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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

内容概要

《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内容简介：生活在当今都市的人们，正每日每时地受到大众文化的潜
移默化的影响，大众文化塑造人们的情感、思维和思想，为人们提供生活方式的样态，成为人们日常
生活的一个当然的组成部分。在大众文化环境中，我们的服饰、身体语言、谈吐、消费、休闲娱乐，
我们对媒体的依赖，我们对生活方式的安排，都在不知不觉中适应着已经变化了的时代。因而认识和
阐释大众文化，就成为认识和阐释人们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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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  论
一、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兴起
二、大众文化释义
三、大众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的殊异
四、大众文化研究概况
第一章  早期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一、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早期理论资源
（一）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
（二）以威廉姆斯为代表的英国文化主义
（三）以葛兰西为代表的文化霸权主义
二、早期大众文化批判的代表性流派
（一）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
（二）文化工业的强制性和操控性
（三）文化工业：文化艺术的蜕变
三、早期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基本特征
第二章  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
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
（一）后现代主义理论溯源
（二）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
（三）后现代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后现代大众文化
二、信息时代的网络技术
三、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
（一）20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
（二）思想领域的后现代转向
（三）艺术领域的后现代转向
四、后现代大众文化理论的主要流派
（一）以杰姆逊为代表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
批判理论
（二）以博德里拉为代表的后现代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三）以费斯克为代表的文化民粹主义
第三章  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大众文化研究主题
一、消费文化
（一）后现代主义与消费文化
（二）消费文化的影像与符号
（三）大众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
二、媒介文化
（一）媒介文化理论的历史沿革
（二）博德里拉的媒介文化理论
（三）媒介文化范式与受众
三、文化生产
（一）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
（二）文化生产与需求
（三）对文化工业理论的质疑与修正
第四章  后现代大众文化对社会政治与日常生活的
渗透
一、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
（一）大众文化的日常生活转向--视觉文化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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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实践的整合
（三）艺术与日常生活界限的消弭
二、大众文化与后现代社会政治
（一）后现代文化与文化失序
（二）大众文化与社会转变
第五章  后现代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取向
一、后现代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
（一）英雄神话与偶像崇拜
（二）感性的沉沦与欲望的泛化
（三）影像的拼贴与能指的碎片
（四）历史的断裂与当下的孤独
二、后现代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
（一）后现代大众文化对传统价值的颠覆
（二）从理性主义向世俗化的转向
（三）后现代时代的价值多元论
三、后现代大众文化批判的批判
（一）后现代大众文化评价
（二）后现代大众文化批判的批判
第六章  通向全球化时代的大众文化
一、大众文化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一）推动文化交流与跨文化互动
（二）大众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霸权问题
（三）对文化霸权的反思
（四）正确认识大众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
二、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大众文化
（一）后现代的都市消费文化与消费生活方式的展现
（二）中国大众文化的后现代特征
三、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大众文化的展望
（一）中国大众文化的现状评价
（二）中国大众文化发展趋势
（三）中国文化转型的思考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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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与上述两种意义都有根本的不同。在阿尔都塞看来，正如索绪尔认为语
言提供给我们的仅仅是对现实的一种描述一样，而不是现实本身，意识形态也不存在真实与否的问题
。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构架，通过它人们阐释、感知、经验和生活在他们置身其中的物质条件里面，
意识形态建构和创造了我们对现实的意识。阿尔都塞深刻地指出，尽管个人作为主体觉得自己是独立
自足的，觉得自己是在直接、自由地把握现实，但实际上，他的意识是由一系列思想体系和再现体系
所限定的，这种把握只是他想像的结果，所以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定义为是个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
现实环境的想像性关系的再现。　　意识形态是个体与现实生存环境之间的假想关系的再现，意识形
态不仅是一种思想体系，而且还是通过各种意识形态国家及其实践和生产活动再生产出来的一种物质
实践——各种仪式、风俗习惯、行为方式以及实践形式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诸如教育、宗教、家庭
、政治、传媒、文化工业等。　　第二，阿尔都塞反对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公式机械式的解释，也
反对黑格尔关于社会总体性的观点。他坚持社会构成论，认为社会构成是由三种事件构成的：经济、
政治和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是一种体现与被体现的关系，即上层建筑不是经济基础
的一种体现或被动反应。与此相反，他认为应将上层建筑看做是经济存在所必需的一个条件，这个模
式使上层建筑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关系依然存在，但是一种最终决
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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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的完成的。　　大众文化研究是我国黑龙江
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后确定的论文选题，该论文的选题得到了衣俊卿导师的鼓励和支持。确立对大
众文化进行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源于我自己的文化体验。大众文化现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生活方式
，当代社会的主要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的一路高歌猛进，越来越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人们的情感
、思维和道德选择，为人们提供生活方式的样态。因而，认识和阐释大众文化也就越来越具有现实意
义和理论价值。也正因为如此，终促成我从学理上研究探讨的强烈渴望，虽然这块领域如今已以充满
了繁花硕果，但我还是付出了勇气、努力和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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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难懂，说实话
2、这本书以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作为切入点，探究了大众文化理论转向的内在机理，客观地
分析了其发展及转向的轨迹，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大众文化及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现状也做了精当的
解析，值得大家一读。
3、书不错，浅显易懂
4、后现代大众文化理论部分特别难啃，哲学学理上的理论构架很难。
5、衣俊卿老师。。。。
6、是一本研究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及后现代影响的著作，可读性、思维逻辑性都是不错的。只是后半
部分，作者对大众文化的态度有些令人觉得陈词滥调
7、推荐
8、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专著，强烈推荐这本书。前期看着觉得比较深奥，后来越看越觉得写得太好
了！特别喜欢姜老师的文字，把每一句想要表达的意思说清楚之余竟还有一种演讲的文采。同时期看
了大约10本介绍大众文化的书，这本最爱！
9、条分缕析，概念分明。而且有中国视野，并非堆砌注解、食洋不化。对文化研究入门者有引路之
效。在另一方面，在书的结尾部分，作者尝试对当下中国情势进行分析，用西洋理论之刀，解复杂现
实之牛，有力不从心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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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的笔记-第72页

        现代性一词指涉中世纪之后，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贯穿整个启蒙运动，所
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和实践规范，依据这些
规范、思想体系和行为体系就会建立一种体现理性和社会进步的、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
作为艺术形式的后现代主义“向理性主义追求内容、意义和秩序的做法提出了挑战。”

2、《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的笔记-第67页

        早期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和葛兰西）批判的目标有两个：①大众文化的商品化、标
准化和娱乐化；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集权统治具有的共谋关系
。他们站在文化精英的角度，主张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之间的内在差异，力图弘扬现代文化艺术超越
现实、否定现实的革命性本质以及自由、反抗的艺术精神，试图通过唤醒艺术的评判否定的乌托邦精
神来改造不合理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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