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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话语权”是近年来文化与传媒研究和政治研究中出现频率颇高的一个词。
简言之，“话语权”指的是影响和控制舆论的权力与能力。
话语权决定公众舆论的走向，还进一步影响社会的发展方向。
    我的学友张国庆先生多年来从事美国媒体的研究，他本人也在中国媒体上就国际事务发表过诸多评
论，取得了可观的影响和知名度。
他在2011年1月出版的《话语权：美国为什么总是赢得主动》一书中，曾很通俗地阐释过美国在世界上
的话语权问题。
而美国媒体在扩大本国的全球话语权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本新书更为理性和系统地从学术上阐述了美国主流媒体是如何赢得社会尊重进而获得话语权的。
本书剖析了美国媒体话语权的四个来源，即“赢得信任感，增加吸引力，强化依赖感，提高服务性”
，揭示了美国媒体与政府相互监督、相互合作又相互推动的复杂关系，以及媒体同国会、利益集团、
大企业的利益关联。
本书还分析了美国媒体在国际上长期保持领先优势的原因。
    和同类著作相比，本书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揭示了媒体市场化和集团化所带来的“双刃剑”效应。
一方面，美国媒体通过市场化获得财政上的独立，给自己的相对客观和超脱奠定了经济基础。
另一方面，在赚取巨额广告收入的同时，媒体也受到广告商无孔不入的影响。
美国媒体的话语权，尤其是在其集团化之后，归根结底同它们背后控股的财团脱离不了干系，它们所
拥有的新闻自由也就不能不具有很大局限性。
从经济的角度研究媒体话语权，是一个重要的尝试。
    二是深入剖析了媒体与政府的关系。
媒体同政府是一种互为“双刃剑”的关系。
书中列举了几位美国总统借力或失利于媒体的案例。
善于和媒体打交道，能够提升总统和政府官员的执政力与话语权；反之，政客一旦得罪或忽视媒体，
就可能在舆论和政治上遭受致命的打击。
对于媒体来说，政府(包括国会、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司法机构等)既是不得不依靠的重要信息渠道，
又是监督的对象和争夺话语权的对象。
过于偏向政府和过于仇视政府，对媒体都是不利的。
美国媒体的历史，就是一部同政府互动关系的历史。
    三是深入探讨了媒体的意识形态及其在价值观传播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本书对美国社会和媒体意识形态的分析是一个最大的亮点。
美国主流媒体获得国内外话语权的重要原因，就是它们的报道倾向同美国社会的价值观融为一体。
它们的关注点，同美国普通公众和社会精英的关注点基本一致而且相互渗透。
美国对外传播其价值观的热情，主要源于其社会而非其政府。
美国掌握国际话语权的主要中介，是它的媒体、文化产业、企业，以及以非营利组织为代表的公民社
会。
如果美国媒体脱离了公民社会，就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值得一提的是，在推动美国慈善事业方面，美国媒体也发挥了不小的监督和促进作用。
    在阅读本书的时候，读者应该会想到中国的国家话语权、媒体话语权、国际形象、文化软实力等等
时下的热门话题。
本书的许多实例、分析和观点，都对探讨上述话题具有借鉴意义。
但是，就我这个第一读者来说，从本书中看到更多的是美国特色而非媒体运作的一般规律，是中美社
会、体制、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的反差。
美国媒体的性质、规范、归属、价值观都同中国媒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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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流媒体同商业集团、政府、社会的多角互动关系，与中国政府对主流媒体和公众舆论的指导作
用也是完全不同的。
同样都是“弘扬主旋律”，主导者、目标、角色、手段却差别很大。
如此看来，对美国媒体话语权的研究，必须以对美国的整体认识为基础。
这一点，本书的确做到了。
    本书的撰写十分注意遵守学术规范，在参考了大量中英文著述的基础上阐发自己的观点。
丰富的案例和恰到好处的图解及数据，都对读者更好地理解美国媒体赢得话语权的“路线图”有所帮
助。
作者对美国媒体的研究保持了客观和理性的态度，既总结了其赢得话语权的成功经验，也指出了其在
自律、公司化、官僚化和垄断化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伊拉克战争的案例更是呈现出美国媒体在国家安全和独立报道方面所面临的尴尬与困境。
    如果说这样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还有什么可以改进之处，那就是鲜活的资料尚嫌不足。
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基本上根据的都是美国的书面和网上资料，很少有通过实地考察和个人接触获得
的第一手材料。
当然，对于张国庆学友这样一位年轻研究人员来说，这样说近乎苛求。
之所以敢如此苛求，是因为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时，同国庆结下了私人情谊，知道他
是一位非常勤奋而又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
衷心希望他能在本书付梓之后，能更多、更深入地了解美国社会，以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王缉思    2012年初秋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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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媒体像现在这样重要：“媒体不再是反映现实，它就是现实。
如果饥饿的索马里儿童被媒体报道，全世界都想为此做些什么。
如果没有，他们就不存在，人们什么也不会去做。
”美国媒体如何影响世界，并通过话语权的争夺为美国获取最大利益？
本书作者集多年潜心研究功力，为我们深度揭示了媒体话语权的方方面面：媒体人与政客的微妙平衡
与博弈、媒体背后的利益集团、媒体怎样影响国内政策走向、政治家又如何巧妙利用媒体、外交与战
争中的媒体如何发挥巨大作用⋯⋯为转型期中国内外话语权建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启发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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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国庆,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知名专栏作家。
在国际上最早对朝核问题作出准确判断，对伊拉克战争、日本入常失败、数次美国大选都作出过准确
预测。
著有《被折腾的世界》、《话语权》、《总统们》等书，对媒体及媒体话语权问题有长期深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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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话语权是什么
第二章 话语权与物质基础密切相关
第三章 赢得话语权需要利益平衡
第四章 媒体与白宫相互影响
第五章 活跃在战争与国家安全第一线
第六章 传播价值观
第七章 用自律保护话语权
第八章 新媒体 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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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戴维·哈尔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曾感慨地说：“广播事业是一种奇怪的职业。
它是世界上推销肥皂的最有力的工具，也可以成为世界上为公众服务最有力的工具。
因此，它总是陷入它的双重职能之间。
一方面，它应该为公众服务，因为它是经政府批准的；另一方面，它也应该推销商品，因为正是靠了
商品市场和股票市场，它本身的物质设备才不断改善。
因此就有某种固有的、不可避免的大规模冲突。
在这种种冲突中，为公众服务的职能很少占上风，尽管电视的大部分最佳节目都是新闻和公众服务节
目⋯⋯”②但也正是有了这些新闻和公众服务节目，它的推销才会有效。
这也是服务性具有决定意义的原因所在。
    强化受众的喜好，也是媒体服务性的重要追求。
如前所述，受众对于题材或提供者(如专栏作家或主播)的偏好，有助于提高其对媒体的熟悉感，从而
客观上提升了媒体的吸引力。
为此，无论是纸媒还是电视、电台及新兴媒体，都在努力以内容的丰富性和个性，以及专栏作家或主
持人及嘉宾的个人魅力强化受众的某种喜好，而事实上，确实有很多受众就是冲着某一档节目、某一
位专栏作家或主持人而成为忠实的读者或观众(听众)的。
这种服务意识，与很多媒体领导人所强调的“内容为王”理念相呼应。
    公共广播也体现出美国媒体的服务性。
公共广播公司(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CPB)是根据1967年公共广播法案成立的非营利性的
广播电视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扶植公共广播事业的发展，经费来源于联邦政府的拨款和社会各界的捐
助。
1969年公共广播公司设立“PBS公共电视网”(由354个加盟电视台组成)，负责管理通过卫星向全国公
共电视台传送节目和公共电视台之间的业务联系。
公共电视最知名的节目是《芝麻街》，从1969年开播后便迷住了全国的儿童，连同它的其他儿童节目
陪伴着一代代人成长起来。
此外，它的Nature(自然系列)也十分受欢迎，曾赢得了360多项荣誉。
值得一提的，还有1970年成立的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NPR)，下面有将近800家地
方公共台，每天有10%以上的美国人在收听它们的节目，尤其是其早间综合新闻节目(Morning Edition)
在美国影响极大，是电台节目中听众最多的。
与商业广播不同的是，无论是PBS还是NPR，走的都是公益路线，几乎屏蔽了所有暴力和色情内容，
对广告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制(每次不超过10秒，每小时不超过3分钟；而商业广播每次可达3分钟，每小
时可达18分钟)，主要靠政府的拨款和社会捐助，由于它们很好地服务了公众，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
而家长们更是将它们视为可放心让孩子收看和收听的“安全频道”，从而拥有了青少年节目的话语权
。
为支持公共广播，麦当劳产业创始人的遗孀科罗克夫人在去世前，决定将2亿多美元的财产捐赠给NPR
，而这笔资金被认为是美国所有的文化机构有史以来收到的最慷慨的捐赠。
    话语权也是良性竞争的产物，这一点在服务性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五角大楼文件案”中，《纽约时报》率先发表了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搞得《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等媒体措手不及。
在《华盛顿邮报》主编贝林厄姆·布莱德利(Bellingham Bradley)心目中，《纽约时报》是一家大报，他
要赶上它，当每天早上人们在谈论着《纽约时报》的五角大楼报道时，他就会为居于次席而感到烦恼
，这使他作出决定，改写和引用《纽约时报》的材料。
于是乎，就出现了这样一幕：《纽约时报》迫于压力暂停了报道，而《华盛顿邮报》却跟了上来，看
到此情形，《纽约时报》很快又恢复了报道。
此后，美联社等媒体也加入了报道的行列，使得此事变成了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事件。
《纽约时报》由此提升了话语权，而《华盛顿邮报》则锻炼了队伍，并在此后的“水门事件”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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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脱颖而出。
    在另一个事例中，这种竞争不仅带给民生问题以更多关注，也体现了媒体的社会责任感，而这种社
会责任感正是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来源。
20世纪80年代中期，鉴于非洲频繁发生饥荒，媒体对埃塞俄比亚大饥荒也采取了冷淡旁观态度。
但是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却对该事件进行了长达3天连续报道，结果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共鸣，这促
使其他电视网和纸媒体的争相介人和报道。
P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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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国庆继《话语权：美国是怎样取得主动的》又一力作！
为从政者、媒体人和企业家揭示关于话语权的真谛！
    美国媒体如何影响世界，并通过话语权的争夺为美国获取最大利益？
    《媒体话语权(美国媒体如何影响世界)》这本新书更为理性和系统地从学术上阐述了美国主流媒体
是如何赢得社会尊重进而获得话语权的。
本书剖析了美国媒体话语权的四个来源，即“赢得信任感，增加吸引力，强化依赖感，提高服务性”
，揭示了美国媒体与政府相互监督、相互合作又相互推动的复杂关系，以及媒体同国会、利益集团、
大企业的利益关联。
本书还分析了美国媒体在国际上长期保持领先优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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