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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强的博士论文《媒介身份重建&mdash;&mdash;全球传播与国家认同建构研究》出版了，我在此
对他所取得的学术成果表示祝贺！
虽然只是一本薄薄的册子，在某些方面还嫌论述不深，但该书在近年已成学术热点、论著蔚为大观的
国际传播研究领域，从价值冲突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出发，力图对国际传播领域中的价值立场进行学理
性的分析，其中凝聚了国强在学术探索上的艰辛努力，体现了作者不愿蹈袭前人的求新精神，我认为
值得一读。
　　荀子提出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分，在于&ldquo;人能群&rdquo;。
而国家无疑是&ldquo;群&rdquo;的最重要形式和向度。
中国自古以来就从&ldquo;忠君&rdquo;这一基本政治伦理和&ldquo;平胡虏，振华夏&rdquo;这一民族心
理两个方面建造了国家主义的价值体系，国家的观念是关乎善恶是非的首要问题。
　　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已经不是传统的帝国，世界也不是以往的&ldquo;天下&rdquo;。
国际社会联结日益紧密，形成了全球共同利益；新的传播技术飞速发展，带来了信息的全球流动和全
球共享；旅游和移民的大量增加，造成了文化交流和冲突日趋频繁，现代国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所产
生的文化认同张力成为世界性的共同话题。
我曾著文提出，去区域化刺激国家采取相应措施以强化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不独第三世界国家，甚
至包括加拿大、法国等发达国家也都采取一系列的政策策略以抵御美国的文化&ldquo;殖民&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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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媒介身份重建:全球传播与国家认同建构研究》以“全球化和传播的全球化”为分析问题的背景和框
架，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的范式转换，使媒介性质和传播主体趋向多元化，也使媒介世界与现实世
界的疏离、媒介消费与意义共享的分裂、全球传播与地方抵抗的并存构成了新的张力。
而全球化对国家产生的冲击带来了国家认同的危机，由此相应的，媒介在国家认同建构方面的作用也
具有了新的意义。
《媒介身份重建:全球传播与国家认同建构研究》重点阐述媒介如何建构国家认同，通过具体案例，对
媒介通过重塑集体记忆和进行共同想像以制造国家认同的方式做了分析。
在全球传播时代，媒介把国家带进了家庭，而集体记忆重塑和传统重新发明是媒介建构国家认同的主
要方式。
而媒介在建构国家认同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冲突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书中对进行了简略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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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全球化及其多维阐释　　（一）全球化及其进程　　全球化是近年来的学术热点。
对其进行理论阐释的多种维度，也是基于技术进步的现实场景。
但在这个词语的使用上，却已经被过度阐释得漫无边际了。
从词源学上看，&ldquo;全球化&rdquo;一词其实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
有资料表明，早在1944年，西方人的著述中就已出现globalization一词，到1961年，该词被正式收录到
权威版本的韦伯斯特词典之中。
　　但自觉地将其作为一种理论进行阐释，应该还要稍晚一些。
1962年，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提出&ldquo;地球村&rdquo;的概念，被认为迈出了全球化理论的重
要一步。
他认为：印刷媒介使人们彼此疏远，而电子媒介却使人们更加相互依赖，电子通讯和快速交通的加速
作用，将人类经验的所有方面都汇聚到一起，使我们同时感到和接触到远距离外的种种事件和客体。
工业文明的中心&mdash;&mdash;边缘结构在同步性、同时性和瞬间性面前消失，最终把世界塑造为一
个&ldquo;崭新的地球村&rdquo;①。
从媒介的角度看，麦克卢汉强调的更多的是形式而非内容，其对技术造成的影响在引起争议的同时也
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他宣称电子媒介将&ldquo;取消时间和空间&rdquo;，电子传播技术将把共享的人类情感和经验联系、
统一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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