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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于《公众舆论》研究的文献综述 

宁佩佩 

（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湖南省、长沙市，邮编 410082） 

 

摘要：《公众舆论》作为传播学的奠基之作，我国出版的中文译本出现时间较晚。国内学者就李普曼及其
思想展开探讨的篇章较多,但主要是评述李普曼的报人生平和他的哲学观、政治立场及其作为政论家对美国
政治的影响,就李普曼的著作探讨研究其新闻舆论思想的学术文章很少。现有文章对《公众舆论》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就舆论产生过程论述公众舆论产生之难及其可能性。二、在互联网时代反思李普
曼的观点，认为公众舆论具备产生的现实可能性。三、将李普曼的思想与其他人进行对比解读。四、另外
也有少量从将李普曼关于新闻报道和新闻实践的观点进行解读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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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1889--1974)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他从二十四岁参加创办美国自由派刊

物《新共和》到八十五岁逝世,写作六十余年,撰写社论、专栏文章等上万篇时政文章，约千

余万字。他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以及后来在《新闻周刊》上的《今日与明日》专栏持

续了三十六年,是二十世纪美国报刊史上历时最久、内容最广、影响最大的专栏。李普曼还

写有《证治序论》《放任与驾驭》《自由与新闻》《舆论学》《幻影公众》《冷战》《美国的外交

政策——共和国的盾牌》《共产主义世界与我们的世界》等三十多本书。他一生中还直接参

与和间接影响了美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的国务和外交事件。李普曼与 20 世纪的美国紧密，

他一生经历了美国历史上的诸多大事。专栏作家詹姆斯#莱斯顿称李普曼是当代最伟大的新

闻记者。 

李普曼直接涉及新闻学的著作有三部:《自由与新闻》、《舆论学》、《幻影公众》。舆论学

是研究舆论问题的传世名作,在英语世界一再重印，但是,我国直到 1984 年才出现林珊的

1965年英文版翻译的第一个中文本,1989年由华夏出版社正式出版,书名《舆论学》2002年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阎克文。江红根据该书 1996年英文版翻译的《公众舆论》。《公众舆

论》中，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此书被公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实际上,由于《公众舆论》中过于黯淡悲观的论点,即便是美国国内对它的研究也很少。 

国内学者就李普曼及其思想展开探讨的篇章很多篇,但主要是评述李普曼的报人生平和

他的哲学观、政治立场及其作为政论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但就李普曼的著作探讨研究其新

闻思想的学术文章少之又少。关于《公众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就舆论产生的过程轮舆论产生之难及其可能性 

贺婷婷的《李普受舆论学思想及其影响研究》对《公众舆论》中个“固定成见”、“拟态

环境”、“公众舆论”等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对舆论产生过程中各因素的印象进行了

详细的分析，文章对李普曼的舆论思想及其影响都有论述和涉及。康聪的《<“内部世界”

与“外部世界”如何构筑公众舆论>———读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从两条主线：即以“我”

为中心的“内部世界”以及以“媒体”为中心的“外部世界”来讨论怎么样构筑舆论，其中

影响内部世界的因素包含：“刻板印象”等，外部因素包含“意见领袖”、“拟态环境”等，

作者在文中都有详细的论述。成毅涛的《李普曼的舆论观初探》对李普曼认为的以想象构建

的虚拟世界的存在，人的主观性认识的有限与客观性真实的背离进行了详细分析，对其精英

意识下的公众舆论观进行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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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公众在成见的预设之下寻找对自己观点有利的印证，选择性接受信息，并维护着自

我以及群体的成见，形成了一次次群体性的网络道德审判和暴力性事件，但是公众舆论的产

生还是可能的。汤菁、吕艳萍《弥漫在孤独中的理性——从<公众舆论>中的“成见”谈起》

从成见角度探讨理性公众的可能性。单波罗慧《理性的驾驭与拯救的幻灭:解读李普曼思想

的价值与困局》从理性主义角度既承认其价值也对夸大公众理性能力的缺失,同时又忽视理

性自身的内在局限进行了批判。 

二、对李普曼与他人思想进行对比解读 

鉴于李普曼的思想渊源、人生经历和观点等，有文章将其和卢梭、诺依曼、梁启超等人

的思想观点进行了对比分析。 

冯希莹《简析卢梭与李普曼公众舆论思想》一文本文首先探讨了两种“公众舆论观”的

本质性差异。卢梭作为理性主义的代表,强调公众舆论是理性的,形成于相对封闭的空间,主

张通过公众共同参政议政建构自由平等的社会。李普曼作为经验主义的代表,强调公众舆论

产生于开放、互动的空间,容易受到外界力量的影响,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因而未必能够主导

政府决策。其次，从公众舆论过程的连续性、公众舆论的主体、公众舆论的导向方式层面，

解析了“公众舆论”形成的不同范式，即“封闭的舆论制造”和“开放的舆论生成”。最后，

本文回到中国现实，探讨了网络舆论时代下解读 “卢”、“李”之争的启示：即在网络时代

下，公众舆论引导公共决策固然重要，但复杂的“拟态环境”有可能产生非理性的公众舆论，

研究者及政策制定者不仅应以审视的眼光看待上述过程，推动公众舆论形成的大众传媒也仍

强化社会担当，以免产生有失偏颇的结果。 

钟锦榕《大众传媒的舆论功能何在——分析比较密尔与李普曼的舆论学思想》从约翰·斯

图亚特·密尔和李普曼的舆论学思想入手，分析比较他们对大众传媒舆论功能的态度，提出

充分发挥大众传媒舆论功能的方法。 

王运歌《重识舆论:李普曼与诺依曼的舆论观研究》一文比较了二人思想的异同：“对于

舆论这一抽象概念,李普曼和诺依曼分别从自己的视角给了一个生动贴切的比喻,并分别建

构了一套关于舆论的理论体系。他们关于舆论的研究角度是不一样的,可谓殊途。”这两种理

论体系对于舆论的认识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最大的共同点是两种舆论观都突破了传统舆论

观的窠臼,对传统政治学和舆论学的/舆论是一种-社会合意，它的产生是一个-问题出现 y

社会讨论 y合意达成.的理性过程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 

孙巍《梁启超与李普曼新闻传播思想比较急现实影响》和何顺民《舆论何用与舆论如何

可能——梁启超与李普曼舆论思想之比较》结合了各自的背景对二人关于舆论的思想观点进

行了比较。 

三、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反思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许多学者作者对公众舆论的形成持积极态度，如互联网的弥散性，

在用户之间编织了一张庞大的网络，通过这张网络由用户传播的信息的覆盖面就愈广，真相

也就会像是大浪淘沙一样在互相交流当中显露出来。意见领袖的不再来自官方权威，更接地

气。并且网民可以迅速地拥立一个权威，也可以迅速地推倒一个权威。这一拥一推之间本质

上体现了网络时代公众更加中心化的传播地位。网络因此不仅直接连接了公众也连接了公众

与政府，公众的声音到达决策层的时间大大缩短，信息失真的可能性自然也就大大降低了。 

姜 红《舆论如何是可能的》和吴斐的《浅议互联网对于公众舆论的积极意义——网络

时代重读沃尔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从舆论的客体（它们就是人为的审查制度，社会交

往受到的限制，每天能够用以关注公共事务的时间比较匮乏，由于不得不压缩成简短的消息

而对事件造成的歪曲报道，用琐细的语汇表现复杂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最后，面对那些

似乎威胁人们既定生活方式的事实真相时所产生的忧虑。），舆论的客体（日积月累的想象、

偏见和成见。）和舆论本身（不同见解组成的公众舆论”变得“模糊不清”，其含义“从五光

十色的混合体接近了中间色调”，以至于“在以达成表面一致为目的而冲突依旧的场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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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发出呼吁时运用愚民政策是屡见不鲜的”）三个方面分析了李普曼认为公众舆论难以形

成的原因。但也从公众舆论的三要素探讨互联网时代的公众舆论，认为互联网发展的前景将

使公众舆论一步步接近可能。 

邱凌的《谁使公众深陷在“舆论”之中》认为成见、拟态环境影响舆论，并让公众深陷

其中不能自拔。并连线当下现实进行思考认为其在今天仍存在偏见。但是作者指明李普曼的

思想有其产生现实社会条件，今天现实环境发生了改变，我们更需要从中学习的是要思考，

会思考，心怀坦诚地生活。 

王冰 蔡月宇《拟态环境中还原真实的两大可能途径——读李普曼<公众舆论>》认为由

于拟态环境的存在，人们对于现实环境的认识只是一种认知反映和媒介表达，既不等同于现

实环境，也不等同于非现实环境，拟态环境的存在影响着认识人们对世界的认。但是，作者

也认为通过多样化的信息来源，持续不断的知识装备和信息最大限度的自由流通这两大途径

可以还原拟态环境中的真实。 

彭正媛的《对李普曼<公众舆论>、网络时代的公众舆论新思考》和连雅婕、孙思齐《网

络时代能否实现》公众对李普曼的舆论观在新时代进行了反思 

四、基于李普曼新闻报道和实践思想的解读 

一直以来，大家对《公众舆论》关注大多集中在对舆论如何能产生的追问上，及影响舆

论形成的内外部因素的分析上，但是很少有人关注李普曼在其中对新闻报道的一些观点。陈

莹的《李普曼<公众舆论>新闻思想刍议》则从新闻报道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解读：《公众舆论》 

从性质及特点两方面重新认识了新闻报道的本原， 对新闻业在政治、 经济场域中的角色进

行定位， 它倡导并呼吁新闻实践的专业化与客观化是具有开拓性的。曹友元、钱汪胜《公

众舆论视角下的宁波 PX 事件 》结合热点新闻事件从公众舆论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结   语 

由于《公众舆论》中过于黯淡悲观的论点加上传统的美国政治学却一直把研究的重点放

在探讨政党选举和政府部门怎样决策等问题上, 即便是美国国内对它的研究也很少。而我国

学者对其李普曼的研究也主要放在报人生平和他的哲学观、政治立场及其作为政论家对美国

政治的影响。对《公共舆论》的研究也不是特别多，主要也是放在以上四个方面的研究。尽

管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今天李普曼的思想仍有其显示借鉴意义。互联网带来的是具有变革

意义的改变，为公众舆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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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Though "Public opinion" lai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Mass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version was later translated. Domestic scholars published a lot of articles which was 
main about Lippmann's life and his philosophy, his political stance and the influence of America 
politics as a political commentator ,but academic articles, about the research of the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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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on Lippmann's works was relatively less. Existing articles on the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ey analyze the difficulty and possi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public opinion ; Secondly, they rethank profoundly Lippmann's point of view in 
the Internet Era and put forward real conditions give birth to public opinion; Third, They 
compared Lippmann's ideas with other people; Fourth, they annotate Lippmann's views on news 
reporting and news practice in a few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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