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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众传媒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而当我们对传媒产品做符号学的解读的时候，传媒又是社会心理的镜子。
　　媒介产品流通于市场，既是传媒技术选择的结果，也是大众的文化消费偏好选择的结果。
在传媒产业化条件下，传媒相对自由的竞争必然围绕着受众需求来展开，因此，传媒就成为我们理解
一个时代的一本打开了的心理学。
《传媒产业化时代的审美心理》就是我们阅读这本社会心理学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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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思屈，本名李杰。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副所长，数字娱乐产业研究中
心主任。
长期从事传媒及文化产业研究。
近几年承担了多个数字娱乐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国家和地方政府重大课题，同时承担广告营销传播
横向合作课题，致力于以符号消费与传播为分析工具，研究动漫、游戏、影视、广告等文化创意产业
的生产和消费规律，以及新媒体条件下实效广告传播的规律。
其数字娱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众多研究成果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被大量转载和引用，《数字娱乐产
业》一书获浙江省政府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编著出版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文化产业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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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2003年一个国家教育部的博士点基金项目“媒介的美学：传媒产业化时代的审美精神”的研究
成果。
这项研究基本完成于2004年。
由于项目负责人工作调动的原因，全书的修改和统稿被耽误了。
此间，这个项目的托管单位由原来的四川大学转变为浙江大学，而这也使项目的结项工作受到一定的
影响。
在2003年到2004年之间，课题组成员相继在全国学术刊物上发表相关研究成果论文约8篇。
以这个项目为带动所开启的相关研究，至今已经使课题组成员中的5人获得了博士学位，4人获得了副
教授职称。
所有这些，使当年课题组成员的种种辛苦有了回报：那些没日没夜泡在收视数据中的日子，那些因为
要手工做数据而带累家人的情景，那每个周三的研究报告会，都成为课题组成员此生重要而有味的回
忆。
本书的基本框架和基本研究思想由李思屈设计，课题组成员按子课题分工完成各章写作。
第一章、第二章由李思屈执笔完成，第三章由梅红（西南交通大学讲师）完成，第四章由张苹（四川
大学博士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副编审）完成，第五章由李涛（浙江大学博士后，浙江财经学院副教授
）完成，第六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和第四节由刘林沙（西南交通大学讲师）完成，第六章的第三节由
唐英（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完成；第七章由金明琨（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完成，第八章由吴小玲
（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完成。
全书由李思屈最后修改、统稿、校改，李涛协助汇集、整理相关材料并分担部分校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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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媒产业化时代的审美心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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