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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范龙的《媒介的直观——论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的现象学方法》一书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
础上增补、修订形成的。
身为他的导师，我为范龙的这一研究成果的取得感到由衷的高兴，更要对这一研究成果的出版表示热
烈的祝贺！
　　严格说来，范龙是我招收的第一个非定向全日制的博士研究生，也是我连续指导时间最长的学生
。
他自1999年起便跟随我攻读新闻学硕士学位，三年后又接着攻读该专业的博士学位。
屈指算来，到去年他博士研究生毕业为止，我作为他的导师已与他共同走过了八年的光阴。
八年弹指一挥间，但很多往事却仍历历在目。
记得他刚来华中科技大学（其时校名尚为“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报到时，给我的第
一印象是一个谦逊有礼、言语不多而略显内向的青年。
与他接触了一段时间后，特别是在和他共同完成了一项关于网络文化的课题后，我发现，这个性格内
敛、不事张扬的学生具有两个突出的优点：一是认真，二是敢闯。
所谓“认真”，是指他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办事，都兢兢业业、踏实不苟，交给他的各种任务，总能按
时保质地完成，从不拖沓，也少有疏漏。
所谓“敢闯”，是指他眼光独到、思维敏捷，对于很多问题都有自己个人的理解和看法，做学问的独
立性和探索意识很强，看似“老实”，其实绝不安于墨守成规。
对于范龙的这两个特点，当时在我院任教的杨伯溆教授曾通过与他合作撰写《因特网与社会——论网
络对当代西方社会及国际传播的影响》一书而有深切感受，并大加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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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一位在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学者，麦克卢汉的声名曾经大起大落，几度沉浮。
有关他的评论无论是褒是贬，大都局限为一种随意性的言说，少有学理层面的探讨，缺乏严格意义上
的学术价值；而对于其思维方法的认识则尤为肤浅混乱，长期充斥着各种不合事实、不负责任的狭隘
偏颇的观点，严重阻碍了“麦克卢汉研究”的发展和深入。
    针对上述状况，本书提出可以通过将麦克卢汉的思维方法纳入现象学的视野加以考察而对之作出某
种相对确切和深刻的理解与判断。
本书认为，现象学作为现代西方最主要的哲学思潮之一，具有极其重大的方法论意义，从根本上标志
着一种以本质直观为核心的哲学方法。
通过对麦克卢汉著作的文本学解读，本书发现，麦克卢汉的传播学研究明显体现出“面向事情本身”
的现象学精神，其最具代表性的“媒介即讯息”的论点宣示了可被直观把握到的媒介本质，它作为对
关于媒介效应的自我意识体验加以现象学的描述和反思的必然结果，实际上正表现了麦克卢汉在有关
媒介的认识领域中对于本质直观的成功运用。
基于上述认识，本书指出，麦克卢汉可被视为一位主观上虽未参加现象学运动，而客观上却在其学术
实践中遵循和运用了现象学的基本原则与方法的“广义现象学家”，其传播学研究与现象学方法之间
存在着显著联系。
    在将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解释为现象学方法的基础上，本书进一步指出，作为传播学研
究的两大传统方法的实证方法和批判方法，本质上分别是进行事实归纳的经验方法和进行理论演绎的
思辨方法。
通过比较，本书认为，现象学由于从哲学方法论上解决了传统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所无法解决的“
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用强调“现象即本质”的本质直观弥合了“现象界”与“本体界”之
间的鸿沟，因此有助于消除实证方法的“经验一般化”困境并补足批判方法的“总体性”缺陷，在某
种意义上实现了对这两种传统的传播学研究方法的超越。
    鉴于现象学方法相对于传统方法所具有的上述优越性，本书提出有必要将现象学方法引入传播学研
究，其意义在于现象学方法可以丰富传播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凸现传播学研究的时代特征并敞开传
播学研究的思维视域。
本书指出，在研究方法的薄弱业已成为阻碍我国传播学发展的巨大路障的情形下，必须兼容并包地借
鉴包括现象学在内的西方传播学的方法论思想，以扎实的方法论研究来推进我国传播学的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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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龙，男，1976年生，湖北武汉人。
1999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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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理论和教育传播。
曾获2008年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已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新闻前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中国大学教学
》、《现代教育科学》、《浙江大学学报》、《华中科技大学学报》、《重庆大学学报》、《湖北大
学学报》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新闻与传播》、《外国哲学》、《文化研究》全文转载或收入索引。
现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研究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青年研究项目、华中科技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青年研究项目和华中科技大学人才引进基金研究项目各一项，并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研究项目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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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麦克卢汉：一位由特殊经历造就的传播学家　　本章简要回顾了麦克卢汉早期从事文学批评
的历史及其转向传播学研究的经过，指出分别在文学和传播学领域内对麦克卢汉产生过重大影响的“
新批评”与伊尼斯，均因在其各自的学术研究中表现出面向事情本身的实事性的认识态度而在一定程
度上契合了现象学的方法论精神，可能对麦克卢汉日后运用现象学方法来进行传播学研究起到了某种
引导作用。
　　2.1　从文学批评到传播学研究　　众所周知，作为一位典型的“半路出家”的传播学家，麦克卢
汉的学术生涯可被明晰地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属于文学批评，后一阶段则属于传播学研究。
　　以文学批评家的面目出现的麦克卢汉，显然没有给世人留下什么印象，然而这段看似无关的经历
却对其日后的传播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此，对麦克卢汉早年的文学岁月作一粗略的回顾是必要的。
有关传记（由加拿大作家马尔尚所撰写的《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以其翔实的史料和精辟的分析而
被公认为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麦克卢汉传记。
鉴于此，本书对于麦克卢汉相关经历的介绍大都取材于该书）告诉我们：1911年6月21日，麦克卢汉出
生于加拿大阿尔伯达省埃德蒙顿市的一个普通商人家庭。
1928年至1934年，他在就读于曼尼托巴大学期间，逐渐表现出对于文学的浓厚兴趣，并将其确定为自
己的主攻专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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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媒介的直观：论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的现象学方法》提出可以通过将麦克卢汉的思维方法纳入
现象学的视野加以考察而对之作出某种相对确切和深刻的理解与判断。
作为一位在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学者，麦克卢汉的声名曾经大起大落，几度沉浮。
有关他的评论无论是褒是贬，大都局限为一种随意性的言说，少有学理层面的探讨，缺乏严格意义上
的学术价值；而对于其思维方法的认识则尤为肤浅混乱，长期充斥着各种不合事实、不负责任的狭隘
偏颇的观点，严重阻碍了“麦克卢汉研究”的发展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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