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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

其二
,

在近现代史上
,

精英文化的变化最为剧烈
,

其间完成了从士大夫文化向现代知识分子

文化的转换
,

五四运动就是这一转换的社会仪式
;
市民文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

民间文化一如

既往地在桑间蹼上和禾场祠堂流传
。

精英文化勉力维持着从士大夫手上继承下来的文化霸权
。

其三
,

在当代
,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运动根本改变了文化三分的局面
。

三分的群体文化被

改造为一体的全 民文化
。

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削弱群体之间的差异
,

建立普遍的
“

同志
”

关系
;

另一方面肃清思想文化上的异 己 (所谓封建主义
、

资本主义的毒素 )
,

通过接二连三的运动
、

无

休无止的会议
,

加上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占领舞台
,

使全体人民在所有公共场所拥有共同的

文化
。

文化的群体差异只停留在灵魂深处
。

事实上
, “

灵魂深处闹革命
”
并不成功

,

推进文化一

体化的文化大革命一经否定
,

旧有的格局又逐渐恢复起来了
。

于是
,

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进入

了我们 目前面对的第四个阶段
。

一体的全民文化是以全民相当程度的同质性为前提的
,

又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
,

近十多

年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分化自然使中国文化又回到了三分的格局
。

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发展

资源主要是社会主义革命前的文化遗产
,

其牛长机制侧重于恢复
;
大众文化也借重早先的市民

文化
,

但是
,

它的勃勃生机在于与国外文化和先进科技的接轨
,

其生长机制侧重于移植
。

在八十

年代和九十年代之交
,

三分格局 出现了新的变化
:

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
,

先是精英

文化的主导地位被动摇
,

大众文化与之分庭抗礼
,

并旋即跃居优势地位
。

这种变化的意义是极

其深远的
。

文化领域出现了多个主导力量
,

不同的文化群体拥有不同的价值尺度和追求目标
,

它们通过互动 (争夺国民 )在公共领域重新分配话语权力从而在社会生活中重新确定各自的位

置的过程愈加复杂
。

文化领域也因此变得愈加热闹
。

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知识分子创造
、

传播
、

分享的文化
。 “

精英
”

是指社会为

其设置专门职业或特殊身份的人文知识分子
,

这里的文化也就限于他们的职业活动及其成果
。

文化有三大部分
,

即作为社会群体的世界观
、

信仰
、

伦理道德
、

审美意识
、

历史记忆等构成的人

文生态
,

作为人际沟通和群体认同的象征符号系统以及在特定时期形成的社会心态和氛围
,

作

为信息和知识等构成的科学技术
。

精英文化属于第一部分而直接牵涉第二部分
,

与第三部分相

对分开
。

精英文化并不等于知识分子阶层的文化
。

精英文化在精神上与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一脉相承
,

承担着社会教化使命
,

发挥着价值范导

功能
,

它得 以如此的前提是在全社会确立一种普遍的信念
:

真理和道义尽在其中
。

传统社会的

士人居
“
四民之首

” ,

是经典和正统的解释者和传播者
,

从担当塾师到侍读侍讲
,

为百姓师
,

为帝

王师
;
不仅用

“

道统
”

控驭
“

政统
” ,

而且直接参与政权
,

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
,

胸怀
“

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
”

的抱负
,

所谓
“
居庙堂之高

,

则忧其 民
,
处江湖之远

,

则忧其君
” ,

在仕途上追求出将入

相
。

十九世纪末
,

士大夫文化的社会权威趋于全面崩溃
,

现代知识分子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阶

层
,

致力于传播
、

创造新文化
,

五四运动成为这一新文化的诞生仪式
。

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至此

从士大夫文化转为知识分子文化
,

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精英文化
。

知识分子全面继承了士大夫的

社会角色和身份
,

负责向全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
,

享有解释历史
、

评议现实的职业特权
,

参与

对于意识形态的注解和宣传
,

向民众灌输社会理想
。

国家
、

政党或抽象而言的社会通过他们垄

断传播媒介
,

确立价值尺度和审美趣味的标准
。

总之
,

他们处于文化舞台的中心
。

近些年的社会变化对精英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

以精英文化为民族文化代表的人士痛

心疾首地警告
:

我们离
“

文化沙漠
”
已为期不远 ! 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之下

,

八十年代以来精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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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繁荣景象正在 一天天衰褪消失
。

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像魔法一样使得 几十年形成的支撑

精英文化的体制处于土崩瓦解状态
:

严肃的交响乐被轻音乐和摇滚乐所替代
;国家一流的芭蕾

舞剧院和歌剧院亏损严重甚至连生存都难以为继
;

艺术故事片的拷贝发行不出去
,

已经创下零

拷贝的记录
,

电影厂不得不入时随俗赶时髦
;

学术著作和纯文学作品的征订数字使此类书籍难

以出版
, “
出版难

”
已是知识分子公认的事实

。

文化热点已全面转移
:

打开电视
,

收视率最高的往

往都是些通俗的轻喜剧和娱乐片
; 大街小巷充斥着灯红酒绿的歌厅舞厅

; 举国 上下都在玩唱
“

卡拉 O K
” 。

可以说
,

精英文化陷入 了根本危机

八十年代末期以 来
,

精英文化 自身的品质和社会声望可谓一落千丈
。

有学者指出
,

精英文

化大部分 已滑 向商品化
、

平面化和无主体化
.

由此已造成精英文化的思想贫血和精神萎缩
,

以

及整体素质和水平的大幅度下降
。 ②我们很难说

,

这就是低谷
。

精英文化急剧
“

沉沦
” 、

蜕变的种

种表现大致可以概括为下述五个方面
。

其 一
,

在学术文化方面
,

一方面是学术著作难以 出版
,

另一方面是粗制滥造的东西充斥书

J占和书摊
,

其结果是学术文化质量的大幅度跌落
。

有人甚至认为人文学术 内在的生命力已经枯

竭
。

其铁证是长期以来人文学术界一直提不出真正的间题
。

学术界经常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
:

问题在大陆
,

提问在海外
;现象在大陆

,

解释在海外
。

其实
,

海外传来的问题也好
,

解释也好
,

总

的来说与中国的现实还是很隔膜
。

这些年知识界爆炒过多少
“
主义

”
和

“ `

后
’

主义
” ,

像玩走马灯

似的
。

它们大多是纸上谈兵
,

隔靴搔痒
,

自然也就成 r 过眼云烟
。

一些实际上肤浅平庸甚至明

显不通的东西
,

只要是
“
舶来品

” ,

就会有人捧场
、

根本显不出中国学者的独立精神
。

我们连问题

都需要从外面输 入
,

可见我们的思想是何等的贫乏
,

我们的研究是何等的不着边际 ! 学术研究

不能发现问题
、

解决问题
,

就不可能获得期盼的社会地位
。

其二
,

在政治文化方面
,

知识分子未能就建设公民文化做持久的努力
,

政治态度忽冷忽热
,

摇摆不定
,

一直没有新的建树
。

在八十年代
,

知识分子从强调精英意识开始觉悟到 自己的独立

性
,

高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民主与科学
,

积极从事文化启蒙
,

不遗余力地清算文化大

革命的遗毒
,

有力地巩固了追求现代化的思想路线
。

精英文化以切实的社会功能使 自己居于社

会的中心位置
,

牵动着民众的情绪
,

在思想上发挥着带头作用
。

那种举国一心奔
“
四化

”

的大好

形势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建设是分不开的
。

在九十年代
,

知识分子对政治文化普遍冷漠
,

疏

离
,

对现实中的重大问题
,

或有意回避
,

或冷眼旁观
,

缺乏应有的关怀
。

这不是现代社会中的知

识分子应有的政治情怀
。

这显然有损于国家现代化所必需的政治凝聚 力
。

知识分子远离政治

文化
,

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意味着 自动放弃精英文化的中心地位
。

第三
,

在哲理文化方面
,

功利化和实用性要求淡化了哲学应有的形而上品格
。

有学者指出
,

由于人文精神意识的逐渐淡薄乃至消失
,

使得智慧与真理的追求失去了内在的支撑和动 力
,

使

得终极关怀远不如现金关怀那么激动人心
。

社会
_ _

匕流行的是
“

性而上
”
和

“

星而上
” 。

哲学的形

而上品格主要体现在对人的命运
、

人的存在方式的终极关怀与思考
。

在社会和文化的急速变动

中
,

原有的社会关系被打乱
,

在生活与存在中原先较为确定的位置动摇
、

变迁
,

随之出现的恐惧

感
、

压抑感
、

危机感
、

失落感
、

空虚感
,

当代哲理文化理应以此作为课题
,

却因为实用化倾向
,

明

显纠缠于实际生活领域的应用
,

而忽视了对人的终极性关怀
。

精神贫乏和思想混乱 已成为一种

时代病在全社会蔓延
。

五花八门的宗教和 民间信仰趁虚而入
,

大有回归明清之势
,

真使人有
“

今

夕何夕
”
之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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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
,

在伦理文化方面
,

原先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体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被连根动摇
,

新

的有效的道德价值观念与体系尚未形成
,

知识分子除了感叹世风 日下之外无所作为
。

即使是在

这样一种伦理观念混乱
,

道德失范的状况下
,

竭力推进伦理文化建设的也只是少数知识分子
,

更何况响应者寥寥
,

终究难成气候
。

如今知识分子的言论已经丧失八十年代的那种号召力和感

染力
,

靠他们重建中国伦理文化大概是下个世纪的事了
。

有些重大间题也不是伦理本身能解决

的
,

例如无孔不入的腐败现象
,

根子还在制度
。

其五
,

在审美文化方面
,

精英文化对永恒持久的审美卓越性的追求一再受挫
,

在文艺界是

庸俗作风和消费意识甚嚣尘上
。

美学理论的日益泛化
、

实用化
、

生活化已经淹没了精英文化固

有的艺术精神和审美趣味
。

艺术文化的一部分 由通俗化转为媚俗化或庸俗化
,

艺术欣赏转向纯

粹的娱乐与消遣
,

等而下之的则追求感官的刺激与满足
。

不是审美
,

而是审美以外的商业价值

成为艺术的最高标准
;不是精英内部

,

而是市场或大众成为艺术的评判人
。

高雅的文学艺术 由

自律转为他律
,

它们保持自身特性 (纯洁性 )的自由度就非常狭小了
。

导致精英文化的中心地位危机的一个重要 因素是近几年变得不可一世的大众文化
。

大众

文化 ( m a ss c ul t盯 e )又被称为通俗文化
、

俗文化
、

流行文化
、

市民文化
,

还被一些人贬称为平庸

文化
、

快餐文化
。

杭之界定说
,

大众文化指
“
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

,

是

大众消费社会中透过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等大众传播所承载
、

传递的文化产品
,

这是一种合成

的
、

加工的文化产品
,

其明显的特征是它主要是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
,

因而它有着标准化

和拟个性化的特色
” 。 ③大众文化的社会凭借是商业霸权的建立和以都市为中心的消费社会的

出现
、

大众传媒 (如电影
、

电视
、

电台
、

报纸
、

杂志等 )的发达
。

大众文化的特性可以概括为
:

通俗

的 (为广大群 众设计的 )
、

短暂的 (短时间解答的 )
、

可消费的 ( 容易忘记的 )
、

年轻的 (面向青年

的 )
、

机智诙谐的
、

诡秘狡诈的
、

性感的
、

有刺激性和 冒险性的
。

这些特性与其社会凭借相结合
,

大众文化对消费者来说是便宜的
、

便捷的即少花钱不费神的文化享受
,

对制作者来说是大批生

产的大生意
。

因此
,

大众文化能够吸引大量的投资和大量的顾客
,

成为一种潜力无限
、

前途无量

的产业
。

民众和金钱
,

现代社会最强大的两种力量
,

在此喜结良缘
。

其中无疑包含着
“

试看天下

谁能敌
”

的潜台词
。

大众文化就这样借助商业霸权和社会多数建立 自己的文化霸权
。

大众文化在本世纪的发展经历了从支流到合流再到主流的过程
。

在前半个世纪
,

大众文化

的形成主要靠沿袭市民文学
、

发挥民间文化
、

移入外来通俗文艺和娱乐形式
,

吸收了许 多知识

分子
,

并在一些时期得到 了精英文化的肯定和支持
。

新文化运动对平民文学的肯定
,

四十年代

全国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化的讨论
、

解放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形成的路线都促使精英人物怀着

高尚的 目标帮助发展大众文化
。

大众文化是精英文化乐于接纳
、

善意扶植的支流
。

在后半个世

纪的前半段时期
,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设定的渠道内合流了
。

文化是为工

农兵服务的
,

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
,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分歧当然就不存在了
。

这段时

期结束后的开放政策使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又分道扬镰
,

此时国 内外的社会条件都对大众文

化的发展更有利
。

境外大众文化 (港台
、

美国
、

日本 )的实力已经相当雄厚
,

它们随着国内传播媒

介的快速普及像洪水一样汹涌而来
。

国内热衷于仿制的人趋之若鹜
,

很快就学会制造流行和时

髦了
。

在这一期间
,

大众文化的引进和发展一直受到精英文化品头论足式的批判
,

大众文化的

制作人对精英人物的意见多有顾忌
。

等到进入九十年代
,

恰逢精英文化一撅不振
,

大众文化趁

虚而入
,

顺利地占据了主流文化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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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

大众文化开始堂而皇之地确立社会声望了
。

我们看到的表现之一是个中人自信他们

的作为是顺应时代的事业
。

《废都 》的作者贾平凹毅然从精英文化的队伍里反叛出去
,

颇能说明

大众文化在其心中的地位
。

《中国工商时报 》 ( 1 9 9 4 年 8 月 27 日 )采访据说 已发行近百万册的

长篇小说《骚土 》和《畸人 》的作者老村
,

他说
,

畅销书是作家与商品生产的一个最有效的融通
,

因此畅销书可简单概括为制作之书
。

中国大陆进入九十年代以来
,

文化上的制作时代也已跟着

来临
。

工业社会需要消闲与娱乐
。

当作家再也不是社会某种集团力量的代言人时
,

就变成社会

的故事讲述人
。

影视界已成功地走在前面
,

文学界理当后起直追
。

表现之二是大众文化已经深

入人心
。 “
卡拉 O K

”
空前普及

, “
JJ

”
之类 的迪士科舞厅十分兴隆

,

玩得练达
、

地道的人无计其

数
。

1 9 9 5年驰名世界流行乐坛的老牌劲旅瑞典人一洛克塞特演唱组在首都体育馆演出
,

近三

分之一的人大声跟唱
,

情景壮观
。

他们在欧美也不会有更好的知音
。

表现之三是从事大众文化

的
“

大腕
” 、

明星
、

名家获得很高的荣誉
。

对各种
“
星

”

的仰慕或爱恋 已成世风
,

自不待言
。

近来精

英文化的首席代表王蒙也开始肯定稳坐大众文化第一交椅的王朔 ( 见 《东方 》 1 9 9 5
.

3 “

话说王

蒙
”

)
,

这是否标志着精英文化界尝试与大众文化界分享社会荣誉了 ? 王朔对此大概只是一笑
,

但是
,

它却是大众文化近些年的辉煌实绩 的一个标志
。

现在可以说
,

谁能制造流行
,

谁就能收获

金钱和荣誉
。

民间文化是一定群体内自发流传并习以为常的价值观
、

行为方式和精神文化产品
,

它有下

述属性
:

不记名
,

非职业的
,

也就没有谁能从中博取金钱和名誉
;
与特定情境相联系

,

不包含情

境外的功能
,

就是为情境中的人及其活动的
;
其中的一些部分

,

尤其是风俗习惯
、

象征符号
,

是

悠久的传统
。

民间文化又被称为民俗文化 (都是指 fo lk 。 ul t盯 e)
、

乡土文化 (在中国
,

它是在乡

土社会定型的 )
、

口承文化 (因为它主要是通过口头语言和人际交往传播的 )
。

民间文化虽然也

有新内容不断产生
,

但是
,

它在总体上是历史的产物
,

所以它在丛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

过程中始终是被改造的对象
。

民间文化在现代社会是受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左右的
。

它们对民间文化的态度是双重的
,

一面是吸收 民间文化以丰富自己
,

一面是批评
、

冲击乃至消灭民间文化以扩充 自己的势力范

围
。

五四新文化运动肯定活生生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间文化以反对
“
僵死的贵族文学

” 、 “
到

民间去
”

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 口号
。

精英文化在这场运动中成为主导文化之后
,

越来越多地批

判民间文化中迷信
、

丑陋的东西
。

三十年代全国流行的
“
民众教育运动

”

体现了知识分子改造民

间文化的时代使命
。

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艺和五十年代的红旗歌谣是吸收
、

利用民间文化的
,

但是
,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六十年代开始又转而全面取缔 民间文化
。

民间文化从七十年末意识

形态松梆后开始潜滋暗长
,

在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解体后进入全面恢复时期
。

外界又待之以双

重的态度
:

不断有严肃艺术家在民俗中挖掘民族深层的东西
,

音乐人也利用 民间音乐制造地方

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流行音乐
,

红火过的
“
西北风

” 、

《纤夫的爱 》都是类似的例子
;
外界同时又用

“

迷信
” 、 “

落后
” 、 “
愚昧

” 、 “

封建思想
”

等极端鄙视的字眼攻击民间文化
。

民间文化本是农民恢

复起来自己享用的
,

现在学术界觅待弄清楚的是农民 自己如何评价它们
。

民间文化的恢复由于不可能通过现代传媒进行广泛的交流
,

其内容和程度因人因地而异
,

可谓五花八门
。

实际上
,

民间文化是活的文化
,

经过较长时期的销声匿迹之后
,

农民不可能沿用

旧方式系统地恢复起来
。

广大农村主要依靠
`

自发的努力恢复旧时代的文化来填补文化空白
,

这

是 民族莫大的悲哀 ! 农民本来就难以适应时代的变化
,

现在却被迫在精神文化上回归过去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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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造成的文化矛盾将长期制约农村地区的现代化
。

农村文化的危机无疑是最为深重的
。

改造

民间文化以建设新型的农村文化
,

应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战略中最基本
、

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

三大群体文化在本世纪都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翻天覆地的变化
,

目前还处于位置大

调整的震动之中
。

这种震荡主要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位移
。

由于思想观念的自由花和 民

主化
,

文化制作和传播过程的商业化和市场化
,

占据公共领域中心的文化不再是精英们教化大

众或 自我表现的工具
,

而只是文化大众消遣娱乐的精神商品
。

民间文化则一如既往地处于社会

的边缘和时代前沿的反面
。

民间文化的问题是最严重的
,

其主体所遭受的文化冲击也是最剧烈

的
,

可是
,

他们先天的不足使间题无法成为公共领域的热点 (像逻辑上所应该的那样 )
。

精英文

化的位移毕竟直接影响的是知识分子
,

自然成为他们不断讨论的热点
。

当精英文化的中心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
,

精英群体相当激动
,

利用自己所控制的舆论对流

行文化大加挞伐
。

可是
,

当中心地位无可挽回地失去的时候
,

精英群体反而冷静下来了
。

近年

来
,

许多学者著文肯定变化的历史合理性
。

有人说
,

今日知识分子之边缘化
,

是幸事而非灾难
。

这个胜利的条件是
: “

主流社会 已进入技术官僚体制
,

因此知识分子不必也不可能拥有传统社

会的士大夫政治权力
;主流社会 已进入社会意识形态淡化时期

,

知识分子不必也不能再扮演革

命家或社会精神领袖
;
主流社会已进入经济自动运转的体制

,

因此不需要知识分子来做齿轮或

螺丝钉
,

或歌颂物质生产
。

知识分子个人的雄心
,

应是在文化批判的深度下功夫
,

在同行圈中比

能力争短长
” 。

④有人说
,

过去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精英的中心地位是以御用化为代价而取得

的
,

中囱人文知识分子的出路是走向独立
,

而不是重返中心
。 ⑤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

精英文化的失落并不完全等于全部知识分子的失落
。

人文知识精英依

靠政权用意识形态主导社会的时代结束了
,

但是
,

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并没有动摇
。

科学技术

专家仍是受尊敬的权威
,

社会科学家也在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
,

对社会和经济的实际

运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总的来看
,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已经变得没有那么尖锐了
。

两者其实都是 出自知识

分子的文化
,

只不过前者是 自律的 (依据知识分子圈内的审美标准评判 )
,

注重经典意识导引下

的独创性和首创性
; 后者是他律的 (依据普通人的接受性来评判

,

因为作品本来就是为知识分

子 圈外的社会多数制作的 ), 注重商业价值的实现
。

如前所述
,

这种变化是商业社会的必然结

果
,

同时
,

与作为社会分层的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分化也是一致的
。

社会多元化自然造成文化多

元化
。

群体文化分化的症结或病疾并不在此
,

而在于农村民间文化的出路
,

在于农村
、

农民
、

农

业的现代化的文化依托
。

到 目前为止
,

这方面的问题极为严重
,

反而没有受到媒介的重视
。

这

种学术上的不公正巫待我们努力弥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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