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江三角洲的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
’

周 大 鸣

大众传播既是现代社会的特征
,

亦是现代社会文化传播和建设的重要执行者
。

一般人都

承认
,

大众传播对我们当代社会影响是如此之深
,

致使所谓
“
大众文化

” 的产生
。

大 众 文

化
,

是指现代社会中
,

借大众传播工具扩散
,

为大众所欣赏
、

接受和消费的文化
。

是传播媒

介与文化产业的统一体
,

是一种大众的社会文化生活
。

由此可见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是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
。

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进军的途中
,

珠江三角洲地区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前沿
。

本文在

广泛的实地调查基础上
,

进行了问卷调查
,

对大众传播中的 5要素 (传播者
、

传播工具
、

收

受者
、

内容和效果 ) 进行了初步分析
,

用以探讨珠江三角洲地区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相关的

一些问题
。 ①

大众传播的构成要素之一是大众传播媒介
,

即指书报
、

杂志
、

电影
、

电视
、

电 台
、

录

像
、

录音带等面向大量读者与观众
、

听众的信息载体和通信手段
。

珠江三角洲由于其独特的

地理环境
,

受到了港澳大众传播媒介与大陆传播媒介的双重辐射
。

这样
,

如果把珠江三角洲

视作一个独立的文化区
,

从更大的范围看
,

它既是大陆文化圈的亚文化区
,

亦是港澳文化圈的

亚文化区
。

珠江三角洲既是两大文化圈的汇合地
,

亦是两大文化圈 交 流 的 中转站
。

这样
,

我

们在分析珠江三角洲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时
,

就势必分析两大文化传播媒介的影响和关系
。

笔者在探讨中心城市辐射问题时
,

曾就香港与广州这两个辐射源进行对比
,

发现广州对

珠江三角洲的影响主要是政治和行政方面的
,

而香港在文化和经济方面起着主导作用
。

如经

济方面
,

香港越来越多地把珠江三角洲视为劳动力储备和产品初加工
、

装配的基地 ; 而珠江

三角洲则把农副产品和工业产品出口换取外汇视为目的
,

因而更多地依赖出口香港
,

或从香

港转 口
。

从文化方面看
,

珠江三角洲人把模仿香港人讲话的语调
、

词语
、

穿着打扮
、

办事方

式视为时尚
,

就可见受香港文化影响之一斑
。 ② 那么

,

港澳传播媒介和大陆传播媒介又是怎

样影响着珠江三角洲的呢 ? 下面就两地的传播媒介和收视效果进行一些对比
。

自1 9 7 8年改革开放 以来
,

珠江三角洲大众传播媒介的建设 日益完备
,

初步形成了以中心

城市广州为辐射源
,

中等城 市为次级辐射源和县级城镇相连的网络
。

就广州来说
,

现有广播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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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 7 座 (其 中调频电台 4 座 )
、

电视台 4 个
、

有线广播站 6个
,

广播 网络达 8 40 公里
。

市

一套电视台节 目人 口覆盖率达 96 %以上
,

广播人 口覆盖率达 98 %
。

广播电 台 平 均 每天播音

1 13 小时 35 分
,

电视台平均每天播放达 40 小时以上 (不包括教育台 )
。

现在珠江三角洲 各城

市已拥有电台 19 个
、

电视台 12 个
、

有线广播站 25 个
。

在出版物方面
,

广州在 1 9 8 6年共出版图书 1 7 7 7种
, 2 3 7 3 0万册

。

出版各 类 杂 志 刊物 175

种
, 1 2 5 6 1万册

,

其 中2 / 3是大众读物 ; 发行的报纸 65 种
,

共 1 4 7 0 8 7万份
。

其中 《南方日报》 、

《广州 日报》
、

《羊城晚报 》 发行超过 10 。万份
。

各期印数超过 10 0万份的杂志有 《家庭》
、

《家庭医生》
、

《广播电视周报 》 等
。

其他中等城市和地区亦拥有报纸
、

杂志和出版社
。

同

时
,

三角洲音像出版发行公司数量亦不少
,

发行的录音带和录像带数量居全国之首
。

珠江三角州电影放映单位达 8 02 家
。

仅广州市就有电影放映单位 3 08 家
、

艺术表演团体 12

个
、

音乐茶座 54 间
、

舞厅舞会场地 1 28 间
、

录像放映点 2 16 个
,

公共图书馆 6 家
、

书 店 书 摊

2 50 个
,

市属县
、

区文化站 2 35 个等等
,

这些都是大众传播媒介与大众沟通的渠道
。 ①

从上述看
,

珠江三角洲的大众传播媒介 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

那么港澳大众传播媒介情

况怎样呢 ?

香港有
“
无线

” 和 “ 亚洲
”
两家电视公司

,

播出四套节 目
,

其中两套为英文台
,

两套为

广州话台
。

电视台每天播放的时间平均达 75 小时 (有一个台是 24 小时播放 )
,

覆盖面积除香

港外
,

几乎可达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
。

广播 电台主要有三个
,

即商业一台
、

二台和
“
良友

”

广播电台
,

一般播音时间都是全夭性的
,

信号用许多频率发出
,

覆盖的面积就更大了
。

澳门

一般转香港电视节 目
,

也拥有自己的电台
。

港澳的报刊种类很多
,

但受到入境限制
,

在珠江

三角洲的各种单位和宾馆普遍订有 《大公报》 和《文汇报》
、

《南华早报》
,

其他报刊杂志
,

如 《明报》
、

《信报》
、

《天天 日报 》
、

《香港电视 》 则主要是通过 入 境 的 港 澳 同胞 携

入
。

这个数量不容低估
,

因为 50 %以上的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与珠江三角洲人有亲缘关系
,

随着三角洲合资企业增多
,

对外贸易扩大
,

出入境的人数也大为增加
。

另外
,

内地进 口的大

量港产电影
、

电视片的播放
,

也助长 了港澳传播媒介向内地的渗透
。

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经济较发达
,

收入

逐年增高
,

加上港澳及海外亲友的赠送
,

家

用电器比较普及
,

一般家庭都拥有电视机
、

录像机
、

收录机
、

收音机
。

1 9 8 8年三角洲部

分城市的统计如右表
:

表中数据显示出三角洲城市家庭所拥有

的接受传播信息的工具种类齐全
,

普及率也

相当高
。

笔者对兰角洲农村的抽样表明
,

家

庭所拥有的电器也是很普及的
。

从平均每月

电费 10 一 12 元的 占41 %
、

20 元以上占2 9
.

3%
,

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

在 38 2份有效间卷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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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此表根据广东省统计局城市抽样调查资料而编

,

表中数据以每百户家庭为单位
。

有电视机的 (包括黑白与彩电 )占83
.

2 %
,

10 %的家庭拥有录像机
。

因此 电视也就成为主要信息

来源
,

其他依次是广播
、

报纸
、

杂志和邻居
。

对城乡家庭支出抽样调查表明
,

人们花在报纸
、

。 文章中统计数据参见 《广州年鉴19 87 》 和 《广东省统计年鉴 i , 89 》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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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上的钱仅占收入的 1 %
,

看来人们主要还是在单位或文化室阅读书报
。

电视是大众传播的主要媒介之一
,

从电视的收视率可以证明香港电视台的影响要超过广

东电视台 (包括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 )
。

调查表明
,

经常收看中央电视台节目的人只有

17 %
,

而 79 %的人表示经常收看香港电视
。

最喜欢的电视台是香港无线电视的翡翠台
,

其他依

次是亚洲电视木港台
、

广东电视珠江台
。

有 73 %的人喜欢看香港 电视连续剧
,

79 %的人认为

港产片比大陆片更接近生活
。

笔者到过三角洲大部县市
,

除广州
、

花县以外
,

其他地方都可

清晰地收到香港电视
。

有的地方
,

如珠海
、

中山
、

深圳
、

宝安
、

东莞等地根本接收不到广东

电视
、

或收看效果极差
,

这样也就只能收看香港电视了
。

收听的电台也主要是收听香港商业

一
、

二台 ( 53 % ) 和珠江经济广播电台
,

仅有 10 %的人经常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

另外
,

香

港的录音带
、

录像带也不断地流入三角洲
,

甚至翻印港产录音带和录像带都 已成为一种产业
。

就书报
、

杂志这类传播媒介来看
,

由于国家限制这类物品进口
,

那么以广州为代表的大

陆文化是否就占有优势呢 ? 从表面上看
,

广州报刊
、

杂志种类多
,

印刷的数量也非常庞大
。

但除了极少部分印刷品流入三角洲外
,

其余大部分是流向全国各地
。

正如前而所提到的
,

每

个家庭的书报费仅占收入的 1 %
,

按平均 1
.

5元
,

平均人口 4 人计算
,

每人在书报上 的 消费

还不足 4 角钱
,

能干什么呢 ?当然
,

这一方面是因为书报
、

杂志提价
,

投递费增加
,

致使订户减

少 , 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里全天都有电台电视可收听收看
,

对出版物需求也就相应减少了
。

港澳传播媒介为什么能成功地把信息传递到三角洲
,

三角洲人为什么喜欢接受 这 些 信

息 ? 人们一般把原因归结在文化心态和传播内容上
。

从文化心态上看
,

三角洲人把香港文化

视作高雅文化来崇拜和学习
,

香港传播媒介的信息也易于被三角洲人接受
。

在传播内容上
,

无论是我们的问卷调查中
,

还是与人的访谈中大都承认
,

香港传媒新闻快
、

信息量大
、

节 目

主持人平和亲切
;
那些反映商业社会下你倾我轧

、

世态炎凉的电视连续片
,

如 《 奋 斗 》
、

《鳄鱼泪》 等容易引起三角洲人的共鸣 , 学龄人 口大多是为那些卡通片所吸引等等
。

上述两

个方面示疑是不可少的原因
,

但我们认为文化的亲缘关系也许是更深层的原因
。

早期三角洲和港澳之间的文化是联成一体的
,

相互之间的文化传播现象并不明显
。

3 0年

之中
,

由于各 自经历了不 同的发展道路
,

经济和文化差异扩大
,

三角洲和港沙文化一体的关

系也变成平行的相互影响的文化关系
。

港澳文化逐渐成为辐射的主体
,

而三角洲则成为被辐

射的载体
。

港澳文化既给三角洲输入 了西方文化的成分和现代化的观念
,

亦刺激了三角洲传

统文化的泛起
。

当然
,

这种文化辐射
,

主要是靠传播媒介来执行的
。

作为珠江三角洲中心城市的广州 已经意识到港澳传播媒介的挑 战
,

这几年一直在加强大

众传播媒介
,

从数量上和质量 上进行改革
。

就电视来说
,

兴建彩 电中心
,

增建 电视差转台
,

延长播放时间
。

尤其在提高传播内容质量方面花了不少气力
,

如增加各种各样电视专栏
,

改变

节 目主持的传统方式
,

增加各类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性节 目
,

增加体育
、

文艺类 的 实 况 转

播
,

以及新闻的次数
。

这些努力 已收到 = 些实效卜如珠江台的
_

《午夜剧场渔
_

二

岭吏鱼鲍冬事
事关心 》

、

《开眼界》 等节目已深受人们的喜爱
。

电台的节目也进行了翻新
,

尤其是珠江经济

广播电台的开播
,

新的形式
、

新的编排很快就受到广大听众的认同
,

其影响在三角洲已与香

港商业电台不相上下
。

暂时
,

广东的传播媒介在三角洲的进展还是缓慢的
,

可是对内地的传

播却颇为成功
。

广
`

西
、

湖南
、

江西一些地方设立中转站直接收看广东的电视节 目
,

广东的儿

大杂志和几大报纸也已行销全国各地
,

而广东的录音带和录像带更是风行全国
。

这些也充分

证实了广东作为文化传播 中继站的作用
。



在与大众传播紧密相连的社会
,

人们生活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

对大众传播具有很大的

依赖性
。

人们对于社会以及世界的印象大都是从传播媒介 中获得的
,

甚至人们的行为准则
、

判断是非的准则
、

喜好什么
、

厌恶什么都无形中受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左右
。

大众传播媒介对

大众文化的作用可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功能
: 1

.

心理功能 培植大众文化的消费意识和对待艺

术的态度
。

2
.

美学功能 以多种方式
、

多种层次的艺术与情趣来娱乐大众
。 3

.

价值功能 即

有意无意地塑造人的观察世界的态度和对生活作出的反应方式
。 4

.

政治功能 引导大众文化

纳入 自己的政治秩序
。

①

无论是大众传播还是大众文化都离不开社会这 一 大背景
。

珠江三角洲作为改革开放的前

沿
,

改革的主题是进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设
,

而大众文化的发育正与此息息相关
。

笔者认为珠江三角洲的大众文化具有如下特点
。

1
.

开放性 这一特征正是由于珠江三角洲受着港澳与大陆传播媒介的双重辐射而产生

的
。

由于不断地感受到外来文化
,

故三角洲的大众文化受封建正统文化的束缚较少
,

有较大

的发展 自由度
。

三角洲人提出了一个 口号叫
“
排污不排外

” ,

实质上就是去其糟粕
、

取其精

华
。

吸取港澳文化中有用的东西
,

如利用港澳传媒信息量大
、

信息快的特点为三角洲的商品

经济服务
,

如香港流行的时装
、

新型的玩具
、

家用电器
、

化妆品
,

通通都吸取进来
,

经过再

改造成为销往内地或出口的商品
。

这种开放性的特点
,

有利于珠江三角洲农业向外贸型农业

的转向
、

工业产品的出口
、

以及技术和资金的引进
。

三角洲的产品出 口量
,

以及技术和资金

引进金额名列全国之首
,

与这种开放性的文化环境不无关系
。

2
.

商业色彩 三角洲大众文化是在商品经济的沃土中成长的
,

必定有着浓厚的商业色

彩
。

传播媒介面 目变化最明显的是商业广告的出现
。

对于广告
,

人们经历了从反感
、

无所谓

到需要的变化过程
。

据调查
,

已有 60 %的人认为广告能提供商品信息
,

有 20 %的人表示喜欢 电

视广告
。

这种态度的转变
,

正是商品经济建设逐步深入
,

商品意识在人们头脑中加强的表现
。

商品意识的特征还表现在文化市场的发展
,

和文化消费队伍的扩大
。

如企业界与大众传

播媒介的联姻
。

目前
,

电视
、

电台
、

报刊的某些栏目愈来愈多地被客户 (企业 ) 用钱买下
,

名为
“
特约节目

” 。

另一种形式是由电台
、

电视台
、

报社
、

杂志社主办一种活动 由企业提供

赞助
。

如 19 89 年上半年 由广东电视台
、

广州 日报社和广东强力集团公司合办的
“ 全国强力公

关小姐选拔赛
” ,

有 59 %的人收看了决赛的现场直播
,

甚至还兴起了一场
“ 公关热

” 。

由企

业赞助出版社出书
,

赞助文艺演出
、

体育表演 已是很 自然的事
。

目前
,

文化研究公司亦纷纷

成立
,

为企业作研究
,

或为企业与文化界搭桥等
。

3
.

实用性 大众文化是在商品经济中发育起来的
,

较强的商品意识
,

导致文化的实用特

征
。

如在权
一

与钱的问题上
,

中国传统文化等级观念严重
,

有权即有一切的封建思想至今仍大

量存在
。

而三角洲人
“ 认钱不认权

” ,

他们通过 自己的实践证明
,

钱可以凭劳动获得
,

而权

则非 自己之努力能轻易获得
,

求权不如求钱
。

这种心态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

和对封建意

识的冲击
。

但传播界应该进行引导
,

防止走向极端
,

变为一切从钱出发
,

唯利是图
。

① 昊海
: 《大众文化当议》

, 《广州研究》 198理丰第 5期
。



近年来
,

三角洲报刊杂志的专业化明显
,

这正是适应求实文化心理需要的
。

如经济类的

报刊有 《中国金报 》
、

《 亚太经济时报 》
、

《粤港信息报》
、

《信息时报》
、

《现代人》 报

等 ; 娱乐体育类有
:

《足球报》
、

《象棋报》
、

《珠江体育报》
、

《南 风 窗》
、

《南 方 周

末》
、

《舞台与银幕》
、

《广东电视周报》
,

其他还有法制
、

生活和理论类报刊
。

从这些报

刊来看
,

很明显是偏重信息
、

经济
、

娱乐与体育
,

而轻纯文学和理论
。

这一方面反映了实用

的心态
,

也表明三角洲人提倡的
“
会工作

,

会娱乐
” 的生活方式

。

各种类型的报刊既满足了

不同职业
、

不同层次和不同兴趣的读者
,

又有利于宽容
、

多元
、

透明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形成
。

4
.

开拓性 虽然不能说珠江三角洲业 已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

但敢于开拓
、

敢于创

新这一现代精神却成为三角洲大众文化的一个特征
。

自改革开放以来
,

三角洲出现了许许多

多勇于开拓的人和事
。

象个体经济的兴起
、

外向型企业
、

外向型农业的开创
, “ 三来一补

”

企业的涌现
,

合资
、

集资搞交通
、

能源建设等
,

这些都是国内的创举
。

开拓性精神
,

孕育在商品经济激烈的竞争之 中
,

在传播界的鼓动下成长
。

广东传播界对

有开拓性的企业
、

企业家进行了不少宣传
,

对个体户的宣传尤为典型
。

在人们对个体经济还

在观望
、

怀疑的时候
,

传播界树立了起个体户典型
,

使国家政策能够迅速贯彻下去
。

人们的

投资意向也反映出强烈的竞争性与开拓性
。

如问卷中间
: “

有了多余的钱怎么办 ? ” 大多数

人选择了
“
投资赚更多的钱

”
( 69 % )

,

而
“ 盖新房

” 、 “ 买金银保值
”
则在其后

。

5
`

参与意识 在资本主义的商业社会
,

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
,

人际关系冷漠
,

普遍缺乏

参与意识
。

但珠江三角洲的大众文化
,

由于传播界的正确导向
,

参与 意 识 强 成 为 一 大特

征
。

如 《南风窗》 杂志社举办的
“
假如我是广州市长

”
的征文活动

,

参与的人各层次
、

各年

龄的都有
,

提出了许许多多的意见
,

反映了大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强烈的社会 责 任 感
。

又

如
,

年内报纸
、

电视对外地民工盲目流入广东和广州
“

社会屠宰场
”

等问题的追踪报道
,

均引

起了社会各界的严重关注
。

广州社情民意 中心主办的
“
住房改革千家谈

” ,

不仅参与者非常

认真积极
,

而且一般 民众也关注这场讨论
。

《广州 日报 》 组织的
“
广州市风

,

广州人精神
”

百 日讨论活动
,

吸引了广大干部
、

解放军 战士
、

学生等阶层人士参加
。

在讨论中提出了以民

主博爱
、

自信自强
、

开拓创新
、

务实高效
、

明智豁达
、

文明礼貌等为广州市民建设和市风建

设的标准
。

通过讨论人们会 自觉或不 自觉地把这些内化到自己心里而作为行为的准则
。

大众

传播通过调动公众参与
、

引起公众注意的方式来发挥潜移默化的文化规范作用
。

强烈的参与意识还表现在大众对新闻的关注上
,

问卷结果表明
,

对新闻的关注超过了电

视连续片
、

电影
、

体育节 目
、

知识讲座而居首位
。

6
.

生活的
“ 柔姿化

” “ 柔姿
” 源 自于

“ 柔姿衫
” ,

即一种看来飘逸
,

穿着舒适的女式

上衣
。 “ 柔姿

”
被三角洲人用来形容生活

,

准确的涵义很难用言语表达出来
,

可以说是一种休

闲与工作结合起来的生活方式
:

既追求娱乐
、

享受
、

刺激的休闲生活
,

又追求高效率
、

竞争

性强的工作
。

生活的柔姿化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

港澳的传媒是以谐趣
、

武打
、

侦探
、

爱情
、

流行歌曲等娱乐性和消遣性题材为大宗
。

广东珠江台
、

广州台的广播
,

开宗明义以娱乐

大众
、

服务经济
、

寓教育于娱 乐之 中为宗旨
。

其他体育
、

武打
、

爱情
、

法制题材
、

社会问题

的报刊
、

杂志亦大行其道
。

各种形式的咖啡厅
、

音乐茶座
、

卡拉 O K
、

游乐园成为人们 消遣

玩乐的场所
。

①

① 周大鸣
: 《 浅议广州都市文化的特色》 , 《广州研究 》 ,

1 98 6年第 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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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的大众文化是港澳文化与大陆文化相融合的并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文化
。

尽

管这种大众文化是与三角洲社会
、

经济发展相适应的
,

但亦存在着许多问题
。

1
。

港澳大众传播媒介影响不断扩大的问题
。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
,

目前珠江三角洲受港

澳文化的影响比较大
。

港澳文化的传播媒介从表面看是以娱乐性和商业性为主
,

但 从 深 层

看
,

它们把资本主义的
,

带有殖民色彩的思想渗透于其中
。

尤其是那些新闻和时事分析的节

目
、

宗教性节 目具有鲜明的政治观 点
。

要解决这一问题仅凭行政命令来禁止人们收看是行不

通的
。

因为港澳的电视台和电台发射功率很强
,

几乎可以覆盖整个三角洲
,

传播媒介渗入三

角洲地区的其它渠道也很多
。

解决的方法之一是加强大陆传播界的辐射力
,

一方面从技术上

提高大陆电视和电台的发射能力和扩大覆盖面
,

一方面从提高节 目和各种作品的质量入手
。

这样使大众既能够接收到也愿意接受
。

目前
,

中山市采取了一种方法
,

在香港电视播新闻和

插播广告时换上国内新闻或其他节 目
,

这不妨作一种权宜 之计
。

港澳传媒对国内传媒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

如过多地转播香港电视的各类节 目
,

广东

一些电视节 目极力仿效香港电视台节 目的形式
,

以至对香港一些节 目主持人讲话的神态
、

语

气
、

低级趣味的玩笑都刻意模仿
,

大多演唱会从舞台的布置到演员的服饰
,

从伴舞到演唱歌

曲都与香港无二
。

无怪乎
,

在省港业余歌手大赛时
,

有人评价内地歌手只有 自己的声音而无 自

己的歌
。

一些杂志和报刊的设计与排版也成为港式
,

还出现了繁体字竖行排版的 报 纸
。

当

然
,

这并不是我们无能力创新
,

走 自己的路
,

如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的开播
,

就打破 了过去香港

商业广播电台的垄断地位
。

我们国内的传媒
,

应该树立自己的风格
,

坚持自己的信息导向
,

而不能成为外界传媒的传声筒
。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
。

珠江三角洲经济与

港澳相比相差很大
,

因此
,

受港澳传媒影响下的三角洲大众文化就具有一种超前的性质
。

这

种超前性既可以导向好的方面
,

如具有竞争
、

开拓性
、

求实精神和有较大的承受力等
,

也可

导向反面
,

如超前消费就是表现之一
。

三角洲的超前消费现象是严重的
,

人们竞相攀比
,

追

求高档的
“
洋货

” ,

如洋烟
、

洋酒
、

名牌领带
、

运动鞋
、

时装
、

化妆品等
,

超过国内价格数倍到

数十倍
。

现在各种洋烟充斥市场
,

人们在大喊
“
第三次鸦片战争

” 又来了
。

曾一度兴起
“
波

鞋
”

(运动鞋 ) 热中
,

人们争相购买价格从一百元到数百元的进 口波鞋
,

显然与人们的收入

是不相称的
。

这股超前消费风也刮到了三角洲的大专院校
,

一方面加重 了家长的负担
,

一方

面也成为大学生走上偷盗犯罪之道的诱因
。

甚至还发生过大学生因无钱与人攀比而自杀的事

件
。

这说明传媒在传递信息时应该注意正确的导向
。

2
. “ 伪文化

”
问题

。

所谓伪文化是指大众传播中所传播的不健康 的文化
。

① 三角洲不

健康文化来自两个方面
。

一是来自港澳的各种宣传暴力
、

色情的录像带
、

录音带
、

画报
、

书

刊和其他淫秽印刷品
。

这类物品在三角洲 已形成 了走私和销售的网络
。

二类是国内非法出版

的各种宣传色情的书刊杂志
,

以及翻印的各种淫秽音像带
。

这已成为危害三角洲社会治安和

社会稳定的因素
。

三角洲地区一度卖淫
、

异性按摩 (指色情场所 )
、

暴力抢劫事情增多
,

性

① 李公明
: 《 卑琐与崇高 一

“

广州文化
”

及其有关讨论之我见 》 , 《沿海大文化报 》 1 9 8 9年 4 月19 日
。



病蔓延
,

与这些不无关系
。

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危害更甚
。

据广东省公安厅统计
,

目前青少年

犯罪中
,

几近一半是因为看淫秽录像或淫秽书刊而走上邪路的
。

还有一类就是宣传宗教迷信的书刊和电台也造成了不 良影响
。

一方面是三角洲人模仿香

港人
,

敬神
、

烧香
、

占 卜
、

算命的人越来越多
。

一方面是一些打着宗教旗号的犯罪组织也乘

虚而入
,

如
“ 上帝的女儿

”
这一犯罪组织

,

曾在三角洲活动
,

毒害了不少无辜的姑娘
。

3
.

大众文化 中的
“ 亚文化

”
特色问题

。

三角洲的大众文化具有明显的亚文化特征 ( 相

对中国整体文化而言 )
,

仅举方言这一例
。

在大力推行普通话的今天
,

三角洲仍然是以广州

话为主体
,

普通话的地位不断下降
,

能讲普通话的人也越来越少
。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众

传播媒介
。

港澳电台
、

电视全部都是用广州话播音 (英语台除外 )
。

广东电视台除转播中央

台
、

岭南台用普通话外
,

其他电视台
,

包括地方电视台都是用广州话播出
,

电台播音也是以广

州话为主
。

不仅广东及港澳本地的电视连续片
、

电影是广州话的
,

国外的电视
、

电影节 目也

以广州话配音
。

甚至还有把国内其他省或中央台的节 目 (主要是电视连续片 ) 都翻译成广州

话播出的
。

此外
,

广州话的话剧
、

相声
、

歌曲也广为流行
。

目前
,

学校的普通话教学 已难以维

持
,

县以下的学校连语文都难保证用普通话教学 (主要指中小学 )
。

尽管广州话的流行是以千百万操广州话的港澳同胞和侨胞为背景的
,

但是传媒推波助澜

的作用亦是明显的
。

这样长期发展下去
,

结果难以预料
。

有 一点是可见的
,

这就是把三角洲

人与非操广州话的人割裂开来
,

不便于与内地各省的交往和联系
,

也势必会影响三角洲商品

的市场
。

另外值得优虑的是
,

语言具有特别强的凝聚力
,

易导致狭隘的地方主义产生
,

并与

中国文化的一体化格局背离越来越远
。

总之
,

珠江三角洲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与本区所经历的急剧变迁是相适的
,

但我们还

要看到存在的问题
。

如何将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寓于大众文化之中
,

如何加强大陆传播媒介

的影响
,

三角洲的大众文化是否重蹈西方社会大众文化的覆辙
,

三角洲的大众文化需要什么

样的导向
,

大众文化的未来走向怎样 ? 等等
。

这些问题与三角洲的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的进
-

步发展密切相关
,

需要我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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