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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蔡勇200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郑兴东老教授的指导下主攻传播心理方向的博士。
入人大前，蔡勇是云南财大广告专业的副教授，曾经参与过一些知名品牌的创意和设计。
入学三年来，蔡勇潜心学业，平素不多言语，因此，尽管他选修过我的课程，我们的交流也并不很深
。
真正认识蔡勇，是通过他的博士论文。
在匿名评阅中，我一口气读完了他的那篇题为《简单：整合营销传播的一个关键词——理论模式与运
用》，论文的选题和立意让人耳目一新，研究的框架也非常合理，且逻辑严谨，论述充分。
于是，在给它的评语中写下了这样一句结语：　　“⋯⋯本论文是一篇质量上乘的优秀博士论文。
”　　今天，蔡勇以“简即真”为主题，曲版这三本营销传播方面的专著，请我代序，我在电话里欣
然答应。
通览全文，洋洋洒洒近70万言，旁征博引，文献研究十分充实，方法驾驭亦很娴熟，表现出作者很好
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训练和良好的底蕴。
　　营销传播的理论模式今天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和应用，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并未能很好
地回答现代社会传播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如何解决在日益复杂的传播语境中突破信息激增与受众注
意力匮乏的困境。
蔡勇基于自己对现代信息社会的敏锐感觉，通过对迄今为止的营销传播理论的分析，提出“简即真”
这一基本命题，具有时代性和创新意义。
　　《消费者发现与主体性缺席——现代广告理论及其运用史评》《简单即真诚：走出后现代传播语
境的悖论——哲学反思与理论建构》和《简单：整合营销传播的一个关键词——理论模式与运用》三
本书，既可以被看做一个整体，也可以独自为政。
第一本《消费者发现与主体性缺席》是一本广告理论及其运用在实践过程中的批评史略，通过研究，
作者得出结论说，20世纪的广告及其理论的发展，是一个消费者不断被发现，而人的主体性一再缺席
的历史；并从尊重主体的观念出发，提出了一套构建营销传播理论的独特见解，继而又引出了把“简
单”作为一个基本概念组入到营销传播理论体系中。
第二本《简单即真诚：走出后现代传播语境的悖论》通过引用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诸
多理论，从更加宽泛的层面论述了“简即真”的媒介语境和命题的哲学演绎过程，充分地论证了“简
单”作为人的基本认知要素的地位和作用，从认识论、认知心理过程、伦理、审美以及传播的行为效
果等若干方面，论证了“简单即真诚”这一理论命题；这一部分已经超出了营销传播的范畴，具有传
播理学甚至是更加宽泛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价值。
第三本《简单：整合营销传播的一个关键词》，在前两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简单”的“物理—
经验”模式，“心理—结构”模式和“心理—审美”模式来考察“简单”的表现形态和创出机制，以
此完善了营销传播效果的产生机制；在本书的结语部分，再次回到尊重主体性这一元点，引发人们对
构建营销传播理论更深远的思考。
　　做学问有两种境界，一种是“举重若轻”，把复杂高深的理论问题演绎得妇孺皆知；另外一种是
“举轻若重”，把看似平常的问题挖掘得透彻丰盈。
蔡勇属于后者，他从对百年广告理论的批判开始，以“简单”这一理论范式作为关键点切入，并围绕
这一关键性范畴采用层层深入的分析模式，使人们的认识不断地深化，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营销传播
理论的不足，使人们更加深刻地利用整合营销传播这一模式展开相关的实践活动。
在此，我很乐意把蔡勇这三本名为“简即真”的营销传播理论论著介绍给大家。
　　喻国明　　2007年11月15日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新闻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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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营销传播的理论模式今天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和应用，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并未能很好地回
答现代社会传播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如何解决在日益复杂的传播语境中突破信息激增与受众注意力
匮乏的困境。
     本书作者蔡勇基于自己对现代信息社会的敏锐感觉，通过对迄今为止的营销传播理论的分析。
提出了“简单”的“物理—经验”模式，“心理—结构”模式和“心理—审美”模式来考察“简单”
的表现形态和创出机制，以此完善了营销传播效果的产生机制，具有时代性和创新意义；在本书的结
语部分，再次回到尊重主体性这一元点，引发人们对构建营销传播理论更深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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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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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舒尔茨们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的缺憾　　1.1　选题背景：日益复杂的传播语境——信息　
　无限丰富和受众注意力匮乏的两难境地　　20世纪70年代末，大卫？
戈德弗雷和道格拉斯？
帕克希尔在《谷登堡Ⅱ》里热情洋溢地通报了一个完美时代的即将到来——他们宣称这是一个其他时
代无法匹敌的理想的信息交流时代，电脑与现有通讯线路的联姻将使我们的信息财富比过去任何时候
都更丰厚。
他们的支持者也认为人们只要坐在舒适的家中，面对一部装有调制解调器的电脑，就可以进入世界上
所有数据库，接触到所有信息。
　　马克？
波斯特认为他们的这种描述使人想起了福楼拜笔下的两个滑稽的角色，他们徒劳地积聚并整理着全部
完美的知识和所有真理，他把他们比作萨特在《恶心》里描述的那个毅然从字母A向字母Z出发，企图
通读整个图书馆的滑稽人物。
这个滑稽角色的幻想被戈德弗雷等翻版成为如下的臆想：所有印出来的东西都被编码并存储；由此形
成的“图书馆”无一受到“口令的保护”，无一“属私人所有”；人人都可以使用这些信息，且这样
使用不具有其他意蕴；在数字编码、储存、提取、传输及复制过程中，不会丧失任何有意义的东西。
　　波斯特的反讽虽然颇具后现代的意味，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筑波科学城研究人员高居榜首的
自杀率却给了他有力佐证。
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研究也表明，自杀者大多是精神病患者，如果给动物（如猴子等）以不适当的环
境信息输入，就会引起它们被称为信息中毒和信息失调的大脑障碍。
人类虽然具有比其他动物强的信息处理能力，但人脑的机能并非无限的，当遭受的外部信息输入超过
限度时，同样会产生大脑障碍。
诗人艾略特20世纪初在他的《摇篮曲》里就不无哀婉地预言“我们从信息中失去了知识，也从知识中
失去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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