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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之达：《传播心理学新探》（第三章） 

     第三章 心理系统对传播媒体的选择 

受传者的心理系统对传播信息的选择首先表现为对传播媒体的选择。受传者面对广播、电影、

电视、报纸、期刊、图书、网络、VCD等传播媒体，他选择什么样的传播媒体呢？决定他这种选择的

因素有哪些呢？ 

在这里，我们首先来看看，实际生活中受传者对传播媒体的选择情况。有一项关于受传者对8种媒体

的选择的调查统计资料：（1）  

作者：林之达  



从这一调查中显示，受传者对传播媒体的接触、选择是多种多样的，有电视、电台、报纸、杂

志、书籍、VCD、网络、电影，而首选是电视，每天必看电视的受传者高达80．5%；其次是书籍，每

天看书的受传者达30．3%；第三是选择报纸，每天有29．7%受传者看报纸；第四是选择国际互联

网，每天上网的受传者达11．9%；第五是选择电台，每天有10．3%的受传者听广播；第六是选择杂

志，每天有6．5%的调查对象看杂志，从不看的有12．4%；第七是选择VCD和录象带，每天只有2．7%

的受传者看VCD和录象带；最后是电影，很少看电影的人竟达61．1%。 

调查对象为什么对传播媒体有这样的选择呢？ 

调查对象之所以首选电视媒体，或者说电视传播的信息能通过大多数受传者的心理选择关，是

因为： 

第一，电视作用于心理的特点能“保证”比其它类型的传播给受传者更多的“报偿”： 

①受众在接收信息时有一个普遍的心理需求，不仅想知晓发生了什么事，更渴望了解这件事是

什么样子。声音传播、文字传播不能满足受众的这一心理需求，只有电视传播才能使受众如愿以

偿。当电台、报纸报道纽约发生了“九·一一”事件，即使绘声绘形地细致、具体、形象地描述事

件现场，但事件现场究竟是什么样子，受众只能根据电台、报纸的描述去想像。然而，想像是把脑

中储存的过去的表象根据描述进行重新组合，不同的受传者阅历不同，头脑中储存的表象的数量、

种类是极不相同的，所以，不同的受传者根据同一描述所进行的想像是极不相同的，而且，不在现

场的受传者所想像的事件的样子与事件本来的样子是绝对有差别甚至是有很大差别的。既然受众普

遍渴望看到事件现场的实际样子，而电台、报纸又满足不了，那就选择电视吧。电视不但告诉受众

纽约发生了“九．一一”事件，而且还把浓烟滚滚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子星大厦北楼以及另一架急速

飞来的客机从右方撞进大厦南楼，顿时从大厦南楼的左侧喷出火舌的场景如实地展现在受众面前。

比起电台、报纸的描述来，多解渴呀！ 

②，受众在接收信息时，普遍存在着一种希望这一信息是真实的心理需求。哪些媒介能向受传

者证明它所传信息是真实的呢？根据“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普遍心态，电台、报纸是难于向受

传者证明它所传信息是真实的，那就选择具有“百不如一见”真实感的电视台吧！ 

③，受传者在接受信息时如果还能自由、舒畅，那就是最满意不过了。电视台把节目送进您家

客厅，多好，在家里看电视，那就尽情自由、舒畅吧：或把礼服脱下，只穿一件不便出门的什么便

服甚至内裤也可以看电视；或泡上一杯龙井茶，摆上一堆瓜子，靠在沙发上舒舒服服地边喝茶边嗑

瓜子看电视；或在长沙发上伸展被工作累酸了的背脊，躺着看电视。总之，怎么自由，怎么舒服，

就怎么看。 

④，人累了一天，想轻松轻松，娱乐娱乐，好，找电视是最好的选择。你是球迷，想看球赛

吗？体育栏目多着呢，任您挑；您想看小品有小品，想看杂技有杂技，甚至想到动物世界去看猎豹

的狂奔，看狮子的捕食，欣赏企鹅的绅士风度……总之，电视把您带到娱乐世界里，让您轻松，让

您欢乐，让您开怀大笑，把您心灵里的劳累、抑郁、烦闷和忧愁都清扫出门，让您的心情开朗起

来，您怎能不选择电视呢？ 

⑤，就是在满足受众需要的种类方面，电视比其类型的传播提供的更多。报纸可向受众提供新

闻，而电视既可提供新闻又可提供娱乐；电台可向受众提供声音信息，而电视台不仅提供声音信

息，还可提供光信息，使受传者既闻其声又见其形；书刊可向受众提供此前的过去知识，而电视台

不仅可提供过去的知识还可提供现时鲜活的知识等等。既然电视比其它类型的传播提供更多的受众

心理所需要的精神产品，受众怎能不首选它呢？ 

第二众在获得上面这些“报偿”的过程中，“费力的程度”比从其它类型的传播获得“报偿”

所费的力气更小： 



①，电影与电视差不多，都有形象生动的画面，为什么前面调查统计表里却显示“偶尔看电

影”的人竟占61．6%，有“12．9%”调查对象每年只看1—2次？究其原因，看电影要买票、要走一

段路程，要比在客厅里看电视费力得多。 

②，为什么在上面调查统计表里还显示：选择报纸、杂志和书籍的调查对象比选择电视的调查

对象少？除了前面说的提供的“报偿”多少不同这一原因外，还由于电视反映的是传播内容的具体

形象，而且画面如流水线，不断变换，这样，受传者就用不着根据描述去想像传播内容，更用不着

也难于进行逻辑思维，因为，画面在不断变换，应接不暇，容不得你思索；而报纸、杂志特别是理

论性书籍等文字传播，就是形象地描述，它也要求受传者根据描述去想像其内容，加上文字是表征

传播内容词的符号，它反应的是传播内容的深层的本质，因而文字传播特别是理论性文字传播引起

受传者的思维主要是逻辑思维。在脑力劳动中形象思维比逻辑思维轻松，逻辑思维比形象思维费

力，容易产生疲劳。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没有逻辑思维习惯的人，一拿起理论书籍读一会儿就伸个懒

腰，打个呵欠，叫苦连天：“哎呀，读书好打脑壳呀！”所以，在脑力劳动中，要图轻松，首选自

然是电视了。 

既然读书比看电视要费力，那么，为什么上面调查统计表还显示调查对象对书籍的选择还占第

二位？竟有30．3%的调查对象抽时间看书，而且文化程度越高，读书的人越多：大学男生竟有42．

3%的同学选择书籍，大学女生有33．3%的同学选择读书，中学生就少些了，有29．4%的女生和22．

7%的男生选择读书。 

由此，我们看到了韦尔伯·施拉姆的“选择的或然率”公式的一个缺点：它忽略了受传者在选

择传播，获取信息的价值取向的作用。当受传者选择某种媒体能获取到他所需要的特别有价值的信

息时，这种选择即使让他很费力，他也再所不辞。上面说了，电视在受众面前展现的是事物的表面

现象，受传者要透过这些现象去抓住传播内容的本质，还得靠自己“由表及里，去粗取精”的概

括、抽象的思考。然而，电视画面像传送带一样，当您对某一个情景要思考时，另一情景的画面立

即挤进来把它推出镜头，使您应接不暇，没法停下来思索，更没法对您要思考的情景的画面反复观

看、思索。再有，电视台播送您需要思索的这个节目的时间、地点定了，您作为受传者不可能更

改。也就是说，受传者无法控制接受信息的速度、次数、时间、地点。所以，受传者要获取知识特

别是要获取系统的科学知识，是绝对不能靠电视，只能靠书籍。只有书籍才可能提供系统的知识，

其它的媒介即使提供知识也只是片段的知识（如学术期刊中的论文）；只有选择以书籍为代表的文

字传播，作为受传者，您可以自由决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读，在读的时候，您不仅可以自由决

定读快点还是读慢点，而且对某一句或某一段或某一节或某一章还可以自由决定重复读多少次。也

就是说，作为受传者，您可以自由地控制接受信息的时间、地点、次数、速度。这样，您选择了文

字传播，才可能获得思考的时间，才可容许您在书桌上摆着笔记本、拿出笔，边读、边思索、边写

心得，甚至把读到的好书、好文章推荐给亲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阅读、细读、精

读、研读的过程是一个艰苦的思考过程，虽然费时费力，但正是以这种费时费力的阅读、细读、精

读、研读为代价，您才可能获得您所需要的有价值的知识或有价值的系统知识或更有价值的系统的

科学知识。选择电视只有娱乐娱乐，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不利于提高思维能力，不利于培养思维

习惯。所以，青年要成长、要成才，受传者要提高自己的素质、增长自己的才干，只有选择以书籍

为主的文字传播。这就是为什么虽然读书比看电视费力，仍然有30．3%的调查对象每天利用业余时

间看书，有29．7%的调查对象读报，有23．8%的调查对象读杂志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新兴的电视传

播媒体永远也不能取代老的印刷传播媒体的原由。 

由于在电视面前，受传者没有控制观看节目的时间、地点的权力，而观看VCD和录像带乃是夺取

这个控制权的较好方式和有效手段。如，他看的某一电视连续剧，因要出差在外不能不中断，不要

紧，录下来等出差归来再看就是；或者嫌每天放一节，不连贯，加上插播广告，更不解渴，那就租

一组VCD，痛快地一口气看完。所以，调查统计表显示有2．1%的调查对象经常看VCD和录像带。看

来，在接受传播时是否能自由地控制接受信息的速度、次数、时间、地点，乃是受众选择不同的传

播媒体的类型的一大因素。 



前面调查统计表还显示，受众对国际互联网的选择居于第四位，有11．9%的调查对象每天都要

上网，大学男女生每周接触国际互联网的分别占74%和71%，中学男女生分别占50%和39%。在我国大

陆，选择互联网人数正以惊人速度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997年中国上网用户才26万人，可是到2001年12月底已达3370万人，4年增加

129倍多。这是由于国际互 

联网比起传统媒介来有许多优点： 

①，在报道新闻方面比报纸甚至比电台还来得快。1999年5月8日北京时间清晨5时50分，我驻南

斯拉夫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5枚导弹袭击，新浪网于6时24分第一个以标题快讯的形式报道

了此消息，6时40分又报道了详细内容，接着追踪报道，每隔3分钟补充新内容。而电台、电视台、

报纸是在几小时后才予以报道。所以网络可以比传统媒介向受传者提供“先睹为快”的报偿，具备

条件的受传者怎能不选择它呢？ 

②，网络在信息容量上是报纸、电台、电视台望尘莫及的。人民日报网络版一天上网信息

18MB，约合900万字的数据量。有时一天最高信息流量达40GB，相当于进进出出200亿个汉字信息流

量。如果这么多信息用报纸来印，至少要印1百万个版。在1998年克林顿绯闻案的新闻事件中，斯塔

尔报告厚达445页，要用报纸是无论如何承载不起如此浩繁的新闻内容的。可是，受众一上互联网，

通过数据库和搜索引擎，不仅对这445页的新闻可浏览无余，而且还可以看到这一新闻的背景、解

释、分析和评论等更详尽的信息。网络比传统媒介可以向受传者提供更详尽的信息，对某一问题的

信息几乎达到要啥信息就有啥信息的地步，受传者怎能不选择它呢？当然，由于网络传播缺少传统

媒介的信息把关人——编辑，什么人都可以向网上发布信息，从低级庸俗的垃圾信息到凶杀、诈骗

之类的犯罪新闻再到卖淫、夫妻互换之类的淫秽故事、淫秽图片充斥网上，使很多青少年沉迷其

中，成为“网虫”，不能自拔。据《华西都市报》2002年报9月27日报道，哈尔滨一名16岁的少年，

因迷恋上网受到母亲批评，竟然用菜刀在母亲头上砍30几刀，母亲惨死后他却从柜子里取走他父亲

蹬三轮车所积蓄的500元钱，若无其事的又坐在网吧里。陕西安康市中学张晓东，学习刻苦，成绩优

秀，还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和散文，自迷上网吧，不仅成绩急剧下滑，而经母亲多次打骂无效，最后

因通宵泡网吧上网而猝死。可见，媒体在争取受众选择自己时，应当考虑自己的社会责任。 

③，人类传播经历了点对点的人际传播进到点对面的大众传播再进到网络传播的否定之否定的

辩证发展过程。当大众传播否定人际传播时，一方面克服了人际传播速度慢、影响面极小的缺点，

另一方面又把人际传播可以使传播者和受传者面对面的交流、反馈、互动这一优点给否定掉了。而

通过网络传播对点与点传播的否定之否定后又恢复了受传者可以与传播者交流的优点：很多网站在

每条信息（新闻、论文、故事、意见、主张、倡议、研究报告等等）之后设置了“发表评论”的链

接点，人民日报网络版在国内新闻媒体网站开设了网上论坛（BBS）。1999年5月8日北约轰炸我驻南

大使馆，第二天人民日报网络版就开设了“强烈抗议北约暴行BBS论坛”，到6月19日改为“强国论

坛”时，网友们就已贴了9万条贴子，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舆论后盾。网上论坛（BBS）又称

电子公告牌。国际互联网提供了上万个电子公告牌，每个电子公告牌都包括一个特定的主题，这些

主题范围非常广泛，从科学、医药、保健、文学、政治、经济到娱乐、旅游等等各种领域，受传者

都可从中选中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参与讨论，可与网友在网上卿天，实现了受传者与传播者，受传者

与受传者之间的沟通与互动。网络恢复了受传者被传统的大众媒介所剥夺了的“及时反馈权”或

“传播参与权”或“与传播者、与网民互动权”，受传者怎能不选择网络呢？ 

④，网络给受传者提供了检索的极大方便。受传者如果错过了收听、收看某一广播电台节目的

时间，如依靠传统传播媒体要再收听、收看同一节目就比较难了。读者要查看以前某一报道，也比

较麻烦。相比之下，网民与电台、电视台、报纸的听众、观众、读者比起来，在检索旧资料上就得

天独厚了：可以随时按日期查看任一家网络媒体的旧闻。由于互联网把网上各网站、网页上的数据

有机地组编在一起，还可以输入关键词，通过搜索引擎，迅速查到要查的相关系统资料。网络使网

民这样不费力地查阅资料，极大地提高了网民使用信息的效率。人们怎能不选择它呢？ 



⑤，网络上发电子邮件，其方便是普通邮件不可比的：一封传统的国际邮件，传递时间一般要

3—7天，成本几元到几十元，如改用网上电子邮件则只需几分钟和几分钱；国际传真一般需几十

元，如改用网上电子邮件，不仅节约了钱，更重要的网上电子邮件通过数字编码，传输损耗为0，高

保真，大大优于传真。电子邮件地址全球通用，通过几个层次域名划分规定的邮件地址，在世界上

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收发电子邮件。网络给受传者提供了如此省时、省钱的高质量服务，他们怎能

不选择它呢？ 

虽然网络给受传者那么多那么大的报偿，为什么它在受众的选择中只居于第四位呢？ 

因为选择网络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要会操作电脑，要懂得互联网的一些知识，甚至还要有一定

的英语基础知识。而要具备这样的条件是相当费力的，一般人特别是文盲是难于具备这些条件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广播虽然给人的报偿较少，有声音没有图象，声音转瞬即逝，不像文字那样可

让受传者自由控制接受信息的速度、次数，但它有两个优点：一是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文盲也可

听懂；二是小巧的收音机，可随身带上，一边赶路一边听，或一边做事一边听。这是网络、图书、

报纸、期刊无论如何做不到的。第二个优点连电视也办不到，因为人的手足在做事、行走时全靠视

觉提供信息，在调节手足活动时也全靠视觉提供的反馈信息。因而，广播虽占用了受传者的听觉，

受传者的手足还可以做事、行走，而电视既占用了受传者的听觉又占用了受传者的视觉，受传者除

了娱乐性的随意动作外不可能做任何正经事，所以，广播在传媒市场竞争，也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

势。加上广播传播只有声音作用于受传者的大脑，没有电视那样有画面的束缚，给受传者自由想像

的空间。这样，受传者在欣赏音乐、文学方面看电视就不如听广播的收获大。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看到受传者的心理系统对传播媒体的选择情况大致如下： 

一，当一种传播媒体告诉受传者发生了什么事，至于这件事是什么样子，只能尽力提供尽可能

详尽、具体、生动的描述，让受传者根据描述去想像这件事是什么样子；而另一传播媒体在告诉受

传者发生了什么事的同时把这件事的样子原原本本地展现在受传者面前，不作描述，不需要受传者

去想像这件事是什么样子。那么，受传者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一传播媒体。 

二，当一种传播媒体告诉受传者发生了什么事，但难于向受传者证明这件事是否是真实的；另

一种传播媒体不但告诉受传者发生了什么事，还能向受传者证明这件事是真实的。那么，受传者也

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一传播媒体。 

三，当一种传播媒体向受传者传播信息时要求受传者严肃认真，另一种传播媒体在向受传者传

播信息时却没有这样的要求，受传者无拘无束，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那么，普通受传者会乐意

选择后一传播媒体。 

四，当几种传播媒体同时摆在受传者面前，哪一种传播媒体提供的娱乐内容最丰富，娱乐方式

最新颖，这种媒体就最能被好玩的受传者或者工作、学习累了正需要休息的受传者所选择。 

五，当几种传播媒体同时摆在受传者面前，哪一种传播媒体提供的信息最满足受传者更多心理

需要，就最能被受传者所选中。 

六，当几种传播媒体同时摆在受传者面前，在接受信息时，如果能使受传者感到很轻松的传播

媒体就最可能被普通受传者所选择； 

七，当一种传播媒体能使受传者在接受信息时感到很轻松，而另一传播媒体虽然使受传者在接

受信息时很费力，但所获得的信息很有价值，那么，就会被正寻求这种信息的受传者所选择。 

八，当一种传播媒体能使受传者在接受信息时可以自由地控制接受信息的速度、次数、时间、

地点，而另一种传播媒体则不能使受传者在接受传播时可以自由地控制接受信息的速度、次数、时

间、地点。那么，受传者会选择前者而舍弃后者。 



九、当面对多种传播媒体，受传者总是选择那种提供信息的种类最多、数量最大的传播媒体。 

十、面对多种传播媒体，提供的信息最快，能使受传者“先睹为快”的传播媒体，就最易被受

传者选中。 

十一，面对多种传播媒体，那种最便于受传者反馈，最能让受传者参与传播活动，最能让受传

者与传播者和其它受传者交流、沟通、互动的传播媒体就最能被受传者选中。 

十二、面对多种传播媒体，那种播发过的任何时候的信息还能让受传者很方便地查找到的传播

媒体，就最容易被受传者所选中。 

十三，面对多种传播媒体，那种除了提供信息、发布广告之外还能向受传者提供更多服务（如

便捷传递高保真邮件、帮助购物、遇到困难时可代为寻求帮助、提供学术研究的图书报刊资料等

等）的传播媒体，就最能被受传者所选中。 

十四，面对多种传播媒体，那种能让受传者一面接受传播又能一面做事的传播媒体，就最能被

受传者所选中。 

十五，面对多种传播媒体，那种除了提供面上一般信息外还能提供受传者所处地区、城市和所

从事的领域的信息的传播媒体，就最能被受传者所选中。 

以上是就传播媒体间只就某一特点在程度、数量、品种、性质上的不同甚至相反的情况下一般

受众的一般选择。之所以加两个“一般”，是因为受传者在选择时还受如下因素影响： 

    第一是受传者选择的“动机”。同一受传者在选择传播媒体时，动机不同，选择的传播媒体也

不同。从下面的调查统计表可见一班：（2） 

由上表看出，当需要放松时，有39．5%的受传者选择电视，只有很少受传者去选择图书（4．

3%）、杂志（3．8%）的报纸（16%）；当无事可做需要消磨时光时，有42．2%的调查对象选择电

视，只有极少数受传者选择图书（8．6%）、报纸（1．6%）、杂志（4．3%）。可见，受传者看电视



是一件轻松事而接受文字传播却是一件很不轻松的事。为什么他们有这种感觉呢？因为电视传给受

众的主要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因而引发受传者的心理活动主要在浅层的感知活动，即使触及到中层

心理活动的思维，也主要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比起逻辑思维来不但较轻松，而且越思维越兴奋。

接受文字传播就不同了，文字不是事物表象的符号而是表征事物共性、本质的词的符号，受传者要

通过这种符号去把握事物的共性和本质，必须运用逻辑思维，而逻辑思维比起形象思维来不但不轻

松，而且对大多数没有逻辑思维习惯的受传者来说，越思维越容易引起困倦。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

没有逻辑思维习惯的受传者需要放松、要消磨时光时选择电视，只有少数有逻辑思维习惯的受传者

需要放松时才选图书、期刊、报纸之类文字传播的原由。 

上表显示，当需要娱乐时30．3%的调查对象选择了电子游戏，当需要发泄时，有43．8%的调查

对象选择了电子游戏。电子游戏的主要内容是各式各样的竟技：或球赛或下棋或剑击或拳击或枪击

等等攻防性竞技；或越障或攀高或射击或体操或跳水或游泳或赛跑或赛马或赛车等等表现勇敢、耐

力、技艺高低的竞技；还有如打桥牌、搓麻将之类利用偶然机遇（或偶然获得的现有条件）以出奇

制胜的谋略竞技。等等。这种以竞技为主要内容的电子游戏为什么会给人带来娱快和欢乐？为什么

会让人们发泄？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人的心理需要谈起。在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心理需要

层次里有一个“尊重”的需要，他说：“社会上所有的人（病态者除外）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牢固

的地位，希望别人的高度评价，需要自尊自重，或为他人所尊重。牢固的自尊心意味着建立在实际

能力之上的成就和他人的尊重。这种需要可以分成两类。第一，在面临的环境中，希望有实力、有

成就、能胜任和有信心，以及要求独立和自由。第二，要求有名誉和威望（可看成别人对自己的尊

重）、赏识、关注、重视和高度评价。”（3）人人都希望受到尊重，而人人都不容易受到尊重。

因为，一个人要受到别人尊重的前提一是自己要有成就，二是要有尊重别人成就的人文环境。一个

人要取得成就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事，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学习、积累、磨练，即使有了成

就还需要有尊重别人成就的人文环境（在中国“四人帮”横行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多少像陈

景瑞、孙冶方、李四光一类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不但受不到尊重，反而受到压抑、打击和迫害，直

到打倒“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尊重别人成就的人文环境）。所以，对

大多数人来说，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处在为争取有成就而努力奋斗过程中的暂时还没有成就、还不

为人所尊重的情境中，怎么办？既然在现实中不容易获得尊重，那就到以竞技为主要内容的游戏中

去求得精神上的满足吧。在一张拳击电子软件游戏中，如果他扮演并操纵的甲方胜了，不仅他的情

绪在被打败的乙方身上得到发泄，而且也就获得了现实中难于获得的胜利的喜悦。在一张越障电子

软件游戏中，如果他操纵的赛手比别的赛手更快地越过更多的障碍，他会不仅获得现实中难于获得

的成就感，而且他的情绪在越过障碍中也得到发泄。在一张打桥牌的电子软件游戏中，他所操纵的

赛手百分之百地服从他的指挥、调遣，因而他的意志受到百分之百地尊重。并且他是百分之百地独

立、自由地指挥赛手拼搏向前。在现实中，无论他做什么事，往往会听到来自高高在上的爸爸妈

妈、爷爷奶奶或来自老师长上或来自领导的指令：“您不该这样，您应该那样”。而在这参与性游

戏中，再不会有人来怀疑、否定他做的事，再不会有人来摆弄他、左右他，他就是这一游戏的最高

统帅，是至高无上的皇上，享受着人世间最难得的绝对地独立、自由，品尝这种绝对独立、自由给

他带来的世上难得的舒畅与喜悦。正像电子游戏迷王珂小朋友对他妈妈说的：“妈妈，您不知道，

在电脑游戏世界里，你可以是个武艺高强的武林高手，也可以是个足智多谋的小精灵，就像自己进

入一个神奇的世界。”（4）即使他不参与，在一旁观战，他所同情的一方的胜与败都会让他心潮

起伏。在游戏特别是在攻防游戏和谋略游戏的争夺目标的过程中，各种障碍、困难、风险层出不

穷，竞赛双方的优势与劣势变幻莫测，常常会发生戏剧性变化。这是鲜活的现实生活的再现，是现

实生活的游戏化。在现实生活中，令他一筹莫展、束手无策的障碍、困难、风险，一到了游戏中他

就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甚至可以像孙悟空一样，吹口气，这些障碍、困难、风险就灰飞烟灭了，

他的任何不满情绪也发泄了。随着这些障碍、困难、风险的灰飞烟灭，他就沉浸在唐吉柯德式的飘

飘然的自我陶醉中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青少年一接触电子游戏，就会像吸毒上瘾一样难于自拔的

原因。电子游戏因满足了人们在现实中难于满足的受人尊重的心理需要而带给人们的娱快和喜悦，

电子游戏让人把不满情绪都尽力发泄掉，因此，当人们要寻求娱乐或想发泄时，往往选择电子游

戏。 

上表还显示，当需要了解新闻和社交话题时，分别有40．5%和33．5%的调查对象选择电视，其



次是有38．9%和17．8%的调查对象选择报纸。没有一个调查对象从图书、电子游戏、电影中去寻找

新闻，只有少数调查对象从图书（4．3%）、电子游戏（2．7%）、电影（2．7%）中寻找社交话题。

这反映了电视和报纸是很受欢迎的新闻传播媒体，也是社交话题的最好的传播载体。这一调查统计

数据启示我们：电视和报纸要让受众选择，传播好新闻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为什么此调查统计显

示，通常称作三大新闻传播媒体之一的电台广播竞只有1．6%的调查对象把它作为了解新闻的媒体来

加以选择？这是由于，了解新闻传播的受众有两类：一类是了解消息之类的浅层新闻。这类新闻对

受众心理的作用只达到感知觉。要了解这类新闻传播的受众对新闻事件不仅要求闻其声而且要求观

其形。这种心理需求是电台广播满足不了的，所以，这类受众就自然选择电视了；另一类是了解通

讯、深度报道之类的中层、深层新闻。这类新闻对受众心理的作用不仅要达到感知觉，而且还要进

到思维、情感、意志甚至深入到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心理深处。要了解这类新闻的受众对新

闻事件不仅要知道发生了什么样事，而且更要求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它的背景是什么？这

样的事对社会有什么影响，有什么意义？按通行的社会公德，我们对这样的事应持什么态度？要满

足这类受众的更深的心理需求，反映新闻事件表面形象的电视是不能满足的，而电台滔滔不绝的播

音，如流水淌过，受传者无法对其中某一句话、某一情节停下来思考，因而也是不能满足的。能满

足这类受众的深层心理需求的只有借助文字传播新闻的报纸。 

当受传者要学习知识时，有35．7%的调查对象选择图书，其次是报纸（22．2%），再次是上网

（13．5%）。只有9．2%的调查对象选择电视。这是由于文字传播作用于心理的特点造成的，已如上

述，不再重复。这里要说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的四十年间，那一方叫电视的魔盒，曾经席卷

大半个世界，明显冲击传统印刷媒体的生态及秩序时，就曾有人断言“二十一世纪是无纸张的时

代”。时至今日，仍有人呼应，此预言“浸浸然有实现的可能”（5）报业界也有不少人悲叹，人

们都喜欢看电视甚至“依赖电视”，报纸从未受到如此的冷落。但是“随着民众教育程度的提

高”，“民众对电视的依赖心降低了”（6）在电视刚兴起时，有不少图新鲜而弃报纸去看电视的

人，经过一段时间后发觉，电视不像报纸那样能让自己自由地控制接受信息的时间、地点、速度、

次数，不能像报纸那样便于把握传播内容的精神实质，不像报纸那样便于思考，又重新喜欢报纸而

逐渐疏远电视。可见，悲观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每一传播媒体既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短处。

在激烈的传媒市场竞争中，在争取受众选择自己的竞争中，每一传播媒体只要善于扬长避短，总是

会立于不败之地甚至还会出奇制胜的。 

调查表上显示的一个数据是特别耐人寻味的。当受传者需“要别人陪伴时”有47．0%的调查对

象选择电影，其次是选择电视（18．4%）。照理首选应选择电视，因为看电视也有人陪伴而且是家

人陪伴呀。实际上，这里的“伴”不是一般的伴，而是“侣伴”的“伴”，是专指需要情侣相伴。

情侣相伴就需要有亲热之举，同家人一起看电视是不便于亲热的。选择哪种传播媒体才便于亲热

呢？沙士比亚说，夜幕里才是爱情的世界。看电影时照明灯全关上，周围全是陌生人，不正是一个

理想的爱情世界吗？别以为电影在其它先进的传播媒体特别是电视面前毫无竞争力，对于怀有特殊

动机的特殊的受众来说，它却是首选。特别是科学技术使电影观众由过去的被动观看变为主动观

看，即，过去是电影院放什么电影，观众只能看什么电影。而现在电影院里不仅有影片库，观众到

了那里想看什么电影片就看什么电影片，而且较有势力的电影院都母子化、包厢化，即一个电影院

里有许多小放映厅、放映室。影片任观众挑，放映厅或放映室任观众选，又适合情侣陪伴，何等舒

心，怎能不选择电影呢？ 

说了受众选择传播媒体时受其“动机”因素的影响，接着我们来考察下一个因 

第二，受众的文化程度对选择传播媒体的影响。文盲是不可能选择图书、报纸、杂志之类的

文字传播的。那么，半文盲和没有阅读习惯的识字者呢？笔者仔细观察过他们的阅读，一个字一个

字慢慢地念，遇到生字还要停下辩认、回忆，实在记不起了又要去请教别人。等认识了一个一个的

字，还要把这些字按组成的一个一个的词组来加以理解。把一个个词组理解了，还得对这些词组组

成的句子加以理解……一页文字至少要花半个多钟头，有的还要花一个多小时。他们阅读起来很费

力。按威尔伯·施拉姆的公式，选择的或然率与费力的程度成反比，所以半文盲和没有阅读习惯的

识字者一般是很难选择书报刊之类的文字传播的。例如，北京地区不读报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初中



及初中以下的学历的居民，其中小学及小学以下学历的居民占23．0%，初中学历的居民占43．9%，

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合计仅占5．1%；而在北京读报者中有73．5%是高中以上学历的读者。可见，文化

程度越高，就越愿意接受文字传播，学历是制约人们是否接受文字传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关键因

素”（7） 

受众对电视的选择与对文字传播的选择相反：文化程度越低，对电视的选择率越高。北京电

视观众中有81．2%观众是中等以下学历，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观众只有6．5%，学历越高，看电视的

人越少。（8） 

第三，受众的经济收入也影响他对传播媒体的选择。有的人本来喜欢读书，但由于书涨价，就

只好不买书读了。据调查，深圳人79．8%的人“为了谋生、工作、学习和提高个人修养”而买书

读。然而，随着书价上涨，“深圳人的购书开销和读书时间大大减少。”（9）然而，在看电视的

人中，收入高的观众的比重却小（17．4%）。相反，中下等收入的观众的比重却很大（82．6%）。

（10）经济收入的高低之所以如此影响受众对图书和电视台的选择，是因为二者的信息载体与信息

的结合方式不同造成的。图书的纸质载体上的信息是凝固的，要买新的信息必须同时购买承载新信

息的新的纸质载体，这样，吸收每一本书中信息的代价=这本书的信息价格+这本书的信息载体价

格。而电视上的信息却是流动的，是在不断更新的。要看新的信息就不必买新的载体，您要看成千

上万条信息，都可用同一载体。因此，吸收书中信息的代价要比吸收电视上同样数量的信息代价昂

贵得多。所以，在图书价格比较贵的情况下，经济收入不高的受众大都选择电视而无力选择图书。 

第四，受众的年龄大小对选择传播媒体的影响。北京的一次调查统计资料显示：在读报人数中

45岁以下的读者占70．8%。46—55岁年龄段的读者占22．6%，56—65岁年龄段的读者占6．1%，65岁

以上的读者仅占0．5%。可见，年事越高，选择报纸的受众越少。那么选择电视的情况怎么样？调查

显示：20—29岁年龄段的受众选择电视的比例最少（10．5%），选择最高的年龄段是40—49岁年龄

段的受众（26．1%），而60岁以上选择电视的受众也比较少（15．2%）。可见，报纸读者的发生概

率多属于比较年轻的居民。（11）造成以上选择媒体特点的原因在于，20—29岁年龄段的青年正处

在为求一个好的职业，或者刚参加工作没有经验但又想打开局面，或者对所从事的职业不满意而想

跳槽的人生爬坡、拼搏、奋进时期，必须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吸收知识和积累经验上，所以这

个年龄段的青年更多的选择能增长知识的报纸而少选择以娱乐、休闲为主的电视。同样的道理，

40—49岁年龄段的调查对象，大多数人的事业基本定了，如果是不求上进者，下了班就看电视消

闲；如果是事业的开拓者或者是就职单位的骨干，担子重，上班很累，下班后想借看电视轻松一

下。至于年事越高的受传者无论是选择书报还是选择电视都越来越少，是因为，老人一般视力都下

降，不少老人看电视的画面不很清晰，看报也较吃力，加上老人都喜欢回味往事，所以，对报纸和

电视的选择相对较少。 

第五，受众的职业构成对选择传播媒体的影响。同上一个调查统计资料显示：在读报者中占

84．5%的人是教育、科学、文化、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公司职员，经济管理人员，商业服务人

员，国家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在不读报的人中工人占36．4%，离退休人员占26．4%，商业服务

人员占9．3%，私营或个体劳动者占6．4%。从中看出，不同职业的读报人数的多少与每一职业对文

化程度的起码要求的高低相对应，与每一职业的一般生理特点相对应。在科教文卫和经济管理岗位

上工作的人大都具有大学以上的学历，特别是从事科学研究和在大学从事教学的人员都是高级知识

分子，都有读报的习惯。工人的平均文化程度不高，下班有打牌习惯的人多而有读报习惯的人却很

少。离退休人员，年龄大一些，视力有所下降，读报较费力，所以读报人数较少；选择电视的受众

中占70%的工人（22．2%）、农民或农民工（19．8%）、各类专业人员（10．7%）、离退休人员

（8．9）和企事业领导或管理人员（8．4%）。看电视的人数最少的是学生（2．5%），其次是私营

或个体劳动者、待业或无业人员（5．0%），再次就是党政机关干部（6．8%）和中学生（8．2%）。

这里也表明，不同职业看电视的人数的多少与每一职业闲暇程度有关。（12）大学生和中学生的功

课、作业较重，中学生的升学考试压力大，有的大学生也要准备考研，即使不考研也要读很多参考

书，所以读报人数较少。私营或个体劳动者可说是各类职业中最忙的。对他们来说，没有上班与下

班、工作日与假休日之分，有的忙得即使一天有34小时也嫌不够，哪有功夫看电视，更不要说挤时



间读报了。党政机关干部在人们心目中好像上班下斑，有条不紊，应该有时间读报看电视。其实不

然，对于大多数主要领导，家和办公室一般没有多大区别：或者把上下级的文件、报告带回家来阅

读、批示；或者刚一回家，登门求助人就来了；或者秘书一个电话，上级有什么紧急要立即处理。

对于一般干部，或下基层或写总结或准备会议文件，也是非常忙碌，能像常人一样定时读报看电视

的干部不是很多的。 

除了职业的因素，还有一个工作性质也影响受众对传播媒体的选择。同前一个调查统计资料还

显示：在北京电视观众中，57．4%的观众是上“正常班”的人，上“倒班制”的观众只有8．1%。这

再一次说明，受传者对时间的支配权力的大小决定着他对传播媒体的选择。 

可见，影响受传者选择传播媒体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甚至可以说是复杂的。主观上，由其复杂

而多变的心理需要引发的复杂而多变的动机，在选择传播媒介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他想轻松、

娱乐，他自然就选择电视之类的综合传播；他想学习知识特别是想学习系统的专业知识，他自然选

择书报刊之类的文字传播；他想解除内心的压抑或抑郁，想寻求现实中不能满足的受人尊重、不受

任何人干预的自由、舒畅，他就会情不自禁地选择精神鸦片——电子游戏；他想在接受传播时有情

侣陪伴，他就会选择电影。总之，有什么样的心理需要，有什么样的动机，就有什么样的媒体选择

（在这里还应看到受传者的心理需要及其所引发的动机是有年龄特征的，因而在传播媒体的选择的

调查统计中也显示出年龄特征来）；  客观上，受传者主观的选择动机还要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

您想看世界杯足球赛的电视直播吗，不行，您是边防战士，今晚正好轮到您在边防哨所值班，没法

看；您想上互联网？您连上网吧的钱都没有，就更别想买台电脑没日没夜地玩个够了；您想读《孙

子兵法》？您只有小学的文化程度，怎么读得懂先秦古文呢？有些时候，不是受传者想选择什么传

播媒体就选择什么传播媒体，还要受到职业、经济收入、文化程度等客观条件的限制。 

这样看来，各种类型的传播媒体要争取受众选择自己，一方面要考虑我们在前面总结的受传者

心理系统选择传播媒体的十五种情况，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影响受传者选择传播媒体的各种因素。如

果某一传播媒体既清楚受众在哪种情况下选择具备什么特点、功能的传播媒体，使自己尽力具备这

样的特点和功能以迎合受众的选择，又能把握和操纵影响受众选择传播媒体的各种因素，那么，这

一传播媒体在激烈的传媒市场竞争中就稳操胜券了。` 

 

注释： 

（1）、（2），《青少年与大众传播媒介一一粤台港奥四地文化交流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

澳门基金会出版，第170页、第173页。 

(3)，马斯洛等著：《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页。 

（4），《“调皮鬼”进了北大》，载于《华西都市报》2003年6月13日第20版。 

 (5)，孙荣光：《台湾有线电视与报纸跨媒体竞争之初探性研究》，

http：//www.chuanmei.net,    2002-9-23. 

(6 )，潘家庆：《媒介理论与现实》，台湾，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244

页。 

（7）、（8）、（10）、（11）、（12），喻国明：《媒介的市场定位——一个传播学者的实

证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依次为第42-43页、第215页、第217-218页、第42页与

第215页、第43页与第216页。 

    （9），据《羊城晚报》2002年9月14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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