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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众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青年文化自觉

平章起 史 洋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1摘 要l伴随着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 ,中国青年文化经过了由文化迷惘 !文化盲从到

文化反省 !文化 自觉的发展过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时代体现 !红色

文化的兴起与民族文化的复兴以及社会主义产业文化的大发展 !大繁荣对青年的文化 自觉 !文化 自

信 !文化选择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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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 ,中国青年由文化迷惘 !文化盲从到文化反省 !文化

自觉 ,经过一个很大的发展变化过程 "回忆这段历史 ,确定青年在多元文化发展中的定位 ,找准青年文化的发

展方向 ,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 "

一 !大众文化的特点及功能

大众文化是以工业社会的发展为背景 ,经技术革命特别是传播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一种文化形态 "大众文

化不同于精品文化 !精英文化等文化高级形态 ,因为高级文化具有明显的阶层性 ;大众文化也不同于乡土文

化 !民间文化等群众文化 ,因为群众文化具有明显的自发性 !自然性 !民俗性的特点 "大众文化具有商品性 !流

行性 !娱乐性 !通俗化 !标准化 !复制化 !大众传媒的依赖性等许多特点 "大众文化是在人们休闲 !娱乐 !极度放

松的情况下 ,凭借大众传媒等平台 ,在人们 日常生活中实现某种精神诉求的文化生活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讲 ,

大众文化就是一种传媒文化 "在当代中国 ,大众文化已成为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共存 !共生的一种文化形

态 "近 20 年来 ,大众文化的发展反映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的改变 ,也是市场经济下

社会形态发生转变的真实反映 "大众文化亦可看作市民文化和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 ,

人们对物质品质需求的日益增长和日益简单的文化标准化是相悖的 "长期以来中国处于统治阶级主导的贵

族文化统治 ,唐代达到兴盛 ,宫廷音乐的流行 ,审美的标榜无一不是源自于宫中 ,文人墨客大多以咏物言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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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豪情壮志的情怀 ,抒发着生活在温柔富贵乡中的精神随想 ,他们的文化思想不能代表封建社会的中国大

众 ,可以说中国大众文化的真正兴起是在改革开放后形成的 "大众文化的出现加快了中国文化多元化和民主

进程的速度 ,也为更多人提供了文化平台 ,是平民主义文化发展趋势的体现 "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对

中国青年的文化选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

大众文化是工业社会以来的产物 , 具有很强的青年文化教育功能 "学术界对大众文化功能有不同的解

释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 ,最早欧洲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 ,大众文化具有自上而下的文化霸权功能 ,资本主义

大众文化通过标准化 !商品化的强制灌输 ,影响人们的文化选择 ;后来法国和美国的大众文化消费理论认为 ,

大众文化是融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当中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形成共谋 ,使广大青年自觉或不自

觉地接受资本主义消费文化 !符号文化的影响 ;而再后来英国伯明翰学派则认为 ,大众文化具有抵制资本主

义文化霸权的功能 ,青年人通过大众文化的作者式文本印],反映青年人的文化选择和文化自觉 "参考大众文

化研究的不同理论 ,分析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众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对青年的文

化自觉和文化选择具有更多积极功能 "f2]

二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文化现象及对青年的影响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国大众文化带着多元价值 !不同的文化属性 ,由

小到大 !由弱到强地兴起和发展 ,对中国不同时期青年的文化选择产生了巨大影响 "

(一)愤青文化的产生与青年的文化反思

十年政治动乱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灾难 ,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呈畸形发展 "在以 /阶级斗争为纲 0的

年代 ,物质生产和生活贫乏 ,人们的精神生产和文化生活也受到极大地限制 "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政治

文化生活 ,以 /革命样板戏 0为代表的文艺生活使青年人格调统一 !服饰统一 !成为 /大红大绿 0一代青年 "青年

人应有的个性特征和创造力都受到了压抑 ,丧失了文化选择和文化自觉的能力 "随着 /文化大革命 0的结束 ,

许多青年人重新思考社会 !思考人生 ,以潘晓为代表的一代青年的文化反思 , /中国青年报 0持续 8 个月之久

的人生观大讨论 ,青年人发出的 /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0的叹息 ,则反映出这一代青年的文化迷惘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 ,实现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 ,让中国社会的面貌

焕然一新 "与此同时 ,大千世界中的千姿百态进人我们的视野 ,西方的哲学 !音乐 !美术 !文学 !电影 !美学等开

始影响中国社会 "首先 ,西方国家的流行歌 !摇滚乐等大众文化开始影响中国的一些年轻人 ,青年人似乎找到

了精神宣泄的途径 , 这些欧美国家的大众文化艺术形式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青年人的新的精神引领和娱乐

风向标 ,在欧美乐坛巨星的影响下 ,中国歌坛涌现了崔健等一批中国最早的摇滚乐坛创作人 ,他们在音乐中

更多的是对情感的宣泄 !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对自由的渴望 "歌曲 5一无所有 6就是当时部分青年对现实颓废

生活的无奈 ,对未来渺茫前途认知的真实写照 "根据王朔的小说改编的电影 5顽主 6反映了生活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都市年轻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开始下海经商 ,打破传统的生活和思维方式 ,在迷茫中寻找出路 "生

活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年轻人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年轻人 , 也是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先

锋 ,在对旧秩序 !旧道德观的反思 !批判和对人生的深刻思考上尽管表达方式还很不成熟 ,对价值观的表述还

很不明确 ,但他们正如黑夜中的灯光 ,向世人勇敢地宣示中国青年文化选择的开始 "

(二)港台文化的兴起与青年的文化盲从

进人 20 世纪 90 年代 ,改革开放成就进一步显现 ,特区的建设发展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无限活

力和巨大推动力 , 1992 年邓小平 /南巡讲话 0中提出要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 ,这促使我国市场经济程度进一

步发展 ,文化也开始多元化发展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 ,台湾歌手邓丽君的歌声就已传播到祖国内地 ,歌声

中所唱的香港海风拂面 !灯红酒绿 !波光荡漾 ,令人不禁觉得是那么的动听 ,那么的令人神往 ,肖时邓丽君的

歌声曾被贬为 /靡靡之音 0,但这并不能阻挡国人对音乐的渴望和对美好的向往 "之后港台 /四大天王 0!/小虎

¹读者式文本是一个消极的 !接受式的 !规训读者的文本 "读者倾向于将文本的意义作为既成的意义来接受 "它是一种相对封

闭的文本 ,易于阅读 ,对读者要求甚微 " 作者式文本要求读者去重新解读文本 !书写文本 ,并从中创造出意义 "作者式文本凸显

了文本本身的被建构性 ,邀请读者参与意义的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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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0开始强势登陆 ,一时间成为众多少男少女们追随的偶像 ,他们的发型 !着装更是当时时髦的象征和流行的

代名词 "从该时期的照片不难发现那时前卫一点的年轻人都流行烫发 ,尤其是男青年 ,刘德华 !张学友 !费翔

的造型就是 /酷 0的标准 "在那段时间 ,港台电影被国人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着 "其实 ,那时期的港台电影也

是鱼龙混杂 ,水平参差不齐 ,主题立意也较为浅显 ,甚至有的故事情节很低俗 ,其中不乏掺杂着很多黑社会 !

暴力 !色情的情节 "很多电影中拥有后来的 /影帝 0!/影后 0,也成为中国时尚和娱乐潮流的引导者 "改革开放

的窗户打开后 ,进来的既有香气 !也有苍蝇 ,系列电影 5古惑仔 6原本讲述的是香港在回归之前社会的巨大动

荡 !政府的不稳定和人心的不安 ,激化出社会的一个边缘群体 ) /古惑仔 0"他们从学生时代到无业社会青

年 ,到加人黑社会组织 ,再到用暴力 !阴谋手段等达到他们所谓的出人头地 ,到最后在血的教训下 ,使他们最

终明白了人生的真谛 "也许导演最终要传达的是人经历一切后的大彻大悟 ,教育人们要远离黑暗 ,人心向善 ,

但这部电影一直以真实 !刺激 !血腥而著称 ,事实上 , /古惑仔 0这群社会草莽之徒的 /英雄气概 0对生长在红旗

下的青少年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香港的社会制度和内地有着本质的区别 ,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存在着巨大

的差异 ,盲目地追随会造成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迷失 !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背离 ,还会导致人们对现实生活不满

的偏激 ,甚至导致社会的不和谐 !不稳定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 ,娱乐媒体最新报道的头条基本都是和港台明

星有关 ,这说明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引导着人们的关注方向 ,媒体要考虑受众的关注度 ,但媒体的

社会责任不能失掉 "

(三)西方文化的涌入与青年亚文化的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发展 ,西方社会的一些新兴文化 !边缘文化 !非主流文化 !反社会文化 开始影响中

国社会 ,影响中国青年的文化选择 " 目前学界从不同视角研究亚文化现象 ,对 /亚文化 0概念也是各抒己见 ,

虽然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 ,但其出发点都是与 /主文化 0相比较而言的 ,即认为亚文化是与主文化相对应

的那些非主流的 !局部的文化现象 "亚文化一词最早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 /垮掉的一代 0,在他们看来

亚文化是一种狂欢化的文化消费方式 "伴随着西方摇滚乐 !迪斯科等文艺形式进人我国 ,人们开始追随西方

各种光怪陆离的文化消费方式 ,伴随着多元文化的影响 ,中国开始产生各种形式的 /亚文化 0"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 ,哲学热 !美学热和意识流小说的兴起标志着中国亚文化群体的多方面发展 " /尼采 0在一段时间内 ,

成为成千上万中国青年追捧的对象 "但在中国的亚文化群体中 ,跟风的影响远远大于个人对真理的追求 "如

果说八九十年代的哲学热和美学热还是引导人们向高雅文化发展的话 ,那么之后进人国门的韩剧热 !日剧热

反映的完全是东方发达国家的一些青年们对物质生活享受和情感世界的追求 "日韩剧中反映的生活对我国

青年一代的影响甚深 ,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国近年来青年人的感情观都有很重的日韩痕迹 "一档相亲类娱乐

节 目中的女嘉宾一语 /宁坐宝马中哭泣 ,不在自行车上笑 0在网络 !社会上引起一潮风波 ,站在这位争议女生

一边替她说话的网友不占少数 "麦当劳 !肯德基的涌人 ,让汉堡包登上了中国人的日常餐桌 ,精炼的餐饮食
谱 !简单的就餐环境 !便捷的订餐方式 ,比传统餐馆更适应今天年轻人的快节奏生活 ,网络广告 !电视广告 !车

体广告 !电梯广告充斥着人们的耳目,让人想忘记都难 " /精英文化 0!/高雅文化 0逐渐被 /平庸文化 0!/速食

文化 0所取代 ,青年人的价值观也开始发生转变 , /以个人为中心 0!/我行我素 0!/特立独行 0!/享乐主义 0!/拜

金主义 0!/以丑为美 0等众多有争议的价值取向已经在 /80 !90 后 0这代人中蔓延 !泛化 "这些生长在红旗下的

青年价值取向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发生了一些偏差 "享乐主义 !消费主义 !物欲主义这些西方社会的价值信条

开始冲击着拥有几千年文明古国的青年人的精神世界 "

三 !中国特色大众文化的繁荣与青年的文化自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必然带动经济 !政治 !社会 !文化的发展 ,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产业的大众文

化也必然获得巨大的繁荣和发展 ,这为广大青年确立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 ,进行文化选择提供了广阔空间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青年的文化 自觉创造了条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 ,人们工作的原动力开始发生质的转变 "电影 5顽主 6!5二子开

店 6等讲的都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下 ,青年人开始打破常规的生活 ,积极投身自主创业 ,反映了第一代走向市场

的青年们敢于创新 !勇于竞争的精神 ,是第一代 /下海 0人的真实写照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 ,中国第一批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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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0的青年人奔赴祖国和世界的各个角落 ,涉及的行业之广前所未有 "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 ,突然放开政策

搞市场经济 ,大多数人还是持隔岸观火的态度 ,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 ,才能造就真正

的青年精英 "巨人集团的创始人史玉柱利用当时国家地区贸易发展不平衡 ,信息不对称搞起了贸易生意 ,之

后又把生意做向世界 ,机遇的洞察 !热点的分析 !时机的把握让他的生意犹如装了制导系统的导弹 ,打向了大

江南北 !世界各地 "马云 !俞敏洪 !王石都是中国第一批敢 /吃螃蟹 0的人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时期挖掘了

人生的 /第一桶金 0, 为行业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 30 年来 , 中国的经济总量以每年接近

10% 的速度增长 ,人均 G DP 增长近 42 倍 ,进出口总额增长了 85 倍 "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 ,进出

口总额居世界第三 ,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日益提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

的巨大成就 ,为大众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也为青年的文化自觉创造了条件 "

(二 )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时代体现与青年的文化 自觉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也是中国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大步迈进的十年 ,但也经历了举世瞩 目的几件大

事 ,200 3 年的 /非典 0,200 5 年的 / -神五 .上天 0, 200 8 年的 /坟川地震 0 !/藏独事件 0!/举办奥运 0,这些事件

无一不是对政府应对危机能力和执政党加强执政能力的考验 "/非典 0时期 ,政府及时出台了相应的公共管理

制度 ,维持市场秩序 ,维护社会稳定 ,医护战线上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英雄事迹 ,让人民感受到大灾面前有大

爱 "2008 年汉川地震的那一年是奥运年 ,也是藏独分子猖撅的一年 ,但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没有让关注我们的

世人失望 "在坟川地震的第一时间国家启动了紧急预案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临重灾区 ,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

指挥一线官兵不惜一切奋力抢救受灾群众 ,总理的精神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最美的老师 0, /可乐男孩 0,

/敬礼少年 0,以及日夜战斗在一线的官员 !军警 !医护工作者 ,一个个不断涌现出的 !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让

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华人同胞都为之动容 "时代需要英雄 ,民族需要英雄 "他们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力量 ,也是

民族的希望 " /汉川 0这个县城一时间成了个人微薄 !网页等网络媒介提及率最高的词语 ,来自四面八方的同

胞 自发地组织起来向汉川进发 ,冒着危险把生活物资运向灾区 , /80 后 0成了救援运动的主力军 ,其中很多是

大学生 ,还有所谓的 /富二代 0们 "不同地域 !不同阶级 !不同民族都化作一股力量 !心系一处 " 天灾人祸可以

夺取国人的躯体 ,却不能泯灭自强不息的华夏精神 ,灾难面前所迸发出来的是每一个中国人最内心的淳朴 !

团结 !大爱 "总理在中学黑板上写下的 /多难兴邦 0代表了华夏子孙经历大灾后发自心底喊出的坚忍不拔的声

音 ,也成为了激励华夏子孙的座右铭 "短短 3 个月内 ,中国从坟川地震和 /藏独 0骚乱的阴影中走出来 ,迎接举

世瞩目的奥运会 "奥运会开幕式上成千上万名演员跳着整齐的舞蹈 ,用方阵摆出各种字体和造型 ,还有空中

的焰火表演 ,为世人带来一场婆臀的视觉盛宴 "奥运会在全体国人的努力下取得圆满成功 ,让世界感受到了

中国速度 ,见证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奇迹 ,验证了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 ,中国的政府是经得起考验的政府 ,同

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

(三)红色文化的兴起以及民族文化的复兴与青年的文化自觉

/80 后 0的青年人是从小接受爱国主义和红色教育的一代 ,也是红色主义较为根深蒂固的一代 ,董存瑞 !

黄继光 !雷锋等英雄形象深深印在 /80 后 0的童年记忆中 "5小兵张嘎 6 !5红岩 6 !5上甘岭 6 !5大决战 6!5南征北

战 6等众多经典电影是 /80 后 0一代人最早最直观的红色教育 "他们把每年到烈士陵园扫墓作为接受革命教

育的一部分 "由于自幼接触红色电影 !红色歌曲使他们拥有了更高涨的爱国 !爱党情怀 ,所以 /80 后 0也是社

会主义价值观较为明确的一代 "在流行歌独霸娱乐乐坛的今天 ,我们不难看到各个地区依然有红歌会 !红歌

赛 ,这些比赛的主体也是由 /80 后 0甚至 /90 后 0的年轻人组成的 "

在物质高度发达的今天 ,对民族文化回归的渴望已成为众多国人的呼声 ,诗经热 ,尊孔复古的再度兴起 ,

正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 ,国学讲堂也如雨后春笋般开遍神州大地 ,中央电视台的嗒百家讲坛 6栏目更是大有将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重现于今的态势 "国家对几个传统节日休假的立法 ,让国人对传统节日的重视达到新的高

度 ,在春节穿 /唐装 0!穿 /华服 0也已经不是新鲜事 "茶社遍布街头巷尾 ,古香古色的装饰 ,悠扬的琴筝和服务

人员赏心悦目的茶道技术能为生活压力很大的现代人带来一丝恬静和惬意 "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意识到 ,中

国的传统文化不仅能陶冶人的性情 ,还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有良隆的改善功能 ,除了茶文化外 ,太极拳 !舞剑 !

空竹 !毽球等传统体育运动也重回国人的休闲生活 "随着海峡两岸通航 !通商 ,两岸关系日益密切起来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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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两岸同胞情谊的纽带 ,也是两岸民众血浓于水的见证 "经济的发展 ,生活节奏的加快 ,使得大众文化越

来越向着随性 !简单 !草根的方向发展 ,但速食文化不能代替民族文化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更不能同化我们

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所以如何守住我们的 /红色精神 0阵地 ,并把民族文化这柄火炬世代传送下去是我们这一

代青年人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 "

(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 !大繁荣与青年的文化 自觉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决定 "l3]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 ,中国青年要更加 自觉 !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 !大繁荣 "

在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激烈的形势下 ,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更是无硝烟的比拼 ,实力强 自然会占据主动 ,站

得更高 "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关于扶持民营文化企业的政策 ,为实力相对薄弱的文化企业营造了土壤 ,让一批

批民营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走向市场 ,茁壮成长 ,从立项到生产 ,再到最后的走向市场 ,形成了规范的文化发展

流程 ,中国内地有了自己的 3D 电影和动漫 ,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项 目 "中国的文化经历了从兴盛 !削

弱 !借鉴到复兴的几个阶段 "当前中国处在文化复兴的阶段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不断全球化的过程 ,中

国社会无论生活方式还是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冷战后曾扬言要用和平演变的

方式把社会主义中国变为其附庸 ,好莱坞大片 !汉堡快餐 !欧美流行音乐及服装等充斥着中国年轻一代的日

常生活 ,甚至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主流 "新中国成立之初 ,是战后留下的满目疮痰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文化大

革命 0的开展对本来已不堪重负的中国又给了致命一击 ,以至于新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好像已经革除了自己

的传统文化 ,改革开放的大潮又一下把迷茫的中国人卷人了世界经济和文化的洪流中 "中国青年从文化迷茫

到文化盲从 ,到今天的文化 自觉 ,中国开始意识到文化兴起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 ,实现中国的

和平崛起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路径 "当前我国的文化建设发展在诸多方面还不能完全适应人民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需要通过不断的文化探索实践 ,重新挖掘民族传统文化 ,并对外来文化加以改造 ,形

成自己所特有的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形式 "

总之 ,经济社会的改革开放 ,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加快 ,文化的大发展 !大繁荣正慢慢改变着中国青年的价

值取向 "大众文化正在向着更通俗 !更娱乐 !更民主 !更自由的方向发展 ,也自然成为富有活力的青年人的文

化选择的主要方式 ,虽然大众文化具有很强的商业性 !娱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所承载的意识形态

都是与主流文化相悖的 "社会主义 /以人为本 0的核心价值观在某种意义上提升了大众文化发展水平 "尊重人

的个性和差异 ,贴近群众的实际生活是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形态的价值体现 ,只要从思想上加以正确的引导 ,

并与优秀民族文化相结合 ,相信大众文化对青年的影响是积极的 !健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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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h . 别必 A long 初th th e ri se and developm en t of p opular eulture in C h in a , th e C hinese youth eulture

exp eri eneed th e pro eess of eultural eonfu sion , eultura l blind obedienee to eultural re fl eetion an d eu ltu ral

aw are n ess. Th e develoPm ent of the soeialist m arket eeon om y, th e era em bod im ent of th e su peri ori ty of the

soeial ist system , the ri sing of re d eulture and the re vival of nat ional eultu re as w ell as the large d evelop m ent an d

large Pro sp eri ty of soeial ist eulture have P ositive ro le in Pro m oting youth .5 eu ltural aw are n ess, eultural seif -

eonfi d enee an d eultural ehoi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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