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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媒介与商人：1983－2005商人形象话语研究》以《经济日报》（1983-2005）作为考察对象，从
称谓、主题、叙事模式等三个话语层面梳理了主流媒介中商人形象的变迁，重点考察了商人形象变迁
背后中国的话语转型和社会转型。
　　研究将《经济日报》的商人形象阐释与超文本的历史文化语境相结合，从政治话语、经济话语、
民间话语等不同话语权力体系的对立和冲突中解构了商人形象的建构以及商人形象隐含的丰富社会、
历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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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焕萍，女，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新闻采写业务、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大众文化与传媒。
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参加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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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第一节 关于本项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一、研究对象：媒介中的商人形象二、本项研究的目的和意
义三、相关理论与方法四、研究范本的选择与理论架构第二节 媒介形象研究的宏观背景与课题现状一
、媒体社会：“感性世界”到“拟态世界”的漫游二、“形象制胜”与媒介形象三、媒介形象研究综
述第一章 商人形象的历史烙印第一节 商人以及商人形象的界说一、商业的发展以及商人内涵的嬗变
二、形象表达与话语实践三、商人形象建构的主要成分第二节 中国古代传播中的商人形象一、商人的
出场与春秋战国之“大商”二、抑商政策与“奸商形象”三、新“四民”论与两难处境中的商人第三
节 古代传播中特殊的商人形象一、“贾而好儒，儒而好贾”的儒商形象二、“仕场经济”中的官商形
象第二章 《经济日报》商人形象的变迁第一节 称谓话语演变与商人形象建构一、“商贩”称谓及其
历史意蕴二、《经济日报》中的商人初现：从“三户”到“万元户”三、面对财富的困惑与挣扎：“
大款”与“暴发户”四、“儒商”的复活五、商人阶层的明星化：“民营企业家”第二节 新闻主题的
变化与商人形象建构一、第一阶段：作为政府富民政策注脚的商人形象二、第二阶段：以商业行为立
身的商人形象三、第三阶段：社会活动中的商人形象第三节 叙事模式的变化与商人形象建构一、1983
年：“致富能手”叙事模式二、1993年：“创业英雄”叙事模式三、2003年：“风云人物”与“传奇
”叙事模式第三章 商人形象变迁的动因分析第一节 传统文化的伦理色彩对商人形象的影响一、中国
传统文化的伦理内核二、商人形象的鲜明伦理色彩三、商业社会的崛起对伦理文化的冲击第二节 经济
话语的勃兴与媒介中的商人形象一、政治话语的衰落二、经济话语的勃兴和世俗社会的来临三、从政
治救赎到经济拯救：作为当代英雄的商人第三节 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型与商人形象一、财富观念与商人
形象的变迁二、消费观念与商人形象的变迁三、身份观念与商人形象的变迁第四章 多重权力场域中的
商人形象第五章 《经济日报》商人形象建构的文化反思结语后记参考文献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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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商人形象的历史烙印众所周知，今日的媒介商人形象绝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和
历史背景。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研究今日传媒中的商人形象也正是基于中国历史上对商人形象的建构与当代
商人形象之间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在对《经济日报》（1983—2005）的当代商人形象建构进
行考察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媒介中商人形象进行一下历史的溯源，我们依据的主要是历史文献资料和
一些影响较大的文学作品。
第一节　商人以及商人形象的界说一、商业的发展以及商人内涵的嬗变（一）商品与商业从历史的角
度考察，商人的出现与商品、商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断言，商品交换关系之所以产生和发展，是因为人类天生具有相互进
行交易的自然倾向。
按照这种说法，商品交换一开始就应当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形式。
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却表明，商品关系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原始社会的漫长岁月中，生产关
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当时人类的劳动工具极其简陋，劳动技能十分低下，人们没有能力独自同自然界作斗争，必须共同劳
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任何人离开了集体便无法生存下去。
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和劳动果实的平均分配成了当时人们迫不得已的选择。
由于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人们的全部劳动成果，仅能够维持最简单的生活，没有什么剩余。
没有剩余产品，也就没有东西可资交换。
因此，在原始社会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是没有商品交换的，更谈不上商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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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媒介与商人:1983-2005经济日报商人形象话语研究》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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