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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机制经历了巨大的转型，由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
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由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由一元社会
向多元社会转型。
社会的全面转型使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得商品经济意识不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伴随这种渗透，中国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大板块交叉发
展的格局。
特别是大众文化，因市场经济及其机制的逐步确立和发展而空前繁荣起来：不仅作品创作数量巨大，
而且出现了一支文化素养在逐步提升并日趋成熟的职业性大众文艺创作队伍。
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大众文艺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反映了他们的文化诉求，体现
了他们的文化品位。
在某种意义上大众文艺已成为大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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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转型期、大众与大众文艺　　第一节转型期的概念与特征　　关于“社会转型”的定义可
以说是众说纷纭。
　　从其字面意义上说，是指人类社会由一种存在类型向另一种存在类型的转变，它意味着社会系统
内结构的转变，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等各方面深刻的革命性变革
。
在当代，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转型是指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中由某种非市场
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
①　　社会转型的概念和一般的社会变化相联系，社会变化是所有社会的体征，但并不是所有社会变
化都称为社会转型，只有那些密集的、大范围的、根本性的、影响了几乎所有人日常生活变化的才能
被称为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具有普遍性，它在特定条件下在一切社会都有可能发生⋯⋯社会转型与现代化、发展、变迁
等概念一样，一经出现，首先被用来描述西方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动的过程。
　　社会转型是一种由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向现代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转变的历史图景。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领域由非市场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型；政治领域由专制集权政治
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型；文化领域由过去封闭、单一、僵化的传统文化向当今开放的、多元
的批判性的文化的转型。
②　　社会转型是一个长时段，在这样一个长时段的过程中，它由一个系列的社会转折（或变迁、转
折是短时段，或至多是中时段内发生的事变）的不断蓄积而产生，是在一个社会母体内经历长期与不
断的变迁（变量）所导致的社会结构性的转变（质变），这种结构的转变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诸
多领域，概言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容人类社会各个方面发生结构性转变的长期的发展过程。
③　　社会转型是标示特定社会变迁的社会学术语，一般是指社会整体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
，抑或是社会现代化过程。
④　　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在我国社会学者的论述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
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
：“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
展指标的实现。
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
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
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
社会变迁和发展”。
专家学者关于“社会转型”含义的论述，对于正确把握社会转型期的形势和任务，无疑有着有益的启
示。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机制经历了巨大的转型。
这个转型呈现出了自身的时代特点：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使得商品经济意识不
断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社会经济体制也随之转轨，统治了中国近40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被市
场经济体制取代了。
转型使中国这样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传统的国家转向了工商业社会的发展轨道，中小城镇的建设加速，
有的乡村社会已经开始向城市社会迈进，转型使中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
　　转型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动，群体结构变得日益丰富而复杂。
中国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拟亲化和泛家族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是先家人再亲人，而
后是友人，最后是熟人，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
转型加大了人口的流动，增强了人在社区中的匿名性，人们的观念也由原来的熟人社会转向开放社会
，由传统的裙带关系转向能力本位，能力在转型社会的被强调，无形中让习惯了熟人社会、在关系网
中生活的人们感到陌生。
群体的分化重组使社会身份或角色变换的机会与可能逐步增加，然而社会资源分配错位、群体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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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加剧，对立情绪有所滋长，增加了不和谐因素。
　　转型期的社会结构的变动导致社会形态的变迁，使中国这样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传统的国家转向了
工商业社会的发展。
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建立和稳定了一个超稳态的社会结构，处于其中的人们已经习惯传统的道德规范
、乡规民约、风俗习惯、内心信念。
随着转型期法制社会的到来，人们更多地依赖于借助国家机器和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来调节社
会关系和利益关系。
与此同时，转型期也出现了各不相同的利益群体，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新贵和特殊利益集团手中
，从而致使社会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持续扩大，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业化社会的快速发展是造成一部
分人贫困的根源。
传统的根深蒂固，法制的不够健全，导致转型期社会阶层的分化，造成了一个包括失地农民、下岗工
人、失业和半失业人群等构成的庞大的弱势阶层和底层社会。
　　在转型期，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使得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几乎达到现代化国家标准，农村居民
恩格尔系数为45，5％，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6，7％；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系数）
是0.4 ，而中国在2000年就已冲破这个警戒线，远远高于这个数据，达到了0.4 5左右。
这些数据说明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确实有了提高。
但是，转型也使得主流文化日益形式化、退化，大众文化日益商业化，文化走向多元化，人们的价值
观也呈现出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多元化，反对中心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统一，强调随机、差异、复
杂而取消决定论、统一与单一，倡导不确定性和差异性，出现了“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道德”的局面
。
传统的超稳态社会的道德与价值体系被消解，而适应转型社会的新的道德范式与价值体系尚未全面建
立，使身处其中的人们经常处于价值冲突、内心矛盾和无所适从当中。
　　总而言之，社会转型对人们产生了巨大影响：快而大的转变使人们难以适应。
现代社会已成为_个终身学习型社会，你学习的速度似乎总是赶不上社会转变和技术革新的速度；快
而大的转变使人们难以应付，难以招架，你的学习和生活永远处于一种急速变化中，根本无法找到一
个使我们心灵宁静的世外桃源；社会转型给人的机会多，意味着诱惑也多，在众多的诱惑面前，人们
的价值标准、道德底线无不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二旦面临诱惑，人就必须做出选择，做出决断，但有时选择和决断的做出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必然带
来人们内心的不平静。
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竞争，现代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对于促进人的潜能外发、能力彰显无疑是有
进步意义的，但它也让身处竞争激流中的人付出了巨大的精神代价。
这种代价对当前任何一个年龄阶段的人来说都很大。
有人称最累的中国人是高三毕业生，社会压力最大的人是教师，学习压力最大的人是专业技术工作者
，猝死率最高的是中年人，最为孤独的是老人。
尤其是80后、90后，他们所处的早已不是“60分万岁”的年代，而是身处“毕业即失业”状态的时代
。
一迈进大学校门，他们就得做出完善的学业计划、职业规划和生涯规划，为毕业后能争取到好的就业
机会而相互竞争，学习专业、锻炼能力、发展人际关系、参加各种培训、考各种证书，以满足学历社
会、证书社会对他们的挑选。
能力本位社会对他们全方位素质的要求，使他们时刻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转型社会的竞争给了现代人机会，但同时也让现代人付出了巨大的精神代价。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受到了剧烈冲击，失去了往日的经济地
位与精神平衡，他们从事的创作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日益被边缘化。
而作为文艺消费者，为缓解生活压力，缓解精神压力，对文艺的审美诉求开始呈现多样化趋势，进而
出现了商业化运作，较为僵硬的传统政治宣传方式逐渐被消解，流行性大众文艺开始大量兴起，多元
的文化取向形成了宣传主旋律的、消费型的、纯艺术的、前卫的艺术作品共存的局面。
其中，大众文艺异军突起，一跃成为文艺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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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大众”概念及嬗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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