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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文化与传播研究” 丛书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励耘文库”

之一 ，是新闻传播学研究所 、媒体策划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在本学

科以及相关学科长年研究 、实践基础上 ，倾力推出的一套学术精品

丛书 。该丛书的理论视野涵盖文化传播学与新闻传播学两大学科领

域 ，广泛吸收了当今西方传播理论 、媒介哲学 、大众文化研究 、新

闻传播学 、传媒经济学 、编辑出版学 、文献学以及当代国学研究的

理论 ，密切贴近当代媒介研究 、传媒实践 、文化产业发展等实际需

要 ，是国内文化传播学与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一批领先之作 。

传播是自然生态信息与人类生命信息 、社会人文信息之间的流

动 、分享 、读解 、诠释 、传承 、播撒的永恒历史进程 。当代传播学

研究 ，不仅考察自然生态信息 、社会信息与人文价值的流动分享 ，

也考察这一流动 、分享过程得以运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机制 。人类的

知识或信息传播 ，是一种文明价值或人文意义的传播 ，是人类知识

或信息得以生成 、固定 、传承 、读解 、接受 、变形等传播机制以及

传播技术持久作用的结果 ，是特殊政治经济利益与价值观的产物 。

一言以蔽之 ，人类传播活动的基础与核心 ，是文明传播或文化传

播 。

加拿大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 （Harold Innis ， １８９４ ～ １９５２）

在名著 枟帝国与传播枠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 １９５０） 等著
作中提出的理论观点 、美国传播学家尼尔·波兹曼 （Neil Postman ，

１９３１ ～ ２００３） 在名著 枟娱乐至死枠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

２００３） 等著作中的分析考察 、西方传播学的批判学派 、中国古典文

化精神等等 ，是这套丛书的理论基础 。

媒介即世界观 。今日能量巨大的大众传播媒介 ，透过自己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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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语方式与传播机制 ，持久广泛地作用于受众的感官和头脑 ，最

终将一种固定模式的 、常常未经检验的世界观强加给大众 ，进而成

为当代全球社会的主宰力量之一 。

丛书在批判西方近代主流世界观及其媒介价值观的基础上 ，深

入挖掘中西世界观在古代和近代形成 、确立 、传播 、成熟的社会历

史文化机制 ，探讨媒介世界观在古今社会的传播方式 、在近代社会

与西方世界观的激烈碰撞 、相互传播与融合 ，探讨了媒介世界观在

当代文明传播的均衡 、公正 、有序 、和谐等层面以及媒介在产业制

度 、商业运作等领域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

实践价值 ，是国内学术界将当代文化研究与西方传播理论打通 、结

合的大胆尝试 。

２００５年 ４月 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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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言 　朝向文明传播 ，关怀人类命运

传播是自然生态信息与人类生命信息 、社会人文信息的流动 、

分享 、读解 、诠释 、传承 、播撒的永恒历史进程 。当代社会的传播

学研究 ，不仅考察自然生态信息 、社会人文信息与价值的流动分

享 ，也考察这一流动 、分享过程得以运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机制 。人

类的知识或信息传播 ，是一种文明价值或人文意义的传播 ，是人类

知识或信息得以生成 、固定 、传承 、读解 、接受 、变形等传播机制

以及传播技术持久作用的结果 ，是特殊政治经济利益与价值观的产

物 。一言以蔽之 ，人类传播的基础与核心 ，是文明传播 。

加拿大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 （Harold Innis ， １８９４ ～ １９５２）

在名著 枟帝国与传播枠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１９５０） 中指
出 ： “米德 、马克思 、施宾格勒 、汤因比等人 ，都曾就传播对现代

文明的意义 ，做出了贡献 ⋯ ⋯ ２０世纪的突出特点之一 ，就是持久

不衰的文明研究 ⋯ ⋯这反映我们对自己文明的未来走向 ，怀抱着强

烈的兴趣 。” ①

当代全球社会空前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人文危机 ，迫使

人们从过于狭隘的学科分类的牢笼中挣扎出来 ，对文明传播的运行

机制进行深入考察和综合研究 ，反思当代文明传播机制的结构性问

题 ，进而揭示这一机制背后的世界观 。美国传播学家尼尔·波兹曼

（Neil Postman ，１９３１ ～ ２００３） 在名著 枟娱乐至死枠 （Amusing our-
selves to Death ，２００３） 中概括媒介传播行为的本质为 “隐喻” 、 “认

① 伊尼斯 ： 枟帝国与传播枠 ，何道宽译 ，作者 “前言” 第 １１ 页至第一章第 １ 页 ，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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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论” 、 “定义现实的方式” ① ，我们可以进一步概括说 ：大众传播

媒介透过自己强大的话语方式与传播机制 ，持久广泛地作用于受众

的感官和头脑 ，最终将一种固定模式的 、常常未经检验的世界观强

加给大众 ，进而成为当代全球社会的主宰力量之一 。

世界观是人对世界总的看法 。近代世界观的主流是创自西方的

启蒙主义 —自由主义世界观 ，这一世界观对 “世界” 总的看法是 ：

人类原本与大自然一样蒙昧 ，必须等待 “知识” 启迪其 “理性” ，

才能摆脱蒙昧 ，而保障知识 、信息自由流动的最好的传播机制是民

主政治 、市场经济以及教育文化普及 ，因此近代世界的主流是政治

民主化 、经济市场化 、文化大众化 。根据启蒙主义 —自由主义的假

设 ，知识与信息的传播必然带来人类理性的进步与普遍的福祉 。

世界现实却并非如此简单 。很多情况下 ，当代世界现实与这一

世界观的预设背道而驰 ：首先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大自然并非

蒙昧消极 ，任由人类知识穷加解析和人类意志的操控 ，而是具有极

强的 “自组织性” ，比如人类的医药知识和医疗技术越提高 ，细菌 、

病毒的 “抗药性” 越强 ，直至旧药药性完全失效而必须开发新药 ，

如此恶性循环 ，旧药 、新药的各种无法排除的 “副作用” 滞留在人

体内 ，使各种无法控制的 “怪病” 层出不穷 、难以应付 ；再比如农

业生产 ，大量化肥 、农药使土壤逐渐丧失肥力 、最终变成荒漠 ；再

比如矿藏 、淡水等能源 、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 ，不仅使各种自然灾

害频繁发生 ，更污染了全球生态环境 ⋯ ⋯

自然与人类之间的交往史 、传播史表明 ：自然决不是人类知识

和意志的宰制对象 ，更不是人类满足自身贪欲的资源 ，而是一个自

足的生命体 ，是人类的母亲 ，她要求人类的尊重 、爱护 ，而不是剥

削 、压榨 ，对自然的认识与利用 ，必须遵循严格的限度 ，否则 ，人

类将陷入难以自拔的危机 。

其次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 ，知识或信息也并非必然启迪人的理

① 波兹曼 ： 枟娱乐至死枠 ，章艳译 ，第 １２ ～ １３ 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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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很多情况下 ，未加正确辨析 、诠释 、检验 、传播的知识或信息

的过量涌入 ，最容易引起人类盲目的物欲冲动 ，从而冲决理性的脆

弱堤防 ，造成人类社会的巨大动荡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激增

的刑事犯罪 、各种社会动荡乃至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 、局部战争 、

种族清洗 、政治迫害以及精神失常等各种心理疾患 ⋯ ⋯证实了卢梭

在 １７４９年写成的名作 枟论科学与艺术枠 中的历史性结论 ：科学与

艺术的复兴 ，知识与信息的增长 ，并不必然带来人类的道德进步 ，

有时适得其反 。他甚至据此呼吁道 ： “全能的上帝啊 ！你手里掌握

着人类的心灵 ，请把我们从祖先的那些知识与致命的艺术里面解救

出来吧 ；请赐还给我们无知 、无辜与贫穷吧 ，惟有这些东西才会使

我们幸福 ⋯ ⋯ ” ①

卢梭言之过矣 。无知与贫穷不会带来幸福 ，知识与信息也不会

必然带来幸福 。关键在于知识与信息是否获得正确的选择 、诠释 、

理解 、检验 、传播 。换言之 ，知识或信息的传播机制 ，决定了这一

知识或信息的真正价值 ，一如语言有赖于语境 。构成一种知识与信

息正确传播的有效机制或稳固环境 ，是这一知识或信息得以产生 、

传播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当时社会的一般心态 ，亦称世界观 。

综观全球历史 ，尊奉自然为 “天” 、 “神” ，主张人与自然认同 、

协调的中国世界观 ，正确设定 、诠释了天地万物乃至人类知识或信

息的合理位置 ，是救济西方近代世界观各种偏颇的良药 ，也是引导

全球社会走出自然生态危机与社会人文危机的巨大精神力量 。

中国世界观的核心曰 “道” ，又称 “神” 或 “天命” ，即自足自

本 、统贯万物 、周行不息的自然生命 。中文 “道” 者 ，路也 ，宇宙

人生之正途 ，万物得之则生 ，离之则削 ，丧之则亡 。道又称道体 ，

乃宇宙人生之终极本体 。道体广大深微 ，成全一切 ，但又缄默不

言 。究极而论 ，道乃全然不为人知之终极神秘 ；相对而言 ，道乃生

生不息之力量 。人不知其所以然 ，故谓之自然 ，又称 “宇宙大生

① 卢梭 ： 枟论科学与艺术枠 ，何兆武译 ，第 ３５ 页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７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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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儒家称此生生不息之力量为 “仁” ，其立义宗旨 ，特为广袤宇

宙中之短暂人生 、芸芸万物 ，有以振拔之 、光明之 、成就之 ，使人

以万物之灵保障万物生生不息 、各得其所 ，人群组建合理的文明生

活 ，行此生生不已 、新新不断之天命 ，在道德上 、精神上得以与自

身的本源 ———道体 （自然） 重新合一 。

准古酌今 ，可知中国世界观之基础 ———儒家思想 ，乃千古不朽

之文明智慧 ，人类传播之道德核心 。孔子曰 ： “道二 ，仁或不仁而

已矣 。” 可谓道破历史玄机 ：人类行为合乎宇宙之仁道 ，则生 ；反

之 ，则死 。老子曰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亦同

一旨趣 ，宜乎道家思想为儒家思想之重要补充 。以儒家思想为中

心 ，辅以道家等先秦思想而形成的中国世界观 ，确保了中华文明在

绵延五千年的悠久岁月中取得独步世界的辉煌成就 ，其尊崇爱护自

然 、力行道德教化 、追求精神提升 、万物和谐的文明模式 ，在世界

其他文明盛衰不定的历史急流中 ，保障了中华民族的长期统一 、稳

定 、繁荣 、与他民族和谐共存等高度可持续性 。

中华民族 “可大可久” 的文明模式 ，被西元 １８ 世纪后半叶开

始于西方并迅速向全球扩张的工业革命浪潮 、以及必然伴随工业革

命汹涌而来的军事扩张 、工商业扩张以及社会动荡所打破 。工业革

命在促成巨大物质进步的同时 ，也促使西方社会的资源需求 、商品

消费以及人口 、资财等综合社会能量迅速膨胀 ，超出一个社会所能

承受的生态极限 ，西方近代文明必然对外进行军事扩张和商业扩

张 ，以掠夺海外资源与市场 。原本在与自然 、社会以及各自文明传

统相和谐中宁静生活了千百年的世界其他民族 ，为此蒙受了巨大的

灾难 。整个世界因此陷入动荡不宁与各种流血冲突中 。冲突的结

果 ，是许多弱小民族连同他们独特的文明传统 ，被西方侵略者彻底

毁灭 ，幸存的民族则面临着被同化的巨大危险 。

自然与文明的传播史昭示我们 ：道即自然 ，即宇宙生生不息之

仁爱 ，万物和谐共存之终极家园 、人世之永恒真理 。它决计报复一

切损害自然与社会公正的行为 。历史哲学大师阿诺德·汤因比与杰

4　　　　 磸 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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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生态思想家蕾切尔·卡森等人都曾指出 ：由于当代人迷信以经

济增长 、科技进步 、资源掠夺为基本特征的西方现代化模式 ，因此

当代世界可谓积重难返 。或许如 “罗马俱乐部” 的科学家们所预言

的 ：直到资源枯竭和生态灭绝 ，使全球经济与社会发生灾难性的崩

溃与停滞时 ，人类才会觉醒 。到那时 ，不能承受这一打击的社会将

首先崩溃 ，而最具可持续性潜力的社会将幸存 。

因此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 ，不是否弃现代化道路 ，而是变西方

模式的片面现代化而为可持续的绿色现代化 、和谐现代化 ，以中国

世界观为引导 ，全面复兴传统文化 ，重建政治廉耻与社会公正 ，迅

速有效地推行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千方百计地储备中国社会

的可持续性力量 ，以备在全球性危机与灾难中幸存 ，并引领全人类

走出困境 ，重建未来 。

呜呼 ！人心易测 ，天意难知 。中华文明能否重演她在漫长的历

史进程中那神奇的文明再生的故事 ，在目前这场全球生态与人文危

机中浴火重生 ，还是随同当代不可持续的全球社会及其文明传播模

式一起沉沦 ，端赖每一个中国人在 ２１ 世纪中的所作所为 。无限深

邃的天命 ，正向那决定性的历史时刻疾速奔涌 。 枟易枠 曰 ：“阴阳不

测之谓神 。” 腐败者在这积重难返中捞取那空虚的金钱与权力 ，而

“真的猛士” 则从这积重难返中葆有其清刚之气 ，奋然前行 ，永为

民族生命与人类前途之根本保证 。

铭言 　 朝向文明传播 ，关怀人类命运 磻 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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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然生态 、人类社会与文明传播

时空的溪流中潺潺流动着不尽的生命 。 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

次 。在短暂的生命旅途中 ，我们必然要问 ：为什么我们被赋予生

命 ？生命起源于何处 ？归宿在哪里 ？意义是什么 ？放眼四望 ，首先

涌入视野的 ，是广阔无垠的世界 ，我们称之为 “自然” 。自然是先

于我们而存在的东西 。 我们不知道它的确切起源 。 它是永恒的

“谜” 。从这遥不可测的神秘深处 ，涌现出一种独特的东西 ：生物 。

生物覆盖着宇宙中惟一一个幸运的行星 ———地球 。大约 ４５亿年前 ，

地球在广袤的宇宙间凝成 。约 １５亿年后 ，地球表面开始出现最早

的生物 。生物的出现与繁衍 ，依赖地球在宇宙中的独特位置 、阳

光 、空气 、水等一系列基本条件 ，这些条件只有地球具备 。地球表

面覆盖着陆地 、水和空气 ，这些养育生命的东西构成了 “生物圈” 。

由于生物圈的分布 ，我们生活的行星地球展现出惟生命才具有的惊

人的美丽与活力 。自然以生生不息的美 ，揭示着自身的奥秘 、泄露

着自己的 “谜底” 。

一 、自然生态是文明传播的道德基础与价值本源

能领悟宇宙之美的 ，是一种脆弱而奇特的生物 ———人 。人的起

源渺茫难知 。大约 ５００万年以前 ，可能由于全球气候变冷引起森林

环境的巨大变化 ，人类的祖先必须从东南非热带草原栖身的树上降

落到地面以寻找食物 ，这些 “原人” 开始直立行走于大地之上 ，解

放出来的双手能够使用一些原始意义上的工具 。大约 １０ 万年前 ，

连续 ４个较短冰期之后 ，急剧的气候和生态变化极大地促成原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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