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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理解传播即是理解我们所在的社会和时代：传播的目的是按照社会阶层的变化和现实力量的对比关系
来营造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如果把传播视为一种进步力量，视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那么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维度
的历史进程中，都可以观察到传播的影响。
传播在政治权力的确立与合法化的过程中，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在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过
程中，以多种具体形式——例如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的信息表现，等等——参与了传统文化秩序的衰
落、现代职业伦理的形成与巩固，以及生活价值观的不断更替。
很多时候，通过大众媒体展现在大众面前的传播行为，被视为主要的社会影响力。
人类的传播行为历史悠久，从远古时代口耳相传的音调，到自然语言向对象语言的过渡；从甲骨竹简
到纸张印刷，再到电子显示屏，都强调了社会主体传播活动的内部反应，或者社会主体间互动反应的
关系。
没有一个信息能够脱离社会结构，或者脱离信息传播者和信息接受者共处的具体环境。
信息的存在方式绝不仅仅是信息本身：信息总是处在传播者和接受者双方的互动关系当中。
可以设想，在一个传播行动当中，我们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提取特定的信息作为我们意
识当中的表象，来作为支持自己的信念和观念的依据。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世界逐渐平面化的时代，这个平面化的过程是通过经济全球化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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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社会学》为当代新闻媒体的起源、结构、符码、文化以及运作实践提供了一种犀利而全面的阐
释。
它也回答了新闻如何影响社会的问题，特别是新闻对政治的影响。
迈克尔·舒德森还质疑了大众、学术界和新闻界自身对于媒体的误解。
《新闻社会学》的最终目标不是调解有关媒体的争论，而是致力于界定问题所在，并描绘出新闻机构
在现代公共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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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迈克尔·舒德森（MichaeI Sctudson），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之前在圣地亚哥加州大
学任教多年。

    研究方向涉及新闻社会学与新闻史、广告、通俗文化、文化记忆等。
著有《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广告，艰难的说服》、《美国人记忆中的水门事件》、《
新闻的力量》、《好公民》、《新闻社会学》、《为什么民主需要一个不可爱的新闻界》等多部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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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序言致谢 导论 制作新闻第一部分 今日新闻业  第一章 新闻业的界定  第二章 新闻重要吗？
（媒介效果I）  第三章 媒介偏向（媒介效果II）  第四章 新闻业的历史  第五章 今日新闻业的变迁第二
部分 新闻制作的构成  第六章 新闻的市场  第七章 新闻的来源  第八章 新闻的政治文化  第九章 新闻的
受众  第十章 新闻作为文学和故事第三部分 新闻与社会  第十一章 法律、民主与新闻索引译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闻社会学>>

章节摘录

如果新闻没有构筑一个让人们当回事的世界。
或者如果新闻没有对人们的行动方式产生影响，那么，新闻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几乎所有新闻研究都坚信，新闻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
然而，新闻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我们，这是一个矛盾和不确定的事情。
本书将从新闻效应的问题着手，然后追溯“新闻制作”的观点。
书中还将讨论新闻制作的社会和历史条件，这些条件使得新闻制作成为一种具备可预测、可描述特征
的工业化过程。
新闻制作的一些维度，对于民主的政府和现代世界中的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新闻还有一些特
征是让人深为困惑的，甚至可能在民主或共同体的目的之间有所交叉。
本书的任务不是要为今天我们所知的新闻商业进行辩护或发起攻击，相反，本书要提供一个框架，在
这一框架之下，通过对新闻的历史性研究和比较性研究，各种挑战和辩护都得到阐述。
此外，本书还密切关注当前的研究，对关键问题的不同观点加以观照。
本书的重点是美国的新闻业。
但是，本书也有不少对于英国、法国、德国、瑞典、挪威、日本、中国、墨西哥和其他地方的新闻制
作的评论。
新闻媒体的比较研究仅在过去十年左右得到认真的开展。
它可能是新闻的社会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新领域。
我将吸取这方面的成果。
同时仍以美国新闻媒体作为研究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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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对于本书作者迈克尔·舒德森教授，国内读者应该不会感到陌生。
因为他的两部著作《广告，艰难的说服》（华夏出版社，2003年）和《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的中文版已在国内出版。
此外，他的两篇重要论文也已被译为中文，即《新闻生产社会学》（收录于《大众媒介与社会》，詹
姆斯·库兰、米切尔·古尔维奇编，华夏出版社，2006年）和《公共新闻学关于新闻学知道什么，关
于“公共”不知道什么》（收录于西奥多·格拉瑟主编的《公共新闻事业的理念》，华夏出版社
，2009年）。
舒德森教授在新闻社会学与新闻社会史领域耕耘了三十余年，现在这本《新闻社会学》可以说是他在
该领域的集大成之作。
之所以这么评价，是因为作者凭借多年的学术功力，对于该领域的基本议题的思考，对相关文献、素
材的把握，都达到了庖丁解牛般驾轻就熟、得心应手的境界。
而且，本书英文原版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主编的“当代社会学
”丛书中的一册，可见舒德森教授的成就在主流社会学界也到了认可。
近几年，国内对于新闻社会学或媒介社会学的兴趣正在上升。
除迈克尔·舒德森教授外，托德·吉特林、盖伊·塔奇曼、赫伯特·甘斯等知名学者的代表作都逐渐
或将要移译为中文。
李金铨、潘忠党等华人学者运用媒介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传媒所做的出色的研究，既是西方理
论在中国“本土化”或“脉络化”结出的硕果，同时作为一种示范，也激励了更多青年学者在这条路
径上继续探索。
目前国内这类译作中，从个案着手的经典研究较多，像本书这样通论性质的著作还不多见。
窃以为，从这两个方面来把握媒介社会学的研究思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应有更好的理解。
就国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教学和研究现状来看，传统的新闻学理论研究偏重思辨，不大重视经验性的
研究；而传播学的弓I介目前仍以经验学派为主，偏重传播效果研究，较少关注广阔的社会脉络及其与
媒介的互动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可为国内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另一种参照系。
舒德森教授是社会学博士出身，同时一直对历史具有浓厚的兴趣，因而，他的论著的鲜明风格是兼具
历史经验与思辨分析，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并且总是在社会语境中观照媒介，将新闻的生产与社会
的变迁联系起来。
这样一种研究取向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我对舒德森教授的关注是从阅读台北远流版的《探索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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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新闻社会学》与舒德森先前著作的差异在于他将其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化，对于通过公权力让传媒能
够在比较优质的事业结构中运作有所着墨，可以说是藉助他山之石攻美利坚之失⋯⋯　　——台北政
治人学新问系教授 冯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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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闻社会学》原是杰弗里·亚历山大主编的“当代社会学”丛书中的一册。
这套丛书汇集了世界顶尖级的社会学家，他们以清晰的思维和优雅的文字勾勒出本学科的创新成果。
并将世界最前沿的思想奉献给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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