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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对出版这套《欧洲新闻与传播学名著译丛》深表赞赏和支持。
　　我在中国担任欧盟大使已四年有余，我发现，虽然欧洲越来越了解中国，中国也越来越了解欧洲
，但遗憾的是，这种相互了解还仅仅局限于政府和外交层面以及商贸领域，在教育和研究领域这种相
互了解仍嫌不足。
　　当然，我们取得的成果是显著的！
但这尚无法满足中国与欧盟希望建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需要。
我认为，应该让中国人民和欧洲人民都参与到中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设中来，相关的前提是，中
国和欧洲相互了解并理解各自的社会运行模式。
　　在欧洲，如同在所有先进的民主国家，报刊和其他媒介通过影响公众舆论，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影响其他权力机构，如行政机构、立法机构甚至司法机构。
因此，认识欧洲传媒的运行模式将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复杂的欧洲社会。
　　在欧洲各国，由于没有新闻审查制度，并且由于表达自由是一种基本的价值观，所以新闻媒体是
自由的。
但这并不意味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欧洲的新闻媒体就可以完全摆脱各种权力机构的影响及商业
利益的掣肘。
　　因此，这套《欧洲新闻与传播学名著译丛》的出版是值得举荐和鼓励的。
　　我热切希望这套丛书有助于更多的中国读者深入了解欧洲传媒及其运行特点。
　　这也是了解欧洲本身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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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视角，从地理和历史两个维度理解“现代性”以及手机等新媒体科技对于公共
和私人领域的文化意义；汇集了多年以来在媒体和文化研究领域出现的有关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
诸多论争；论述涉及众多学科和理论，包括文化地理学、人类学和人种学、设计研究，文学理论、艺
术史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地区研究等。
内容颇具创见性、辩证智慧与思考厚度，学术价值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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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维·莫利（英），David Morlev，当代英国“文化研究”领域重要代表学者之一。
现任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媒体与传播系教授。
近年来，研究议题多涉及媒介消费、新传播科技、文化理论与全球化以及文化地理学。
另著有：《家庭领土媒体、移动和身份》（2001）、《认同的空间》（同凯文·罗宾斯合著，1996）
、《电视、观众和文化研究》（1992）、《“全国范围”的观众》（1980）等。
　　译者简介：　　郭大为（主译兼统稿）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讲师，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在读
博士。
研究兴趣：观众研究、科技发展与传媒文化。
常怡如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国际传媒硕士，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访问学者，中央电视台英语国际频
道主任编辑。
　　徐春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硕士，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访问学者，北京电视台海外节目中心主
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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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科技致谢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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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在采访中不但谈到了当前研究者在实际研究过程中采用的方法，还阐述了促使研究者选择这些
研究方法的具体原因。
我认为，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法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或者机会成本，所以研究者应该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处理方法论问题。
另外，我在采访中还指出了由于研究者程式化地运用某种研究方法而造成的问题，譬如，反身性的人
种志研究方法（self-reflexive forms of ethnography）。
很多研究者把这种研究方法当成探求知识真理的尚方宝剑，对待任何文化研究的议题都千篇一律地采
取“反身性”。
殊不知，这种方法论是有问题的。
针对这个问题，我回顾了文化研究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形成的整个过程。
同时，由于这种反身性的人种志研究从过去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一跃成为目前称霸文化研究领域的主要
研究方法，我在采访中还特别谈到了学界相关的许多论争。
在批判这种质化研究方法的同时，我还在采访中讨论了新近在文化研究领域出现的量化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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