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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传播视角下转基因生物科技
及产品传播障碍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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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渐成规模,但其实际传播过程中障碍重重,传播效果既不能令科学

家满意,更不能令公众信服,更加有效地进行转基因生物科技传播,迫在眉睫。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的方法

获取数据,从风险传播视角出发,分析转基因生物科技及产品的传播在社会环境和传播要素各方面存在的障碍

及其原因。针对性地提出加强转基因生物科技及产品传播效果的建议:增强传播主体的公信力,建立专门的交

流平台;提供客观充分易于受众理解的传播信息;发挥新媒体的开放互动优势,形成传播合力;与受众进行平等

沟通,重视受众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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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转基因烟草在美国问世,1993年第一种

转基因食物“延熟型蕃茄”在美国诞生并开始商业化

种植,自此,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迅猛,转基因作物

产业化渐成规模。我国一直高度重视转基因生物技

术的研发与应用,在国家相关科技计划的支持下,在
重要基因发掘、转基因新品种培育及产业化应用等

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目前,转基因生物技术及

其产品的传播遭遇诸多障碍,科学家与公众的态度

差异较大,传播效果既不能令科学家满意,更不能令

公众信服。作为新兴科学技术,转基因生物科技及

产品是否存在风险尚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因此,
相关信息传播应该被纳入风险传播的视野来研究。
风险传播关注的是媒体对具有风险的公共事件或社

会现象的敏感程度、判断能力以及传播功能等,它要

求媒体在进行风险信息传递的过程中注重不同利益

主体之间的互动。转基因生物科技及产品传播的目

的在于有效地发布研发信息,这既是科技传播的必

然需求,也是公众关注科技发展的应有途径。对于

媒体而言,形成有效传播的途径在于媒体就转基因

生物科技为政府、科研人员、普通公众搭建有效的信

息交流和沟通平台,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互动。因

此,认识其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实行有效传播,

对转基因生物科技的发展与公众知情权的保障都具

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的方法,
对湖北、陕西、河南、上海等地公众对转基因生物科

技及产品的认知、态度及信息获取渠道展开调查,从
风险传播的视角分析转基因生物科技及产品的传播

在社会环境和传播要素各方面存在的障碍及其原

因,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有效进行转基因

生物科技及产品传播的建议。

  一、文献回顾

  国内对转基因生物科技传播的研究成果主要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众对转基因生物科技及

产品的认知与态度方面。胡浩等通过对南京市的超

市消费者进行调查,发现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

程度 还 很 低,对 相 关 信 息 了 解 较 多 的 消 费 者 占

23.7%,较少的占47.9%,完全不了解的占28.4%。
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态度不明确,34.0%费者认

为安全,21.2%的消费者认为不安全,44.8%的消费

者表示不知道[1]。彭光芒等釆用控制实验的方法,
随机选取200名大一新生,进行关于转基因食品信

息对个人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息的

态度倾向能显著引起被试态度和行为的改变,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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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提供者的身份在改变被试的态度和行为方面的影

响并不突出[2]。二是转基因生物科技及产品信息传

播渠道的研究。张楠对河北邢台和湖北武汉2个地

区的公众调查显示,大众传播媒介是公众获得信息

的主要渠道,其中电视、报纸和网络在公众获得信息

渠道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人际传播、新媒介等其他非

大众传播媒介在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中所占的比例

较小[3]。吕瑞超对转基因食品不同传播渠道的可信

度进行研究发现,转基因技术专家在转基因食品信

息推广中具有较大说服力;单方面信息能够有效引

起受众情感和认知的变化;总体上受众对大众媒介

可信度评价整体水平偏低;不同的主体在信息传播

过程中,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同[4]。三是转基因食品

传播推广的障碍研究。马小平分别从中国传统文

化、流行环保文化、食品文化等3个方面说明了文化

对转基因食品传播所造成的障碍性影响[5]。贾鹤鹏

分析了大部分媒体和公众对转基因技术持保留态度

的原因,认为除了缺乏转基因知识外,科学家与公众

沟通不足,传播技巧的缺乏,驾驭新闻的能力不足,
而大众传媒长期的负面报道也是造成当前困境的主

要因素。加强转基因生物科技及产品的准确传播己

经成为当务之急,不仅要加强科学家和科学机构的

传播能力建设,提高传媒的科学素养,建立科学界与

大众传媒的沟通,更要注重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

对话[6]。
同时,当代社会已进入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

克所言的“风险社会”。转基因生物科技及产品作为

科技发展的结果,“风险”本是其题中应有之意,其信

息的传播过程也是一种风险传播。已有学者对风险

传播做了相关研究。Biocca对风险传播的特点做了

相关的概括,认为风险传播是一门科学,是一种权

利,它需要一定条件的组织和推动,并且必须保证各

个利益主体都能交流观点,并表达自己的选择[7]。

Vincent等指出风险传播的7项原则,即接受公众

作为一个合法的伙伴;认真规划和评估性能;倾听公

众的声音;要诚实、坦率和开放;与其他可靠的来源

信任和合作;满足媒体需要;讲清楚,专业性术语和

行语是传播的一大障碍[8]。方雪琴探讨了公众通过

新兴媒体平台参与风险传播的过程,突显了公众的

监测与沟通作用,但同时也可能导致风险转化成现

实的危机[9]。
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学者们从宏观层面和微观

层面对转基因信息传播障碍有一定程度的研究,但
就微观层面而言,目前对相关信息传播障碍的深入

分析尚不够充分,多是从受众认知和传播渠道方面

进行论述,缺乏对其信息传播过程中各要素及环节

的整体把握。

  二、调查基本情况

  1.问卷设计及样本特征

(1)问卷设计。传播学界通常将拉斯韦尔关于

传播过程中“5W”要素的概括表述为传播主体、传播

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对湖北、陕
西、河南、上海等地公众对转基因生物科技及产品的

认知、态度及信息获取渠道展开调查和访谈。调查

问卷包括被调查者基本信息与问卷主体两部分,其
中基本信息涉及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
职业、家庭月收入和专业,问卷主体部分围绕传播的

五要素展开,将调查内容设计为受众对转基因生物

科技及产品的认知和态度;转基因相关信息的传播

内容及传播渠道;相关部门对转基因信息传播的监

管以及受众对监管的评价等等。
(2)样本特征。问卷在湖北省发5000份,回收

4808份,有效问卷4710份;在陕西、河南、上海等

地发放问卷共2000份,回收1710份,有效问卷

1590份。共计获得有效问卷6300份,有效问卷率

90%。调查样本性别比例持衡;年龄阶段主要集中

在18~44岁;受教育程度偏高,有52.8%拥有大专

或本科以上的学历;家庭月收入普遍在5000元以

下,所占比例为80.1%。样本特征见表1。

2.调查结果描述性分析

调查的结果可以概括如下:其一,就对转基因的

认知而言,绝大部分受众对于转基因生物科技及产

品的知晓度比较高,尤其是对转基因食品,如大豆

油、水稻、玉米等比较熟知,但认知程度仍处于较低

层次;其二,就公众对转基因的评价而言,肯定、否定

的评价都存在,有的认为转基因技术可以提高作物

产量,也有的认为转基因技术可能导致物种变异,进
而危害健康;其三,就对转基因产品尤其是食品的态

度而言,公众的主要态度是保持中立和处于观望;其
四,就获取信息的渠道而言,公众主要通过互联网、
电视和报纸了解转基因相关信息;其五,就对转基因

食品 安 全 监 管 方 面 的 评 价 而 言,公 众 对 政 府 监

管力度的评价不高,认为政府在监管环节上存在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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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样本特征

样本分类 样本 占比/%

性别
男 49.5

女 50.5

年龄

18岁以下 7.5

18~44岁 62.8

45~59岁 19.6

60岁及以上 10.1

教育

初中及以下 14.4

高中(含高职) 19.3

大专、本科 52.8

研究生及以上 13.4

职业

农民 10.1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职工 18.2

企业单位职工 21.6

自由职业者 6.2

学生 35.0

其他 8.9

家庭月收入/元

3000以下 40.4

[3000,5000) 39.8
[5000,10000) 16.2

10000以上 3.6

表2 调查基本情况

问题 回答选项 占比/%

是否听说过转基因技术
听说过 81.2

没听说过 18.8

您知道以下哪些

转基因植物

玉米 19.4

番茄 10.0

水稻 20.8

大豆(油) 21.1

土豆 4.9

油菜 10.9

棉花 10.9

其他 2.1

当您听到转基因

三个字时的第一反应

高科技,离我很遥远 12.9

物种变异,危害人类健康 15.5

破坏生态环境 6.8

能改良作物品种,提高产量 24.3

消除或减少农药对食品的污染 8.8

有严格的安全论证和监管体系 6.9

经过科研人员严格试验 11.2

已在全球多个国家商业化种植 12.7

其他 1.0

续表2

问题 回答选项 占比/%

是否听说过转基因技术
听说过 81.2

没听说过 18.8

您是通过什么渠道

了解到转基因的

广播 7.1

电视 25.7

互联网 21.9

报纸 17.5

书刊杂志 14.4

他人介绍 7.3

有关社会组织 4.4

其他 1.8

目前您是否

支持转基因食品

支持 21.5

中立 57.0

反对 21.5

您认为目前我国政府对转基

因生物风险的监管有力吗

非常有力 2.5

比较有力 15.7

一般 34.3

不得力 18.5

完全缺失 8.1

不清楚 20.8

失。调查基本情况见表2。

  三、转基因生物科技及产品传播的

障碍及原因分析

  风险传播需要多元的、民主的、参与式的沟通和

交流,然而,转基因生物科技及产品的传播尚未形成

多方的积极参与与良性互动。究其原因,主要存在

以下几个方面的障碍。

1.来自传播主体的障碍

(1)大众媒体的公信力缺乏。公众对大众媒体

关于转基因的报道持怀疑态度。关于“对当前大多

数媒体关于反对转基因的报道持何态度”的调查结

果显示,50.5%的人 “比较相信”和“完全相信”媒体

报道;49.5%的人则“不太相信”和“完全反对”,可
见,调查中有将近一半的人对于大众媒体的报道持

不信任态度。对个案深度访谈的结果,也证明了公

众不完全相信大众媒体的报道,主要理由是认为媒

体的报道很多时候不客观,没有报道出真相。例如

当被问及关于转基因的看法时,个案 A(女性,50
岁,文化程度高中,退休)提到“媒体的报道杂乱无

章,前期一种说法,后期一种说法”。部分大众媒体

为了争取受众,经常发布的假新闻,对某事件进行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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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从而降低了媒体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影响了公

众对媒体的信任度。
(2)政府的监管力度不够。公众对于政府的监

管评价不高,有34.3%的人认为政府的监管力度一

般,甚至有18.5%和8.2%的人认为政府的监管是

不得力和完全缺失的,另外仍有20.8%的人不清楚

政府的监管是否有力。可见,政府在公众的心目中

并没有树立良好的形象,使得公众对转基因生物技

术及食品的风险一直保持怀疑与担忧的心理。

2.来自传播内容的障碍

(1)转基因专业术语公众难以读懂。转基因生

物科技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在转基因生物科技传播

中,专业术语的运用影响了公众的认知,以致公众无

法准确理解所传播的信息。比如水稻转基因技术中

使用的的专业术语“BT蛋白酶”,非专业人士或文

化程度不高的公众并不了解什么是蛋白酶,由此便

产生了传播的断裂。正如调查中“人们对转基因的

第一反应”所显示的结果,有12.8%的人认为转基

因是“高科技,离我很遥远”。
(2)相关信息传播中的纷杂观点和虚构信息影

响受众的判断。根据卡尔·霍夫兰说服理论,报道

中的肯定信息和否定信息会影响受众对转基因的认

知。可见,传播内容的客观性会影响公众对转基因

生物科技及产品的判断和认知。事实上,转基因一

直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从相关报道中既可以

看到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及其应用前景的肯

定性信息,也有来自 NGO组织、持反对意见专家以

及一些案例事件的否定性信息,同时也有以政策报

道、事实描述、专家观点陈述为主体的中立信息的报

道。可以说,当前我国对于转基因的观点纷繁复杂,
甚至还有虚构的信息,使得转基因生物科技的传播

阻碍重重。

3.来自传播途径的障碍

(1)专业期刊的受众面较窄。我国转基因生物

科技和相关专业性学术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通过期刊

杂志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而订阅该类专业期刊杂志

的一般是研究机构或专业研究人员。由于专业期刊

受众面窄,普通受众不会通过购买或订阅专业性杂

志阅读获取相关转基因生物科技信息,而是通过大

众媒介获取转基因的相关信息和事件报道。
(2)公众对转基因产品尤其是食品的态度易受

到人际关系传播的影响。问卷调查显示,7.3%的受

众了解转基因是通过他人介绍,在访谈调查中发现,
公众极其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尤其是熟人的影

响。例如个案访谈B(女性,45~59岁,高中文化程

度,家庭妇女),当问及是否了解转基因时,受访者回

答“听说过,但并不清楚”;问及是否愿意购买转基因

食品时,受访者表示并不排斥。但当有其熟人在访

谈过程中告诉受访者说:“转基因食品不能吃,是
有危害的”,该受访者立即改变态度告诉我们“转
基因是有害健康的食品啊,那我肯定不会去购买

了。”可见,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易受到人际传播

的影响。
(3)受众使用媒介的偏好影响对转基因生物科

技及产品信息的获取数量和速度。根据调查数据可

知,公众了解转基因生物科技的信息一般来自于大

众媒介,包括电视、报纸、书刊杂志和互联网络。其

中通 过 电 视 渠 道 了 解 相 关 信 息 的 人 数 最 多,占

25.7%。由于网络的互动性特点,公众能够参与信

息的发布中,因此,网络也逐渐成为了信息的主要传

播媒介,其使用人数占21.9%。但据调查发现,不
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对转基因信息的获取渠道和方式

有差异。对于44岁以下的年龄层来说,互联网成为

其主要信息媒介;而对45岁以上的年龄层来说,报
纸是其主要的信息渠道。对于新媒体,年轻阶层使

用更广泛。所以不同年龄阶层对媒介选择的不同也

会导致转基因信息获取速度和数量的差异。

4.来自传播受众的障碍

(1)公众对转基因生物科技的认知程度较低。
通过调查发现,大多数受众听说过“转基因”,但多数

受众仅仅听说过“转基因”这个专有名词,对转基因

的相关信息并不了解,更不清楚哪些是转基因生物。
在访谈调查中,当问到“了解目前市场上哪些转基因

食品的种类”时,公众提及最多的就是大豆(油),同
时问卷调查的结果也显示,对于“您知道以下哪些转

基因植物”,选择大豆(油)的占了21.1%。由于大

豆(油)是人们生活频繁接触的食品,公众比较关心

也相对清楚。另外,从深度访谈个案中发现,除了日

常购买比较频繁的食品,公众对其他转基因生物科

技或食品却并不了解。例如个案D(男性,18~28
岁,文化程度研究生及以上,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

作),在回答了解哪些转基因食品种类时,提到了“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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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椒”。事实上,太空椒所利用的技术是遗传性基因

突变,而转基因技术与基因突变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可见,公众对于到底什么是转基因生物科技或产品

仍十分困惑。
(2)公众对转基因生物科技及产品的认知受文

化程度与年龄因素的影响。通过对调查问卷中的

“文化程度”“年龄”分别与“您是否听说过转基因技

术”选项做相关分析得出文化程度,年龄与转基因技

术的认知之间存在相关关系(P 值=0.00<0.05),
并且从“文化程度”与“您是否听说过转基因技术”的
交叉列表中发现初中以下没听说过转基因技术的人

数有551人,而听说过的只占358人,明显少于没听

说过转基因技术的人数。从年龄因素看,18岁以下

公众中听过与没听过转基因技术的人数所占比例相

差不多,而18~44岁之间的被调查者与45~59岁

的被调查者听过转基因技术的人数明显超过没听过

的,18~44岁年龄段的听过转基因技术人数约占该

年龄段的92%,45~59岁间的听说过转基因技术的

人数约占该年龄段的79%。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
没听过转基因技术的人数所占比例又多于听说

过的。

  四、结论及建议

  1.结 论

从传播主体看,公众普遍不信任政府与媒体。
在公众的心目中,政府尚未有效地承担监管、评估与

信息公开的责任,而媒体的报道失实与炒作都使得

公众对转基因生物科技及产品的风险一直保持怀疑

与担忧;从传播内容看,由于转基因相关传播内容的

较强专业性,对于普通公众而言,并没有达到预期的

传播效果,转基因信息内容的肯定性报道与否定性

报道也影响了受众对转基因的态度;从传播渠道看,
专业期刊的传播面较窄,受众的媒介使用偏好也影

响了转基因信息传播中受众获取信息的数量与速

度;人际传播可能影响受众对转基因产品尤其是食

品的态度;从传播受众看,受众对转基因的认知程度

普遍较低,而且其认知程度受到来自受众自身文化

水平的制约及年龄的影响。

2.建 议

(1)增强传播主体的公信力,建立专门的交流平

台。就转基因生物信息的传播主体而言,具有公信

力的依次是专家、政府、公益组织和大众传媒,但是

这些传播主体尚未充分发挥其作用,目前公众对转

基因生物科技的认识还相当模糊。公众就政府对转

基因生物的风险监管力度的认可度很低,其中相当

一部分受众对政府的监管并不清楚,说明政府监管

在信息沟通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政府应增强

传播意识,积极与公众沟通。受众对专家最为信任,
有了解转基因的强烈愿望,且极容易受到来自大众

媒体的信息的影响,因此,专家需要充分发挥作用,
主动借助大众媒体更加及时、广泛、通畅地发布相关

信息。相关传播主体在转基因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分

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各自拥有自己的优势,其中专家

拥有专业知识且公众非常信任,政府代表官方的声

音,公益组织有其公共性。大众传媒应该创造一个

客观、开放的媒介环境,为专家、政府和公益组织提

供更加有效的平台,促使各传播主体增强传播意识,
发挥各自优势,使不同方面的观点得到充分传播,使
受众能够对转基因有更加全面的了解。转基因备受

争议,否定性信息对公众的态度影响更加显著,与之

有关的突发事件有很强的影响力,因为突发事件往

往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也是媒体竞争的

着力点。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性和不确

定性,因此传播主体需要提前建立完善的突发事件

应对机制,能够在第一时间对突发事件进行关注,并
且选择合适的传播媒体和公众进行沟通。

(2)提供客观易于受众充分理解的传播信息。
在转基因生物科技的传播过程中,肯定性信息主要

集中于报道我国粮食生产的紧缺,传统农药、化肥过

多的使用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威胁,介绍转基因技术

的应用前景、国家战略,以及借鉴国外相关政策等,
以此引导公众科学、理性的认识;否定性信息则主要

集中于转基因技术的健康风险和环境风险、专利权

被国外控制等方面。研究显示,不同性质的信息对

公众的影响显著。因此,关于转基因生物科技及产

品的风险传播必须具备一定的沟通理性,在传播内

容上应提供更加充分、客观的信息,如转基因技术知

识、转基因技术风险背景,使得转基因技术成为公众

议题,并使各参与团体对其风险有所知觉。只有这

样,转基因生物科技及产品才能真正得到理性、民
主、开放的风险传播,才能促使公众对此具有争议性

的新生事物有更多的了解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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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忽视的是转基因生物科技信息的传播方式

应通俗明了,易于理解,过于专业的术语会阻碍受众

对转基因信息的获取,因此在对受众的普及与传播

中应避免过于专业的学术术语,而是用比较形象的

图示语言进行信息传达。另外,传播时要注意叙事

策略的选择。例如,广为流传的有关于转基因农

作物“虫子都不吃,那人就更不能吃了”的信息,其
遵循的是叙事逻辑,强调故事的合理性,具有很强

的说服力。比较而言,大众媒体关于转基因生物

科技的肯定性信息则更多地遵循了科学逻辑,学
术性有余而通俗性不够。因此,如何将科学的语

言转化成大众的语言,尽可能地减少沟通过程中

的信息扭曲和传播障碍,需要传者与受众的共同

努力。
(3)发挥新媒体的开放互动优势,形成传播合

力。当今时代,新媒体层出不穷,媒介环境已经发生

改变,转基因信息的传播途径应针对受众的媒介使

用偏好进行调整,充分利用各种传播媒介,从而保证

信息的广泛传播。传统大众媒介在信息沟通中仍然

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转基因相关的信息需要利

用传统媒体广泛的影响力。网络媒体为公众深入的

沟通与交流提供了平台,使得公众参与其中,政府、
专家也应该利用网络媒体的优势与公众公平公开地

进行沟通。博客、微博、微信、APP等新的媒介形式

都需要加以利用,通过公众熟悉和喜欢的的媒介形

式可增加沟通的亲和力,使公众能够走近转基因。
在与公众进行转基因生物信息沟通的过程中,充分

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作用,促使各种传播媒介

形成合力,最终使得受众能够积极参与对转基因生

物科技及产品信息沟通的过程中。
重视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传播

方式的结合。在转基因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尤其要

重视意见领袖。意见领袖一般是社会群体中有威

望、有号召力、凝聚力、带动力的人,如专家学者、社
会名流、或掌握权力的人等。由于转基因具有争议

性,所以意见领袖对公众的态度起着重要的影响力,
意见领袖对转基因的关注和态度将会影响更多的人

对转基因的关注甚至改变态度。因此,可以开展培

训讲座等活动对某个社交圈子中作为意见领袖的人

员进行信息传播,为其提供了解、质疑、沟通的交流

平台。

(4)与受众进行平等沟通,重视受众反馈。沟通

的前提是双方能够平等且互相尊重,与受众相比,政
府、专家、大众传播等传播主体了解的信息更多,对
转基因更具发言权。然而,目前部分传播主体对公

众的意见置若罔闻。公众对转基因越不了解,政府、
专家等传播主体就更有责任与受众耐心沟通,解答

受众的疑惑,听取其意见。同时,在尊重的基础上才

能进行有效的沟通。不同的媒介平台对转基因有不

同的认识和态度,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肯定的

还是否定的,都应使其充分展现出来,让公众了解到

不同的声音,从而保证公众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进

行判断并形成自己的态度。
转基因生物科技及产品的传播过程,是一个“风

险”的互动过程,表现为政府、专家、社会团体、企业

和公众之间围绕风险信息进行交流与沟通。而目前

更多的是一种单向、静态的传播过程,无论是政府、
专家的信息发布,还是大众媒体的传播,都尚未给予

公众反驳权利。这种单向性信息传播模式缺乏生命

力和凝聚力,违背了新闻传播的题中应有之意,只有

能够吸引受众积极参与,并提供开放的交流空间,才
能真正实现具有吸引力、创造力的双向信息互动,才
能构建良好的转基因生物科技及产品的风险交流平

台。当然,这离不开社会各界科学精神与媒介素养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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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Theresearchoftransgenictechnologyhasgraduallyformedacertainscale.Butactually
thepopularizationoftransgenictechnologyhasbeensetwithdifficulties,whichfrustratedscientistsof
thisfieldandadditionallyfailedtoconvincethepublic.It’sanextremelyurgenttasktopopularizetrans-
genictechnology.Basedondataattainedfromquestionnairesandinterviews,thispaperanalyzedtheob-
staclesandcausesforthepopularizationoftransgenictechnologyintermsofsocialenvironmentand
communicationelementsfromtheperspectiveofriskcommunication.Itfurtherproposedtostrengthen
thepublicreliabilityofbiotechnologyandproducts,establishspecializedcommunicationplatform,pro-
videobjectiveandeasy-understoodinformation,exerciseinteractiveadvantagesandconcertedeffortsof
newmedia,communicatewiththepublicequallyandputemphasisonpublic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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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长江文化大系之浩淼苍茫系列丛书简介

由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萧洪恩教授团队编著、长江出版社出版

的中华长江文化大系之浩淼苍茫系列丛书于2014年4月面世。作为

我国首部长江流域农业专史,它的出版凝聚了华中农业大学的研究人

员对研究中华民族悠久深远的农业发展史、特别是长江流域这块富饶

土地上农业发展脉络所付出的心血,标志着华中农业大学的学者团队

在长江流域农业史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作为国家级大百科历史文化重点出版工程《中华长江文化大系

(二)》的开篇大作,萧洪恩教授及其团队所编著的中华长江文化大系之浩淼苍茫系列丛书共有4册:《国脉

民天》《渔唱牧歌》《天人之镜》《绿浪飞波》,分别从农耕文明、丰饶鱼牧、林海莽原及生态世界的角度,以人

文历史的宏大视野和生动精炼的文字全方位地展示了鲜活详尽的长江流域悠久的农业发展史。整套丛书

立足大长江流域农业发展的脉络,融合了学术性与趣味性,做到了博大精深与雅俗共赏,适合全面阅读。
读者能够在阅读中饱览一条奔腾不息、生机盎然的文化长江,品味一部波澜壮阔、千秋弥香的长江流域农

业发展史。此次出版的中华长江文化系列丛书全面、系统地展示了长江文化,挖掘和提炼了长江流域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特质,而萧洪恩教授领导编著的浩淼苍茫系列作为中华长江文化大系的开篇之作更是填补

了我国长江流域农业专史研究领域的空白,为后来者的学习提供了完善的素材,为今后农业专史方面的研

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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