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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进入近现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大众媒介的崛起，它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一种衡量文明
的价值尺度，一种重塑生活的文化现实。
本书论述的正是报纸、图书、摄影、画刊、广播及其电话、电影、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的“中国化
”过程。
时间跨度虽长，但因定格在一个个节点上，因此具体而微、生动形象，绝没有笼统飘忽之感。
除了以深邃、细腻的笔触勾画出各个媒介“登陆”的具体情形及其独具的性征之外，还以大量鲜活的
一手资料向我们展现了各种媒介对中国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深层影响。
该著的学术特征还表现在：一是将聚焦点集中在媒介形式上；二是重视私人生活资料的使用；三是把
媒介与人的关系作为关注的核心。
这些既是对传媒“内容至上”的自觉反叛，更是其不同于其他著述的个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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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少文小传
在最贫困的1960年降生于最贫困的辽西土地上，又赶上家中闹分家，可谓既不占天时、地利，更不占
人和。

14岁随母入城，与父亲一起生活。
两年后，本无知识的我却被冠以“知青”的名义赶到乡下。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人生的滑稽。

此后的生活是这样：2年铁路司机学校，3年火车司炉，4年大学，3年硕士，5年大学老师，10年新闻记
者，3年博士。
而今就职于黑龙江大学，任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业务副院长。

在省级以上报纸发表过各类新闻作品约80余万字，并多次获奖。
在中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过文学、新闻类研究文章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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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电影媒介：杂交的都市文化
    一 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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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1983：电视·娱乐·入侵
  第一节  电视：迟来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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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这与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有着极大的不同，仅从信息的传播上就可以看出巨大的差异。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名著《乡土中国》中指出：“在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触着陌生面孔的人才需
要在袋里藏着本姓名录、通信簿。
在乡下社会中黏着相片的身份证，是毫无意义的。
在一个村子里可以有一打以上的‘王大哥’，决不会因之认错了人。
”“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
在都市社会里有名人，乡土社会是‘人怕出名猪怕壮’。
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
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
”①不同于乡村社会的熟人世界，城市则是生人世界，必须有足量的信息才能维系正常的生活运转，
无论是邮船进出港时间，剧院、电影院演出场次，还是商场打折、柜台转让、招工求职，乃至于政局
波动、社会治安出现新危机等城市人都关注。
因此，当大批乡村人怀揣着梦想离开往昔安身立命的土地，到都市中寻求新的生存机会，逐渐成了城
里人时，历史便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造就出成千上万的新市民，而足量的市民队伍又是大众商业报纸发
行量得以保证，从而能维持自身生存和持续稳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同时，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人口的流动同时为现代报纸输入了办报人才。
晚清许多有名气的报人大都是科场不顺或无意于科举的外乡读书人。
王韬、康有为、梁启超均有科场不第的经历，而报人曾朴则在应试时“故意弄污试卷，题诗拂袖而出
”。
②相当的文化积累和舞文弄墨的爱好常常使他们选择门槛并不很高的报馆作为自己的事业或是谋生的
平台。
在著名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作家中，至少有三人——李伯元、吴研人、曾朴都参与过办报。
《申报》的主笔蒋芷湘、钱昕伯、何桂笙也都是这样的人。
其中，蒋芷湘举人出身，科场不顺入《申报》做主笔，后考中进士便离开《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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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872-2008:中国的媒介嬗变与日常生活》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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