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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丛总序　 １　　　　

译丛总序

与西方传播学理论的相遇，是中国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事件。

面向交往、交流、沟通、共享，无疑是抗拒思想僵化的解毒剂，而通

过译介、分析、转化西方传播学理论，中国新闻传播学者一般以此

作为走出理论封闭圈的一种路径。只是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常常

是旧有的理论封闭圈还没有完全打破，就被新的理论封闭圈“套”

住，生活在传播学“诸神”的阴影里，不能面对中国的传播问题进行

自主创造，从而让知识习气障蔽、阻碍了传播研究的智慧。这种尴

尬与我们如影随形，以至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如何

面对西方传播学？

在面对外来的东西时，我们喜欢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

句出自《诗经·小雅·鹤鸣》的话，早已脱离赞美园林池沼之意，转

向实用的立场。这样一来，从理解自然到模仿自然、创造自然的精

神失落了，只剩下“攻玉”的现实之用，而不顾他山之石来源于何

处，在什么环境下生成，所谓“用”就显得盲目起来，“他者”亦被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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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起来。这种拿来就用而非基于系统理解的态度，实际上使我们

失去了面对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可能性。

长期以来，“体用论”的“幽灵”缠绕着我们，排除保守与激进的

论争，“体”所呈现的概念化思维（本体、实质、原则等），“用”所表达

的功用化思维（运用、功能、使用等）都阻碍了我们面对西方的理

论。李泽厚对“体”“用”的新解似乎为我们打开了思路。在他看

来，“学”不能作为“体”，“体”应该指社会存在的本体，即人民大众

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因为这才是社会生存、延续、发展的根本，

“学”不过是在这个根本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思想、学说或意识形态，

“用”的关键在于“转换性的创造”（《说西体中用》）。显然，面向西

方传播学，就是面向作为社会存在的交往实践这个“体”，进行西方

知识的语境化理解。

从一般意义上讲，西方传播学的各种努力可看作是为建构并

修正资本主义交往体系提供理论资源，其中所包含的交往的现代

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具有某种普遍性，但说到底，这种交往的现代

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又植根于各个民族、国家和特定时代的交往

实践，具有特殊的经验与理论思维，是西方传播学家对特定的现实

问题的回应。因此，面向西方传播学就是面向其特殊的经验与

问题。

进一步地，我们需要面对西方传播学的经典，因为经典在时光

之流中留下了社会变迁和学科演化的路标，它带我们穿越时光，回

到特定时空中的特殊经验，回到作者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回到他所

面对的社会境遇与社会体验之中。研读这些作品时，我们不妨问

问，作者写作时面对着什么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问题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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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预设了怎样的认知方式？比如，同样是研究群体从众心理的成

因，１９世纪末勒庞的《乌合之众》有着欧洲大陆精英情结以及大众

革命时代背景，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则有着美

国式个人主义和后现代社会崛起的缩影。我们还要问的是，如何

分辨不同作者所提出的不同源流？每一种源流反映了什么样的社

会思潮及个人际遇？这对学科发展产生什么影响？比如，施拉姆

出版《大众传播》时把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和霍夫兰定为

传播学奠基人，这是美国传播学科建制的源流；罗杰斯的《传播学

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回到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

则建构了传播学欧洲思想的源流；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回溯到

柏拉图、苏格拉底，这是传播问题的源流。

溯游从之，又见河流。经典之所以历久不衰，往往是因为它提

供了对话与创造的资源。它以遗产的方式滋养着继承者，而继承

者又通过续写家谱的方式再生产了经典的权威性，乃至思想的河

流川流不息、渊澄取映。这给我们亲近理论之源提供了一种有益

的方式，即思考它如何呼应每一个时代的特殊境况。库利在２０世

纪初用“首属群体”的概念来表达重建传播社群的理想，卡茨和拉

扎斯菲尔德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回到“首属群体”分析二级传播流时，

则默认传播社群已然存在，当代人们再思考“首属群体”时，则表达

了互联网世界对传统民主的乡愁。正是因为经典总是处在生产与

再生产的循环中，我们还要注意它的回溯性效应，也就是说，经典

可以重组过去创造源流，某些“经典”被选中的同时，另外一些“经

典”被人遗忘，乃至思想之流被迫改道。诸位读者不难从本译丛收

入的各部著作中读到这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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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经典为的是产生新知，而任何新知都是通过批判产生的，

而唯有批判才能使我们保持与西方传播学对话的姿态，进入“转换

性的创造”的过程。

行舟源流，清泉可鉴。我们读西方传播学，同样也是在读自

己。我相信，翻阅这套书系的读者，不仅对西方传播学理论感兴

趣，更对本土社会中生发出的问题感兴趣。读者诸君不妨通过浏

览本译丛来想想，过去借鉴西方传播学的过程中，有哪些是缘木求

鱼，有哪些是涸泽而渔，想想我们的经验与问题在哪里。

徜徉于西方传播学思想之流，不免产生远行客“生有涯而知无

涯”的慨叹。传播学“源流·新知”译丛试图为这块知识地图做点

增补工作，窥见传播学“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之景。倘若同道

学友读之有所得，并产生和西方理论对话的乐趣与快感，那是一种

莫大的幸福。

是为序。

单　波

２０１６年春于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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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１年我有幸获得机会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传播系

做访问学者，邀请人之一便是本书作者谢瑞·德弗罗·弗格森教

授。记得与谢瑞教授的首次见面是在渥太华大学校内食堂二楼的

自助餐厅，为了表示对我到来的欢迎，谢瑞教授特意请我在那里吃

自助餐。我向她表示，希望将她的著作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的

读者。后来我通过查阅得知，谢瑞教授至少出版了六七部著作，当

我告诉她决定首先翻译《传播策划：综合路径》这本书时，她说，在

她出版的著作中，这本书在美国和加拿大最受欢迎。经过多年蹉

跎，这本书终于问世，也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说：“本书是目前市场上唯一一本全面提

供传播战略策划、传播操作策划以及传播工作策划等相关内容的

著作。”这部著作出版于１９９９年，在十几年前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

家学术界，传播策划还是一个刚刚兴起的研究领域，谢瑞教授这部

著作在当时的出版可谓得风气之先，具有无可置疑的开创意义，即

使在今天看来，这项研究也不失其前沿地位。

《传播策划：综合路径》的最大贡献在于开创了一个新的传播

学应用领域。美国传播学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孕育，大约在２０



２　　　　 　传播策划：综合路径

世纪５０年代最终在大学体制内形成并获得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

但是以拉斯韦尔、卢因、霍夫兰、拉扎斯菲尔德、施拉姆等为代表的

美国传播学研究，其对象主要是大众传媒，研究重点是受众和传播

效果。传统传播学研究所确定的研究对象过于狭窄，对于受众的

理解最多也不过是强调受众年龄、性别、职业、教育背景、群体归属

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方面的基本差异。传统传播学未能看到所

谓现实生活中的传播绝不仅仅限于大众传播，其实人际传播、组织

传播、健康传播、政治传播等都属于传播中的一些特定领域，传播

学的研究触角必须延伸到这些活生生的领域才能获得生机与圆

满，才能体现出它服务于现实的强大生命力。

另一方面，传统传播学研究对于受众的理解过于简化，受众的

差异绝不仅仅体现在年龄、性别、职业、教育这样简单的自然属性

和个体差别方面，也绝不是社会属性差异这一简单概念就能够概

括的。事实上，并不存在抽象意义的受众，受众更本质的属性是社

会属性；更具体地说，任何受众总是归属于社会中的某一具体阶

层、具体组织、具体机构、具体群体，其中政府、企业、商务等组织机

构是现代受众最主要的组织单位，传播学研究中的受众概念必须

明确指向这一群体。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层面的受众体现

的主要是社会群体意义，而非社会个体意义，在传播中这样的受众

主要是群体受众，而不是个体受众。这种组织中群体受众的基本

特点体现在高度的现代组织性、高度自主的利益诉求以及在人际

传播、组织传播网络基础上与大众传播媒介的高度融合的趋势。

当代传播学研究正在向这一更为具体和重要的受众群体领域渗透

和延伸，这体现了西方传播学研究自我创新的能力，由此形成了组

织传播这一传播学发展中的新的应用研究领域。谢瑞教授的这本

著作应该说具有这一应用研究的所有特点。

《传播策划：综合路径》的另外一项贡献是全面论述了传播策

划在组织机构中的实施与运作，包括原理、原则、基本理论、战略、

策略以及步骤等。将传统传播学研究引入到组织传播这一新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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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诚然重要，但是能否在这一新兴领域架构起一套行之有效的

应用理论体系则更为重要。可喜的是，谢瑞教授集长期理论教学

和为高层管理人员提供咨询培训之功，成功架构了传播策划这一

全新的应用传播学理论体系。作者不但论述了传播策划的当代发

展趋势，提出了综合性传播策划这一重要概念，阐述了传播策划的

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作者还详列了各类传播策划的撰写方法、撰

写步骤、撰写要点，并提供了大量案例，这些内容构成了全书的主

体，也最能体现本书的创新之处。

由于本书是一项高度原创性的科研成果，书中随处可见作者

独创的专业术语，例如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战略策划文化），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综合传播策划），ｍｕｌｔｉｙｅａｒ　ｏｒ

ａｎｎｕ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ｐｌａｎｓ（多年度或年度操作及工作策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ｌａｎ（传播支持策划）等，作者在建构这一

理论体系时付出的巨大学术努力可见一斑，当然大量专业术语的

创造也为本书的翻译带来了一定困难。

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已逾３０年，如何结合中国具体的国情，

结合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建构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传播学理论体系

已成为影响和制约中国传播学建设发展的瓶颈，相信谢瑞教授这

本著作在中国面世后能够为中国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一些启示。北

美传播学者能够结合组织传播这一具体问题开拓出组织传播策划

这一新兴研究领域，我们是否也能够结合自己的问题开垦出一片

新土？

我们也相信这部著作对从事新闻传播、组织管理、企业策划、

商务营销、公关宣传工作和学习的人士会有所助益。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柯泽



献给斯图尔特（Ｔｏ　ＳＴＥＷＡＲＴ）

飞行员、工程师、艺术家、教授、丈夫、父亲、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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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传播策划：综合路径》旨在揭示综合性传播策划在现代组织

中的功能和作用，本书的阅读对象包括学生、策划者以及组织机构

中的各类顾问专家等。

本书力图呈现几种汇流的趋势。其一，本书揭示了包括业务

策划在内的综合性传播的重要性；其二，本书阐释了传播策划多功

能、多样化的当代发展趋势，试图将公共关系、营销传播以及广告

战略（整合营销传播，ＩＭＣ）融为一体；其三，本书强调了战略策划

文化在组织中的重要性；最后，本书系统揭示了传统意义上的组织

传播和公共关系在传播策划过程中相互融合、一体化发展的趋势。

本书分为四部分，即战略策划文化、综合策划过程、传播理论

以及战略路径。

第一部分讨论了在组织中建立战略策划文化的必要措施以及

在战略策划文化中传播的作用，并分析了公司策划（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业务策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以及传播策划（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之间的关系。传播策划者与公司策划者之间的密

切协作确保了传播策划最大程度地体现出公司层面的优先性。

第二部分阐述了综合策划过程，并详述了如何撰写各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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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方案，包括：

 多年度或年度策划方案，涉及公共关系、营销传播以及广告

等广泛领域中的传播战略。

 多年度或年度操作策划方案，具体解释各种战略如何贯彻

实施。

 工作策划方案，包括确定责任范围、设立日程和绩效指标、

拟定评估方法以及分配预算。

 支持性策划方案，涉及宣传活动（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广告和营销传播活动、问题管理以及其他行动策划。

 用于危机传播管理的其他策划方案。

第三部分阐述了传播策划的理论基础，包括受众心理学、媒介

使用及影响理论、信源可信度、涉及信息制作的学习与劝服理论，

以及对选择传播渠道的考量等。这部分内容综合了有关公共关

系、营销传播、广告、雇员传播行为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也与传播策

划的具体制定和执行密切相关。

第四部分阐述了有关问题管理策划的战略路径和方法，以及

各类组织之间共享资源、互利合作的发展趋势。

本书对于公共关系、营销传播、广告以及组织传播专业的学生

具有参考价值。在过去十年中，传播者的工作性质已经由服务导

向型向管理导向型、战略功能型急剧转变，虽然传播者仍然提供诸

如准备演讲稿、广告文案、新闻稿，以及为企业杂志和雇员报纸写

作文章之类的服务，但是越来越多的传播管理者开始进入到组织

管理层，为首席执行官（ＣＥＯ）以及企业副总裁提供决策和咨询服

务，还有一些传播管理者在诸如媒体议题跟踪、与利益相关者协商

（包括组织内部和外部）以及效果评估等方面扮演着战略角色。那

些介入到传播过程中的人常常协同工作，以确保他们的努力富有

成效，即确保他们最大程度地利用了组织资源。本书试图呈现２０
世纪末现代组织机构中传播者角色变化的最新观点。

目前，市场上还没有任何一本书如此全面地研究策划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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