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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部文集中还有一部分内容关系到新闻传播的学科建设与高等教育。
这既是文虎老师工作历程的记录，也是他对于新一代新闻教育工作者的经验传授。
文虎老师的学科建设和教育理念，我以为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他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和高等教育的指导作用
；第二，他十分重视新闻传播理论走出国门，与世界对话，同时也非常重视将传播理论与中国实际相
结合，实现本土化；第三，他十分重视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质是应用型社会科学，因此必须和哲学社
会科学相贯通；第四，他十分重视培育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生力军，特别是那些有着开阔的学术视野和
学术责任感的中青年学者，鼓励他们的创新之作。
现在活跃在新闻传播学科前沿地带的喻国明、郭庆光、李彬、张咏华等都曾得到他的热情的支持，他
像对待自己的著作那样欣喜地对待年轻学者成果的问世。
他对于青年学者不仅有鼓励，也有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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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文虎，广东中山人。
195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在甘肃省团报、团刊任记者编辑，在甘肃矿山、基建机构从事宣
传工作。
1981年调入暨南大学新闻系任教。
1991年~1997年任系主任，1993年晋升教授。
2002年春退休并返聘至翌年3月。
曾任教育部首届高校新闻学科教指委委员、自学考试新闻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新闻学会副会长等
。
现任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特邀理事、深圳大学媒体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等。
　　主要从事新闻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广告符号学、媒介产业经营管理等教学和研究工作，曾
主持广东省、教育部研究课题，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项目。
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编撰著作、教材：《广告的符号世界》21世纪重点教材《新闻事业经营管理》（主编，获教育部优秀
教学成果二等奖）、自学考试指定教材《传播学概论》（主编）等。
曾出访美国、马来西亚，赴内地其他大学及港、澳、台大学进行专业学术交流及讲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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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序二新闻理论编似是而非的“本质真实”论从《读者今天来电》谈新闻改革我们对新闻价值的基本
观点信息--新闻学研究的最新课题对西方新闻报道真实性问题的评析改革开放以来新闻理论研究的发
展趋势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现实意义新闻趣味性西方“新闻自由”的欺骗性和双重标准论资
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虚伪性解决好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认识问题谁是杀手--“戴安娜事件”引发的关于
新闻自由的思考从本体论角度研究中国新闻史社会变革与新闻传播理念的演变新闻实务编横看成岭侧
成峰特写专访绽新葩--兼及对新闻文体学的联想电视学术论文写作散论《深圳特区报》读者情况调查
“申奥”，百姓有话说培养港澳新闻人才的几点认识重塑新闻教育的新形象--论加强媒介产业经营管
理的教学与研究悠悠五十载　莘莘学子情--记暨南大学新闻学系《腐败警示录》案例评析传播理论编
传播学理论构架初探对“三论”在传播学中的地位的评析社会学与传播学的中观研究附：中观研究的
一次成功尝试--评误文虎教授《广告的符号世界》一书大众传播和现代观念的孕育与形成竞合传播的
是与非⋯⋯传播实务编传媒经济编书报评介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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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当代国际社会信息交流不平衡的矛盾不断加深。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新的、多样化的传播媒介遍及世界各地，乃至穷乡僻壤，卫星转播又可以使
全球共享信息资料，麦克卢汉的“全球一村”的预言已变成现实。
但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实力、政治背景和传播技术上的悬殊差距，出现了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
工业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信息超量输出，导致信息流向不合理、不平等；民族（国家）传统文化和
跨文化信息交流中利弊参差。
如何从理论上阐明“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问题，不能不是传播学的当务之急。
　　3.60年代以后，传播学出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经验学派和西欧的批判学派。
对这种理论上的分化现象，我们应当如何予以辨识，从而扬长避短，在继承、批判、吸收、扬弃中促
成传播理论新的突破。
　　以上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传播学向何处去”的研究方向问题。
　　笔者认为，传播学的出路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要更加自觉地加快“三论”向传播学全
面渗透的步伐，在新的挑战面前做出科学的回答。
　　在传播学的形成和发展中，有一条成功的经验，这就是它从不拒绝有关学科的介入，相反，正是
由于多种学科的共同关注，传播学才能出现五六十年代生机勃勃的局面。
维纳曾指出，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
区，即科学的边缘区域。
他称之为“科学的处女地”。
它给有修养的研究者提供最多的机会和最宽广的领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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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对新闻价值的基本观点／信息／新闻学研究的最新课题／对西方新闻报道真实性问题的评析
／从本体论角度研究中国新闻史／培养港、澳新闻人才的几点认识／传播学理论构架初探／对论在传
播学中的地位的评析／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思考／传播理论的大众文化转向／电视广告的社会文
本解读／播客社会文本的意义解读／全球化与我国大众传媒的整合／广东报业竞争的态势与未来／地
市撤在新形势，的发展空问／市场报怎样进入大市场／拓展传播理论的跨学科研究｜《媒介建筑传播
学对建筑设计的启示》／《百分百咖啡》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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