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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针对“麦克卢汉研究”中长期存在的非学理化倾向，本书提出可将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纳入现象
学的视野中加以考察。
通过对麦克卢汉著作的文本学解读，本书发现，麦克卢汉的传播研究渗透着“面对实事本身”的现象
学精神，其最具代表性的“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冷热媒介”、“重新部落化”和
“地球村”等学说分别体现了先验直观的媒介本质论、主体间性的人媒关系论和生活世界的媒介演化
论，从而与现象学的若干基本理论观点形成了契合。

　　本书认为，以上这些论点的提出，表明麦克卢汉在有关媒介的认识领域内实现了对于现象学的独
特思维方式的成功运用，而其媒介理论也可被我们理解为一个“媒介现象学”的思想场域。
在这个思想场域中，我们既可以实现对传播研究的传统方法的超越。
又可以从生存论的层面上对媒介的本质与意义作出揭示，从而通过最大限度地敞开传播研究的思维视
域而在传统的科学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媒介观之外，开辟出一条“人学”的媒介认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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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龙，男，1976年生，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博士、复旦大
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
曾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硕
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理论、媒介文化和教育传播，曾获2008年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已在“中
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和中
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外国哲学》、《文化研究》全文转载或收入索引），并
出版学术专著一部。
已主持完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和华中科技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各一项，并参与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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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哈贝马斯据此提出，理性的兴趣又分为三种：技术的兴趣、实践的兴趣和解放的兴趣。
按照他的解释，“技术的兴趣”形成于“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劳动是一种工具性的行为，因此从
事劳动的人所关注的，就是对劳动要素的技术控制；“实践的兴趣”形成于“交往”的过程中——由
于交往是一种互动性的行为，因此从事交往的人所关注的，就是对交往关系的意义理解；“解放的兴
趣”形成于“批判”的过程中——由于批判是一种反思性的行为，因此从事批判的人所关注的，就是
对批判对象的矛盾揭露。
　　显然，如果说科学主义的媒介本质观体现了“技术的兴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媒介本质观体现
了“解放的兴趣”，那么当麦克卢汉将媒介从本质上理解为向我们呈现着的世界时，他所揭示的就是
媒介的生活本质，而这种现象学的媒介本质观则正体现了“实践的兴趣”。
莱文森曾说：“麦克卢汉撷取的最生动的媒介及其影响的例子，常常是未经我们注意，但却实际上操
纵着我们的东西。
看书的时候，谁能够意识到，这个经验正在抹平拼音字母出现之前声觉空间和世界的多维特征呢？
看电视的时候，谁又曾想到，屏幕上射出来的光线是在阅读我们，使我们参与其中？
而且，谁又能想到，它和电影院中从银幕上弹回来的光线不一样？
和壁画上弹回来的光线不一样？
链接上网的时候，谁又曾故意成为一个新型而互动的地球村的一部分？
谁又能知道，这个地球村正在使电视产生的那个窥视村过时呢？
”的确，凭借对自我意识生活的深刻反思，麦克卢汉明晰地洞察了上述这些通常为我们所忽视的媒介
体验的“真相”。
据此发现，媒介的本质就其实践性的“生活意义”而言，正是一个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建构和显现
于我们的思维直观中的知觉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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