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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中20世纪，面向21世纪。
作者从阐释传播学的基本概念下笔，以传播过程为经，以传播要素为纬，经纬结合，中外并举，全景
式地展示了传播学的学科概貌、历史源流、发展趋势以及世界各国的研究现状，系统地分析了传播的
特性、功能、原则、模式和传播者、守门人、信息、符号、媒介、受众及传播谋略、技巧、效果等基
本问题。
全书视野开阔，观点新颖，内容翔实，文笔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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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邵增仁，杭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跨世纪青年学术带头人，先后出版专著8部，
参编者作7部，发表论文70余篇。
邵培仁主撰、主编出版的传播学著作主要有：《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988），《经济传播学》
（1990），《政治传播学》（1991），《艺术传播学》（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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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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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任务　第四节 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第二章 传播学的历史、现状与趋势　第一节 传播学的渊源与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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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多维观照　第一节 人类传播的革命　第二节 人类传播的模式　第三节 传播的基本性质　第四节 
传播的丰要类型　第五节 传播的三类功能　第六节 传播的原则体系第四章 传播者：角色与控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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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门行为　第四节 传播制度的分析与思考第五章 信息：传播的内容分析　第一节 信息研究的历程和
现状　第二节 信息的传播学透视　第三节 大众传播中的信息阐述　第四节 信息爆炸与知识匮乏　第
五节 信息污染与信息侵略第六章 符号：传播的内容分析　第一节 符号与传播研究　第二节 符号的特
性与功能　第三节 符号类别与传播方式第七章 媒介：传播的载体分析  第一节 对媒介的解释与认识  
第二节 人类传播的五大媒介  第三节 媒介理论的介绍与评析第八章 传播的谋略  第一节 传播谋略：智
慧的抗衡与较量  第二节 传播谋略的运筹与决断  第三节 古今传播谋略精典第九章 传播的技巧第十章 
受众：传播的受体分析第十一章 传播效果分析参考书目人类传播的纪元及大事年表人名英汉对照表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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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人类传播受体论　　这是对信息传播的终点——接受者的特性、动机、需求以及接受机制
的认识。
接受者既有个体，也有群体（读众、听众、观众），既有纯粹受者，也有介质受者（中介者、意见领
袖）。
接受者与传播者共同构成了传播的两极，共同支撑着传播的过程。
因此，有没有接受者?接受者的态度、特点如何?这对传播和传播活动来说至关重要。
但是，分析和研究接受者，并非只是为了达成传播，更重要的是为了加强传播的针对性，为了传而致
通、传而致效。
　　（七）人类传播技法论　　这是对传播活动中传播方式、传播谋略、传播技巧等具体操作行为的
形貌、特征、使用规律及其功效的认识。
这是个被西方传播学家认为是传播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却又探讨得最少的问题，目前已积累了一些研
究成果，但同其他论题相比。
“它仍是一个尚未探明的研究领域”。
人类传播说到底是科学、艺术、谋略、技巧的有机结合，因此如果只注意其科学与艺术方面的研究而
忽略或排斥谋略和技巧的研究，显然是不对的。
　　（八）人类传播环境论　　这是对环绕、置放在传播活动周围的情况和条件的认识。
传播学所要研究的不只是传播系统内部的媒介环境现象，而是从一定角度研究和审视整个世界，即还
研究包括传播系统外部的社会环境现象，诸如规范因素、价值因素、经验因素以及政治、经济、道德
、法制、文化等社会意识的综合情况，都可从特定的窗口进入传播学者观照、分析的视野，成为研究
体系中的一部分。
　　总之，传播学研究体系的建立和确定，应以总体论（学科论）、本体论（传播论）为统辖，以主
体论（传者论）、受体论（受者论）为中坚，以客体论（信息论）为核心，以载体论为渠道，以技法
论为辅助，以环境论为参照，同时也顾及传播效果及评估。
这些理论板块并非随意排列、胡乱堆放，而是依据传播次序和逻辑关系形成的一个有机的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的整体，因此要求在研究中自觉和正确地将传播过程的整体与局部、要素与因素、内在结构
与外在联系等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和分析。
 　　第三节 传播学的研究任务　　我们将传播学的研究任务分为根本任务和具体任务。
根本任务是从传播研究的宏观视野提出来的关系到学科的生存与发展、对受众和社会的作用与影响的
重大问题，而具体任务则从微观的视角提出来的关于传播学自身建设的一些具体问题，两者相辅相成
、共同构成了传播学研究的全部任务。
　　一、传播学研究的根本任务　　（一）目的分析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这是我国传播学
研究的根本任务。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根本任务呢?　　1．为了让传播学成为中国大众的精神食粮，假如我们
在研究中照搬西方的理论体系和传播模式，套用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沿袭其主要观点、资料
和案例，讲洋腔洋调，滥用专门术语，就会使中国大众对之产生陌生感、隔膜感、畏惧感和高深感，
从而退避三舍、敬而远之。
这既不利于传播学的普及与提高，也不利于提高传播学者的科研积极性。
公共关系学是在传播学和大众传播学之后被引进中国大陆的，可是却后来居上，被炒得火爆，一再掀
起波澜，而传播学则在很长时间内被国人漠视。
究其原因，就在于公共关系学引进后的首批科研成果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及时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
要，成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而某些传播学著作只是少数专家学者的案头摆设，连大学生都有些望
而生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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