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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理解传播即是理解我们所在的社会和时代：传播的目的是按照社会阶层的变化和现实力量的对比
关系来营造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如果把传播视为一种进步力量，视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那么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维度
的历史进程中，都可以观察到传播的影响。
传播在政治权力的确立与合法化的过程中，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在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过
程中，以多种具体形式——例如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的信息表现，等等——参与了传统文化秩序的衰
落、现代职业伦理的形成与巩固，以及生活价值观的不断更替。
很多时候，通过大众媒体展现在大众面前的传播行为，被视为主要的社会影响力。
　　人类的传播行为历史悠久，从远古时代口耳相传的音调，到自然语言向对象语言的过渡；从甲骨
竹简到纸张印刷，再到电子显示屏，都强调了社会主体传播活动的内部反应，或者社会主体间互动反
应的关系。
没有一个信息能够脱离社会结构，或者脱离信息传播者和信息接受者共处的具体环境。
信息的存在方式绝不仅仅是信息本身：信息总是处在传播者和接受者双方的互动关系当中。
可以设想，在一个传播行动当中，我们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提取特定的信息作为我们意
识当中的表象，来作为支持自己的信念和观念的依据。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世界逐渐平面化的时代，这个平面化的过程是通过经济全球化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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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闻业不必然创造民主，民主也不必然制造出新闻业，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
这正是当今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媒体研究学者迈克尔·舒德森在本书中所要论述的核心问题。
以美国媒体为研究对象。
但辅之以比较研究的文本背景，作者把新闻理解为既是故事讲述又是事实指向的操作模式，正是在这
样的新闻报道规范与框架下，作者围绕今天的公共知识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这二者之间所产生的诸多
争辩进行了阐释。
本书为舒德森近年来最有代表性的论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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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卫星，四川人。
法国司汤达大学信息传播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学术研究领域包括传播学理论、国际传播和媒介文化，代表性论著有《传播的观念》。
　　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tludson），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之前在圣地亚哥加
州大学任教多年。
　　研究方向涉及新闻社会学与新闻史、广告、通俗文化、文化记忆等。
著有《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广告，艰难的说服》、《美国人记忆中的水门事件》、《
新闻的力量》、《好公民》、《新闻社会学》、《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等多部著作。
　　贺文发，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学博士、副教授。
著有《突发事件与对外报道》、《俯视到平视：外国媒体上的中国镜像》（合著）等，主要研究领域
为：国际传播、国际新闻、西方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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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陈卫星序言 秋风第一章 导论：事实与民主第二章 新闻服务于民主的七项主要功能第三章 新闻业
的美国模式：例外论抑或范例论?第四章 1890年-1930年——作为大众艺术的美国报业的浮现第五章 民
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第六章 当代美国新闻业中的政治概念第七章 寻常状态下政治报道的不寻常之
处第八章 事件的无序以及对故事讲述的焦虑第九章 为何对话并非民主之魂第十章 专家的问题——为
何民主社会需要他们索引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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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已故的一位同事，社会学家贝奈特·博格，几年前曾说我的很多研究结论总是有着同样的风格
：“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
”我一直试图证明贝奈特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但我必须承认他的话有一定道理。
这并非一个蹩脚的表白，因为我们俩所确信的唯一事情，就是在关涉到人类行为的理论时，这些理论
无一例外全部错误。
所有这些理论都是错误的，除了那些太过于空洞或者过于哕嗦以至于不能称之为理论的理论。
好的理论——那些为观察世界而提供的某种简明的理论——都被一一推翻，有的是被各种事件（这正
好是新闻界的特有兴趣）所推翻；有的是被岁月的变化（历史学家的翻案）所推翻；有的是被不同文
化的变化（人类学家的翻案）所推翻；有的是被不同个体间的变化（即统计学家称之为“正态分布”
的翻案）所推翻。
　　然而，我们据此就认为新闻界、公共生活以及公共知识是复杂的也略显草率。
学者的使命之一正是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中找出一条适当的路径，而这就要求你必须明白自己的方向
。
我的目标即是理解新闻界在民主中的特定位置，尤其是当我们不再把民主等同于最大限度上的参与或
是直接的大众治理时，又该如何理解新闻的使命。
学者、记者包括公民都应该学会认识各种制度能够约束和帮助民主政府的各种方式。
我们应该学会认真享受代议制民主的好处。
我们应该知道专业的知识（专家拥有的）和集中的权力（政治家或法官拥有的）是民主的必要组成部
分，并且民主的任务是去约束专家而不是去消除专业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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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新闻界可以成为一个实现社会变革的主体。
不可爱的新闻界不仅可以支持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也可以推动不那么民主的体制框架更趋于民主，
甚至可以推动一个并不民主的社会走向民主⋯⋯　　——独立学者、时评写作人秋风　　新闻界的不
可爱与不负责有诸多原因。
对此，舒德森教授在这本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将向读者一一陈述。
另外，本书也对独立的新闻界在民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为什么“讨人嫌”的新闻记者与总统
一样能促进公共利益这两大主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纽约客》媒体撰稿人、作家 肯·奥莱塔　　作为当今世界最为杰出的新闻媒体学者之一，
迈克尔·舒德森在本书中集合了他针对新闻与民主这一主题所撰写的最富有智慧与洞见的系列学术论
文。
在本书中，作者为常识性知识进行了辩护，并对已然神圣化的规范与教条进行了抨击。
本书语言精练、风格典雅、实为不可多得的学术专著。
　　——伦敦大学金斯密斯学院詹姆斯·库兰　　在当代美国探讨媒体与政治这一主题的学者当中，
迈克尔·舒德森无疑是最富有智慧的。
本书即为明证。
作者对于新闻与民主的思考令人心悦诚服。
翻阅本书，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对滥用权力的精妙评论，对事实真相的功能性与必然性、报纸的退
化与消蚀、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出现、权力的公开监督、提升民主的重要性等方面的阐述。
舒德森向读者讲述了为什么新闻业不是事实与真相的本源。
同时，作者也解释了为什么新闻记者热衷于报道那些扰乱人们常规生活方式且对权威人物有遏制与惩
戒作用的事实性信息，哪怕是那些令人不快的信息。
这就是为什么在当今这样一个政治极度媒介化的世界中。
有很多事情从来就不是它们表面上所看到的样子的原因所在。
　　——威斯敏斯特大学民主研究中心约翰·肯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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