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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的再现》

内容概要

● 受众理论的多元维度解读：大众、精英与公民
长期以来，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理论有种刻板印象，即其理论中的受众都是受宰制的，作者试图用
伯明翰学派中的多元受众分析模型重新解读法兰克福学派受众理论的多种维度。即除大众外，还有精
英和公民，分别对应受宰制者、反抗者和协商者。
打破对法兰克福学派受众论的刻板印象，打通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受众理论，重新构建了一
套受众分析模型，突出公民协商的维度。
● 法兰克福学派的群像和历史：
从霍克海默、阿多诺，到哈贝马斯，再到霍耐特，作者回顾了第一代学者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
塞的理论中大众的形象：受虐狂、蒙昧者与单面人，也挖掘了其隐含的精英形象：批评家、拯救者与
造反派，甚至主流之外的本雅明和洛文塔尔的理论中隐含的文化消费者形象，即消极公民维度。第二
代诸学者如哈贝马斯则努力扩展受众理论中的公民维度，完善公民的形象：协商者、立法者和公共知
识分子。他们是公共领域中具有同等的符号权利和传播权利的平等公众。具有语言交往资质和遵守语
用学伦理规范的公众是公众中的合格公民。公共知识分子则是公民中的精英。作者还展望了第三代法
兰克福学派的未来。
● 平等的传播如何可能？
以理论建构和学派历史发展，展现法兰克福知识分子对弱势大众的关怀，挖掘了现代社会公民协商的
机制。“平等的传播如何可能？”这是现代社会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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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的再现》

精彩书评

1、本书在内容上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在文字上却类似散文随笔。虽然只有１２万余字，却道出了政
治传播学的一个重大问题。这种书似乎有上世纪八十年代走向未来丛书的影子。平等的传播如何可能
？或许这世上本来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平等，我们孜孜以求的只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幻像而已。
2、平等的传播和传播的平等。尽管传播的控制论和效果论自有其客观中立的或来自科学论的自我辩
护的理由，但在一个原本就不平等的传播格局里，控制论和效果论的中立诉求在结果上却会产生不可
控制的滑向不中立的恃强凌弱的效果，何况总不乏公开地声称要为权力集团和利益集团服务的传播控
制论和传播效果论。如果说经验学派的问题是“有效的传播如何可能”，法兰克福学派的问题则是“
平等的传播如何可能”
3、本书在内容上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在文字上却类似散文随笔。虽然只有１２万余字，却道出了政
治传播学的一个重大问题。这种书似乎有上世纪八十年代走向未来丛书的影子。平等的传播如何可能
？或许这世上本来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平等，我们孜孜以求的只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幻像而已。
4、本书在内容上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在文字上却类似散文随笔。虽然只有１２万余字，却道出了政
治传播学的一个重大问题。这种书似乎有上世纪八十年代走向未来丛书的影子。平等的传播如何可能
？或许这世上本来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平等，我们孜孜以求的只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幻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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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的再现》

章节试读

1、《受众的再现》的笔记-第8页

                第一代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中的受众形象既呈现于纳粹极权社会，也呈
现于战后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关于大众，主要有受虐狂、蒙昧者与
单面人等三种形象，构成批判理论的客体或他者。关于精英，则主要有批
评家、拯救者与造反派等三种形象，构成批判理论的主体或自我。第二代
和第三代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中的受众形象则呈现于多元资本主义社会，受
众已经是公共领域中具有同等的符号权利和传播权利的平等公民，可区别
为消极的消费公民和积极的批判公民。关于公民，主要有消费者、立法者
与公共知识分子等三种形象。公共知识分子是公民中的精英，与其他公民
具有同等的法权人格，但也同时显示其社会身份的差异，构成第二代和第
三代批判理论的自我形象。

2、《受众的再现》的笔记-第9页

               从大众到精英，再从精英到公民，法兰克福批判理论中受众形象近一个世纪的嬗变，显示了一
个受众位置趋向于平等的历史轨迹，也显示了传播学从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的转变。这其中
包含了那些籍籍无名的受众或沉默或喧嚣的抗争，也包含了那些暴得大名的现代唐吉诃德们嘶哑的呼
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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