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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上的惨案》

书籍目录

　　作者的话人物表第一章　以利亚·阿什杜德-斯法德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故事”。第二章
　福音汉堡第三章　“我是所罗门·亨特深长。”那个穿布鲁克斯史弟牌子花呢及服的人说道。第四
章　“告诉我，哈德雷-拉瑟特教授，”亨特问道，“你想起什么什么⋯⋯”第五章　米哈伊拉·布洛
特尼克-基乌·沃洛西诺娃像是受到惊吓第七章　“我能为什么你做什么呢？”丽莎·舒伯·古克问道
⋯⋯第八章　“西缪尔的房间惊人的整洁，”⋯⋯第九章　“我们一向忙极了。”多米尼克·维默尔
说⋯⋯第十章　“昨晚以后再没有人见过古克教授”⋯⋯第十一章　“她不在房间里，”威姆斯说⋯
⋯第十二章　“这里什么也没有，”威姆斯说⋯⋯第十三章　以利亚·阿什杜德-斯法德的脑子急速地
转动着。第十四章　就在威姆斯和亨特从电梯里出来时⋯⋯讨论题术语汇编关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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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上的惨案》

章节摘录

　　书摘“我在问你睡眠够不够。”她重复道。“噢⋯⋯噢，是的，谢谢你。”那一刻，不知为什么
，他有些沮丧。她紧靠着他，他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她俯身下去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道：“我知
道你是一个十足龌龊的老头!”然后，她大笑起来，在他的脸上拧了一把。坐在他右侧的是丽莎·舒伯
·古克，她正与某个观众席里的人闲聊着。她用德语跟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说着话，这位男子的胸卡
表明他是德国某科技大学的一名教授。她说了些什么话，令他笑出声来。她脸色苍白，看上去很虚弱
，还轻微地咳嗽着。他注意到她的眼镜上有个小小的助听器。那是才有的——他以前从未看到她用助
听器。她个子矮小，憔悴，灰白的头发朝后紧梳着。她戴着长长的银耳环，还挂着一条看起来好像来
自新墨西哥的一个印第安部落的项链。“也许，她正在侮辱美国人呢，”以利亚想，“还有以色列人
。一个十足的母狗。”他看着所有坐在那张桌子后面的人。“嗯，”他想，“事实上，如果你细想一
下，跟我坐在一起的多数同行都互不相容。实际上，他们可能互相憎恨。他们还极为自负，因为写了
某部被过多赞扬的书或建立了某种愚蠢的理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好几年，或许是几十年都没有做出
值得谈论的事了。”“丽莎讨厌米哈伊拉，是因为米哈伊拉令人倾倒，非常讨人喜欢，米哈伊拉讨厌
丽莎，是因为后者使她失去了在哈佛谋得一个报酬可观的职位的机会。当时，丽莎是评委之一，她就
米哈伊拉的研究工作写了一份有害的评议书。不过，与丽莎对西缪尔的评价相比，她对米哈伊拉的评
价算不了什么。丽莎极度厌恶西缪尔。对此，我感到纳闷，这是为什么呢?或许，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一
段浪漫史，他抛弃了她?或许，她憎恨他的傲慢?或许，她讨厌法国男人?或许，这与他和二处①的关系
有关，倘若有关他的谣传确实的话?他俩之间一定发生过什么事。鉴于我对西缪尔最近出版的那部书的
消极评价，我们也更互相嫉恨。近年来，他变得极为愤怒、刻薄，怨天尤人。他可能意识到他正在走
下坡路。我纳闷他的脑子是否在正常运作。”“对不起，打扰你们相会了，”丽莎刻薄地说道，拍了
拍以利亚的肩膀，“我有点不舒服，需要回房间服药。所以，请你们开始好了，不用等我。我5分钟
或10分钟后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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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上的惨案》

编辑推荐

　　《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的作者继续谋杀——又出新书啦！本书是阿瑟·阿萨·伯格最近一
部滑稽凶杀推理小说，这是一部集推理、理论和讽刺于一体的作品。小说描述了五位大众传播理论教
授，以特邀演讲者的身份，出席一个关于大众传播的专题研讨会。就在让-乔治·西缪尔教授结束其精
彩的演讲之时，悲剧发生了，他被人从后背用刀捅死了。悲剧从此开始，五位教授在阐释了各自的传
播理论之后，一个接一个神秘地走向死亡。凶杀案的谜底终于揭开⋯⋯小说从头到尾颇具悬念，情节
扑朔迷离，扣人心弦。更巧妙的是作者通过五个杀人嫌疑犯的叙述从五个不同角度，向读者展示关于
大众传播的各种不同理论，符号学、传播过程、传播中的对话因素、重大传媒事件的用途与满足到沉
默螺旋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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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上的惨案》

精彩短评

1、豆瓣上的评价还是很中肯哒不过看这本书确实有不伦不类的地方，介绍理论和推理断案衔接的生
硬的不能，案子本身的设置也很普通寻常，不过吧价值不在前面叙事而在最后的附录部分比如给的讨
论题就还不错嘛术语介绍就有点无聊了，倒是推荐书目。。敢不敢全部翻译成中文啊魂淡。。
2、我感觉我得了阅读障碍症
3、非常烂，翻译也烂~
4、传播学里最好的小说范本，小说里最好的传播学框架。结局太过荒诞，中间长段的学术铺排，传
统文字游戏的讽刺容易让人走神。总的来说，是一部知识分子的恶趣味
5、一向对推理小说不太感冒，但冲着传播学理论+连环凶杀的结合买下了这本书。很薄的一本书，大
概一、两个小时即可解决。首先还是赞一下作者居然能把大众传播理论和推理小说结合到了一起，但
这种混搭多少显得有些生硬而显得奇怪，就其案件情节来看，也流于泛泛，更多的是传播理论的介绍
，而非推理的过程。另外，小说的翻译水平也欠佳，译者应该不是传播专业人士，很多专业术语都翻
得非常奇怪。当然，作为一本消遣读物来随便翻翻看看，也还是不错的。
6、既不学术也不休闲。
7、着实荒诞
8、8年前的书，推理部分可以无视⋯⋯正文仅有150页，附有“讨论题”和《术语汇编》，非常适合作
为传播学专业的参考书，可惜没有参考答案⋯⋯
9、这本还不错~鉴于一种教科书的尝试
10、讽刺的笔调不错,让人想起戴维洛奇...但是这推理...也太无聊了吧
11、当传播学教材来看还可以接受
12、这本确乎有三星了，比[哈姆雷特谋杀案]写得用心一些，那个参考书目尤其有趣。
13、对传播学理论介绍的还行，不过翻译的实在是让人蛋疼。在伟大的“拉叙欧盟”之前还有“《克
哈什斯》词典”译者真的是学英美文学的嘛。
14、真是不同的人读同样的东西会给出不同的解读啊...
15、翻译确实不好。但挺真实。
16、翻译不给力，译注不到位。
17、算是大概了解了一下传播学 主要是专业的书看不进去 这本算放下心态入下门
18、阅读不轻松，看不下去~看了豆瓣的评介，难道有翻译原因？
19、⋯⋯本来以为是一个通俗读本，后来发现，是⋯⋯乱弹
20、完全失败的推理小说，较为成功的理论普及版本
21、传播学入门读物~
22、看这部书的书名《学术会议上的惨案：大众传播理论另类读本》，你会觉得认为它是一部学术理
论著作吗？不是的，一部荒诞现实主义小说，随着情节展开，展现了这样的世界：学术会议的哗众取
宠、学术出版物的苟且草率、学者的同行嫉妒和争名夺利...最后，大众传播学的基本理论的概貌不知
不觉展现在读者眼前。在中国当代小说中，或许只有阎连科的《风雅颂》可以与之媲美。
23、四不像
24、购自北京万圣
25、无聊的一本“学术荒诞小说”。。
26、学术理论和谋杀案结合只是个噱头吧 何况能把BurgerKing汉堡王译成伯格金也可以想象把那些枯
燥无味的传播学理论弄成什么样了 单看谋杀本身又太单薄了
27、没有想象中那么有趣，对话冗长枯燥。
28、作为推理小说,实在没什么看头和深度.倒是可以把它作为大众传媒的复习休闲读物.
29、比讲文学理论那本好多了⋯⋯
30、温故而知新，好久没看传播学了。故事就一般啦，抹不去教科书的味道
31、戏仿
32、前半部分比后半部分好看。
33、2006-27
34、很学术会议，不怎么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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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上的惨案》

35、另类教科书，不过翻译翻译的很粗糙，就心理学的很多词汇翻译都不够精准，所以理论部分啃了
好久才知道它说的是这回事。所以，阅读这个书可能还需要对大众传播的理论有些基础的了解。
36、一般通识性读物，写的融合真的不太好
37、寓教于乐吧
38、颇像同学几个在下课门口的大吵大闹......
39、越写越烂
40、译者实在是糟糕得可怕。
41、最喜欢看他们全部死光光的感觉了
42、侦探小说咩~
43、大概了解了一点大众传播学的知识，看书的目的达到了。喜欢作者寓教于乐的想法。看这本书的
介绍我就知道推理成分肯定不高，目的还是灌输知识，所以不吐槽推理部分。作者在中间还吐槽自己
的书和自己的学术圈子，书后的参考书目，还包括了那些虚构的书目，挺幽默的一个老头。
44、构想还好。
45、作为学术著作缺少严谨  作为侦探小说情节又实在弱爆了  不过这种书写方式还是很大胆的尝试~
46、就是一本传播理论的科普读本。翻译太可怕，什么“伯格金”的往外乱蹦。另外推理部分总让我
想起杀手。
47、翻译那个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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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上的惨案》

精彩书评

1、A被B杀，B被C杀，C被D杀，D被E杀，E又被A杀，这只是一个怪诞的杀人之圈，文中穿插的传播
学理论的确让人很不爽，经常打断情节，且没有组织性，这是一大败笔。当然作为消遣，这书还是可
以的，毕竟它还是具备成为推理小说的条件。
2、《学术会议上的惨案》是一部关于大众传播理论的专业小说。这类介于通俗与专业之间的小说书
，我以前看过软件工程方面的《最后期限》和经济学方面的《边际谋杀》。但是，这本《学术会议上
的惨案》在故事叙述上明显不如《最》和《边》，所谓的专业理论也只是粗糙地堆砌引用，给人一种
挂羊头卖狗肉的感觉。翻译质量一般。原书的名称《Mass Comm Murders: Five Media Theorists
Self-Destruct》，窃以为翻成《大众传播谋杀案：五个媒介大师的自毁》会更贴切。我看见豆瓣上有人
在骂这本书的翻译，还揪出了北师大的硕导教授蒋虹，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学术会议上的惨案》
通过一桩奇怪的连环命案，试图影射学术界的学者间相互倾轧、争名夺利、尔虞我诈的阴暗面。这种
情况，似乎在中国的学术界尤为甚。其实，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媒体大肆普及的今天，人类的知识
结构正在前所未有地扁平化。传统中所谓的学术界，正在日渐变成一个狭小的、虚伪的、扭曲的闭塞
圈子。所以韩寒才会发出“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X”的感言。我曾经在GTalk上训斥过一个不懂事的
学妹。我说她不应该来我这里面试工作，而应该选择留校或继续考研，因为她浮躁虚荣的气质尤其适
合中国的学术界。而我的许多同学也在上研的过程中遇到了无能且人品差的导师，备受欺凌，苦不堪
言。这年头，似乎学者的能力与人品呈正比，越是能力平庸的学术混混，其人品越是虚伪和糟糕。又
说远了。建议所谓学术界的各位有能及无能之辈，应该好好读一下此书。
3、美国学者阿瑟伯格的一系列所谓“学术荒诞小说”，构造了一种别样的理论阐述模式。当然，首
先我们必须承认它是小说，然而它却是以小说为载体，重在阐释相关理论。把枯燥严肃的叙述理论以
生动形象的小说语言阐述出来，别开生面，我觉得这才是阿瑟伯格教授最为成功之处。系列作品一共
四册：《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学术会议上的惨案—大众传播理论另类读本》、《哈姆雷特
谋杀案—文学批评理论另类读本》和《涂尔干死了—社会学理论另类读本》。《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
谋杀》几年前出版过，据说早就已经售罄，《涂尔干死了》据说还没有出中文版，所以我只读到了《
学术会议上的惨案》和《哈姆雷特谋杀案》两本。由于文学批评和大众传播理论以前也都有所了解，
书中相关理论化的内容读起来倒也不难，所以主要精力都用在关注其叙述方式上了。这种文学化理论
阐释的手法，在他手里运用自如；更重要的，还有他在叙述过程中所穿插的他自己对于各种理论学说
揶揄的嘲讽，揭露了学术界的腐败与黑暗，以及借他人之口批判了美国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其实，
仅仅借文学手法阐述理论这种方式并非独创，很早之前《苏菲的世界》已经使用，运用文学表现来阐
述哲学，成为一本哲学入门的经典读物。作为纯粹的侦探小说，它也并不优秀，科南道尔的《福尔摩
斯探案集》胜之甚多。作为学术著作，它更加不值一提，因为实在是没有很大学术价值。然而，阿瑟
伯格著作之可贵，在于他运用了自己独特的视角，将侦探小说的模式、学术理论的内容、政论家的思
辨与幽默综合到了一起，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地。国人的论著总是习惯于严肃的理论分析，教条而刻
板；西方的学术往往能够运用较为生动的方式来表达。此前很痴迷于福柯著述的笔调，如《疯癫与文
明》、《规训与惩罚》，很喜欢那种细处着笔，委婉道来的言语，如小说一般进行理论阐述。阿瑟伯
格则更是这样，把学术理论汇编写得如此生动。还有，书中穿插那些作者杜撰的理论片断，很值得一
看。
4、蒋虹是谁？蒋虹就是这本《学术会议上的惨案》的翻译者。在头一章，紧跟在“麦当劳”后面的
一个词是“伯格金”，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就是所谓“汉堡王”。后来书中有出现了《时间周
刊》这样的翻译。我有点怀疑。也许，如这位翻译者最习惯加的注释，又是“原文如此”？最见翻译
者功力的还是，将电影《罗生门》翻译成为“拉叙欧盟”。鼓掌鼓掌。在GOOGLE上搜“蒋虹”，得
到的比较靠谱的资料是：蒋虹浙江绍兴人。198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获英美文学硕士学位，
2002年获北京师范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英美文学专
业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英语教学，在英美小说研究领域卓有成就，先后在各类学
术刊物中发表论文多篇。其中《悠悠人生 无情亦有情——评马拉莫德的〈最初七年〉及其文体特点》
、《“精神顿悟”与“重要瞬间”——试比较乔伊斯的〈死者〉和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等作品
影响较大。是他/她么？怎么看都觉得不太可能，或者重名？下次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搜一下广西师大的
两位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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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上的惨案》

5、本书的副标题是“大众传媒理论另类读本”——但是比起作者个人的其它作品来说，本书不太另
类，也不太有趣。 　　 阿瑟·伯格是个博学而幽默的人。我最佩服他的是他没有在七十高龄变得僵
化顽固——关键是敢于拿自己献身一生的事业开玩笑的人，是个真豁达的人。所有现在吃学术这碗饭
的人都能发现有很多人太拿自己当“事儿”，这就象嗓子紧张的时候唱歌最容易跑调儿一样，比天生
五音不全还滑稽！ 　　 本书的风格说来还是沿用一贯手法，寓教于乐，既是教学参考书又是小说。
不过在我看来，每一章的引文过于离题——不如《哈姆雷特谋杀案》那本还可与情节发生些联系——
结局就是枯燥的学术语言常常令我跳过引文直奔故事。 　　 因为还有着“教参”的野心，所以书里
的学术说教很集中，不过还好，搭配着学术圈里各类人物的相互倾轧、贬损和憎恨（只有开过学术会
议的人才能会心的笑出声吧？），这些对我还算可以接受。 　　 不过以一个推理小说来衡量，实在
是太糟了，逻辑不紧密，没有推导的环节，完全不用智力，只要等情节发展——再死一个人就好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比《神侦探柯南》差的十万八千里。当然，伯格的书定位是“学术荒诞小说”，可
全是谋杀系列。如果单说对学术圈荒诞与黑暗的指陈，不如大卫·洛奇。
6、作为一本小说，推理小说给人的愉悦在于剥洋葱层层揭开的过程和紧凑的节奏，可这本就只是一
片煮得拖沓味道单调贫乏的洋葱片⋯⋯作为一本理论书，简短的片段节选和几页术语，怎么看都是不
专业的⋯⋯作为一本试图把小说和学术融合在一起的有新意的书，我想说，并不是把书中角色做的研
讨会报告从头记录到尾，再把学术著作选几段放在小说每章结束，就可以称之为融合了好吗⋯⋯最后
，作为一本翻译过来的书，请看其他那些具体的评论吧。另外除了那些明显的翻译硬伤，理论部分的
翻译就更让这本书变成了一本披着单薄的小说外衣，学术部分诘诎聱牙不知所云的怪物。唯一剩下有
趣的，大概也就是几处作者的吐槽点了。作者老爷爷身为圈中人，有这样活泼的心态还是值得鼓励的
。能看原文的，还是看原文吧，阅读体验肯定会好一点，至少你吃洋葱片的时候不会咬到一口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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