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传媒�现代性：关于传媒和社会理论的讨
论——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

书籍信息

版 次：1
页 数：353
字 数：309000
印刷时间：2005年01月01日
开 本：
纸 张：胶版纸
包 装：平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01169412
丛书名：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



编辑推荐

本书采取一种辩论的姿态，通过对当前关于传媒-后现代主义和信息社会理论这两个主要
范式的-系列讨论，着和研究传媒引出的问题。本书提出，传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
引发了自启蒙运动以来，社会和政治理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本书概括了尼古拉斯�加汉姆教授关于传媒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作者以其深邃的思
想、深刻的理论洞察力、丰厚的资料和严谨的语言，分别从历史观、文化产业观、技术
、政治、生产者、受众和内容评价的角度，分析了关于传媒和社会理论的各种论争，表
明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本书研究范围涉及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等等的各个分支领域，
出版该书的中译本无疑有益于我国读者对于西方批判学派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
思考，开阔视野，从其翔实的例证和逻辑严密的分析中获得启发和借鉴。本书尤其将对
从事传媒和社会理论研究的读者大有裨益。 

内容简介

本书采取一种辩论的姿态，通过对当前关于传媒一后现代主义和信息社会理论这两个主
工范工的一系列讨论，着手研究传媒引出的部下。本书提问，传媒这所以重要，是因为
它们引发了自启蒙运动一来，社会和政治理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在对传媒引出的几个
不同系列的问题的连续探索后，本书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康德所说的人类之非社会的社会
性问题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自律、自由的个体能生活在切实可行的社会共同体里；
或者换句话说，与人类理性和解放相关的范围是什么，限制是什么。
  为了引导这个论题，本书首先从必要的历史角度来讨论。接着考察了解放的含义：认
为传媒是广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世界中的文化产业：认为传媒是科技；精神产
品生产的专业化；符号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社会着距的分离和扩大。本书继而提出，
反对当前在受众研究中的民族志学趋趋向，反对关注日常生活，赞成恢复对受众和效果
的统计事实的研究兴趣，赞成通过回归商品拜物主义和黑格尔哲学本源，以及对认同的
符号互动主义的创造，承认主动的受众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自身的控制当中。接着该讨论
转向了我们怎样评价媒体传播的符号形式，这种评价是否能超出个人体验的问题。本书
指出对传媒的评价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而没有某种标准仅凭主观来评判传媒的表现是
不可能的。
  经过对艺术社会学和美学之间的论争的考察，本书讨论了审美判断的伦理基础，并通
过作为全书论证基础的话语伦理，讨论建立审美判断的统一标准。这种对话语伦理的强
调进而引出了关于传媒和政治的讨论，这里的论点是，关于传媒和政治的讨论就是关于
政治自身的讨论的核心。本书认为，这些讨论关注的是公众和私人之间不断变化的分界
线。到这里，在卢梭关于公共展示在民主政治实践中的中心性的论证中，以及在康德关
于公共理性在民主政治实践中的中心性的论证中，本收回到了公共领域理论的本源。



目 录

总序
导言 传媒、解放和现代性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社会理论
 社会理论、启蒙运动和现代性
 作为道德哲学的社会理论
 现代性的社会批判
 本书的计划
第一章 传媒历史学、传媒理论和现代性
 社会进化理论：生产方式、强制手段和说服方法
 传媒、国家形式和民主
 传媒和工业资本主义
 传媒和时间历史学
 消费历史学
 文化历史学
第二章 作为文化产业的传媒
 资本主义、现代性与解放
 传媒的政治经济学
 传媒规则与市场作用模式
 传媒市场
 市场模式及其批判
 产业经济学研究
 制度性研究
 传媒政策与规则的经济学研究
第三章 作为科技的传媒
 从自然中解放
 技术决定论和信息社会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
 社会建构
 技术或技术类
 设备和系统
 技术和工艺
 技术——经济模式和路径依融赖
 生产技术和消费技术
 技术和劳动过程
第四章 传媒生产者
第五章 受从：阐释和消费
第六章 文化、意识形态和美学：传媒内容分析与评价
第七章 传媒与政治
参考文献
人名对照表



专有名词对照表
译者后记



版权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ushupdf.com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