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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他们探索传播研究本土范式
新闻学院办公楼内，复旦大

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的会议

室里传来热烈的讨论声。每周

四，中心成员们相聚于此，开展

读书交流会。传播理论、新闻生

产、媒介技术、网络社会……不

同的研究视角，让团队迸发出不

一样的思想火花。

“很多东西都变了，比如技

术环境，但你要说传承，我觉得

是老师们对学术的热情、态度以

及基本的学术素养始终未变。”

中心主任、新闻学院教授孙玮

说。

“新媒体与城市传播”
是他们共同的焦点

“不是因为某个项目，也

不是某种硬性规定，大家聚在一

起是因为共同的研究焦点——

新媒体与城市传播。”孙玮说。

从报纸、广播、电视，到新媒

体平台，数字媒介带来的变化倒

逼传播学研究的创新变革。近

年来，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

和现状为经验性场域，团队聚焦

于新媒体及其带动的人类社会

巨大变革，围绕国家重大需求、

立足本土经验，积极探索建立传

播研究的本土范式。

“‘本土化’并不只是话术上

的改变，而是学理上的一种需

要，要用新的方法、新的理论和

本土现实相结合。”曾在国外从

事量化研究多年的复旦大学信

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新闻

学院教授潘霁说。

在他看来，数字化变革推动

时空关系、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以

及人类文明样貌发生着激烈变

革，而国外传播学理论如今已

“罩不住”中国现在的传播实

际。“现代人类文明的主要成就

是城市，人们对城市的样貌、城

市当中各部分之间的多元关系，

以及人在城市当中的生活状态，

都需要重新打量。”

这一背景下，团队围绕建构

“数字城市共同体”这一方向，以

构建中国特色的本土化传播学

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

为目标，从传播媒介历史研究、

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方法研

究、新闻传播实践研究四个基本

方面开展研究，以期形成相对完

整的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新型

范式。

在为中国传播学创造了“数

字城市传播”这一新的学科增长

点的同时，团队还推出“传播与

中国”文丛、《中国传播学评论》

系列、“中国新媒体理论与实践”

丛书等原创学术品牌，引领传播

学研究在新媒体时代的“媒介研

究”转向。

他们于融合开放中拓
宽研究视野

2019年，中心与伦敦国王学

院数字人文系、巴黎政治大学拉

图尔媒介实验室联合主办了“数

字传播研究方法”全球学术工作

坊。在会上，潘霁向各国专家首

次介绍了“算法情境”的概念，基

于中国丰富的数字媒介实践，这

一概念在会上受到了专家们的

广泛认可，并成为当年国际工作

坊的主题。

“本土的理论建构需要在全

球性对话中才能有新的推进。”

潘霁说，理论创新要兼具本土性

和全球性，既要关照本地经验，

又要让别人在学理上明白，并且

能够形成对话。

为了让创新思想在广泛交

流中碰撞出火花，中心大力推动

海 内 外 学 术 交 流 合 作 平 台 建

设。无论是创办“传播与中国·
复旦论坛”、“切问近思半月谈”

学术沙龙活动，还是与英国伦敦

国王学院、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合

作打造“数字传播研究方法”全

球学术工作坊，与墨尔本大学等

合作主办“可沟通城市”全球论

坛与工作坊……中心通过邀请

各界学者专家、业界精英，融合

多元学术观点、业界视角，进一

步聚合跨学科研究力量。

“我们需要来自不同学科

的学者，与他们有更多的交流，

才能回应数字技术这样的时代

命题。”团队成员、新闻学院青年

副研究员李梦颖说。在她看来，

以往的理论已很难解释清现代

的数字媒介特点，要做好数字媒

介研究，学科融合是必要条件。

从哲学、艺术、历史，到大数

据、计算机……跨学科视野成为

团队研究的重要特点，每一位团

队成员都会涉及到不同的跨学

科领域。

这两年，李梦颖的研究聚焦

在数字治理与数字基础设施，许

多计算机相关的概念都被她用

于研究之中。而她参与的抖音

相关社交媒介传播研究，也吸引

了欧盟玛丽· 居里项目学者、英

国伦敦国王学院数字人文系教

授 Paolo Gerbaudo 的浓厚兴趣，

双方之间的跨学科、跨国界合

作，为社交媒介文化研究提供了

不可多得的比较视野。

谈起这个“老中青”结合的

团队，90后的李梦颖感触良多。

“我们经常会围绕一个问题互相

讨论，如果有不同的观点，大家

都会很直白地说出来，我觉得这

个氛围特别好。”尽管团队中大

多都是自己的前辈，但她的想法

总能受到尊重与认可，前辈们的

真知灼见也为她打开了研究思

路。

不久前，中心成员、新闻学

院副教授周海晏所写的文章《以

“元游戏”建构城市文明新样态》

发表在《社会科学报》，引起广泛

关注。

“游戏是很重要的传播实

践，它能跟城市建设联系起来。

2022年下半年上海、成都等地政

府公布的元宇宙培育方案里，都

提 到 了 一 种 独 特 的 游 戏 样 态

——‘元游戏’”，周海晏说。元

游戏是以元宇宙技术为基础，较

之普通游戏更强调虚实交互的

游戏样态，它通过将玩家五感接

入系统，创造沉浸式体验，让玩

家在游戏过程中通过改变数字

孪生城市系统，以虚实高度融合

的方式指导生活实践。“元游戏”

正以独特的方式建构城市文明

新样态。

在周海晏看来，当下团队研

究的核心命题是拓宽媒介视野，

尤其应重视那些在传统传播领

域中被边缘化、但又恰恰是在数

字媒介时代被凸显的新领域，如

游戏。而她很庆幸能在这样一

个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学术创

新的团队中找到归属感。

培养学生，他们鼓励
探索而严格要求

在积极探索学术创新、鼓励

学科融合开放的同时，团队也不

断开展课程创新与教学改革。

目前，成员们共同开设了《媒介

技术导论》《新媒介概论》《媒介

融合》《城市传播》《无人机新闻》

《新闻传播学原典选读》等近十

门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创

新课程。

“课上我们经常受到老师的

启发，他们对不同选题以及新奇

想法有很高的包容度，给了我们

很大的空间。”2022 级新闻与传

播专业硕士赵婧然说。

2021年，当时还是本科生的

赵婧然选修了团队成员联合开

设的《媒介融合》课程。在课上，

她与小组成员以“上海第一个工

人新村”曹杨新村为场景，以历

史作为叙事线，嵌入 VR 中。这

一作品后来获得了 2021 上海国

际大学生智能媒体节第三届“卓

越杯”大赛互动类优秀作品二等

奖。

“学生在自己探索的过程中

能够加深对理论的理解，而且会

给 出 老 师 也 想 不 到 的 有 趣 答

案。”《媒介融合》的授课教师之

一周海晏说。

谈起团队的课程内容与教

学要求，很多学生的第一印象就

是“好难”与“严格”。

“ 我 觉 得 这 个 口 碑 是 好

的。”孙玮说，要做好学问，不下

功夫是不行的。在指导学生论

文时，团队成员们总会带着学

生一遍遍地打磨，同时还会组

织师生共同开展“半月谈”读书

会，学生在会前必须读完指定

书目，“每个学生都得阅读全书

并发言”。

鼓励创新而又严谨扎实，这

是中心团队对学生的要求，也是

团队一以贯之的精神传承。未

来，他们将继续推动建立中国本

土化传播学体系，回应好数字革

命带来的时代命题。

文/汪蒙琪

原致远研究组建立空间组学数据库和快速读取方法原致远研究组建立空间组学数据库和快速读取方法

复旦大学类脑人工智能科

学与技术研究院原致远青年副

研究员与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

张奇伟教授、腾讯人工智能实验

室姚建华博士合作的最新研究

成果，支持用户快速浏览、可视

化、读取、处理感兴趣的空间组

学数据，以《SODB 促进空间组

学 数 据 的 全 面 探 索》（“SODB

facilitates comprehensive explora-

tion of spatial omics data”）为题在

《自然· 方法》（Nature Methods）

发表。

该数据库提供来自 26 种空

间组学技术，数据量超过 5000

万细胞（spot）。目前可通过以下

网站公开访问：[https://gene.ai.

tencent.com/SpatialOmics/];Py-

thon 包 [https://github.com/Ten-

centAILabHealthcare/pysodb]

本课题共同通讯作者是复

旦大学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

术研究院原致远（兼第一作者）、

腾讯AI Lab姚建华博士、德州大

学达拉斯分校张奇伟教授；清华

深研院潘文韬为共同第一作者。

原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

ticles/s41592-023-01773-7

文/张一帆

成立于1984年的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是目前全国新闻传播学科唯一签

约高校高端智库联盟的研究机构，也是全国唯一的“传播学”研究基地。不久前，这一

科研团队还获得了复旦大学“钟扬式”好团队（科研团队）。

2022年“中国最具国际影响

力学术期刊”（TOP 5%）和“中国

国 际 影 响 力 优 秀 学 术 期 刊 ”

（TOP5%~10%）榜单发布。复旦

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经济学

学术刊物《世界经济文汇》入选

“2022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

期刊”（人文社会科学类）。

中国知网和清华大学图书

馆连续11年联合研制《中国学术

期刊国际引证年报》，在满足“国

际他引总被引频次和国际他引

影响因子排名均位于前 20%”的

条件下，按CI排序遴选TOP10%

为国际影响力品牌学术期刊。

TOP5%以内的期刊为“中国最具

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TOP5%~

10%之间的为“中国国际影响力

优秀学术期刊”。

《世界经济文汇》连续三年

入选“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

期刊”，且在 2022 年排名进步显

著。

《世界经济文汇》（注：英文

刊名为World Economic Papers），

属于CSSCI来源期刊，是国内较

早地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的

经济学杂志之一。《世界经济文

汇》着重刊登针对中国经济发展

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所产生的研

究成果。

来源：经济学院

““20222022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发布发布

《《世界经济文汇世界经济文汇》》连续三年入选连续三年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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