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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传播学概念“电子媒介人”，是一部见解独创的学术著作。
在媒介化社会的宏观视野下，作者从人与媒介的关系史、媒介化社会中电子人的崛起，电子媒介人的
历史地位、困境及电子媒介人在未来社会中的历史地位做了深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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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笔者认为，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媒体从业者由以“杂家”和“天才的编辑”自居到自愿充当电脑校
对员，甚至甘于为“封口费”献身，与其传统主体地位的丧失和自我角色认知的迷失有着十分密切的
关系。
其伦理机制也许可以做如下阐释：既然在媒介化社会里每个电子媒介人都有条件成为一架传播机器，
任何信息总会通过某种渠道得到传播，那么个别传统媒体的失语或在场的缺席对公众知情权的损失也
就没有那么大了；这样的自我暗示导致传统媒体人角色认知混乱，以至使命感荡然无存，极端时在某
个局部或某个历史时刻竟出现了传统媒体的集体失语。
　　好在传统媒体机构的这种自我暗示总能在媒体外部得到回应。
媒介化社会里成千上万的、几乎无处不在的电子媒介人，总能（越来越）及时地出现在传统媒体缺席
处、失语时，从而造就了新媒体时代的种种传播奇观。
　　电子媒介人的崛起，使每个人都成为媒介人，即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受众，而是信息的传受
合体，其发布信息和传播知识的素养与技能变得与接受信息和分享知识的素养和技能同等重要。
这一变化的意义非凡。
它既涉及社会个体主体地位的重建，也关系到社会结构的变迁。
在个体意义上，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为了凸显其与媒介化社会相称的主体性，每个电子媒介人都
有提高其媒介技艺的需要，这可向传统的编辑专业素养研究汲取营养；在社会意义上，由历史上技术
进步所造成的社会分工体系因为媒介化社会的来临而被打破，新闻传播的行业壁垒开始崩塌，必然导
致（传统体制内的）传统媒体中专业人士日渐丧失其专家地位并进而导致其心理失衡，这又必须寻求
过去关于公众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方面的智力支持。
当然，仅仅满足于这样的互相借鉴还是远远不够的，编辑角色的重构，不仅要跳出新闻出版的狭小圈
子，还要上升到人类解放的高度。
通过编辑行为，社会个体对强大社会机器的专业职能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消解，这就意味着人类朝着自
由而全面的发展迈进了一小步。
电子媒介人——个体传播机器与传统社会庞大的传播机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达成了对话。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子媒介人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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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