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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作者十余年来论及传播与社会问题的大量倾心之作。
这些论文不仅展现了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广阔知识视野，更提供了一种将文化传播放在“外部
”社会权力关系中考察的理论路径。

　　通过讨论“帝国时代”世界传播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和中国媒介商业转型的历史困境，作者不仅在
传播研究中清晰地确立了“权力”与“社会”这两个富有解释力的柱心范畴而且用一种整体性的历史
视野覆盖了全球化、主权、民主平等、公共性、多样性等现代政治中最重娶的议题，
　　本书昭示，一旦突破了寻求“内部”规律的“去政治化”窠臼，传播研究将释放出理解当代世界
与中国问题的巨大潜力。
在这个意义上，这部著作既剖析了媒介景观背后的权力结构．也挑战了当下传播研究的典型知识症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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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月枝，1965年出生于浙江省缙云县，198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同年考取公费留学资
格，1996年获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

　　1997年至2000年任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传播系助理教授。
2000年至今在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任教，现为该学院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
授，全球媒体监测与分析实验室主任。
2009年受聘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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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相反地，那里是资产阶级男人阶层的操练场和最终的权力基础，这个阶层已经把自己看成
是一个‘普遍阶级’并准备声称由他们进行统治的合适性”（1992：114）。
所以，对特定的公民社会文化和与之相关的公共领域的阐述必然牵涉到资产阶级的阶级形成过程。
在中国，如上文提到的媒体对“郎咸平风波”的报道所昭示，在市场秩序的建立中，一部分工人不仅
在物质上被剥夺了，而且被排斥在媒体话语之外。
郎咸平只有一位，而抗争产权改革的工人成千上万，甚至有商业化媒体本应乐于报道的“新闻事件”
和相关有“新闻价值”的资料，为什么有“郎咸平风波”，而没有有关“工人阶级反私有化风暴”的
报道，哪怕是十分“客观”的报道？
这难道是可以被任何有心构建中国传媒与“公民社会”互动和市场化与民主化关系的学者所忽略的吗
？
如此形成的“公民社会”，如汪晖（2006）所言，不可能提供任何民主的前提，原因很简单：以剥夺
工人阶级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的这一所谓“市民社会”只能是新型社会专制的历史基础。
在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革命后的社会改造，工人阶级的地位有了大幅度提高；通过把这个阶层
重新打入“弱势群体”来营造所谓“市民社会”或“中产阶级”的方式，等同于在对这个阶级实行管
制的前提下进行社会改造，其残酷性是令人深思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均存在导向专制主义的可能性；在当代条件下，经济自由主义
扭曲了中国现代经济的历史、垄断了对于极权主义的论述，它所创造的是一种精心结构的思想专制。
弗雷泽指出，新的历史研究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排他性，而且注意到了它与其他公共群体
，如民族主义公共群体、农民公共群体、精英女性公共群体和工人阶级公共群体之间的冲突。
这些被弗雷泽称之为“底层反向公共群体”从一开始就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排他性规范相对立。
所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出现本来就不应孤立地仅仅被界定为反对专制主义和传统权威的斗争，
而是⋯⋯同时涉及到钳制大众的问题。
公共领域一直是在冲突中被构建”（Fraser，1992：116，引用出于这个原因，人们不应该再假设资产
阶级公共领域概念只是一个没有实现的乌托邦式的理想，而应该认识到，它是从主要建立在对强权臣
服基础上的政治统治到建立以共识为基础、以一定强制手段为补充的统治的历史转型的主要制度机制
。
尽管这样，弗雷泽并没有把公共领域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统治意识形态建构而完全摒弃，而是对哈贝马
斯概念中四个有问题的前提进行了质疑，并以此作为她建构“后资产阶级”民主公共领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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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名家论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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