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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丛书是由国家“985’工程Ⅱ期项目之一、华中科技大学科技进步与人文精神国家哲学创新基地
主持的“科技进步与人文精神”重大课题的最终成果之一。
　　有关科技进步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的学术关注由来已久，但对于本课题的专门研讨和集中组织则发
端于2004年国家启动的985工程Ⅱ期项目。
当时我们设计的“科技进步与人文精神”课题获得批准，被列为华中科技大学的985Ⅱ期项目之一。
于是一批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学者在课题的感召下组织起来，开始了积极的学术
研究。
　　之所以设计本系列研究课题，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一直面临着如何处
理“科技发展与人文精神”的关系问题。
现阶段，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对人文社会变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科技发展与人文精神的良性
健康互动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和紧迫。
其突出表现是：　　其一，科技发展需要人文精神的引导和提升。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科技的发展可谓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科技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杠杆和推动力，没有科技发展就没有先进的生产力，没有高度发达
的物质文明就不可能改善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另一方面，科技发展在生态、心态、伦理、社
会、文化等领域也为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系列严峻问题。
正确认识和把握科技发展的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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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是由国家“985’工程Ⅱ期项目之一、华中科技大学科技进步与人文精神国家哲学创新基地
主持的“科技进步与人文精神”重大课题的最终成果之一。
有关科技进步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的学术关注由来已久，但对于本课题的专门研讨和集中组织则发端
于2004年国家启动的985工程Ⅱ期项目。
当时我们设计的“科技进步与人文精神”课题获得批准，被列为华中科技大学的985Ⅱ期项目之一。
于是一批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学者在课题的感召下组织起来，开始了积极的学术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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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哲学家协会常务理事、亚太地区学生事务协会
主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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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
　　著有《社会认识论导论》《哲学研究方法论》《欧阳康自选集》《对话与反思：当代英美哲学、
文化及其他》《大学文化人生》等；主编有《人文礼会科学哲学》《当代英美哲学地图》《当代英美
著名哲学家学术自述》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二百六十余篇，
先后十余次获教育部和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主持十余项国家、省部级和国际合作科研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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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传播创造了文化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三)传播使人类社会系统具有心理的与精神的联系性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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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三)媒介系统功能的独立性及其与其他系统的联系性三、媒介推进了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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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技术解读媒介功能二、从英尼斯的“媒介偏向性”到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一)英尼斯的“媒介
偏向性(二)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三)麦克卢汉和英尼斯的理论贡献和理论缺陷三、麦克卢汉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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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学派在媒介问题上的主要分歧(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和评价第四章 媒介要突出人的主体
性地位——文化研究学派视域下的媒介功能理论一、文化研究学派的产生及其理论来源(一)文化研究
学派的发展轨迹(二)文化研究学派兴起的历史背景(三)文化研究学派的思想渊源二、文化研究学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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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媒介是意识形态博弈的场所(一)葛兰西：媒介是意识形态霸权产生的场所(二)斯图亚特·霍尔
：媒介是“现实”建构的场所(三)福柯：媒介是权力生产的场所(四)约翰·费斯克：媒介是逃避和抵
抗的场所四、文化研究学派对媒介理论的贡献(一)研究内容：注重双向研究并突出受众主体性地位(
二)研究方法：采用定性分析法从质的方面研究媒介功能第五章 信息社会媒介对社会结构的切入第六
章 媒介产业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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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重“共时”的稳定轻“历时”的变化　　结构主义倾向于优先考虑不变的东西而不是暂时
易变的东西。
它贬低行动和事件的流动性，而寻求历经时间而愈益稳定的社会结构，正是由于这个观点的指导，结
构主义具有了独特而有争议的研究方法。
共时分析就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个写照。
共时分析只“拍摄”社会的“快照”，与之对立的历时分析则重视时间过程中的发展。
这一理论特点和研究方法后来成为结构主义受到广泛批评的原因。
因为按照这种观点，媒介优先关注的是它对现有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管理作用，至于现存的媒介体制是
怎么来的，为什么话语权会掌握在这一阶级而不是那一阶级手中，它在客观存在的社会冲突中究竟应
该扮演何种角色等，这些深层次问题却被结构主义者视而不见。
　　（3）反对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喜欢根据直接可以观察到的实体来说明事物。
对实证主义者来说，要说明就是要找原因，而原因只是从观察到的规律中引申出来的。
相反，结构主义者则认为，在可观察到的现象表层之下还存在着比较深层的东西。
基本的结构不是观察者可以直接看到的，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这些潜在的结构，以便说明表
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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