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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论文集是继2007年的《传媒新声——传媒学子论坛》之后的再结集，主要收录的是2008年度发表
在该校网络电子学刊《传媒学子论坛》中的优秀论文。
《传媒学子论坛》是在该校研究生院领导下开辟的研究生学术园地，它为该校的青年学子们开创了一
个学术争鸣、探索讨论的网络场域。
这块学术园地的开辟不但刺激了传媒学子们的学术创造力，提供了交锋、争论、激辩思想的舞台，促
进了该校青年学术事业的前进，它本身也成为了一个媒介传播的基地和媒介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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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公共领域的媒介因素论纲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指的是“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
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
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①。
公共领域由具有共同兴趣的私人在“非强制”的形式下组成，他们就共同关心的普遍利益展开对话并
集合为一定规模的公众，公众通过一定的媒介聚集在一起讨论共同关心的文学话题和政治事务，最终
在新兴市民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具备了自身的独立性和批判性。
　　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建立是公共领域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在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媒介
作为一个中介因素发挥着越发重要的作用。
媒介的革命性变更，促进了社会的结构转型，这其中就包括处于私人领域和统治机构之间的公共领域
的形成和转换。
在笔者看来，两大媒介因素促成公共领域的形成，其一是一些松散的“对话交流场所”，即哈贝马斯
提到的“咖啡馆、沙龙和宴会”，姑且称之为“人际媒介”；另一是技术媒介，即大众传播媒介，哈
贝马斯说道，“当这个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这种交往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的手段；今天，报纸和
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②。
可以说，哈贝马斯认定公共领域建立于l8世纪末，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即是媒介传播技术的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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