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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与他者共在”: 理解全球传播

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近几年在中国渐热起来了，每年都会有一些著

作出版，也有大量的论文发表，但却没有相对权威和系统的译丛。2009 年，本

人主持了一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际传播的理论、

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 项目编号: 09ZJD0010 ) ，遂决定组织翻译一套较权威的

译丛。课题组成员系统地梳理了近年相关研究的权威著作，并与出版社的编辑

共同选定了现有的拟翻译出版的书目。

在全球化的整个概念中，媒介和传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理论

的探讨中，这一部分却被严重忽视了。显而易见的观点“没有媒介和传播就没

有全球化”既没有被清楚地表达过，也没有被清楚地分析过。一方面，大多数

全球化理论家都不是来自于媒介和传播领域，本身并不研究媒介; 另一方面，大

多数媒介学者也没有认识到媒介与全球化的关系，他们的着力点放在国际传播

领域，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媒介经济、权力和不平等问题。此外，以欧洲为代表

的文化研究学派尽管也关注人和媒介的问题，但是他们将研究的外延扩大至作

为整体的文化，更倾向于将整个传播过程理解为一个文化的过程，实际上忽略

了媒介和传播对人们的生活经历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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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文化: 全球混融

特希·兰塔能 ( Terhi Rantanen ) 教授的《媒介与全球化》( Media and

Globalization) 一书，旨在研究全球化、媒介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本书写作的

思路为: 个人如何通过自身的媒介活动 ( 这些活动演变成社会实践 ) 来推动全

球化进程。这一研究既区别于传统的全球化研究，将媒介和个人纳入研究视

野，探讨媒介和个人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也超越国际传播的政治

经济范畴，且区别于传统的文化研究，它不仅对个人感兴趣，而且还对媒介感兴

趣，并将全球化视为研究的重要语境。

这项研究主要以来自不同场域的三个家庭的四代人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

的个人生活如何受到媒介和传播的影响，而这又对全球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

响。为了突出媒介和传播在全球化进程中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兰塔能教授发

展了一套新的方法论，她称其为“全球化的媒介志”( global mediagraphies ) 。全

球化的媒介志受到阿帕杜莱( Appadurai ) 的景观理论和索科( Saukko ) 的多场域

的民族志的影响，这一研究方法以一种结构化的方式包容了个人以及他们在媒

介化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媒介使用，既涵盖了微观的研究( 个人的媒介使用) ，也

涵盖了宏观的研究( 跨越时空的全球化进程 ) 。尽管研究的起点是个人，但其

目的却是在大语境下分析个人( 他或她) 的故事，并由此发展比较的类别。

《媒介与全球化》一书共分七个章节，第一章概括了本书的研究背景、目的

和方法; 第二章从全球化的阶段划分、媒介的划分以及三个家庭的生活史等三

个方面分析了全球化的发展; 第三章介绍了时间、空间和地点与媒介的关系，并

指出对媒介的使用如何影响了三个家庭四代人的时空观; 第四章讲述了媒介的

使用对三个家庭四代人所带来的同质化影响，重点探讨了媒介带来的国族认同

和世界流行文化; 第五章主要讲述媒介使用对三个家庭四代人所带来的异质化

影响，重点探讨了媒介的去领土化和本土化的功能; 第六章分析了媒介和传播

如何影响人们对全球化的态度和反映，重点探讨了全球化进程中，媒介化的世

界主义的多个层面; 而第七章则站在前六章的基点上，对全书进行了理论的梳

理和总结。

由荷兰学者贾泊·凡·吉尼肯 ( Jaap van Ginneken ) 所著《理解国际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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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批判性导论》( Understanding Global News :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 最早于 1996 年

以荷兰语出版，1998 年由赛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该书出版之后，于 1999、

2002、2003、2005 年多次重印，并获得包括彼得·达尔格伦 ( Peter Dahlgren ) 等

著名学者的好评，成为国际新闻领域代表性的批判导论著作。

《理解国际新闻: 批判性导论》全面探讨了北美与西欧媒体如何报道国际

事务，如何引领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新闻界定，并进而影响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

感知。借助不同的理论视角与大量鲜活的案例，作者雄辩地说明，新闻媒体对

国际事务的报道，更多是由特定文化、意识形态及新闻生产逻辑塑造的“社会

建构”或“社会呈现”，而不是单纯提供一扇通向大千世界的窗户。该书因而也

挑战了那些不容置疑的媒介客观性观念。该书语言精当，论述生动，对新闻院

校的学生、新入行的新闻工作者乃至一般阅读公众，都大有裨益。

该书的最大特色在于跳出新闻社会学与国际传播的学科疆界，从更开阔的

理论视野审视国际新闻的生产，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各章标题中: 何为新闻?

新闻选择的哲学; 哪些媒体最具影响力? 富媒体与穷媒体的经济学; 新闻记者

是谁? 他们如何工作? 专业人士与门外汉之社会学; 谁能在国际新闻中发声?

喧哗与沉默的政治学; 事件何时变成新闻? 断裂与延续之历史学; 国际新闻从

哪里来? 中心与边缘之地理学; 新闻信息如何生成? 字里行间之语言学; 画面

从何而来? 敞开与遮蔽之符号学; 媒介有什么效果? 同情与误解之心理学。

如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以及接近性的趋势日益突出，跨国、

跨文化交往也更为频繁，这构成了当今国际社会的新局面。在这样一个世界

中，国际传播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而显而易见的是，政治活动、经济贸

易、文化、安全、健康等一些公认的国际性事务与许多有影响的重要力量紧密

相连，这些力量经历了从国家到地方的发展过程，能承担来自国际上的外部

压力。在这些环境和压力中，国际传播就是一个复杂且关键的力量。当下，

世界的历史、政治、文化发展正走向一个纷争不休的节点。因此，我们要更加

深刻、敏锐地关注和理解国际传播的理论构想及其学术领域的历史传统与发

展轨迹。为此，我们选择翻译了一本论文集———《国际传播理论前沿》(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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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文化: 全球混融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ory ) 。这本著作从学术和实践两大

方面分析了美国国际传播研究的起源，指出“国际传播”不是一个学科或一个

研究“领域”，而是从组织化探索模式的视角进一步分析，国际传播是一个议

题群 ( 比如发展理论议题群、国际纷争中的新闻议题群、地缘政治学与传播议

题群等 ) 。所谓议题群，就是将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内部结构相对分散的研究

领域来勾勒。这本著作的内容包括 : 反思国际传播的理论框架、传播的全球

化动力、国际传播研究的模式和方法、政治学视野下的国际传播。各部分包

括的文章超越了政治经济学思维下的国际传播研究，通过跨学科的视角 ( 传

播、历史、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和文化研究) 建立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在国

际传播和媒介研究领域，这些文章重新检验并探索了调查方法中已构建和新

出现的工具与模式。这些文章通过解释现象而不是先验地认为是否合适或

重要 ( 比如网络技术恐怖主义、跨国基因组争论、伊斯兰教) 来对这一研究领

域提出挑战。

这本文集有两个主要目的: 第一是对国际传播研究的范式构建进行反思与

质疑。使用“前沿”这一概念就是为了让人想到“新”与“旧”的分界线。由此，

这本文集的根本目的在于自省，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在国际传播中做了什么是分

析的目标。再者，对前沿的探索会带来一个突破，在打乱了先前的观点的同时，

又提供了另一种可选择的理解。在探索新前沿的过程中，我们总是会重新组织

这项研究，从而彻底地勾勒这个领域的框架。第二是在概念上突破现有的研究

模式、方法和路径，以期在国际传播研究领域里绘制“新大陆”。“前沿”更像是

遥远的地平线，象征着领先与超越。由此，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未来的导向: 试图

从概念和方法论上发展新思路，超越现有的规制、方法、路径。综上这些方法，

这本文集旨在促使国际传播走向研究的新前沿。

由美国东北大学教授、传播研究负责人托马斯·K·中山和圣何塞州立

大学传播系跨文化传播研究教授罗娜·塔米克·哈鲁阿拉尼联合编辑出版

的《批判性跨文化传播指南》是一本非常权威的跨文化研究读本。中山教授

是《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期刊的创始编辑，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种族批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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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跨文化批判研究，出版了《情境中的跨文化传播》、《体验跨文化传播》和

《社会中的人类传播》等著作。哈鲁阿拉尼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批判性跨文

化传播研究，跨文化接触，种族、民族研究，多样性研究，偏见、身份和文化政

治，离散型身份以及夏威夷、太平洋海岛居民研究，是《以夏威夷人的名

义———土著身份和文化政治》一书的作者。

尽管先前此领域中的学者们也曾零星地对批判性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问

题与研究议程进行过设想和展望，但是这本《批判性跨文化传播指南》却堪称

是迄今为止批判性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里最杰出的研究者所做出的学科想

象之集大成者。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文章围绕运行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中、特定的情境下、

传播实践的互动关系里的权力、语境、社会经济关系及历史或结构性力量现象

与问题展开探讨和争辩，其批判属性显而易见。

本书对批判性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尤其是其兴起的

历史渊源、内在的逻辑、各种发展条件和可能性。不仅追溯了那些使批判性

跨文化传播成为一个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历史过程，同时呈现了批判性地研究

文化及跨文化关系崭新的、充满生机的可能性。书中首先回顾了批判性跨文

化传播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时刻和发展节点，指出学界对曾一度占主导地

位的民族国家文化观的批评，对在跨文化研究中要关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背

景的呼吁，以及把文化看成权力与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理论著作，逐渐打

开并拓展了跨文化研究的空间和边界，并提出了关于文化和传播的更复杂的

新问题。书中指出，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学者们一直呼吁一种对权力因素进

行透视的研究视角，亦即现在被称为跨文化传播研究史上“第五浪潮”的批判

性跨文化传播研究视角。顺着这些批判思路，许多知识空白点被“揪”了出

来，等待在后来的研究中填补 ; 跨文化研究需要有别于之前研究传统这一需

求也就变得显而易见。经过一番“盘货”，指南阐明了许多先前未曾深入研究

的许多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或成了脚下的路，或成了横在眼前的岔路口。同

时，作者借此提出，要使批判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能够进一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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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文化: 全球混融

长、发展并具有持续的解释力 ( 不论从历史还是政治角度 ) ，还有若干关于批

判性传播研究的性质、关键假设、研究路径及与其他思想流派的合作等悬而

未决的问题需要回答，同时还要了解批判性跨文化传播研究未来需要直面的

那些挑战。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领域也越来越多地在中观

层展开，包括区域问题研究，如对东南亚、欧共体，甚至多国领域内的国际信息

流通情况的实证与比较分析逐渐增多了，研究者们更多地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

法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而由著名的新闻学家、纽约雪城大学纽豪

斯公共传播学院教授帕梅拉·J·休梅克主持的《世界上的新闻》一书，就是这

类研究的代表性作品。休梅克教授长期从事新闻把关人、新闻价值以及新闻的

生产方面的研究。而她主持这一研究的目的，是希望将她此前关于新闻本质的

理论应用从美国推广到全世界: 她在美国的发现是否能表明偏离和社会重要性

是否是新闻价值普遍至其他国家的预示。毫无疑问，这项研究将包含在一些国

家新闻媒体的内容分析中———而且也许是对调查的新闻价值的有无与多少的

衡量标准。这项包括了对十个国家( 每个国家所选取的两个城市 ) 的报纸、电

视新闻和广播新闻量化的内容分析，就成为这一著作的主要数据来源。研究者

们试图回答不同国家新闻信息传播的现状、新闻价值选择和受众的选择偏好。

这本书的另一位合作者是阿基巴·A·科恩，他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传

播系负责人。科恩曾邀请休梅克参加 1988 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国际新闻会

议。他做过许多的国际研究项目，由于担任国际传播学会的前任主席，他在全

世界交际广泛。其他的合作者包括俄勒冈大学的朱利安·牛顿、北卡罗来纳大

学教堂山分校的罗伯特·史蒂文森，以及巴黎索邦大学的吉登·考茨。

《全球化与文化: 全球混融》(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Global Melange ) 一书

的作者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 对待全球化问题可能有一个全球化的、普遍的、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吗? 他对此表示怀疑。

早在 1922 年，罗兰·罗伯逊( Roland Robertson) 就在其著作中提出“全球化

和文化”的命题，作为宗教社会学家他是最早涉及全球化问题的，文化对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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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非常基础和重要的。之后，人类学、社会学、比较文学、传媒学和其他社会

学科的学者都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本书首先梳理了许多学科对于该命题

的观点，比如，媒体和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很普遍的看法就是全球范围内的文化

均质化; 在政治学、政治新闻工作中又充斥着种族政治 ( 种族清洗和各种新型

国家主义) 和宗教激进主义，这些表明，全球化和地区政治之间关系紧密，而且

在整合的同时也出现分裂。因此，全球范围内，文化的一致性到底是越来越增

强了( 沿着商品化和消费主义的轨迹) ，还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分歧在日益增长?

对此，许多文献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社会学的一个研究成果就是，通过全

球化来重新审视现代性; 而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却是通过全球化重新思考资本

主义。

虽然很多学者认为全球化的时间是和现代性的时期( 1800 年至今 ) 相一致

的，或者说是和( 现代的 ) 资本主义时期 ( 1500 年以后 ) 相吻合的，或者说是现

代世界“西方化”的延伸，但本书作者采用了更广阔的视野，从历史的深度和地

理的广度来探讨全球化，比如宗教中的普世主义是否是全球化的最早蓝图? 比

如历史上犹太人的迁徙是否是全球化的先期? 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希腊化”及

其所带来的文化繁荣是否属于某种“全球化”? 作者认为，全球化无论在时间

上还是地理上，都是多场更广泛、更深入的人类会晤。

作者认为，全球化带来的争议远远大于共识，不同的学科对全球化的基本

原则也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当代加速发展的全球化涉及一种新的权力分配，它

伴随着在产品和劳动力方面的信息化和灵活性，同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又

增加了诸如“解除管制”、财政化和市场化等因素。那么全球化是否意味着人

类越来越整合和走向团结? 通常的研究对此都持肯定、乐观的看法，但是，本书

却严肃地提出人类的团结联合虽然是全球化的梦想，但现在世界却面临着日益

增长的、严峻的全球化不平等。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不均衡的、矛盾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拓展了社会合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增强了民主，但同

时，全球化也加剧了不平等的程度。

作者还总结了对待文化差异和多样性的三个根本上截然不同的范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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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差异永远存在 ; ( 2 ) 差异将让位于逐渐增长的均质化 ; ( 3 ) 各种差异将会

出现混合，在此过程中又将产生出新的差异。因此，第一种看法认为，根据

“文明冲突”论，文化的差异将会持续下去，并且产生很多对抗和争斗。第二

种观点认为，全球的相互联系导致文化上的聚合和一致越来越多，就像横扫

全球的消费主义一样，简而言之就是所谓“麦当劳化”。第三种立场认为，一

直以来所发生的就是跨地区和身份的混杂、融合的过程。作者赞成“全球化

是混杂融合”的观点，反对将全球化理解为是一个均质化、一致化的过程，也

反对将全球化完全与现代性等同起来的“西方化”理论。作者认为政治边界

上的真正问题从来都不是混合———混合在历史上是非常普遍的，真正的问题

是边界和社会上对边界的崇拜倾向，只有在要把边界弄得越来越精确的时

候，混合才是一个问题，比如种族纯粹论等。混杂的意义不仅随着时间而变

化，而且在不同的文化圈里也有所不同，这预示着混杂也有完全不同的模式，

最后，混杂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使很多边界成了问题。

由著名的华人传播学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赵月枝教授主编的

《全球传播: 跨文化政治经济学》( Global Communication : Toward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是一部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全面分析跨文化传播的力作。赵

月枝教授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讨论了国家与媒体关系在不同社会中展现的独

特性，分析了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的内外环境和历史境遇，指出中国的传媒体制

改革在无法抛弃旧有的国家社会主义遗产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实施了新自由主

义策略。与中国部分的论述不同，Soek Fang Sim 则通过访谈和分析报刊资料指

出，在既定的新自由主义框架下，新加坡政府利用媒介话语将社会竞争、贫富分

化等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巧妙地合法化并得到了人民的广泛认同与支持。而罗

伯特·达菲( Robert Duffy) 和罗伯特·埃弗顿 ( Robert Everton ) 则详述了委内瑞

拉从“新自由主义”到“反新自由主义”，再到“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过程，探

讨了“玻利瓦尔革命”中委内瑞拉的媒介、国家与民主政治之关系。

本书的议题还包括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媒体与国家关系问题，不同社会

情境中媒体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内在矛盾及相应的文化转型问题。论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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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权力关系运作是相当分散和离心的，以往清晰的国

家和文化地理区隔变得脆弱。因此，理论的重新建构在于把握在全球化过程中

使国际媒体和文化格局更加多元复杂的离心力运作要领，而不是用文化帝国主

义理论中理解的中心边缘范式。岩渊功一 ( Koichi Iwabuchi ) 对东亚区域性文

化流动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一例，通过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的全球化过程如何

加剧了日本流行文化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 ( 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及其

他中国部分地区) 之间的交流，及在此过程中日文化如何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文

化塑造和转型进行影响的过程，岩渊功一探索了东亚文化情境的复杂性，强调

在不同社会情境中历史连续性的重要。而马尔文·克莱迪 ( Marwan Kraidy ) 通

过对阿拉伯媒体产权结构和阿拉伯国际卫星电视真人秀节目的文本分析，梳理

了以真人秀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如何被移植到阿拉伯世界，阿拉伯媒体的产权结

构如何影响了电视节目的产制，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不同如何在阿拉伯真人秀节

目的再生产过程中显现等问题; 讨论了阿拉伯媒体自由化过程中，商业媒体混

合文化转型的可能性。博特玛·博阿滕 ( Boatema Boateng ) 比较了加纳和美国

两国之间的媒体市场发展的社会动态，他分析了在民俗文化阿丁克拉布的生

产、商品化和全球流通过程中的权力转换。在地方层面，阿丁克拉布商品化加

速增长的速度和规模为女性生产者打开了权力逆转的渠道; 在全球层面，在阿

丁克拉布生产者在设计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同时，在北美散居的非洲群体

通过他们对阿丁克拉布的消费行为来争取他们的符号身份。这种斗争不仅对

国外散居者和非洲大陆居民之间复杂的符号政治关系，也对国际市场中的种族

政治提出了问题。自 20 世纪 60 年代面向拉丁族裔的电视节目出现以来，在美

国的西班牙语媒体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马里·卡斯塔尼达( Mari Casta eda ) 通

过回溯拉丁裔电视节目的产业扩张，研究拉丁媒体的转型和拉丁裔人口增长的

关系，展示了影响拉丁族裔的公众认知，及其在社会中持续隐形的复杂动态过

程中的矛盾。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冷战结束并带来相应的重要变化，例如整个欧洲在

政治上的重组。全球相互依存关系加强，而且相互依存关系远不止表现在经

009



全球化与文化: 全球混融

济层面，同时还表现在文化方面，这包括 : 在文化领域包含、吸收或同化了多

少国外内容? 国外的内容是通过何种方式进行传播的 ( 如通过书籍、电影、音

乐、DVD、电视、商业往来、移动设施或互联网 ) ? 国内或本地文化 ( 包括语

言 ) 如何受到这些国外内容的影响的，等等。这一大背景改变了过去研究或

分析国家间互动的全球性视角。麦克费尔 ( McPhail ) 的《全球传播 : 理论、利

益相关者和趋势》( Global Communication : Theories，Stakeholders and Trends ) 试图

从文化、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等方面对民族国家之间和跨民族国家的传播与

媒体模式及影响进行分析。作者采用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 NWICO ) 、电子殖

民主义和世界系统理论作为主要的理论视角来组织和理解在向国际传播迅速

变化的大环境中所发生的事件、潮流和主要的利益相关者。这三个理论可以对

当前的潮流、经济、技术和在国际传播中具有活力、具全球影响、作用日益扩展

的各利益相关者成员进行框架性的梳理或组织。

作者指出，世界系统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国际传播领域正在发生的扩张现

象。大众媒体( 包括电视和电影) 是核心区域向半外围和外围区域传播和灌输

价值观的主要媒介( 声音、印刷品、光碟和数据) 。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意识

形态嵌入到了主要核心文化工业的交易结构、市场营销和战略规划中。主要的

跨国媒体集团来自核心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盟。为了获得利益，它们想方设

法影响、扩展和推动其文化产品———包括书籍、杂志、电影、音乐等———进入两

个附属区域。核心国家的文化工业和意识形态需要向其他两个区域成功兜售

核心区域的商品与服务，这样才能增长市场占有份额，同时与其他核心商

品———例如手机、快餐、设备、航空、计算机等———同步配合，从而享受全球经济

扩展带来的利润。很多情况下，文化用品在其他两个区域的广告活动都是量身

定制的，广告也是整个资本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广告本身也代表了世界系统

理论的一个小小的“个案”，几乎全球所有新媒体机构都须倚赖广告才能获益。

而所有顶级广告机构都是来自核心国家的跨国公司。无论是对于哪种类型的

传播公司，包括印刷出版、电台、电视、户外广告或互联网，跨国广告机构都显得

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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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系统理论暗示着这样一个信念，当半边缘和边缘区域更接近资本主

义，并将市场扩展至包含核心国家时，就会获得繁荣。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当核心国家将其文化工艺品和产品扩展到其他区域时，结果往往是这样: 第一，

需要外国消费者购买核心国家的产品，最终所获利润又回到跨国媒体集团，而

大多数媒体集团不是在欧洲就是在美国。第二，在核心国家生产的传播产品通

常用外国的取向或价值观取代或替换当地的文化产品。因此，事实上是核心国

获益还是当地获益，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如今，全球传播活动的战线拉得很长。在一头，大量发展中国家或外围区

域国家还在关注基本的传播设施( 如广播电台或电话服务 ) ; 而另一头，核心国

家中有些已工业化超过一个世纪。甚至有的核心国家也在思考在迅速发展的

信息时代中如何生存自救的问题。例如，加拿大、法国、瑞士、澳大利亚及北欧

一些国家正面临着成为美国的电子殖民地的威胁，因此当下亟待重新思考对民

族国家媒体和公共事务的支持，也包括对艺术领域的补贴。因此，一系列的问

题将会呈现: 在关于国家主权、文化、语言和电子殖民主义问题上，国家政府干

预、对文化工业给予资金支持，以及对媒体所有制的规范到底应该发挥什么样

的作用? 电子报纸、互动的有线节目、互联网、智能手机和卫星直播的出现引发

了很多问题，例如规范的作用为何，如何看待国家边界的问题，等等。尽管具体

的问题有所不同，外围国家也同样离不开上述议题。

总之，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传播研究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随着

“9·11”事件引发的所谓文明的冲突，又使得研究者重视跨文化沟通问题。

国际传播牵涉哪些主体 ( 国家、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全球媒体、全球公民 ) ?

这些主体在哪些层面与哪些场景下互动? 在国家之间区域之内全球范围流

动的信息包括哪些? 这些信息生产、流动与消费在什么文化与制度环境下发

生、讯息的跨国流动带来哪些理论 /实践 /政策问题? 全球化到底产生何种影

响? 文化间或者说文明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么? 康德所构想的永久和平

对人类社会来说，是否永远是一个遥远的梦? 我们是否可以寄希望于新传播

技术的进步，来重新建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所有这些问题在我们正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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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或者将要翻译出版的著作中，都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我相信，本译丛的

出版，对于繁荣中国学术研究，是一件益事。是为序。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吴 飞

2014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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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一切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包括生活方式、跨文化冲突、移民、全球

与地区的各种关系、音乐、传媒、市场化、甚至烹调、时尚，等等，在这些不断的

变化中，“全球化和文化”都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话题。全球化的诸多动力一直

在变化———而在 21 世纪，发生了显著的，甚至是戏剧性的变化———随之而改变

的，不仅是文化的浪潮、文化的边界也发生了变化。自从这本书第一次出版后，

最重要的改变可能是南半球的崛起，并且它还成为世界经济和全球变化的驱动

力。这个动力并非刚刚新鲜出炉，而是随着国际商贸政策的诸多变化 ( 比如说

世界贸易组织) ，在南半球的工业和多边国家的兴起，南半球的各种财富基金

对于跨国财经和投资的影响，对各种商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南—南、东—

南各种关系的加强，南半球崛起的动力步伐加快了、范围拓宽了。随着时间的

推移，全球化带来的变化将深深地镶嵌在各种不同的文化风格和潮流当中。自

从 1800 年之后的两百年以来，北方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以绝对优势压

倒了南方，全球化就是在这样一种南北关系中形成和被决定的。欧洲中心主

义、文化上的帝国主义、知识上的东方主义、多种多样的文化风格和西方意象的

自助盛宴，以及对东方和南半球的诸多偏见，都是众所周知的对这种霸权的

见证。

大部分关于全球化的文献在 1980 年至 2000 年的全球化阶段成形，而当时

新自由主义和美国霸权主义的趋势压倒了一切，因此，全球化论著的基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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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新自由主义和美国的霸权，以及批评华盛顿各个机构对发展中国家作出的

结构调整政策。前 10 年左右的这一时期，这两个特征逐渐衰弱下去，当然，新

自由主义和美国霸权还尚未离开历史舞台，但是已经过了高峰期，而且面临正

在攀升的各种问题。一个新的全球化阶段已经开始了，新兴国家扮演着更重要

的角色，我将在第一章的结尾部分讨论这些变化。

本书的一大重点就是，从文化角度来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就是“全球大杂

和”。这本书从根本上说也是在论述全球化就是一个“大杂和”。第三章介绍

了这个观点，这是全球化和文化的三个最主要的范式之一。第四章详细阐述了

关于“大杂和”的论据。第五章回应“大杂和”理论的批评者们和对“大杂和”

持激烈反对的观点。第六章从东西方关系的角度深化了这一理论。

本书中的一些材料最初使用时是很具有开创性的( 有一篇原创文章发表于

1995 年) ，当时，“杂和”理论主要是在对后殖民地时期的研究中有所讨论，而

在社会科学领域，另外两种范式———文化同质和异质的理论———更为流行。而

在过去的十年左右，这种情况已经彻底地改变了。“杂和”理论已经成为流行

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常态和共识，被广泛称为“混合的趋势”。老虎伍兹和奥巴

马的审美标准和鉴赏力已经成为了媒体和市场的标准模式。在形形色色的社

会科学和文化研究中，“杂和”理论已经在越来越多的著作中上升为占主导地

位的范式。文化研究把“杂和”当做一种出发点，把地区和国家研究用“杂和”

的观念来进行分析。第五章将要讨论到，对“杂和”的各种各样的批评虽在持

续进行，但是日常生活中的诉求与主要内容和经验中的“杂和”却从未停止过。

现在，大多数争论的焦点并非是讨论应该支持还是反对“杂和”，而是关于“杂

和”的更深的观点和意义。既然“每件事现在都是混合的”，那么杂和就像雪崩

一样朝我们冲击而来，而讨论杂和的事例就像是喝消防水龙头里的水一样使人

应接不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唯有那些能够阐明杂和的多样性、广度、深度和

意义的例子，或者是能对历史、过去和未来有所启迪的杂和事例才值得讨论。

自从本书第一版面世以来，每个标题下收集的额外材料已经堆积如山，我

已经无法既保证本书保持合适的、紧凑的容量，同时又公平地对待这些新材料。

我有充分的理由需要调整和更新各种观点，但不是在根本上修改核心论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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