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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对舆论概念的不同定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和解释，然后以历史为线索，考察中外不同时
期舆论形态和舆论概念的演变规律，以利于读者较为宏观地把握舆论现象。
在简要介绍了舆论研究的诸种方法之后，又分别从个人、群体、社会等不同层面，对意见的形成和舆
论的发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科学性探索。
对于社会谣言、现代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以及舆论监督等话题，也有较为系统而深入的探讨。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体例新颖，结构完整，视角独到，适合新闻与传播专业的相关课程使用
，对关注舆论话题的广大读者，也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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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认识舆论　　第一节　民意与舆论　　在本书中，和“舆论”一词相对应的英文词
是public opinion。
这个词有时也被译为“公众舆论”，比如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的Public Opinion一书，最初被翻译成《
舆论学》，后来又被翻译成《公众舆论》。
①在中文中，舆论就是“舆人之论”的简称，一般指老百姓的言论。
这和public opinion所指称的“民意”（generalwill）基础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是在现代社会，public opinion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民意表达，而有其特定的发生机制，并可能成为强
大的社会或政治力量，因此首先需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比较分析。
　　汉语中的“舆”，本指车厢，转义为车。
《周礼·考工记·舆人》中说，“舆人为车”，即舆人是为造车匠，又指与车有关的各色人等。
后来，舆人又指驾车的人，称“舆丁”或“差夫”，是差役中的一种，人数众多。
所谓“舆者，众也”。
春秋末期，人分十等，舆人为第六等。
《左传·昭公七年》中说：“人有十等，⋯⋯皂臣舆，舆臣隶，⋯⋯”杨伯峻注引俞正燮的《癸巳类
稿·仆臣台义》：“舆则众也，谓卫士无爵又无员额者。
”舆人因此取得与坐车官吏相对应的一般百姓的广泛含义。
“众”字本身就带有等级地位的色彩。
商周时期一般将农业生产者称为众，后演化成与官对应的概念。
我国学者徐向红指出，中文里关于舆论表示群众言论这一说法，至少在周朝就大量出现了。
先秦典籍中的舆论，主要有“庶人之议”、“国人之议”和“舆人之议”三种提法。
此外还有管子提出的“市人之言”和“啧室之议”以及庄子的“丘里之言”等。
②《三国志·钟繇华歆王朗传》中写道：“朗上疏日：⋯⋯今六军戒严，臣恐舆人未畅圣旨⋯⋯设其
傲狠，殊无人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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