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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刘建勋

我常常想，孔子《论语》中的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

难道不是他老人家为我们描述了当年他所经历的一种文化传播

盛宴的场面，并且揭示了当时的文化传播者应当具备的传播心

态吗? 然而，也许由于某种文化习得性遗传的原因，到现在，

许多教科书中，仍将“时习之”仅仅注释为经常温习。这样，

三句话就成为逻辑上互无联系的并列语句。其实，“时习”应

当是经常研习、讨论。这样，紧接着的后面两句话 “有朋自

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才有逻辑

上的联系与依附。

有人说，中国人自宋元以后，在社科研究、制度创新方面

的能力下降了。这话虽不一定全面，但引之为反省、警策，还

是必要的。传播学自上个世纪初中期在发达国家孕育诞生，将

近半个世纪，在我们的社科研究中，在重视程度和创新研究方

面，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接近新世纪到来，学者们在传播学

本土化研究问题上，给予急切地呼吁。这当然不光是知识分子

心态变化所能完成的。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也为学术研究的

长河注入了不竭的活水。

杨立川教授的《传播习俗学论纲》，正是在传播学研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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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化的期盼声中孕育而成的。

通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说，每个民族都有该民族

自身得以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生息绵延的密码。传播习俗几乎

涵盖和涉及社会习俗、民族习惯的方方面面。它习惯性地影响

着、制约着人们的言语方式、行为方式和传播沟通方式以及生

活方式。发掘它，研究它，实质上是在发掘和研究一个民族从

历史深处走来所长期积累的传播智慧。我很同意立川教授的提

法: 传播习俗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习惯性、风尚

性的传播现象。在人类整个传播现象中，它具有基因性的意

义。为解读“密码”，揭示“基因”所从事的艰苦劳动，肯定

是具有十分可贵的价值和意义的。

当然，传播习俗的发展、流变，也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普遍

而显著的规律。立川教授的 《传播习俗学论纲》在这方面也

给予了十分重要的关注。他认为，“搞清人类社会生活究竟是

如何决定了人类传播习俗的形成和变化，更进一步说，作为社

会子系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在传播习俗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是传播习

俗研究不能缺少的视角。这种系统的视角、动态的视角，使得

传播习俗的研究成为一条滚滚而流的活水，为后续的研究打下

坚实的基础，也留下充分的伸扩空间和开掘的余地。

《传播习俗学论纲》对传播习俗的研究做了基础性的工

作。不仅如此，该项研究还具有清楚的实践性价值和清晰的应

用性思路。例如，自觉利用传统节日的传播习俗服务于当代的

传播实践，利用习俗性的传播形式，改进新闻事业的传播方

式，中国广告传播如何利用中国传播习俗，以及自觉地使广告

文案写作服从于传播习俗等阐述，都十分具有应用研究的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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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应该说，这也是一代年轻学者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锻造的学

术实践新品格、新思维、新视野。

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呼吁已久矣! 成果出现也十分令人高

兴。我其所以赞同本土化呼吁，并且以欣喜的心态迎接这些成

果的出现，是因为我觉得人文社科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

比，有它独特的价值和使命、方法和规律。科学是具有普遍规

律和共性的，但共性常常寓于个性之中。在很大程度上，人文

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不能离开民族特性和地域、国别的特点。

应该说，人文社会现象常常与民族、国度、地域文化因素等有

着非常具体、深入的联系。所以，文学艺术上有个说法 “越

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这个命题的价值，也可以扩展到人

文社科研究领域，应该给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领域的研究

一种启发: 人文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研究，往往能给我们带来国

际性的话语权!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一首非常有意味的唐诗: “报花消息

是春风，未见先教何处红。想得芳园十余日，万家身在画屏

中。”我总觉得，我们正处于大众文化、学术文化、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繁荣发展新时代到来的当口。作为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艰苦奋进的不竭动力的中华文化传统、文化习俗的研究，

将越来越引起文化界、学术界的重视。尤其是它与一个新学科

———传播学研究视角的巧妙结合，深刻联系，切近得当的剖

析，是正当其时的。因此，我们可预测，关于传播习俗本土化

的研究，一定会不断深入，成为傲立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文化

园地的一枝芳菲。

( 作者为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原院长、教授)



CBXSXLG

!

"

1

］

序 二

段京肃

还是 1983 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的时候，第

一次接触、认识了来自西方世界的传播学，并产生了浓厚兴

趣，对它的学习和研究最终成为我的职业。传播学能有今天的

规模和学界地位，是当时我们大家都不曾想到的。其实我们关

注传播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但因为各种

各样的原因直到 70 年代末期、80 年代初期传播学才真正引起

了我们的兴趣。那时，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等高校有留学背景

的几位老师面向本科同学开始了传播学的教学，引进了施拉姆

和麦克卢汉等人的传播学理论成果。在学界的促进下实现了传

播学大师施拉姆先生的访华。施拉姆先生和华裔学者余也鲁先

生等人在大陆进行了传播学交流。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余也鲁

先生等学者开始关注并大声疾呼关于传播学本土化的问题。他

们认为: “我们除了可以在中国的泥土上学习与实验这些 ( 西

方传播) 理论外，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

中找寻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

域。”因为，“传的艺术已深潜于中国文化中，流漾在中国人

的血液里，只差作系统性的与科学性的发掘与整合。现在该是

开始的时候了。” ( 邵培仁，1998) 我理解他们这些话的中心

意思应该是，传播并不是西方人特有的社会活动，传播学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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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应该是西方人的专利，在深厚的中华文化中蕴含了中国人

和中华民族在传播和传播理论上无限的智慧和成果。用中华民

族丰富的传播实践和传播思想丰富世界传播学的宝库，应该是

我们这一代学人的义务和责任。

近三十年来，两岸学者们在挖掘中华民族传播成果方面已

经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相对于西方的

传播学而言，我们对传播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受西方传播学的

影响很大，学者们的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了对西方传播学规范

的借鉴和使用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思想和实践的遗产的

整理和研究上还有许多值得开拓的空间。

在浩繁的中国文化典籍中隐藏着不计其数的传播思想和实

践的宝藏，同时在中国的民间和广大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还散

落了大量的传播思想和传播实践的珍珠，寻找这些隐藏的和散

落的宝藏和珍珠，是形成中国传播学宝库的基础性工作。台湾

的关绍箕先生、大陆的孙旭培先生等学者都已经付出了相当的

代价，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还需要有更多的学者投入更大的

精力才可能形成传播学中国化的气候。

如何真正建立中国传播学的学派，而不是简单地空喊所谓

“本土化”的口号，是目前我国传播学界和每一位传播学者面

对的共同问题。况且人们对 “本土化”本身就有许多不同的

认识和看法，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所谓的 “本土化”是

完全没有必要的。我认为，本土化并不是抛开西方传播学的主

流学派而另起炉灶的传播学研究，像世界上的其他学科一样，

尽管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和研究的模式，但作为科

学它必然有许多基本的东西是世界共通的。对中国的传播学研

究而言，如何在尽快掌握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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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挖掘、总结、抽象出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思想精华，并

采用世界传播学的主流模式和方法进行研究，应该是 “本土

化”的基本取向。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期盼中，我见到了杨立

川教授的 《传播习俗学论纲》书稿。书不厚，但在我心里它

的分量仍然是沉甸甸的。

杨立川教授长期在西部学校从事传播学的教学和研究，就

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条件而言并不理想。但他并没有因为条件的

限制而放弃对自己钟爱的传播学研究的追求，相反在艰苦的努

力中他找到了独特的研究对象。《传播习俗学论纲》同作者本

人一样扎根于西北黄土高原的沃土中，从源远流长的黄土文化

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书中大量使用了历史上保留下的和今天

仍然在百姓生活中常见的传播实例，用中国人最熟悉、最亲切

的生活和生产内容来说明复杂的传播学原理，拉近了传播学理

论同人们生活的关系，增加了抽象的学问同人们之间的亲切

感。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曾经长期在西部生活的人来说，读

《传播习俗学论纲》的感觉恰如找到了故乡的家园。

关中、晋南、豫西和甘肃中南部这一块地方曾经是华夏文

明发源、生息的基地，我们的祖先在这一块土地上留下了无数

可歌可泣的壮举，也留下了影响中国乃至世界文明进展的珍贵

遗产。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被后人称道的许多事实就发生在这

块土地上，如历史上最早的报纸 “邸报”，证明中国古人传播

智慧的万里长城烽火台，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

等，都给今天的新闻传播研究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珍贵的

史实。同时这块土地又是众多民族和文化反复交流、融合的重

要场所，许多历史悠久的中外文化现象在这里得以保存，成为

研究人类历史的活标本，自然也是研究人类传播历史的活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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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传播习俗学论纲》这本书中，杨立川教授带领我们

进入了时空的隧道，在古今的结合中完成了对中国腹地的一次

传播民俗的全面考察。那些仿佛刚从黄土地上随手捡来的一个

个闪亮的珍珠，经作者用一根红丝线穿在一起，便有了令人称

奇的魅力。

在研究传播习俗学这条路上还有许多的艰难险阻，但我想

这阻止不了像杨立川教授这样的默默耕耘者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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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传播习俗学研究发凡

1999 年，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会

议由该校新闻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共同主

办。会上，大家对中国传播学界 20 年来的传播学研究既表示

了肯定，也认为尚存在许多不足。会后于 2000 年元月由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会议论文集 《传播学论文选萃Ⅲ·出

版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颇能反映当时诸多学人的看法:

“1982 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了我们对待西

方传播学的‘十六字方针’: ‘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

收，自主创造。’后两句话今天看来似乎说大了点，我们现在

在‘系统了解’方面也还没有能够完全做到。从总体上讲，

我国传播学尚处在引进和介绍式研究阶段。……我国传播学的

发展正任重而道远。”

我很赞同这一观点，但同时又感到，其一，对于外国的学

术研究成果，的确应充分系统地介绍，与此同时更重要的还是

应自主创造。我们不可能等到完全充分系统地引进介绍了外国

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后再去自主创造。换言之，引进介绍的过程

中即可或曰即须自主创造。其二，要创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

理论，这不是绞尽脑汁可以设计出来的，而首先须关注中国的

传播现象和问题，中国特色的传播规律正存在于中国自身的传

播实践中，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不过是对中国传播规律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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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总结提炼的结果。而中国的传播习俗则无疑映聚了中国传播

规律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以为对传播习俗的研究首先是传播

学研究的一部分，构成了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其次，

对传播习俗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把握包括大众传

播现象在内的整个传播状况。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开幕式

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先生说:

“虽然传播学在中国已落地生根，但始终未能成树成林，在很

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未能同中国的实际传播情况有机结合起

来。传播学来到中国说明中国对传播学产生了需要。但这种需

要能否化为学术之林中的一片亮色，还要看它融入中国文化的

程度。应当坦率地承认，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远远不 够

的。”

虽然如此，在传播学中国化的道路上，我国不少学者还是

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像徐培汀、徐耀魁、余也鲁、徐佳

士、关绍箕、刘建明、孙旭培、丁柏铨、尹韵公、明安香、李

良荣、邵培仁、喻国明、戴元光、吴文虎、陈培爱、郑学檬、

申凡、陈力丹、孟建、黄旦、何庆良、吴予敏、黄星民、方晓

红、关世杰、段京肃等和其他许多学者都是如此，因为他们，

才使得我国传播学研究领域呈现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也许我们

的传播学研究还未成为大树，成为森林，但起码一株株树苗正

在生长。我之所以认为须对传播习俗进行研究，目的之一即期

望对中国传播学研究有所贡献。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南京

大学召开第七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时候，我向大会提交了

《年节———中华民族的传播盛宴》一文，并在论文摘要中写了

这样一段话: “民间传播习俗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

值，更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尹韵公先生在第七次全国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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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上的开幕词中充满期待地预言: “传播学研究在新世纪

一定是王气很盛，发达之计始于斯。”这也是我自己的希望，

同时我希望为此而有所贡献。

研究传播习俗，首先应抓住的一个问题，是要探讨传播习

俗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

传播习俗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习惯性、

风尚性特征的传播现象。在人类社会整个传播现象中，它具有

基因性的意义。它常常非常强烈地影响到一个时代、一个地区

甚或一次传播活动的面貌、成败。它受制于一定的历史条件，

并随着人类社会生活诸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传播习俗学

所要研究的，首先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人们的传播习俗所

产生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人类的传播习俗对人类社会生活所发生

的反作用。

由于社会生活具体而言是由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

多子系统构成的。人类的传播系统包括习俗性传播现象不过是

渗透于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现象中的一个特殊的子系统，因

而我们研究传播习俗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即是要研究传播习俗与

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研究社会的政治、

经济、文化现象与传播习俗之间的互动关系或曰作用与反作用

的关系。一定的社会生活决定了一定的传播习俗的形成，社会

生活也决定了传播习俗的发展变化。例如，在传统的社会经济

条件下形成的诸多家族传播习俗，随着社会生活条件如生产方

式、政治状况等的变化，也必然地发生变化。

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是如同寒潮来了天气即会变冷那样。

传播习俗的变化与社会生活的变化在总体趋势相同步的前提

下，又存在着局部的不同步现象。而尤其应注意到的是，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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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惯性往往还特别强大。

因此，传播习俗学研究的内容之一，是探索、描述、分析

传播现象的渊源流变，即研究传播习俗的历史，搞清人类社会

生活究竟是如何决定了人类传播习俗的形成和变化发展。更进

一步说，作为社会子系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在传播习俗的形

成与发展过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又是如何发挥作用

的?

同时，还要搞清传播习俗对社会生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作

用? 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其作用是否符合人们的目的或需

求? 如何使传播习俗能够对社会生活发挥积极的、正面的作

用，并防止其产生负面的、消极的影响? 如此等等。

人类的传播活动总有一定的形式、内容、规模，习俗性传

播活动也不例外。那么，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又是如何地影响

到了相关的传播习俗?

质言之，我们研究传播习俗，即是要弄清楚，社会生活究

竟怎样地决定了人类传播习俗的形成、发展变化及传播习俗本

身的形式、内容、规模，这是一种发展论视野。要弄清传播习

俗的社会作用问题，这是一种功能论视野。要弄清社会生活与

传播习俗本身的形式、内容、规模等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一

种本体论的视野。

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还会发现，传播习俗是通过对人类

整个传播活动发挥作用进而又对人类社会生活发挥作用的。因

而，传播习俗同传播活动整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不能够忽视。

即是说，这一问题也无疑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仔细留心一下人类的传播实践，我们就会发现，传播习俗

正如同人类的整个传播活动的基因一样，具有传播基因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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