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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播学是20世纪出现的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交叉性使它与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
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也包括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传播学研究，注定要与人类社会实践紧密相连。
　　自然科学研究大多通过实验测量来取得一手数据资料，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二字，却并
非等同于于自然科学。
从方法来说，包括可控制的精确实验、大样本调查等典型的实证研究，一方面仍与自然科学的“科学
”有所距离，另一方面，其本身亦有诸多这样那样的限制及不足。
加之，基于现实事件的本土化意义上的中国传播学研究，也断然不是纯理论研究及引进研究所能替代
的。
于是，翔实地搜集既有事实，完整而深入地探析材料与主题，以个案研究来探讨事物与事件的机理，
就成为我们做具有创新性、探索性、有效性的研究的重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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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当然，我们可以特意去寻找乐观的一面，譬如在2008年春节前雪灾事件中，公安、交通等部门
及时启动“抗击雨雪灾害信息协调机制”，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最新道路交通情况，广东省等一
些地方的应急办利用气象短信发布平台，发送了几千万条交通提示短信。
这些举措，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有益实践。
我们也可以特意在乐观表现中去寻找不乐观的一面，譬如在汶川地震之初，中国新闻的迟疑；汶川地
震之后，部分地区的新闻管制曾经对地震事件中的所谓“负面新闻”过滤甚严，诸如此类。
尽管该事件中一切新闻传播的不足都在后来的进程中得到了匡正，并且最终呈现了中国传播史上的最
重要的悲喜剧，但是，若非自然灾害如此猛恶，我们的灵魂受到如此惊悚，谁又能说，传媒信息公开
的卓越表现就是必然的结果？
关于这一点，我们来观察一个发生在震灾前仅仅一个多月的案例：阜阳病毒事件。
2008年3月上旬开始，阜阳市几家医院陆续收治了以发热伴口腔、手、足、臀部皮疹为主的疾病患者，
少数伴有脑、心、肺严重损害。
3月27日，第一例患儿死亡；3月29日，阜阳市人民医院将情况上报阜阳市卫生局、市疾控中心；3月31
日，阜阳市卫生局上报安徽省卫生厅。
4月15日，安徽省卫生厅向卫生部求援。
直到此时，当地政府才在本地媒体上公开了关于此病的简短含混的信息。
到16日时，阜阳已有10例同类患儿死亡事件发生，全城陷入了恐慌和混乱，而此时，仍然缺乏可靠的
官方消息。
于是，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关于“怪病”夺取儿童生命的传言，在阜阳乃至全国大量传播，死亡
人数也有了各种不同的恐怖说法。
“百度贴吧”里出现了“阜阳儿童突然死亡那么多为什么不公布？
”的帖子。
有人称这种病是“小儿非典”，有人称是“人禽流感”，还有人说是“口蹄疫”，也有人说是“手足
口病”等等，不一而足。
家长们不敢带着孩子上街。
有的家长开始把孩子疏散到了外地。
与此同时，板蓝根、巴士消毒液等相关的药品都涨价了。
面对“谣言”，当地政府的信息公开表现得如何呢？
当地的日报、晚报、电台以及电视台4月15日发出《市医院儿科专家就出现呼吸道疾病问题答记者问》
和《有关人士就近期阜城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较重患儿问题答记者问》。
两份“答记者问”，目的是对社会上传言进行“辟谣”。
第二份“答记者问”称，最近有“几例”呼吸道感染症状的患儿已死亡。
但与前几年比较，发病水平并没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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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传播学是20世纪出现的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交叉性使它与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也包括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传播学研究，注定要与人类社会实践紧密相连。
自然科学研究大多通过实验测量来取得一手数据资料，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二字，却并非等
同于于自然科学。
从方法来说，包括可控制的精确实验、大样本调查等典型的实证研究，一方面仍与自然科学的“科学
”有所距离，另一方面，其本身亦有诸多这样那样的限制及不足。
加之，基于现实事件的本土化意义上的中国传播学研究，也断然不是纯理论研究及引进研究所能替代
的。
于是，翔实地搜集既有事实，完整而深入地探析材料与主题，以个案研究来探讨事物与事件的机理，
就成为我们做具有创新性、探索性、有效性的研究的重要选择。
近年来，中国大事不断，从SARS横行到南方雪灾，从3·14事件到奥运举办等，无一不涉及信息传播
。
回溯这一连串事件，传播学角度的剖析和探究未曾止步。
SARS事件反思推动了政府信息公开，3·14事件探究则重提新闻真实和国际传播⋯⋯以往的经验证明
，重大媒介案例研究对于传播理论和实践的推动作用明显。
但，显而易见的是，对重要媒介事件的关怀、对重大媒介案例的系统深刻的研究，学术界仍较为缺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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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开时刻:汶川地震的传播学遗产》是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开时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