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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的中国，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形象，已昂然崛起于世界的东方，让人刮目相看。
世界惊奇发现，中国社会面貌光彩焕然，已非昔日可比，这似乎只是弹指一挥间。
回首过去，我们看到了辉煌的成就和灿烂的微笑，同时也看到了艰辛的汗水和坚实的脚步。
中国的媒介与传播研究，也与我们的时代同命运、共呼吸，演绎出激越曼妙的交响，我们既取得了累
累硕果，也面临着重重挑战。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媒介与传播研究的中国学者，我亲身体验感受到了这些年中国学界所走过的不凡历
程，可以说是发展与困惑同在，成就与问题并存，我深深体会到祖国给予的坚强支撑，历史带来的巨
大机会。
人至三十当是而立之年，而当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他的三十周年之际，中国的媒介与传播研究似乎再一
次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困惑与选择之中”，面临着“向何处去”的
问题。
那么，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媒介与传播研究最明智的选择是什么呢？
我认为，最明智选择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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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浙江省社科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这是一部全面、系统、深入论述
媒介地理思想、试图建立媒介地理学体系的学术专著。
本书运用媒介地理学原理和方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合一、天学地学人学同源”的思想，
坚守“天地人媒”整体互动、和谐平衡、共存共荣的研究方针，对媒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体系和领
域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对中外媒介地理学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对媒介地理学中的空间、时间、
地方、景观和尺度等基本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对媒介地理学的主要应用领域进行了描述和阐
述，为科学了解、认识、研究和实践媒介地理学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思想观点和独特的理论视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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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邵培仁，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播学会副
会长，浙江省传播学会会长，浙江省会展学会会长，《中国传媒报告》杂志主编。
《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奠定了其传播学研究的原点，《当代传播学丛书》开拓了传播研究领域，《传
播学》则是其传播理论精华的集成。
近年.他又努力开辟媒介管理学研究的疆域，《媒介管理学》、《媒介生态学》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先后发表论文260余篇，出版专著20种。
著作获得省级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三次.个人于2004年获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于2007
年荣获教育部宝钢优秀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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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及性质　　第二节　媒介：变革时间的观念及分配　　第三节　时间：影响媒介的生产　　第
四节　媒介时间：媒介研究的新视角　第六章　地方：媒介地理要素的社会建构与文化记忆　　第一
节　地方是媒介地理学的核心概念　　第二节　全球化视野中的地方维度与意义　　第三节　消失的
地域与媒介地方感的形成　　第四节　地方性：是媒介的进步还是倒退　第七章　景观：媒介对世界
的描述与解释　　第一节　景观的多重含义　　第二节　景观的生产与消费　　第三节　景观的象征
意义　　第四节　媒介与景观社会　第八章　尺度：媒介传播的本土性与全球性　　第一节　作为梯
状和同心圆状的尺度　　第二节　本土性、全球性与尺度　　第三节　媒介与本土性　　第四节　媒
介与全球性下编　媒介地理学的基本问题　第九章　传者与受众地理　　第一节　传播者的地理特征
　　第二节　作为社会群体的受众与地理　　第三节　作为消费者的受众与地理　　第四节　作为权
利主体的受众与地理　第十章　媒介符号地理　　第一节　符号及其性质　　第二节　媒介符号与地
理　　第三节　媒介中的语言符号与地理　　第四节　媒介中的非语言符号与地理　第十一章　报刊
地理：阅读景观的营造　　第一节　地理与近代报刊的产生　　第二节　地域文化对报刊的影响　　
第三节　报刊的地域性特点　　第四节　报纸对地理景观的塑造与想象　第十二章　广播地理：听觉
的空间魅力　　第一节　广播收听的变迁　　第二节　广播发展中的“催化剂”　　第三节　广播节
目与地理　　第四节　广播对地理的塑造　第十三章　电影地理：眩晕的影像景观　　第一节　电影
视觉接受的地理变迁　　第二节　电影：艺术呈现地理景观和想象世界　　第三节　电影是对现实地
理的重建与延伸　　第四节　电影生产与经营中的地理因素　第十四章　电视地理：集聚地理能量的
利器　　第一节　电视的产生发展与地理　　第二节　电视收视与地理　　第三节　电视内容与地理
　　第四节　电视传播技术与地理　第十五章　网络地理：自由的赛博空间　　第一节　网络是人类
社会进步的加速器　　第二节　网络地理的颠覆与重建　　第三节　地理制约网络的发展　　第四节
　建设与营造网络新文明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媒介地理学>>

章节摘录

同样，传播作为人类的活动，也是人性和生活的建筑材料。
其实当我们说“字如其人”、“文如其人”、“传如其人”时，也等于在说“传如其地”。
音乐地理学告诉我们，渔歌、牧歌、秧歌、山歌等，就既是唱歌人面貌和人格的本质反映，也是其自
身所处的地理环境的真实写照。
陕北民歌信天游是流传在我国西北广大地区的一种民歌形式，这是一种用老镢镌刻在西北黄土高原上
的传世巨著，是黄坡黄水之间的一朵奇葩。
信天游是陕北劳动人民精神、思想、感情的结晶，是陕北人民最亲近的伴侣，是陕北地理环境最直接
的反映。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山连着山，沟接着沟。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或是在山上劳作耕耘，或是赶着牲灵在险峻的山路和深深的沟壑之间跋涉。
在繁重而单调的生活中，一则为了排遣心头的忧愁和寂寞，宣泄孤独，自慰消遣，二则思念起家人、
朋友、恋人，便见景生情，以景寄情，信口编唱，用高亢而悠长的歌声抒发自己的感情、感触，诉说
自己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以释放积压在心头的郁闷和愁苦。
信天游的传唱之境，是一片广漠无垠的黄土高原，这高原千沟万壑，连绵起伏，苍茫、恢宏而又深藏
着凄然、悲壮；清峻、刚毅而又饱含着沉郁、顿挫。
千百年来，它以自己的个性潜在地影响着陕北人的生活习俗，塑造了性格鲜明的高原文化，塑造了苍
凉、宏壮而沉郁的信天游。
4.空间、景观与地方的视觉元素已经成为当下媒介的重要内容当下媒介所关注的空间、景观和地方等
视觉元素，在邻里、城市、区域、国家等所有尺度上，都不是简单的观念，而是各种现象的综合体；
也不只是自然的、地理的现象，还是社会的和媒介的反映对象和传播内容。
不同的空间、景观和地方向度既可被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也可看作是文化层面的多种精神建构和内
容产业，具有观念形态的特征。
大众媒介的广泛介入极大地推动了空间复苏、景观转向和地方觉醒，同时又使得人类的空间感由实境
转向虚境，由时间模式转向空间模式，由直接的亲身体验转向间接的媒介体验，于是视觉传播打败了
听觉传播和触觉传播，本来以呈现和表达社会为己任的媒介反而成为社会必须关注、使用和依赖的对
象，否则就会威胁到它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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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大课题《媒介地理与传播生态研究》和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
化研究中心“985工程”建设项目《跨文化传播视野中的媒介地理学研究》的最终成果，也是以《媒介
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书名申请获得批准的浙江省社科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我从事传播学和媒介理论研究算起来至今已有26年，而从事传播与媒介交叉研究也有20多年的历史。
1988年我与戴元光、龚炜在兰州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本传播学著作《传播学原理与应
用》，在中国传播学界引起巨大反响。
当时我就预测到传播学总论和大众传播学、组织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等分层传播研究会成为热点，而
交叉传播研究在当时可能会被学界所忽视，而这正是传播学研究的突破口和创新点。
于是我着手进行传播学交叉研究，并从1990年开始先后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南京大学出版社主撰主编
出版了《经济传播学》（1990）、《政治传播学》（1991）、《教育传播学》（1992）、《艺术传播
学》（1992）、《新闻传播学》（1995）和《传播社会学》（1994）等著作；接着转入媒介管理学研
究领域，先后合作出版了《媒介经营管理学》（1998）、《媒介管理学》（2002）等著作。
本想就此打住，从此专心致志地搞传播学和媒介管理学研究。
未曾想自己在国内又率先发表了多篇媒介生态学和媒介地理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引起学界和媒体关注
，研究课题被列入浙江大学学科交叉预研基金的资助范围，本人还成了传媒学院与计算机学院共建的
学科交叉研究中心及项目负责人。
接着本人又以《媒介地理与媒介生态研究》为题分别申报了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985工
程”建设项目和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大课题，分别获得正式立项，从而形成了非研究不可
的基本态势。
2008年本人主撰的《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在
当年完成结题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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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媒介地理学》是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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