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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对马克思恩格斯传播观的知晓较晚，开始于1958年；对它的研究更晚一些，开
始于1980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对现代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其传播观是现代传播学早期发展的一个重要环
节。
因此，有必要对它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
本书的目的是：尽可能客观地、有系统地再现他们关于传播的各方面观点，再现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
。
但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角度，几乎没有参照系，因而一切得从阅读他们的著作开始。
这本书经历了10年的磨砺。
1983-1987年，我通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以及能够找到的与他们的传播观有关的资料文献
，作了大约一万条名目索引、3 000张卡片和一本提要笔记。
1988年开始写作。
1989-1990年因故停顿。
1991年重新开始，1993年完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丰富而广泛，我随之涉猎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许多领域的著作。
力求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论述为依据，全面表述他们的传播观，尽量避免先验之见的干扰，是本
书的写作宗旨。
我国翻译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绝大部分收入了1956-1985年陆续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50卷)(下称《全集》)，这个版本基本上是从俄译本转译过来的，经过二手翻译，不免会有一些
差误。
因此，本书对在传播学界流行的几句他们的话，核对了原著文字；对他们使用的几个主要的传播术语
，进行了随机核对，从中又有一些新发现。
1995年以后，《全集》中文第二版着手出版，进度较慢，只出版了十几卷(计划60卷)。
本书除了马克思1843年以前的论著采用这个版本的第1、3卷外，其他的引文尚只能使用第一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译本除了中文版《全集》外，还有《选集》和各种单行本。
书中引文为统一起见，均采用《全集》第一版的卷页码(个别《全集》未收入的采用单行本页码)。
马克思1843年以前的论著引文，标注采用新版卷页。
个别根据原著文字重新翻译的，采用页下脚注，提供《全集》第一版的参考卷页。
本书初版于1993年，三次印刷。
这次再版，除了第十二章第八节，其他部分只做了引文核对和文字的技术性订正。
第十二章第八节论证的是马克思关于"报刊的内在规律"的思想，当初查看德文原文，亦怀疑翻译有误
，但是没有把握，最后还是以《全集》第一版的文字作为论证的基础。
《全集》第二版根据德文原文重新翻译，证实了我当时的怀疑是正确的。
因而，这一节对此做了必要的体现马克思原来思想的论证。
闫伊默、熊壮、任杰、黄春棉、朱爱敏、戴莉莉、丁冰参加了本书的引文核对工作，在此对他们表示
谢意。
本书目录章节标题下标明出自马克思、恩格斯或其他人的话，不完全是原文，而是概括了他们的意思
，故没有使用引号，仅用于提示读者关注，也不完全是对章、节的内容的全面概括，特此说明。
陈力丹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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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系统展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开放的思想体系。
全书16章75节、45万字，论证了他们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理论、世界交往的基本理念，详尽地阐述了
他们所谈到的几乎所有涉及人类传播的各种现象和形态，诸如思维、语言、文字、印刷术、宗教、文
艺、宣传、新闻、报刊等等。
还论证了他们关于传播与法、传播心理、工人政党内部的精神交往、人类传播历经的三个发展形态等
等观点。
作者写作此书，历时十年，通读他们的全部著作，作了名目索引约1万条、卡片3000张和一本提要笔记
，书中介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传播观点，是人们所不熟悉的，对于开阔思想很有教益。
一些大学新闻传播院系将该书列为研究生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基础理论书目。
 　　本书对在传播学界流行的几句他们的话，核对了原著文字；对他们使用的几个主要的传播术语，
进行了随机核对，从中又有一些新发现。
1995年以后，《全集》中文第二版着手出版，进度较慢，只出版了十几卷（计划60卷）。
本书除了马克思1843年以前的论著采用这个版本的第1、3卷外，其他的引文尚只能使用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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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力丹，男，1951年2月出生。
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所所长、新闻学院新闻
学责任教授、传播学方向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际新闻界》月刊主编。

　　197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76-1978年为《光明日报》编辑，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81-200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工作，1993年起为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3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工作。

　　1979年以束发表各类新闻传播学方面的研究成果800多万字, 包括独著18部、论文200多篇。
一般文章1500多篇, 等等. 另编著图书6部。
 合著／合编图书十几部。

　　根据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的统计数据, 19982005年发表文章95篇, “五
”期间（2001-2005年）被引用的文章共125篇, 被引用篇次189次（排除自引）, 两个数据均居全国新闻
传播学界第一位. 根据徐剑2006年1月发表的《基于CSSCI（1998-2003）的研究》一文, 在全国新闻传播
学界综合学术评估中得分520分, 位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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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章 “我们的交往！
” 第一章 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交往观　一、精审交往与物质活动　二、处于“力的平行四边形”中
的交往　三、“需要的体系”与精神交往　四、交往内容和形式的延续性　五、统治阶级的思想与精
神交往第二章 从民族交往到世界交往 　一、民族交往　二、世界交往第三章 人的本质与精神交往 　
一、人的自然本质与精神交往　二、人的社会本质与精神交往　三、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　四、
“需要的人的本性”与交往第四章 交往媒介——语言 　一、语言的产生　二、语言与思维同轨迹　
三、作为人类群标志的语言　四、语言的分化与融合　五、现代文明语言的形成第五章 交往媒介——
文字和印刷术　一、文字产生的历史过程　⋯⋯第六章 交往革命第七章 交往形态——宗教第八章 交
往形态——文艺第九章 交往形态——舆论 第十章 交往形态——宣传 第十一章 交往形态——新闻 第十
二章 交往媒介——报刊第十三章 交往政策第十四章 交往心理第十五章  工人的精神交往第十六章  交
往的三种社会形态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精神交往论>>

章节摘录

文艺的交往特征文学艺术作品或表演是人在社会活动中审美的创造物。
为此有必要再次研究一下马克思下面的一段话：“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
，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
；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42卷97页)在这里，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他能够按照自己的内在尺度和对美的认识自
由创造，这种创造是人的主观想象和客观环境结合的产物。
于是，便出现了一种以审美为基本内容的精神交往形态。
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到人用审美的眼光对自然的改造，在为博士论文准备的笔记里他写道：“希腊人用
赫斐斯塔司①的艺术铁锤打碎自然，用以塑造雕像”(40卷61页)。
“这些塑造的形象当中凡是属于艺术范畴的东西，都是那些对壮丽的体型赋予人类优美姿态的描绘。
”②强烈的审美意识不仅存在于人类的童年时期，更存在于现代的生活中。
例如金、银这类物质，它可以作为货币，也可以作为审美对象而进人艺术交往。
马克思对此曾特别指出：“它们的美学属性使它们成为满足奢侈、装饰、华丽、炫耀等需要的天然材
料，⋯⋯银反射出一切光线的自然的混合，金则专门反射出最强的色彩红色。
而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
”(13卷145页)在谈到金这种货币的作用时，马克思也没有忘记补充一句：它还是“一种美的贮藏形式
”(23卷154页)。
这种美的感受，是人所独具的。
可以说，“美”或“审美”是文艺的本质特征。
只要人的思维不停止，那么以美为基本内容的交往形式亦不会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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