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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著名的英国史学家H.G.韦尔斯在他所著的《世界史纲》中指出：“在整个19世纪，文艺复兴所解
放出来的西方文明思想完全集中于对社会和政治的创造性的改造。
一场影响民众力量和物质生活的大潮冲刷着整个世界，促成这一变化的正是那解放了的思想在科学上
最早发挥的作用。
”④在紧接着的20世纪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都印证了韦尔斯的看法。
美国当代著名科学史学家I.伯纳德科恩（I.BemardCohen）就明确指出：“20世纪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
革命时代，因为革命发生得更为频繁且其影响也更加深远。
它们不仅使人类及其社会以及社会制度受到震动，而且还撼及自然界本身。
已很难找到一块有人活动的地方能逃避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革命已深入到各个领域：通讯（无线电、电视），制造业（合成纤维和塑料），电子（固态传感器、
印刷电路、集成电路），战争（核武器、导弹），绘画（毕加索、马梯斯、米罗），音乐（斯特拉文
斯基、勋伯格、斯托克豪森），文学（乔伊斯、F.沃尔夫），导航（雷达、远程定位），各门科学学
科（爱因斯坦、玻尔、克里克和沃森），医学（索尔克疫苗、精神分析、起搏器、心脏外科），还有
数据和信息处理——由此我们已经看到了计算机革命的步伐。
我们还亲眼看到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在永无完结地继续：受到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影响的人比以往任
何一次革命都多，受到影响的程度也更深；来自有关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大大小小的起义和暴乱的新闻
越来越多，从军事政变到地道的社会和政治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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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满足广播电视专业研究生教学的需要，两年前我开始撰写这部《世界广播电视发展史》。
事实上，涉及此类内容的教材也有不少。
但这些教材中大多把此类内容纳入到新闻史中加以阐述，有的则主要以国别史的方式分别介绍。
虽然各有所长，但与广播电视学的教学体系难以匹配。
怎样把广播电视放在宏阔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背景下加以审视，并更清晰地梳理出它的发展
脉络，是撰写这部书稿的主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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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毕一鸣，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院校广播影视类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

　　具有多年媒体实践工作经验，2001年调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主要从事广播电视基础理论、广播电视艺术学以及舆论传播等领域的研究，并承担了多项固家和省部
级课题研究。
先后撰写了《现代广播电视论纲》、《语言与传播》、《传必求通》等多部著作和教材，主编“广播
影视艺术系列丛书”（十部）、“播音与主持系列教材”等。
在《现代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等杂志上发表过八十多篇学术论文，在媒体传播实践中，获
得国家和省级二十多项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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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国当代著名科学史家、教育家，哈佛大学教授I.伯纳德·科恩曾指出：“19世纪是一个革命的
时代，在政治、社会、科学、工业、文化和艺术各个领域都发生了革命，无论其成功与否。
这在历史上第一次使人们懂得变化可以是戏剧性的、革命的，而不只是渐进的。
20世纪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革命时代，因为革命发生得更为频繁且其影响也更加深远。
它们不仅使人类及其社会制度受到震动，而且还撼及自然界本身。
已很难找到一块有人活动的地方能逃避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革命已深入到各个领域：通讯（无线电、电视），制造业（合成纤维和塑料），电子（固态传感器、
印刷电路、集成电路）⋯⋯，由此我们已经看到了计算机革命的步伐。
”英国科学家图灵1937年提出思考原理计算机——图灵机的概念，促进了计算机理论的发展。
1944年，英国研制成功“科洛萨斯”计算机用于破译“二战”中德军密码，但不为世人所知。
现在普遍认为，1946年在美国问世的ENIAC是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
它由1.8万只电子管组成，尽管体积庞大，功能有限，但为人类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
1969年，美国军方将四台计算机连接起来，诞生一TN特网的雏形。
计算机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应用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多的计算机连入网络，显著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
工作等方式，有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人类经历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后，开始迈向信息社会。
　　德国当代思想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在《后民族时代的形势》一书中讨论了人类社会在20世纪的特
点和教训。
在技术解放的普遍背景下，20世纪的社会结构变迁具有普泛化的暴政和社会进步交替存在的矛盾性的
总体特征。
要点如下：　　1.人口增长及其城市化与技术进步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社会冲突规模由集中化
向分散化的转化。
　　2.教育革命促进了产业结构和就业体系的结构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演变趋势，它不仅消除了文
盲现象，而且还使第二、第三产业的教育培训体系急剧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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