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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与传播研究”丛书是新闻传播学研究所、媒体策划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在本学科以及相关
学科长年研究、实践基础上，倾力推出的一套学术精品丛书。
该丛书的理论视野涵盖文化传播学与新闻传播学两大学科领域，广泛吸收了当今西方传播理论、媒介
哲学、大众文化研究、新闻传播学、传媒经济学、编辑出版学、文献学以及当代国学研究的理论，密
切贴近当代媒介研究、传媒实践、文化产业发展等实际需要，是国内文化传播学与新闻传播学领域的
一批领先之作。
本书是丛书之一，讲述的是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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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翠玲，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编辑学会会员。
1982年在西北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
198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
导师杨敏如先生。
200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导师启功先生。
1985年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至今。
出版学术专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合著，中华书局，1996)、《朱彝尊研究》(中华书局，2005)
等，发表有关中国文学史、文献信息学、编辑出版与文化传播史的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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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我们可以设想如下几种框架：根据传播媒介不同，将传播史料分为新闻传播史料、音乐传播史料
、典籍传播史料等。
例如，中国古代的音乐传播是独具特色的。
这涉及到中国音乐传播的观念(如中国儒家的礼乐文化、音乐与教化的关系，道家“大音希声”的观
念)、音乐的娱乐功能(如“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神韵)和传播效果(高山流水的故事)、音乐传播的
环境、音乐机构(乐府等)、以诗歌记录音乐的方式(以形喻声)，以及少数民族音乐在汉族的传播和融
合等方面。
这些资料不仅具有文学史料、音乐史料的价值，也可以从传播学的角度加以整理。
    还可以根据不同学科，将传播史料划分为宗教传播史料、文学传播史料、语言文字传播史料、历史
学传播史料等，以特指和某一个专业领域相关的传播观念、传播活动和传播现象等，以史料长编的形
式对其加以整理。
例如，关于宗教传播史料，可以分为佛教、道教等类别，仅佛教就涉及佛教的传入以及中国化过程、
禅宗特殊的“不立文字”的传播方式、居士的参禅悟道生活、僧众抄写诵读佛经、寺庙讲经、民间的
唱道佛事①、佛经的刻印和收藏等方面的资料。
还可以按照时代划分，例如先限定为先秦传播史料，再分出传播者(士的传播观念、史官的传播观念
等)、传播方式(整理文献、讲学、周游列国等)、传播技巧(游说论辩等)、传播渠道(采诗制度等)、传
播工具(文字符号、各种载体的典册文献)、传播效果等方面的子目。
    此外，还可以根据传播学理论的框架，将传播史料分为人际传播史料、政治传播史料、跨文化传播
史料等类别。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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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统媒介是相对于新媒介而言的。
传统媒介，指印刷媒介以及印刷前的传播媒介，也概称为印刷媒介，或者旧媒介。
本书以中国典籍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考察中国典籍作为一种传统媒介的特征及其在编辑出版与传播史
上的意义；一方面探讨中国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其所形成的独特的知识结构体系、阅读方式和
传播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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