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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个人都会感受到一种难以把握的外部精神力量对自己言行的制约。
本书揭示的便是这种力量——舆论的内在要素、它的形成、形态、传播特征，以及与此相关的传播学
理论、美学接受理论、舆论引导的若干问题。
本书初版后受到社会的好评，被不少高校新闻传播学作为舆论学课程的教材使用。
鉴于当前的新形势，本版增补了导言一和导言二，在论述舆论学基本理念的基础上，着重叙说了数字
化时代舆论形成和传播的特点。
全书分为九章，浅出深入，适合高校社会学、文化学和新闻传播学学生和研究者，以及对该领域感兴
趣的社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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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2012年1月4日在十一届舆论监督会上）
 陈力丹，
1951年生，江苏南通市通州区人。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责任教授、传播学方向博士生导师；该校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
传播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成员。

197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
1987年起为硕士生导师，1998年起为博士生导师。
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79年以来发表各类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800多万字，其中独著、第一署名著作和独编著38部，论
文200多篇、一般文章1900多篇。
本书为他的代表作之一，1999年初版。
本社出版的他的《世界新闻传播史》（2002年初版/2007年再版），也是其代表之一。

他的其他代表作还有：《精神交往论》（1993年初版/2008年再版，2012年韩文版）、《马克思主义新
闻思想概论》（2003年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2006年版）、《传播学纲要》（2007
年版）、《新闻理论十讲》（2008年版）等。

截至2011年7月，他在中国期刊网上的文章检索数量达到1000篇，其中448篇被引证，共被引证3321次，
居新闻传播学科全国第一位；截至2008年的外引率为184次，也为该学科全国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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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一 关于舆论的基本理念导言二 流言、意见的流通与web 2.0环境第一章 认识舆论第一节 初识舆论
和舆论学：现实——历史——现实第二节 解析舆论：舆论的八要素第三节 什么不是舆论第二章 舆论
的形成第一节 研究舆论的形成：不同的学科视角第二节 影响舆论形成的几个宏观因素第三节 舆论的
一般形成过程第三章 大众传播媒介与舆论的互动第一节 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舆论中的地位第二节 大
众传播媒介营造的拷贝世界第三节 关于大众传播媒介与舆论互动的几个理论假设第四章 舆论形态及
相应的媒介引导第一节 舆论的三种存在形态第二节 不同信息形态的舆论第三节 大众媒介对各种舆论
形态的引导第五章 我国当代舆论的特征和媒介引导第一节 公众的分裂心态和矛盾着的舆论第二节 公
众浮躁的心态和情绪型的舆论第三节 社会群体的分化和舆论的分散化第四节 大众媒介针对舆论特征
的引导第六章 接受理论与引导舆论第一节 文学接受理论：把视线转向公众的接受第二节 我国公众文
艺接受的特征与引导舆论第三节 讯息性本文的接受与引导舆论第七章 大众传播媒介引导舆论的几种
方式第一节 人类三种历时的引导类型第二节 引导舆论的基本方式——说服第三节 媒介引导舆论的客
观功能——议程设置第四节 媒介对舆论的社会控制机制——沉默的螺旋第八章 我国当前舆论导向中
的若干问题研究第一节 基本认识的引导：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二节 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政策
和策略是引导的生命第三节 媒介引导偏差寻因：职业的偏颇与利益的诱惑第四节 大众媒介的责任：
引导大众文化走向精制化第五节 面对消费主义：营造健康、合理消费的舆论氛围第六节 呼唤公众的
内在良知，营造社会公德与市场道德的舆论氛围第九章 区域性的媒介引导舆论研究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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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影响舆论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以往的舆论学研究，由于侧重从某个学科的视角考察舆论的形
成，因而具体舆论的形成通常是研究的重点。
综合各种这类的研究，北川隆吉等人作了以下的概括：“舆论的形成过程受到下面诸因素的影响：心
理的歪曲、感情的反映、陈旧的想法等个人标准在这里起着作用，传统、大众媒介常有的偏见、政治
权力的干涉、提供给人们的信息的质和量的制约作用，其中，以报纸为代表的大众媒介的商业性、新
闻记者的认识错误等造成的报道不正确、读者大众作为局外人对公共事务的不大关心等也在这里起作
用。
”（北川隆吉，1994：上120-121）他所提出的这些影响舆论形成的因素，对于具体的舆论导向研究，
是很有价值的，每个影响因素都可以作为一个分支课题进行深入探讨。
　　但是，“舆论导向”首先是个全局性的话题，需要从整体上考察舆论的形成；否则，也许局部实
行的导向看起来是有利的，但在全局上却是有害的。
因此，对于舆论形成，除了要有前面谈到的诸如“联系的四种模型架构”那样的宏观图式外，还需要
在几个观念上具有较为强烈的意识，习惯于经常考虑它们对舆论形成所起的无形而巨大的影响。
在这方面，我国的舆论学研究者提出了几个颇为重要的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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