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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看到邓惟佳的博士论文《能动的“迷”：媒介使用中的身份认同建构》即将付梓，我和她一样欣
喜。
　　惟佳攻读博士学位的专业方向是广播电视学，她同时也是这个领域的青年教师，在读期间一直为
本科生教授与广播电视相关的理论和实务课程，因此从一开始考虑博士论文选题，就觉得无论从她的
个人喜好还是专业发展，都应该在广播电视领域寻找一个基于中国媒介发展现实的生动鲜活的案例，
并通过这样的案例来尝试一些理论建构。
惟佳在硕士阶段求学英伦，耳濡目染，对大众文化研究颇有兴趣。
于是，在年轻人当中被热议的海外电视剧，开始走进她的研究视野。
　　从关注海外电视剧基于互联网在中国的特殊收视方式和产生的影响，到最终确定以中国的美剧网
上迷群为研究对象，探讨受众如何通过其行为来实践自身的能动性，进而深入诠释出能动的迷群在媒
介使用过程中建构身份认同的特征、方式和意义，整个研究的过程之辛苦之纠结自不待言。
所幸惟佳以她的刻苦勤勉，为自己三年的博士研究生学习生涯，画上了一个十分不错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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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以“伊甸园美剧论坛”为例的个案研究，运用以深度访谈和观察法为主的质化研究方法，从
“社会文化性”受众研究的取径切入，对中国的“美剧网上迷群”做了一次全面和深入的观照。
研究发现，中国的“美剧迷群”以网络社区的形式在美剧论坛中逐步形成和发展壮大，这些能动的“
迷”积极主动地使用媒介，形成了跨媒介、多元化的媒介使用方式，并在这媒介使用的过程中进行了
身份认同的建构，同时本书的研究结果也为受众研究中探讨媒介使用与受众身份认同建构之间的关系
提供了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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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惟佳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主任，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发言人。
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获文学学士；曾有若干年电视台记者的职
业经历；后赴英国留学，获英国Leeds大学传播学硕士学位；2004年初起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任教；2009年获得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学博士学位。
在《国际新闻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新闻界》等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近10篇，
并主编广播电视专业英语教程，参编教育部专业教材，编写专业英语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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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目的和意义　　研究目的和意义是一对共生的概念，制定目的是为了实现它，而只有实现了目
的才会显示出本研究的意义所在，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以人类学研究中质化研究的方法，在受众研究领域中，以身份认同建构这种文化
研究的取径切人，重点关注美剧网上迷群的媒介使用行为与身份认同建构之间的关系。
研究将具体通过对美剧网上迷群一系列实践活动的观察、描述和分析，试图在这些表象之下剖析他们
在文化层面上的作为，研究他们在此过程中真正获取和生成的是什么，并以此深层次探究迷群这部分
特殊的受众是如何在媒介使用过程中建构身份认同的。
　　另外，从这整个文化现象来看，它同时也属于大众文化研究的范畴。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孙玮教授曾经说过：“在以前的大众文化研究话语中，媒介一直是受到极度关注的
环节，但基本是以负面形象出场的，在这样的话语中，媒介代表的是市场力量，或者是市场与行政的
合谋力量，压制民众的真实需求。
特别是在90年代媒介以及大众文化的市场化之后，这种批判话语渐成主流，法兰克福学派因此成为一
个重要的理论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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