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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倪琳编写的《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主要探究了近代中国舆论思想的变迁过程及其内容特点。
研究发现：①代表中国传统言论制度的清议概念不能适应现代文明与大众传播所需要的理论建构而被
舆论所取代；②每次舆论思想上的波动与转型都与中国时局交替一一对应，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
③知识精英与权力之间的远近关系决定着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的特点；④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近
代中国舆论思想长期受到西方传统时期的舆论思想的深刻影响；⑤舆论属于现代汉语中的“重返的书
写形式的外来词”，符合中国从传统封建帝国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变的时代潮流。

《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适合对新闻传播学、舆论学、传播思想感兴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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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倪琳，湖北武汉人，文学博士。
先后就读于湖北大学、清华火学、上海大学，现为上海商学院东方财富传媒与管理学院教师，主要研
究领域为传播学理论与应用，传播学研究方法，中外传播思想。
曾在新闻学、传播学专业学术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日前独立主持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
金项目《现代中国舆论思想的兴起与演变》，2011年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网络新人类互动传播
行为调查》等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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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舆论思想的现代性困惑　　将兴起和演变中的舆论思想这个问题置人一幅波澜壮阔、错综
复杂、跌宕起伏的近代历史画卷进行思考。
我们不禁从历史纵向延续与世界横向交流的双重角度发问：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下，舆论是现代概念还
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概念？
舆论是现代产物还是传统产物？
如果舆论是由传统产物不断演变成的现代产物，那么演变的轨迹是什么样的？
受到哪些历史条件、时代变化与社会思潮的影响？
不同的社会阶层的舆论思想是否也会相应的有所不同？
再者，作进一步深入思考，回想历史的时针拨向东西文明碰撞的关口，假设来自西方的舆论（public
opinion）是一个现代产物，携带着特定的西方文明理念因子，那么英文词组“public opinion”，在一
百多年前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是如何被前人翻译成为汉语中的“舆论”？
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个翻转的过程中，能指不仅由拼音字母变成象形方块字，所指也发生了潜在变异
。
这些潜在变异包括哪些内容？
　　带着一系列的疑问，本书试图从复合线索与多元视角探讨“舆论思想”的变迁过程及其内容特点
。
主要包括从历史纵向传承的角度考察近代中国舆论思想的溯源及其流变，并结合中外舆论思想的发遽
，求索舆论思想在演变的过程中所折射出的社会动因与时代观念，以及从思想的生产、符号的传播与
意识形态控制的角度，考察在不同历史情境下思想生产者与传播者的主体——近代知识精英的权力结
构及其格局纠葛下的舆论思想变化。
此外，还将重点考察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交往的历史背景下近代中国舆论思想的演进与变迁，力图全面
还原并双向反思近代中国舆论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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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人对舆论认识有很大局限，以至有“大造舆论”、“引导舆论”、“舆论控制”之类。
“舆论”的现代概念是西方定义的，如果按西方的概念去解释“大造舆论”⋯⋯　　我认为这本书也
算是一个开拓，对中国新闻思想史研究的一个补白。
　　——戴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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