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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受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了，这当然也包括对大众传媒的
需求。
因此产生了媒体创意专业，要想使该专业真正得以确立，就必须构建一个具有本专业特点的核心课程
体系，同时还必须编撰一套相应的适应本专业教学需要的教材。
    本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编写成的，主要内容包括传播本体论、传播过程论、传播环境论、传播效
果论、传播功能论、传播学研究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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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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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传播学的学术源流　　正如牛顿的那句名言，“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
站在了巨人的肩上。
”人类社会现有的所有文明成果都是建立在先人所知所识的基础上。
在知识爆炸的今天，面对不断更新的知识，唯一的应对方法便是在学科发展的历史中寻找“爆炸开始
的奇点”。
要想搞清楚黄河为什么是黄的，最好的办法是去它的上游、源头一探究竟，我们学习传播学，同样需
要寻根溯源。
　　第一节　渊源回溯　　传播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
一般认为，传播学形成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时期，传播学的鼻祖——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
在美国多所大学创立了传播学研究所并著述了多门传播学基础教材，传播学学科体系基本形成）。
然而，传播研究却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历史，早在公元前5～3世纪的中国先秦时期和古希腊
时期便出现了关涉传播现象的思想和著述。
因此，在回顾传播学历史之前，我们有必要廓清传播研究、传播理论、传播学这三个概念。
　　一、传播研究、传播理论、传播学　　（一）传播研究　　从外延定义上说，凡是对传播现象的
关注和探索，都可称作“传播研究”。
　　生物学研究表明，在动物之间也存在着有目的的传播行为，特别是群居动物之间的传播行为尤为
复杂。
由此可知，人类社会的传播行为伴随着人类进化的历史，同步于人类社会的形成，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
当然，早期的人类传播只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无意识的行为，有意识地对传播现象、行为进行研究要晚
于人类传播的历史。
正是因为传播行为贯穿于甚至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先人们很早便注意到传播的存在及其重要
性，并不断地对其进行探索和总结。
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传播技术的研发。
这不仅包括传播媒介的发展，例如从13语到鼓笛、号角、烽火，到文字，再到报刊、广播电视等传播
符号、传播媒介的改进和革新；也包括社会传播系统（结构）的建立和发展，例如中国早期的“采诗
”制度、烽火传信、官驿系统、邸报系统，到今天的邮政系统、电报系统、电话、广播电视系统等传
播系统和规范的建立和发展。
　　第二，传播经验的总结。
由于传播行为无时不发生于人们的生活中，并对人类社会影响重大，人们很早便自然地关注到社会中
存在的各种传播现象，有关传播技巧、传播规范的智慧火花也层出不穷，散见于中外大量民谚俗语和
汗牛充栋的各种文献之中。
例如“十里无真信”强调的是传播过程中会产生信息变异。
“人言可畏”、“众口铄金”说的是舆论的威力；再如中国的《论语》、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的《
修辞学》等著作中，也有许多针对传播问题的精辟见解。
　　虽然传播研究由来已早，但都是一些散乱的、附属的研究，真正将传播作为一种独立现象来研究
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二）传播理论　　仅仅对传播现象进行描述、对经验进行总结是不够的，对纷繁复杂的传播现
象进行研究，其目的在于发现杂乱现象背后所隐藏的规律性和一般性，进而形成具有解释性和预测性
的传播理论。
　　理论“解释了一个事件或行为。
它澄清了乱七八糟的形势；它从混乱中得到秩序”。
也就是说，理论可以将零星的信息加以组织和综合，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重要的变量及其关系，它
不仅为我们廓清了所观察的对象，还解释了对象之间的关系。
许多理论还可以帮助我们对研究的结果和效应作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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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理论便是传播研究者对某些传播现象和问题的集中探讨和系统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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