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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对出版这套《欧洲新闻与传播学名著译丛》深表赞赏和支持。
　　我在中国担任欧盟大使已四年有余，我发现，虽然欧洲越来越了解中国，中国也越来越了解欧洲
，但遗憾的是，这种相互了解还仅仅局限于政府和外交层面以及商贸领域，在教育和研究领域这种相
互了解仍嫌不足。
　　当然，我们取得的成果是显著的！
但这尚无法满足中国与欧盟希望建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需要。
我认为，应该让中国人民和欧洲人民都参与到中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设中来，相关的前提是，中
国和欧洲相互了解并理解各自的社会运行模式。
　　在欧洲，如同在所有先进的民主国家，报刊和其他媒介通过影响公众舆论，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影响其他权力机构，如行政机构、立法机构甚至司法机构。
因此，认识欧洲传媒的运行模式将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复杂的欧洲社会。
　　在欧洲各国，由于没有新闻审查制度，并且由于表达自由是一种基本的价值观，所以新闻媒体是
自由的。
但这并不意味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欧洲的新闻媒体就可以完全摆脱各种权力机构的影响及商业
利益的掣肘。
　　因此，这套《欧洲新闻与传播学名著译丛》的出版是值得举荐和鼓励的。
　　我热切希望这套丛书有助于更多的中国读者深入了解欧洲传媒及其运行特点。
　　这也是了解欧洲本身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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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传统的新闻与传播学进行梳理之后，作者首次以批判的视角，指出传播效果传统理论的局限，并将
研究重点放在制作产业的复杂性和公众对内容的回应能力上。
作者还从民意调查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电视新闻的社会地位以及互联网的掌管等方面，分析了传媒
与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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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埃里克·麦格雷（法）Eric MAIGRET，法国社会学家，巴黎政治学院传播与传媒社会学教授、法国国
家科研中心传播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另著有：《文化研究：人类学视角》（2008）、《超级总统》（2008）、《电视剧之喜爱理性》
（2007），《反思传媒文化》（2005）、《传媒与传播》（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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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　研究客体的构成　　第二章　传播社会学错失发展转机　　与上一章不同，本章面向的是
对社会学有一定了解的读者。
为了尊重传播思想发展的时间顺序，我把这一章放在全书开头，但读者最好同时阅读第十五章（关于
反思和经验）。
翻检社会学的初创时期，不仅是为了研究思想史。
许多学科的发轫时刻被忽视或被认为乏善可陈，但是就传播问题而言，那段时间至关重要。
传播研究在21世纪初重获新生，部分原因就是20世纪初的某些成果被再度激活。
20世纪上半叶的传媒研究一直是直接效果（即传媒操纵个体）的说法占主导，导致个人心理和社会关
系的动力被漫画式处理，但实际上20世纪初的理论资源是相当丰富的，原本可以成就更为细致的传媒
和公众分析。
欧洲社会科学的奠基人无一忽视传媒问题，每个人都贡献了重要的思想元素。
美国实用主义学者也对传播问题感兴趣，视之为当代的中心问题之一。
但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现代性意味着的根本断裂也出现在这些思想家的作品当中，有的作品甚至充
满了对社会演进的悲观看法。
因两次世界大战和极权主义的冲击而产生的悲观主义，显然不利于欧洲人围绕传媒（现代性最主要的
标志物之一）展开系统研究。
在美国，学术研究在30年代也一度衰落，但实用主义始终很有影响，其概念和认识论今又被重新发现
，让人得以把握最前端的现代性所包含的矛盾。
新世纪的传播研究就将走向这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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