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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 要 8青年亚文化与流行音乐有深远的渊源 "后亚文化理论观照下的流行音乐生产机制 ,在

音乐文本生产方式 !音乐视觉生产方式 !音乐明星生产方式等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革 "古典 !民

族与流行音乐元素的混搭 ,是新的音乐文本生产方式的特点 ;与当代视觉艺术相融合 ,是新的音乐

视觉生产方式的特点;在互联网上发现未来的明星 ,并在网上推广 , 已经成为明星生产中重要的传

播策略;后亚文化语境下的流行音乐出现了回归纯粹的人声 !干净的配乐和质朴的形象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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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乐是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经典领域 "青年亚文化与流行音乐有深远的渊源 "发源于非洲的雷鬼乐

(re gg ae )象征着 20 世纪 60 年代青年亚文化的反抗 "ll]继雷鬼乐之后 ,摇滚乐成为青年亚文化的音乐象征 "披

头士(Beatles) !齐柏林飞艇 (晚d zeppelin) !滚石 (R olling Stones)是最知名的摇滚乐队 "创作于 197 1年的 5天

堂的阶梯 6是齐柏林飞艇的巅峰之作 ,这首歌讽刺了拜金主义 , 呼吁人们不要随波逐流 "摇滚乐是有灵魂的 ,

有社会批判意义 "在心理学上 ,摇滚乐的宣泄效应也已经被实验证实 "l2]摇滚乐还经常被与政治联系起来 "[3]

在摇滚乐之后,英国文化学者史蒂夫 #瑞德海德(Stev e R ed hea d) 把锐舞 (rav e) 文化看作他定义的 /后亚文

化流行音乐 0的范例 "锐舞是伴随着舞厅的旋转灯 !打击乐舞曲以及毒品的狂欢文化 , 是消费 ,而非抵抗 "在

许多后伯明翰理论家看来 ,正是锐舞这个重要的青年群体显示出了基于阶级的抵抗形式的瓦解 "英国社会

学家莎拉 #桑顿 (Sarah Th om ton )则研究了夜总会文化 (Club cu ltu re ) "后亚文化研究者对于舞厅音乐的研究 已

经很丰富 " l4]

研究流行音乐的生产过程 ,是了解流行音乐的重要起点 "阎在后亚文化理论的观照下 ,流行音乐的生产

机制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后亚文化与后现代社会 !全球化 !后工业社会在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上是重合的 ,也

就是说 ,后亚文化时代同时也是后现代社会 ,并且也是全球化的后工业社会 "在此背景下 ,后亚文化时代的

流行音乐生产机制发生 了多方面的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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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的音乐文本生产方式

新音乐风格的流行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的 "当代音乐文本的生产受到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 ,体现

了流行音乐在全球化时代的变革 "古典 !民族与流行音乐元素的混搭 , 是新的音乐文本生产方式的特点 "

(一 )古典与流行音 乐元素的混搭

音乐文本包括歌词和旋律 "台湾歌手周杰伦的音乐文本是古典与流行的混搭 , 5双截棍 6 !5青花瓷 6等歌

曲都揉合了中国古典诗词和 R & B (Rhyth m & Blue s)音乐风格 "以方文山作词的5青花瓷 6为例 : /素胚勾勒出

青花笔锋浓转淡 ,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 ,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 ,宣纸上走笔至此搁一半 " 0歌词

是中国式的典雅飘逸 ,而唱法是源 自黑人音乐的 R & B "

(二)民间与流行音乐元素的混搭

大陆歌手刀郎的专辑很少有原创歌曲 ,而是在复制和改造中 ,创造 自己的风格 "他的作品主要是翻唱 ,

将新疆民歌和流行音乐混搭 ,如 5怀念战友 6!((冰山上的雪莲 6!5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6等 ,经过他的改造 ,生成

新的风格 "

5西海情歌 6是刀郎不多的原创歌曲之一 ,作于 200 6 年 "歌词中通过 /雪山 0!/寒风 0 !/西海 0 !/高原 0 !

/候鸟 0!/风筝 0!/春天 0!/冰雪 0!/孤雁 0这些意象 ,散发出浓郁的边疆情调和沧桑气息 ,是民歌与当代流行音

乐的揉合 "

(三)流行 乐团的音 乐文本是温和的抵抗 , 而不是激烈的革命

人们对摇滚乐手的刻板印象是吸毒 !私生活混乱 !学业荒废 "然而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苏打绿是一个

由知名大学优等生组成的台湾乐团 ,颠覆了摇滚乐青年一贯的反叛形象 "家长也支持他们的音乐事业 ,组成

了 /苏打娘 0后援会 ,到演唱会上为孩子们打气 "

与作为青年亚文化象征的英国工人阶级街头青年的抵抗不同 ,苏打绿乐团被台湾媒体称为 /温柔对抗世

界 0[6] "主唱吴青峰是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 ,他的多数歌曲都是在课堂上写出来的 ,歌词是后现代的

混搭 ,音乐清新 "

以其代表作 5小情歌 6为例: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唱着我们心头的白鸽 ,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

者 ,青春在风中飘着 ,你知道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 ,我会给你怀抱 ,受不了看 见你背影来到 ,写下我度秒

如年难挨的离骚 ,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 ,我也不会奔跑 ,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 ,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

的城堡 " 0歌词文本中既有学生气青涩的 /青春 0!/白鸽 0,也有中国古典文学的符号 /离骚 0,还有西洋表现 主

义文学的意象 /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 0"这是后现代风格的书卷气的情歌 ,迥异于商业化的甜腻情歌 "台湾

社会很欢迎苏打绿乐团的新风貌 ,著名电视台主持人沈春华采访了苏打绿 ,称该乐团为 /清流 0, 以与台湾商

业化的流行音乐 /俗流 0相区别 "

台湾有校园民谣的传统 "齐豫 !蔡琴 !张雨生等都是从校园走出的歌手 , 5外婆的澎湖湾 6等是校园歌曲

的代表作 ,在大陆也很有影响 "苏打绿乐团的清新风貌 , 表明了大学在文化创新中的作用 ,大学促进了流行

音乐的生产 "

二 !新的音乐视觉生产方式

以 1961 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装置艺术展览为开端 ,当代视觉艺术以颠覆传统审美观念的姿态

走上前沿 "与当代视觉艺术相融合 ,是新的音乐视觉生产方式的特点 "

(一 )音乐视 觉生产与 当代视觉艺术

法国作家让 #布希亚认为社会生活首先是由符号和意象所影响的 "在一个受媒体支配的时代 , 意义是由

意象流(flow "f im ages)所创造的 "17]在当代流行音乐的生产机制中, 由于 M V (M usiC v ide",音乐视频 )的出现 ,

已经离不开视觉生产 "流行音乐的 M V 中流动着视觉符号 "音乐明星每一次在大众媒体上露面 ,新闻照片的

画面也凝结着视觉符号 "

生于 19 86 年的美国女歌手 u dy Gag a ,最受欢迎的单曲之一 5罗曼死 6,仅仅 5 分钟的 M v 里 ,她换了 12

套衣服 ,以及相应 的造型 "没有一套是常规的 ,都充满了想象力 "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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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演唱会也是如此 "200 9 年 6 月 ,在加拿大多伦多一个音乐颁奖礼上 ,La dy G ag a 穿的胸衣能喷出烟

花 "201 2 年 9 月在瑞士苏黎世的演出 ,她的胸衣竟是两只手枪的造型 ,比 20 世纪 80 年代流行音乐明星麦当

娜的圆锥形胸衣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意象 ,颠覆了常规 ,充满了视觉的冲击力 ,令人震撼 "

Lady G aga 的奇特造型使她极具辨识度 ,在流行音乐界的芸芸众生中迅速成名 "她对于这种成名策略有

自己的解释 ,不认为是一种简单的造势手段 "在其极崇拜的波普艺术家安迪 #沃霍尔(A nd y W arh ol )精神的激

励下 ,她组建了一个设计师团队 ,命名为 La dy Gag a之家[8l ,在服装 !场景 !道具方面努力革新 "她把 自己当作

一个流动的博物馆 ,生肉装 !青蛙装 !泡泡装 !花冠装 ,,每一次在大众传媒上露面 ,都伴随着充满想象力的
装束 , 曾被戏称为 /D ail y G aga 0"

当代视觉艺术从一诞生 , 就充满争议 "欣赏者 ,认为其极具艺术的表现力 ;反感者 ,认为其毫无艺术价值 "

La dy G ag a 的视觉风格 ,正像当代视觉艺术一样 ,是不容易有共识的 "不过 ,没人能否认 ,视觉形象已经成为

la dy Ga ga 音乐的一部分 "La dy G ag a把装置 !服装和音乐组合在一起 ,使奇异外表成为行为艺术 "

许多中国媒体对 lad y G aga 的报道是有失偏颇的 , 只津津乐道于其怪异的装束 ,西方媒体则更多地报道

她的艺术成就 ,更关心她的歌声 "La dy G ag aZ oo s 年正式出道 ,至今已获 5 座格莱美大奖 "2012 年 5 月 ,香港

娱乐界的资深评论员查小欣亲往现场观看了 Lad y Gag a 在港举办的演唱会后 , 高度评价道 : /这位意大利裔

歌手虽然不算美丽 ,个子不算高 ,可是非常压场 , lro 分钟的表演绝无冷场 ,节奏明快 , 能量劲爆 ,魅力惊人 ,

肺活量惊人 ,,与大批舞蹈演员边大跳劲舞边唱 ,音色舞步全无失准 ,,不少歌都是她创作的 , 弹得一手很

好的电子吉他和 key bo ard ,是个唱 !跳 !讲 !作曲 !弹琴俱佳的艺人 , 十分全面 ,故能成为世界级天后 " 0[9]的确 ,

La dy G ag a并非以视觉取代音乐 ,她的奇装异服背后有明确的理念 , 即音乐与当代视觉艺术的融汇 "

(二 )音 乐视觉生产与后亚文化时装

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泰迪男孩 (Te ddy Boy s)形象 !50 年代中期的机车手(Roc ke rs )形象 , 到 60 年代的摩

登少年 (M ods)形象 !嬉皮士 (H ippies)形象 ,70 年代的朋克(punk )形象 , 80 年代的雅皮士(Y uppies)形象 ,再

到 90 年代后的布波族(Bob os)形象 ,青年亚文化与时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

70 年代 ,英国时装设计师维维安 #韦斯特伍德 (Vi vi en ne W es tw oo d) 首创了与摇滚音乐连接在一起的摇

滚服饰 ,她的时装店专门为摇滚乐手和朋克青年制作服装 ,从而使流行音乐与亚文化时装建立了联系 "她的

设计离经叛道 !怪异 ,但是也极具创造性 ,到 80 年代已经融人了主流设计 ,被英国社会所认可 "

201 2 年 9 月 16 日,年已七旬的维维安 #韦斯特伍德为 201 3 伦敦春夏时装周走秀 "这位朋克时装教母的

T 恤上印着 /气候革命 0的字样 ,还将丝袜穿在热裤的外面 "这依然是亚文化的风格 ,将反叛的社会诉求与颠

覆常规的服饰结合在一起 "

不过 ,在后亚文化的时代 , 时装常常已没有社会诉求 "如果说时装还有革命的话 ,也只是颠覆设计常规

而已 "音乐与时装的结合 ,在后亚文化的时代 , 主要是一种形式上的契合 "

20 12 年 9 月 30 日,年度中国最受欢迎的电视音乐节目5中国好声音 6举行了总决赛 "当夜 , 21 岁的冠军

梁博身穿黑色皮背心 ,这是典型的摇滚青年装扮 "但是他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 : /摇滚不一定是愤怒的 ,也

可以是阳光的 " 0他的态度暗合了后亚文化的特点 ,摇滚的愤怒被消解了 , 只留下摇滚的形式 "

苏打绿乐团主唱吴青峰演出时的标志性装束是戴着金属小枪项链 "可是他的音乐与 20 世纪 70 年代最

有影响的朋克乐队 ) 英国性手枪(Sex Pi st ol s)乐队截然不同 "金属小枪之于昊青峰 , 只是一个特立独行 的

装饰 "

(三 )音乐视觉生产与性别错位装扮

男性音乐人的性别错位装扮惊世骇俗 "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英国摇滚明星大卫 #鲍伊 (D av id Bo wie) "

197 1 年发布他的第三张专辑时 ,封面上大卫梳着长长的卷发 ,穿黑色长靴和丝缎长裙 , 由此开创 了华丽摇滚

的风格 "

台湾苏打绿乐团主唱昊青峰在 2007 年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上 ,浓妆 !女裙 !彩色的头发一样都不少 "然

而 ,吴青峰既不是大卫 #鲍伊那种摇滚乐的革命者 ,也不是张国荣式公开同性恋取向的音乐人 "对于吴青峰

这位 21 世纪的流行音乐歌手 ,女性化装扮只是一种趣味 ,只有外表而没有实质 "后亚文化时代就是这样区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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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于历史 "

三 !新的音乐明星生产方式

已经有不少关于大众传媒与流行音乐的研究 ,学者们集中于探讨流行音乐的传播方式 "I.0]( 音乐社会学

教程 6的作者曾遂今提出社会音乐生产内部的四个环节 ) 创作生产 !表演生产 !传播生产和伺服生产口.]"本

文在流行音乐生产机制研究方面有进一步的发展(见图 1)"

音乐 文本生产

二= = = 卜 音乐明星生产
音乐视觉生产

图 1 流行音乐生产 机制示意图

对于流行音乐的传播 ,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 ,那就是明星生产 "流行音乐的文本自生产出来以后 ,就

面临怎样到达大众的问题 "由唱片公司和大众传媒共同进行的传播过程 ,从录音室到互联网 ,又到电台 !电视

台 ,这是一个明星生产的过程 "一般性地播出 ,构不成成功的传播;使歌曲在互联网上成为热门曲目,在电台

排行榜上高居前列 ,在电视台频繁播出 ,这才是成功的传播 "而这个过程 ,本质就是对歌手的明星化生产 "明

星 ,是物化了的文化产品 ,是音乐文本和音乐视觉的集合 "明星生产中需要传播策略和叙事策略 "

(一)明星生产中的传播策略

在互联网上发现未来的明星 ,并在互联网上推广 ,已经成为明星生产中重要的传播策略 "

1994 年出生的加拿大歌手贾斯汀 #比伯 (Jus tin Bi eb er)把 自己的歌曲视频放在 You Tube 上 ,唱片公 司迅

速发现了他 ,200 8 年与其签约 "因为成本的原因 ,公司选择了 You Tub e 和 Twitt er推广的渠道 ,很快取得了成

功 "如今 ,贾斯汀 #比伯已经成功地被制造为音乐明星 ,被 5人物 6评为 2011 年美国最富青少年艺人 "

1988 年出生的英国歌手阿黛尔(A de le)最初的起步也与互联网有关 "阿黛尔曾就读于伦敦著名的表演

艺术学府 , 2006 年开始尝试歌曲创作 "好友将阿黛尔的一首歌曲放在了网上 ,这首歌被唱片公司发现 ,马上

签约 ,并打造了令她大红大紫的首张个人专辑 "

20 12 年热播的音乐节 目5中国好声音 6,电视制作公司通过互联网等渠道找歌手 ,动员歌手来参赛 , 有些

未来的明星就是在优酷网上被发现的 "

新的音乐明星生产机制 ,起于互联网 ,又回到互联网 "有潜质的音乐人首先是在网上被发现 ,然后签约公

司 ,在网上推广 ,而后受邀请上电台 !电视台节目,扩大影响 ,获奖 ,唱片大卖 ,而后唱片又在互联网上提供下

载 "音乐明星就是这样诞生的(见图 2 ) "

二月>
互联 网

< 片二

电台 电视台

唱片市场

己月>
大众

< 片二

图 2 音乐明星生产机 制示意图

以互联网为中介的音乐生产方式与传统的流行音乐生产方式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于获得反馈更快 ,推

出明星的速度更快 "2012 年 , 5江南 Style 6在互联网上创造了传播的奇迹 "这首由韩国歌手 PS Y (朴载相 )演唱

的歌曲 ,其公司于 7 月 巧 日将视频上传到了 Y ou Tub e ,很快成为最受欢迎的歌曲视频 ,点击量超过 3 亿次 ,

被收人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12] "9 月 30 日登上英国 U K 单曲排行榜榜首 , 是东亚歌手第一次成为英 国流行音

乐单曲排行榜的冠军 "PS Y 标志性的骑马舞步 ,成为许多国家年轻人模仿的对象 "

近几年来 ,西方学者强调互联网在音乐传播中的作用 "I.31前些年中国也曾涌现出一批网络歌手 ,如杨臣

刚 !香香等 ,却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这说明,仅仅有互联网的渠道 ,没有精彩的文本和精美的视觉 ,音乐明星无

从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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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江南 st yle 6之所以流传极广 ,首先它的音乐类型超越了地域的局限 ,是一首节奏感极强的舞蹈音乐 ,所

以可以在世界各地流行 ;第二 , M V 制作精良,4 分钟里画面密集 ,包括游乐场 !摩天大厦 !马厩 !桑拿房 !赛艇 !

停车场 !旅行巴士等多个首尔富人区江南的场景 ,并且几乎每个场景都有情节 ;第三 , M V 有创意 ,歌手的独

舞 !与舞蹈员的群舞都不落俗套 ;第四 ,音乐文本和 M V 的画面都有自嘲的喜剧感 ,表达了对富裕阶层的讽

刺 ,使大众喜闻乐见 "

流行音乐的生产机制 ,对应着社会内部的文化结构 "互联网改变了当代社会的文化生产机制 ,相应地也

改变了流行音乐生产机制 ,意义重大 "但是 ,以互联网为中介 ,不等于以互联网为中心 "音乐生产机制的核心

是由音乐文本和音乐视觉构成的音乐明星 "也就是说 ,音乐本身才是核心 "

(二)明星生产中的叙事策略

明星生产的过程中 ,很重要的是讲故事的技巧 "叙事策略是制造能感动大众的歌手身世 ,令大众记住歌

手 !关注歌手 "

叙事策略之一 :出身单亲家庭 "阿黛尔 !贾斯汀 #比伯 !苏打绿主唱吴青峰都是出身于单亲家庭 , 由母亲一

人抚养长大 "每一代明星有不同的故事 "法国 20 世纪 30 年代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手伊迪丝 #琵亚芙(E di th

Pi af )童年流浪 !居无定所 ,美国 20 世纪 40 年代的爵士名伶比莉 #哈乐黛(Bi lli e H oli day )也是童年困苦 ,这些

20 世纪早期音乐明星的成名史都伴随着凄惨的身世故事 "随着时代的变迁 ,世界变得富裕 ,但是单亲家庭也

多起来 ,于是出现了当代音乐明星身世的共同特点 "明星的不幸身世令大众同情 "

叙事策略之二 :少年时期就为艺术历尽艰辛 "La dy G ag a 只读了一年纽约大学艺术系 , 因为觉得不合适

退学 ,在酒吧演出 "她跳过脱衣舞 ,吸过毒 ,而后成功戒毒 , /我要证明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价值 ,因此我把

自己拉回了正轨 .,tl 41 "肠dy G ag a 曾签约一个唱片公司 ,仅 3 个月就遭弃用[lfl ,20 岁又进人一家著名唱片公司

写歌 , 才终于成名 "刀郎 17 岁就离家漂泊 ,一边打工一边学习音乐 "相貌平平的少女阿黛尔经常失恋 ,但每

一次失意之后她都会创作一首新歌 , 以情真意切的伤感音乐打动听众 "唱片公司刻意书写明星的奋斗史 ,合
乎心理学的投射原理 ,大众能在明星身上找到自己的投射 "成功的奋斗榜样 , 能令大众获得心理的认同及激

励 "

叙事策略之三 :音乐神童故事 "La dy G ag a在 4 岁时便学会钢琴弹奏 , 13 岁写下第一首歌 "周杰伦 3 岁开

始学琴 ,母亲见他音乐天赋惊人 ,于是购置了一架好钢琴 ,开始严格训练他 "学音乐本来就要从小练功 "唱片

公司利用大众对于音乐教育的无知 ,制造了神话 "歌手的神童背景 ,为其音乐罩上一层光晕 ,令大众崇拜 "

叙事策略之四:婚恋生子消息 "这类消息可以满足大众对明星私生活的窥视欲 "媒体和歌迷的追踪 ,令

明星失去隐私 ,这是成功的代价 "同时 ,唱片公司会有意泄露一些明星的私生活信息给媒体 ,以使媒体和歌迷

保持对明星的关注 "但是 , 负面消息也会使明星受到困扰 "20 ro 年 , 美国歌手克里斯蒂娜 #阿奎莱拉

(Ch ris tin a A gu ile ra )因坏消息和不实报道使事业进人低谷 ,流失了大量歌迷 "当她的歌舞新片上映 ,才重获好

评 "

关于明星的叙事策略 ,是流行音乐生产机制与大众互动的产物 "大众需要什么 ,便生产什么 ,提供什么 "

明星被物化为商品 "大众也在对明星的消费中被物化 ,成为失去批判能力的疯狂粉丝(fa ns) "

(三 )音乐明星与电影明星

电影明星制是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在美国好莱坞逐渐形成的一种将演员作为明星的商业手段 "在明星

制中 ,明星仿佛是电影的商标 ,使观众一看见就可以和电影联系起来 ,这样就方便了电影的流行 "明星制借助

演员的个人吸引力促进了电影的推广 , 同时也有一些相应的制度 ,一是明星签约制 , 即明星通过合约的形式

隶属于制片公司 ;二是制片公司影片的生产 !宣传都围绕明星进行 ,使明星成为影片的品牌 "明星制的创立推

动了好莱坞电影的工业化生产 "

音乐明星与电影明星相似 "音乐明星也要与公司签约 ,并且公司的生产 !宣传都围绕音乐明星进行 ,使其

成为引人注目的品牌 "音乐明星就是一张唱片的商标 "制片公司在推广电影明星时 ,会刻意制造身世故事 ,

以赢得影迷的关注和支持 "音乐明星也是如此 "一些音乐明星和电影明星扮演偶像 的角色 ,另一些是实力派 "

偶像明星们都有很多粉丝 ,与粉丝的互动对于他们很重要 "

#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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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明星与电影明星的生产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制作歌曲放在互联网上 ,从而被唱片公司发现 ,这是音

乐明星的发掘方式 "电影明星的发掘则主要靠试镜 ,这是因为不同的影片对角色扮演者有不同的要求 "电影

明星的生产是制片公司主导的 ,音乐明星的生产更能体现歌手的个性特点 "

音乐明星和电影明星的角色可以是重叠的 "当电影明星成名后 ,可以通过声乐训练成为音乐明星 , 比如

香港的刘德华 ;音乐明星成名后 ,也可能受邀拍电影 , 比如王菲 "在转换角色后 ,这两位明星都表现得很成功 "

(四 )流行音 乐与大众传媒

流行音乐明星的生产离不开大众传媒 "与古典音乐和民间音乐不同 , 流行音乐是在大众传媒上发展起

来的 "大众传媒拥有对流行音乐的权力 "伴随着电台 D J的兴起 , /播放音乐的人获得了明星的地位 0l.61 "电台

的排行榜更有权力 ,直接影响音乐明星的声誉和唱片公司的利益 "

但是 , 大众传媒也破坏了音乐的灵韵 " /灵韵 0一词的拉丁语本意为 /微风 0,本雅明以之为喻来描述事物

为彰显自身独特性而散发的一种微妙的气质 "在本雅明看来 ,艺术充满灵韵且为灵韵环绕 "在现代社会 , 艺

术之所以成为艺术 ,首先它是独一无二的 ,其次它与日常生活和普通事物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两方面 ,是灵

韵的两大关键标识!.刀"艺术的灵韵被机械复制与大众化生产破坏 "后亚文化时代 ,互联 网 [免费下载的音乐

失去了灵韵 "因为无须付费 ,所以大众心安理得地下载 !聆听 ,却因此失去了感受更优美音乐之境 "

四 !后亚文化语境下流行音乐的回归

后亚文化语境下的流行音乐 , 也出现了回归纯粹的人声 !干净的配乐和质朴的形象这样的趋势 "

/后现代 0可以用来描述历史轮回 "后现代走到头 ,就回到了前现代 "在喧嚣的重金属摇滚和躁动的舞厅

音乐之后 ,清澈安静的音乐重新受到了欢迎 "2012 年国际流行音乐界最获好评的英国歌手阿黛尔 , 只用钢琴

伴奏 ,凭人声的原初魅力感动听众 "既没有模特般的身材 ,也没有美丽的容貌 ,胖姑娘阿黛尔成为当今世界

乐坛最热门的人物 ,凭借的是嗓音和感染力 "她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 5某个像你一样的人 6的 M V 是黑白的 ,

阿黛尔在画面里只是一直在走路 , 没有过多的动作 ,也没有奇异的造型 "

中国流行音乐界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 "2012 年中国最受欢迎的电视音乐节目((中国好声音 6是全球化背

景下电视节目模式的跨国复制与再生产 ,节目的原版是荷兰的 5好声音 6, 中国公司重金买下版权 ,改造成本

土的音乐电视节 目 "这个节目融汇了世界前沿的流行音乐 ,于是有了大众传媒命名的 /中国阿黛尔 0!/中国

La dy Ga ga 0"5中国好声音 6排斥绊闻宣传 !苦情身世 ,这实质上是对前几年选秀节目恶俗模式的批判 ,也是回

归纯粹音乐的一种努力 "

流行音乐的回归 ,还表现在平衡互联网与唱片业的关系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 #吉登斯说 ,对于唱片业 ,

互联网除了带来巨大的机会 ,也形成严重的威胁1181 "好在 ,阿黛尔拯救了唱片工业 ,阿黛尔让唱片复活了 "/在

网络共享 !非法下载和在线听歌服务不断侵蚀唱片业的时代 ,阿黛尔和她的歌如同一股温柔的旋风 , 为英国

唱片业迎来了 2004 年后的首次回暖 "她的专辑 521 6全球上千万张的销量如同黑暗中的一束光 ,不仅照亮了

萎缩的唱片业 ,也拯救 了含金量逐年下滑的格莱美 " 0l.9]

西方学者对于后亚文化理论是有争议的 , 主要是关于阶级 !政治在青年文化中是否呈现l浏"本文通过研

究认为 ,后亚文化时代的流行音乐生产机制发生 了一些新的变革 "从音乐文本生产 ,到音 乐视觉生产 !音乐

明星生产 ,都不同于以往 "后亚文化时代的流行音乐 ,不再是革命的 !政治的 , 而是混搭的 !颠覆的 ,具有去政

治化和非暴力抵抗的倾向 "这样的特点使其区别于历史上的青年亚文化音乐 "本文还研究了互联网在流行

音乐生产 中的作用 ,得出结论 ) 尽管互联网对于音乐传播的意义很重要 ,却并非音乐生产机制的核心 ,过

于强调互联 网的作用会导致对音乐本身的忽略 "在后亚文化的时代 , 未来的流行音乐生产还将面临怎样的

变革? 需要我们持续关注其发展实践以及对于理论 的启示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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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th er ehara eteri stie; Th ird ly , seeking fu ture stars an d ad vert ising them on the intern et had beeom e an im P ort a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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