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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媒介化风险与传媒责任伦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导论，第二至第三章是全文的
立论基础，第四至第五章是主体部分，第四部分为结论。
在研究方法上，《媒介化风险与传媒责任伦理》结合传播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
科的研究视角，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使用分析与描述的手段，对传媒责任伦理确立的
前提与依据展开了探讨，对传媒失责问题的产生和形成的伦理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从传媒从业者个
体与传媒组织两个方面的责任伦理入手，探讨解决中国传媒失责问题的伦理对策和传媒责任伦理的建
构路径，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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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燕道成，湖南桃源人。
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学。
已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等C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
主持教育部课题1项、湖南省自科课题1项、湖南省教育厅课题2项。
2009年获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第一届教学优秀奖，入选2011年度湖南师范大学青年优秀人才培养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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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媒介化社会的到来　　人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生活在自然存在和经过先辈改造了的环
境中，这是一种能够清晰感觉到的现实环境。
现在，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以及信息社会的到来，人们得以在感受外部世界方面自我扩张。
在不知不觉中，人们总是习惯于接受和理解来自全球各地的各种传媒信息，生存于大大超出自身可以
亲身感受的现实环境的另一种环境即“拟态环境”中。
这种环境不是人们实实在在能够感觉到的事件或直接听到的观点本身，而是关于它们的复制符号或摹
写。
它是与现实环境并存的拷贝世界或象征世界。
由于现代传播媒介及时迅速、无所不传、图文并茂的信息展现方式，使得人们通过传播媒介就可以了
解更多的信息。
人们便心甘情愿地将传播媒介所营造的信息环境作为自己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和自身行为的重要
参照体系。
面对着“客观的信息”，人们早已失去了选择的能力：闭塞视听意味着灭亡，而接受的结果便进入了
一个传媒加工过的“拟态环境”之中。
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们用虚拟的观点改造着生活，而我们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又形成了虚拟的观点。
这就是信息时代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信息环境的环境化”。
在虚拟和现实的互动里，我们用现实映射的虚拟思想创造着整个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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