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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媒介人种论》运用广泛意义的传播人种学，以多种视角将不同时代的大众传媒置于特定的语境
下，通过对其主导群体特征的考察，重新梳理意识形态、生产系统、社会结构等因素与大众传媒的关
系。
大众传媒被用于唤起民族危机意识，以现代性摆脱危机。
新兴传播技术及日益兴起的媒介文化使中国文化陷入新的危机，同时也创造了复兴的契机。
适读对象：新闻传播专业的师生、研究者、媒介管理者、媒介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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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海阔，河南长葛人。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
现为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影视系硕士研究生导师。
在国内核心期刊及国外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文数十篇，主持浙江省、上海市课题两项。
合著有《大众传媒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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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报刊：　　第一节　维新派：新民族一国家的初步想象：　
　19世纪初，西方机械化铅印术传入中国沿海地区，只是由于印刷需求和官方抑制等原因，一直没有
突破主流雕版印刷的框架。
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印刷制品的渗透，在速度和质量上都占据明显优势的现代印刷术，引起国
内研制汉字铅活字技术的热潮。
1870年代起，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勃兴，推动印刷术迅速发展，石印术得到广泛应用。
与之相应，传统的软纸由于不便双面印刷、价格高，大量被“洋纸”取代。
虽然政府禁止国人办报，却允许外国人办报，而且少数中国人也在官僚和外国人的幌子下谋求发展。
这些早期报刊为国人兴办报纸奠定了人才、技术和经营管理基础。
自国人自办报纸创刊，这种新兴媒体在各地不断得到推广，主要用途无外乎营利和宣传政治观点，尤
其以前为主。
《马关条约》签订后，私营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得以合法化。
在相关技术和政策支持下，报刊已经具备了向大众传播的潜力。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一方面产生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另一方面也获得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
的契机。
民族危机直接导致了民族认同的重新建构和对新国家的吁求。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经济上要求有一个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外部环境，而且要求理性个体的自律性。
这两种要求都呼唤社会系统出现能够协调自律个体以及由他们组成的群体的传播系统。
康德认为，“外部本质的理性知识的真相和道德规范的有效性都只能由‘共感’（sensuscommunis）
的检验建立起来，而后者的确定要在经过公众的讨论和争议之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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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媒介人种论》涉及的研究跨度相当大，几乎每个部分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有着丰
富的研究成果。
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著作经常有人用“汗牛充栋”来形容，而它与前现代和后现代的关系以及当前与全
球化的关系更是一块活跃领域。
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现代性，应当对这些概念传统进行简要的勾勒。
同时，在方法论上，随着人种学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的升温，传播人种学也成为一种重要方法得到广泛
应用。
因此，对于现代性、后现代性、多元现代性、东亚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和传播人种学等概念的梳理，
能够为《媒介人种论》的继承、创新和价值确立某种参照。
《媒介人种论》在此基础上编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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