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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和传媒是今天传播全球化的重要使者，一个是无形的文明积累，一个是有形的传播形态，把
我们带入有文化内涵的历史情境中。
任何具有传播功能的大众媒介，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无不成为文化的载体，既表现人与人的社
会关系，也展现人与物的关系。
我们学习西方或是批判西方，离不开传媒的提示和诱导。
　　传媒是什么？
按照我们的理解，传媒意味着传播信息符号的手段，当然要同时具备社会性和技术性。
这包括已经拥有和溢出的以大量扩散为主要特征的当代媒介圈层（印刷媒体和电子媒体），诸如报刊
、广播、电视、电影和广告等，更有不断更新的多媒体和互联网。
一张餐桌、一种教育制度、一个咖啡馆、一个教堂的讲坛、一个图书馆的阅览室、一个墨盒、一个打
字机、一个集成电路、一个夜总会并不是为“扩散信息”。
就此而言，它们不是“媒介”，但是它们作为信息扩散的地点和赌注，或者情感的矢量和社会性的子
宫进入传播的领域。
没有这些“渠道”，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不可能成为一种社会存在。
　　在著名历史学家迈克尔·曼看来：“社会是由多重交叠和交错的社会空间的权力网络构成的。
”这些网络是实现人类目标的组织和制度手段，其中包含意识形态权力网络。
为什么人类需要意识形态权力？
这里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人们不能仅仅依赖直接感受来认识世界并产生能动性作用，需要传媒来
提供关于意义的概念和范畴。
与其说传媒是世界的一面镜子，不如说传媒是世界的一个框架。
第二，社会的形成和组织需要规范和共识，而这个共识的载体是传媒，由此引发出垄断规范的权力之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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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没有一个国家的大众传媒事业像美国这样深刻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命运，扮演着有力而复杂的角色
。
在美国著名新闻史家大卫·斯隆主编的《美国传媒史》一书中，你会走近新闻狂普利策等伟大人物，
他(她)们为大众传播成为国家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巨大作用；你还会看到美国各个关键时
期的总统和其他政要与大众传播复杂微妙的关系；此外，“黄色新闻”和“耙粪运动”对整个美国社
会的影响，以及美国的战时新闻策略都为这本权威作平添异彩。
　　《美国传媒史》出版后广受欢迎，很快成为了解和研究美国传媒史的必读书，也成为美国各大学
相关专业的经典教材，现在已经刊行到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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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大卫·斯隆（David Sloan），美国新闻学历史学会的创立者，在学会的学报《美国新闻学》担任
主编长达五年。
为表彰他，美国新闻学历史学会设立了每年一度的“斯隆杰出专业研究论文奖”（SIoan Outstanding
FacUIty Resea rchPaper）。
斯隆已经出版了二十余部著作，并在历史研究和新闻写作领域发表了八十余篇文章和学术论文，并且
凭借传媒史研究数次获得研究表彰。
1998年，他荣获了美国新闻学历史学会的科伯奖（Kob re Award）终身成就奖；在著名的大众传播协会
“卡帕·图·阿尔法协会”担任全国主席（1 998—2000）。
在协会的第十九届年会上，斯隆成为卡帕·图·阿尔法协会选出的五位协会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
　　刘琛，北京大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跨文化传播和英语国家媒体等
方面的研究，著有《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印度电视传媒变迁研究》等著作，并发表多篇学
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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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大众传媒的开端　　现代人醉心于无处不在的电子计算机、卫星技术、网络空间和信息
高速路，认定它们将是引领未来的潮流。
不过对于大众传媒专业的学生而言，认真回顾一下媒体的发端是必不可少的，借此他们才有可能真正
解这门与通讯报道、广告宣传、公共关系和广电业等联系在一起的学科。
发展史研究在展示根植于世界多民族性的技术和哲学体系多样化的同时，也凸显了作为传媒基础的印
刷和文字的重要性。
因此了解大众传媒的起源不但有助于我们每个人更好地知道美国传媒的鼻祖和世系，而且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认同人类这一大家庭。
　　文字究竟是经过漫长年代逐渐形成的还是横空出世的，历史学家对此一直看法不一。
本章像早期传媒史的研究一样，主要采取了进化论的观点。
而另有一些学者则摆出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证据，强调古人无一例外地重视促成传播的自然力量。
在他们看来，文字并非历经千百年发展而成，也并非主要用于吵吵嚷嚷的生意经，它可能是神赐的，
一下子就出现在古代中东人、亚洲人和美洲人的脑海里⋯。
　　举个例子，传统的文字发展论常常忽视美洲印第安人的贡献。
K．H．巴索(K．H．Basso)和内德．安德森(Ned Anderson)曾在1973年发表了对西阿帕切人(Apaches)用
过的一种“可靠、朴实、原创和高效的”文字的研究。
阿帕切人的巫师塞拉斯·约翰(Silas John)称这套原生态的文字系统由“大神”在1904年托梦给他，专门
用于记录流传在本部落的宗教祈祷仪式。
巴索和安德森强调，尽管塞拉斯。
约翰对拼音文字略知一二，他这套文字系统的书写形式及基本原理却与英语字母迥异。
和塞阔亚(Sequoyah)在1820年前后创制的切罗基(Cherokee)音节文字相仿，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创
新形式，巴索和安德森凭此将其列为“20世纪北美印第安人重要的文明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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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传媒史》对美国各个时期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广告，以及后来的娱乐事业进行了
详细描述和深入探讨，是美国传媒史研究中最权威、最全面、最透彻的著作。
《美国传媒史》每个章节的作者都是该领域的领军人物，材料丰富、理路明晰、持论中肯，堪称美国
传媒业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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