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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个传播的时代。
人类传播与社会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人的一生，是传播的一生；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传播发展史。
对于现代人而言，传播是硬道理。
学习、了解、掌握传播的理论和方法，是现代人必备的基本素质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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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如离不开空气和水一样，人的日常生活，也离不开传播。
特别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在社会上的最主要行为方式就是传播。
人的每一天，是由各种各样的传播活动构成的。
与人交往和沟通是传播。
读书看报、看电视上网、打手机发短信，都是在接受或者是传播信息。
听老师讲课，看书学习，也是如此。
即便是哪儿也不去，谁也不接触，一个人闭门沉思，也可以看做是传播。
只不过传播是在甲我和乙我之间进行罢了。
知识的积累，思想的碰撞，理论的升华，都需要借助传播。
尽管人们并不一定意识到自己是在传播，尽管有些人说不清什么叫传播，但自己的行为的确是在传播
的轨道上。
有时顺利了、成功了，有时却受挫和失败了。
人们或许并不知道，这可能是传播的规律所导致的结果。
　　从整个人类来看亦是如此。
人类的诞生以及发展到的每一步，都是以传播活动为基础的。
传播使人类交流信息、缔结关系、形成合力、增加交往和联系。
离开了传播，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
有效的传播，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动物或多种社会构成的世界。
　　那么究竟如何解释“传播”一词呢？
从词源上来考察，在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系统里，“传”与“播”通常是单独使用的，它们有着相近但
是又不同的含义。
“传”的含义为传授、传承、表达、流露等，如《师说》中“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为传授
、教授之意；《墨子·所染》中“此王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为传承、流传之意；
《抱朴子·行品》中“而口不传心，笔不尽意”，为表达、流露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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