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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至于写作过程的艰辛，只有颖吉自己体会最深，但是作为他的导师，我能感觉到他内心的压力和
其间付出的巨大努力，特别是他不满足于现有的中文资料，在原著和一大堆英文资料中爬罗剔抉，其
间所下的“笨”工夫、“死”工夫让我十分感叹。
现在的学生聪明机灵者居多，他们利用互联网灵活地嫁接各种新潮学说，拼贴概念方面的本领早已将
他们的前辈远远甩在了后面，像王颖吉这样踽踽独行、一字一句地抠书本的年轻学人已经是凤毛麟角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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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代学术工业背景下求生存谋发展的权宜之计，而不是限制和束缚研究实践的枷锁。
如果片面强调传播学的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必定会损害该领域与其他学术领域的交流互动，从而损
害其学术创新活力。
因为传播学毕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科，尽管它有独立发展的必要性，但却须臾也不能离开其他学科
领域的输血性支持，它只能在与其他学术领域的频繁交流与互动中焕发生命活力，这一点正是传播研
究在学术性质上的特殊之处。
归根到底，传播学科只能是一个处于不断形成之中的准学科，因为“传播总是作为某些事物一部分而
存在的，⋯⋯就其本性而言，它不可能发展成为有关社会的学科的任何一个单独存在的部分，由学科
壁垒将它包围起来⋯⋯传播学将始终处于既是独立的又是非独立的状态，也就是说，一方面它将继续
发展自己的核心理论，另一方面它又将发展与那些关注传播的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合作关系”。
研究者应该在研究视野、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等方面保持与其他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密
切交流，并努力在学术交流与对话实践中淡化学科意识和学科边界，将领域的大门“向每一个角落敞
开”，随时欢迎那些对传播感兴趣的学者的加入，认真对待他们所带来的真知灼见。
另一方面，留在传播领域中并将传播研究作为终身事业的学者，需要像施拉姆那样不断对来自不同学
术领域的传播研究加以整合归纳，并尝试进行“核心理论”的建构工作。
当然，必须清楚的是整合这种“核心理论”的真正目的及其价值，与其说是为了谋求最终建立一套具
有普适性的科学定律和学科规范，还不如说是为了激发和催生传播领域新一轮的发酵与分化建立基础
、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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