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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播文化行为突破性的发展可以带来语言、社会心理和学习研究方面的重大贡献。
但在此一研究领域上，传播文化行为研究理论仍在发展过程之中。
传播文化行为研究特殊性进入更为系统的过程，以致更充分解释人类的传播文化形态。
    传播文化另外一个主要研究领域是，给予具有专长性的科学研究训练者提供适当的大众传播资料，
考评传播文化体系未来可能性发展，以及在不同条件下传播媒介拥有者和控制者的制度。
这就是不同的政治组织、经济体系及历史和文化形态差异性研究，进而发展成特定形态下的理想模式
。
毫无疑问，社会是大众传播体系形成的主要场地，即在某一特殊社会形态下，社会上某些个体对传播
媒介持有控制权。
传播媒介文化发展的历史资料亦给予某一特殊社会特殊角色。
这种代与代之间的研究对于了解传播媒介在不同社会文化条件程序上有极具显著性的影响力。
    这是形成传播媒介文化革命性评估发展的主要原因，即是对传播文化重大问题需要有效的解释：什
么是传播文化对于社会的冲击？
什么是政治、经济或文化的条件而导向于现有的传播文化形态和传播文化体系？
传播媒介文化的发生渊源和发展过程如何？
大众传播与其他不同形态传播是否有明显差别？
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形态比较时是否具有理论或实质上的差异？
传播媒介文化对社会最大的冲击是什么？
什么因素影响这种心理发展过程，而大众行为或文化行为是否亦受到传播媒介文化影响？
    过去传播文化研究均集中在第一个主题上，传播研究重点在于媒介本身，或是媒介组织和内涵的研
究，在于测度不同文化、政治、经济形态下的传播体系。
而第二个主题亦是倾向于媒介本身发展的历史渊源，并期望建立大众传播有别于其他传播理论的基础
。
在第三个主题研究中，针对传播媒介文化对社会是否具有积极性或消极影响性层次的研究理论，主要
测度传播媒介文化与人的行为或社会发展之间的关联性。
研究主题亦在一般民众的兴趣层面，倾向于传播研究的社会价值体系上。
基于此一论点，本书不仅在第一和第二个丰题上期望发展理想的传播文化模式，第三个主题亦为本书
重点。
    传播媒介文化将来的发展又如何？
是否认为这最终的传播媒介文化形式已被发现和接受？
假若以过去发展形态作为未来发展形态的导向时，那么传播文化未来发展必定没有最终形态。
就像在工业革命前，而发展被认为不可能。
大众报业在20世纪30年代却成为实质的存在。
40年代的收音机，或是电影事业的快速发展亦被认为不可能，广播和电影终究成为当时的主要媒介。
在发展电视之前有人认为广播、报纸及电影已经给予民众相当的满足。
六七十年代电视扩展迅速，同时旧的媒介亦有降低的趋势并产生严重的经济问题，但并不像很多推测
一样，被淘汰而消失。
由于其内涵的发展，一种新形态从旧媒介中产生了。
几千年以来，在人类生存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传播媒介文化技术进步使得社会发展速率提高。
社会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冲击也导致传播文化技术的重大发明而能顺应社会变化形态，更导致社会发展
。
总之，在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可以期望传播文化技术更大的飞跃，从而促进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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