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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社会,传播技术对艺术的影响不可避免。现代传播技术中的艺术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主流艺术形式

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变化 ,艺术的大众化趋势, 艺术价值在审美与功利之间难以寻找平衡点及艺术教化功能的弱化

与强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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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 �艺术�最初包含了艺术与手工艺, 艺术与制作

是不分 家的。 �希腊文 的  ��� ! ! ∀ ∀ ∀ 是 表示一种技

艺。� [1] 14不过在后来的发展中, 艺术逐渐演变为天才作品,一

般人难以企及, 艺术的欣赏也逐渐专门化和专业化 ,成为让

人仰视的对象。然而在现代社会, 艺术的含义又发生逆转。

现代社会是商业化社会,信息的大爆炸不可能让人固守一种

类型的艺术或某个艺术家的作品。在这种以时间为中心的

时代, 经典的艺术存在似乎难以为继, 精英文化遭到时代的

挑战。经典文化的没落并不意味着现代商业社会缺失了文

化的支撑, 相反,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将艺术自然而然地进

行着改变, 企图让艺术成为其发展中的棋子, 服务和附庸于

社会。社会对艺术的改造可以说是整体环境的改变导致的

结果, 其中现代传播技术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一 传播技术的发展与主流艺术形式的更替
本雅明早在上世纪 30年代就提出了传播技术的发展与

主流艺术的更替问题, 在#讲故事的人∃中他从以技术为表征

的生产方式为出发点, 说明了故事、小说、信息三种叙述方式

的线性更替。他认为, 作为叙事艺术来说, 讲故事是最原始

的艺术形式, 也是延续时间最长, 发展最缓慢的一种艺术形

式, 史诗即是这一类型的艺术。随着出版业的发展, 小说逐

渐取代史诗而成为主要叙事艺术。除此之外, �一种新的交

流形式诞生了, 这种新的交流性就是新闻报道, 它完全控制

在中产阶级手里。� [2] 296 �事实表明,它和小说一样, 都是讲故

事艺术面对的陌生力量, 但它更具威胁; 而且它也给小说带

来了危机。� [2] 296新闻报道基于电视广播技术的发展, 显然,

这种技术比出版更加具有普遍意义,它的出现不单是对讲故

事艺术的威胁, 也是小说的敌对力量, 在新技术的支持下它

试图跻身于叙事艺术的主导地位。

如果说本雅明的论述止于电视广播技术的发展带来的

叙事艺术更替, 那么在互联网无处不在的当下, 我们的叙事

话语似乎更向前迈进一步,鲍德里亚的媒介理论为我们指出

了方向。鲍德里亚认为, 现代传媒技术构筑了一个超真实的

媒体世界, 信息不仅仅是叙事话语, 而且侵略所有艺术门类

和社会生活。在鲍德里亚的理论中,拟象有三个等级: 仿造、

生产和仿真, 它们分别是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 �古典时

期�、工业时代和当下受符号代码支配的阶段的主要模式。

由于现代复制技术和符号制造术的发展, 拟像不再是对某个

领域、某种指涉对象或某种实体的模拟。 �对真实的精心复

制不是从真实本身开始, 而是从另一种复制性中介开始, 如

广告、照片,等等 ∀ ∀ ∀ 从中介到中介, 真实化为乌有, 变成死

亡的讽喻。� [3]在由大众媒介营造的一个仿真社会里, �拟象

和仿真的东西因为大规模的类型化而取代了真实和原初的

东西, 世界因而变得拟象化了�。[ 4]现代人身处在媒体环绕的

世界, 被自己创造出来的幻象所吞噬, 媒体艺术已成为主流。

二 % 现代传播技术下艺术的大众化趋势
在现代传播技术的影响下, 艺术的门类大大增加, 电影、

广告等媒体艺术以普通生活的面貌出现, 一直以来被精英化

的艺术突变成普通民众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艺术与日常

生活的联系紧密起来。关于艺术与生活的联系,一直以来人

们有不同的看法,传统的看法普遍都认为艺术有别于生活,

对于生活来说是更高的形态; 进入现代后现代以来, 艺术与

生活的界限逐渐被消解。英国社会学与传播学教授迈克&

费瑟斯通在 1988年新奥尔良的 �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作了

题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讲演, 指出日常生活的审美呈

现有三种含义: �首先, 我们指的是那些艺术的亚文化, 即

在 ∀ 次世界大战和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达达主义、历史先

锋派及超现实主义起动。在这些流派的作品、著作及其活生

生的生活事件中,他们追求的就是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

的界限。� [ 5] 96�第二, 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还指的是将生活

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 [ 5] 96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第三层

意思, �是指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之经纬的迅捷的符号

与影像之流。� [ 5] 98所谓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符号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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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即是现代传播技术的杰作, 在技术的支持下, 媒体实现了

人们与世界的零距离接触, 电视直播、互联网让全球的资讯

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播, 因此, 关于美的讯息人

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最新的表现形式 ∀ ∀ ∀ 时尚潮流。对

时尚的追逐造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化现象。

其次, 对于创作者来说, 他们也在尽力构筑一个大众文

化平台, 引导着大众的艺术眼光。伴随传播技术的艺术形态

的出现, 创作者作为艺术家的自信与灵感异化为专业素质和

辛勤劳作, 艺术成为一种谋生的职业, 创作者成为费瑟斯通

所说的 �新的文化媒介人�。他认为, 所谓 �新的文化媒介

人�主要指的是从事符号的生产和传播的专业人士。在他眼

中, 新的文化媒介人是这样一种群体, 他们仿照知识分子的

生活形态进行生活, 但仿照的是最肤浅的生活风格 ,并不能

仿照知识分子的本质。也就是说, 追求一种形式上的精英

化。以文学为例, 最突出的地方是文学上的去经典化与平民

化。文学受唯美主义、达达主义等的影响, 逐渐将日常生活

的特异性, 尤其是文化人的日常生活的特质进行稀松平常的

表达。例如在电视剧中, 两个恋爱中的人随口引用黑格尔的

话语来为自己的言论确立根据。这样表现出来的东西在似

乎可以在大众面前造成一种文化人生活的假象。正是新的

文化媒介人制造的假象在重复的声画世界中被当成真实,而

新的文化媒介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断专业化,也正因为其

本身专业化的程度增加, 他们的权威性才逐步升高 ,更加有

发言权。

三 % 现代传播技术下艺术的价值
艺术的大众化倾向表明艺术有着泛化和消亡的可能性。

在技术的影响下, 艺术的含义发生变化, 艺术的外延扩大,新

的艺术景象由于艺术本身的发展和现代雅皮士们的刻意生

活艺术化而大大增加, 艺术与生活的界限逐渐模糊。在现代

传播技术影响下, 大众化的艺术价值何在?

首先, 现代传播中的艺术审美性表现为新颖的艺术效

果。艺术效果的产生得益于声画传播技术的处理。技术可

以将传统文化元素、时尚元素杂糅并置, 甚至可以将古今中

外不同种类的艺术同时呈现, 在技术的支持下, 它可以没有

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这种并置呈现的效果是巨大的, 时空的

局限不再成为人不可逾越的状态。通过技术的处理, 时空局

限被打破所造成的陌生化效果带给人们的是一种震撼, 这种

震撼对早已见怪不怪的大众来说正好符合其精神需要。本

雅明认为震惊是 19世纪工业化都市的心理学, �技术使人的

感觉中枢屈从于一种复杂的训练�。[ 6]然而信息的纷繁复杂

与时空上的失衡打破了人的心理生活的整体, 人们依靠传统

知识和技艺储存无法吸收消化, 震惊之外, 人的大脑一片空

白。除了并置, 技术带给艺术的另一种效果是真实的虚拟,

或者说虚拟的真实。鲍德里亚所说的媒体造成了人类现实

世界与视觉世界的混淆,人类生活的世界成为一个高度仿真

的虚拟世界。

其次, 传播技术下, 艺术的商品独特性呈现出复杂多元

气质。传播技术中的艺术成为有待交换的商品,因为传播技

术运用依赖的经费来自于商业运作,艺术的商品化是对康德

以来艺术的无功利性的最大挑战。符& 塔达基维奇在 #西方

美学概念史∃中说 �美的艺术与大量的商业性生产的分界虽

然长期得以确立, 但却从来就不是无懈可击的。图卢兹 -劳

特累克的酒馆招贴画、杜米埃的讽刺画不仅是边缘性的艺

术, 而也是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 [ 1] 35商业价值与艺术价

值的不可比性 ,或许是艺术与商业分界的主要依据, 但这两

者的确又是不能完全分割的,完全没有功利性的艺术品几乎

没有。尽管如此, 现代商业社会中的艺术还是不同于图卢兹

& 劳特累克的酒馆招贴画和杜米埃的讽刺画,因为不仅艺术

本身也好, 其传播方式也好, 都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现代

商业社会中, 新兴艺术依靠传媒的传播 ,其艺术魅力远不及

以前功利性的艺术品, 功利化成为艺术的主要目的, 除此之

外所有的因素都无足轻重,艺术效果的审美性变成了难以消

受的信息爆炸 ,现代传播技术中的艺术在功利与审美的严重

不协调中艰难平衡。

再者, 对艺术的教化功能得以扩大。艺术的无限传播让

艺术得以最大限度的普及化, 任何人都可以与艺术亲密接

触, 有助于艺术教化功能的强化。在互联网的信息世界中,

艺术在泛化的同时也细化成无数不同的价值倾向, 无论哪种

价值观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同伴,无论发展什么艺术都可

以在无边的网络中寻求认同。

传播技术是人类科技发展的结晶, 也成为人类继续发展

的动力之一。在现时代, 人们可以从容不迫地追求艺术的真

谛; 然而, 在这个效率至上的时代, 为着追赶时代的脚步, 艺

术同时也变得慌张不已。在后现代的传媒技术社会, 艺术的

存在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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