文化批评家们的目光从对文本意义的探究转向
物象之间以及不同的文化形式之间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运作。”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在观察和评论流行
音乐、电影、肥皂剧时似乎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按照常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感受来进行。而在
过去，我们讨论文化现象，或者文艺作品时，我们很容易使用这样一些词汇：艺术品位、思想性、内
涵，或者好作品应该向经典看齐这样一些陈词滥调。如果你想弄清自己所处在一个怎么样的文化进程
之中，在这个进程中自己可能会有什么作为，我真诚地给你推荐这本书。因为，对于我来讲，如果打
算做好一件事情，我会先去弄清楚外在的大前提，然后再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在该书的第三章，安吉
拉或许会给你提供一些启示，当让它有可能不是经典式的，但一定会对我们有启发，第三章的标题是
：青年、媒体、后现代性。如果你是从事媒体行业的人，这本书就更应该去阅读了，我现在正在愉快
地阅读这本书，不过很奇怪，豆瓣上的封面和我手上的这本06年9月印刷的这个版本不一样，应该内容
是一样的吧。
4、要说这本书的作者英国人，英国女性，在大学教社会学，从事大众文化和青年文化研究。她有两
个突出的视角：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她极力为后现代辩护，说：后现代主义允许以前的一些重要
的社会学问题重新出现在知识议程表上，把媒体看作一种隐喻，并以此来诘问生活经验的每一个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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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

生的方面。在对待理论谈到大众文化时，她有个看法值得注意：在谈到大众文化这个概念的时候，大
多数理论家还是会站在精英立场，或者想要在大众文化中区分高下，建立大众文化的经典。“现在后
现代主义批评家面临的危险是：在他们挑战传统高雅艺术的定义的时候，他们很容易落入另外一个陷
阱，“偏爱一个文本胜过另一个文本，”评选出通俗文化的新经典——“高雅的通俗文化”或者“精
英的通俗文化”。”她还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路径在文化研究中的危机。谈到了大众的焦虑和对
身份确定的认同方式，在其中一篇中谈了消费文化对确立新身份认同的方式，并举了IKEA的例子。人
们的消费活动是一种确立身份的方式，是拉入与区别的方式。这本书是论文集，所以和其他以论文集
凑成的书一样，体系不明显，并没有像题名那样讲清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也就是她怎么界定社会已
经是一种后现代的。书里举得例子除了几部电影都有文化局限，比较零散~对电影的分析有明显的女
性主义的视角。可以翻翻~祝大家周末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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