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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各领域都处在路径转换的关键时刻，媒体言论也不例外。
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体化的媒体言论话语权格局面临重组，一直居于这一格局核心的党报言论处
境尴尬，社会影响力和对其他媒体言论的示范作用减弱，言论话语主导权受到挑战，在媒体言论场原
有的中心地位面甘缶被边缘化的危险；其次，非党报媒体言论发展势头迅猛，成为公众关注的重要意
见性信息提供者。
知识分子话语和个人话语一改以往或从属或被同化的话语角色，地位大幅上升。
公众公开表达的意识增强，途径拓宽，言论权利实现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媒体言论实践主体的变化，改变了旧的新闻传播体制之下媒体声音的构成，标志着媒体言论传播观念
的重构与言论话语权格局的分化。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话语权转移>>

内容概要

选择转型时期媒体言论话语权实践的社会路径作为分析对象．从历史沿革和理论分析两个视角．综合
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成果和分析工具．梳理新时期以来中国媒体言论话语权实践的嬗变轨迹，概括变化
的特点，分析演变的动因和机制．并初步构想这一变迁的未来趋势和结果，即中国未来的媒体言论话
语权实践模式：党报言论为主导、精英言论和公众言论积极参与的多声部媒体言论场。
    适读对象：新闻传播专业研究人员．师生．媒介管理部门人员．媒介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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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学义，山东青州市人。
青岛大学中文系学士、吉林大学新闻系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
现为吉林大学文学院新闻系教师，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
研究方向为媒体研究和新闻评论学。
曾参与教育部项目两项，主持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项目一项。
在《新闻大学》、《学术交流》、《应用写作》等期刊发表多篇文章，合作、参与出版著作三部。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话语权转移>>

书籍目录

前言绪论第一章 媒体言论话语权概说  一、话语权  二、言论话语权  三、媒体言论话语权实践的社会
路径第二章 政治权威的权力话语——党报言论  一、作为权力话语的党报言论  二、党报言论话语规范
的形成和发展  三、党报言论话语的生产机制  四、限制的话语主体第三章 解构和建构——转型时期媒
体言论话语权的嬗变  一、媒体言论传播观念的重构  二、言论话语权格局的分化  三、言论实践主的转
移  四、言论的主题形态和话语资源  五、言论表达形式创新的意义第四章 媒体言论话语权嬗变的动力
场（一）  一、政治民主进一彰显  二、经济发展与市场经济的逻辑  三、转型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
变化第五章 媒体言论话语权嬗变的动力场（二）  一、文化价值取向多元共生  二、媒体传播角色的转
变  三、媒体言论话语权视域中的传播技术第六章 媒体言论话语权演变的趋势及选择结语参考文献后
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话语权转移>>

章节摘录

　　第二章 政治权威的权力话语——党报言论　　葛兰西认为，国家政权的维系“表现在两种形式中
——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
”①这里的领导就是“阐发和传播具有聚合力的那样一种思想的能力。
”②虽然葛兰西是在谈论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时做这些分析的，但历史经验证明
，对于“精神和道德领导权”的获得，无论对于夺取政权阶段的政党还是执政阶段的政党都是同样重
要的。
　　要建立和巩固党对“精神和道德”或者说文化的领导权，作为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所办机关报的
党报党刊的作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党报言论来说，也就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媒体言论，而是承担特殊使命的政治话语和权力话语。
　　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形式，党报言论从新中国成立起就一直扮演着党和政府代言人的政治角色，
承担向国内外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引导国内社会舆论和其他媒体新闻舆论的重任。
在共和国第一个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报言论在媒体言论领域拥有绝对的话语主导权，
也是媒体言论中最主要的话语主体。
新闻改革以来，党报言论在媒体言论场中的地位有所下滑，具体表；现就是：在媒体间激烈的言论竞
争下，党报言论对大众的影响力减弱，而各种非党报类媒体言论的公众影响力大幅上升，并且其话语
的个性特征也日益明显，党报言论在社会舆论中的议程设置能力有所降低，党报言论面临重塑舆论权
威的严峻挑战。
　　作者认为，党报言论话语权实践不仅仅是转型时期媒体言论话语权嬗变的初始背景和动因，党报
言论如何转型也直接影响到未来我国媒体言论话语权实践社会路径的选择。
那么，党报言论的主要话语特征是什么·它的话语权力又是如何生成的？
对于这些问题，下面从党报言论的性质和功能、党报言论话语规范的形成和发展、党报言论话语的生
产机制以及党报言论的话语主体四个方面加以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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