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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告作为传播信息的媒体之一，在我们现代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广告是伴随着人类的生产销售活动而产生的。
广告是文化创造的成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体现了人类的进步，反映了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
同时，文化也为广告提供大量的素材，帮助建立传播形式，社会实践规范及创建主体特征。
在现代生活中，我们不再把广告视为一种简单的、纯粹的商业行为，而是把广告视为一个社会的缩影
，一个民族传播文化的载体，是一种文化张力。
    广告传播离不开符号。
在充满视觉符号的社会里，符号的作用在于描述一个真实的世界。
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我们可以找到真实的自我，并和社会众多成员一起分享同一伦理及美学文化。
广告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它主要体现以下三点：一是受众相关的背景文化知识，二是广告传播的诱惑
手段，三是广告所推销的产品及理念能使受众产生一种梦幻般的感觉。
正是基于这几点，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广告不遗余力地变换各种表现符号来塑造新的形象激发
受众的欲望和主观意愿，以达到传播的目的。
    我国的广告同法国的广告相比，不论在广告的艺术设计方面，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起步都比较晚，
可中国广告业发展的速度确很惊人。
自1979年以来，中国的广告业每年以40％的速度递增，世界排名第七，亚洲排名第二。
从五彩斑斓的中国广告形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人想象无意识的力量，也可以看到社会分化演变的痕
迹。
如今，广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形象图谱。
    中法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也必然导致广告传播模式上的差异。
因此，我们有必要去探索中法广告传媒中所表现的不同特点。
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与
交融。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愈明显，人类的社会才能愈显示出文化的多样
性；文化的多样性的共存也需要人们必须尊重文化个性的存在。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文化传播的过程当中更好地去解读个性文化。
    本书运用了符号学、心理学及信息传播学的理论，对中法两国广告的文化要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
比较。
目的是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并思考两国的广告在提供信息、表现手法及跨文化传播方面的表述及论证
。
通过广告去认识社会，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解读一个国家的历史。
更确切地说，便于法国人用新的视野看待中国文化，也为中国公众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法国文化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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