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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

内容概要

《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是英国著名学者戴维·莫利撰写的一部受众研究方面的经典之作。该书集
中了作者在相关领域多年研究的成果，将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对电视受众研究的
产生、发展和未来做了多角度、多侧面的探索。
    在本书开篇，莫利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受众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做了全面而系统的评述。在此基础上
，他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深圳的专察：（1）阶级、性别和文化上的差异是如何影受众对电视“文本”
的解读以及家庭内部的媒介使用行为的？（2）大众传媒是如何构建起“天下（全国）一家”的神话
的？（3）在小范围内进行的人种志研究是如何帮助我们把后现代媒介体系中全球和本土的互动效应
的？
    在本书中，莫利把意识形态的概念置于“家庭传播”的语境内进行了重新定义，从而揭示了媒介在
公共/私人领域内体验的“接合”和在时间、空间和群体上对社会进行组织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对于媒介/文化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本书亦提出了一些独特的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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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

精彩短评

1、　　David Morley是goldsmiths的教授，以前曾混迹于CCCS.他的著作有： Everyday TV: Nationwide
(with Charlotte Brunsdon, BFI 1978)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BFI 1980); Family Television (Comedia 1986);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Routledge 1992) Spaces of Identity (with Kevin Robins, Routledge
1996);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co-edited with Kuan Hsing Chen, Routledge1996);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with Kevin Robins 2000) Home Territories: Media, Mobility and Identity (Routledge
2001) Media and Cultural Theory(edited with James Curran, Routledge 2005) and Media, 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The Geography of the New (Routledge, 2006).
　　
　　目录
　　第一部分 理论框架
　　第一章 电视观众研究：一部批评史
　　第二章 心理分析理论：文本，读者与主体
　　第二部分 阶级、意识形态与诠释
　　第三章 诠释电视：《全国新闻》受众研究
　　第四章 《全国新闻》受众：批判性的附言
　　第三部分 性别、家庭休闲和收视行为
　　第五章 研究发展：从“解码”到收视语境
　　第六章 家庭收视行为的性别框架
　　第七章 从“家庭电视”到媒介消费的社会学
　　第四部分 方法论问题
　　第八章 以人种志取向研究电视观众
　　第五部分 电视、技术与消费
　　第九章 家庭内部传播：技术与意义
　　第十章 把电视作为商品来消费
　　第十一章 私人世界和性别化的技术
　　第六部分 私人与公共之间
　　第十二章 日常生活的构建：政治传播与家庭媒介
　　第十三章 全球与本土在何处相遇：客厅笔记
　　注释
　　参考书目
　　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2、虽然读砸了，但莫利对context的强调，将电视作为科技来看待，使用民族志方法，研究微观事务，
强调媒介对时空的改变和影响还是让我印象深刻。
3、课程相关
4、原来这本并不像表面那么好懂
5、这是一本关于人种志研究方法论述的著作。莫利进入传播学学生视野的就是他关于英国《全国电
视》受众的研究。这本书详尽介绍了该研究的目的、方法、理论基础以及来自各方的批评。总的来说
，莫利介绍了人种志方法相对于定量研究的优势与弊端，也对受众研究理论进行了一种历时性的综述
。在社会环境与语境决定论和受众乐观主义的理论界二元对立观点下，莫利选择二者兼备。既重视媒
介机构机制与文本的分析，着重媒介结构对于文本意义的主控，又强调受众对于文本解读的自由度。
让我深受启发的是莫利将传播学中关键的“受众解读”转化为“受众修辞”，是这本书的亮点之一。
语境的修辞、文本符号的修辞以及最终得到的意义，都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角度有异。“使用与
满足”理论太过于乐观受众对于媒介产品的选择度，而忽略了这是有选择性的倾向性接触，因为是在
封闭条件下的选择，同样包含着权利的因素。
这本书中许多的观点在目前看来都是理所当然，与作者写作的时间久远有关，而且作者对自己来自各

Page 3



《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

方的批评所持的态度让我觉着他有失为一个传播学大家的风范，太过于辩解自己的观点了。
本书的特点还有将媒介与阶级、性别、种族、年龄等社会因素相联系，同时从家庭的角度而不是个人
的角度，论述媒介与整个宏观社会、家庭与民族、国家以及跨文化之间的关系，视野既宏观也微观，
很好处理了在全球化和消费主义文化盛行的时代，媒介怎样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景观。
6、莫利早年接受着严格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训练，后来在CCCS受到师父——斯图亚特·霍尔那
套编码/解码理论的浸淫，从而在研究方法中，将经验取向和批判取向接合在一起，这不得不说是一次
创举。尽管他在写作时不断地引述他人先前的研究成果，使得这部文集的写法颇具争议，然而，还是
能循着作者的思路，看到他在研究中的不断增进和修正研究思路、研究设计的过程。这是研究者十分
之必要的品质。
7、是我自己的问题，一知半解
8、乱啊⋯⋯
9、质化不是不可以，但是要质化的有点戴维·莫利的样子——老板说~~
10、确实⋯⋯
    特别是这本和《人类传播理论》
    清华有钱，能拿下版权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不过他翻译得很不错，比起某些连统稿都懒得动的大教授的作品优秀
11、我只能说看这种翻译的书  我就是个苦逼  真心不知道看完以后我能记得多少
12、怎样做人种志文化研究
13、文化研究学派的经典
14、他经常说男人和女人不一样 大人和孩子不一样 不同民族不一样 不同国家不一样 各种不一样
15、太晦涩了，翻译得也不好。才疏学浅读不下来。。。。
16、看完立马忘记内容了
17、为导言加一星，为翻译扣一星，所以还是四星么？
18、赶报告匆匆看的，前面理论部分人名觉得很陌生，哭了，我一定不爱受众研究。
19、看看
20、翻译真的不太好。。。有空得把原著再读一遍。
21、吴毅推荐。好书，可惜我论文不研究电视了，等有空好好拜读。
22、一个选题也搞不出来。
23、质化
24、新受众研究的代表之作，也是极具文化研究个性的一本书，与霍尔的解码模式相得益彰，也可作
为该领域方法论的经典案例。
25、研一的作业
26、经典。但读完也没觉得。
27、个人认为，史老师翻译的书比胡正荣啥的翻译的强多了，最起码读起来没那么不通顺。据说莫利
是霍尔的得以门生，难怪有霍尔深深的烙印。然而作为受众研究确实是经典了，想想可笑啊，上世
纪70年代人家西方都已经在研究受众的语境和情境了，然而我们现在还是在比拼收视率，真是觉得傻
透了。
28、　　戴维·莫利的《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是一部较为系统的研究电视传播受众和电视文化作
为大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有效的建构意识形态以及媒介（电视）在此过程中承担何种功能的著作
。在导论中，莫利对他的论述逻辑进行了简单的梳理：“首先，通过广泛考查流行额电视节目，对现
实生活中的电视节目的意识形态架构进行分析，进而研究没接收中所参与的消费与解码的多方面过程
”。[ 【英】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主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其次，“致力于研究媒介在接合公共与私人领域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在对空间、时间与群体所进
行的社会性组织过程中媒介所扮演的角色”[ 同注释。]。与以往的电视研究专著相比，莫利的研究视
野更为广阔，重点考察不同信息与传播技术在家庭领域内的使用状况。同时，在后现代地理学的语境
下，对媒介在国家与文化认同的构成中所起的作用做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
　　作为斯图亚特·霍尔的学生，莫利的研究在师承霍尔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更注重对媒介进行社会
科学取向的研究。这种研究主要采用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大众文化产品进行受众分析和媒体机制
与其他社会机制相互之间动态影响之关系的考量。在此书中，莫利主要考察的是英国老牌新闻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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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

全国新闻》的受众问题，试图努力发现影响受众对节目解读出现差异的因素以及产生这种因素的社会
学层面的原因。全书共分“理论框架”、“阶级、意识形态与诠释”、“性别、家庭休闲和收视行为
”、“方法论问题”、“电视、技术和消费”和“私人与公共空间”六个部分，下面我们对这六个部
分的内容分别进行概述和讨论。
　　　　                                     
　　                                           理论框架
　　在这一部分的讨论中，莫利首先将电视观众研究定义为“一部批评史”。在引进法兰克福学派“
悲观的大众社会理论”之后，莫利认为隐藏在这一理论背后的是媒介的“皮下注射模型”。“这个模
型可以被看作有某种力量把压制性的意识形态直接‘注射’到大众的意识和思想之中。”[ 同注释，
第52页。]莫利对此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机械地将媒介的社会效应假想得如此简单直接而忽视产生
这种效应的复杂性和间接性是幼稚至极且无法容忍的。相较之下，他更倾向于用定量的实证主义方法
从社会意义的角度对媒介传播进行“诠释性”的研究，强调媒介传播过程中具体的“产生意义”的互
动过程，并且认为每一次互动都会有新的“现实”产生。
　　那么这种互动带来的差异与什么有关？在这个问题上，莫利拒绝认可“使用与满足”的模型。因
为这种模型既可能对讯息的公开性进行了过度估计，在社会学方面也存在着极大欠缺，个体内部的研
究被推而广之成为个体的集合，其中的合理性本身就值得怀疑。莫利主张采取一种将差异诠释与社会
经济结构相连接的取向，以此展现出共享不同“文化符码”的不同团体和阶级成员是如何分别诠释某
一特定讯息的。意识形态近似于语言系统，媒介对意识形态的转述近似于语言的“编码”过程，而受
众“解码”的过程则不可避免的与阶级、人种、性别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因素相关。在探究文本的意
义时，我们无法也不可能将文本孤立看待，必须要联系到其生产和消费的历史条件以及它接触到的话
语和历史环境，并考察它们如何重构了文本和话语的意义。
　　于是，文本、读者（受众）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讨论媒介对受众的影响时又显得尤为重要。
意识形态如何通过电视媒介将个体询唤为主体？莫利借用了佩舍“交叉话语”的概念，认为通过话语
实现的意识形态的询唤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话语空间具有极强的复杂性，社会联系与结构对交叉话语
的形成必须认真加以考虑。莫利承认社会结构的位置对话语内容或解码策略具有结构性和限制性的效
果，但文本主体和社会主体不能盲目等同，同时，阶级的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也不可能有着完全相
同的世界观。易言之，莫利更注重文本发生意义的具体环节和社会性因素，反对孤立地看待文本对主
体的询唤过程，反对将主体看作是密不可分毫无内部差别的阶级群体，强调文本与主体接触环节上的
意识形态斗争。
　　
　　                                   阶级、意识形态与诠释
　　在这一部分里，莫利将具体的受众研究运用到了对《全国新闻》的分析之中。他首先区分了对意
义产生影响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制约因素：一种是文本/信息/节目的内在结构和机制，另一种是读者/接
收者/观看者的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讯息传递过程中编码与解码的过程。莫利主张将手
中看成是次团体和亚文化层层重叠交织的复杂模型，而不是由未分化的个体构成的群体。他希望探讨
有着不同文化符码的人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解读讯息的，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个人层面上，更与他
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相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的思维和行动仅仅由社会位置所决定，事实上阶级位
置只有在接合符号和话语时，才会解码过程发生影响。
　　《全国新闻》的受众研究目的在于构建解码范围的类型并分析解码不同的原因及表现。莫利选取
了《全国新闻》的两档节目分别调查它们在经理、学生、学徒工、工会成员之中的接收情况。调查的
结果显示，在这四组受众之间，以及每组受众内部之间，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地位都导致了反应和
诠释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很难用个人心理上的差异来解释。在莫利看来，这种差异建立在嵌入社会结
构内的文化差异之上（即文化丛，culture clusters）,它引导并且限制个人个人对讯息诠释。
　　事实上，莫利的这种研究并没有能够给出我们十分确切的答案，但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的
方向和可能。面对差异巨大而又复杂的受众群体，在主流意识形态询唤时所表现出的差别不能仅仅依
靠定性的阶级位置来判断，文化差异与社会环境相结合所形成的特有结构才是个体诠释差异产生的重
要原因。在这一部分中，莫利试图用“人种志”的概念和调查方法尽量保持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也
在研究之后对一些研究过程、方法和结论作了极有意义的反思。总体而言，这一部分将受众解码过程
中的社会化因素作了全面的考量，努力给出一种可能的解决思路，将语言形式、话语、意识形态与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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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

级内部个体诠释的差异接合起来，初步建立了探究意识形态解码、接受的方式和路径，为进一步的研
究奠定了基础，也使得受众研究向着更加深刻、广博和有意义的方向发展。在之后的研究中，莫利更
关心受众内部的分化是如何在相同的阶级身份的基础之上产生的。
　　
　　性别、家庭休闲和收视行为
　　在这一部分中，莫利将视角转向了家庭内部，指出家庭内部观看电视与在公共场合看电视的不同
。也就是说，莫利已经将研究的重点从个体的解码转向了对“收视语境”的关注。同时，在家庭收视
行为的内部，莫利也尤为关注性别差异所带来的影响。他将家庭/户而不是个人作为电视消费的基本单
位，进而探究家庭内部关系中个人的收视行为。由此，莫利进一步探讨了权力和性别的关系，即男性
权力如何在家庭观看电视的行为过程中体现。在很多家庭的节目选择之中，男性权力是最终的决定力
量。这种权力的建构不仅仅建立在男性女性生理差异的基础之上，更建立在社会意义上的男性定义。
在一般的家庭之中，男性往往是家庭经济来源的支柱，这种地位决定了男性在家庭内部与其他成员之
间有一种近似的“雇佣”关系，这样一来，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类型就明显化了。建立在性别和家庭
收视基础之上的电视观看选择往往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男性倾向于体育、时事新闻之类的节目，女性
则倾向于虚构性的浪漫故事。
　　这样一个新的问题便应运而生——以家庭电视消费为对象的媒介消费的社会学研究。多种多样的
家庭内部环境造成了收视环境的不同，也造就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电视观看在选择上的差异。这种收视
行为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通过电视媒介对个体的询唤，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将个人与政治联系的更为紧
密。
　　 
　　                                            方法论问题
　　在这一部分里，莫利将对媒介受众研究做出潜在贡献的调查方法进行了阐述，特别是人种志的方
法。这些方法所强调的重点是整体性，关注的行为是情境，因而必须在家庭消费的动态过程中去理解
收看电视的行为。莫利的论述将电视既看成一种文本，也把它看成一种技术，进而也就承认了收视语
境的重要性。人们对电视节目解码的过程毫无疑问地受制于规则，人种志研究者的主要职责就是阐明
控制或者促进这种行为的规则。事实上在这一论述中，莫利的论述是在方法论上对电视受众研究进行
系统的整合，将电视观看行为看作是一个受多种语境制约因素和观看情境影响的动态过程，综合系统
的探讨受众在立体性的现代（后现代）社会中对电视的接受。
　　                             
　　                                         电视、技术与消费
　　电视对技术的依存以及它作为商品的消费属性是这一部分探讨的重点。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
景下，我们不应该把电视看做孤立的存在，而应将其视为多种信息和传播技术的一种。这样的论述无
疑极具有前瞻性。在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媒体飞速发展的今天，将电视放在一个媒介融合的背景
之下考虑无疑更具意义。莫利指出：“新的媒介不仅仅代替了旧的媒介，而是和它们结合在了一起。
”[ 同注释，第233页。]不过，囿于时代的限制，莫利将电视讨论的语境放置在家庭实践的广阔语境之
中，与今天庞大立体的媒介系统还是有很大的距离。事实上在莫利的启发之下，我们完全有理由也有
可能在多媒介交织发展的今天重新探讨电视的受众。电视为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家庭生活的谈资，更
多的是网络、微博的话题；电视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也受到新媒体严峻的挑战。事实上，新媒体对于电
视的冲击，是在新媒体的应用程序可以在移动终端（例如智能手机、Ipad）加载使用之后才变得凸显
的。与此同时，许多优秀的电视节目（如《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等）也在新媒体的促进之下
收获了更好的市场效果和社会评价。
　　把电视作为商品来消费在莫利的论述之中已经被提及。在他看来，电视的讯息本身被人消费，电
视本身又能促进消费。在电视消费的过程中，大众品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商品生产，电视
将大众视为消费者，因而提供的电视节目亦必须为大众的审美需求服务。只不过作为意识形态工具，
电视的传播无法避免的要受到文化霸权的影响，是特殊的消费商品。
　　莫利将技术看做是性别化的，区分出“男性的技术”与“女性的技术”。也就是说，在莫利看来
，技术与性别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这种关联的产生是因为技术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在家庭内部中，
男性和女性对于技术的掌握和控制与电视节目的选择息息相关，同时，家庭地位又决定着不同成员对
技术的能力和信心，家庭角色的分工又决定了了他们会对何种技术产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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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与公共之间
　　电视实现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接合，实现了观众对公民身份和文化身份的认同。在莫利看来
，大众传媒影响世界的同时，也在被世界所影响。通过大众文化构建起来的意识形态将国家民族变为
了存在于公民脑海之中无可替代的“想象的共同体”，电视接合了家庭和社会，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
，将世界勾连成一个整体。
　　在这一过程中，媒介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媒介不仅是讯息的传递者，也通过自身的形式影响公众
对讯息的接收和判断，受众对于电视的接受在动态化的过程中发生着改变，在全新的北京之下，又会
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意义。
　　
　　在多媒介融合发展的今天，重新探讨受众问题，研究受众对电视节目的接受和二次传播，研究新
媒体对电视的冲击和在共生环境中的共同发展，莫利的理论仍然有积极的意义。电视发生的变化也许
已经超越了此书成书的年代所能够想象到的程度，如今我们的电视应该如何面对受众而谋求自己的发
展，应该如何审视新媒介的冲击而找准自己的定位，是今天我们需要迫切思考的问题。
29、研究内容很赞，人名术语再清楚一点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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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戴维·莫利的这本文化研究的专著，可以说是严格按照西方科学研究规范套路所著，从目录来看
：第一部分，理论框架；第二部分，具体受众研究；第三部分，研究发展；第四部分，研究方法论述
；第五部分，扩大研究框架；第六部分，回归到现实生活。基本上是按这一思路完成的。上次学习过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本周作为霍尔学生的莫利亲身实践，通过对电视受众的文化研究，一方面证实
了霍尔的理论，另一方面也发展并突破霍尔模式，更关注电视观众观赏这一社会过程本身，主张受众
研究应该更考察日常生活场景中的意义的框架与受众的亚文化群体类型之间的关系。从这本书中我们
可以看到典型的西方学术传统的某种规范，以及其在传播研究领域采用民族志（或称人种志）这一标
新立异的做法，当然还会看到作者总是期望自圆其说，但总是有根本制肘存在的问题之处。我认为了
解西方这种科学实证规范对我们来说是指明方向，发现作者的问题，亦可以帮助我们多多思考，所以
说，这本书这两方面都很突出。首先，我想先讲一下这本著作的可取之处：（1）创新的研究方法。
莫利对媒介受众研究方法做出了巨大贡献，参与观察、受众访谈、人种志，尤其是人种志方法。这些
方法所强调的重点是整体性，关注的是行为的情境，强调必须在家庭消费过程的动态和结构中去理解
收看电视的行为。莫利可以说深受格尔兹“厚描”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他的研究也有浓厚的人类
学色彩。所谓“厚描”就是广泛的收集、利用信息资源，深入堆积成山的推论和隐喻的结构，然后从
这些结构日常生活交换过程所用的话语中另辟蹊径进行研究。那么为什么如此呢？莫利的同事希尔福
斯特形象的用一个比喻“传播是条鲤鱼”来说明我们理解传播的前提是在思考和研究中必须整合传播
的环境和行为。同时莫利指出人种志研究的对象客体应该是嵌入式受众，认真的考察当代社会中电视
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复杂性。（2）周密的研究设计。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第二和第三部分《全国新闻》
《家庭电视》两个阶段，当然从研究时间上就可看出两者的递进关系，前者的目标是理解和证明霍尔
的“编码-解码”理论模式，而后者将看电视的研究设置在家庭这个更为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进行参与
性研究和访谈，即莫利所说的自然的家庭语境。在《全国新闻》的研究中，莫利完整、清晰介绍了整
个研究，包括为什么选择这些受众，选择研究的问题，焦点访谈式和小组访谈的研究方法和完整的对
象记录，以及最后以此得出的结论，堪称完整性的代表，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家庭电视》是在对《
全国新闻》的一定批判思考下所做的研究，莫利也清楚的交代了他做出修正的原因，并加入了社会学
层面的探究，我认为这点是值得我们参考的，我们往往会对自己的研究采取坚信不疑的态度。（3）
访谈的深入、细致，资料的具体、详实。莫利使用了大量的访谈资料，并且这些资料均是某人关于某
一个问题较为完整的回答，而不仅仅是一个大致意思的归纳。我认为这是民族志研究中最不容易处理
的问题，我们要询问什么，怎样尽可能不在干扰访问对象思路的情况下把这样的谈话记录下来，其实
这是具体操作中首当其中的困难。还有与之相关的如何分析访谈记录，例如检查实际的语言形式，使
用的词汇、隐性概念框架、公式构建策略等等分析策略。。。。。。。。。。。后文请戳此处
：http://ltb-mc2011.blog.163.com/blog/static/205686156201531413058158/
2、David Morley是goldsmiths的教授，以前曾混迹于CCCS.他的著作有： Everyday TV: Nationwide (with
Charlotte Brunsdon, BFI 1978)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BFI 1980); Family Television (Comedia 1986);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Routledge 1992) Spaces of Identity (with Kevin Robins, Routledge
1996);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co-edited with Kuan Hsing Chen, Routledge1996);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with Kevin Robins 2000) Home Territories: Media, Mobility and Identity (Routledge
2001) Media and Cultural Theory(edited with James Curran, Routledge 2005) and Media, 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The Geography of the New (Routledge, 2006).目录第一部分 理论框架第一章 电视观众研究：
一部批评史第二章 心理分析理论：文本，读者与主体第二部分 阶级、意识形态与诠释第三章 诠释电
视：《全国新闻》受众研究第四章 《全国新闻》受众：批判性的附言第三部分 性别、家庭休闲和收
视行为第五章 研究发展：从“解码”到收视语境第六章 家庭收视行为的性别框架第七章 从“家庭电
视”到媒介消费的社会学第四部分 方法论问题第八章 以人种志取向研究电视观众第五部分 电视、技
术与消费第九章 家庭内部传播：技术与意义第十章 把电视作为商品来消费第十一章 私人世界和性别
化的技术第六部分 私人与公共之间第十二章 日常生活的构建：政治传播与家庭媒介第十三章 全球与
本土在何处相遇：客厅笔记注释参考书目译名对照表译后记
3、戴维·莫利的《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是一部较为系统的研究电视传播受众和电视文化作为大
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有效的建构意识形态以及媒介（电视）在此过程中承担何种功能的著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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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中，莫利对他的论述逻辑进行了简单的梳理：“首先，通过广泛考查流行额电视节目，对现实生
活中的电视节目的意识形态架构进行分析，进而研究没接收中所参与的消费与解码的多方面过程”。[
【英】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主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其次
，“致力于研究媒介在接合公共与私人领域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在对空间、时间与群体所进行的
社会性组织过程中媒介所扮演的角色”[ 同注释。]。与以往的电视研究专著相比，莫利的研究视野更
为广阔，重点考察不同信息与传播技术在家庭领域内的使用状况。同时，在后现代地理学的语境下，
对媒介在国家与文化认同的构成中所起的作用做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作为斯图亚特·霍尔的学
生，莫利的研究在师承霍尔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更注重对媒介进行社会科学取向的研究。这种研究主
要采用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大众文化产品进行受众分析和媒体机制与其他社会机制相互之间动态
影响之关系的考量。在此书中，莫利主要考察的是英国老牌新闻节目《全国新闻》的受众问题，试图
努力发现影响受众对节目解读出现差异的因素以及产生这种因素的社会学层面的原因。全书共分“理
论框架”、“阶级、意识形态与诠释”、“性别、家庭休闲和收视行为”、“方法论问题”、“电视
、技术和消费”和“私人与公共空间”六个部分，下面我们对这六个部分的内容分别进行概述和讨论
。　　                                     理论框架在这一部分的讨论中，莫利首先将电视观众研究定义为“一部批评
史”。在引进法兰克福学派“悲观的大众社会理论”之后，莫利认为隐藏在这一理论背后的是媒介的
“皮下注射模型”。“这个模型可以被看作有某种力量把压制性的意识形态直接‘注射’到大众的意
识和思想之中。”[ 同注释，第52页。]莫利对此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机械地将媒介的社会效应假
想得如此简单直接而忽视产生这种效应的复杂性和间接性是幼稚至极且无法容忍的。相较之下，他更
倾向于用定量的实证主义方法从社会意义的角度对媒介传播进行“诠释性”的研究，强调媒介传播过
程中具体的“产生意义”的互动过程，并且认为每一次互动都会有新的“现实”产生。那么这种互动
带来的差异与什么有关？在这个问题上，莫利拒绝认可“使用与满足”的模型。因为这种模型既可能
对讯息的公开性进行了过度估计，在社会学方面也存在着极大欠缺，个体内部的研究被推而广之成为
个体的集合，其中的合理性本身就值得怀疑。莫利主张采取一种将差异诠释与社会经济结构相连接的
取向，以此展现出共享不同“文化符码”的不同团体和阶级成员是如何分别诠释某一特定讯息的。意
识形态近似于语言系统，媒介对意识形态的转述近似于语言的“编码”过程，而受众“解码”的过程
则不可避免的与阶级、人种、性别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因素相关。在探究文本的意义时，我们无法也
不可能将文本孤立看待，必须要联系到其生产和消费的历史条件以及它接触到的话语和历史环境，并
考察它们如何重构了文本和话语的意义。于是，文本、读者（受众）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讨论媒
介对受众的影响时又显得尤为重要。意识形态如何通过电视媒介将个体询唤为主体？莫利借用了佩舍
“交叉话语”的概念，认为通过话语实现的意识形态的询唤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话语空间具有极强的
复杂性，社会联系与结构对交叉话语的形成必须认真加以考虑。莫利承认社会结构的位置对话语内容
或解码策略具有结构性和限制性的效果，但文本主体和社会主体不能盲目等同，同时，阶级的内部也
不是铁板一块，也不可能有着完全相同的世界观。易言之，莫利更注重文本发生意义的具体环节和社
会性因素，反对孤立地看待文本对主体的询唤过程，反对将主体看作是密不可分毫无内部差别的阶级
群体，强调文本与主体接触环节上的意识形态斗争。阶级、意识形态与诠释在这一部分里，莫利将具
体的受众研究运用到了对《全国新闻》的分析之中。他首先区分了对意义产生影响的两种不同类型的
制约因素：一种是文本/信息/节目的内在结构和机制，另一种是读者/接收者/观看者的文化背景。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讯息传递过程中编码与解码的过程。莫利主张将手中看成是次团体和亚文化层层
重叠交织的复杂模型，而不是由未分化的个体构成的群体。他希望探讨有着不同文化符码的人是如何
以不同的方式来解读讯息的，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个人层面上，更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相联系。但
这并不意味着个体的思维和行动仅仅由社会位置所决定，事实上阶级位置只有在接合符号和话语时，
才会解码过程发生影响。《全国新闻》的受众研究目的在于构建解码范围的类型并分析解码不同的原
因及表现。莫利选取了《全国新闻》的两档节目分别调查它们在经理、学生、学徒工、工会成员之中
的接收情况。调查的结果显示，在这四组受众之间，以及每组受众内部之间，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
地位都导致了反应和诠释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很难用个人心理上的差异来解释。在莫利看来，这种差
异建立在嵌入社会结构内的文化差异之上（即文化丛，culture clusters）,它引导并且限制个人个人对讯
息诠释。事实上，莫利的这种研究并没有能够给出我们十分确切的答案，但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
考的方向和可能。面对差异巨大而又复杂的受众群体，在主流意识形态询唤时所表现出的差别不能仅
仅依靠定性的阶级位置来判断，文化差异与社会环境相结合所形成的特有结构才是个体诠释差异产生

Page 9



《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

的重要原因。在这一部分中，莫利试图用“人种志”的概念和调查方法尽量保持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
，也在研究之后对一些研究过程、方法和结论作了极有意义的反思。总体而言，这一部分将受众解码
过程中的社会化因素作了全面的考量，努力给出一种可能的解决思路，将语言形式、话语、意识形态
与阶级内部个体诠释的差异接合起来，初步建立了探究意识形态解码、接受的方式和路径，为进一步
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使得受众研究向着更加深刻、广博和有意义的方向发展。在之后的研究中，莫
利更关心受众内部的分化是如何在相同的阶级身份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性别、家庭休闲和收视行为在
这一部分中，莫利将视角转向了家庭内部，指出家庭内部观看电视与在公共场合看电视的不同。也就
是说，莫利已经将研究的重点从个体的解码转向了对“收视语境”的关注。同时，在家庭收视行为的
内部，莫利也尤为关注性别差异所带来的影响。他将家庭/户而不是个人作为电视消费的基本单位，进
而探究家庭内部关系中个人的收视行为。由此，莫利进一步探讨了权力和性别的关系，即男性权力如
何在家庭观看电视的行为过程中体现。在很多家庭的节目选择之中，男性权力是最终的决定力量。这
种权力的建构不仅仅建立在男性女性生理差异的基础之上，更建立在社会意义上的男性定义。在一般
的家庭之中，男性往往是家庭经济来源的支柱，这种地位决定了男性在家庭内部与其他成员之间有一
种近似的“雇佣”关系，这样一来，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类型就明显化了。建立在性别和家庭收视基
础之上的电视观看选择往往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男性倾向于体育、时事新闻之类的节目，女性则倾向
于虚构性的浪漫故事。这样一个新的问题便应运而生——以家庭电视消费为对象的媒介消费的社会学
研究。多种多样的家庭内部环境造成了收视环境的不同，也造就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电视观看在选择上
的差异。这种收视行为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通过电视媒介对个体的询唤，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将个人与
政治联系的更为紧密。方法论问题在这一部分里，莫利将对媒介受众研究做出潜在贡献的调查方法进
行了阐述，特别是人种志的方法。这些方法所强调的重点是整体性，关注的行为是情境，因而必须在
家庭消费的动态过程中去理解收看电视的行为。莫利的论述将电视既看成一种文本，也把它看成一种
技术，进而也就承认了收视语境的重要性。人们对电视节目解码的过程毫无疑问地受制于规则，人种
志研究者的主要职责就是阐明控制或者促进这种行为的规则。事实上在这一论述中，莫利的论述是在
方法论上对电视受众研究进行系统的整合，将电视观看行为看作是一个受多种语境制约因素和观看情
境影响的动态过程，综合系统的探讨受众在立体性的现代（后现代）社会中对电视的接受。电视、技
术与消费电视对技术的依存以及它作为商品的消费属性是这一部分探讨的重点。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时
代背景下，我们不应该把电视看做孤立的存在，而应将其视为多种信息和传播技术的一种。这样的论
述无疑极具有前瞻性。在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媒体飞速发展的今天，将电视放在一个媒介融合的
背景之下考虑无疑更具意义。莫利指出：“新的媒介不仅仅代替了旧的媒介，而是和它们结合在了一
起。”[ 同注释，第233页。]不过，囿于时代的限制，莫利将电视讨论的语境放置在家庭实践的广阔语
境之中，与今天庞大立体的媒介系统还是有很大的距离。事实上在莫利的启发之下，我们完全有理由
也有可能在多媒介交织发展的今天重新探讨电视的受众。电视为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家庭生活的谈资
，更多的是网络、微博的话题；电视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也受到新媒体严峻的挑战。事实上，新媒体对
于电视的冲击，是在新媒体的应用程序可以在移动终端（例如智能手机、Ipad）加载使用之后才变得
凸显的。与此同时，许多优秀的电视节目（如《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等）也在新媒体的促进
之下收获了更好的市场效果和社会评价。把电视作为商品来消费在莫利的论述之中已经被提及。在他
看来，电视的讯息本身被人消费，电视本身又能促进消费。在电视消费的过程中，大众品味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商品生产，电视将大众视为消费者，因而提供的电视节目亦必须为大众的审美需
求服务。只不过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电视的传播无法避免的要受到文化霸权的影响，是特殊的消费商
品。莫利将技术看做是性别化的，区分出“男性的技术”与“女性的技术”。也就是说，在莫利看来
，技术与性别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这种关联的产生是因为技术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在家庭内部中，
男性和女性对于技术的掌握和控制与电视节目的选择息息相关，同时，家庭地位又决定着不同成员对
技术的能力和信心，家庭角色的分工又决定了了他们会对何种技术产生兴趣。私人与公共之间电视实
现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接合，实现了观众对公民身份和文化身份的认同。在莫利看来，大众传媒
影响世界的同时，也在被世界所影响。通过大众文化构建起来的意识形态将国家民族变为了存在于公
民脑海之中无可替代的“想象的共同体”，电视接合了家庭和社会，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将世界勾
连成一个整体。在这一过程中，媒介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媒介不仅是讯息的传递者，也通过自身的形
式影响公众对讯息的接收和判断，受众对于电视的接受在动态化的过程中发生着改变，在全新的北京
之下，又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意义。在多媒介融合发展的今天，重新探讨受众问题，研究受众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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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节目的接受和二次传播，研究新媒体对电视的冲击和在共生环境中的共同发展，莫利的理论仍然有
积极的意义。电视发生的变化也许已经超越了此书成书的年代所能够想象到的程度，如今我们的电视
应该如何面对受众而谋求自己的发展，应该如何审视新媒介的冲击而找准自己的定位，是今天我们需
要迫切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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