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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传媒大学校庆55周年之际，《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也迎
来了30周年刊庆。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创刊于1979年，迄今走过了整整30年的历程。
作为国内创刊最早的广播电视学术期刊之一，30年来我们向广大读者奉献了160多期刊物，5000余篇论
文，发行总量50万余册，为中国广播电视学术与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现代传播》30年的发展历程　　《现代传播》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三个时期，呈现
出不同的发展特点，这就是以反映教学成果为主导的时期（1979-1990年）、以面向社会文化为主导的
时期（1991-1997年）、以引领传媒学术为主导的时期（1998年至今）。
　　1.以反映教学成果为主导的时期（1979-1990年）　　1979年10月，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激荡着北
广校园。
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教师们满怀创业的激情，提出了创办一份学报的倡议，很快得到了上级主管部
门的批复。
由袁方、李冲、李焕生同志组成了编辑部，康荫、田本相、时煜华、刘寿昕四位专家作为特邀编辑参
与了学报的创建。
四年后的1983年，学报由内部发行改为公开发行。
　　这一时期，学报的办刊宗旨主要是体现学校的教学成果，同时也涉及到广播电视界的部分研究内
容。
围绕学校的主干专业，在新闻学理论、广播电视报道、播音主持、广播电视文艺以及摄影、外语等方
面刊发了大量文章，在广播电视学界和业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开设的主要栏目有：“广播新闻编采”、“电视新闻编采”、“广播文艺”、“电视文艺”、“讲播
艺术”、“教学研究”、“国外广播电视”、“书评”及“外事往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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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充分关注时代主题，密切联系现实问题，在全球多元视野中寻求学术话题，传播学专家与您一起，阐
释社会巨变，建构认同体系，寻找传播学的中国问题。
    本土化：走符合中国传媒学术与传媒实践要求的本土化道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国际化：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确立自己的历史与时代方位，关注国际潮流，关注世界大事。
    人文化：将文、史、哲、经、法、教等多学科的理论成果进行充分的吸纳，以此丰富和深化传媒学
术的内蕴。
    专业化：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表达方式上，不断在专业领域达到新的高度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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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毓强，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博士，《现代传播》编辑。
先后毕业于聊城大学、中国新闻学院、中国传媒大学，2006年获文学博士学位。
出版著作《美国公共外交研究》，译著《西方传媒与战争》、《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权利》，编著《
怎样做新闻翻译》、《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等。
在《国际新闻界》、《中国记者》、《现代传播》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和参与多项
课题研究。
主要研究兴趣为国际传播、公共传播、公共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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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互联网络成为大众传媒的社会环境媒介竞争中电视传播观念的转变网络空间的民主与自由国外有关中
国传播的研究：描述与分析伦理的追问与学理的批评——对西方电视批评理论的一种解读影像：传播
悖论受众行为的反沉默螺旋模式视觉文化传播：对一种文化形态和传播理念的诠释涵化研究的两个十
年——一个总体评估和元分析电视节目“多维组合”分类法及其编码设计全球电信危机和产业重组的
困境——一位美国学者的分析和警示行为变量对议程设置敏感度影响的实证研究当前中国传媒业发展
客观趋势解读人的终结与传播学的终结“超媒体”还是媒体吗?——答友人学术质疑跨文化传播与未成
年人成长社会意识的表皮与深层——中国受众广告态度意识考察传播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和建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传播学译著的回顾大集市模式的博客传播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新闻学
与传播学学者、学术机构和地区学术影响研究报告(2000-2004)——基于CSSCI的分析媒介恐慌论与媒
介恐怖论的兴起、演变及理性抉择论新兴媒体时代的公共传播从历史角度看新媒体对传统社会的解构
传播心理学研究的再思考现代与后现代的双重表征：当代中国的移动电话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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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初面对工业社会和大众媒介的弊端，美国思想家李普曼产生了对公众民主的忧虑。
其主要思想有两点：一是对“媒介环境”这一“间接现实”真实性的质疑；二是对媒介环境下大众理
性的质疑，于此提出了他对公众民主的不信任感。
李普曼对媒介环境及公众民圭的思考是工业社会的产物。
工业社会下的大众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产生集权主义的温床。
那么在后工业时代，“网络环境”又将呈现出什么样的现实图景？
　　与李普曼眼中大众媒介的“环境”不同，网络是一个复的、大兼容的体系，它既保存着建立在专
业理念基础之上的新闻传播模式，也包容了绝大部分完全由个体参与、互动的“虚拟空间”，后者无
疑是网络最富特征之所在，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虚拟的交流正是网络空间平等与自由的基础所在，网
上言论自由和多元文化并存所呈现的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大都得益于此。
但恰恰在这个纯粹的“虚拟环境”中，现实有时不仅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东西，而且是一个可以被彻底
解构的东西。
由于一切与现实社会身份、地位有关的个体表征都可以被掩盖起来（这也是电子空间最刺激的一点）
，于是自我和他人、男人和女人、事实和虚构、真相与谎言的界线被消弭殆尽。
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曾尖锐地指出，在网络空间“从来就没有什么核心的自我，在每个人的头脑之
外，也从不存在什么客观的现实”。
更重要的是，当信源不明时，信息的真实性也被消解，“事实上，发送者是什么人，这本身就是任何
信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我们确定对该信息相信到什么程度”。
因此网络的虚拟环境实质上是对现实的解构和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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