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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书山之名，缘自两义：一为学院居处日书山，一为“书山有路勤为径”之书山，一实一虚，既是
作者共同栖居笔耕之地的标记，又是作者共同进取、心无旁骛、勤在书山心志的表达。
　　人是情感之物，敝帚自珍，陋室自铭，居山则情满于山，居水则情溢于水。
刘禹锡《陋室铭》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孔子云：‘何陋之有?”’可谓神气十足也。
而今我谓书山，不唯“何陋之有”，且神圣美好难尽言也。
说陋亦陋．书山座落之红楼，乃20世纪50年代所建，原为学校老图书馆，现为我院教学楼。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砖旧木朽，已如将将就就之旧衣裳了。
然情人眼里出西施，书生钟爱不离书，拙作《书山抒怀》写道：“山因书名．书以山存，无山之形胜
则缺书之静远，无书之精魂则少山之生命。
书山，书山，志书也，恋书也⋯⋯静静的揭页声，悄悄的笔走声，教师的肺腑之声，学子的赤诚心声
，构成此山此楼不竭之籁，构成她的生命之河⋯⋯书是书山的质地，是书山的魂魄，是书山的情愫!无
形之书山与有形之书山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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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此等好去处，皆因书而存，因书而美，点石成金，皆因书缘。
有书就有底气，傲视尘世喧攘，其奈我何？
现为丛书之名，则山随书而扬名天下。
书山，书山，书为魂魄，书为羽翼，书为根本也。
    立院六年，得书山灵气多多；书山灵气，实人气也。
六年辛苦不寻常，旧貌换新颜，所赖人才也。
学院视人才为无价，全额资助攻博，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处名校，皆为我育材之所。
十多个博士成群成队，已成气候。
书山立业，自有彪炳，结集成书，各有千秋。
书乃保鲜库，思想、情感、人格，一并付梓，愿不朽矣！
    方汉奇教授题“书山尚勤”四字，铭书之扉页，既为书山之径，亦为丛书之旨也。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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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网络传播与网络传播伦理　　随着国际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一种新的传播方式——网络
传播应运而生。
人类已经历了前语言传播时代、口语传播时代、手抄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和电子传播时代，如今
则迎来了网络传播时代。
网络传播这种新的传播方式是人类传播史上一次空前的革命，给人类传播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这种
传播方式也日渐显现出一些问题。
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无疑是多学科和多方法的，本书主要从伦理学和传播学的视角探讨网络传
播中的伦理问题。
　　一、网络社会：网络传播道德的社会基础　　道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
精神生活。
它是适应处理个人利益和社会共同利益的关系这一人类社会生活的必然要求而产生的。
道德的产生是同人与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不可分割的。
人的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是道德产生的客观前提和直接基础。
网络传播道德的产生也不例外，网络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是其产生和发展的现实基础。
　　1．网络传播：从网络技术到网络社会　　Cyberspace一词最早出自加拿大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
森（William Gibson）1984年出版的小说《精神漫游者》（Neuro-mancer）。
该书讲述的是人类将游离体外的意识注入地球计算机“矩阵”中，然后随心所欲地东游西荡。
由于这种“赛博空间”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国际互联网的结构、资源和网络中的行为，人们便用这个词
来表示网络空间。
现在国内一般把它翻译为“电脑空间”、“赛博空间”或“网络空间”。
它是指我们上面所描述的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电脑化、网络化的多维空间。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物与物的空问，或者是机器的生态（machine ecosystem）。
只有当人参与这种机器生态之后，并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在其中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时，才
可能形成拟社会化的赛博空间，形成所谓的“网络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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