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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电视文化安全》作者能够将中国国家电视文化安全放到“入世”和“全球化
”的大背景中加以冷静地思考，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说话，作者着重论述了全球
化与中国国家电视文化安全之间的显在和潜在的关系，指出全球化并不只与经济有关，它还对影视文
化具有非常强烈的吸纳和整合的张力。
全书空间涵盖面广，时间跨度大，材料新颖，所用资料具有非常高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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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君，中国教育电视台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台编审委员会委员。
兼任中宣部舆情局特约舆情研究员、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文艺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央电视台少
儿频道咨询委员会委员，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
第二届“十佳百优”全国优秀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
曾多次作为特邀专家，参与中宣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等重大战略课题调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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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表各类文章数百篇，有多篇学术论文被《新华文摘》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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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二、“地球村”，神话还是现实?    “地球村”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
汉和昆廷。
菲奥利提出的，它来自这两个人合写的一本书的书名《地球村的战争与和平》。
具体含义是指由于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本只在村落生活中普遍采用的口语传播(说与听)重新获得
重视，所不同的是，通过现代传播技术，主要是电视和通讯技术，“村落”的边界被扩展到全球。
    “地球村”这个概念提出以后曾经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争议，作为对客观现实的一种形象化的概括
，马歇尔·麦克卢汉和昆廷·菲奥利二人确实抓住了现代通讯技术带给人类社会的一些新的变化，那
就是因为包括但不限于电视在内的现代传播媒介的广泛使用而造成的“空间消失”的幻觉。
委内瑞拉籍的作家乌斯拉尔·彼得里(uslar Pietri)是“地球村”这个概念的一个支持者，他在一篇题为
《传播好比革命》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世界革命已经在美国开始⋯⋯史无前例的政治事件是大多数
美国人民拒绝越南战争和拒绝黑人少数民族现状的态度，这既不是任何一个政治团体的成绩，也不是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更不是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骤然变化的结果。
从根本上说，这是媒介的音量、强度和影响半径的结果⋯⋯大街上的人首先转化为现场目击者，然后
不可避免地参与这些在其他情境下显得遥远和无意义的事件。
”另外一位名叫德里克。
德‘凯克霍弗的加拿大学者也发表文章支持马歇尔·麦克卢汉和昆廷·菲奥利，他说：“电视时代将
人们变为近邻，用‘地球村’来表示这一概念是恰当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地球村”大唱赞歌。
    有人说，“地球村”可能是近几十年国际传播学界流传的一个最大的神话。
人们对“地球村”这种提法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地球村”的提法易于使人们忘记
或者忽略“喻体”与“被喻体”之问的重大差异性。
作为“喻体”的“地球村”与作为“被喻体”的普通村落之问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但也确实存在着相
当大的差异：普通村落的成员之间一般说来具有几个“共同”：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历史、共同的
划分敌友的标准，这些共同之处使得村落成员之间对彼此的感觉都是真实的而非虚拟的，自然的而非
强加的，互相信任的而非相互猜疑的。
但是，在作为“喻体”的“地球村”内部，不同的成员之间却不一定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历史
、共同的价值、共同的划分敌友的标准；二是“地球村”的提法易于使人们忘记或者忽略在作为“喻
体”的“地球村”内部，不同的成员之间在对信息的占有和掌控问题上的不平等。
这些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对传播设施的接触和占有及使用的不平等，以及对传播系统控制的不平等。
“‘地球村’这一修辞性说法倾向于对权力方面的因素的轻描淡写。
”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曾任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则在《电子
技术革命》一书中带有一定预见性地指出：“麦克卢汉的确给人以强烈印象的类比没有足够重视人的
稳定性、把人融在一起的亲密关系、被大家接纳的暗示的共同价值和代表原始村社的主要建构因素的
传统。
”因此，作为对麦克卢汉“地球村”的一种“反动”(Reaction)，布热津斯基提出了“地球城”的概念
，“‘地球城’的类比在他(按：即布热津斯基，引者)看来似乎更好地迎合了电子技术社会。
”另外一位美国学者罗伯特·福特纳更进一步提出了“地球都市”的概念，为此，还专门写了一本专
门著作，题目就叫《国际传播：“地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该书后来由华夏出版社于2000
年出版。
    从信息论的角度加以考量，“都市”与“村庄”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成员之间信息的流动是不均等
的，有相当一部分成员几乎没有什么可能会受到本区域媒体的关注，除非在他们中间发生了什么反常
的事件，如暴力活动，或者“主流媒体”出于“高贵的怜悯”，以俯视的姿态对他们的疾苦做一些猎
奇性的报道，对于这些成员，有人形象地把他们称为“沉默的大多数”，而都市里的另外一部分(通常
是极小部分)成员却无时无刻不在充分地享有信息，他们是主流媒体的“主角”。
“沉默的大多数”们与“主角”们可能“鸡犬之声相闻，人民老死不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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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村落”中每一个成员基本上都有“话语权”，即使这种“话语权”不大，但每一个人也都
还有发言的权力，而在“都市”中却往往只有精英们才享有“话语权”，“这样的不平等在都市生活
中处处皆是。
都市中充满了‘拥有一切，的人和‘一无所有’的人”。
“拥有一切”的人决定媒体说什么，和怎么说，而“一无所有”的人则往往欲“说”无门，麦克卢汉
等人当年之所以提出“地球村”的概念，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看到了由于技术的进步而使得以往的
地理空间的“消失”。
但是，他们却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技术的进步并没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跨国
传播确实可以增加异国居民对他国情况的了解，但却无法帮助异国居民获得他国居民的真实“身份”
，跨国传播确实可以增加异国居民对他国情况的了解，但却无法帮助异国居民拉近与他国居民之间的
亲密关系。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球村”不过是一个美好的“神话”而已!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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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能够将中国国家电视文化安全放到“入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冷静地思考，在认
真调研的基础上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说话，作者着重论述了全球化与中国国家电视文化安全之间的显
在和潜在的关系，指出全球化并不只与经济有关,它还对影视文化具有非常强烈的吸纳和整合的张力。
全书空间涵盖面广，时间跨度大，材料新颖，所用资料具有非常高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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