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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主要分四个板块。
对于研究生层面的阅读者来说，要求全面掌握，而对本科生，则可以有一些侧重。
第一部分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介绍了传播的观念、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大众传播理论的范式与研究
方法。
第二部分从第四章到第八章，除了第四章中的宣传研究外，主要是客观经验主义的研究范式。
第三部分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主要是介绍批判理论。
第四部分是第十二章，主要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从研究范式上来看，它属于经验诠释主义范式，
更接近于历史文化研究。
第十二章中关于麦克卢汉修辞与认识论的部分内容本科生可以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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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传播的六种话语第一节　什么是话语研究本质主义的定义方式什么是传播？
这是每一个学习和研究传播理论的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翻阅各种讨论传播的书籍，我们发现，对于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人们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当然，
循着不同的界定，对于传播现象的考察也在不同的方向上展开。
这本书要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关于传播的理论——甚至有许多理论相互矛
盾？
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大众传播有助于公共管理，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大众传播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控制。
尽管造成上述分歧的原因很多，但其中关键的一点是他们对“传播”的界定存在差异。
是什么产生了上述分歧呢？
可能是认识角度、利益、价值观、世界观不同，但是最根本的一点是他们采用的定义方式造成了众说
纷纭的局面。
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学者的定义都采用了“传播是⋯⋯”这样的判断句，他们试图透
过传播现象的迷雾，揭示出传播的本质。
学者们为什么采取某一个特殊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定义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一些学者认为，他采取的某种定义要比其他定义更“正确”。
这种思维方式来自然科学。
在自然科学中，因为多数情况下存在着大家认可的统一的数据获取方式和判断结果的标准，所以我们
可以通过比较，找出一个最符合这个标准的解释，它当然比其他解释更“正确”（实际上，这种“常
识”式的看法，也在不断地受到质疑①）。
然而在社会研究中，不论是在数据的观察与获取上，还是结果的判断上，都存在人言人殊的局面，如
何能保证这种自封的“标准”得到其他人的认可呢？
这让本质主义的定义陷入困境。
为了避免上述困境，我们可以采取另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既然客观上存在分歧，那么就承认它们。
之所以要采取某一种本质的定义，无非是为了使用的方便，是一种个人化的研究策略。
这是采用本质主义定义方式的第二个原因。
①　参见[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美]费耶阿本德：
《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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