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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丛书的特点之一是注重理论建设和新领域的开辟，力争做到理论有建树，观点有创新，避免低层
次的重复，与一般本科教材相区别。
    特点之二是不过分拘泥于以往教材的模式，充分考虑研究生读者层次的特点与需要，在展现作者多
年来独到的研究成果和心得的同时，力求开放性与引介性，努力为读者开辟一个广阔的学习与研究视
野。
    特点之三是经典理论研究与交叉学科研究兼收并蓄，既有新闻理论、新闻报道、新闻专业主义等经
典问题的新演绎，又有传媒文化、媒介批评、传播研究方法、传媒体制比较等交叉领域的新探索。
    另外，本套丛书的作者中既有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各著名新闻院系的学科带头人，也有海
外学成归来、中西兼收的青年新锐，相信可以较好地满足各校研究生教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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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龙，籍贯：苏州。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65 年6 月。
 导师类别：1、博导 2、硕导。
技术职称：教授。
所在学科专业名称新闻传播学。
个人简历：1982、9-1987、7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85、8-1989、8江苏镇江师专
学报编辑部编辑；1989、9-1992、7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1992、9-1995、7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
究所博士研究生；1995、12-1997、12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1995、8－今，苏州大学文学院、新闻传
播学院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　　1、大众传播理论。
2、电视文化。
3、传媒文化研究。
　　学术成果　　1、《“霸权理论”与电视意识形态宰制论》，《新闻与传播研究》（权威核刊
）2003年第1期。
2、《当代文学批评范式的转型与重构》，《文学评论》（权威核刊）2003年第7期。
3、《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电视文化理论》，《国际新闻界》 （核刊）2001年第3期。
4、《当代文化批评的修辞策略》，《江海学刊》（核刊）2001年第2期。
5、《媒介全球化与当代意识形态的涵化》，《国际新闻界》核刊）2002年第5期。
6、《韩国影视剧在中国流行的文化心理探析》，《中国电视》（核刊）2003年第8期。
7、《媒介全球化与公众媒介素养结构的调整》，《现代传播》（核刊）2004年第4期。
8、《青年亚文化与当代媒介素养教育》，《国际新闻界》（核刊）2004年第6期。
9、《对话与潜对话：“女性书写”的现实内涵》，《当代外国文学》（核刊）2002年第1期。
10《新闻本位、舆论监督、人文关怀：民生新闻公信力构件》，《中国电视》（核刊）2004年第6期。
11、《媒介批评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视觉文化传播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13、《在媒介与大众之间：电视文化论》，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14、《媒介素养通论》，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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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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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主体性第五章  传媒生态与传媒制度  第一节  “一仆二主”的传媒生态结构  第二节  传媒文化的社
会格局  第三节  传媒文化生态中的商业化机制第六章  传媒文化中的权力结构  第一节  传媒权力的生成 
第二节  媒介接触方式与媒介霸权  第三节  传媒权力的实现途径第七章  媒介的真实建构  第一节  客观
真实、符号真实与主观真实  第二节  意识形态与“真实建构”  第三节  新闻框架与媒介真实的建构．  
第四节  “真实”与再现真实  第五节  媒介真实的文化属性第八章  传媒文化的奇观化  第一节  “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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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叙事  第五节  媒体政治奇观与奇观化的政治第九章  传媒文化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及社会认同性  第
一节  都市消费与视听形式的变迁  第二节  传媒文化与现代性  第三节  传媒文化与后现代性  ⋯⋯第十
章  传媒文化传播的社会影响第十一章  全球化视野中的传媒文化第十二章  符号学方法的传媒文化研究
中的应用第十三章  精神分析视野中的传媒文化第十四章  性别与传媒文化研究第十五章  传媒文化研究
的当代课题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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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代性是个颇有争议的概念。
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一书中指出，“现代性”一词
在17世纪的英国就已经出现了，而它在法国的出现则在19世纪中期。
关于现代性之所指，一般认为它是一个时间概念：“通常的看法认为，现代是指中世纪结束、文艺复
兴以来的西方历史”，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则更多地是指17到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成熟的资产阶
级政治和文化”。
随着后现代主义在哲学、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对现代性的批判，现代性概念也就有了哲学、政治
学、社会学、文化和审美等不同层面的意义。
由此，“‘现代性’一词的使用越来越出格，这不但涉及历史、美学、文学批评领域，而且还涉及经
济、政治和广告领域，从而使它变成了一个集最相矛盾的词义于一体的十足的杂音异符混合体”。
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看作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这种新的知识和时代产生了不同于中世纪的新的模
式和标准，它的特征和贡献在于个人自由。
福柯则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指一个时间概念，他认为现代性主要是指和现实相联系的思
想态度和行为方式。
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则从批判的立场来理解现代性，在他看来，现代性就是一种以元叙事为基础
和标志的宏大叙事。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于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
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
”概而言之，关于现代性，在社会学、哲学、美学等层面上的理解各有不同。
刘小枫认为，作为历史时间的现代概念与作为问题的“现代性”概念是不同的，历史学、哲学和社会
理论对“现代性”的理解亦有差异。
但尽管如此，他认为，现代性的含义还是可以作出这样的界定：“一种普世性的转换每一个体、每一
民族、每种传统社会制度和理念形态之处身位置的现实性（社会化的和知识化的）力量，导致个体和
社会的生活形态及品质发生持续性的不稳定的转变。
”“现代性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的政治一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一群体心理结构及其
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全方位制度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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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虽然文化的划分标准不尽相同，但各种文化现象竞相登场，《传媒文化研究》形成了当代社会的
文化现实研究。
文化这一曝光频率很高的词汇，在今天显得特别的引人关注。
精英文化、大众文化，高雅文化、通俗文化，本土文化、外来文化。
其实，信息爆炸归根结底都要体现为文化爆炸，因为，任何一种社会新生事物的出现最终都转化为一
种文化现象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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