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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的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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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涉及到政治学 、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领域 ,是多学科精华的结合点 。

在中国 ,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章著作并不多 ,其研究力度 、深度及广度更是在不同程度上存有缺憾。武汉

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张昆教授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以下简称“张著”)是同类作品中最系统 、最深入的一部学术力作。读后 ,笔

者觉得此著至少有如下几个突出特色:

(一)结合多学科 、多视角地研究问题。当代中国 ,关于政治社会化的研究 ,主要是由政界 、政治学界

来推动的 ,在方法 、资料等方面借鉴了西方学者既有的成果不少 ,但在时代背景 、思想来源及其理论基础方

面 ,与西方国家政治社会化研究又不同。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一样 ,在政治社会化的基本原理方面投入较

多 ,在实证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较多 ,但对于各种渠道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特别是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

功能 ,只做了概括性的描述 ,这方面的研究多流于表面和形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大众媒介的政治

社会化功能研究的复杂性 ,涉及的学科多是重要原因之一。能够把此研究系统 、有序 、深入地梳理实属不

易。而张昆教授能够做到这一点 ,并把研究成果展现在世人面前 ,为研究者提供理论向导是与他自己的学

科背景 、丰富经验 、学术修养分不开的。张昆教授在大学本科学习的是历史学专业 ,研究生时期改学新闻

传播学 ,博士阶段攻读的是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他很热爱自己所学的专业 ,也很庆幸自己学了这三个专

业 ,他更庆幸的是自己找到了一个充分发挥自己既有潜能的选题 ,把历史学 、新闻传播学 、政治学所学知识

和多年积累的资料充分利用 ,实现了三个学科领域最好的结合:在任何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 ,信息媒介 ,特

别是现代大众媒介都是政治社会化的基本渠道之一 ,而所有的政治社会化 ,又都是具体的现实的历史进

程。这种学科背景也使全书脉络清晰 ,每个论题都环环相扣。全书无处不显现出作者的学术修养。

(二)宏观与微观兼顾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张著“试图对大众媒介的政治化功能进行全景式的描述” ,

其视角是广阔的。以前 ,政治社会化研究的重点主要是集中在成年以前的儿童阶段 ,对社会化渠道的关注

也只偏重于家庭 、学校 。而新闻学者和媒介从业人员所关注的 ,主要是对路线政策的宣传和对权力的监

督。张著以其人生过程的广阔视角 ,专就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同时 ,张著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其书中的最后一章 ,对中国当代大众媒介政治社会化功能进行分析 、反思 ,并找出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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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解决问题的方法。张著把问题具体化 ,联系中国的实际 ,更增添了这部专著的价值 ,为作为政治社会化

的基本渠道的中国大众媒介引路 ,对中国当代公民的政治社会化进程有所帮助。一部服务于社会的著作 ,

如果仅仅限于抽象的理论思维 ,而不结合实际的话 ,这一理论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玄学” ,其生命力也不会

长久。张著在对宏观理论进行抽象阐述的同时 ,紧密结合中国大众媒介的现状 ,针对中国大众媒介在政治

社会化功能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是一种对理论的升华 ,对实践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三)结构严谨合理 ,论述层层递进。张著布局合理 ,结构清晰 ,条分缕析 ,丝丝入扣。全书以“导

论”作鸟瞰式的全景扫描 ,全书分八章 ,论述深入剖析 ,洋洋洒洒 40万字 。全文严谨 、有序。第一章导论

主要就政治社会化的概念做一般性的探讨 ,并就大众媒介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方式做了简要地

描述 。作者还就中外政治社会化研究存在的历史作了全景式的扫描 ,并对目前政治社会化研究存在的

阙失进行了粗略的探讨 。第二章探讨了大众媒介本身 ,阐述大众媒介何以成为政治社会化的主渠道 。

首先 ,作者从大众媒介的历史出发 ,简要的分析了各种不同媒介的特点 、优势和劣势 ,这是大众媒介成为

政治社会化主渠道的基本依据;其次 ,作者还集中地探讨了大众媒介系统的结构及其内部关系;再次 ,作

者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大众媒介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信息“把关人”地位 、把关的依据 、大众媒介传播的

内容及不同国家传播媒介的特点 。第三章和第四章是全书的中心部分 ,集中探讨了大众媒介的功能和

政治社会化功能。作者循着社会功能 、政治功能 、政治社会化逻辑 ,先从大众媒介的社会功能着手 ,进而

探讨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这两章的论证比较全面地展现了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内涵 ,既从个人的角度

揭示了政治人的培养过程 ,又从社会的角度展现了政治文化的传承和政治体系维持与变革的过程。第

五章探讨大众媒介政治社会化效果的内涵 ,梳理了传播效果理论发展演进的基本脉络 。在此基础上 ,又

比较深入地分析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的负面效应 ,即政治社会化的失败 、媒介暴力和色情内容

以及刻板印象的各种影响 ,这一章还深刻关注了影响大众媒介政治社会化效果的消极因素 。第六章研

究大众媒介政治社会化功能的调控问题 ,作者从三个大的方面探讨了专制制度下对大众媒介政治社会

化功能的调控 ,自由主义条件下对大众媒介调控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对大众媒介的调控 ,并就此进行了简

单的比较分析 。第七章探讨了大众媒介政治社会化的艺术 ,作者从媒介组合策略 、内容组织的艺术 、媒

介表现的艺术以及时机与环境把握的艺术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第八章 ,即最后一章则是全书的点睛之

笔 ,对中国当代大众媒介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反思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策 ,这也是张著研究的最终目

的———希望对中国当代公民的政治社会化进程有所帮助 。作者在对历史与现实反思的基础上 ,就改进

大众媒介在政治社会化进程中的传播行为及政治体系的调控政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与看法。纵观全

书 ,围绕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细细论述 ,层层深入 ,逻辑清晰 ,便于阅读 ,易于查阅。

(四)内容丰富充实 ,资料翔实 ,旁征博引 。一部优秀的学术作品要求作者必须具备相当的学术修

养 、积累 。张著中大量的注释 ,众多的参考文献 ,以及最终转化而成的丰富内容 ,都显示了作者在这一研

究领域深厚的学术积累 。张著应用了大量的马恩著作及国内外文献 ,是作者多年阅读收集的结果。作

者始终坚持忠实原著的态度值得学习 ,例如 ,在论述政治社会化思想的渊源时 ,作者大量引用古代思想

家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卢梭等的作品 ,以原文支持自己的观点 ,让我们看到 ,从柏拉图到卢梭 ,历史上有

许多的思想家 、教育家对社会化问题或政治社会化现象进行了探讨 ,这些探讨作为宝贵的思想资源可以被

看成是现代政治社会化思想的历史源头。除此之外 ,几乎每一页都有参考文献和资料来源的注释 ,作者如

此旁征博引 ,既体现了作者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 ,还可以使读者对哪些是作者对前人某些观点的扬弃 ,

哪些是作者本人的见解一目了然。书中参考文献达 228部之多 ,少有人不为作者的知识渊博而赞叹 。

一部学术著作的好与坏 ,关键在于其内在的学术价值 ,《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显现出巨大的

思想理论活力和深厚的学术功底 。不仅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为此研究领域增添了一项有重大意义的成

果 ,而且对于推动我国对此研究亦有积极的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 ,对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社会化进程有

所帮助 ,值得广大读者仔细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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