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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岳麓新闻传播学论丛》在“十一五”的开局之年面世了，首批推出的多是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中青年骨干教师近几年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对某方面问题潜心研究的成果。
　　多年来，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始终坚持以教学、科研为中心，一方面深化教学改革，着力提
高教学质量，不断实践着多年摸索和总结的“新闻传播学4321教育学创新模式”，即坚持四大理念（
基础、实践、能力、素质）；提高三种能力（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实施两化工程（实
践教学课程化、课堂教学实践化）；保持实践教学四年不断线一以贯之，努力培养高质量的新闻传播
人才。
另一方面，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大力开展科学研究。
《岳麓新闻传播学论丛》编辑出版的初衷，可以说就是为推动科研开辟的一个园地，或者说是提供的
一个平台。
　　当然，作为《岳麓新闻传播学论丛》，绝不是某一个问题或某一种方法系列研究成果的展示，而
是应该包容着内容和方法的多样性，因此，首批列入《岳麓新闻传播学论丛》或以后选入《岳麓新闻
传播学论丛》的，都应该是既有基础研究的，也有应用对策研究的；既有运用定性或定量方法的，也
有运用定性定量结合或其他什么方法的。
总之，只要是学科自身发展的、现实关注的，既可体现出创新性、时代性，又能体现出积累性、历史
传承性的研究所得，都可以展示在《岳麓新闻传播学论丛》这个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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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孔子思想的传播学诠释》共分5个章节，从传播学角度深入研究了孔子思想，并从普遍的社会
交换理念此角度进一步解读孔子言论。
具体内容包括孔子从政经历的传播学考察、“仁者”的政治传播学、“智者”的实用宣传术等。
《孔子思想的传播学诠释》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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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炼农，1962年生，湖南南县人，文学博士。
2004年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现为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系副教授
。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古代政治传播与宗教传播；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学与音乐文学。
已在《中国音乐学》《文学遗产》《文史》《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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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　孔子在那个“智慧如春”“欲望如夏”的时代题记绪论第一章　孔子从政经历的传播学考察第
一节　“委吏”，负责地方驿站物资监管与配送第二节　“司空”，职掌全国驿路建设与维护第三节
　从政经历对孔子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从传播的角度讨论语言问题二、从传播的角度观察社会生
活三、从传播的角度思考文化传播现象四、从传播的角度考察国家政治第二章　“仁者”的政治传播
学(一)第一节　为政以德，关键是“德”的流布第二节　“德”的传播过程，就是“仁”的实现过程
一、在人间进行“德”的传播，君子必须研究“人”二、在人间进行“德”的传播，君子必须为政以
“德”三、修己成“德”的过程也是“德”的传播过程第三章　“仁者”的政治传播学(二)第一节　
“化”：追求同化效应的传播行为一、“化”需要掌握话语权，需要取得社会地位来掌控话语权二、
“化”必须“成名”，必须“安身取誉三、”化“就是用”行“来劝化，其最高境界是”无言“四、
”化“必须考虑传播环境，根据环境选择传播方式第二节　“政”：追求同化效应的传播管理一、“
庶-富-教-使”是君子洽国的施政路线图二、“举善而教不能”是君子行政的关键举措第三节　“礼”
：确定言行规范的传播尺度一、“礼”的作用重在教化，重在君子之德的传播二、“礼”是防范道德
过失的堤坊，一种传播区界的设定三、“礼”囊括一切社会关系，并给予明确的分类和标志，构成一
整套传播符号体系四、“礼”是人们“视听言动”必须遵守的普遍规范，是一种“制中”的传播尺度
五、“礼”将社会关系条理化、稳固化，从而建构出一种超稳定的传播秩序六、“礼”“政”互融，
完成教化的使命第四节　“刑”：强制言行入轨的传播控制一、“刑”必须确保“化”“导”的传播
效果不受致命的损害二、“刑”以“礼”为依归，　“教而后刑”才能从源头杜绝“恶(德)”的传播
三、“刑”为罚，　“礼”为法；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正是“礼”的体现四、“刑”本身
不是目的，是君子“以德化人”不得已为之的手段第四章　“智者”的实用宣传术第一节　正确使用
语言一、充分认识言说与修辞的传播效果二、掌握语言传播的主要规律三、熟悉谈说技巧第二节　用
心参与交流一、选择合适的传播对象二、有针对性地进行劝服第三节　认真进行宣传一、利用宗教传
统进行政治策划，即“神道设教”二、掌握分寸，谨慎保持沉默三、正视传播过程中的变异因素四、
当仁不让，诲人不倦第五章　君子的社会交换论第一节　“仁”“义”：付出与获得的因果律一、“
德”，是先民对付出与获得因果律的善性提炼二、“义”，是人类对社会交换中因果律的正确反映三
、“仁”，是君子对“先事后得”因果律的身体力行第二节　“忠”“恕”：给予与回馈的正平衡一
、“恕”是“仁”的必由之路，是推己及人，是正确的给予与回馈二、“恕”是“直”的高级层次，
是给予与回馈的自然平衡第三节　“礼”“政”：“施”与“报”的道德约束一、内修“恕”道，外
遵“礼”制二、以“政”教“孝”，以“顺”报“德”第四节　“博施”与别“报”，基于传播效果
的选择一、不求回报的“施”与“博施”，是圣人之行二、有针对性的回报，是对“施”的鼓励和制
约三、有等差的回报，是君子因时制宜的选择结论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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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第五章，作者试图发掘孔子思想的深层逻辑基础。
通过对孔子思想基本范畴的深层话语分析，作者发现，对事物因果关系作明确的阐释是孔子言论中最
主要的话语模式，其中所反映出的主体内容是当时社会交换的复杂情形。
“德”“仁”“义”“信”等范畴，均以付出与获得的因果律为其语义基础，“忠”“恕”“直”“
孝”等范畴，均以给予与回馈的平衡律为其语义基础。
“德、礼、政、刑”的行政方略，无不遵守君子道德“施”与“报”对等的平衡原则。
作者因此认为，人际传播过程中社会交换的规律，即付出与获得的因果律，“施”与“报”的平衡律
构成了孔子思想的深层逻辑基础。
孔子因而主张，君子基于传播效果的考虑，应该“博施”，即合“礼”地实行广博的施与；应该别“
报”，即考虑他人施与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有等差地予以回报。
　　总括全书，作者突破了前辈学者仅以“仁”或“礼”作为孔子思想核心来讨论各基本范畴之间关
系的习惯思路。
转而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深入孔子思想各基本范畴的语义内部，将其中一以贯之的“施”“报”关
系作为线索，发掘出孔子思想的深层逻辑基础。
“施”“报”关系反映的是人际传播领域里的社会交换问题，我们理解其为孔子政治传播学的基石。
本书之所以选择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来研究孔子思想，其内在依据主要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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