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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是现代社会赋予大学的三大功能。虽然人才培养是大学最根本
的任务，但是科学研究在大学中的地位却越来越重要。大学老师固然要以“育人为本”，但是没有通
过科学研究对自身的提高，没有对教学和学科领域的不断探索，教书育人和服务社会就会是无源之水
。因此，开展学术研究就成为现代大学教师的应尽义务。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文化艺术学院源自原
社会科学系。其时，在已有的社会工作和汉语言文学两个专业的基础上，中国语言文学的学科建设也
已着手进行。自2008年独立建院后，又新增了艺术设计和对外汉语两个专业，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更
是摆到学院发展的突出位置。因为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离不开这个龙头。为了促进专
业建设、加强人才培养质量和提升师资队伍的学术水平，学院全面制定了中国语言文学、社会学、艺
术学的学科规划。以语言文化研究所、文学文化研究所、社区工作与发展研究所、新媒体艺术与设计
文化研究所作为学科建设的平台，各学科的建设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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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出版传媒视角下的 》内容简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是现代社会赋予大学的三大功能
。虽然人才培养是大学最根本的任务，但是科学研究在大学中的地位却越来越重要。大学老师固然要
以“育人为本”，但是没有通过科学研究对自身的提高，没有对教学和学科领域的不断探索，教书育
人和服务社会就会是无源之水。因此，开展学术研究就成为现代大学教师的应尽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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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明香，女，1968年11月生，四川成都人，文学博士，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
代文学、文化与传媒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曾在CSSCI等期刊发表《将创作主体的文学感受作为文学
阐释的基础——以梁启超与新文体创立之关系为例》、《从(新青年)的整体装帧看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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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的读者定位  第二节  《新青年》作者群的凝聚与编辑阵营的组成    一  《新青年》作者群体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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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  《新青年》媒介话语权    一  主编及主撰的地位    二  陈独秀个性特质与文化倾向    三  革命家与学
问家的共襄盛举  第二节  《新青年》话语权的控制与形成    一  编者把关与引领    二  编者对受众引领与
控制    三  《新青年》控制话语权的策略与方式    四  《新青年》话语权的争夺与形成第四章  《新青年
》办刊流变史  第一节  上海初创期的艰难生存    一  《新青年》为何创刊于上海    二  《新青年》上海初
创期的生存策略与文化蕴涵  第二节  北京繁荣期的繁荣辉煌    一  形成了强大的作者队伍与编者阵营    
二  北大成为《新青年》的舆论宣传阵地    三  《新青年》成为新文化传播的摇篮  第三节  迁返沪惠期
思想转向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第五章  《新青年》的发行经营  第一节  《新青年》的经营与销售    一  重
视商业运营    二  建立有效的发行网络机制    三  实施多种发行营销策略    四  广告营销    五  装帧设计    
六  整合营销理念  第二节  在文化理想与商业利益之间：群益书社的艰辛历程    一  出版的双重属性及
社会意义    二  《新青年》为何选择群益书社    三  群益书社的出版理念及文化追求    四  《新青年》与
群益的合作    五  《新青年》与群益的终结  第三节  亚东图书馆的出版理想与文化认同    一  《新青年》
与亚东的关系    二  亚东与群益之关系    三  亚东图书馆的出版理想和文化认同  第四节  群益与亚东文化
形象自塑及其文化社会意义    一  出版机构与作家、读者之关系    二  群益与亚东出版实践与文化自塑
第六章  《新青年》传播效果及影响力  第一节  《新青年》和“新文化”在全国各地传播进程    一  《
新青年》在全国各地的传播    二  《新青年》传播方式与途径    三  《新青年》传播的特点  第二节  《新
青年》传播的影响效果    一  《新青年》传播接受    二  《新青年》积极传播效果结语  第一节  《新青年
》的出版传播意义    一  借助媒介传播新思想    二  推动了五四新文学的诞生与发展    三  对中国现代报
刊业的影响    四  为知识分子搭建了重要的言论空间和公共平台  第二节  《新青年》对新文化文学传播
的推动与重塑    一  《新青年》和陈独秀在新文化传播中的贡献    二  从工具改造到信源革命：白话文
运动的传播学意义    三  《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传播中的地位及意义    四  《新青年》对于新文学的
推进与缔造  第三节  《新青年》出版传播启迪与反思    一  《新青年》出版传播的成功启示    二  对《新
青年》出版传播局限的反思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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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媒体与西方及古代文学传播媒体的不同特征。本书的研究，就是想通过这一
研究视角对《新青年》有一个更全面的、新的解读，从而体现出《新青年》杂志的独特性。从传播学
的角度上，本书选择“五四”时期一个具有标志性及里程碑意义的杂志——《新青年》作为研究对象
，目的是想通过对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杂志的研究从而更好的把握五四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价值及
意义。通过个案作为透视整个社会的窗口，其优势是，可以避免宏大叙事的疏漏，通过对资料的精细
处理，逼真地展示社会的某一现场，揭示出期间隐含的诸种文化动态，考察其出版传播与中国新文化
的产生发展之关系，从而更加深刻地、细致地的把握五四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新青年》在文化学、
传播学上的特殊价值及意义。　　由于《新青年》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具有的经典性价值及重要意义，
使它成为革命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新闻史等学科研究的显学。但是，从传播学理论的角度
来考察《新青年》杂志的理论还没有形成体系，而运用传播学理论分析《新青年》杂志出版传播及其
传播效果对中国新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及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与发展的课题研究显然还不够。
从前面列举的很多关于《新青年》研究的文章，可以发现：大多数是基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来探讨
，且多从《新青年》及其新文化运动产生的“结果”的探讨，而对《新青年》及由此而形成的新文化
运动的发生发展进程的分析较少；有些研究者也试图运用传播理论从传播视角来阐述传媒与文学的相
互关系，是一种关联研究视角，而真正从文化传播及其传播策略角度研究者却很少；有些即使是从《
新青年》传播影响效果来解读《新青年》的，但这些研究要么是从地域影响着手，要么从传播内容归
纳，都是从比较单一的维度来解读《新青年》，很少将之与社会背景环境结合起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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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還是意識形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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