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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四部分，十八章。
第一部分“移民报刊的土壤”揭示了移民报刊的欧洲背景、移民报刊与同化、移民报刊与教育启蒙；
第二部分“外文报刊的内容”分析了广告、地方报刊、大都会报刊的内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等
问题；第三部分
“移民报刊的自然史”描述了早期和晚期的移民报刊、报刊如何反映各移民群体以及报刊的生存斗争
等：第四部分“对报刊的控制”重点讨论了广告和发行在报刊控制中的作用，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的敌方宣传和政府干预。
作者发现，美国的外文报刊通过帮助其移民读者同化于美国文化，而发挥它们自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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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伯特·E·帕克，美国社会学大师，芝加哥学派奠基人之一。
早年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后入密歇根大学师从杜威学习哲学，1887年获哲学学士学位，1899年获哈
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
其间，他有11年的记者生涯(他后来称社会学家为“超级记者”)。
1899年赴德国留学。
1903年获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为《乌合之众与公众》。
他在1914年50岁时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1936年退休。
除了博士论文，《移民报刊及其控制》(1922)是帕克唯一的专著，对传播学具有重大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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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移民报刊的土壤
　第一章 为何有一个外文报刊界?
　 基于语言的人类交往
　 移民报刊的规模
　 基于情感和需求的人缘
　第二章 移民报刊的欧洲背景
　 智识发展和阅读习惯
　 书面语和口语的分殊
　 语言差异的自然发展
　 压迫导致的永久裂痕
　 种族身份的缺失
　 读写能力受阻
　 语言的复兴
　 作为民族认同的语言
　第三章 移民报刊与同化
　 移民中天然的民族主义
　 防止同化的努力
　 民族主义的目标
　 移民报刊的普及
　 语言和文化改造
　第四章 借助报刊的启蒙
　 达至成功诸因素
　 意第绪文报刊的历史
　 阅读公众的教育
　 智识激荡
第二部分 外文报刊的内容
　第五章 广告
　 移民生意
　 专业广告
　 图书
　 移民组织
　 美国广告
　第六章 地方报刊
　 思乡与回首
　 父辈们的严苛宗教
　 隔离生活
　第七章 大都会报刊
　 日文报刊
　 日本人的文化遗产
　 移民的漂泊
　 新种族意识
　 意第绪文报刊
　 旧宗教与新民族主义
　 冲突
　 下东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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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大都会报刊与战争
　 宿怨
　 新民族
　 冲向欧洲
　 奥匈帝国在美国的恫吓
　 影响故国
　 牢固战线背后的派系
　 社论的变调
　 美国化表里
　第九章 阶级战争
　 控诉资本主义
　 控诉美国
　 无产阶级的苦难
　 赤色运动
　 激进主义中的种族特点
　 条顿人的喧嚣
　 俄国和芬兰赤色分子
　 拉丁气质
第三部分 移民报刊的自然史
　第十章 早期移民报刊
　 17世纪和18世纪的宗教报刊
　 早期德文报纸
　 斯堪的纳维亚诸文字报刊
　 法文报刊
　 19世纪早期移民
　 波希米亚文报刊
　 德文日报的创办
　 蔓生的激进主义
　第十一章 晚近的移民报刊
　 民族主义
　 产业激进主义
　 移民新闻事业的氛围
　第十二章 反映各自群体的报刊
　 定居的过程
　 城市和乡村出版物
　 出版物类型
　 读者兴趣
　第十三章 生存斗争
　 移民报刊的波动
　 种族变化
　 移民因素
　 德文报刊
　 斯堪的纳维亚诸文字报刊
　 挪威文报刊的生命史
　 西班牙文报刊
　 意大利文和波兰文报刊
　 波希米亚文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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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文报刊
　 希伯来文和意第绪文报刊
　 对移民的依赖
　第十四章 适者生存
　 机关报
　 意见报
　 商业性报纸
　 成功的类型
　 机会主义方针
　 走向美国式报界之路
第四部分 对报刊的控制
　第十五章 控制的杠杆
　 主要收入来源
　 津贴的和化缘的报刊
　 力量天平向广告倾斜
　 订阅者和广告商的相对控制
　 无组织的地方性广告
　 全国性广告的潜力
　第十六章 哈默林的操纵
　 政党政治
　 反禁酒造势
　 德国的宣传
　 哈默林的力量
　 协会的运作
　 哈默林其人
　第十七章 敌方宣传与政府干预
　 移民效忠的基础
　 敌方宣传套路
　 族群问的纷争
　 通过邮政的控制
　 邮局工作程序
　 成功的控制
　 公共信息委员会
　第十八章 通过联盟的控制
　 不当方法
　 移民报刊的用处
　 善意控制的尝试
　 新闻和信息服务
　 联盟中的缺点
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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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过多年起伏，随着克利夫兰的匈牙利人人口的增加，报纸状况逐渐改观。
几个较小的竞争者被吞并，《自由报》在1906年转型为一份日报。
两年后，科哈尼买下了他的最强劲竞争者《匈牙利人报》（Magyar Napilap），获得了它的4000个订户
。
当地的匈牙利人圈子认为，此举“造就了”科哈尼。
事实上，根据匈牙利裔美国人的标准来衡量，短短几年内，《自由报》就被视为一家兴旺的商业企业
，而且从此后一直是这样。
　　作为其种族，尤其作为其阶级的典型代表，科哈尼当然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美国人。
有理由相信，他甚至从来没有尝试过理解美国式理念和理想的真正意义。
[他当然也从不用美国精神（American-ism）激励他的大多数刚到美国的手下人，而据我所知，从或多
或少无意识的美国化过程的观点来看，举例来说，这种精神使得斯堪的纳维亚裔的主编们如此重要。
]我相信，科哈尼根本就不是刻意地反对美国式理念，甚至也不大是受到了故国的明显影响，而只是出
于智识的不适应和根深蒂固的阶级偏向。
他有一种浪漫气质，入乡随俗为一种外向的和感性的美国精神。
关于他的手下人的故事就多得多了。
有人这样说到《自由报》的编辑部：它是一块来自故国、遭遇海难的匈牙利绅士的避难礁石。
这句妙语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科哈尼通常选择为他的合作者的那些人的特质。
总的来看，在美国参战以前，《自由报》可以说是一份碰巧在美国出版的匈牙利人报纸。
它的压倒性的关切是与故国有关的事情。
在匈牙利政治中，它反映的是反动的、极端沙文主义的、反奥地利的和反斯拉夫倾向的。
它的观点和总调门比布达佩斯的自由主义日报落后了至少30年。
虽然它以准流行的措辞作为伪装，但是它所移植和所从事的是科哈尼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战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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