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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美国著名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菲斯克以媒介文本为载体$以媒介受众为核心$

以媒介体验为旨趣$超越了传统的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态度$倡导并颂扬大众文化的创造性#

能动性#反抗性$甚至一味为大众文本的浅白性和贫瘠性而辩解$强调大众鉴识力是对现代美

学霸权的拒斥和抵制' 菲斯克这种不加批判的文化民粹主义$固然有着某方面的进步意义$但

其对大众趣味的过分迎合$必然导致高雅艺术的困顿和审美价值的缺失$使得大众逐渐失去对

精英文化和审美艺术的鉴赏力' 因此$当代美学语境之下$重新反思菲斯克对趣味判断的拒

绝$重新评估审美教育的价值和功用就显得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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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菲斯克的文化民粹主义

从上世纪 &" 年代至今的文化研究发展轨迹

来看!西方的文化研究%7(.>(-.;>(946;&明显是一

个从精英文化批评转向社会文化批评的过程" 尤

其是从 $" 年代之后!当代西方文化研究作为一门

学科!逐渐背离了审美化的研究模式!越来越超越

单纯的文化内部分析!向外部的社会分析延伸!从

单纯地分析作品本身向更宽阔的社会视野转变"

很大程度上!文化是被视为实现政治目的一种手

段" 这种工具主义的理论视角!最终催生了约翰(

菲斯克%'+1) S4;\6!#%&%I&所代表的文化民粹主

义" 作为 !" 世纪 K" 年代以来的一位*世界知名

的文化研究健将+

-#.

!菲斯克明显超越了传统的

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态度!他将研究的关注点集

中在沙滩,摩天大楼,游戏厅,二手服装,广告,牛

仔装等大众文化产品上!从而推动文化研究进入

了大众文化研究的时代" 不仅如此!他还从学理

上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再定义和新辩解" 如果说在

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代表的文化工

业批判学说中!大众文化一直处于被批判,被敌

视,甚至被贬低的地位!如果说大众文化因呈现出

简单化,平面化,肤浅化和商业化的特质而无审美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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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话!那么!到了菲斯克这里!大众文化已发

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具体而言!菲斯克摒弃了在第一代法兰克福

学派以前就一直沿用的*V-;;7(.>(,6+的提法!而

代之以*_+_(.-,7(.>(,6+" 按菲斯克的说法!大众

文化的主体是*大众+ %>16_6+_.6&!而不是群众

%>16V-;;6;&或民众%/+.\&'群众是愚昧的群体的

聚集!是受体制奴役和欺骗的*文化白痴+!而大

众则是由形形色色的个人构成的!这些个人虽然

明白自己处于体制之中!却能够对这一奴役进行

抵制" 这就是说!大众文化的消费者并不像法兰

克福学派%以及受其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所认为

的那样是一个同质的,无差别的,毫无鉴别力的群

体!只能被动,消极地接受由文化工业灌输或强加

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相反!他们具有相当

大的主动性!对文化产品有着自己的判定" 虽然

大众的文化资源是由文化工业提供!但大众却凭

借一种*权且利用+ %V-\4)2O9+&的艺术!有创造

性地,有识别力地使用和解读这些资源-!.

" 在这

个创造过程中!大众*通过利用那剥夺了他们权

力的体制所提供的资源!并拒绝最终屈从于那一

权力22资产阶级受到无产阶级的抵制!霸权遇

到抵抗行为!意识形态遭受反对或逃避/自上而下

的权力受到由下而上的力量的抗争!社会的规训

面临无序状态+

-!.

" 在这些躲避,消解,冒犯,转

化甚至抵抗宰制力量的过程中!大众进而生产出

了属于自己的社会体验的意义所带来的快感" 在

菲斯克看来!体制提供的文化产品一旦进入大众

的解读范围!就成为种种符号!人们便可以根据自

己的语境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产生多种意义"

体制无法控制这一过程" 菲斯克用澳洲的原住民

观看老西部片时的反应来说明这一点'原住民在

意识到自己受到白人宰制的前提下!在*当影片

中的印第安人22狙杀白人男子!抓走白人女子

之际22为之欢呼鼓劲+

-!.

" 简言之!虽则文化

工业产品渗透着支配者的意识形态!大众却能利

用它创造自己的亚文化" 不难看出!菲斯克的大

众文化研究延伸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思路" 在

他眼里!*文本对受众做了什么+已经变得不是那

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受众对文本做了什么+" 这

种转变使得菲斯克比前人更加关注受众的主体地

位!关注受众的实践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在#理解大众文化$里!菲斯克借助法国符号

学理论家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指出!大众文本

应该是*生产者式文本+%_,+9(76,.8>6]>&! 其具有

*松散的!自身无法控制的结局+!其*内部存在的

一些裂隙大到足以从中创造出新的文本+" 这些

*裂隙+大致相当于接受美学所说的*空白+或*召

唤结构+!它们给大众进行意义生产提供了空间"

对于菲斯克而言!也正是这些*裂隙+和*空白+!

为大众文本的*过度+*浅白+和*贫困+等特性提

供了充分的辩护" 大众文本的过度是指符号的泛

滥" 泛滥的符号带来了语义的泛滥!使作品变得

煽情,夸张,鄙俗" 它使*意义挣脱控制!挣脱意

识形态规范的控制或特定文本的要求+" 它通过

展现特殊的不合规范的非常事例来突露其所违反

的常规!并通过对其进行强烈的戏仿和嘲笑而促

使大众从中体味到对规范的反抗与超越!从而创

造出自己的文化意义" 大众文本的贫困是指文本

不完整!不充足!意义贫乏" 菲斯克认可了文本的

贫困性!但他给文本寻找到一项伟大的使命'即作

为意义和快感在社会中加以流通的中介" 大众文

本不是单独地发生意义的!而总是在互文性的语

境中生成意义" 众所周知!罗兰(巴特也强调文

本的互文性!比如他把具体文本放入文本的海洋

之中!使个体文本的意义不断游移,转换,生成,增

值!在众多文本的互文语境中对个体文本进行建

构与阐发" 然而!菲斯克的互文环境是指整个的

日常生活!强调的是文本外的新的意义的产生"

因此他说!*大众文本是行为人和资源!而不是对

象+" 在文本外的日常生活的互文语境中!具体

的文本是不自足的!是意义的煽动者!是反应堆/

大众是催化剂!点燃有限的文本资源!生产出无限

的文化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菲斯克认为!*过

度+*浅白+与*贫困+诸特性是大众文化的一种抵

抗姿态!一种宣告独立的方式" 在宰制力量的面

前!大众施展*游击战术+!躲避,消解,冒犯,转化

甚至抵抗宰制力量!由此在微观政治层面%日常

生活当中&促成社会体制的循序渐进的进步!促

进社会的最终变革-!.

"

应该说!菲斯克对大众在接受过程中的主动

性和创造性的强调!对大众文化的那种积极乐观

的态度!为人们理解大众文化提供了一种崭新的

视角" 正如Q*麦奎尔所评价的那样'*在努力为

大众文化辩护方面!约翰(菲斯克一直是最雄辩,

最令人信服的人之一+

-&.

" 然而!由于菲斯克完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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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肯定大众文化的一切特点!他同时被看作是一

个典型的文化民粹主义者-L.

" 约翰(斯道雷甚

至认为'菲斯克代表了文化研究一个*从更具批

判力的立场的退却+的阶段" 其理论是*消费者

权威+的自由主义观点的一种不加批判的回音!

或者说!它与占优势的*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

一唱一和-L.

" 诸如此类的批评都表明!菲斯克的

文化民粹主义或许是一种盲目乐观!甚或是对精

英主义论调的矫枉过正" 进而!从当代美学的角

度来看!菲斯克的大众文化观不得不令人颇感疑

虑和不安!对其加以批判性的反思和审视也就变

得十分必要了"

二"大众文本理论的美学批判

在#英国文化研究与电视$一文中!菲斯克开

篇就表明'*文化研究中的0文化1一词!侧重的既

不是审美!也不是人文主义!而是政治+

-J.

" 这就

是说!文化在这里不是伟大艺术形式中的审美理

想!也不是超越时间和民族边界的*人文精神+!

而是工业社会内部的一种生活方式" 这样一来!

菲斯克的关注点就从完美的精神成就%精英文

化&转向了大众文化" 菲斯克坦然承认自己的学

说蕴涵着强烈的世俗趣味!他本人也把大量的休

闲时间都花在体验媒介文化和消费大众文化上'

电视,煽情的画报,流行文学,通俗小说,好莱坞大

片,迪斯尼乐园和环球电影制片场!都成为他参与

媒介文化!获取媒介文化快感体验的场域-!.

"

作为一个大众文化迷和实践者!菲斯克将美

学视为一种赤裸裸的霸权!一套宰制性的规训系

统!是中产阶级隐藏*阶级特性+而将自身的趣味

和文化实践普遍化的工具-!.

" 菲斯克满怀信心

地指出!大众辨识力是对美学霸权的拒绝和反抗"

受众抛弃了中产阶级的*距离+式的审美静观!而

通过积极的参与和主动的介入!创造性地使用文

化工业提供的产品并从中发现自己的意义!从而

产生出一种*意识形态的暂时丧失+和*逃避宰制

力量+的快感" 菲斯克认为!在大众的辨识力中!

与日常生活的相关性是最为核心的" 与中产阶级

的审美标准不同!相关性*受到时间与空间的制

约!+是*由每一个特殊的解读时刻所决定和激发

的特质+

-!.

" 澳洲土著居民观看西部片时!之所

以有那种反应!正是由于他们能够在产品与自己

的日常生活之间发现积极的联系%相关性&" 相

反!*如果一种文化资源不能提供与日常生活经

验产生共鸣的相关点!那么就不能成为大众的+!

尽管文本的0质量1很高+

-!.

" 质言之!大众辨识

力所关注的并非质量之批判!而是相关性之感知/

它所关注的与其说是文本!不如说是文本可以被

如何加以使用的方式-!.

" 大众文本展现的是浅

白的东西!内在的东西则留给生产式的读者去填

写自己的社会体验!去建立文本与体验之间的关

联!从而从中挖掘出关联自身个性的,吻合相关性

的意义,快感和权力来"

然而!仅仅满足于将大众文化视为反抗霸权

的政治工具!从而将相关性作为大众文本的评判

标准!这种工具主义势必促使菲斯克放弃对文本

%审美对象&自身的要求!而刻意为大众文本的浅

白,过度与贫乏做合理化辩护" 虽然对于拒绝话

语霸权而言!这也许有着某种积极的意义!但不幸

的是!这也极有可能导致一种愚民政策!不利于大

众文化的发展与提高" 首先!菲斯克似乎高估了

大众的生产自主性和生产能力" 他想当然地让大

众成为高明的理想读者!假想出一种与现实阅读

状况脱节的大众解读" 但大众真可以用相关的社

会语境来弥补文本的过度与浅白吗4 这恐怕并非

易事" 虽然少数大众或许具备这一能力!但大多

数恐怕只能停留在文本的过度与浅白" 在这里!

菲斯克对大众文本的辩护!与其方法论的局限性

是分不开的" 正如国内有学者注意到!菲斯克的

研究仅仅偏重于媒介文本和媒介受众两大模块的

研究!而忽视了对媒介机构和产业等其他领域的

研究-$.

" 这使得他只关注受众的文化消费!成为

了一个消费至上的平民" 但正如麦克盖根所指

出!这种不加批判的民粹主义*大大高估了消费

者的力量+!其对通俗读物不加批判的褒扬!制造

了一场*质量判断危机+!使得大众文本失去了好

坏优劣的标准-L.

" 菲斯克的方法论决定了他眼

里所谓的那些有创造力,有辨识力的大众!实际上

仍有可能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由个体组成的

乌合之众!他们随波逐流!缺乏自己的判断!无法

辨别和取舍那些眼花缭乱的,著芜并存的大众文

本!以至他们最终逐渐失去对美和艺术的鉴赏力!

而在一些贫瘠的,没有价值的文本中浮浮沉沉!变

成了思想简单的!被塑造成集体类同的一分子"

这也正是霍克海姆所忧虑的'*家庭逐渐瓦解!个

人生活转变成闲暇!闲暇转变成连最细微的细节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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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受到管理的常规程序!转变成为棒球和电影,畅

销书和收音机所带来的快感" 这一切导致了内心

生活的消失+

-H.

"

很显然!尽管菲斯克反复不断地强调大众既

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在文化产品的生产发展过

程中!始终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但大众的辨识

力却始终令人怀疑" 虽然菲斯克指出!美国青年

把新的牛仔裤专门撕成破洞来穿!是为了表示对

主流社会价值的否定!对社会商品化的拒绝" 麦

当娜的*粉丝+们试图从对麦当娜文本的使用!是

为了改变同男人的关系!并且把这种变革男女关

系的幻想力量延伸到家庭,学校以及工作场所!从

而宛如流水侵蚀堤坝一样地去销蚀父权社会的统

治机制" 但是!在这些穿破牛仔裤的美国青年和

麦当娜的*粉丝+当中!有多少人是真正怀有菲斯

克所分析的远大抱负呢4 又或者说!有多少人只

不过是随波逐流的,盲目跟风的消费者罢了" 其

实!菲斯克不过是把大众化的读者变成了专门的

大众文化研究者!用所谓的*裂隙+与*空间+掩盖

了文本的浅白与粗陋-K.

" 应该指出的是!大众文

本必须先有蕴含着丰富内容的反应堆!才能见出

其催化剂的神奇!如果大众文本不充足!意义贫

乏!就不会成为催生大众创造力和识别力的肥沃

土壤" 虽然大众不需要文化霸权!但随着社会分

工的越来越精细!大众已失去了文化原创力" 菲

斯克本人也承认!大众自己不会生产文本!他们只

能改编和利用文化工业的产品" 所以我们说!读

者是由作品来培养的!他纵然可以对作品加以改

编利用!但他那一套改编利用的本领是在长期的

文化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其文化底蕴与习惯!也

是在具体文本经验的积累修正中形成的" 如果其

互文语境中充斥着大量的贫困文本!则贫困的文

本只能造就贫乏的读者" 大众置身于浅陋的大众

文化互文语境中!难免会变得浅薄空虚!这自然会

影响其文化生产能力的形成"

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大师杰姆逊曾对平面

化,无深度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做过深刻的

分析!指出其抛弃思想!抛弃理性所导致的文化失

重的困境" 菲斯克拒绝理性和深度!使文本的能

指和所指都自甘沉溺于平面与简单当中!这可能

是一种自暴自弃的,缺乏批判性的文化观" 他在

这里只是少了一份后现代主义的玩世不恭!多了

一种乐观主义的盲目自信与满足" 他以避免文化

霸权为由!赞同大众文本不做任何深层的价值判

断!使其浅白,平面的特点合理化" 文字平面上的

堆积无法涵养丰富的艺术接受心理!无法参与大

众日常生活的美学建构!这始终是其文化理论中

一个难以克服的缺陷"

三"菲斯克大众文化的审美教育之思

总体而言!菲斯克 *以媒介文本为载体!以媒

介受众为核心!以媒介体验为旨趣+的文化理论!

在方法论和研究立场上给我们带来了某些有益的

启示和借鉴!比如说!它促使人们把理论的触角伸

向了对普通大众和弱势者的关怀-%.

" 然而!菲斯

克似乎过于乐观地肯定了受众主体的主动性,能

动性,创造性和反抗性!同时过高地弘扬了大众媒

介文化的*进步性+和大众的生产力" 与此相应!

他也过于片面地强调了媒介文本的开放性,多义

性和互文性!以及媒介体验的狂欢,快感和抵制"

但从美学的角度上看!却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对大

众趣味的迎合!使得这种民粹主义实际上放弃了

对文本自身的要求!因而势必导致价值判断的缺

失!使大众逐渐失去对美和艺术的鉴赏力"

事实上!菲斯克对精英文化的规避!对审美趣

味的抵制!与当代美学的发展态势不谋而合" 从

!" 世纪后期开始!特别是在后现代思潮和新实用

主义美学的影响下!世界美学走向了后现代美学"

后现代美学的主流是冲破*审美无利害+和*艺术

自律+的康德传统!倡导对通俗流行文化持宽容

的态度!避免一种艺术上的精英主义立场!主张美

学与生活的结合!与身体感受的结合" 凡此种种!

在当下所谓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中!有着最明

显的体现" 因此!菲斯克对大众文化的乐观和辩

护!符合当代美学的主流!有着明显的民主性和解

放性" 现代美学将少数精英的趣味确立为唯一合

法的审美趣味!将*审美无利害性+确定为唯一合

法的审美态度!由此强行将趣味划分为高级的与

低级的" 低级趣味被认为是畸形的,病态的,野蛮

的,狭隘的,缺乏教养的!而高级趣味被视为正常

的,健康的,得体的,普通的,修养精致的" 在菲斯

克看来!现代美学使得艺术失去了先前所具有的

功能!沦为了纯粹的形式!从而拉开了艺术及*欣

赏+艺术的人与*无文化的大众+之间的距离" 随

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尤其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以

前沉默的大众走上了社会生活的前台!开始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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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展示自己独特的审美文化!不再满足于按照

社会精英制定的趣味标准来改变自己的趣味!而

是力争为自己的趣味谋求合法地位" 菲斯克对美

学霸权的这种反抗!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菲

斯克大众文化观却也有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首

先表现为!现代美学是否仅仅只能被理解为一种

大众必须加以反抗和拒绝的文化霸权4 如前所

述!文化学者之所以不再相信现代美学*无功利

的+审美判断!主要是因为它把大众排除在了文

化之外" 但是!我们所应该抛弃的!却是不正确的

或不合理的*判断+!而不是*判断+本身" 所以!

当菲斯克等文化学者拒绝区分趣味的高低好坏!

并进而为大众趣味辩解!这种策略虽然貌似在保

护审美文化的多样性!但实际上反而可能造成审

美文化由于封闭而走向枯萎" 在今天的全球化时

代!这种看似民主,平等的多元趣味论!实际上也

无助于不同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交往和理解!其

结果只能是产生文化孤僻症!以及由孤僻导致的

敌意" 因此!正如国内有学者指出!我们有必要发

展出一种新的趣味观-#".

" 这种新的趣味观肯定

趣味的高低之分!但对趣味却采用了*量+的区

分" 比如说!如果仅仅能欣赏古典音乐而不能欣

赏流行音乐!或者仅仅能欣赏流行音乐而不能欣

赏古典音乐!那么!这种趣味是低级的!只有能同

时欣赏二者!才是高级趣味" 换言之!我们不应拘

囿于自己的片面视野!而应该试探去欣赏不同的

事物!极力扩大自己的欣赏领域!从而突破习惯和

文化造成的偏见"

其次!菲斯克对大众文化是否过于乐观和盲

目了4 当菲斯克满足于将大众文化作为反抗和抵

制精英文化的工具!从而为大众文本的*过度+

*浅白+*贫困+等特性进行辩解!我们不由怀疑!

他是在自甘沉溺于大众文化的平面化与简单化"

从美学的角度上来看!放弃对大众文本的要求!则

会产生这样的后果'只要人们能够构建出某种意

义!即使是路边垃圾!也能形成有价值的审美体

验" 但公园美景远胜于一地杂草!保罗(高更的

绘画比土豆汤或热水袋更能引起审美关注!更能

形成高质量的审美享受!这是不容争辩的" 冷眼

静观当下国人的精神文化!我们不得不心生忧虑!

对菲斯克所颂扬的大众辨识力充满了怀疑"

毋庸置疑!*无聊+ *傻乐+ *山寨+等已成为

%" 年代以来中国大众文化和娱乐艺术的主要特

点-##.

" 当下的各种传媒大多充斥着无聊恶俗的

搞笑节目!不触及现实问题,一味拿弱势群体特别

是农民开涮的小品和相声!以及只有喧闹而没有

思考的所谓情景喜剧" 所有人!无论是台上的还

是台下的!主持的,表演的或观赏的!全部在那里

傻乐" *一年比一年愚蠢+的春节联欢晚会!可谓

是中国当下大众文化最典型的代表" 本来!相声,

小品或情景喜剧都属于喜剧类作品!其生命力在

于站在草根的立场讽刺黑暗势力!嘲笑强权!或者

通过喜剧的形式揭示深层次的时代悲剧" 但今

天!晚会的几乎所有小品都将农民或农民工作为

嘲笑对象!原因不外乎这些人都是可以放心大胆

去糟践的弱势群体" 他们全部被刻画成没有文

化,势利眼,傻头傻脑还假装聪明的笨蛋" 在

!"#" 年的央视春晚小品#不差钱$中!那位农民大

叔把*艺术细胞+说成了*艺术细菌+!把*报答+

说成了*报销+*报复+!把歌星*刀郎+误为*屎壳

郎+!*精辟+误做*屁精+!如此等等!这种低级无

聊的*笑料+居然获得了现场观众的满场喝彩"

而 !""# 年的央视春晚小品#卖拐$!更是拿残疾

人的生理缺陷寻开心!以至于在美国演出时遭到

了强烈的抵制和谴责" 这些低俗文化的流行!似

乎在表明!大众对美和艺术的鉴赏力正在逐步消

失" 尤其是青少年!在大众文化低俗趣味的引导

下!他们的审美能力正在衰退!有些人分不清楚美

与丑!以丑为美!以怪为美!以奇为美" 他们整日

沉迷于*游戏机+!热衷于*追星+" 其趣味低级而

庸俗!对典雅的书画,高雅的音乐舞蹈,严肃的诗

歌小说,传统的曲艺,健康的影视等一概麻木不

仁!对一些缺乏深刻思想和艺术意蕴的言情打斗

作品却津津有味" 因此!可以说!即使真如菲斯克

所言!大众对文化工业产品的消费!是一个主动地

建构意义的过程!是对宰制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反

抗和抵制!但大众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也许

并不像菲斯克所说的那么强" 大众的选择和反抗!

在旨趣上未必就是趋善去恶!近美远丑的" 相反!

也许更多是导致拜金主义的回潮!审美能力的衰

微!高雅文艺的困顿!人文精神的失落!等等"

与之相对应的第三个反思便是'要救赎大众

化时代的病患!对审美教育的价值和功用进行的

重新评估" 在传统的美学理论中!审美教育一般

被认为是培养人们的美感和审美感受力,理解力,

鉴赏力!提高审美趣味和艺术修养的重要手段!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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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被视为人类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源泉!成为改造

个人生活和社会的一条重要途径" 柏拉图在#理

想国$中推崇用艺术来培养城邦未来建设者" 十

八世纪!德国美学家席勒更是提出了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美育理论" 他认为!审美是感性和理性的

对立和冲突的解决!是人性的全面和谐发展和解

放" 审美教育*有促进健康的教育!有促进认识

的教育!有促进道德的教育!还有促进鉴赏力和美

的教育" 这最后一种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我们

感性和精神力量的整体达到尽可能和谐+

-#!.

" 十

九世纪!德国思想家尼采对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

的推崇!马尔库塞对于通向人的本能解放的*审

美之维+的强调!阿多诺对于作为挽救现实社会

途径的审美的乌托邦的坚持!无不体现了审美教

育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而中国的孔子

同样强调美育是提高人性修养,塑造人格美的重

要途径" 到了近代!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人

更是试图通过美育而改造民性!促进社会变革"

虽然自大众文化占据*霸主+地位以后!美育

似乎变得*过时+了" 但是!随着低俗文化的泛

滥!大众对美和艺术的鉴赏力的衰微!谁又能否认

美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呢4 昔日!柏拉图呼吁!让

青年们*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美的作品!像从一种

清幽境界呼吸一阵清风!来呼吸它们的好影响!使

他们不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并

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

-#&.

" 今天!我们同

样要呼吁!要让大众在美育的指引下!规避大众文

化的商业性,浅薄性,庸俗性,娱乐性等!培养深层

次的审美体验!在功利化和物质化的大众浮躁时

代!静心沉思!尽情体会并享受有品位的艺术之美

和生活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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