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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汤姆·斯丹迪奇 Tom Standage 毕业于牛津大学，学习工程和电脑科技，目前是《经济学人》杂志的数
字编辑，掌管杂志的网站及其移动端版本，此前还在《经济学人》担任过商业编辑、科技编辑和科学
记者。他同时还是专栏作家、BBC时事评论员，也为《卫报》《每日电讯报》和《纽约时报》等媒体
撰稿。其历史著作还包括《人类食物的历史》《六个杯子中的世界史》，以及畅销书《维多利亚时代
的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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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 言 西塞罗的网络
第一章 社交媒体的古老基础：人类为什么天生喜欢分享
第二章 罗马的媒体：首个社交媒体生态系统
第三章 路德的观点如何疯传：社交媒体在宗教改革中的作用
第四章 流动的诗篇：用于自我表现和自我推销的社交媒体
第五章 让真理和谬误互相争斗：管控社交媒体的困难
第六章 到咖啡馆去：社交媒体如何促进创新
第七章 印刷的自由：社交媒体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作用
第八章 人民的哨兵：暴政、乐观和社交媒体
第九章 大众媒体的兴起：集中化的开始
第十章 社交媒体的反面：广播时代的媒体
第十一章 社交媒体的重生：从ARPA网到脸书
结 语 历史将自己“转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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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冒着误解伟人意图的风险，我认为他说的是我们都喜
欢用今天的理解来看待历史。这本书就是这样一个著作：社交媒体早就有啦，太阳底下无新事。我很
讨厌这种腔调，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任何一门社会学科的研究差不多都要走这条路。按理，我们理
解的社交媒体是计算机网络时代的“脸书”和“微博”，但人类思维的特性就是发现“现象后的本质
”，无非就是通信、就是传播，从根子上讲，人就是以此来区别于动物的。好在追溯历史是为了反思
现在，不得不佩服类似本书作者的很多外国媒体人，他们有着学者的严谨同时有着媒体人的敏感，能
将很多知识都融贯到体系化的表述中去，很有阅读价值。从这一点看，我们的很多学者也好、媒体人
也好，都很难写出这样有趣的作品。
2、梳理性强，最后的章节内容再丰富点会更好
3、作为通俗读物很流畅，基本写法是先拟定当今社交媒体的几个特点，然后再反推历史上的各种传
媒发展史，所以就把书籍史、印刷史、咖啡馆文化史、新媒介发展史融合了起来。如果按学术著作来
看，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注明材料出处（不知原著是否如此），如果按通俗著作来看则清晰简单。
4、博客是新型的小册子，微博和社交网站是新型的咖啡馆，今天社交媒体的重生既是互联网时代带
来的深远转变，也是对历史的致敬与回归。
5、回顾社交媒体的演变以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观点很明确。
只是所选用论据导出结论的过程略显随意，甚至让人觉得牵强。
6、似乎看了满满一整本的媒介案例
7、史论真的好无聊
8、纪录片解说词
9、社交媒体简史。
10、作者是个记者，作品是个通俗读物而已，但是很多内容很好玩，比如咖啡馆文化史
11、这本书可以算是一部媒介的发展史，中间涉及了各个领域与之交集的内容。笔法通熟易懂，不生
硬，可读性强。
12、9月里读完的第三本书。全书所展现的恢弘的视野，把社交媒体置于人类历史的维度下，让人着迷
。其核心观点认为今天的互联网社交媒体其实是罗马的公共广场，或者17世纪欧洲咖啡馆的回归，更
加符合分享，开放的创造精神，而近150年历史的大众传播历史则更像是一段插曲，其趋势已可预见。
值得一提的是，林华的翻译流畅而到位，与本书作者的才华交相辉映。好书好书，力荐。
13、从历史中观照现在，许多争论早已有之。
14、当下来看，社交媒体不算什么，但是回到古罗马时代，考证那时的社交媒体就别具一番风味。
从早期的莎草纸卷、诗歌和小册子之类的社交媒体，甚至更具原始雏形的咖啡馆，交流信息是这些媒
体不断发展的强需。在互联网大众化泛滥的今天，研读社交媒体的前世今生，也更清晰地看到历史上
政府对社交媒体的利用、引导和控制，包括历史上曾经对大众媒体的控制失败事件。《从莎草纸到互
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回归生态与历史的考量，还原2000年社交媒体的全貌，也反思社交媒体的利
弊得失。

15、如果这是篇博客 我给五星，作为一本书，讲的太浅了
16、粗略介绍了社交媒体形式的历史演变。从小册子、书信、咖啡馆，到广播、电视，再到现在的互
联网，作者认为是从分享、互动和参与，到单向的被动接受，再到大众参与的回归。此外，古希腊人
认为，言说优先于书写，这点也很感兴趣。翻译五星。
17、前五分之三都有趣极了，与现代生活越紧密、内容也开始变得越无趣。到底是我们无趣，还是我
们的时代本身就很无趣。“听闻很多事情却毫不受益、他们看起来无所不知，其实却一无所知”，苏
格拉底一针见血，吾辈却仍沉醉在信息社会的伟大中兀自感动。
18、还行吧 比较清晰 就是结尾预测有些狗尾续貂 还特么想对用户收费 真是活在梦里
19、新的视角
20、不足在于案例都太正面了
21、人类媒体发展史，媒体作为人类思想交流的主要平台，作用日益巨大，技术的发展也给媒体提供
了更多的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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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很好，阐述稍显单薄，突出媒体作用方面叙述到位，但客观的放到历史长河中，只有媒体没有历
史时期的机缘巧合，很多事情不会发生。
另一个感触是国外的创业看起来似乎都有某种情怀... 
22、外新史
23、这本书其实是梳理了西方人类历史上信息传递的方式，从以个体为传播主体和以某一类权威媒体
为传播主体之间的摇摆勾勒出了西方的信息传播方式。从莎草纸-小手册-咖啡馆-报纸-电台-电视-互联
网-社交媒体这一脉络就是此书的内容。比较遗憾的是这本书并没有分析这一脉络中人类分享信息的异
同和规律，只是在字里行间带过了一些，有些不够清晰。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为了中文版的出版，在最
后两章节中对于社交媒体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部分，作者热情讴歌了阿拉伯之春中社交媒体的作用却
也非常积极地评价了中国政府的媒体管控，有点诡异。此外，此书并没有涉及社交媒体对于恐怖主义
传播的作用，双刃剑怎么能只说一边呢？
24、说几点感受：媒体的影子无处不在，在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中，媒体都有着无可替代地作用；媒体
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但是力量没有好坏，有好坏的是使用它的人和用它的目的；媒体终究是媒体，
他只是工具，离开人去考察媒体，会陷入怪圈；社交媒体是关系的媒体，依靠的社会关系是社交媒体
存在的基础，即使在互联网时代依然如此，所以又回到上一点，人还是最重要的。再多说一点，关于
书，是一本畅销书，内容生动有趣，但比较浅显，想多了解还是要看媒介史的书籍。
25、通过回顾社交媒体发展的历史，作者提出应该回归“真正老的”媒体时代。信息控制权不应掌握
在公司和政府手里，而应在用户手里；交互性。
26、从社交媒体到大众媒体再到社交媒体
27、像一本历史书，挺通俗的传播学读物，好读，也比较有意思
28、一本生动的传媒发展史，胜过大学看的所有教材
29、不错，挺有趣的，就是不深入。但是对于浮光掠影的了解下这个历史还是够了。
30、社交媒体的发展史已经描述清楚了，观点和结论需要自己总结，是本开放性读物。就还行
31、从古至今，社交一直围绕在我们身边。毫无代沟的书
32、很有趣
33、有点虎头蛇尾，头重脚轻。前半段对历史中传播进展的描写可谓绘声绘色，后期丢互联网时代的
描写过于简单，两个时期的对比本来是重头，但也草草收尾，其实就是一本传播历史阶段的描述，不
必牵强加入互联网的内容。
34、未来的互联网属于处在社群中的每一个独立的个体，没有中心，没有边界。
35、把21世纪的互联网和17C 小册子18C 咖啡馆做类比，现在的社交媒体和以往的议事广场诗集小册
子咖啡馆一个道理   写得挺有意思的
36、历史梳理得不错 但内容有些浅薄
37、了解一下所谓媒体的发展历程吧，不然搞什么新媒体？
38、（2017-1）如果想要了解一门学问是如何被教科书毁掉的，那么新闻史一定是绝好的观察对象。
当然，这本书的作者选择告诉我们，它可以是、本来是、应该是，多么TMD有趣。
39、主要讲述社交媒体自古以来的各种形式演变，反映出的是无论媒体传播技术如何更迭演变，人类
对于交流的社交本质需求几千年来几乎没有改变。除了讲述历史故事意外，作者对历史事件背后的观
察总结也值得一读，比如自由媒体系统给美国和法国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所以一个自由的社
会需要有人管理的自由媒体。整体读完对于自己从事的数字营销工作来说，更多的价值还是在于知晓
了社交媒体的演变历程，至于如何更好地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传播推广，还没能从中得到很好的启发。
40、自己缺少这样的敏锐，自叹不如
41、SNS is rubbish，get a real life
42、关于是与非的争论竟在变更面目后延续至今。从古希腊老牌哲学家对记录思想这一想法的抵制，
到近年社会上对微博时代等碎片化信息生活的反思，人类对新事物的摇摆态度一脉相承。3.6.两章尤其
喜欢。
43、“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无道理。
从新的角度梳理了媒介发展史，本以为社交媒介是由单向传播往双向传播发展的过程，但这本书告诉
我，今天相对开放自由的媒介环境在百千年前就存在过了，被动接受报纸广播电视才是不正常。
作为半个外新史，这本书比教材有趣多了。不过后五分之一有点过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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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观点很有意思，但不够深入，基本上变成了媒介发展史梳理
45、扯远了⋯⋯
46、历史书。。
47、好书一本，我们学的新闻史都乱写。还不如这畅销书呢。
48、视角很独特，用社交媒体这一框架来重新建构世界新闻史。可以为我的外新史课程补充很多丰富
的细节。
49、有些浅显了
50、通俗读物，作者很有意思，回顾了媒介与交流的发展史，一句话：，当下种种，古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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