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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由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各专业骨干教师通力合作而成，是他们在相关专业课程教学基础上的
最新学术结晶，内容涉及传播学理论及广告传播、影视传播、民俗传播等广泛领域，深具学术的前瞻
性与理论的新锐性，并且可读性强，是传播学专业学生必备的参阅书籍，也是传播业各界人士进一步
提升自身理论品位的极佳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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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仲富兰：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
多年在上海新闻媒体工作，曾任上海电台新闻台副总监、高级记者。
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学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
《传播学研究集刊》副主编；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顾问。
民俗学专家，著有《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现代民俗流变》、《中国民俗流变》、《民俗与文化
杂谈》、《中华风物探源》、《中国神秘文化百科知识》、《中国通·风俗礼仪》、《十二生肖的故
事》、《风物考》、《上海街头弄口》和《广播评论——功能、选题与语言艺术》、《广播电视新闻
学》、《广播电视评论教程》等；主编有《国风》学术集刊、《文化寻根》、《图说中国近百年社会
生活变迁》和《上海史迹与风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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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类型　第二节 民俗传播“共通意识”及其改造　第三节 民俗传播符号的“刻画”第七章 民俗与
非语言传播　第一节 非语言符号传播　第二节 非语言符号传播与习俗交流　第三节 标志语传达信息
习俗　第四节 特殊音响的非言语交际传播　第五节 非语言传播特点余思第八章 民俗传播的集体性与
普同性　第一节 民俗传播的集体性　第二节 民俗传播的普同性第九章 民俗传播的时空特征　第一节 
时空状态下的“信息共享”　第二节 地缘特征与人口流动第十章 民俗传播结构分析　第一节 民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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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第二节 流行语与民俗传播　第三节 民间行话与秘密语第十二章 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研究与
方法　第一节 新传媒时代的民俗传播研究　第二节 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后记本书主要参考书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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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化视野下的民俗与传播研究　　第一节　民俗传播学发凡　　一、为什么要把民俗作为
文化来研究　　民俗传播学是民俗文化学与传播学的交叉与结合的一门边缘学科。
它是以世代传承和变化着的民俗事象的传播作为研究对象。
人类的一个声音、一幅图画、一个文字，或者其他形式的信息，都是从人出发，以人为载体，凭借着
机器之助或其他信道，打破心灵障碍，最终还是到达人。
这种始于人、终于人的活动过程，就是传播。
　　上个世纪的1986年7月，我首次提出要“开拓民俗文化学研究的新领域”，我在那篇文章里指出，
民俗学要突破民间文学的樊笼，把它作为一门文化学科来研究。
这个观点当即在民俗学界引发了波澜，次年的夏秋之际，全国中青年民俗学工作者聚会贵阳，我以《
民俗文化约论》为题，再次阐述了这个观点，得到了与会的中国民俗学泰斗、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教
授的勉励与支持。
笔者曾经在拙著《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中，对民俗文化学有详尽的阐述。
民俗学与传播学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的联系，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然而，民俗与传播，两者之间客观存在的联系是什么，又是怎样的一种互相胶着状态与联系，其内在
的机制与特征是什么?其中又有一些什么规律可循？
对此，迄今为止，学术界尚缺少深入的追问和系统的理论研究至少还未见这方面的论著问世。
笔者认为，这是民俗学和传播学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或者说，这个课题需要具备民俗学和传播学的双重知识基础，它需要民俗学和传播学的学者们共同来
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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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俗传播学》是“传播学研究丛书”之一，该书由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各专业骨干教师通力
合作而成，是他们在相关专业课程教学基础上的最新学术结晶。
全书共分12个章节，具体内容包括文化视野下的民俗与传播研究、民俗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民俗传播
与符号理论、民俗与非语言传播、民俗传播的时空特征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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