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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总序
“后现代观念”
当我把现代传播文丛编定，准备交出版社之时，读到了关于戴维·桑格《现代多米诺骨牌理论指南)一
文的报道。桑格说，韩国和日本都生产计算机芯片和汽车，其中一国的货币贬值马上就可以使这些产
品在别的国家贱卖，从而使这些国家货币贬值。任何国家的经济崩溃都可以在全世界引起一系列无法
控制的事件，这和快速传染病一样，有多种传染形式，市场传染，出口传染，日元传染。市场与政治
紧密联系在一起，很难看出哪是国内政策的终点哪是外交政策的起点。
这真可谓“边界不清”，“多元共生”，这两个词在当下学术刊物中出现频率极高。它标志着我们已
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桑格描述的是一种全球化状况。全球化过程开始于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之时，马克思、恩格斯说过，资
本主义制度使一切国家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共产党宣言)，1848)。
500年前的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是那个时代的全球化．但是，它无论如何无法与今天的全
球化相比。上个世纪末的1 897年英国女王轻轻敲打着摩尔斯电码，向全世界的臣民们发出问候：“谢
谢我所钟爱的人们，愿上帝保佑他们”，可以说是100年前的通讯全球化，但它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今天
的全球移动电话、卫星电视和因特网的全球化状况相比。半个世纪前的1 944年，44个国家通过了布雷
顿协议，确定了战后国际金融体制，这是那个时代的金融全球化。当下金融危机正在席卷全球，学者
们认为这与布雷顿体制不能适应今天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直接相关。经过半个多世纪，美国学者沃尔特
·里斯顿认为，国际金融体系已由金本位、美元本位发展到信息本位，在信息本位时代，对国际金融
秩序任何政府都难于控制。桑格描述的正是这种状况。世界越来越走上边界不清和多元共生，而此刻
我们还看到世界正在实现电脑网络化，并有可能走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竞争又相互调适互补发
展的空前大变革时代。
福科60年代提出了知识型理论．认为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总关系——知识型。文
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是“相似”；古典时期的知识型是“代表”，相信科学的精确性；“现代时期”
的知识型转入“人的纪元”，“代表”失去了清晰度。人们认识的世界只是一个模糊的语义场世界。
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来，社会发展如此之快，前后差别如此之巨，必然带来观念的重大而迅速的变革
。历史是联系的，任何一个时代特征(知识型)都可以在以往的历史里找到它的基因、胚胎、萌芽甚至
童年，但是以往的历史里这些特征隐而不彰，只有到了这个时代它才浮上水面成为时代的主要特征。
到了60年代人类开始进入了信息社会，信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而信息无形无质又传播极为迅速，信
息的这种特征与物质大不相同，于是，事物之间填平鸿沟、边界不清的特征便凸现于社会生活之中。
“边界不清”、“多元共生”作为一种观念，作为一种学术术语也流行了起来。这种观念可不可以称
之为后现代观念我不敢说，但是我相信它反映了后现代状况，我这里权且称它为“后现代观念”吧。
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总会遇到旧的社会规则的阻碍，清除路障继续发展的任务是经由精神的转换
而完成的，即首先确立反映新发展的新观念，然后在这种新观念的引导下实现社会规则的变革，为发
展扫清道路。历史上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会有一次大的变革，因此观念的这种反作用不易引起人们的
重视，而今天社会发展之快早已使人眩目．变革一个接着一个，于是社会发展的观念反作用成了一个
几乎不断的链条，观念更新的意义空前重大，一刻都不可离开。中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目前已经
不似从前，呈现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多重形态重叠的状况，我们只有站在“后现代”这个前卫立
场上，同时又结合中国国情，才可能引导发展。
近6年来，(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以下简称《现代传播》)便是在这里说的“后现代观念”
影响之下走过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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