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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传播是怎样发展的 --------------------------- (1)
"传播"的含义-------------------------------- (2)
传播的开端----------------------------------- (5)
语言的产生----------------------------------- (7)
文字的产生----------------------------------- (10)
大众媒介的产生------------------------------- (14)
第二章 传播起什么作用-------------------------------(20)
人类传播--三位心理学家的看法----------------- (25)
传播的社会功能------------------------------- (31)
小结 传播对人类的功能------------------------ (38)
第三章 传播过程 ------------------------------------ (40)
信息的性质----------------------------------- (41)
传播关系------------------------------------- (45)
传播关系的双向性质 -------------------------- (48)
传播契约------------------------------------- (49)
传播行为------------------------------------- (54)
电路和行为----------------------------------- (58)
小结 传播怎样起作用-------------------------- (62)
第四章 传播符号 ------------------------------------ (65)
符号的性质----------------------------------- (67)
非语言符号的性质----------------------------- (74)
第五章 传播代码 ------------------------------------ (86)
语言符号和代码及沃夫--萨皮尔假设------------- (89)
语言的若干问题------------------------------- (94)
第六章 传播途径：谁同谁谈话 ----------------------- (104)
广角镜--------------------------------------- (106)
传播途径的几种型式--------------------------- (108)
为什么要这些途径----------------------------- (111)
有关选择的公式包会什么内容？----------------- (116)
第七章 传播媒介：大众与个人的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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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的延伸：知识产业-------------------------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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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选择----------------------------------- (161)
大众传播的传播对象--------------------------- (166)
生活中的特定方式----------------------------- (166)
趣味的表现形态------------------------------- (171)
教育与媒介的利用情况------------------------- (174)
第十章 社会控制与大众传播 ------------------------- (179)
有关控制的实际问题 -------------------------- (189)
社会控制的某些其他侧面-----------------------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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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传播怎样产生效果（二） ------------------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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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79)
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 (267)
第十五章 信息革命----------------------------- (192)
新时代的标志--------------------------------- (294)
过载的安排-----------------------------------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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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施拉姆是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被誉为传播学的奠基人，曾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传播中心、斯坦福大
学传播研究所、夏威夷东西方传播研究所主持研究工作和任教，他著有<传播学论文集><大众传播的
过程与效果><大众媒介和国家发展> 等书。收集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中他的文章:《报纸的苏联
共产主义理论》，更详尽地反映了作者在新闻学理论方面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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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专业书
2、麦田书房真有爱~这本书都有的卖~
3、对自己影响很大的书
4、文笔优美。然传播学之根本仍在社会、心理乃至种种基础科学。
5、翻译不太理想
6、很实用
7、传播学经典著作
8、浅显
9、很好的入门书
10、电视时代的传播大师，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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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施拉姆作为研究传播学的泰斗，他的书对于初学传播学的人来说就非常有价值。无奈遍寻各个书
店和图书馆也找不到《传播学概论》这本书，只得每天对着电脑看电子版。虽然眼睛看得很累，而且
电子版中还有很多错别字，但还是收获了很多。整本书语言轻松明快，通过大量的例子向我们娓娓道
来传播学的基本理论。没有感到枯燥，倒是觉得很新鲜。这还是我第一次这么愉快地看一本理论书。
这本书主要论述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过程。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社会行
为的表现都涉及到传播。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起联系的。于是施拉姆就
通过阐述语言文字的产生讲述大众媒介的产生，我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传播的汪洋大海中，以致于很
难设想要是没有传播我们将怎样生活。施拉姆认为参加传播的人是由于某种支配他们的表现的契约而
进入传播关系的。反馈活动和其他任何传播过程一样：它仅仅是一种倒流，是使传播者很快地对由于
他们已发出的符号而引起的符号作出反应的机会。五十年前许多人相信一种“皮下注射”式的传播理
论，他们认为只要能使用全能的大众媒介，他们就能把概念和信仰“注射给”传播对象来直接控制行
为。事实上这是不正确的，受众完全可以选择不接受信息。施拉姆通过讲述一个名叫胡安的西班牙血
统美国学生的故事，让我们对传播某种信息出错的情况进行思索，得出了胡安和老师在他们使用的符
号方面出了问题的结论。符号是人类传播的要素，单独存在于传播关系的参加者之间。这些要素在一
方的思想中代表某个意思，如果被另一方接受，也就在另一方的思想中代表了这个意思。它们同符号
本身代表的东西所引起的反应相似，但不是完全一样。共有的是符号，而不是含义，所以才会有文化
差异的产生。同一个手势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意义，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要了解当地的风俗习
惯，避免闹出笑话。语言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一面我们观察世界的透镜，以及把我们从感觉经验中
抽象出来的意义加以编排存档的系统。任何文化处理来自某种特定经历的信息的需要，一定在某种程
度上确定哪些语言形式在发展。人们处理信息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语言。譬如手指的动作
我们汉语中有“抓、挠、搔、捏、戳、捅”等表达方式，而英语中就比较单调，没有这么多单词形象
地表达不同的意象。人们是根据传播的媒介和传播的讯息来选择传播的途径，他们肯定是选择最能充
分满足需要的途径，而在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他们则选择能够最方便而迅速地满足其需要的
途径。这也是广播经久不衰的原因。很多人认为在电视网络盛行的时代，广播这一媒体必将退出历史
舞台。然而事实上还是有很多人在听广播。司机学生们选择广播因为它是满足他们信息需求最方便最
简捷的方式。传播媒介的选择是否容易获得要看我们生长的地点，我们的经济能力，以及我们的文化
传统对我们的制约如何而定。而同一媒介不同的人使用的目的也不一样。所以电视台才会有各种频道
出台，杂志也有专业性的，满足不同人的需求。我们寝室4个人看报纸关注的东西就不同，这由于我
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和兴趣爱好，需要获取的信息业就有差异。施拉姆从四个方
面指出了最初的两级传播论究竟错在哪里。我觉得都很有道理。只有对广大公众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
消息才通过口头方式传播。接触面广的人无须有任何专业技能也可以传播大量知识。因此舆论领袖的
观点过于简单化了。通过对媒介财源的论述使我们了解到报纸广播的成本和利润，年龄和教育程度同
选择电视上的新闻和政治性内容成正比，而同选择娱乐性内容成反比。这一理论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不过确实很有道理。每个国家都保证本国人民享有表达思想的自由，然而各国都或多或少地对它的大
众媒介加以控制，正如对它所有的社会机构加以控制一样。不管是什么样的广播体系，它都会受到一
些控制，所有的制度都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对它们的媒介加以管制和控制。传播对象的多寡是衡量公众
服务成效的标志。为最大多数传播对象服务的企图究竟是以经济利益还是以公众利益为动机；在没有
真正的选择余地的情况下，在只有一家报纸或只有一种节目的情况下，通过发行量或者观众收视率的
细微差别来表达的公众意愿究竟是否十分重要。在这方面我觉得经济控制远比政府控制对美国大众媒
介施加的影响更为有力。对于大众媒介引起道德上的后果，特别是导致反社会行为的后果，是父母和
执法人员最伤脑筋的事。现在的新闻追求所谓的“三xing”(sex、明星、血腥)。有些报道把犯罪分子
血腥的作案经过很详细地报道出来，这无疑是在教那些想作案又不知怎么作案的人，给他们指明了出
路。但另一方面从大众媒介也可以学到大量的事物特别是从耗费了我们许多时间的电视。施拉姆在本
书中用了大量的数据向我们展示了个人使用大众媒介的时间。我们平时自己使用这些媒介时也并没有
在意，一大串的数字才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这么多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了。事实上我们获得知识的主
要来源是大众媒介。我们有意无意地从电视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掌握了事实、处世的态度、人们
如何行事以及在许多社会环境中别人会期待我们做些什么等情况。可以这么说，媒介可以带来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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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看法的改变。我们不知不觉地一小时又一小时，日复一日地被社会化，产生对生活的影响，对人
生的看法。施拉姆认为传播效果的模型很重要，“枪弹论”不符合现实被抛弃了。有限效果论大众媒
介能提高社会声望地位，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社会规范，可以用作社会麻醉剂，降低了大众的判断力
，很多人就不愿意自己去思考，被动地选择接受信息。比如要写论文很多人就会上网查看别人怎么写
的，遇到什么问题也会在BBS上发帖求助。亚里斯多德把他的大部分注意集中于传播者用什么办法来
说服一个人。卡特赖特和采用论的创造者却是集中在他们劝说接受者采取所希望的行动之前在其思想
上有些什么活动.最可能改变一次传播的效果的方法之一，是改变传播对象对传播者的印象。现在社会
上很多打着名人的幌子骗钱的人，就是利用了名人效应，从心理上拉进传播对象的距离，使传播对象
更易接受。卢因认为团体的决定对个人态度和行为具有影响。如果一个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他周
围的人都不认可的话，他就很可能怀疑是自己出错，并试着接受周围人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真理往
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原因。另外扮演角色有助于说服。很多演员入戏时就完全融入了角色中，把角
色的思想灌输到自己头脑中，支持一些他们本来并不同意的观点。在一致论中探讨了为什么一个人既
对选择的事物作出了决定，还仍旧要寻求支持他决定的信息。这一点我自己也深有体会。暑假买了华
硕的笔记本后，每当看到电脑广告还是会不自觉地去关注，比较性价比，看自己买的划不划算。尽管
就算是买贵了我也不可能退货了。我这样做是应该是在试图消除对已作的决定和可能作的另一种决定
之间的不和谐的感觉。对分析传播效果的各种学说我们要批判地接受。媒介的作用在政治上也不容小
视，现在很多政党候选人都利用电视这个平台提升自我形象，为了个人的竞选搞出一整套的媒介事件
。媒介事件很多通过电视效果会更好。像雅典奥运会冠军刘翔的12 秒91，飞一样的速度，你在现场还
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比赛已经就结束了，就只能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而在电视上由于摄影师和摄影
师的选择性可以选择重播慢放镜头，观众才能更好地欣赏整个过程。在本书的末尾，施拉姆谈到了信
息革命，对传播的未来进行了展望。他认为新时代的标志首先是一种新传播技术的爆炸。大量的数据
对比显现了这一惊人变化，更新是如此之快，信息生产的巨大增加，使得知识差距扩大，信息富人将
比那些信息穷人能更快的接受新信息。而传播学这一新兴学科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写
于2005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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