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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早接触到“传播概念丛书”是1991-1992年在澳大利亚访学期间，没有全读，而是其中的一两本，当
时的印象就很深刻。
首先是喜其浅显，像我这等英语水平的，可以无需一手原著一手词典左顾右盼就能顺畅读完，立马觉
得自己很是了得，自信心瞬间膨胀。
当然，更多是充满好奇和敬佩，一个概念可以梳理得如此清晰，尽管纵横间涉及的文献不少，代表性
的观点几乎无一遗漏，但起承转合丝毫不乱，条条线索各就其位，寥寥数笔就勾勒出其大概轮廓。
相形之下，才明白自己所知道的那点传播学，是何等浅薄，甚至连小儿科都算不上。
待到1998年有机会赴美，有意识找这套书来看，过去留下的印象被重新激活，遂萌生了译介的念头。
显然，厘清某一概念的来源、语境、阐释以及演变，是这套书所要完成的任务，但它们并非概念史或
语源学的路子，重点是从具体的不同运用来说明其意义之差异，希望对实际的研究起着导引的作用，
由此反倒与研究评述有几分类似，可却又能依托文本而跳出文本，处处显露出作者自身对之的研究、
理解、分析和解释，完全可称为高质量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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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公共舆论的包容模式中融合了这些不同的概念，重点关注推进公共议题讨论的社会团体之间以
及社会团体内部的各种互动。
普赖斯有力地解释了建立在个体层面的数据基础之上的聚合模式(aggregate model)，模拟了特定“公众
”围绕某个舆论焦点被界定、形成的过程。
他的模式描述厂当下的研究文献，并为将来融合记者、政客与民意调查专家在形塑公共话语中所扮演
的角色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本书综合运用了各流派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的著作，并为那些领
域中的学者提供了一种传播学研究视野中的公共舆论图景。
对初学者而言，本书对诸多话题进行了简约的介绍，与此同时，本书也对萦绕在该领域中杰出人士头
脑中的诸多棘手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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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引言公共舆论是社会科学领域中最重要也是最经得起考验的概念之一。
它在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传播学研究中被广泛运用，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实践领域都是
如此。
很少有概念会引起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激发如此广泛的科学研究兴趣和学界的争论。
当然，也很少有概念能在西方思想中有如此深厚的根基。
在18世纪的哲学和文艺复兴的文献中就有关于公共舆论的思想，甚至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
也有表述。
有关公共舆论的著作涵盖了所有社会研究的领域，从影响巨大的民主理论家和社会批评家的论述（例
如Rousseau，1762／1968；Bentham，1838／1962；Bryce，1888；Lowell，1913；Lippmann，1922）到社
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经典著作(例如Tarde，1890／1903；McDougall，1920；Allpod，1924)，以及大众
媒介效果的实证研究（例如Lazarsfeld，Berelson，&Gaudet．，1944；Hovland，Lumsdaine，&Sheffield
，1949）。
尽管流传甚广，但是公共舆论的概念仍是有争议的。
自从20世纪早期实证调查方法出现并运用于公共舆论研究以后，研究者一直在努力用实证研究的框架
对古老的公共舆论概念和理论含义进行提炼、调适和扩展。
按此研究路径，研究者常常在他们的概念方法上产生分歧，他们对公共舆论概念本身的界定也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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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地位。
它是在一定研究视角内，解释纷杂社会现象的众目之纲，是学派、范式的定位点，也是理论和研究方
法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
    ——郭中实阅读，“传播概念译丛”除了可以在知识层面系统了解这些概念的含义外，至少还有两
方面的重要教益。
一个是对研究思维和视野的启发，在使用一个概念前该如何先去探究其来龙去脉和前后左右关系；另
一个则是为我们的实际研究提供一个基础，不仅可以比较准确地使用这个概念，而且能够确定在此基
础上所要解决的问题和突破的方向。
    ——黄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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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播概念·Public Opinion》“传播概念译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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