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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拟在国民党政权迁至台湾之后为起点到2008年近60年的时间跨度里，以台湾民主政
治转型为背景参照，探讨台湾的政治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变化过程，分析其原因。本书上
篇以各类媒体在政治变动过程不同阶段发挥的政治功能为线索，既按照时间顺序也遵循
政治发展过程。下篇是对上篇历史描述性的理论深化，运用文化研究理论进行理论分析
和深度审视。本书认为台湾政治建立在高度的政治意识形态基础之上，所以下篇从政治
传播的内容、传播策略和传播文本这几个角度剖析台湾政治传播的内在理路。

目 录

总序
研究台湾政治传播的开创性著作（代序）
前言
过程：从政治媒体到媒体政治
一、国民党威权体制为日后向民主政治转型提供制度空间
二、国民党威权体制之下的媒体地位
第一章 组建反对党——政论杂志
第一节 国民党掌控大众媒体
第二节 政论杂志的理论定位：权力制衡器
第三节 政论杂志的实际作用：组建反对党
一、知识分子办杂志时期（50—70年代初）
二、政客办杂志时期（70—80年代初）
三、政论杂志的春秋战国期（1980年代）
本章小结
第二章 群众动员（一）——作为媒体的社会运动
第一节 台湾社会变迁与民主化要求
第二节 台湾社会运动的话语建构
第三节 作为媒体的社会运动
一、社会运动作为媒体——人际传播
二、社会运动作为新闻事件——大众传播
本章小结
第三章 群众动员（二）——地下电台
第一节 “解严”前台湾广播电台概况
第二节 地下电台的兴起与政治角力
第三节 政论性地下电台的传播模式分析
本章小结
第四章 政治和社会力的较量——电视媒体
第一节 国民党控制“三台”



第二节 民进党打破电视频道垄断
第三节 民间社团推动“党政军退出三台”运动
第四节 “广电法”修法与政党利益争夺战
本章小结
分析：文化研究视角中的台湾民主政治与大众媒体
一、文化研究理论简述
二、文化研究方法适用于台湾问题分析
第五章 政治与大众媒体关系论
第一节 民进党执政后操控媒体的主要手段
第二节 大众媒体与政治体制关系探析
第三节 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中媒体的属性
本章小结
第六章 意识形态——政治传播的内容
第一节 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
第二节 民进党意识形态的构建
一、历史：非法化
二、现实：革命化
三、未来：狂欢化
第三节 大众媒体建构大众文化的路径
第四节 同为意识形态的政治与大众媒体
本章小结
第七章 娱乐——政治传播的策略与回馈
第一节 经由象征表达的意识形态
第二节 象征的传播学运用——传播的仪式观
第三节 传播仪式观的实践——新闻戏剧化
第四节 解构权威——民进党的政治行动剧之一
第五节 开拓政治空间——民进党的政治行动剧之二
本章小结
第八章 民粹主义——政治传播的文本
第一节 公民社会需要理性文化
第二节 民粹政治阻碍公民社会的成熟
第三节 大众媒体助力民粹政治传播
本章小结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过程：从政治媒体到媒体政治
第一章 组建反对党——政论杂志
第一节 国民党掌控大众媒体
  1945年，二战结束，台湾光复，国民党政府从日本政府手中接收台湾，1947年，爆发
了对台湾政治生态产生重要影响的“二`二八事件”。为稳定政权，国民党吸取在大陆的
失败教训，认真研究了“二�二八事件”折射出的台湾社会和民众的意见，建立“党国
”一体的威权体制。1949—1987年，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全面戒严，严厉控制政治体系
内的言论和思想。1950年颁布《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杂志管理办法》规定：“凡诋毁政
府首长、记载违背三民主义、挑拨政府与人民感情，散布失败投机之言论及失败之报道
，意图扰乱人民视听，妨碍戡乱军事进行或诲淫诲盗之记载，影响人民秩序者皆查禁之
。”为了将社会舆论和民众思想控制在其意识形态范围之内，除掌握党营和军方报纸之
外，国民党政权对主流媒体进行政治拉拢和经济保护，使主流媒体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侍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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