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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工业文明和现代化的发展，人类在社会发展中的自觉意识不断增长，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
今天已经愈来愈凸显出来，成为人类不断赢得自由、获得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
的精神价值判断和追求，形成了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和尺度。
人类活动的各种成果都內含着以人的情感、心理、观念、精神、理性为标志的文化，表达了不同的人
生生存状态与感受，传递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內心的冲突与和谐，交换了不同文明成长过程中
的融合与宽容。
人类社会通过文化传播着各自的理念內涵、交往方式、价值构建、生活图像，形成了和而不同的多样
性文化生态，为现代化的多样性社会发展模式提供了文化保障和精神基础。
只有实现综合性的社会发展，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协调发展，才是科学的发展。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致力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
发展研究成为热门的课题。
各门具体学科介入社会发展研究。
社会发展理论是探讨社会变迁的规律性及其具体表现形式的学说。
广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关于社会发展的研究，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
一般规律性。
狭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又称“发展社会学”，特指社会学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传播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

内容概要

　　本书将网络媒介及其激发的社会文化变迁置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建构的理论背景下考量，从
三个不同的向度——作为媒介使用者的少数民族族群成员及相关社会文化变迁，虚拟世界的真实文化
话语建构，民族地区政治博弈、经济发展和现代性变化的过程中网络传播的现代性效能，展开了较为
细致和全面的分析。
这对认识网络文化与本土民族文化的互动和融通的规则与程式，理解民族意识与文化认同在新的媒介
环境下的变化，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而深
远的意义。
　　本书可供网络传播与社会文化研究者，高等院校新闻传播、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以及政府少数民族
事务工作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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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庄晓东，知名文化传播学者。
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函评专家、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奖评委、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基金评委、云南省舆情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召集人。
多次主持和参与国家级人文社科项目，在国家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几十篇，共获省部级奖7项，主编普
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传播与文化概论》。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传播与网络传播、媒介经营与管理、文化产业与文化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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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文化资本就是指一个人所受到的教育、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切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的知识。
它主要有内化的知识，以客观形式存在的文化产品，学历和学位组成。
社会资本指“所有现存的和潜在的资源。
社会资本与拥有一个长期的关系网有密切关系，这个关系网中的各种关系多多少少已经结构化。
关系网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认识和相互承认。
换句话说，社会资本就是一个人因为属于某一社会团体而具有的所有资源”。
布尔迪厄认为，这三种资本在社会上每个单一个体中的分配不是偶然的。
大部分情况下，拥有大量经济资本的人同样也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
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经济资本可以帮助一个人获得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可以在一定情况下转化成经济资本。
但是，在不同种类的资本进行转化的过程其复杂性也有所不同。
③网络素养概念是从媒介素养概念发展而来的，在界定网络素养概念之前，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媒介素
养的含义。
媒介素养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以英国、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为代表。
其核心概念有两点：一是把媒介素养视为利用媒介获取并传播信息的能力，二是把媒介素养与媒介教
育联系起来。
加拿大关于媒介素养的定义是这样描述的：媒介素养旨在帮助学生发展对大众媒介的本质有知晓和批
判的理解力，懂得大众媒介所运用的技术以及这些技术所产生的影响。
更具体地说，媒介素养是一种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是增加学生对媒介如何运作、媒介如何传递意义
、如何组织起来以及如何构建现实的理解和享受。
媒介素养也旨在让学生具有创造媒介产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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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传播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研究》的最终成果。
整个研究历时近三年。
从课题设计到完成，涉及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近百人。
本书由项目主持人庄晓东博士负责设计全书的框架、结构和最后统稿。
具体分工如下：陈静静博士负责少数民族网站部分的分析；肖青博士负责问卷设计与相关分析；周雷
博士负责传播人类学部分的调研与分析；杜忠锋博士和李凤成老师负责实证部分的统计与分析。
我的研究生高云、刘文希、尹麦、陈斯华、田桂珍、舒梓和部分本科生参加了问卷调查和田野考察工
作。
吴映梅博士为本书的调查点地图做了大量工作。
感谢恩师——著名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郭湛教授欣然为本书作序。
先生之恩，永世难忘。
本书得到云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伊继东教授、校长杨林教授、副校长李松林教授、副校长何伟全教授
，香港城市大学的李金铨教授、祝建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教授、高钢教授、郑保卫教授，
复旦大学的童兵教授、黄旦教授的指导和帮助。
云南省委宣传部张瑞才副部长、伍皓副部长、网络处李翔昌处长，云南省教育厅科技处的赵纯处长，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杨安兴主任等，对课题的设计和完成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意见。
云南省各地州市相关部门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资料收集等方面提供了大量帮助。
本书还得到云南省舆情研究基地、云南师范大学出版基金和云南师范大学文化产业与社会发展基地的
支持。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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