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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基于文献视角
的回顾与前瞻

□ 王仙子  周之涵  梁芷铭

【摘   要】新时期以来的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历经起步学习期、探索发展期和走向深化期三个阶段。

综括30多年来从传播学层面研究孔子及《论语》的著述活动，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研究方向：一是孔子及《论语》传

播史实研究；二是孔子及《论语》传播思想研究；三是当代新闻传播事业语境下孔子及《论语》的价值转换研究。

文章回顾了新时期以来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的进程，在此基础上认真总结取得的成绩和不足，并对开创孔子

及《论语》传播学研究新局面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孔子；《论语》；传播学

一

1978年至1992年是孔子及《论语》

传播学研究第一个阶段：起步学习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西方传播学传入中

国并结合本土文化，激起了“中国化”

研究的浪潮。最早提出“传播学研究中

国化”是197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

第一次中国传播学研讨会上，但这次会

议在中国大陆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

直到1993年在厦门大学召开的全国第三

次传播学研讨会，会议提出“继续加快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方

针，并拟定了详细的学术规划，决定编

一套《中国历史上传播理论与实践资

料选辑》。①自此，“传播学研究中国

化”研究才开始有系统、有目的、有计

划地进行。

纵观1993年会议之前的“传播学

研究中国化”以及在此范围内的孔子

及《论语》传播学研究，由于没有形成

统一的研究意识和明确的发展方向，

基本上是简单运用西方传播学观念处

理中国本土文化，具体表现为史料汇

编的多，思想挖掘的少。专著方面，

有郭志坤②、沙莲香③、吴予敏④。单篇

论文则很少，苑子熙、肖月的《中国古

代的传播》⑤是目前能收集到的最早涉

猎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的论文。

另外，王振业⑥通过分析《论语》的社

会功能，勾勒出古代社会的“工”型传

播网络。从这些为数不多的专著和论文

来看，其所要解决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

如何将孔子及《论语》这一本土文化资

源冠以传播学之名，使传播学研究得以

在中国化的视野下进行。另外，这一阶

段的著述活动大多只是将孔子及其传播

思想作为古代传播的某个部分予以简略

梳理，偏重于史料堆砌，疏于对孔子及

《论语》所蕴含的传播思想的挖掘。

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孔子及

《论语》传播学研究自开始之际便立足

于传播史实和传播思想层面，这也是后

两个阶段研究的主题内容。虽然这一时

期传播思想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但一

些研究的启发意义也不容忽视，如吴予

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

国传统文化》一书，及陈力丹就此书提

出的看法，在当时就引起关注和讨论。

二

1993年至2002年是孔子及《论语》

传播学研究第二个阶段：探索发展期。

1993年召开的全国第三次传播学研讨会

成为“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转捩点，

会议一个直接的学术成果就是余也鲁、

郑学檬主编的《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

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

集》⑦出版。该论文集中就有5篇涉及

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的文章。与

第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孔子及《论

语》传播史实研究的专著及论文数量

明显增多。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⑧一书

中已有诸多内容直接涉及儒家传播，此

外，徐培汀与裘正义⑨、李敬一⑩、周

月亮 、郑学檬 、张卫中 均对儒家传

播予以相当的关注。另外，孔子及《论

语》传播思想研究在经历了起步学习

阶段的摸索后，终于迎来了一个新的局

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华夏传播”学科命名的尝

试和“礼乐传播”观念的提出。黄星民

《“大众传播”广狭义辨》 打破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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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史以古登堡印刷机为划分界限的旧

有观念，将大众传播的历史大大拓展至

“非机器媒介”时代。这样，以孔子及

《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便被纳入大

众传播研究范围。在此基础上，《礼乐

传播初探》 从“5W”模式对儒家文化

中的礼乐活动做了新的观察，得出中国

古老的礼乐活动因为“固定化的音调和

程式化的仪式”表现出“高度的传播智

慧与道德”。随后，《从礼乐传播看非

语言大众传播形式的演化》 以大众传

播史为背景，追溯了大众传播中非语言

符号传播形式的演化过程，并对礼乐

传播做了宏观上的考察。2002年发表的

《华夏传播研究刍议》 一文对“华夏

传播研究”出现的背景、内涵及意义进

行考察、界定，具有学科建设性质和倾

向，代表了这一阶段孔子及《论语》

传播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二是研究有

了质的提高。陈力丹《论孔子的传播思

想——读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

播学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 可以看

成是对吴予敏著作的接续，文章认为

孔子的传播思想以伦理为基础，提出

这种传播思想的形成要以伦理的权力

化和权力的伦理化为保障，并逐级确

认了孔子“身→家→国→天下”的社会

生活传播结构。三是“伦理”“政治”

等研究热点凸显。王怡红 点明了中国

古代社会人际传播具有社会伦理旨趣。

廖声武 、何庆良 、高翔 也一致认为

与政治联姻是儒家思想的传播实践。四

是研究方法的翻新。孙占奎在《孔子

“诗教说”的传播学诠释》 中以古代

文论的“诗教说”为切入口，分析了

“兴观群怨”在组织传播中的作用与

功能。夏晓鸣 、刘亚玲 采取比较研

究的方法，将诸子思想互参比勘，得出

异同。

整体地看，这一阶段孔子及《论

语》传播学研究，无论在传播史料整理还

是传播思想研究上都形成了迄今为止的最

高峰，尤其是在传播思想研究方面的突破

性成绩最为可贵。除此之外，孔子及《论

语》传播学研究的当代价值转换在这一阶

段也初露端倪，如易法万在《儒家思想与

现代新闻传播活动》 一文中就分析了儒

家文化的“内省修身”方式对构建现代新

闻传播道德价值体系的意义。

三

2 0 0 3年至今是孔子及《论语》

传播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走向深化

期。“传播学研究中国化”依托孔子

及《论语》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不

断走向深化，传播思想研究方面，孔

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资源

更加丰富、问题意识凸显、研究领域

不断扩展和细化。

一方面，学术界不再满足于传统

理论，开始尝试多种学理资源，藉此拓

展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的容量。

崔炼农 的专著采用话语分析方法，深

入孔子思想各基本范畴的语义内部，

发掘出孔子思想的深层逻辑。樊葵 认

为，掌控话语权是建构儒家传播控制思

想的核心。雷大川 运用认同理论，言

明了儒家礼乐文化中的“乐”将社会价

值观内化为主观情感过程中的方式与作

用。陈谦在《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

政治——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

传播观为例》 一文中以“萨丕尔——

沃尔夫”假说阐述语言在儒家文化中的

媒介权力作用。马腾 对各种非语言符

号的表意功能进行文化读解，进而提出

“象、意统一的传播观”。仝冠军 以

《论语》文本为对象着重论述了语言的

遮蔽性、工具性、有限性和无限性等问

题。陈谦 汲取英尼斯“媒介偏向论”

指陈中国古代教化传播如何维持时间

与空间的平衡。另一方面，在孔子及

《论语》传播学研究范围内出现了反思

的“异音”。阳海洪 认为儒家传播思

想放弃了权力设计和求真目标，致使

“中国民主、平等资源极为稀薄”。

另一篇文章《泛组织传播：对“孔

孟”为中心的儒家传播思想考察》

又提出以西方传播学模式机械套用儒

家传播思想并不适合中国古代的传播

活动，因为现代传播学是“西方现代

理性精神的产物”，而中国古代传播

只能算一种特殊的“泛组织传播”。

李庆林 辨析了儒家传播观是“明伦”

而非“求真”，最终得出这种传播观

“是传统中国难以通过传播形成良性

知识生产秩序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代新闻传播事业语境下，孔子

及《论语》的价值转换研究在这一阶段

表现得蔚为壮观，无论是量还是质，较

前两个阶段都有了明显提高。一方面，

以《论语》及儒家思想解释当代新闻传

播事业。杨勇 要求当今科教电视节目

重读《论语》，借孔子传播思想这一

“好雨”达到科教电视节目“润物细无

声”的功效。王建军、刘晖 结合北京

奥运，认为儒家文化中“和谐”“教

化”等传播思想可以为“人文奥运”提

供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孔子

及《论语》价值转换研究还表现为社会

伦理层面的叩问。毛峰 立足孔子“道

德主义”立场，认为《论语》中包含的

道德主义传播观是拯救“当代文明传播

的失衡、异化、悖论与困境”的智慧泉

源。另外，其同年出版的《文明传播的

秩序——中国人的智慧》 一书可以看

作前文的扩展，认为儒家思想是人类传

播的道德核心，应以儒家思想作为“今

日世界沉迷物欲不可持久之种种危机的

根本解药。”

相比前两个时期，孔子及《论语》

传播学史实研究的著作及论文数量明显

减少，但却呈现出针对性更强的特点。

除余志鸿 仍旧将孔子传播思想作为古

代传播思想史的一个部分予以论述以

外，其它专著及论文均专门以孔子或

《论语》为研究对象。孔健 的著书着

眼于《论语》文本，对孔子的传播活

动、传播经验、传者素质、传播主题

进行了系统梳理。杨尚鸿、唐晓红 将

孔子的传播表达方式定位在“述而不

作”。另外，吉峰 、左康华 等的文章

大体论述了孔子传播活动的史实。

总的来看，这一阶段孔子及《论

语》传播学研究，在传播思想研究、当

代价值转换和传播史实研究方面都取得

了可观的成果，但与前两个阶段相比，

不足之处也很明显。比如当代价值转换

研究方面，大多数研究往往只是将孔子

及《论语》的传播思想与现实中的传播

现象机械地凑合，缺乏理论建构能力和

实践指导意义。

四

笔者按照三个序时段和三个主题

的标准，从经、纬两个面向对新时期以

来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进行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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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考察和立体透视。回顾这30多年来，

围绕“传播学研究中国化”，孔子及

《论语》传播学研究首次将西方传播学

大范围地具体化到中国本土文化场域，

开辟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方向，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成绩彰著。随着社会的

发展，孔子及《论语》的存在状态、传

播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的孔子及

《论语》授受模式由学堂、高校、研究

机构变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俯拾即是的大

众消费品，《论语》语录出现在题写的

楹联中，编排在世界名人的箴言中，书

画挂历内嵌入了孔子及《论语》，《论

语》搭上了公交快车，登上了“百家讲

坛”，走进了网络视频。这些现象可以

为孔子及《论语》的传播思想、当代价

值转换研究提供丰富鲜活的一手资料，

但是孔子及《论语》的传播学研究却显

得比较迟钝，这些都是今后的孔子及

《论语》传播学研究需要面对和解决的

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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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余志鸿.中国传播思想史古代卷[M],上海:上海交通大

学出版社,2005

 孔健.阳光下的孔子:孔子与大众传播学[M].北京:中国

民主法治出版社,2009

 杨尚鸿,唐晓红.传播学视野下的孔子[J].广东广播电视

大学学报,2007(2)

 吉峰.传播学视阈下孔子文学思想传播渠道建构蠡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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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仙子，厦门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周之

涵，厦门大学人文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

生；梁芷铭，钦州学院法律与公共管理

学院副教授、硕士、高级职业指导师）

（上接第44页）交车司机的故事。这位

男士既是一位坚守岗位、保护乘客安全

的好司机，也是一位模范丈夫和慈祥的

父亲。“每天提前半小时来到车队，检

车，打扫车厢；在家里包揽所有家务

活，对家人细心、体贴。” 这篇讣闻

报道中，个体的死亡首先对他人和社会

有着重要的意义，然后才对自身有意

义。中国讣闻报道的写作脱离不开集体

和社会的框架。

3. 追求自我圆满和完善

中国讣闻报道的对象往往是某一

领域的楷模，优点多于缺点，有时会主

动把缺点隐去，起到“文以载道”的作

用。这和儒学强调“人人可以成为尧

舜”，强调自我对圆满和完善的追求有

很大关系。因此，基督教强调的是生命

存在的价值感，而儒学强调的是生命追

求完善的价值感。在追求完善的报道方

针下，讣闻报道的基调是崇高性和典型

性，这种基调引人向善，弘扬真善美，

类似于典型报道的风格。但是讣闻报道

并不等同于典型报道，在强调自我完善

的前提下，也要注重此种报道的亲和

力，用多种视角让受众探寻逝者的人生

轨迹。

综上所述，前人研究讣闻报道大

多着眼于新闻生产的角度，本文另辟蹊

径，试图从宗教死亡观的视野去探究中

美讣闻报道存在差异的深层原因。深入

了解差异，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不同文化

语境下讣闻报道的改革之路。
▲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大学工商学

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河北大学工商学

院新闻学专业案例教学模式创新研究》（项

目编号：JX201338）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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