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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在文化身份再现和建构中的
角色探究
!

石义彬
!

吴世文

摘
!

要!文化身份作为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拥有多种不同的建构资源$迅猛发展的大

众传媒正逐步成为塑造现代人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它在传播活动中附带地再现和建构

文化身份$当前#文化身份危机是全球性问题#而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的文化身份危机

尤甚#我国大众传媒应当积极参与中国文化身份的建构#有意识"有目的"有步骤地再现和

建构中国文化身份$

关键词!大众传媒%建构%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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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延伸$+身份,是过去几十年

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富争议的概念之一#也是当代社会和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的现代性

问题$自
!*

世纪
#*

年代以降#+身份,问题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一致的主题#众多

研究者对人类各种+身份,展开了研究$文化身份的概念最早由加亚特里'斯皮瓦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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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霍米'巴巴&

$&37=Z6BZ6

(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提出$英国

文化研究集大成者斯图亚特'霍尔&

G(O6'($655

(认为#文化身份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思维

方式来定义#第一种立场+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0#

藏身于许多其他的"更加肤浅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0之中#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人们也

共享这种自我$按照这个定义#我们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

这种经验和符码给作为/一个民族0的我们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的

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第二种立场则认为#+除了许多共同点之外#还

有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点#它们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0--在这第二种意义上#文

化身份既是/存在0也是/变化0的问题$它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它不是已经存在

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和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有历

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们决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

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0$,

!霍尔给出的第一种界定认为文化身份是

稳定的和不变的存在#是本质主义的视角#流行于工业革命前%而第二种界定认为文化身

份是流动的和建构的过程#是建构主义的视角#如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认可$本

文认为#文化身份兼具历史继承性和发展流变性$一方面#它是固有特征的再现与延续%

另一方面#它是创造性的生产与建构#总体上表现为一个再现与建构的过程$

一个可辨识的"清晰的"统一的文化身份对于个体"群体和民族国家均具有不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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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义彬 等!大众传媒在文化身份再现和建构中的角色探究

的重要意义$当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传播的信息化正引发世界性的文化身份危机#处于社会1经济

转型进程中的中国亦未能幸免$因而#建构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是当前一项迫切而重大的任务$在此语

境下#探讨大众传媒在再现和建构文化身份中的角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化身份的动态建构及多元建构资源

&一(文化身份作为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

在哲学渊源上#身份研究存在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之争$当代身份理论主要着眼于两个关键要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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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是变化的$吉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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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身份是一种关于我们自身的思考模式#随着时空转

移及情境差异而变化$&

!

(身份是社会建构的#人的身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情境!

$如今#越来越多的

研究者倾向于认为#身份是被+建构,起来的#在历史"文化"权力+重述,中被+生产,

"

$至此#本质主义

身份观遭到了抛弃#建构主义身份观取得了优势地位$

作为身份概念延伸的文化身份也不例外#它本质上不是已经完成的和稳固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

社会建构过程#不断地被生产"塑造和再塑造$在前述霍尔给出的文化身份的+两种不同思维方式,中#

霍尔本人倾向于第二种立场#他认为#文化身份+始终处于变化和转变过程之中,

#

#不是相对+完成了

的,#而是在不断地被建构"被修改"被完善$

建构主义理论为理解文化身份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建构主义是一种新

的认识论和思维方式#它认为知识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客观表征#而是人们在与情境的交互作用中建构的

一种关于世界的解释$

$人类从来都不是静态地认识与发现外在于自身的客体世界#而是经由认识"发

现过程#不断地"动态地塑造着现实世界$例如#新闻便是对真实的社会建构#+制造新闻的行为#就是建

构事实本身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建构事实图景的行为$,

%

综前所述并结合建构主义的启发可见#文化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

由于文化身份同时还是+固有特征,的延续#所以它还是一个再现过程#是再现过程和建构过程的统一#

在再现过程中实现建构或重构$

&二(文化身份的多元建构资源

文化身份拥有多种不同的建构资源$一般说来#文化身份的建构资源大致包括以下四类!自然条

件"生理机制"心理机制和社会文化机制&

$其中#包括语言"文化遗产"价值观念体系"大众传媒等诸多

因素在内的社会文化机制是文化身份建构最主要的资源$

文化身份的建构资源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的社会情境中#文化

身份的建构往往是以一种或几种资源为主$例如#如果将人类社会概略地划分为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

和后现代社会三个阶段#在前现代社会&原始社会和传统农业文明社会(#家庭是文化身份建构的基本单

元#血缘关系"宗教观念或宗教信仰则是维系文化身份的主要因素$进入现代社会#民族国家成了文化

身份建构的主要资源$而在以信息传播技术进步为表征之一的后现代社会#信息传播技术进步的产

物111大众传媒上升为文化身份建构的重要资源$此外#还出现了向传统的文化身份建构资源回归的

迹象#传统的文化身份建构资源&如宗教原教旨主义(重新释放出了建构文化身份的能量$

考察上述四类文化身份建构资源在特定历史时期于文化身份建构中发挥的作用或其功能的稳定性

与易变性#不难发现#自然条件资源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因而成为文化身份建构相对稳固的基础$生

理机制和心理机制较之自然条件在微观上&比如具体到某个群体或个体(表现出随情境而变化的易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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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是#从宏观上或从一般意义上讲#它们则表现出了一定的惰性#呈现出人类总体的某种共性和规

律性$社会文化机制包括语言"文化遗产"价值观念体系"大众传媒等不同的范畴#其中#语言和文化遗

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而价值观念体系和大众传媒却表现出较大的变化性$以

我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人们的观念体系发生了诸多

变迁#较为突出和直观的是人们具有了市场意识#而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体系则面临着

解构和重构的考验$至于大众传媒#由于社会发展和媒介技术进步的推动#它的发展日新月异#不断改

变和重塑着社会的媒介环境$

二"大众传媒上升为现代人建构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

当前#多元建构资源对现代人建构文化身份的影响格局发生了重组$自然条件"生理机制"心理机

制以及社会文化机制中的部分要素#要么难以适应文化身份全球流动的新形势#要么由于全球化带来的

时
\

空变迁而难以发挥与过去同等的影响力#这是文化身份危机的原因之一$大众传媒在这个过程当中

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轨迹和影响路径#随着其自身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正在逐步成为现代人再现和

建构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与资源$

&一(大众传媒成为现代人建构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的表现

第一#大众传媒承载了丰富的文化身份信息内容#给现代人建构文化身份提供了不断增长的资源$

大众传媒是一个意义建构的平台#也是文化再生产的机制#它会有意无意地承载丰富的本民族文化身份

内容#诸如本民族文化核心的价值特质"独特的道具以及仪式等#作用于现代人的文化身份建构$经由

大众传媒的文化再生产#人们+塑造了特定版本的/集体记忆0#进而塑造了特定的民族文化身份$,

!梅

罗维茨 &

9)

M

'&?7(U

(认为#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打破了社会地域与物理地域的传统关系#创造出了

+信息场景,#并制造出了一种新的共享的归属感#带来了日益见长的文化身份建构资源$另一位研究者

切利'巴克&

1Z'7D=6'R)'

(持类似的观点#巴克认为电视通过呈现国内的风俗习惯"仪式化的社会事件

等#使其自身成为了文化身份建构的一个不断增长的来源$

除却直观地再现一系列文化元素以提供建构文化身份的素材外#大众传媒作为提供文化身份的公

共信息平台#它还常常将文化身份的其他建构资源#诸如语言"文化遗产"价值观念体系&如宗教(等纳入

自身的体系广泛传播#不仅丰富和充实了传播内容#而且放大了其他建构资源建构文化身份的效果$随

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它在这方面的能力不断增强#给现代人建构文化身份提供了越来越丰裕的资源$

第二#大众传媒带来了现代人建构文化身份不可或缺的参照系111+他者,$虽然+他者,作为差异

性的存在对于+我们,文化身份的建构存在一定的消解作用#同时#为了解决自我文化身份正当性的问

题#我们往往设限保护自我#把+我们,同+他者,区别开来$但是#+我们,建构文化身份的过程始终离不

开+他者,$+他者,是+自我,的参照系和镜子#+我们,需要由+他者,标示"反映和确认$精神分析学认

为#+他者,是根本性的#+无论是对自我的构造#对作为主体的我们#对性身分的认同都是如此$,

"我们

之所以需要+他者,#在语言学理论看来#也是因为+我们只能通过同/他者0的对话才能建立意义$,

#在

跨文化传播领域#文化身份依赖+他者,而建构#也只有通过+他者,的参照#+我们,的主体性才能确立#自

我的文化身份才能建构$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尤其是电子媒介和新兴的网络媒体(比其他文化身份建构资源更强有力地

带来了+他者,#给自我主体性的确立和文化身份的建构准备了丰富的参照系$

第三#大众传媒被广泛应用于现代人的文化身份建构活动$在现代社会#一方面掌控大量信息源的

社会组织&如政府部门(越来越多地利用大众传媒发布与传播文化身份信息#与此相对应#受众也主要依

靠大众传媒获取文化身份信息$因而#大众传媒成为现代人文化身份建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中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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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义彬 等!大众传媒在文化身份再现和建构中的角色探究

中#由于电子媒介+实际上正开始以新方式运作#经常设法满足散居的各民族或其他社会群体的需求,#

于是满足文化身份感和归属感的重担就日益落在电子媒介的身上!

$切利'巴克&

1Z'7D=6'R)'

(在)电

视"全球化和文化身份*一书中也指出#电视是人们建构文化身份最常用的资源之一$在当前的数字传播

时代#网络媒体加入了大众传媒建构文化身份的阵营$在全球传播语境中#各国政府更是大举利用大众传

媒#尤其是网络媒体"卫星电视和国际广播等传播本民族的特色文化以期建构本民族清晰的文化身份$

&二(大众传媒成为现代人建构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的原因

第一#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信息源能够通过各种文化符号"话语"形象和解释框架等赋予现代人共同

的意义和历史#给他们提供建构文化身份的素材$大众传媒传递的文化身份内容具有公开性和公共性

的特点#它针对大范围的受众传播#并提供解释框架#这实则是供给了+统一版本,的文本和文本解读方

式#能够赋予现代人共同的意义和历史#是现代人建构文化身份必不可少的素材来源$

第二#大众传媒作为社会文化机构和文化再生产机构#能够通过转化既有仪式和创造"传播"强化新

的文化礼节和仪式等方式重组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给他们提供建构文化身份的象征资源和文化资源$

大众传媒能够将诸如奥运会开幕式"国庆阅兵式等既有的仪式纳入自身的传播体系#将之转化为+媒介

仪式,#它也可以设计"生产与传播新的媒介仪式#吸引受众参与进来#营造+共同在场,的感觉#加强群体

内部纽带相连的感觉#这为现代人建构文化身份提供了重要的象征资源和文化资源$同时#在这些媒介

仪式中#大众传媒还可以集中地再现和建构文化身份$

第三#大众传媒获得了建构现代人文化身份广阔的空间$一方面#它的强势发展相对地挤压了其他

文化身份建构资源发挥作用的空间%另一方面#其他资源建构作用的减弱也在客观上为大众传媒作用的

扩张创造了条件$随着人类社会向+媒介化,社会转化#大众传媒对社会的渗透日益加强$在文化身份

建构中#虽然尚没有实证数据表明大众传媒的发展导致了其他建构资源建构文化身份的作用受到限制#

但是#大众传媒作用的扩张态势显而易见$大众传媒建构现代人文化身份作用的扩展势必挤压其他资

源发挥作用的空间#同时#其他资源建构作用的减弱又反过来为大众传媒作用的扩张创造了条件#是一

个辨证统一的过程$

值得强调的是#在现代社会#文化身份的建构仍是以自然条件和生理条件等相对稳定不变的因素为

基础#大众传媒并不是文化身份的首要限定者#也不是文化身份的起点$但是#它在文化身份再现和建

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已经+跃升,为再现和建构现代人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和资源#这是我们在当前的

+媒介化社会,讨论文化身份问题必须关注的议题$

三"大众传媒再现和建构文化身份的特征

不同的建构资源建构文化身份的方式迥异$大众传媒再现和建构文化身份呈现出下列特征!

首先#大众传媒附带地再现和建构文化身份$对于文化身份建构来说#大众传媒是重要的建构途径

与资源#但是#对于大众传媒来说#监测环境"协调社会各部分"传承社会文明"提供娱乐和创造经济利润

是它的+五大,社会功能#再现和建构文化身份并不是它的具体社会功能之所在#因此#大众传媒只是附

带地再现和建构文化身份$当然#由于文化身份危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而#民族国家会利用大众

传媒有意识地建构本民族的文化身份$特别是在策划和筹备全球性的媒介事件时#东道国会有目的"有

步骤地把本民族文化身份元素+渗透进,媒介事件#并使之适合大众传媒的传播#以利用媒介事件集中地

再现和建构本民族文化身份$

第二#大众传媒+召唤,出关于文化身份的集体记忆#并将文化身份的抽象概念转换为易于记忆的直

观形象"符号等#使其清晰明了起来#而不再止于记忆与想象#常常能够收到良好的建构效果$英国著名

文化学家雷蒙德'威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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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3&28I755763D

(将文化界定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

"

#认为+文化即生

'

"!"

'

!

"

)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第
+

页$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
"##"

年#第
,*-

页$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活,"+文化是平常的,等#荷兰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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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皮尔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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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指出#+文化不是名词#

而是动词$文化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战略$,

!这些独到的见解强调+文化是活的,这一事实$文化身份同

样也是鲜活的#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被提示"被强调"被明晰"被强化#如是方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

由于大众传媒在现代技术条件下能够运用丰富的载体和多样的表现形式再现文化身份&尤其是传统文

化身份(#从而把潜在的记忆转化为直观的形象#因此#它呈现的文化身份往往更容易被受众接受和理

解#能够收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例如#在
!**/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电视媒体利用图像和画面形象地

再现和建构了中国文化身份标识#并辅以解说性文字凸显它们#从而更加明晰"形象地再现"建构和传播

了中国文化身份#为广泛的接受"理解和认同创造了条件$

第三#在全球传播中#大众传媒把+他者,带到了+我们,跟前#并把+我们,带给+他者,审视#为我们自

身的文化身份建构提供了新的资源#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全球传播极具包容性#美国学者迈克尔
@

古瑞维奇&

97EZ6)5%O')T7(EZ

(曾如许强调#+各种事件"过程"主张和产品1无论是政治丑闻还是军事征

服#无论是高雅艺术还是通俗文化#无论是市场还是消费品1都被纳入了这个无所不包的概念范畴

内$,

"在这个包容性的全球传播空间里#+他者,超越时
\

空的局限自由流动#在与+我们,相遇的+界面,

上发生着融合"协商乃至争夺#给+我们,文化身份建构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这是我们需要应对的新

情况$

第四#大众传媒再现和建构文化身份表现出极大的复杂性$这不仅因为它们本身处于不断的发展

变化之中#而且面临外部多种力量博弈的影响$当前#大众传媒受到媒介技术进步和社会需求扩张的推

动日新月异地发展#它自身生产了再现和建构文化身份的变数#增加了其再现和建构文化身份的复杂

性$大众传统是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它再现和建构文化身份的行为受到与社会大系统与其他子系统

互动作用的影响#这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

四"结
!

语

鉴于大众传媒在再现和建构文化身份方面的重要角色力量#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大众传媒应当积极

参与中国文化身份的建构#调动自身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有意识"有目的"有步骤地建构中国文化身份$

尤其需要抓住媒介事件的契机#利用大众传媒面向全球再现和建构中国文化身份#在增强全球华人中国

文化认同的同时#寻求外国受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打下社会基础$当前的数字传

播和全球传播给大众传媒再现和建构中国文化身份带来了多重机遇与挑战#如何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

是我国大众传媒应该积极面对和未雨绸缪的$此外#随着传播技术的演进#以网络媒介为代表的新媒体

已登上了传播舞台#重塑了全新的媒介环境#探索新媒体环境下建构中国文化身份的新路径是有待进一

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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