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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视听文化!

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起源
!

韩
!

晗

摘
!

要!由摄影技术(录音技术共同组成的视听技术一经发明便传入晚清中国&形成了中

国的早期视听文化'早期视听文化不但搭建了现代视听技术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之间的

桥梁&而且还开启了*技术!文化+的转化范式&强化了技术之于文化的作用&较大地提升

了技术从业者的经济(社会地位&为日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吸收了更多的参与主

体'历史地看&早期视听文化证明了文化科技融合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示范意义&

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部文化科技融合的历史'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诸门类中&早期

视听文化是较早进入产业化的'发展现代文化产业&势必要重视视听文化的作用与地位'

关键词!早期视听文化)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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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公认&中国早期视听文化内容繁杂&以早期照相机(留声机为重要载体&为后来的

电影(广播(唱片等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要素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视听文化的兴起&是

以视听技术的在华转移为前提的'

从人类文明历史的高度来看&视听技术当之无愧是第二次工业革命###

!%8$

年电力

革命的产物&属于人类认识自我(改造世界的结晶'毕竟在摄影与录音技术发明之前&人

类对于声音(图像并无保留的能力&视听技术是人类千百年来念兹在兹的共同梦想'

!7

世纪末&人类历史上这两项伟大的发明横空出世&催生了视听文化'

晚清中国&由摄影(录音技术构成的视听技术借*西学东渐+之势入华&孕育了中国早

期视听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唱片还是摄影&这些视听文化的载体无一例外地也是西

方世界的*新玩意+'它们在中国的出现几乎与世界其他地方同步'因此&与世界视听文

化同时起步&是中国早期视听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

从视听文化的内涵来看&视听文化保留声音(图像的功能性是一方面&它所反映的文

化与技术的二元关系是另一方面'视听技术对于早期视听文化的推动特别是中国现代文

化产业的贡献居功至伟'早期视听文化之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

的学术课题'

本文所言早期视听文化&特指电影技术传入中国之前$

!7"2

年%因摄影(录音技术传

入中国而形成并以照相机(留声机为载体的萌芽期现代视听文化&它虽然内容简单&但见

证了视听技术在华转移的路径与范式&在深层次上反映了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意味着中国

早期视听文化的产业化发生&可以被视作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起源'

就本选题所涉及的内容而言&张伟的0西风东渐!晚清民初上海艺文界1$

0"!8

%(史通文

$

4)K:;9/X<;;)

%的
.K%>B&5(3(?59&$A?#(

)

3(:L5M'A#?%'(

!

09$;;'

D

&'(5

&

<B&$AA

D

A$??5(3(: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1%5/(

8

$(

)

51596#>%-%(:#>?9%5%(<&$(

)

&$%

&

!%1%N!781

$

0""&

%

!与郑苏的
G'M59

8

'9GA$%;%(

)

1%$>N

D

'9$

!

6#>%B

&

@9$(>($?%'($A%>;

&

$(:G#A?#9$AO'A%?%B>%(/>%$(

"

G&%(5>5/;59%B$

$

0"!"

%提及了部分内

容&但系统的研究仍比较缺乏)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生(历史演变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热

点&探究早期视听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起源的关系&尤为迫切'

藉此&本文拟以早期视听文化为研究对象&试图探索其如何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重要起源这一问

题&并从历史与逻辑两个方面来论述!首先从基本史料出发&借助技术(资本与文化的关系这一宏大语

境&以视听技术的在华传播与早期视听文化的在华发生为立足点&阐释其参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构建进

程中的角色问题)其次&从早期视听文化在华的若干发展特征入手&探讨它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关系&

进而从历史与逻辑上论证早期视听文化谓之中国现代文化产业重要起源的合理性&并试图审理早期视

听文化之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考与启发'

一(视听技术的在华传播与中国早期视听文化的发生

研究视听文化&必须从摄影技术与录音技术的发明这个重要的基础入手&必须先有上述两种技术的

在华传播&尔后才有早期视听文化'摄影技术与录音技术问世时间不过相差
8"

余年'前者由法国摄影

师路易-雅克-芒戴-达盖尔于
!%87

年改良而成&后者则以美国发明家爱迪生于
!%11

年发明留声机

为标志'在
!7

世纪科技史和人类文化史上&这两大发明都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从理论上看&两者皆

属于*视觉技术化+与*听觉技术化+的范畴'

!7

世纪&人类发明了电力&并且在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几

何学等领域都有了质的理论突破'处于工业革命与全球化浪潮下的人类&已经不满足于用肉眼(耳朵与

记忆以及书画描摹来保留所看(所听之物'摄影(录音技术的发明&是西方实验科学的巨大成果&也是现

代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第一步'尤其是摄影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画家们的存在意义&德国哲学家

瓦尔特-本雅明因而称摄影技术为*对上帝的亵渎+'

有趣的是&这两大发明的时间恰是早期全球化时代&中国当时正处于*西学东渐+的浪潮之下&因此

它们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如蒸汽机车(轮船与现代枪炮%不同&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产物的它们与

一同问世的电话(汽车一道&在问世不久便传入中国&成了晚清中国的*西洋镜+'

摄影(录音技术传播力度极大&它们借助全球化的动力&向世界各地迅速发散开来&形成了全球性的

影响'就在摄影技术发明的同年
!0

月&英国殖民地印度的0孟买时报1曾将这一发明予以报道&次年照

相机便登陆当地并被用于举办摄影展'而留声机问世之后
0"

年&便迅速与文化产业发生联系&世界上

第一家唱片公司百代$

L9<.;

5

T;:;/

%在
!%71

年诞生&十年之后&留声机传入中国上海'

摄影技术传入中国&首选广东&这与广东地区经年累月的开放不无关系'据历史记载&早在
!%87

年&澳门的0广东周报1便转载了0纽约美国人1的一封读者来信&称这位读者参观了达盖尔在法国的摄影

实验室###该年
%

月&摄影技术才刚刚在这家实验室里问世)

!%$$

年&广东人邹伯奇设计制作了一套简

陋的摄影设备&并写了0格术补1与0摄影之器记1两部书&此时距离摄影技术诞生尚不足五年"

)就在这

一年&两广总督耆英将法国摄影师艾基尔为自己拍摄的照片赠送给四位外国使节)

!%$&

年&广州街头开

始有在华外侨提供的摄影服务&一位名叫周寿昌#的中国知识分子写道!

一为画小照法!坐人平台上&东面置一镜&术人自日光中取影&和药少许&涂四周&用镜嵌

之&不令泄气'有顷&须眉衣服毕见&神情酷肖&善画者不如'镜不破&影可长留也'取影必辰

巳时&必天晴有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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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著已由吕澍在
0"!2

年翻译为中文并出版&书名为0在娱乐与革命之间!留声机(唱片和上海的音乐工业的初期1'

学界有观点认为&邹伯奇并未接受西方摄影技术的影响&而是受西方科学特别是化学(物理学等领域启发&独立发明摄影设备'

笔者认为&此为一说&故辑录在此'目前史学界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邹伯奇与西方摄影技术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邹伯

奇没有接触西方摄影技术的可能'

周寿昌
!%$2

年获得进士名衔&曾在同治年间任詹事府詹事&光绪年间任户部左侍郎'

周寿昌
#

广东杂叙""思益堂日札
#

北京!中华书局&

!7%1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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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一般认为&这是摄影技术真正传入中国的第一份证明性史料文献&即关于早期*达盖尔摄影法+的介

绍&它又名银版摄影法&是当时西方世界最前沿的显像技术&由此可见摄影在中国的发展水平'在此之

后&卡罗摄影法与湿版摄影法相继在英国伦敦被发明&取代了刚发明不久的达盖尔摄影法&而后两种摄

影法分别在
!7

世纪
&"

年代传入中国'

摄影技术甫一传入中国&便显示出它与文化产业相融合的特性&可以看作是视听文化的早期萌芽&

只是彼时只有*视+尚无*听+'摄影技术在广州(香港一经登陆&便在经济更为发达(市场更为健全的新

兴都市上海获得迅速发展!

'

!%20

年&法国人李阁郎$

UA-+/U;

R

:9)K

%在上海创办的*公泰号照相馆+是

中国第一家照相馆&当时的学者王韬曾撰文以记之!*$李阁郎%善照影&每人需五金&顷刻可成+

"

&在李

阁郎的启发下&广东籍摄影师罗元$曾任上海道台吴建彰的会计%不久后在上海开了一家影楼&其技术

*胜于法人李阁郎多矣+

#

&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先驱'在此之后&摄影技术与开埠而形成的商业市

场相结合&意味着早期视听文化的出现&并使其走向了产业化之路'摄影技术促使视听文化的早期萌芽

并使其走向产业化&但这里的*视听文化+并不全面&其中录音技术是缺席的'

摄影技术传入中国
0"

余年之后&录音技术才转移入华'

!%11

年爱迪生发明锡箔筒录音技术&不但

效率低&而且有杂音'

!%%7

年&爱迪生借鉴贝尔$

4#I#D;??

%等人的经验&对技术予以改良&用蜡筒取代

锡箔筒&并将改良后的新发明亮相该年的巴黎博览会&一时在欧美畅销'

就在爱迪生发明录音技术第二年的
!%1%

年&光绪皇帝下谕*以候补三四品京堂军机章京陈兰彬(三

品衔同知容闳充出使美国&日国$西班牙%(秘国$秘鲁%钦差大臣+

$

&在使美期间&陈兰彬看到了留声机

设备&并做了记录!

又言英国已有人做藏话箱&数人分隔说话&对之书万里之远(百十年之久&揭封侧听&口吻

宛然于立约遗嘱&诸大端尤为有用&将来制作尽善&当必传布中华'

%

陈兰彬或许弄不清爱迪生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但这显然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录音技术的文献记录&陈

兰彬已经预料到它将*传布中华+的大趋势'只是在没有互联网与飞机的时代里&录音技术在中国的转

移&确实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奇迹'

!%7"

年春天&英国人傅兰雅编辑的0格致汇编1第五年第一卷的*格物

杂说+栏目中有一篇名为0新创记声器1&用了数千字的笔墨&详述了录音技术在中国的转移(传播&兹节

录如下!

数年前&西人创有传声器即德律风$

G;?;

N

.A);

&引者注%&能远近通言&已属巧而又奇矣'今

又有人造成记声器&能记存言语&数发其声&是奇而又奇矣'创此器者&美国人名爱第森$

EK+/A)

&

引者注%也'初设此器时&法虽奇巧&而不甚灵便&只为游戏玩物耳!!观此厂内另有数种奇

物&一种为蜡面小人&胸内藏记声器&已将言语存于其内&将小摇柄摇之!!现美英法等国用此

等器不少&日本国近年亦有之'去年上海丰泰洋行有此机器一副&以备购者观看其器'

&

这篇文献与周寿昌的0广州杂叙1均为视听技术对华转移的重要史料'由是可知&无论是摄影技术还是

录音技术&传入中国的时间与其在西方被发明之时几乎相差无几&可以说是技术刚一问世便来到了中

国'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卷入全球化所导致的结果&也见证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科学技

术的全球化迅速转移'

留声机传入中国之后&*丰泰洋行+是其代理商&陈列有样品*以备购者观看其器+&但这只是一次尝

试&并未完全打开中国的市场'几年后的
!%71

年&留声机在中国终于有了颇为稳定的市场规模###英

商谋得利洋行$

Â-<:+;WA#

%在上海为留声机打开了销售市场'

-

8!!

-

!

"

#

$

%

&

张伟
#

西风东渐!晚清民初上海艺文界
#

台北!秀威资讯&

0"!8

!

077#

王韬
#

王韬日记
#

北京!中华书局&

!7%1

!

!70#

王韬
#

王韬日记
#

北京!中华书局&

!7%1

!

!78#

清通鉴-同治朝(光绪朝(宣统朝$

$

%

#

长沙!岳麓书社&

0"""

!

888#

陈兰彬
#

使美记略""上海中山学社
#

近代中国-第十七辑
#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0""1

!

81!#

佚名
#

新创记声器图说""傅兰雅
#

格致汇编
#

南京!凤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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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得利洋行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它在创立之初以销售西方乐器闻名沪

上&尔后又设立戏院&售卖留声机&在天津等地开设分号&被看做是开启中国*摩登时代+的重要推手'谋

得利雇佣谙熟中国民风世情的掌柜&为之宣传作势&称留声机为*唱戏机器+&一时冠绝于沪上'因此&它

所代理的留声机竟不愁销路&该洋行也很快成为十里洋场留声机的第一代理商'

摄影技术与录音技术相继进入中国之后&凭借着在华外侨(新派知识分子与大量市民阶层的推动获

得了巨大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的早期视听文化&并迅速产业化发展'

!7"2

年&摄影技术的*升级版+###

电影技术被引入中国)

!70%

年&录音技术与摄影技术的合体###有声电影在美国出现&两年之后的
!78"

年&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0歌女红牡丹1问世'这部由明星电影公司投资(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的电影&

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经典之作'

任何一种文化产业体系的形成&必须具备技术(市场与文化三要素&缺一不可!

'通过上文叙述可

知&现代视听技术在华转移之后&迅速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形成了早期视听文化'它借助中国现代文化

产业萌芽并发展的大势&在租界开埠(都市兴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浪潮中&与同时代的新兴文化一道&

参与到构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这一大势中&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早期视听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之关系

正如前文所述&在技术(文化与资本的合力作用下&早期视听文化一经在中国形成&便迅速在产业化之

路上驰骋&下文拟结合早期视听文化在华的发展特征&来梳理早期视听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之关系'

首先&从发展轨迹上来看&早期视听文化前承视听技术&后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在视听技术与中国

现代文化产业之间搭建了一座重要的桥梁'

欲形成视听文化&视听技术势必先行'

!7

(

0"

世纪之交&录音技术刚一传入中国&便有人靠售卖留

声机获利&或是将留声机作为吸引顾客注意的*吆喝机+&而摄影技术更是如此&它传入中国后不久&就成

为街头职业摄影师获利之利器&两者共同造就了中国的早期视听文化并将其产业化运营&为日后所形成

的广播(电影乃至电视(互联网等视听文化体系奠定了历史基础'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讨论视听文化如何推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早期视听文化在华形成的

年代&正值晚清的最后
8"

余年&早期市场经济与文化性消费在中国的开埠口岸已有所萌芽&此时的广

州(上海(汉口(北京(南京等地已经出现了有消费能力(观念与意愿的新兴市民阶层&这是视听文化缘何

能够顺势而为&推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发生的重要原因'

视听技术本身有特殊性'它在欧美被发明时&是基于工业革命大时代迫切而又具体的需要$如通

讯(测量与工程领域需要保留(传播图像与声音%&但它传入中国时&中国并无工业革命的土壤&也无对视

听技术的迫切需求&因此只有在文化消费领域另寻发展空间&遂很快形成了产业化的早期视听文化&并

成为促进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技术要素'

现代文化产业的*现代性+因素依次递进有三重&一是技术的现代性&二是内容的现代性&三是生产

关系的现代性"

'陈旭麓曾结合孙中山的*因袭+*规抚+和*创获+的观点&认为现代文化进入中国的总

体路径是*阻力比较小+的科学技术先行&*外国的观念和方法+其次&最后再*吸收和改造$批判继承%的

过程中&渐有自己的创获和发明+

#

'无论是从文化产业理论来看&还是从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规律来

说&*视听技术#早期视听文化#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轨迹显然符合现代文化在华发展的总体路径'

其次&从发展过程与主体上来看&中国早期视听文化开启了*技术#文化+的转化范式&强化了技术

之于文化的积极意义&为日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吸收了更多的参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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晗!早期视听文化!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起源

在古代中国&以技术为生的*匠人+数千年里地位极低&长期与罪犯并列甚至一度直接由罪犯充任'

汉代时*卒(徒(工匠以县官日作公事+

!

&及至明代情况更为糟糕&*造作工艺&以囚人罚充+

"

&这一歧视

既造成了中国传统工匠地位的低下&也使得全社会并不重视技术的价值&更谈不上有什么*技术#文化+

的转化'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文化+是高高在上的经世之道&而*技术$艺%+是屈居末流的雕虫之术&科

学技术在整个古代中国的知识体系里没有占主导地位#

&故而文化的发展向来不给匠人们留下施展才

华的空间$

'在漫长的古代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依赖历史悠久的传统印刷术与造纸术传播&在技术革新

层面极其缓慢&几乎没有*技术#文化+的转化'

但早期视听文化则凸显了技术对于文化的重要影响甚至决定性意义&假若没有摄影(录音技术&那

么根本不可能会有早期视听文化'今日我们反观早期视听文化&或会觉得其表现形式简单粗陋&但对于

长期依靠印刷术(造纸术传播文化的晚清中国人来说&早期视听技术所带来的冲击是颠覆性的&甚至使

他们对于现代技术忽然产生了一种拜物教式的*技术崇拜+&因而早期视听文化得以凭借技术的被认可&

走向产业化发展'咸丰十一年$

!%&!

年%&诗人倪鸿在广州发现有外国人经营影楼&生意极好&*日获洋

钱满一车+

%

&留声机给在华商人们所带来的利润更不可小觑&虽然它甫一开始属于高端消费品&但是有

一些店铺(餐厅购买之后&用于播放音乐&招徕客人&并博得部分达官显贵(大班买办们的青睐&因此留声

机虽然昂贵&但在沪上并不愁销路&甚至*山寨货+开始出现&某些商家不得已在广告中注明!*仕商赐顾&

认明仙孩(双龙(坐狗三牌为记+

&

'

显而易见&早期视听文化从业者的地位比古代中国的*匠人+高许多&他们当中不少人不但身家巨

富&甚至还有了特殊的政治待遇'譬如晚清知名摄影师勋龄曾被慈禧聘为御用摄影师&并特别恩准他可

以不必对慈禧下跪'

&当时许多高级官员实际上都无法享受到这一恩赏&这更是中国历史上*匠人+想都

不敢想的殊荣'因此&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都成了吸引当时许多新式知识分子或手工艺人投

身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动机&而这在无形中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吸收了更多的参与主体'

最后&从对象上来看&早期视听文化激发了民众们的参与热情&改变了民众对于文化的认识&为日后

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打开了市场空间(培育了消费者群体'

文化产业的核心是文化&但古代中国人对于文化的热情并不在于将其认同为消费品&而是作为求得

功名的途径'文化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的主体精神是*苦+

)

&*十年寒窗苦+(*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

读书时+等&即使戏曲演出这种具备消费特征的文化活动&也弘扬*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苦文

化+'长期以来民众对文化趣味的认识相当有限&*苦文化+难以孕育出休闲消费性的文化产业'

在早期视听文化出现之前&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主要受众是在华外侨或归国华侨*

'至于面对中

国受众的文化产业&则仍以传统的戏曲演出为主&只是在经营管理方式上吸纳了西方的经纪人与票房制

度,-.

'但早期视听文化则不然&它运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声(光(电技术&从形式上颠覆了文化特别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传播与消费方式'

譬如&留像于世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极其高贵(庄重的家族宗法仪礼&一般来说只有一个家族的大家

长在特定历史时刻$譬如祝寿或被封官时%才有资格享有&并且要支付给画师一笔不菲的酬劳'因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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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印刷业中尤其明显&当时印书完全依赖刻工雕版印刷&但刻工的名字原则上是不能够出现在书里的&但只有一

种例外!就是明清两代的重要官刻本'刻工的名字在当时会被允许出现在书页的夹层当中&但这并不是为了尊重刻工的劳动&而

是因为明清两朝执行苛刻的言论管制政策&为了防止一旦出现印刷失误$包括有意宣扬官方不允许的言论%&监管机构很方便追

究到刻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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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古代中国人一种较大的荣誉!

'但自照相技术引入中国之后&迅速形成了摄影产业&上自太后公

卿&下至贩夫走卒&只要愿意拿出几块钱&任何人都可以享受留像于世的待遇'与之类似的还有京剧演

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京剧虽然被称为*花部+&但它仍非人人时时可以消费的文化产品&一

般只有达官显贵举办*堂会+时观众才可以一睹生旦净末丑的风采&即使出现了*京班戏园+这样的京剧

产业化演出场所&但名角演出的票价仍非普通阶层可以承受'移植入华的录音技术却打破了这一局

面###最先灌制唱片的恰是京剧名角&这使得他们的演出不再变得稀罕且不可复制&并且借助新兴技术

迅速走向更为广阔的大众市场'综上所述&早期视听文化将原本居于庙堂之上的文化世俗化(大众化&

将之前属于有钱(有闲阶层专享的文化平民化&这大大激发了民众对于文化产业的参与热情并改变了他

们对文化的认识&从而催生出了现代大众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曾以*文化产业的基础是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的框架是现代科学技术+

"这一论断

批判文化产业对*纯艺术+的戕害&但这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化产业得以发展的前提!必须要以由现代

科学技术推动而形成的大众文化为基础'这一点在早期视听文化的产业化进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曾

经只属于精英(庙堂的文化&借助晚清视听技术的在华传播与推动走向了民间&形成了早期视听文化&并

且成为市场上任何人可以消费的文化产品'因此&早期视听文化通过对大众文化的建构&为日后中国的

现代文化产业打开了市场空间(培育了消费者群体'

三(结
!

语

不言而喻&早期视听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关系密切&而且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形成(发展打

下了坚实的历史基础&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起源'下面拟从早期视听文化的两方面特征入

手&阐述它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重要起源的启示与意义&以作为本文之结论'

一方面&早期视听文化是较早萌芽出现但技术性最强的中国现代文化门类之一&它一经出现&就在

产业化的层面上迅速获得了较大进展&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并证明了文化科技融合在中

国现代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示范意义'

早期视听文化的形成依赖于视听技术的在华传播&而视听技术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是人类

的电学(光学与声学理论及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结晶&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若干起源中&早

期视听文化可谓是*文化科技融合+的示范者'

*文化科技融合+是当下学界(业界就文化产业发展内涵上所形成的共识&也被认为是文化产业体系

的重要内核'但文化科技融合在中国之滥觞&当推早期视听文化'因为文化与科技分别构成了中国早

期视听文化的两翼&使其既具备文化属性&亦具备科技属性&是*文化科技融合+在现代中国最好的反映'

从文化科技融合这个角度来看&早期视听文化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重要起源是名副其实的&

它让普罗大众特别是文化活动的参与者认识到了现代科学技术之于文化的重要意义&颠覆了中国人长

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化观念&使更多的人能够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直观展现从而认识(接触到文化产

业&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乃至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因此&早期视听文化的产业化有力地证明了文

化(科技与资本三者在全球化时代下不可分割(相互融合的密切关系'

另一方面&中国早期视听文化与世界同步&不但在出现时间上处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而且在引进

世界先进视听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世界先进的视听艺术内容与文化产业经营方式'在中国现代文化

产业诸门类中&早期视听文化是较早率先产业化的&因此发展现代文化产业&则势必要重视视听文化的

作用与地位'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尚未被卷入全球化时代&虽然当时已经有了来华传教士们的传教

-

&!!

-

!

"

余新忠
#

中国家庭史!第
$

卷
#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0""1

!

0$#

SZIIEFXP4MXF#G.;T:9)*Q-:<X(.AA?

!

Z</P+/<A:

H

&

G.;A:+;/

&

9)KLA?+<+(9?X+

R

)+Q+(9)(;#W9JC:+K

R

;

&

9̂//9(.-/;<</

!

G.; 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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晗!早期视听文化!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起源

活动与广州的*十三行+对外贸易&但当时西方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仍未对中国产生大的影响'第一次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强行(被动地卷入全球化浪潮当中&彼时中国属于全世界的生产市场&只有义务而无

权利&被称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尽管如此&西方科学技术与生产方式仍通过资本(人口与信息的流

动来到中国###这实际上与世界其他被殖民的地区是同步的'正如前文所述&摄影(录音技术在传入中

国的同时&也传入到埃及(交趾(支那$今老挝(柬埔寨(越南%与南美等其他被殖民地区&但因中国人口众

多(租界繁盛&与其他被殖民地区相比&视听技术在中国发展也最快&所形成的视听文化规模也最大'

中国早期视听文化不但起步早&而且后劲足'电影技术进入中国之后&视听文化的发展更是一日千

里&及至
!78"

年代&在以洪深为代表的电影先驱者的推动下&好莱坞电影曾同步传入中国&不但在上海(

广州等地拥有较高的票房&而且从内容到形式都对中国电影产业产生了深远影响)除此之外&当时中国

民营商业广播电台的发展速度也在亚洲领先&上海一地所拥有的民营电台数量并不逊色于同时代的纽

约(伦敦&其种类(内容与放送技术亦居于世界前列!

'及至今日&中国的视听文化及其产业仍在世界上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恰拜中国早期视听文化所打下的基础所赐'

今日中国的文化产业&尽管门类齐全(体系完备&但视听文化仍占据重要的份额'以高速互联网技

术(虚拟现实技术(个人通讯终端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等等为代表的先进技术赋予了视听文化新的内

涵&它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依赖反映了文化产业的基本特质'要发展文化产业&必然要重视视听文化的

地位与作用'当今视听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一言以蔽之&因为视听技术的传入&使得萌芽于晚清的早期视听文化与世界同步发展'更关键在于&

早期视听文化深刻地反映了文化科技融合之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不可或缺的意义'因此&作为中国现代

文化产业的重要起源的早期视听文化&不但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还赋予了当下更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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