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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之达：《传播心理学新探》第八章第一节 

第八章   选取的信息与认知结构的心理反应  
受传者的心理系统选择的信息进入心理系统后要与其中的认知结构进行反应。那么，什么是认知结构呢？认

知结构又称为认识结构，大多数心理学著作特别是认知心理学著作里叫认知结构，我们在这里就依大多数的叫

法，称之为认知结构。 
 
第一节  认知结构及其基模的心理机制 
 
最早提出“认知结构”这一概念是英国学者F·巴特里特于1932年在其出版的《记忆：实验与社会心理学》一

书里提出来的。（2）此后心理学家（主要是认知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对认知结构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揭示

了它在处理信息上的功用和机制。特别是瑞士心理学家J·皮亚杰提出发生认识论后，把认知结构理论大大向前发

展了。（3） 
所谓认知结构是指个人在感知和理解客观现实的过程中在头脑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结构，因而,认知结构由一

个人的过去的经验、知识所组成。（4）在认识过程中，新的感知、新的信息要同已形成的认知结构相互作用，发

生反应。相互作用、相互反应的结果，不仅影响受传者对当前事物的认识，而且会产生一些新的感受、新的观

点、新的态度、新的欲望、新的动机、新的追求、新的理想与抱负。那么，受传者的认知结构是怎样与进入心理

系统的信息相互作用、相互反应的呢？ 
认知结构及其基模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要直接把它的心理机制表述出来让读者理解，是一件比较困难

的事。在我所读过的所有论述认知结构的学者都忽视了这个问题，对认知结构的表述都让读者特别是普通读者费

解。每触及时下学术界的这一文风，我很感慨。不知何时，在有些学者身上滋生了一种用晦涩、怪癖的语言的习

惯，好像越晦涩、越怪癖，越让读者费解，就越显自己的深奥而用通俗明白的语言就掉身价似的。我国有一知名

学者认为：“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如果让许多人都知道，那就不叫学问了；而培根

则认为“科学的力量取决于大众对它的了解”。两个主张之间我是非常赞同后者的。科学要是让大众对它费解，

就没有力量了。而要让科学从科学家的实验室里，从学者的书斋里走出来为大众所了解，就要用大众明白易懂的

语言，就要用大众易于理解的方法。要做好这一工作就得有献身科学的精神，就不能以自己的身价得失为取舍。

所以，我在这里借用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所创造的许多让读者明白易懂的传播方法中的一种即比喻来解决普通

读者理解认知结构时的困难。（5） 
人的心理系统处理新进入的信息与我们日常处理新买来的物品的道理很相似。我们买了一件新东西回家，第

一件事就是要把它归类，放到与它同类物品的存放之地。我们买了几个碗，按经验，把它们归到餐具类，放到厨

柜里去与其它餐具放在一起，绝不会把它们归于穿着类而放到衣柜里与衣服、裤子放在一起。我们买了几本书，

按经验，把它们归于文化学习用品类，把它放到书房的书架上，再细一点归类，把其中的那本《中国新闻史》归

到历史著作类与其它历史著作放到一起，把《心理学大词典》归入工具书类放到工具书格子里与其它工具书放在

一起，把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归于文艺类与其它文学书籍放到一起，绝不会把这几本书归到食品类而放到冰箱

里；第二件事便是如何使用这些物品。同样，心理系统面对每一新进入的信息，第一件事也要做归类存放的工

作。心理系统也像我们的家室一样，有分门别类存放各种各样新信息的“卧室”、“饭厅”、“橱房”、“卫生

间”、“橱柜”、“衣柜”、“书柜”、“鞋柜”之类的区域、框架，心理系统中的这些区域、框架就是认知结

构。当受传者心里进入了新的信息，心理系统第一件事就是把它们放到相应的认知结构中。如果没有相应的认知

结构，就建一个新认知结构暂时命名、存放着，待以后又有许多同类信息进来后就定名、修补、加固这一新的认

知结构；第二件事就是在有需要的时候使用这些信息。当然，我们是为了让读者明白存在于头脑中的看不见摸不

着的认知结构是怎么一回事，便用大家看得见的家室中摆放东西的区域、框架作比喻。实际上，家室中摆放东西

的区域、框架与心理系统中的认知结构有很大的差别： 
第一，在数量上，家室里的区域、框架是很少的。一般人家三室一厅一间橱房一个卫生间，四室两厅双卫的

家庭不多，上了十室两厅双卫的人家就更少了。总之，家室里存放东西的区域、框架多不过几十、百把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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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心理系统中的认知结构却是成千上万，阅历丰富、知识渊博者可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第二，家室里存放东西的框架是事先做好放在那里的，因而有些框架可能是空着的。有些框架之所以空着，

一种可能是从来没有买进相应的物品存放到上面而一直空着，还有一种可能是存放的东西已用完而空着；而心理

系统中存放信息的认知结构却是新信息进来后心理系统根据新信息所表征的“类”的特点临时做的，即使时间久

了，遗忘会把认知结构中的信息消蚀掉，由于认知结构与其存放的信息是有机整体甚至就是存放信息本身或者说

就是存放信息的名称，当遗忘把认知结构中存放的的信息消蚀的同时也把这个认知结构一起消蚀掉了，因而，不

存在没有存放信息的空着的认知结构。 
第三，家室里存放东西的区域、框架在存放东西时是死的、被动的。家室里存放东西的框架，开初做成什么

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不会随存放东西的不同有所改变，更不会与存放的东西相互作用而发生变化；而心理系统中

的认知结构特别是最基本的认知结构基模，在对进入的信息归类存放时却是活的、是积极主动的，一方面心理系

统要根据新进入的信息所带有的新的特点、性质来补充、丰富、修正认知结构原有的特点、性质，另一方面，认

知结构往往还要对新进入的信息进行加工甚至改造，从而打上自己的烙印，使之具有自己的特点。在使用进入的

信息的过程中往往要显示其支配权。 
第四，家室里存放东西的每一区域、每一框架比较单一，即使某一框架内有子框架（如书架中还有若干

层、有的书架每层还有若干隔），也比较少；而人的心理系统中的每一认知结构一般都有较复杂的母系统、子系

统链。例如，当我们看见一只金丝雀，反映“金丝雀”的信息进入心理系统后，我们的心理系统就把它归到

“雀”这个认知结构中。而“雀”这个认知结构上面还有一个妈妈认知结构“鸟”。“鸟”这一认知结构所具有

的“类”的特点就是“有羽毛”、“有翅膀”、“能飞”。但在妈妈认知结构“鸟”上面还有祖母认知结构“动

物”，“动物”这一认知结构所具有“类”的特点就是“要呼吸”、“要吃”、“能移动”、“有皮肤”。“动

物”更上面还一个曾祖母认知结构那就是“生物”认知结构。“动物”认知结构下面除了“鸟”认知结构外，还

有无数的兄弟姊妹认知结构，如“鱼”认知结构。“鱼”认知结构下面又有许多儿子认知结构，如“鲨鱼”认知

结构、“鲑鱼”认知结构，等等。无论是“鸟”认知结构的众多兄弟姊妹认知结构还是“鱼”认知结构下面的许

多儿子认知结构都具有各自的“类”的特点。形成一个认知结构网络。现截取这一网络的一部分图示如下，以见

复杂的认知结构网络之一斑： 
 

      

 

虽然，人们把反映“金丝雀”的信息归类存放到“鸟”的那一认知结构时通常并没有意识、理会其上的母系

统、祖母系统、曾祖母系统以及兄弟姊妹系统，但在心理系统中这种认知结构系统链、认知结构网络是存在的，

没有意识、理会到认知结构系统链、认知结构网络并不等于这个认知结构系统链、认知结构网络就不存在。在每

一类认知结构系统链、认知结构网络中最基本的那个子系统被称为“基模”，由于绝大多数认知结构都有主结构

和分结构（如反映一个长方体的认知结构，在头脑中长方体的直观图形是主结构，组成长方体的6个面就是这个认

知结构的分结构）。因此，在认知心理学中对一个没有分结构的最简单最基本的认知结构也称为基模。（6）为了

简便起见，以下我们有时用基模，有时用认知结构，用基模时是指没有子系统或者说是指没有分结构的最基本的

认知结构；用认知结构时表示这个认知结构有子系统或者有分结构。为了使读者不要因为在下文忽儿用基模，忽

儿用认知结构而误认为基模与认知结构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在此留给读者一句通俗的俏皮话：在认知结构中

作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曾祖父、曾祖母的直接叫认知结构，无儿无女的单身汉、单身小姐特别称为基

模。 
科学史上的成功史实表明，面对复杂的研究对象首先应从对象的基本单元、基本过程入手进行考察。例如，

庞杂的物质世界把人类迷糊了几千年，直到科学家从物质最基本的单元——原子、分子——入手，揭示了原子、



分子的“化合”与“分解”的基本过程后，庞杂的物质世界才被理解、被认识。同样，面对复杂的认知结构也得

首先把它的基本单元基模的基本过程搞清楚，才便于理解一些复杂的认知结构。那么，这个最基本的认知结构基

模是怎么产生的？这个最基本最简单的认知结构基模是怎么发展成了更高级的认知结构？又是怎么样发展成了更

复杂的认知结构系统链、认知结构网络的？ 
基模一词是借用铸造工艺学中的一个专业术语。要理解基模在新闻学、传播学中的含义还得明白这一词在铸

造工艺学中的原义。要造一个齿轮，得先根据设计图纸造出这一齿轮的木质模型，这模型是用来制造出齿轮的工

具，所以又称模具。比成品齿轮稍大一点的模具做好后就放到一个铁范里，再向铁范里填充专门用来翻沙用的

沙。翻沙技术工人把沙填充满并把沙的紧松压到操作工艺技术规则要求的程度，便把模具轻轻取出，于是铁范里

的沙团内就留下一个与齿轮模具一样的空间。再把熔化的铁水或按设计要求的某种熔化后的铁合金水注入铁范的

沙团中，冷却后就成了齿轮的毛坯。再把比成品齿轮要大一点的毛坯拿到刨床、铣床、车床上去精加工成设计所

要求的齿轮产品。新闻学、传播学借用基模这一概念是想说明，人是怎么样利用基模来识别、理解、支配表征客

观事物的信息的。当受传者心理系统中进来一种陌生的信息，不知它指代什么，心理系统便把这一信息放到各种

各样的基模中，当这一信息与某一基模吻合或基本吻合时，心理系统就据此判断这一信息所指代的事物就是这一

基模所指代的事物，因而，便用这一基模的名称来称呼这一信息。在成人的头脑中有成千上万的基模，但是，基

模不是人生下来就有的，也不是一下子就产生出很多来的，而是从幼儿开始，从小到大逐渐积累起来的。当幼儿

有了意识，开始注意观察对象并对同一对象观察许多次或对同类对象观察了许多个后，对同一对象或同类对象的

共同特点有了把握，于是便在头脑中产生了这一对象或这类对象的基模。例如，儿童在看了玩具车、自行车、三

轮车、汽车、人力车、马车、火车之后，他的心理系统概括、抽取出这类对象的共同特点：借助轮子旋转在地上

运动。概括、抽取出了这共同特点后，心理系统便在头脑中建立了“车车”这样的基模，这个初始的基模又叫原

型（就像铸造过程中那个模具）。有了这个基模、这个原型，如果有一天他看见一农民推着一辆他从未见过的独

轮车，他会根据这辆独轮车借助轮子旋转在地上运动这一特点与他头脑中的“车车”基模中“类”的共同特点相

同，或与他头脑中的“车车”典型样例相同而把这辆独轮车归到“车车”这一基模中去，于是举着小手指着那辆

独轮车向妈妈报告他的伟大发现和得意的判断：“车车、车车！妈妈，车车！”人就是这样从小逐渐在头脑中积

累起越来越多的基模或越来越多的典型样例的。这些基模或典型样例随着年龄的增大，观察力、思维能力的提

高，经验的增多，阅历的加深，所形成的基模不仅在量上越来越大，而且这些基模在反映对象“类”的共性、地

位、联系方面都会发生越来越深刻的质的变化： 
第一个质的变化就是，基模或典型样例所反映的类的共同特点由表面特征向本质特点深化。例如，对于人，

儿童先是根据诸如身体的高矮、皮肤的光滑与松皱、头发的长短与艳色、穿着等表面特征而产生哥哥、姐姐、弟

弟、妹妹、阿姨、叔叔、爷爷、奶奶、解放军、警察之类的基模或典型样例，在儿童时期根据人的“类”的精神

品质来产生基模或原型的很少甚至只有 “好人”和“坏人”这两个基模或原型，所以，当儿童见到一个陌生人而

对他的品质判断不了的时候总是问：“爸爸，那个人是坏人还是好人？”后来长大了，见识多了，根据人的

“类”的精神品质所产生的基模才逐渐多起来，简单而模糊的“坏人”基模或原型逐渐细化为较清晰的较复杂的

基模系列或原型系列：小偷、骗子、土匪、强盗、凶手、罪犯、懒汉等等；简单而模糊的“好人”基模或原型逐

渐细化为较清晰的复杂的基模系列或原型系列：三好生、劳模、恩师、烈士、功臣、能手、专家等等。一大堆反

映人的精神品质的基模或原型就是这样随着年龄的增大，阅历的加深便逐渐积累起来了。对于人的认识是这样，

对于其它事物的认识也是先从表面特征逐渐向本质特点深入，相应的，所产生的基模或原型所反映的“类”的共

同特点也是从表面现象逐渐深入到对象“类”的本质中去的；   
第二个质的变化就是，基模所反映的对象由人物向生物、事物拓展，由名称向行为、事件拓展。从能手、劳

模之类的人物名称基模向害虫、骏马、走狗、益鸟、鲜果、疏菜、森林、杂草、见义勇为、助人为乐、交通事

故、恐怖活动、希望工程之类的动物、植物、行为、事件基模拓展；   
第三个质的变化就是，孤立的基模向基模的系统链、基模网络即发展成认知结构链、认知结构网。从有关人

的基模向动物、植物的基模拓展，有关动物、植物的基模多了就出现概括它们的生物的母系统基模即母系统认知

结构；有关无机物和有机物的基模多了，就会出现包括生物与无机物的物质的祖母系统认知结构，等等。总之，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便逐渐在人的头脑中形成纵横交错的以基模作单元的认知结构系统链、系统网

络。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基模原来是这样一个东西： 
基模是心理系统存放信息的分类单位。它存放的信息是客观事物中某“类”事物在头脑中的表象、知觉、体

验、经验、认知，但还不是这“类”事物的定义，也就是说，这些信息还不是经过科学定义所揭示出的这“类”

事物的本质属性，或者说，还不是反映这“类”事物的概念的内涵。心理系统因这些表象、知觉、体验、经验、

认知都具有“类”的共同特点而把它们归在一“类”而存放到一块。所以基模都有一个较稳定的部分和可变的部

分。较稳定的部分就是“类”的共同特点，如基模“车”的共同特点就是借助轮子旋转在地上运动；可变部分就

是组成它的不同个体的个性特色，如基模“车”有玩具车、自行车、火车、汽车、三轮车、马车等等。如果进来



了新的信息，心理系统便根据这新的信息具有什么特点而把它存放到具有同样特点的基模中去；如找不到与它的

特点相同的基模，那就：或者把它放到具有相似特点的基模中去，同时以新信息的特点去补充、修正、改造原基

模的“类”的共同特点；或者以这一新的信息所具有的特点建立一个新的基模。 
基模是认知结构的基本单元。当基模接纳的信息越来越多，出现了更大“类”的母基模和更细的“类”的子

女基模时，就要把这个基模升格为认知结构了。 
基模将因长期没有接纳新信息或长期没有使用而被遗忘的洗涤剂冲洗掉。 
那么，基模及它所构成的认知结构有什么作用呢？让我们在下一节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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