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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众媒介是现代社会建构的产物，体现人的目的和社会的目的是其宏大而又错综复杂的使命。
能够以舆论和合法性的诠释支配事物的存废，大众媒介应该具有权力，应该在社会的权力舞台上扮演
角色。
媒介权力的问题是一个主体重构和道义重构的问题。
需要有基于正义、理性、科学的体制和规则的保护，使社会成为开放而和谐的权力的舞台，每一种权
力无论强弱都受到尊重都有表现的机会，而非权力的角斗场，一切弱小的权力都会被强权打倒并踩在
脚下。

　　《媒介权力论：结构、精神、目标》在媒介权力研究上分总论和分论两个部分。
总论部分主要廓清并且评价大众媒介权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体现人间正道、时代精神、利益追求
以及应对整个社会权力结构关系中的复杂表现、社会影响以及一以贯之的精神；分论则主要从大众媒
介权力一以贯之的精神出发，考察大众媒介权力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应该发挥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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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源于自由主义报刊的公共批判传统，有一种看法，认为自由的媒介是政治失败和社会不稳定的一
个重要的因素。
譬如戈尔巴乔夫解禁后的媒介被认为是苏联解体的助推器。
事实上，以公共的批判随时向政府内腐败和错误的行为宣战，媒介权力实质上充当了纠错者的角色。
苏联的崩溃与其说是因为对媒介自由的开放，不如说是因为对媒介自由的长期禁止。
分析西方媒介权力用一种怎样的结构方式既坚持了媒介自由又维护了社会稳定，具有某种现实的意义
。
　　人人即媒介的理想因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正在日益地变为现实，可是媒介的权力却并没有在政治
和社会的舞台上显现奇观。
万事俱备，尚欠什么样的东风？
　　新闻自由与媒介权力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经由市场逻辑和启蒙逻辑这两个体系的共同作用孕生
而成的。
媒介权力是一种历史的生成之物、历史的动态之物，只有回归历史的逻辑之中才能揭示媒介权力的本
质特征、运行规律和现实问题。
　　从市场的逻辑看，大众媒介基于人性的需求和市场的需求而产生，最初是依靠发行来获取利润的
。
当大众对信息的需求与政府对信息之间的控制发生冲突时，媒介为了满足大众的需求开始了争取新闻
自由的行动。
此时，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对新闻自由的召唤，是为了实现媒介（信息传者）的动机和满足大众（信息
受者）的需求，表现出媒介和大众对权力、目的和意义的共享。
在政治上展开行动的同时，在经济上媒介也发明了广告这一赢利的新手段。
从一个方面看，报刊依靠广告的手段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广告成为报业自由的助产士，证明媒介以
市场为基础的体制具有合理性；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所谓自由报刊的助产士只不过是让报刊从一群人
的宰制中自由地转移到了另一群人的支配之下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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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于大众媒介是一种历史的变数之物，所以，对于大众媒介权力的研究不能耽于既有的现象与现
实，而应该是在大众媒介历史的全部思考和评价中，考察其精神和命运的轨迹，及其在人类社会发展
和进步中所起到的或好或坏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要在纷纷扰扰的历史现象中廓清媒介权力的人道与
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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