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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9年前问世的一部教材，本书缘起已在原版“后记”里作了交代。
这里，再对修订版的有关事宜给予说明。
　　首先，在传播学的书籍已层出不穷，传播学的教材更汗牛充栋之际，为什么又再版这部旧作呢？
原因说来也简单，本书一直在不断印刷，而且印数可观，而9年来却未作任何修订。
坦率地说，作为主编，我甚至未在出版后细读一遍。
尤其是2002年，本书荣幸地获得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后，更使人越来越感到修订
再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为了尽可能保证修订的质量和水平，特意邀请我指导的博士生吴风和曹书乐担任副主编。
吴风现为南开大学传播学系的教师；曹书乐在读期间曾赴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交流一年半，师从英国
著名批判学者C.Sparks，今年获得博士学位，进入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
　　其次，本次修订工作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增删，希望既能体现精益求精的精神，又能反映与时俱进
的意图。
同时对一些不尽切当的文字表达、图表说明、标点符号等重新推敲，希望使学生的阅读和理解更为通
顺，更为晓畅。
经过修订的新版《大众传播学》在眼下林林总总的传播书籍里，可以说不无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比如，以“大众传播”为主旨的读物目前还属稀缺（译著除外），而大众传播在当代传播活动中无疑
占据着首屈一指的地位。
再如，本书体例尚属合理与完备，内容及案例也堪称丰富和有趣，文字又浅显易懂，再配以各章的重
点提示、内容摘要、拓展阅读、思考题目等，应该比较适合一般大学生掌握传播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
理论，尤其适合非专业的学生研习。
因此，本书也可以作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参考读物。
　　再次，9年时光转瞬即逝，各方面的发展和变化一言难尽。
就本书的几位作者而言，从十年前最后一次聚会商议和安排本书的写作，至今居然再无缘相聚。
其间，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所变动。
主编在本书出版翌年，即调入清华大学；曾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的陈昌凤博士，2008年
也应聘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任鹰博士晋升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授；徐慧博士毕业后，又
前往德国深造；胡钰讲师离开清华有年，现任《科技日报》评论部主任⋯⋯如今，修订这部当年大家
通力合作的成果，抚今追昔，内心不免感叹和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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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曾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并长期用作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的指定教材，多年来树立
了良好的口碑。
新版与时俱进，内容结构更加完善，非常适合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用作入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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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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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　　可以说，传播的过程也就是信息传递的过程，而信息的传递是
离不开各类符号的，人们通常把符号看成传播的介质和信息的载体。
如果把人类传播活动的领域视为一个大千世界，那么信息就是这个世界的物质，而符号则恰似构成物
质的分子。
因此，符号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基因，要把握传播，首先就得认识符号。
事实上，关于符号的研究已经成为与哲学、语言学等学科密切相关的一门新兴学科——符号学。
经过长期发展，符号学业已成熟，符号学的研究成果常常被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引入
人文领域的其他学科，包括传播学。
当然，本书毕竟不是专门探讨符号问题的著述，本章所述只能围绕着与人类传播有关的最基本的符号
知识而展开。
　　归结起来，本章将述及以下内容：首先明确什么是符号，介绍符号在人类生活中的主要功能，说
明不同类型的符号所具有的不同特点。
实际上，对于符号的定义，特别是对符号类型的划分一直存有不同看法，这里所采用的是其中较有代
表性且比较容易被理解的看法。
其次，符号的基本特性与功用在于“意指”，也就是说在于指示意义，没有表意功能的符号是不存在
的。
使用符号是为了表情达意，解读符号也就是领会符号所包含的意义。
所以，在明确符号的功能及类型之后，我们接着讲讲什么是意义，以及各种意义的一般特征，在此基
础上，说明传播过程中意义的复杂性。
　　第一节 符号在人类传播中的作用　　如前所述，人类传播活动也就是信息交流活动，传播过程也
就是信息在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流通的过程。
而任何信息都要以特定的载体为依托，否则是无法传播，显现与流通的，甚至是不可能存在的。
符号正是信息得以存在和流通的载体。
可以说，没有符号，人类传播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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