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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媒体(Media)是人类表达向远方的延伸和向后世的流传。现代社会,媒体不仅是人们了解外界的重要中介,更是

连接人们与其他社会机构的主要通道。无处不在的媒体对社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巨大影响,然而媒体也成为资本

主义商品化的手段(广告无处不在),甚至本身也成为一种商品(各种娱乐节目、影视剧和网络小说等的泛滥)。技术既

带来了社交的便利,也成功使企业通过提高用户“粘性”来获利,从而将用户以及由用户所生成的内容(UGC)转变成商

品。媒介商品化和娱乐化甚至侵蚀到家庭,使得亲子关系也面临重重困难和挑战。对电子媒介的过度使用和依赖,使

家庭成员间缺少交流,儿童更容易封闭内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此时基于倾听、理解和爱的教育,基于恩典的互动

和引领显得如此重要,这是应对媒介商品化这样的现代性弊端的最为重要和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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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媒体(media)不仅是帮助人们了解外界的重要中介,更是连接人们与其他社会机构的主要通道。无处

不在的媒体(大众传播媒介、社交媒介等)对社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巨大影响。正如传播学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

(LawrenceGrossberg)所说:“媒体就是经济、历史、社会权力关系、认同形式、意义、现代经验的一部分,每一个面向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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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地形塑和定义。”〔1〕史蒂文森也认为:“许多现代文化是依凭大众传播媒介来传达的……这己深刻地改变了现象学意

义上的现代生活经验,以及社会权力的网络系统。”〔2〕媒体有能力以某些方式再现世界,“由于这个世界的意义可以通

过那么多种不同或对立的方式来建构,所以,表现什么及表现谁是很重要的,如何再现事情、人物、时间和人际关系也很

重要。”〔3〕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对个人或社会进行影响、操纵和支配的力量;媒体还具有事件得以

发生和影响事件怎样发生、界定问题以及对问题提供解释与阐述,由此形成或塑造公共意见的种种能力。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商品化的揭示

传播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媒体政治经济学”或“文化政治经济学”,是传播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的流

派。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基础上研究传播

媒体对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着重分析传播体制的经济结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过程,从而揭

示传播与文化工业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通过资本实现的传播与文化活动对社会过程的影响。〔4〕通过

对传播的所有权、生产、流通和受众消费等层面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试图展示传播的社会权力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思考传播的商品形式时往往以媒介的内容为起点。具体而言,他们认为传播的商品化

涉及了讯息如何被转化为可在市场上售卖的商品(Mosco:1996,2009)。〔5〕作为“商品”的“文本”,其意义

制造的意识形态作用在生产过程中被整合了。其次,受众商品这种观点扩展了媒介商品化空间。具体而

言,即达拉斯·斯迈思(DallasSmyth)于1977年首先提出的受众商品理论:媒介公司(如报社、广播电台、
电视台等)不仅生产内容,而且生产受众;媒介、受众和广告商连接在一种有约束力的、三位一体的相互关

系中;受众(消费者)的劳动(注意力)就是大众媒介的主要产品。〔6〕

面对商品化带来的弊端,尤其是商品化的道德危机方面,也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考察的范畴。通过

回归劳动的本质,传播研究中所涉及的一些更深层的道德哲学问题被揭示出来。传播媒介(背后是人

类的表达)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独特资源和能力退化为在商品市场上“自由交换”的生产要素,会对人

类社会、日常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带来的怎样的影响?

互联网时代,以社交媒介(SocialMedia)为代表的新媒体,其商品化属性有所变化吗? 针对新技

术所带来的用户生产内容(UserGeneratedContent,UGC)这一有别于大众传播媒介时期的新的信息

生产模式,台湾的冯建三教授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电脑、互联网与手机等新技术条件所复苏、扩大

或催生的参与、合作与分享的生产模式,固然蓬勃进行;惟有这种无偿、志愿与非志愿的劳动,究竟是

一种偏向让人生产培力(empowering)经验的参与之旅,还是滑向资本增殖的航道,从而遭到资本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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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itation)的成分会浓厚些?”。〔7〕同样,帕特森在《失败者生成的内容:从参与到剥夺》一文中也

指出,新型的互联网技术(即web2.0技术),是一种基于关系的技术,它通过与日常生活的情感体验

(欲望和愉悦感等)相连接,在提供用户参与、分享的工具的同时,也为现代基于网络的新型资本主义

企业提供了可乘之机,通过利用人们创造的免费内容来获利。他通过案例说明一些社交网站(SNS)
是如何转换为企业牟利的平台的。技术既带来了社交的便利,也成功使企业通过提高用户“粘性”来
获利,从而将用户以及由用户所生成的内容(UGC)转变成商品。〔8〕人类传播实践的商品化过程,在
新媒体时代一如既往的延续着。

二、电子媒体视觉化、碎片化阅读———“娱乐至死”

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2001)提出的因生产过剩、产品过于丰盈而不得不走向以消费为主要动

力和目标的社会阶段,“消费社会”的典型特征是物品在电子媒介的编码下具有了符号的意义,“在符号的

世界里,现实被缺席,中心被消解,意义被架空”。〔9〕鲍氏认为,消费社会将人的文化身份纳入符号选择

和影像甄陶之中,商品权力话语消解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壁垒并与通俗文化合谋,轻而易举的

通过大众传媒侵入到当代文化的神经,将大众文化模式设定为当下社会文化的普遍原则。
与此同时,每一种新媒体的出现都诞生了与之相应的媒体文化。麦克卢汉(HerbertMarshall

McLuhan)认为“媒介即讯息”(mediaismassage),他指出:“传播中最本质的事情不是表述,而是媒介

自身。”〔10〕他认为媒介的意义不仅在于传播什么,更在于它本身是什么,它给人类带来了什么。“任何

媒介或技术的‘讯息',是由它引入到的人间事务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电子媒体时代,一
种全新的媒介环境被创造出来,使人们置身于新的环境,实际上置身于新文化之中。举例来说,手持

式电子设备的出现使得微小说、微电影等新的大众文化形态出现;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包括手机阅

读在内的屏幕阅读成为人们主要的阅读方式。〔11〕 浸淫于以手机屏幕为首的各种电子屏幕带来的碎

片化阅读情境中,“瞬间、碎片和琐细的过程和细节解构了总体的叙事结构,从而让碎片化、日常化、即
时化的当下询唤着真实的生活。”〔12〕电子媒体也带来了信息的视觉化和娱乐化。另一位研究媒介环

境和媒介的社会影响的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NailPostman)以媒介即隐喻和媒介即认识论为基础,
深入分析了媒介娱乐化的现象,并对电子媒介(电视)对人的“异化”表示深深的忧虑。他在《娱乐致

死》一书中指出:“……这是(指美国)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
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3〕波兹曼针对电视提出的观

点,在新媒体时代同样适用。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广告和各种“秀”(在私人领域则是各种“晒”)告诉

我们,娱乐化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并且侵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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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品化的电子媒体———“罪”的一面

面对商品化、视觉化、娱乐化、碎片化的媒介信息,青年人的内心世界视觉化为新媒体能够即时传

播、互动共享、娱乐至上的图像符号。情绪和欲望是独立思考的天然敌人。受制于商品化和工具理性

逻辑的娱乐产业和新闻产业同时败坏了民主、社区以及受众的鉴别力。在这样的环境中,以技术理性

为代表的工具理性日益增长,然而同时,现代青年人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也与日俱增。即便是每日沉

浸于社交媒体,也不能减少这种孤独感。研究显示,从六、七年前我们拥有智能手机以来,住在同一屋

檐下的感觉孤独或被孤立的人增加了许多。这种情形可以用一句谚语来描述,即“相识满天下,知心

无一人”。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犹太人哲学家、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在

其著作《对自由的恐惧》(TheFeerofFreedom)一书中,提到《圣经》中有关人类被逐出天堂的神话,他
指出这一情节详细的说明了人与自由之间的基本关系(Fromm:1960)。“人类历史的开端与一项选择

行为同时发生……站在人的观点上看,这却是人类自由的开端。人违抗上帝的命令意味着他自己摆

脱了强制,由无意识的人类史前生活上升到人的地位。”〔14〕这第一次的自由行为,在弗洛姆看来,“也
是第一次人的行为……它作为一种不服从行为则是理性的开端。”然而,人类不得不承担这第一次“理
性”行为的后果:人与上帝、自然、乃至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原始关系破裂。首次自由行动的后果是:“他
(人)是孤单的、自由的,但又是无能为力、惊恐不安的”。〔15〕在这里,持有辩证观点的弗洛姆和法兰克

福学派另一代表人物阿多诺(T.W.Adorno)一样,对人的非理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批判。笔者同样

认为,这个“理性的开端”是受了蛇(撒旦)的引诱后的行动,因而也预示了人类“罪”的开端。〔16〕 启蒙

运动以来,人的理智和个体意识获得了极大的成长,人类的理性力量被无限放大了,科学技术带来的

“去魅”使人难以认识到人类非理性的一面,似乎人类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科技中找到解决方案。然

而,恐惧、欲望还在人类潜意识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从而支配者人类行动,核技术被用来制造原子弹就

是一个例子。
伴随各种酷炫的媒介技术而来的技术理性中有“罪”的一面。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带来了“信息冗

余”,而以智能手机为首的智能化电子手持终端,也给我们带来“自己是世界中心”的错觉,使我们沉浸

其中无法自拔。以技术理性为代表的工具理性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则是价值理性的消减。媒体商品

化和娱乐化甚至侵蚀到家庭,使得亲子关系也面临重重困难和挑战。人与人的交流更多的借助媒介,
家庭成员间亦如此。美国哈佛医学院临床和发展心理学家阿黛尔博士(CatherineSteinerAdair)数年

来一直研究数字技术对孩子和家庭的影响。在她的《最大分歧:在数字时代保护孩子童年与家庭关

系》一书中,阿黛尔提出数字时代给家庭带来的危机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她访谈了来自美国各地的

1000多名儿童,旨在揭晓一个包括父母在内的所有人都无时无刻不沉迷于数字技术的家庭对孩子的

成长所造成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心理依赖(电子游戏具有强大的神经兴奋作用)、丧失同理心和周

遭感(倾听、观察周围环境的能力降低)等等,后者恰是建立社会情感能力的关键。〔17〕

23

〔14〕

〔15〕

〔16〕

〔17〕

艾里希·弗罗姆E.Fromm,《对自由的恐惧》Duiziyoudekongju[THEFEEROFFREEDOM],许合平XuHeping,朱士群

ZhuShiqun译,(北京Beijing:国际文化出版公司Guojiwenhuachubangongsi[InternationalCulturePublishingCo.,]1988),23.
同上书Ibid.,第24页.
圣经旧约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后,并未分别出善恶,反而发现自己赤身裸体感到害羞,并害怕和

躲避耶和华,由此人和上帝的最初的和谐关系被打破。(创世纪第三章).
CatherineSteiner-Adair,TheBigDisconnect:ProtectingChildhoodandFamilyRelationshipsintheDigitalAge,New

York:HarperPaperbacks.Reprintedition,2014.



媒体商品化对家庭亲子关系的影响及恩典教育的解决之道

如果尚未建立良好的关系(人际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商品化的电子媒介的介入,将使这

一过程变得越发的困难,因为它让我们很轻易地被分散了注意力。对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使青少年

更早、也更容易地封闭自己的内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这是现代社会中我们需要时时警惕的。

四、恩典教育的解决之道

面对日益增长的工具理性和人类日益增加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弗洛姆提出了解决方案:爱和工

作。〔18〕通过自发性的爱与生产性(或创造性)的工作将他和自然、和社会并和他自己在更高层次上重

新联结。爱意味着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做出积极的贡献,这是幸福的最大源泉。爱也构成重要的人

类美德:怜悯、同情、善良、慷慨、服务、忠诚、爱国(爱一个国家的高尚事物)、以及宽恕。而勤奋工作也

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美德,其间包含了亚里士多德所称的具备主体意识和创造性的“智慧性行动”
(intelligentaction)———即人类劳动,也包含了进取心、勤勉、设定目标和随机应变。〔19〕

几乎所有哲学、文化以及宗教传统肯定这些美德:智慧、公正、坚忍不拔、自我控制、爱、积极的态

度、勤奋工作、正直、感激以及谦逊。没有有品德的青少年,就没有未来有道德的公民;没有理解和尊

重民主政治的道德基础的公民,自愿遵守法律、尊重人权、参与公共生活以及关心大众的利益就无从

谈起。如果不在每个青少年的心灵、头脑以及灵魂深处培养道德,那么要想建立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

几乎是不可能的。此时,基于恩典的家庭教育显得如此重要:父母首先有属灵的操练、思考和习惯,同
时给予儿童恰到好处的爱和陪伴。在经典阅读、关爱操练和辛勤劳动中增长儿童的智慧、模塑儿童的

品格、强健儿童的心灵。其目标是培养有品德的公民,以应对这个充斥着商品化的媒体(传递的是欲

望和金钱)的社会,以及媒介所试图塑造(或掩盖)的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

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

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

的名。
(箴言30:7-9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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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艾里希·弗罗姆E.Fromm,《对自由的恐惧》Duiziyoudekongju[THEFEEROFFREEDOM],许合平XuHeping,朱士群

ZhuShiqun译,(北京Beijing:国际文化出版公司Guojiwenhuachubangongsi[InternationalCulturePublishingCo.,],1988),25.
托马斯 · 利 科 纳 ThomasLickona,《培 养 品 格 让 孩 子 呈 现 最 好 的 一 面》Peiyangpinggeranghaizichengxian

zuihaodeyimian[Howtohelpourchildrendevelopgoodjudgment,integrity,andotheressentialvirtues],施李华ShiLihua译,(北京

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Zhongguoshehuikexuechubanshe[ChinaSocialSciencePres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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