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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思想》

前言

传播，或更恰当地说信息一传播的命运令人惊奇。上个世纪中叶稍早时候，它出现在美国：之后逐渐
地传到发达国家，首先是欧洲；接下来它蔓延到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包括最为贫穷的国家中的某些
；它超越了政治制度（尤其是近十五年来），它继续表现出不明确的、多样的、多义的甚至是混乱的
特征.传播被应用于各种经济活动的管理、政治生活和更为广泛的几乎所有的社会及文化活动中；它在
各处引发着可观察到的技术的扩张（信息传播技术是现代化的一个首要媒介）；越来越多的大学、继
续教育和中等教育开设了关于传播的教学活动；传播带来了某些新的职业——报刊和书籍（当然也在
世界性的互联网上）对这些新职业的描述面貌各异。传播的研究取向因此必定是多种多样的；在日常
交流中，在对各种认知进行比较时，包括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在内，人们经常会感到惊奇。作为一个约
三分之一世纪以来一直工作于高校的专家，即使我察觉到对信息传播现象的理解有某种的进步，这种
混乱还是持续着。如今，在各处人们依赖于或开始依赖于那些更为可靠的知识，这些知识由高校的研
究中心或是专门机构加以说明澄清。人们越来越少地将传播归结为某种精神状态、某些专门技术或是
某些个体固有的禀赋。人们仍然将它看成在各种情况下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加以使用的秘诀，但是人们
越来越少地相信那些精神领袖，后者随时准备着提供各种消除危机、社会生活或工作生活中的种种冲
突的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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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思想》

内容概要

明确地说，以一种概括的方式来呈现传播思想的轮廓及其突出方面正是本书的目标。我并不对今后的
发展进行预测，请仅仅允许我强调传播思想的这一主要特征：这一独特的思想来源于相互竞争的、旨
在认识传播现象本身的不同理论的贡献，同样，它也来源于各种职业领域的设想，在这些领域传播思
想得到应用，也带来种种有组织的社会行动。就这点而言，传播思想作为一种共同语言而发挥了作用
，但没有出现任何一种强制的统一理论。因此，传播思想既是概念化操作的产物，又是专门技术和采
取（多种多样）传播行动的人们积累起来的经验的成果。它因而是充满悖论的，这一悖论正是本书的
中心。
目录
《传播思想》中文版序言
引论
第一部分 奠基性思潮（五六十年代）
控制论模式
大众传媒的经验一功能主义研究取向
结构主义方法及其语言学应用
第二部分 研究问题的拓展（七八十年代及以后）
传播（批判的）政治经济学
语用学
传播民族志、常人方法学及社会互动社会学
技术和中介社会学
讯息的接受和媒介使用的形成
传播“哲学”
第三部分 当前的争议（在第三个千年的转折点）
一般理论：不大可能，并总是不可思议的
被传播所延伸的信息
难以想象的信息（或传播）社会
交叉学科，而非退回至各个学科
对信息传播学特性的必要确认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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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传播思想》中文版序言引论第一部分 奠基性思潮（五六十年代）  控制论模式  大众传媒的经验一功
能主义研究取向  结构主义方法及其语言学应用第二部分 研究问题的拓展（七八十年代及以后）  传播
（批判的）政治经济学  语用学  传播民族志、常人方法学及社会互动社会学  技术和中介社会学  讯息
的接受和媒介使用的形成  传播“哲学”第三部分 当前的争议（在第三个千年的转折点）  一般理论：
不大可能，并总是不可思议的  被传播所延伸的信息  难以想象的信息（或传播）社会  交叉学科，而非
退回至各个学科  对信息传播学特性的必要确认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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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思想》

章节摘录

引论传播（la communication）已经渗入社会及职业生活的大多数领域，它通过以它的名义而展开的各
种行动、提供的越来越多的技术以及经由它而扩散开来的象征体系（la symbolique），总是有着令人震
惊的吸引力。然而，越是如此，特别是在某些专业领域，对那些可以解释传播的运行机制的种种知识
的生产就越显得矛盾和徒劳无益，更不必说人们仍然拒绝将传播视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的确，初看起
来，描绘出信息传播学（les sciences de l'information et de la communication）作为一个具有自主性的（交
叉）的学科领域，从自我建构开始所经历的发展阶段，这一企图是会令人感到震惊的。事实上，对于
一个科学学科或领域而言，当其认识论基础已经被认识清楚并得到承认时，这种思考会因此更加容易
站住脚。然而，毫无疑问，信息传播学自我呈现的图像即使不是大杂烩式的，也是复杂而多样的：各
种范式雄心勃勃地试图再现传播的所有维度，并经常在各个维度上显现出来；而理论上的相互对立则
遮掩了那些现实的关系和具有创造性的主张。但是，对于一个科学领域而言，获得学术上长久的认可
或者科研政策（politico scientifique）部门的大力支持，以便人们能够理直气壮地研究其进展并明确对
它的管理，这是否是必不可少的?对于这个问题，极少有人敢给出正面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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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播思想》是贝尔纳·米耶热编著的，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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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思想》

精彩短评

1、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和从事传媒工作的人士值得一读，但此书翻译水平不太高，文字表达不流畅
，可能是翻译的难度造成的吧
2、我不否认这是一本好书，但，以后如果非必要的话，不会再看法国人的著作，尤其是中文译本。
3、个人觉得这本书很值得一看。作为介绍传播思想的学术著作，对于传播思想自身作为一种思想，
对其传播活动及其不断的变化发展都有着深层次的探究，整体结构清晰明了。
4、很薄，主要是简略介绍传播学理论/思想的发展，不适合初学者，没有一定理论基础，读它未必能
深受裨益。传播学的经典之作
5、隔了很久之后再看这本书，才发现它高屋建瓴的视角可以带来独到的启发⋯⋯
6、纯业余人士翻译，如同天书。
7、难懂
8、读的过程中从一开始的抗拒到慢慢的赞叹，作者把传播学的各种范式按时间顺序糅杂在了一起，
让我开始意识到只关注批判理论的浅薄，10元一本的小书，翻译还行，唯一的缺点是太简约，需要不
断的就其中一个概念拓展开来思考和检索。
9、搞理论研究的写出来的东西都好晦涩，更何况还是一个用法语搞理论研究的orz。。看了两遍才明
白了个大概，不过还是平均每页有五个以上的名词需要查维基才懂。。。
10、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11、一本单薄却蕴含深刻的经典著作，一本关于传播思想简洁而宏阔的读物！
12、刚好作者来给我们作了一场报告，刚好又成了我课堂分配的必读书目。这本书主要简略的介绍了
传播思想的发展，由于篇幅不长，所以对于初学者的我，算是没有讲透彻。于是，我得考虑是不是应
该重读一片。。。。
13、引导性读物
14、没看大明白  需要多看几次才行了
15、译得太差
16、传播理论的范式从20世纪40、50年代的三种奠基性思想：信息论、控制论以及结构主义语言学出
发，经历了60、70年代蔚为大观的传播领域扩展，包括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反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崛
起、文化人类学介入到传播学之中以及对于传播理论的哲学思考等等。现如今，传播思想的纷繁复杂
，更需要我们认清其主要的特征，作者着力从传播理论的一般理论建设的可能性、信息与传播区分是
否、传播学是交叉学科以及传播学特征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思考。
17、视野开阔，浓郁的欧陆风情
18、法国视角
19、翻译的太烂了。
20、在法国，传播学始终很不入流，而本书作者只是打开新视角却过度省笔墨，大有发展空间。而且
他是否跟马特拉过不去，为什么只有那么小段内容，而且后面提到他主持调查的报告时竟然也没有说
是他写的，不熟悉他的话还真不知道这个被隐藏的贡献。
21、其实没看懂
22、法国学者对传播思想的梳理，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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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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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思想》

章节试读

1、《传播思想》的笔记-第74页

        在半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里，信息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变得明确起来，在各式各样的理论贡献之下
，也变得丰富起来。最初的三个奠基性的理论思潮（控制论模式、大众媒介的经验-功能主义研究取向
和结构主义的方法在语言学中的应用）虽然遭到了某些否定和批判，但是仍然占据着中心的地位。近
来，在这三个奠基性的思潮之外出现了各种特殊的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革新了传播思想，从而也极
大地革新了信息传播学领域的研究。在这些问题中，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传播（批判）政治经济学、
语用学、传播民族志、常人方法学和社会互动社会学、技术和终结社会学、关于讯息接受以及媒介和
新信息传播技术使用形成的研究，最后是各种不同的“哲学的”反思。

2、《传播思想》的笔记-第30页

        60年代成为传播思想的一个转折点，传播思想开始分化，并且开始具有了理论上的坚实性。但是
这一阶段的特征尤其在于一种模式（控制论模式）、一种具有很强灵活性的研究取向（经验——功能
主义研究取向）和一种方法（结构主义的方法）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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