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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怡红君送来厚厚的一大迭书稿，令我作序，在下衔命而从之。
翻阅着这部书稿，仿佛在亲历一个学科的成长史，重温昔日的学术活动篇章。
是啊，传播学从1978年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而进入中国大陆以来，已经走过整整30个年头的岁月！
如同当今中国社会一样，传播学也是蓬蓬勃勃发展，显示出充沛而鲜活的生机。
从细嫩的萌芽破土而出，.到长成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森林；从屈指可数的几位传播学介绍者，到壮大为
一大群卓有成就的研究者。
看到这一切，我们最不缺乏的就是兴奋和自信。
怡红及其课题团队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切入，即从编年史的角度爬梳和整理传播学走过30年的历程
。
这样做的好处是，至少重要事件、重要论著、重要活动等大体可以做到不会遗漏。
可以设想，假如按类别归纳撰写，恐怕难度不知要增加多少。
当然，即使是现在这样，可能这本书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缺点，也可能这本书在评价论著及其
作者方面存在某些偏颇和失公，还可能这本书在材料取舍方面有所遗憾，但这本书总算给了我们一个
比较完整、比较系统、比较清楚的学科成长交代，因而有助于我们对传播学科发展的总体把握。
从这个意义上讲，怡红及其课题团队做了一件很有价值的学术工作。
虽然不敢妄言以后有无学者，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本书是前无来者的。
翻阅这部书稿时，正是达沃斯论坛开会之际。
据报道，“中国”一词在本次会议上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国家，平均每5分钟出现一次，会议发言者几
乎没有不提到中国的，反倒是发言不提中国的似乎都成了落后于形势的不懂得最新时尚的另类。
喜欢创新的外国精英们这次又推出了一个新词，叫“中国密码”。
其中的意思是，中国发展模式是一个密码，现在无人能解。
的确，上世纪90年代初，外国拼命叫嚷“中国崩溃论”；过了一阵儿，发现中国非但未见崩溃迹象，
反而更加壮大，生猛地跨入21世纪，于是又大喊大呼“中国威胁论”；中国仍旧不理不睬，继续坚实
地前进，外国一看招数失败，马上又换面孔，柔情蜜意地呼唤“中国责任论”。
其实，无论是过去的崩溃论、威胁论、责任论，还是现在的密码说，都表达出这样一个实质性意见：
看不懂中国。
不要说那些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国外著名专家看不懂中国，连中国自己的许多专家也解释不清龙
腾虎跃、气势壮观的中国景象。
更有意思的是，迄今人类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中，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能够说明中国30年成长的事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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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四部分组成。
第一篇为编年史，着重描述了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立足与发展的全过程，呈现了研究道路逻辑演进的来
龙去脉。
第二篇为专题研究报告和综述文章，集中重访了传播学30年来重要的研究领域，并运用批判的视角，
反思传播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三篇为学者自述，通过部分学者的个人学术道路回顾，记载他们与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相互联系、独
特贡献和重要的学术观点，以求较完整地反映该学科与学术群体之间相互影响的历史原貌。
第四篇是由4篇资料文章与4个索引构成，旨在为读者的深入研究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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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怡红，辽宁沈阳人。
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法学硕士学他，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所研究
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传播理沦、中国社会人际沟通的观念形态与交往行为研究。
代表著作有《人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沦》，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
播》等期刊上发表论文5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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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研究领域的开拓与相关主题在传播理论研究方面，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受到了更多研究者的关
注。
张军芳对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罗伯特·帕克的传播思想进行了专题研究，提出帕克对传播学所做的贡
献在于将传播看做一种互动关系和社会存在的基础。
针对芝加哥学派的研究，黄旦和李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传播学者纷纷赋予
芝加哥学派思想以重要地位，尤其是“符号互动论”被视为该学术的源头，但是在传播学术史上，勒
温、霍夫兰等人的“四大奠基人”传统却占居主流。
虽然黄旦等对此问题做了解答，但胡翼青的观点也是针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他认为：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为传播研究建构了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研究范式，可以使传播
研究在传播与人性和社会生态的关系方面获得拓展。
胡翼青在其后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又提到了芝加哥学派对传播技术范式的孕育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2006年前后，传播思想史讨论的热点无疑是媒介环境学，尤其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麦克卢汉和
伊尼斯受到关注，尼尔·波兹曼和约书亚·梅罗维茨等纽约学派的代表人物传播思想也备受关注。
毛峰在探讨伊尼斯的传播思想时提炼出了“文明传播”的概念。
他概括了伊尼斯在文明与传播关系方面的主要思想。
伊尼斯认为：文明在确立、生长、扩张与绵延的过程中会不断遭遇传播问题。
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是否合理流动分配、文化价值是否被大多数社会成员共享共信，是这一文明能否
实现内部整合的基础；而在外部扩张上，文明对自然的开发是否超过自然所能忍受并自我修复的限度
、文明是否能合理对待其他文明中的社区与人群，更成为文明生死存亡的关键。
文明在传播过程中会出现“偏向”与失衡，往往会致文明于死地。
因此文明传播的悖论在于：文明在物质、技术以及媒介层面的进步，常常打乱了固有的文明传播秩序
，尤其是文化信息的骤然增加与分歧杂乱，使原本共享共信的文明价值被怀疑并否弃，最终使文明成
为传播的牺牲品，文明由于传播的偏向而堕入战乱、崩溃等非文明的野蛮状态。
除了对麦克卢汉到底是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的论争外，关于如何翻译媒介环境学这一概念问题也是论争
的焦点。
何道宽、李明伟、梅琼林等学者倾向于将这个概念翻译为“媒介环境学”，以区别于国内所谓媒介生
态的研究，而武汉大学单波等人仍坚持使用媒介生态学这一概念。
批判理论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仍然是不同学派的对比研究。
杨击认为，英国的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一样，都是对媒介的批判与质疑，不过前者是从观察从经
验出发的，注重的实际权宜而非理念。
而后者是从理念和理性出发的。
英国人从实际出发的批判，有效地制止了后现代思潮对人类追求确定性的全面颠覆。
另有研究者认为，文化研究学派抛弃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分析中的机械成分，对大众文化中蕴含
的能动力量给予了一定的肯定，认为大众可以控制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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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读者现在看到的这份研究成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所于2007年立项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由
传播学研究室提出课题申请和组织研究的。
该课题组最终由13位成员组成：王怡红（传播学研究室）、胡翼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7年
新闻所访问学者）、张丹（传播学研究室）、杨瑞明（传播学研究室）、姜飞（传播学研究室）、谢
明（传播学研究室）、王凤翔（传播学研究室）、胡河宁（温州医学院组织传播研究所，2006年新闻
所访问学者）、卜卫（新闻学研究室）、孟威（网络学研究室）、张威（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
系06级硕士生）、向芬（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06级博士生，现留所工作）。
传播学室的全体同人都参加了这项课题的研究。
要从纷繁而杂乱的资料中，隔着中国社会30年变革的巨大时空，为传播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书写历史
篇章，我们无法以奔跑的方式，贴近这段时间带给我们的启示，体验这条研究道路的漫长，也无法在
绕场一周之后，直接到达预定的研究目标。
我们是把这一研究过程看作一次高难度动作的训练，当作一次又一次学习和磨炼耐性的机会，让自己
慢慢地接近这个目标。
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学的余也鲁教授在回眸中国传播研究的历史时这样写道：“在这已逝的将近一万天
中，传播学的教育和研究，在肥沃的黄土地上蓬勃发展，无论是专业设立的速度，论文的数量，学术
会议的频仍，攻读与从事此专业的人数，以及内容的丰富，多样与涉及领域之广泛，都是空前的。
几乎可以说，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举世无双的。
这一页历史的整理与爬梳的工作，也就极之艰巨。
”正是如此，我们这个课题组背负着历史重任、学术标准、各方信任与支持等多重压力或动力，在文
献资料的搜集与爬梳中，行行重行行，遍历传播学在中国发展30年的历史足迹，历经困苦与艰辛，现
在我们终于到达了预定的终点线。
也许，我们想听到一些短促而轻微的掌声；也许，我们还有很多无能为力的遗憾，还有许多感觉与失
败的地方，包括那些漏记的人与事。
缅怀流逝的时光，一番辛苦与收获足已构成我们的多重体验。
我们心里明白，学无止境，日复一日，死而后已。
这唯一不同于以往的，只是留在这本书里的一次永远值得我们珍惜的相互激励与愉快合作。
这项研究是从2007年5月开始着手准备的。
初衷是想做一本“传播学在中国发展30年大事记”。
为此研究小组多次组织召开过讨论会，交换与交流研究心得和想法。
随着研究的深入，课题研究框架和内容也不断得到修改和充实。
除了13位研究者个人所承担的研究任务之外，姜飞、谢明、张威为初期研究方案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
思考与帮助；胡翼青作为本书的主编之一，撰写了编年史的初稿，并全程参与了本书的组稿、修订和
编排、出版工作；杨瑞明、张丹作为本书的副主编，除撰写研究报告外，承担了全书编年史、研究报
告与学者自述等的编辑、修订和部分组稿工作；谢明、张威、王凤翔、向芬等也为编年史部分提供了
资料。
卜卫和孟威贡献了她们的新近研究成果；王怡红为该课题主持人，负责课题项目的提出与申报、研究
架构的设计与表述、研究过程的组织与召集，参加了编年史的写作，并负责全书的主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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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传播学西来新新而起正值中国社会变革之际占称30年为一世为传播
学的10年发展立传即使通过缩年体的书写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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