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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批评》

精彩短评

1、多想私藏一本。
2、这本被谁拿走了不还我
3、老师推荐的，各种思潮理论大集合啊
4、很容易读的教科书，适合媒介批评入门。
5、讲得很清楚，很有价值的一本书
6、这种概论式纯理论读物的读书笔记要怎马写啊⋯⋯
7、清晰好读。靠谱小书多多益善。
8、条理明晰，入门就靠他
9、入门而已
10、涉及到不少理论，正如前言说的，为了普及
11、入门读物，每个学派还没开始论就结束了。另外我觉得谢静的学术水平真的是太太太太太太逊了
（也只敢在这吐槽）。
12、条例清晰，对于我个人来说彻底理清了几个学派及代表人物学说的发展脉络，小小一册，其实一
天就能看完
13、非常易读。虽然也略去了很多大家，但是语言确实要比直接翻译过来的要通俗易懂得多，分类也
很清晰，好教科书！
14、期待再版
15、居然书评里没有一个人是小小酥教过的学生！有幸上过肖老师一个学期的课，传理刘德华~~~~ 
真正大开眼界，拍案叫好的一本书！可惜final考试自己不甚满意，坐在主图6楼单人座看书间隙远眺狮
子山的日子他日想来该是最美之一~~
16、读完的第一本电子书
17、提纲挈领的著作，作者懂得透彻，写得清晰！
18、这是一本有关媒介批评的入门书，写的深入浅出，受教了

Page 3



《传媒批评》

精彩书评

1、对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分析印象较深刻。该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发人深省，马尔
库塞、阿多尔诺、弗罗姆等人对大众文化的这些所谓低俗性、欺骗性、消极性的批判，都是该学派的
基本主题。这些批判不仅有助于加深对资本主义文化的认识，而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
建设也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阿多尔诺对大众文化几乎完全否定，表现出
强烈的文化精英主义倾向和浓厚的文化悲观主义色彩。比如，在书本提到阿多尔诺的一些观点，“现
代工业社会之后，社会物化的症候已迅速蔓延到文化艺术的领域，它导致一个庞大的文化工业的建立
，大众传媒是文化工业中最重要的文化制作工场。文化工业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皆大欢喜的幻觉，以补
偿人们在物化社会中失去的东西。”；“文化工业所提供的娱乐，本身是物化了的娱乐，即一种‘伪
自然’的娱乐，文化工业每天生产的所谓大众文化和流行艺术，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文化和艺术了。”
；“文化工业从事成批成套的生产，质的劳动不再受到重视，取而代之的是量的劳动。量的劳动倾向
于泯灭文化艺术的个性，现在不仅‘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分失去了意义，就是属于‘下里
巴人’的文艺作品也趋向于标准化、模式化与类型化。”在阿多尔诺眼里，“大众文化具有商品拜物
教特性”，“大众文化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导致扼杀个性”，“大众文化是一种支配力量，具有
强制性”。       阿多尔诺的这些论述，很容易让人想到“超女”，还有“好男儿”，又或者是随之而
来的“红楼选秀”，这些追求经济效益的选秀节目，经过海选、地区选拔、总决赛，又经过专家点评
、博客点击、短信投票等标准化的程式，而且，这些所选对象始终在发生着变化，然而，正是这种表
面上的个性化掩盖了文化工业实质上的标准化控制。也就是说，选秀节目操作过程标准化的程度越高
，它似乎就越能见出其中细微的个性差别，选拔对象的不同，反过来蒙蔽了标准化的过程。尤其是“
红楼选秀”这个节目，许多选手只知道红楼人物的外在，而不知晓其内心，大众所热衷的只是海选、
投票等形式而已，他们并没有接受《红楼梦》的精髓，他们所认识的《红楼梦》不过是披着高雅文化
外壳的大众文化罢了。可见，这类选秀节目作为文化工业的范本，被标准化、程式化，在这里高雅文
化和通俗文化的界限正渐渐淡去，当人们自以为通过这场声势浩大的活动拉近了与经典的距离时，却
不知其实自己正与经典愈行愈远。所以，一些选秀节目会消磨人的批判意识，使得人们在绚丽的舞台
背景和娱乐的鼓乐声中，得到平庸的满足，进而丧失批判的和否定的能力。所以，对于传媒自身来说
，构建合理、健康、和谐的媒介生态依然任重道远。

Page 4



《传媒批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