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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自1978年第一版问世，迄今为止已经出到第七版，连续25年高居传播理论著作“排行榜”，堪称
经典之作。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属于导论，内容主要是理论以及理论研究的意义，解答了“什么是理论
”、“为什么要研究理论”、“理论有什么用处”、“怎样研究传播理论”等问题。
第二部分是全书的重点，详细论述了九种传播理论，即所谓系统理论、符号与语言理论、话语理论、
讯息生产理论、讯息接收理论、象征互动理论、社会与文化现实理论、经验与阐释理论和批判理论。
第三部分是将传播问题放在各种社会背景与人际环境中进行考察，展现出传播理论的一系列经典思想
。
第四部分是全书是结语，作者对如何“制造理论”做了言简意赅的阐释，为有志于进一步探究传播理
论者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建议与方案。
最后以“前沿理论”收束全书。
    这全书特色在于论述详尽、分析透彻，在传播理论阐释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值得每位对新闻
传播学感兴趣的读者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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