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流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流言>>

13位ISBN编号：9787504356192

10位ISBN编号：7504356190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时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作者：蔡静

页数：12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流言>>

前言

　　中国流言研究的成功之作　　当蔡静的博士论文即将付印并嘱我为这本新作写几个字的时候，正
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生效(自2008年5月1日起)。
将流言研究同信息公开放在一起思考，倒颇有几分情趣，也确实值得认认真真地思索一番。
　　坊间有言日："大道不通小道通。
"新闻媒介由于政治不开明而无法满足民众的知情需求，这也不能刊登，那也不许发表，是谓"大道不
通"。
于是乎，小道消息满天飞，传言流言四起。
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在一个民主不开放的社会里，小道消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几年，实实在在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建设阳光政
府和阳光执政党，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让政府生活在玻璃罩之下。
党的十三大强调的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之一就是：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试想，如果我们执政党果真能够做到这一条，而且做得很出色，那小道消息还会有市场吗?所以。
2003年"非典"在全国蔓延时，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于是一些学人又大声疾呼：谣言止于公开，谣言止
于智者。
　　然而，止于公开，止于智者，也得有个过程，调适和改革也需要时间。
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广的疆域，这么重的历史欠债，实施如此大幅度的社会转型，政府和民众都需要
决心、耐心和韧劲。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方面，需要深入地观察和探讨流言本身形成的条件、土壤和发生的机制。
只有对流言发生的原因有了深入的了解和全面的把握，方能对症下药，科学地面对，有效地防范，及
时地化解。
蔡静的博士论文，从这方面先他人而啃了这块硬骨头，初步弄懂了其中的一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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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流言：阴影中的社会传播》以流言的产生、传播和消失为经线，以流言作为信息和意见的双重属性
为纬线，描绘了流言作为社会传播过程的完整面貌，并探讨了其控制方式。
作为流言研究在传播学语境中一次整合的尝试和流言的中国研究的一小步，《流言：阴影中的社会传
播》将是一个长期研究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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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静，1978年生于江城武汉。
1996年入读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其间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组进行策划实习；2003年获得武
汉大学新闻学院硕士学位，并考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2005年12月受世界舆论研究协会邀请于香港大学参加年会，作了题为《流言：阴影中的社会舆论》的
英文演讲，并获得香港"南华早报"奖学金。
200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进行研究，研究课题《流言传播与风
险社会一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考察》获得国家博士后基金资助一等奖，并参与国家“十一五”规划教
材《传播与文化教程》的编纂工作。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流言>>

书籍目录

序：中国流言研究的成功之作自序第一章  流言的认知：变形中的信息  第一节  流言的界定：经典定义
及其修正  第二节  流言的类型：多样标准与特殊类型第二章  流言的产生：多重视角的整合  第一节  功
能主义视角：流言的产生公式及其补充  第二节  精神分析视角：流言与集体无意识  第三节  认知与记
忆：流言产生的个体心理要素第三章  流言的传播：双重属性的交流  第一节  流言内容变形：信息背后
的意见指向  第二节  流言传播渠道：人际传播中的双向互动  第三节  流言的中转：信息推动和意见交
流第四章  流言与大众媒介：信息竞争与渗透  第一节  知情的延伸：流言传播与大众媒介间的信息竞争
 第二节  渠道的跨越：流言传播与大众媒介间的信息渗透第五章  流言与舆论：大多数是否沉默？
  第一节  “沉默的螺旋”：舆论形成中的媒介强势  第二节  流言：“螺旋”之外的声音  第三节  流言
与舆论的互动：被挑战的“螺旋”第六章  流言的消失与控制  第一节  流言的消失与休眠  第二节  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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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流言的认知：变形中的信息　　第一节　流言的界定：经典定义及其修正　　流言，《
辞海》中解释为“散布没有根据的话”。
谣言，则释为“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捏造的消息”。
显然，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流言”与“谣言”是基本作为同义词混用的。
但从构词和用法进一步解析，“流言”强调的是“流动，流散”的状态，强调信息传递渠道并不正式
但流传广泛。
从经典文献看，这一点已经体现出来。
比如，《书·周书·金滕》载：“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日公将不利于孺子”，郑玄
在《尚书笺》中虽然强化这则信息中的道德批判分量，斥管、蔡所言“公将不利于孺子”是“诬周公
，惑成王”，但释“流言”为“放言”，并不含褒贬的意味。
孔颖达疏：“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闻之，若水流然。
流即放也。
”也是强调流通而并非一定虚妄。
《荀子·致士》中说：“凡流言、流说、流事、流谋、流誉、流想，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
闻听而明誉之，定其当而当，然后士其刑赏而还与之；如是则奸言、奸说、奸事、奸谋、奸誉、奸愬
，莫之试也，忠言、忠说、忠事、忠谋、忠誉、忠想，莫不明通，方起以尚尽矣。
”在荀子看来，君子听到流言一类的言论，应当秉持谨慎的态度，令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同时认真
鉴别，明智判断，赏罚得当，如此则奸人难售其奸。
王先谦注：“流者，无根源之谓。
想，谮也。
”“君子闻听流言、流说，则咀白称誉。
谓显露其事，不为隐蔽。
如此，则奸人不敢献其谋也。
”荀子以“流”为无根源、无确证之谓，却并不认为“流言”一定是奸言、奸谋、谮谗之类。
因此，流言可能为真为假，需要进一步判断。
相形之下，“谣言”则更多的强调信息的真伪判断。
谣言在中国史书上则有“谣诼”之称，始见于屈原的《离骚》：“众女嫉予之蛾眉兮，谣诼谓予以善
淫。
”注云：“谣谓毁也，诼尤谮也。
”因此，在定义某信息为“谣言”时，它已基本判断为“假”，如“辟谣”。
而流言哄传，之所以社会影响广泛，一个根本原因是它在传播之时被人们信以为真或者至少认为被传
播的信息有真实的可能性，因此，为了从学术上更确切地描述这一传播现象，在本书里，将始终将其
概括为“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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