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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文化与信息社会》

内容概要

《传播文化与信息社会》从传播文化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入手，论述了文化传播与传播文化，传播文化
的功能与效果，以及传播文化和扩张及其判断等内容。主要内容：文化人类学涵义、社会学视野的大
文化、文化诸现象、从文化概念到文化学、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构建、文化社会学研究
对象、文化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文化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文化社会学研究的意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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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文化与信息社会》

书籍目录

一　传播文化社会学理论基础  1.文化社会学缘由    （1）文化人类学涵义    （2）社会学视野的大文化   
（3）文化诸现象    （4）从文化概念到文化学    （5）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  2.文化社会学构建    （1）
文化社会学研究对象    （2）文化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3）文化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4
）文化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3.传播文化社会学研究    （1）社会共识与阐释焦虑    （2）新思路    （3）承
上启下的理论阐释    （4）边缘思维对中心思维的超越  4.威廉斯的传播文化社会学    （1）整体、历史
和动态的观点看待文化社会现象.    （2）传播文化过程的复杂社会性    （3）面向未来的批判性研究取
向  5.麦克鲁汉和梅罗维茨的媒介文化社会学    （1）麦克鲁汉的开拓性研究    （2）梅罗维茨媒介与环
境社会学视角二　文化传播与传播文化  1.文化传播    （1）文化传播的概念    （2）文化传播的社会过
程    （3）文化的共享性    （4）传播关系与媒介文化    （5）文化传播模式    （6）文化增殖    （7）文
化流　2.文化与传播的互动    （1）文化对传播的影响    （2）传播对文化的影响  3.大众媒介    （1）关
于大众文化的解释    （2）通俗畅销书    （3）电影    （4）广播和电视  4.大众文化的导引    （1）历史的
躁动    （2）南北差异    （3）文化的改造与重建    （4）大众文化的引导    （5）时代的呼唤  5.传媒文化
的神化与大众化    （1）传媒文化的神话    （2）传媒文化的大众化    （3）文化产品的生产方式  6.传媒
文化模式批判    （1）表述模式批判    （2）传送模式　　（3）交往模式三　传播文化的功能与效果四
　传播文化行为和扩张及其判断五　全球文化与国际传播六　传播文化革命与社会现代化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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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文化与信息社会》

章节摘录

　　（3）承上启下的理论阐释　　文化社会学研究理论除了来自英国的源头之外，它的思想资源也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布尔迪厄、博德里亚等的思想
均对“文化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德里达有关“解构”的论述，福柯有关知识和权力的关系的思考
及他对于“空间”的关注，利奥塔对于“后现代”的分析，布尔迪厄有关“象征性资本”及文化品味
的深入研究和博德里亚的“超真实”的媒体论等都被运用于文化研究的领域之中。这就使文化社会学
研究不局限于传统文人的乡愁式的对“后现代”文化的简单的抗拒或对于“高雅文化”的简单的赞颂
，而是力求达到一种对于“文化”的理论化的分析。法国理论的分析的力度及创造性为文化研究提供
了不断更新与创造的能力。二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发展中的两位巨匠——阿尔杜塞和葛兰西的思想
对于文化社会学研究也有强烈的影响。阿尔杜塞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也有相当
的影响。在阿尔杜塞这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巨大作用所造成的支配关系构成了文化想像的虚幻意
识的存在。而葛兰西这位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在监狱中从事理论创造的思想家更是近年文化社会
学研究理论发展中最负影响力的人物。他的《狱中札记》所涉及的问题很多，但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有关“霸权”（hegemony），尤其是有关“文化霸权”的探讨。这一概念无疑是葛兰西的主要遗
产，也折射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要思想的资料。所谓“文化霸权”，也就是由“支配与从属”
的角度展开文化与权力、文化与阶级等方面的探讨。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必须通过对“文化”的
话语性和历史性的遗忘，取得人们的认同。霸权不仅仅是一个阶级或群体的强制力，而且显示一个社
会是如何形成某种价值共识的。在这里，葛兰西的立场与阿尔杜塞有着微妙的差异。在阿尔杜塞那里
，意识形态乃是一种绝对的控制，它使人进入一种想像的机制之中而无力挣扎。但在葛兰西这里，“
霸权”被理解为在一个特定语境中的某种“社会共识”的生成，因此霸权虽然由统治阶层所主导，却
有可能在斗争、谈判之中被改变或重构。　　⋯⋯

Page 4



《传播文化与信息社会》

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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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hu000.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