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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假如人类的历史有100万年，那么其中90万年的历史中，我们的祖先是不会说话的，更不要说人类
学研究的历史已经延伸到400多万年以前了。
如此长久的年代里，我们的祖先要生存，当然得有传播，他们采用的是各种非言语符号，通过各种自
然状态的符号形式发出信息，通过触觉和嗅觉、听觉、视觉接受信息，维系族群的生存和繁衍。
即使在语言符号充斥所有角落的当下信息时代，非言语符号的使用永远占据着恒定的比例，有时甚至
是主要的传播方式。
　　只是在最近的lO万年内，我们的祖先才有了语言传播。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包含言语传播和非言语传播。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研究成果中，研究语言（含文字）传播的占绝大多数，其中研究现代大众传播的
，又占绝大多数。
这样，传播学研究就缩到一个很小的领域。
我们缺少对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文艺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独到研究，更缺少对非言语传播的研究，
而这些，都该是传播学系的必修课程。
　　宋昭勋博士的这本关于非言语传播的书，我在1999年的时候就看到了。
他那时作为四川社科院新闻所的硕士生，能够写出这样有分量的著作，在国内是罕见的，他实际上在
我国开辟了一个很重要的传播学研究领域，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就在这一年，我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开列的书目中，把他的这本书列进去了。
而且，我坚持把该本列入书目至今，因为这个话题很重要，我国除了这一本，别无其他。
　　现在宋昭勋博士对这书本做了修订，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再版。
不仅解决了学生的学习问题，也对我国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全面发展具有学术意义。
希望这本教材的再版能够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非言语传播的研究应该成为热门话题，因为我们生活
中存在着太多的非语言传播现象，只是大家忽视了。
　　1959年，美国传播学的一个很小的学派——旧金山市郊学派的代表人物爱德华?霍尔出版了他的小
册子《无声的语言》。
这本只有100多页的书，讨论了传播中的两个无声信息的因素，即时间和空间，至今成为名著。
这是关于非语言传播的一个方面。
只要认真钻研，哪里都会获得成果。
这里的无声胜有声。
　　宋昭勋的这本书在沉寂9年之后终于再次出版了，在这里我向他表示祝贺！
也希望现在新闻传播学的学子们，能够像他当年那样，在新的环境中创造出新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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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于传播效果，美国学者梅瑞宾有一个著名公式：信息总量=7%的言词+38%的副语言+55%的体态语
。
    绝大多数传播学者都在7%的言语传播领域做文章，却忽略了传播中巨大且重要的部分——非言语传
播的研究，而这一部分占到传播信息总量的93%。
    作为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本非言语传播方面的著作，《非言语传播学》本身已经历时十多年，经历
了由专著向教材、由零散向系统的转变。
    本书建构了相对完整的体系，对于非言语传播的基本概念、历史、分类、功能、特性以及传播环境
等作了细致严谨的学理阐述。
关于副言语、体态语，则用了相当篇幅周到论述，尤其是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中的非言语传播，在本
书中得到完整系统的呈现。
    难得的是，本书语言生动明快、案例丰富有趣，能让你真切地感受到阅读的快乐。
    本书适用于高校传播学、广告学、公共关系学、播音主持、市场营销等专业使用。
实际上，所有依赖于人际传播的人们，都该阅读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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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昭勋，四川广元人，传播学博士，现为香港树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教授。

   曾先后就读于四川教育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及美国俄亥俄大学传播学
院等；曾供职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等。
主要中英文学术专著有《非言语传播学概论》（1999年)、Rhetorical Visions of Chinese Organizational
Heroes（2007）等；发表论文、文学作品、译著百万余字；主要教研领域有：非言语传播、大众传播
、组织传播、网络传播、商务传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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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传递信息、表达感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要求。
　　言语是人类进行社会交际的重要手段，但绝不是唯一手段，人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衣装打
扮、居所布置、时间选择、空间运用等非言语的行为和方式，同样起着传意表情的重要功用。
　　非言语传播（nonverbal communication，简称NVC）是指除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以外的一切信息
传播行为和方式。
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大众传播，人类都必须借助非言语手段才能准确、生动、形象地传播信息。
毋庸置疑，非言语传播当属传播学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和组成部分，非言语传播学是传播学重要的分
支学科。
　　第一节　非言语传播概述　　人是能凭借各种符号进行信息传播的动物。
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同步。
在有声语言产生之前漫长的岁月里，人们表达情感、传递信息的方式毫无疑义是非言语的。
手势、面部表情、身姿动作、类语言、器物等手段是人类远古时期信息传播、情感沟通的主要方式。
后来，随着发音机制的进化，人类在协作劳动过程中发展到了“彼此有什么东西非说不可的地步了”
，语言才应运而生。
由此可知：语言是循着一条从非言语传播方式朝着言语传播方式演进的道路发展的，而早期的非言语
传播为有声语言的产生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有声语言以及后来有声语言的符号——文字的产生，使人类传播手段从形象立体的非言语传播演
进为独立抽象的言语传播，从此，人类彻底脱离了动物的信号传播樊篱，在反映事物的广度、深度、
速度、准确度上实现了质的飞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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