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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传播可以说是伴随人类、文化与生俱在，这似乎已是众所周知、浅显明了的结论，然而，为什么
伴随人类产生就会产生文化？
为什么伴随文化产生，就会产生文化传播？
文化传播对人类文化发展价值何在？
怎样的文化传播才更有利于人类的文化发展？
这些问题，却似乎还有探讨的空间。
 本书以新的理论视角，分别透过世界与中国视野文化传播的历史镜鉴，以及上海文化传播与先进文化
建设的个案镜鉴，从历史与现实的交会中，全景与个案的关照里，对上述问题予以理论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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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信训，新闻传播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现任上海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文科发展研究院院长、传媒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前任新闻传播
系主任、传媒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第二届教育部新
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全国十佳”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出版有《实用电视传播学》、《世界大众传播新潮》、《中国有线电视经营论》、《新闻传播百科全
书》（主编之一）、《电影电视辞典》、《中国传媒经济研究 1949－2004》、《现代传媒经济学》、
《新编广播电视新闻学》、《都市新闻学》等著作十余部，发表有数十篇学术论文及大量电视和报刊
的新闻、专题、文艺、文学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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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化传播是先进文化发展的历史杠杆　　一、文化传播的根本命题　　文化，今天在人
类的生活中不仅是无处不在，而且早已成为人及人类生存价值的普遍而重要的标志。
　　研究人类史、文化史、文明史的学者们早色指出并证实，文化是人类专有的概念，自从有了人类
，文化才逐步形成。
然而，关于文化是什么？
国内外各类学者却有着众多阐释。
据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洪20世纪50年代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发表的统计
数据，自1871年到1951年的八十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达到了164种之多。
到1世纪初的今日，国内外学者的解释更是数不胜数。
一些对于文化概念诠释的文论、辞典及著述不断涌现，颇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感。
在西方学者中，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中对于文化概念的解释几乎为各类
相关的著述所引用。
他认为，文化是包括人类知识、信仰、道德、法律、艺术、风俗习惯，以及人们所获得的各种能力、
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
①　　据我国有关学者的研究介绍，现在我们习惯意义上谈及的“文化”一词，是19世纪末由日文转
译而来的。
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的文史哲研究者同样提出过不少观点，并且结合我国古代
文献对于“文”与“化”的诠释重新赋予这一概念新的内容。
“文化”一词，古代与当今在含义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中文中的“文化”最迟在西汉已经出现，《易·贲卦》的《彖辞》已把“文”与“化”联系起来：“
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里的“人文”，意谓使人的思想和行为合乎文明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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