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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说起大学，许多人都会想起教育家梅贻琦校长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
师之谓也。”大楼是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大师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呢？　　大师的成长，当然离不开种
种主客观条件。在我看来，在诸多的因素中，一个十分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就是学术思想、学术观
点的充分展示与交流。纵观历史，凡学术繁荣、大师辈出时期，必有一个做学问者有可以互相炫技、
彼此辩论、各显神通的大舞台。古代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离不开当时的客卿、门客制度，为
不同的观点、流派彼此公开竞争并得到君主的采纳搭建了平台；学者阿英在论及晚清以来中国新思想
、新艺术的繁荣时，列举了三条原因，其中的第一条原因“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
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的产生”。北京大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新思
想新文化的发源地，社团与杂志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18年，《北京大学月报》成为中国最早的
大学学报，加之《新青年》、新潮社等杂志、社团为师生搭建了一个有声有色的大舞台，开启了自己
近一个世纪的辉煌。国外名牌大学的发展，无不伴随着一次又一次思想的激烈交锋、学术的充分争鸣
，并且这些交锋和争鸣的成果都得到了最好的展示与传播，没有这些交锋与争鸣，就没有古老的牛津
、剑桥，也没有现代的斯坦福、伯克利。近代以来的印刷技术、新的出版机制、文化传播业的发达，
为新的思想、学术之间彼此的科技和斗法提供了可能的舞台：伟大的舞台造就了伟大的演员。　　在
现代的大学中，如果说大楼是基础、大师是灵魂，那么大舞台就应该是机制——它意味着研究冲动的
促动、言说欲念的激发、交流碰撞的实现。在这样的机制中，精神、灵魂得到孕育！思想、学术实现
成长！大学本身就应该成为一个众声喧哗的大舞台，一个为大师成长提供基础和机制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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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媒介形象研究》内容简介：近代以来的印刷技术、新的出版机制、文化传
播业的发达，为新的思想、学术之间彼此的科技和斗法提供了可能的舞台：伟大的舞台造就了伟大的
演员。在现代的大学中，如果说大楼是基础、大师是灵魂，那么大舞台就应该是机制——它意味着研
究冲动的促动、言说欲念的激发、交流碰撞的实现。在这样的机制中，精神、灵魂得到孕育！思想、
学术实现成长！大学本身就应该成为一个众声喧哗的大舞台，一个为大师成长提供基础和机制的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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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研究的问题和意义二、关键概念的界定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四、研究的思路、方法和框
架第一章 知识分子媒介形象呈现的社会语境第一节 近现代知识分子与传媒的历史渊源一、早期知识
分子报人的办报活动二、报刊是知识分子发表文艺作品的园地三、报刊成为知识分子的立言空间四、
早期知识分子报人对报刊功能的认识五、传媒实践中的知识分子转型第二节 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媒介呈
现的现实境况一、转型时期知识分子政策的转变二、政治转型背景下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的新型关系
三、文化转型背景下的价值多元化第三节 转型时期媒介呈现知识分子形象的社会意义一、提升社会整
体文化格调二、对权力的制约和政府决策的监督三、“知识成就未来”的全民想象与社会动员四、公
共领域的建构与社会关怀意识的彰显第二章 知识分子媒介形象呈现的主要方式第一节 新闻事件评说
一、专家型知识分子的集体登场二、知识分子何以评说新闻三、知识分子如何评说新闻四、知识分子
的新闻评说中突现的问题第二节 公共事务言说一、公共知识分子兴起二、公共知识分子言说何以可能
三、公共言说的意义四、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五、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说困境第三节 世俗生活展示
一、社会生活的世俗化二、传媒视野中知识分子世俗生活展示第四节 经典通俗解读一、《百家讲坛》
的“通俗说史”二、电视知识分子走向大众第三章 知识分子媒介形象的内涵第一节 社会转型时期知
识分子的媒介形象一、研究方法和样本采集二、研究发现与分析三、研究结论与不足第二节 “下沉的
声望”——知识分子媒介形象危机一、“断裂”的两级社会与精英联盟二、知识精英与民众的紧张关
系三、“媒介声望下沉”——知识界学术浮躁之风第四章 知识分子媒介形象呈现的制约机制第一节 
知识分子自身的分化和媒介态度一、商品经济的逼压和精英文化的衰落二、人文知识分子与科技知识
分子的沉浮三、知识分子职业分化四、知识分子思想分化五、知识分子对传媒的态度分化第二节 传媒
商业主义导向一、新闻界对传媒属性的再定位二、传媒商业主义倾向三、传媒商业主义主导下的知识
分子报道四、“新闻场”与“学术场”——难以跨越的鸿沟第三节 集体记忆的勾连一、集体记忆的理
论追述二、传媒对知识分子集体记忆的建构三、集体记忆与知识分子媒介形象呈现第四节 意识形态的
控制一、媒介内部的权力实践二、主流意识形态的彰显三、知识分子话语权的框限四、知识分子作为
政治符号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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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研究的问题和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代，知识分子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群体
。知识分子历来是被言说、书写的对象，其概念是一个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其内涵和外延的历史范
畴，知识分子大约18世纪在欧洲出现，尔后传人我国，是一个颇有现代意味的外来词。在现代西方，
虽然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的国家的知识分子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是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是指
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
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这也是知识分子词源学上的原意①。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所言，
知识分子“应该是每一时代的批判性良知”，他们是“社会的良心”（曼海姆）和“精神上的流亡者
和边缘人”（萨义德）。　　近现代以来，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在精英文化式微，以
消费主义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崛起的社会语境中，曼海姆所提倡的“自由飘浮的”、“非依附性的”、
独立的、批判的、普遍的知识分子消失了②。随着学院化、专业化时代的到来，公共知识分子随之消
亡，公共文化和公共社会生活因此衰落③。而在当代中国，布尔迪厄所说的一种从特殊走向普遍的公
共知识分子不仅是一个观念形态的理想类型，在学院内部和公共生活空间，他们正在出现，而且越来
越活跃。这是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正是他们将学院生活与公共空间连接起来，并赋予超越的
批判性意义。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死亡了，在整体话语的废墟上，新的一代公共知识分子凤凰涅粲，
走向新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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