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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之达：《传播心理学新探》（第二章·第三节） 

第三节 传媒作用于心理的特点及心理选择的一般法则 
我们在第一章考察发现，心理系统是传播信息在传播致效过程中的必经之路。接着，在这一章

的前一节考察又发现，心理系统要对传播送来的信息进行检查、筛选，要筛掉绝大多数信息，只把

“参与权”授给少数适合它的需要、符合它的标准的信息。而这些检查、筛选是在“暗箱”或“黑

匣子”里操作的，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往往被传播者忽略。然而，心理系统却以筛选后的最终

的看得见的结果——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这个决定市场竞争成败的力量，迫使传播者意识到它

的存在，感觉到它的威力，并最终迫使一切大众传播媒体就范：按它的需要、它的标准运转。 
那么，心理系统要求传播者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体如何按它的需要和标准运转呢？ 
下面我们就来考察这一运转过程。 
为了使这一考察顺利进行并得出正确的结论，还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第一，不同类型的传播

各自作用于心理有哪些特点？第二，心理选择的一般法则是什么？ 
关于第一个问题中“不同类型的传播”，涉及到对传播的分类。对传播的分类，按逻辑学中划

分外延的法则，可以用多种多样的标准进行多种多样的划分法。为了使分出的传播类型作用于心理

的特点普遍适用于归属它的不同媒介，我们按照传播的信息通过什么感觉器官作用于大脑这一标

准，把传播分为以下四类：（23） 
〈一〉，声音传播（俗称口头传播）——把传播内容转换成声音信号，通过人的听觉器官作用

于大脑的传播。声音传播又可分为直接声音传播和间接声音传播。前者如谈心、对话、座谈会、答

记者问等面对面的人际传播。由于传播者与受传者面对面，因而传播是双向的，受传者接收到信息

后有什么感受、意见、要求，可有意或无意地反馈给传播者。传播者又可根据受传者的反馈，及时

调节传播内容的多与少、深与浅，调节传播的方式方法；后者如广播电台、录放机等传播。广播电

台的播音员与听众在空间上相隔很远甚至相隔千山万水，受众接收到信息后有什么感受、意见、要

求，比较难于及时、全面地向播音员反馈。虽然时兴的直播节目中，听众可用电话与节目主持人交

谈，但，能与主持人谈的只是听众的千万分之一，而且，当主持人把传播调节来适应交谈者的特殊

的或个人的要求后，有可能因此而不符合万千听众的要求。至于录放机的传播，播音员不仅在空间

上而且在时间上都与听众有很大的距离，更难于及时得到听众的反馈，更难于根据听众的反馈来及

时调节传播的内容和形式。 
〈二〉，形象传播（俗称直观传播）——把传播内容转换成光信号，通过人的视觉器官作用于

大脑的传播。形象传播品有实物（如：历史文物、战利品、各种成果展览品等）和实物的复制品两

类。复制品又分平面复制品（如：照片、图片、图表等）和立体复制品（如：各种模型）。 
〈三〉，文字传播——把表征传播内容的词的符号转换成光信号，通过人的视觉器官作用于大

脑的传播。这里要注意在理解上不要与形象传播相混淆。虽然都有一个“转换成光信号”，但形象

传播是把传播内容直接转换成光信号，而文字传播则是把“表征传播内容的词的符号”转换成光信

号。文字传播按传播内容的完整程度可分为提示性文字传播（如：标语、口号、招牌、标签等）、

简要性文字传播（如：传单、布告、通知、碑文、通电、论文、消息、通讯、短评、社论、杂文、

报告文学等，其载体主要是报纸、期刊等纸质媒介）、系统性文字传播（如：专著、丛书、文库

等，其载体主要是书籍等纸质媒介）。 
〈四〉，综合传播——将传播内容同时转换成声音的、光的或其它信号（如：盲文），通过两

种以上的感觉器官作用于大脑的传播（如：电视、戏剧、电影、网络等）。 
综合传播分为组合式综合传播和艺术化的综合传播。组合式综合传播是各单一传播类型的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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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如展览会、电视记录片和电视现场转播等。在组合式综合传播构成中，缺乏其中一个传播类

型，对传播内容的表达影响不大。展览会是一个典型的组合式综合传播，它一般由展品、文字介

绍、解说员的解说组成，如少了文字介绍，只要还有展品和解说员的解说，对展览的影响不是很

大。同样，如没有解说员的解说，只要还有展品和文字介绍，对展览的影响也不大；艺术化的综合

式传播是对传播内容进行艺术加工，使传播内容具体化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使构成它的各

单一传播类型成为这个艺术作品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构成部分。如：电影、含文艺内容的VCD、电视连

续剧等。 
那么，各类传播作用于心理时，各自有哪些特点呢？ 
〈一〉，声音传播作用于心理的特点： 
1，声音传播是转瞬即逝的声音信息通过受传者的听觉器官作用于大脑，没使用文字符号，不

要求受传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结构，只要有一定的个体经验和社会经验就行，也不要求有解读文

字符号的能力，因此从文盲到学者都能接受和理解。 
2，直接口头传播因为是传受双方面对面地进行的，受传者能表达自己的意见，提高受传者的参

与度，使受传者产生被牵连进去的感觉；传播者能根据受传者的反应及时调节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

方法。由于传受双方能相互影响，从而有利于产生团体意识和共同决定的模式。因而直接口头传播

特别适合用于交换意见，协调歧异，形成决定。 
3，口头传播是通过声音刺激进行的，而声音发自肺腑，富于高昂与低沉、轻柔与刚强、抑扬与

顿挫、缓慢与急促的多变化的表现力，因而传神、传情、感人。这一特点不仅用于抒情性和鼓动性

的传播时特别凑效，而且有利于播音员再创造。1984年四川省广播电台约请笔者撰写“青年心理讲

座”广播稿。当笔者在收听自己撰写的广播稿时，有一种比自己撰写时更深的理解，更激动的感

受。从此我才切身体验到广播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 
4，直接声音传播面对受传者，可配合眼光、面部表情、手势来表达感情，也就是说，不仅有声

音符号，还伴有光符号，两种符号配合作用于大脑，因而更具有感染力。威尔克（W.H.Wilke）曾对

直接声音传播、间接声音传播和文字传播三者的说服力作了一次实验。他用相同的传播内容，分别

以三种不同的通路，向三群大致相同的大学生作实验。他发现，无论是讨论战争、节育或经济问

题，最能改变受传者意见的是直接声音传播，其次是间接声音传播，再其次是文字传播。（24） 
5，与文字传播比较起来，直接声音传播向受传者提供更多的传播内容的细节，信息量更大，使

受传者得到的感性材料更多，印象更深刻，因而传播效果更好。 
6，由于声音信号转瞬即逝，因此听众在收听广播时面对源源不断的转瞬即逝的信息流，难于使

广播电台的声音流停下来，好让自己思考、理解、记忆广播中的某一句、某一段的内容。因此，在

心理学上所说的理解记忆、机械记忆和情绪记忆中，广播信息主要靠情绪记忆。而产生情绪记忆的

前提是传播的信息必须形象、生动、具体、活泼、新鲜。 
声音传播作用于心理的这些特点，要求在写广播稿时不能与书报刊上的文字稿完全一样，而有

特殊的要求： 
①，用好象声词。书报刊上的文字稿不仅在平面上展开而且把信息凝固起来，受传者对某一

字、某一词、某一句如不清楚，还可用眼光在上面来回搜索直到把它弄清楚为止。而广播稿由播音

员播送时，信息不仅是在时间轴上进行而且是流动的，转瞬即逝，听众一旦没有听清楚其中的某一

词、某一句、某一段就难于补救。因为广播的声音流在时间轴上流动，使听众应接不暇，哪还有时

间去搜索未听清楚的话呢？怎么办？用好象声词，使被修饰的词语更容易听清楚。“泉水流淌”听

不清楚？那就加个象声词：“泉水叮咚叮咚地流淌”就清楚了。同样，“饿肚子”改成“肚子饿得

咕噜咕噜直响”，“农民数钞票”改成“农民哗啦哗啦地数钞票”，“算盘声”改成“嘀嘀哒哒的

算盘声”等等，就能使听众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听得清清楚楚了。 
②，用奇怪的题目牢牢抓住听众的心。 
由于广播稿在传给听众时不像书报刊上的文章在平面上展开，而是在时间轴上依前后顺序逐渐

输出的，这样就出现了两种遭遇：当书面语言的标题不好而没有引起读者兴趣时，他还可能溜览全

文，对文章内容多少有些了解；当广播稿的标题做得不好而没有引起听众兴趣，他没法了解广播稿

的整个内容就可能另换频道，收听别的节目了。所以，广播稿的标题一定要把听众的心抓住。笔者

应邀参加“四川省攀枝花广播电台获奖新闻作品研讨会”，看到他们的那些获奖广播新闻作品大小

题目都做得很好。如，“年轻的老人”、“特殊的红包”、“自摘乌纱帽”、“董事长收到匿名

信”、“总理的胆识：一手拿敌敌畏，一手拿五粮液建二期”、“二滩，芝麻开门”、“绿色娘子



军”等等。当听众一听到要播送一个“年轻的老人”时， 都会感到奇怪：既然是老人为什么又年

轻？既然年轻为什么又叫老人？怪事！听听看，是怎么回事。您看，这个题目像钢爪一样把听众的

心死死抓住，你非听下去不可。当听众一听到“特殊的红包”这个小题目时也会感兴趣：红包不就

是装钱的么？特殊的红包是不是装的钱特别多？听听看，总经理这次在南山宾馆会议上，给二级厂

矿和分公司、子公司的头头脑脑们发的这个特殊红包里究竟装了多少钱？听完才晓得原来装的不是

钱而是“明年必须消化的巨额减亏批标”。试想，如果改用另一个题目：“总经理向各分厂分公司

下达减亏批标”，听了这个题目就已知事情的根底，谁还想继续听下去？当听众一听到“自摘乌纱

帽”这个题目更感到不可思议了：那么多人都想当官，有的人为了当上官不惜削尖脑袋拼命钻，这

是哪个傻瓜，好好的官帽，别人来摘还应跳起八丈高来保卫，怎么自己去摘呢？听听看，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傻瓜。同样，“董事长收到匿名信”这个题目也吸引人：匿名信一般都是仇人写来痛骂、

威胁、警告、讹诈他所痛恨的人的信。现在董事长收到了匿名信？董事长也有仇人？听听看，董事

长的仇人在匿名信里骂他些什么、警告什么又怎么讹诈他的？听完后才知并不是什么仇人写的漫

骂、威胁的信，而是一位普通职工、普通党员表达“与公司风雨同舟，共渡难关”的决心的信，使

董事长感动得热泪盈眶。总之，由于事先揣摸了受众的心理并推敲了用什么样题目才会在听众的心

灵的湖水里激起好奇的波澜，因而做出的题目像一只只锋利的爪子，把听众的心牢牢地抓住，让他

们非听完这个节目不可。 
③，采用各种手法表现、烘托出真实、生动的现场感。 
鉴于广播电台传播没有电视那样的直观、形象、生动的画面，要在听众心中产生现场感就比较

难，而受传者在接受传播信息时都不满足于只收到声音信号，还想了解新闻事件的样子，还想知道

声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处在一个什么环境中，也就是还渴望有现场感。因此，能

不能使听众产生形象、生动的现场感就成了广播电台与电视台争夺受众的重要手段，成了广播电台

在电视冲击下能否生存、发展的关键的一着棋。从攀枝花广播电台获奖广播新闻作品看出，他们看

到了这着棋，也非常重视这着棋。以1998年5月1日关于二滩水电站工程下闸蓄水的报道就可看出他

们为突出现场感真是匠心独运：为了全方位地向听众报告现场，不是在一个点而是在二滩电站大坝

内侧左岸的江边、大坝外侧和大坝下围堰处都派了多个记者作现场报道；为了在听众心中产生真

实、亲切感，报道时还要报上记者的姓名：“本台记者张福辉、伍巍在大坝内侧左岸江边向你报

道。”“本台记者杨丁、海光在大坝外侧为你作现场报道”，有时还用情不自禁的语言（如“主持

人杨丁忍不住想说”、“听完本台记者蒲萍报道之后，编辑海光有话要同大家聊聊。”）把主持

人、编辑与听众的距离拉得很近很近，给听众一个非常亲切的友好感；为了给听众产生现场感，使

用了活鲜鲜的奔腾水声、鼎沸嘈杂的人群声、炸桥声、受采访者的讲话声等多种现场录音；为了给

听众产生现场感，对现场的描述特别细致：“在我们前方80米左右”、“我们现在是在距大坝50米

左右的水垫塘”；为了给听众产生现场感，很真实、生动地描绘新闻事件的变化过程：“现在有三

孔临时导流底孔正在过水，水势汹涌澎湃。。。。。。听！水势在渐渐减小。。。。。。啊第一孔

已全部关闭。。。。。。第二孔也没有水流出了。。。。。。现在的水位比5分钟前下降了5

米。。。。。。最后一个临时导流孔的水已经渐渐减少”，啊！“现在已经没有水花了”，“暗礁

羞答答地露出水面”，看，奔腾咆哮了几万年的雅砻江现在已变成了一条“几乎干涸的河床”，

“水减垫塘基上已经冲起了许多小鱼。。。。。。”这些细致、生动的栩栩如生的描述，使听众听

其声而如临其境，获得了很强的现场感的满足。 
④，用形象对比，提高听众的时空感。 
由于广播电台的声音传播没有画面，当听众想了解某些新闻内容的空间大小和时间长短时非常

困难。这时最能帮助听众克服这一困难的方法就是把这一传播内容与听众最熟悉的事物进行比较。

当广播电台介绍二滩水电工程高240米的双曲拱坝将在大坝上游“形成一座一百多平方公里的高峡平

湖”时，听众是很难想象这个平湖有多大，攀枝花广播电台获奖新闻作品的作者们看到了这一点，

说“相当于3 个长白山天池或者18个杭州西湖”，对东北听众来说，一听到这一比喻就会惊叹：

哇？天池就够大了，还有3个天池那么大！对于南方听众来说，听到这一比喻更要惊呀，哇？西湖就

够大了，还有18个西湖那么大？这一比，才让听众把这个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平湖之大领会到了。谈

到二滩水电站工程深入地下三百多米的主厂房长280米、宽255米、高64米。听众根据这个数据也很

难想像这个地下厂房有多大，可经他们一比：“相当于一座21层大厦的高度，可轻而易举地装下整

个北京京西火车站”，哇！那么大呀，整个北京京西火车站都装得下！听众一下子便能想像出这个

地下厂房有多大了。通过这些比喻不但弥补了没有画面的弱点，而且还给听众更具体、更丰富、更



形象的想像空间。 
⑤，为了减少了听众的误解，应当使用广播稿的特殊语言。 
广播电台使用的声音符号转瞬即逝，如果听众对某一个词、某一句话、某一段没有听清楚就难

于补救，不像书报刊使用的文字符号把传播内容凝固起来，当读者对某一词、某一句话、某一段没

看清楚还可通过随意慢读、重复阅读来补救。这一特点就要求写广播稿：一要用双音词，不用或少

用单音词。如要用“因为”、“如果”、“应该”、“比较”、“时候”而不要用“因”、

“如”、“应”、“比”、“时”，因为单音词的声音很短，一晃而过，不容易听清楚，用双音词

就延长了听众收听同一词的感受时间；二要少用书面语言。对某些书面语言要作适听化处理。如，

对“为宜”、“分赴”、“乃”、“上述”、“故”等书面语言作适听化处理为“比较适合”、

“分别到”、“是”、“上面所说”、“所以”；三要多用短句、单句，少用或不用长句、复句。

长句带有比较多的定语、状语，读起来不便于断句和运气，收听效果差。复句要使用用太多的关联

词，结构复杂。广播稿中关联词多了就显得文绉绉的，书生气十足，听起来十分别扭；四是不要用

同音不同义的词。如“火柴煤油”误认为“火柴没有”了、“走进”误解为“走近”、“全部”误

解为“全不”、”、“致病”误解为“治病”、“计委”误解为“纪委”、“期中”误解为“期

终”、“注明”误解为“著名”、“向前看”误解成“向钱看”等等。有一广播电台广播“南方某

地桑事繁忙”后，有听众打电话问“那地区有什么流行病，死那么多人以至丧事繁忙？”；五是尽

量不用倒装句。在书面语写作中，当引用某人的话时，可以先写某人说的话，再标明是谁说的甚至

在话的中间标明是谁说的都不会发生误解，因为书面语言有引号等标点符号。可是把这种方式硬搬

到广播稿中，就可能把听众搞得云天雾里的。因此，广播稿撰写者要善于把给眼睛看的书面文字翻

译成给耳朵听的广播语言。要时时提醒自己：我的任务是为耳朵写话而不是为眼睛写阅读文章，不

要折磨别人的耳朵，更不要误了别人的大脑。 
总之，在撰写广播稿时要针对广播的优点和缺点，以扬长避短的原则，针对听众的心理特点来

写作，才能吸引听众、抓住听众的心。 
<二>，直观传播作用于心理的特点。 
笔者1959年参观过一个“康巴展览”，一展厅里展出的几十个用奴隶头盖骨做成的饭碗；二展

厅里悬挂的几十张被奴隶主剥下的奴隶人皮，至今还历历在目，一想到它便毛骨悚然。留下的印象

几十年也难消失。直观传播，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实物展览，对心理有强烈的刺激作用，所以应重视

直观传播作用于心理的特点： 
1、直观传播比起口头传播、文字传播来，它有“百闻不如一见”的优势，使人感到真实可信。

有些事，如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中，有人把解放军打死、焚烧。如果用广播电台和报纸向全国

传播，那么，有些受众可能会怀疑：解放军身上有枪，怎么会让人给打死、焚烧呢？这事是真的

吗？但是，当电视把被打死、被焚烧的解放军遗体展示在观众面前的时候，任何人都会相信这是事

实，就是我们的敌人也否认不了这一铁的事实。所以，当我们估计某一传播内容难于使受众相信

时，最好不要用声音传播和文字传播，而要用直观传播（展览实物或实物的照片）或电视之类的综

合传播。 
2、直观传播比起抽象的理论传播来，具有形象、具体、生动的特点，易于理解。人的抽象思维是

从具体思维发展而来的，因而，当受传者面对传播来的内容是抽象的概念或理论而难于理解时，只

要借助具体、形象的典型实例来支持就容易理解了。直观传播的内容具体、形象，它能扶持抽象思

维顺利进行，从而可以帮助受传者理解抽象的传播内容。 
3、直观传播比起描述性的传播来，一目了然，省力、省时，减少描述、想像时的失真、走样

率。由于不同的人观察同一事件所产生的印象不同，用话语或文字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和评论会更不

同，与事件的本来面目相比总有些走样。而不同的受传者在读或听同一传播内容时的注意点和理解

也不同。鲁迅先生在《集外集拾遗》里谈到不同的读者读《红楼梦》时的观感很不相同：“经学家

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所以，某一事

件如果通过声音传播、文字传播，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还失真、走样时，如果使用直观传播就不仅

省时、省力，还会使受传者感受到真实可信。 
4、直观传播由于没有使用文字符号而是由实物或事件直接产生的光信号，它既可以通过学者的

视觉器官，也可以进入文盲的视觉器官，也就是说，直观传播没有文字的围栏限制，无论是学者或

是文盲都能不同程度地理解其传播内容。 



总之，直观传播比起其它几种传播来，更容易吸引受传者的注意力，更容易给受传者以深刻的

难忘的印象，更容易使受传者激动。它引起的心理活动，比其它类型的传播所引起的心理活动强度

更大，因而传播效果更好。 
〈三〉，文字传播作用于心理的特点： 
1、文字传播使用的是纸质媒体，便于携带、保存，比起转瞬即逝的口头传播、综合传播来，它

能使受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兴趣、心情来自由地控制接受传播信息的速度、次数、时间、地

点，受传者对其中的某一句、某一部分可以反复体会，加深理解。 
2、文字传播是表征传播内容的词的符号，词已是对同类事物的初步的概括和抽象，比起直观传

播来，更多地要求受传者运用逻辑思维，因而更便于受传者把握传播内容的实质。 
3、传播者在进行文字传播时比进行口头传播时考虑得更周密、思维更有条理、用词更准确，因

而，文字传播比口头传播更能准确地表达传播内容的精神，减少传播的歧义和受传者的误解。 
4，文字传播比起直观传播、综合传播来，由于缺乏具体形象的支持，因而，就不如直观传播、

综合传播那样使受传者感到真实可信。 
5、文字传播比起其它传播来，可展转传播。一个人订了一份报纸，全家人展转看，这样，一份

报纸的读者就不只是一个人，可能是2个、3个甚至是4个、5个人（如：《分忧》杂志的调查发现，

其读者是发行量的7倍），因而，受传者的数量可扩大很多倍。 
6、广播、电视的传播内容是在以24小时为极限的时间轴上依次排列的，所以不宜讨论复杂问

题；而文字传播的内容是在平面上展开，而且平面的多少没有极限，报纸可扩版，杂志和图书可增

页，所以可讨论复杂的问题。 
7、由于以儒家学说为脊梁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期推崇“万般皆下品，为有读书高”的价值观念，

所以，在社会生活中的书籍、报纸、期刊等纸质媒介的威望比其它媒介高，读书、读报、读杂志是

一种有文化的标志，所以，不少识字者都乐于接受文字传播以体验“我有文化素养”的优越感。 
〈四〉，综合传播作用于心理的特点： 
1，组合式综合传播乃是各单一传播类型传播的简单地机械地组合。这种组合扬单一传播类型之

长，避单一传播类型之短。例如展览，其展品形象、具体、生动，使受传者对展览内容一目了然，

用不着像报纸那样由第三者（主要是记者）去描述后再由受传者根据其描述来了解传播内容，所以

省时、省力。这样，既减少了第三者（主要是记者）描述时的失真、走样，又减少了受传者对第三

者（主要是记者）描述的理解上的失真、走样；单一的展品容易使受传者停留在展品的表面现象

上，如果展览中加了文字介绍，就会引导受传者从展品的表面现象深入到传播内容的本质，帮助受

传者理解传播内容的精神实质。另外，由于组合式综合传播把同一传播内容同时转换成两种以上的

信号（光的、声音的或其它信号，如盲文），通过两种以上的感觉器官同时作用于大脑，所以它产

生的印象就比单一类型传播所产生的印象更深刻、更全面，受传者对传播内容的理解也更清晰、准

确、全面。 
2，艺术化的综合传播是把传播内容进行艺术加工成艺术作品，使各单一转播类型成为这个艺术

作品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构成部分。由于进行了艺术加工，巧妙地把传播目的、动机隐蔽在人们喜欢

品尝的故事情节中，把传播观点溶化在活生生的社会生活艺术图景中，让受传者在津津有味地满足

审美需要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受到传播内容的感染，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

果。艺术化的综合传播在产生传播效果上有一种奇效：有时它可以使受传者原本讨厌的事物变得可

怜、可爱；“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可是笔者少年时对老鼠的讨厌态度曾被一场名叫《老鼠告

猫》的评书所改变。当说书人绘声绘形地描述老鼠一家饥肠辘辘，老鼠妈妈刚一出门为孩子们找吃

的就被猫抓住吃掉；老鼠姐姐为给饥饿、悲痛、惊恐的弟弟、妹妹找吃的，一出门又被凶狠的猫咬

去吃掉了……当时的我不仅不再讨厌老鼠，而且非常恨那残忍的猫。艺术化的综合传播有时它可以

在把与受传者的相反观点灌输给受传者时不会受到抵触和反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

搞了一部名叫《决裂》的电影，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一位王姓的中年工人走进大学，向领导要求

上大学，领导叫他把手伸过去，一看便说：“就凭您手上的这些厚茧就有读大学的资格”。这些在

现在看来是非常荒谬的话，在当时却被广大受众所接受，以至在公开的或私下的交谈中都为这位王

大学终于上了大学而欣慰。所以，艺术化的综合传播是各类传播中最易产生效果，产生奇效的上乘

传播。 
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即明确了哪一种媒介属于哪一类传播以及各类传播作用于心理的特点之后，

我们再来解决第二个问题：心理选择传播的一般法则是什么？ 



韦尔伯·施拉姆有一个传播获选的或然率公式：（25） 

这个公式表明，受传者对传播媒介、对传播内容（信息）的选择与这些传播媒介、传播内容

（信息）给受传播者提供的报偿成正比，与受传播者获得这些报偿的费力程度成反比。或者说，与

满足受传者需要的程度成正比，与受传者满足这些需要所付出的代价成反比。 
下面我们根据各种类型的传播作用于心理的特点，根据心理选择的一般法则来考察、分析各种

传播通过心理选择关口成败的原因。 
 

注释： 
 (1)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向》，孙道章等译，新华出版

社，1984年版，第32页。 
 (2)，《参考消息》2001年9月30日第6版。 

   (3)，李金铨：《大众传播理论》，三民书局，1982年版，第214页。 
 (4)，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特尼斯在《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一书里，把工业化以前

的社会称为礼俗社会，工业化以后的社会称为法理社会。前者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人们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崇尚习俗，敬仰祖先，父母在不远离，善良淳朴，重义轻利，大家相互关

心，相互帮助，彼此爱护，人与人之间充满浓郁的人情味，过着温馨的田园生活。这样的社会建立

在亲情、血缘、宗族等关系之上；后者则是工业化把广大农民从温情脉脉的乡村驱赶进城里，越来

越细的分工又把他们一个个分隔在不同的的岗位上，从早到晚劳累得疲惫不堪，彼此没有时间，没

有精力甚至没有那么多的钱常常团聚、关照。千千万万的城里人相互间的交往越来越少，越来越隔

阂和孤独(九十年代在我国流行的歌曲《九月九》，便充分地表达了一个进城打工，倍感孤独的打工

仔对充满浓郁人情味的礼俗社会的怀念之情)，就这样成了“孤立的乌合之众”或“彼此孤立的群

体”。以这样的群体组成的社会就再也不能靠亲情、血缘、宗族来维特了，只能靠法律规章制度。

这样的彼此孤立的群体既然难于靠人际传播交流信息，那就只有靠大众传播了。这时，第一，受众

刚从农村来，还比较淳朴。第二，大众传播媒介很少，信息多元化还未形成。因此，这时期的受众

很容易相信大众传播的信息，也就是说，这时的大众传播媒介很容易征服受众。“魔弹论”就是对

这种状况的夸张的或者说比喻性的描述。 
(5)，同第一章注(35)。 
(6)，“个体差异论”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有关媒介研究的主要指导论

点，其基本看法是：受传者认知结构上的个人差异，是影响他对媒介注意力以及对媒介所讨论的问

题和事物所采取行为的关键因素。详见德弗勒  鲍尔·洛基奇：《大众传播学理论》，五南图书出

版社，1991年第五版，第197页。 
(7)，同上一章注(37)。 
(8)，这一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亲朋好友之间的交往、传播的“影响力大于大众传播媒

体”的影响力。请见林东泰：《大众传播理论》，国立台湾师大书苑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47

页。 
(9)同(3)，第117页。这一理论认为，受传者在传播的大量信息量中，总是选择他感兴趣、同他

的立场一致、与他的信仰吻合，支持他的价值观的信息。其结果是，与之相反的信息对他不起作

用；与其一致的信息又强化他的立场观点，这样，受传者便越来越顽固。这—理论是雷蒙德·鲍尔

1964年发表在《美国心理学》杂志上的《顽固受众》一文申提出来的。 
(10)，在传播学理论中，这—理论研究得较早，研究的人也较多，因此，在这—注释里多说几

句。早期研究“使用与满足”的有：道格拉斯·瓦坡斯，伯纳德·贝里尔森和富兰克林·莱肖合著

的《他们为什麽阅读》，载於《人门读到什么》，(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0年版)；伯纳

德·贝里尔森著《失去报纸意味著什么》，载於保罗·拉扎斯费尔德与弗兰克·斯坦顿合编的《传

播学研究：1948—1949年》(纽约：哈珀兄弟公司，1949年版)；赫塔·赫佐格著《日间连续剧听众

的动机和满足》，载於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弗克·斯坦顿合编的《电台研究：1942-1943年》(纽

约：杜尔，斯龙和皮尔斯出版社，1944年版)。这些及其它基于“使用与满足”观点研究的著作又汇



集到威尔伯·施拉姆编的《大众传播过程和效果》一书中。该书由伊利诺大学出版社于1954年出

版。 
这一理论认为，不是大众传播作用于受众，而是受众从众多的大众传播信息中选择、利用自己

需要的信息。威尔伯·施拉姆把这一理论形象地比喻成自助餐。他说，受众参与传播犹如在自助餐

厅就餐，每个人都根据个人的口味及当天的食欲来挑选某些品种、某些数量的食物，而自助餐厅供

应的大量的五花八门的饭莱就相当于媒介提供的林林总总的讯息。这个比喻说明，在传播活动中受

众是主角，他使用媒介以满足自己的特定需要，而媒介只是为受众服务，只是提供尽可能齐全的尽

可能多种多样的尽可能适合受众口味的信息，至于受众选择什么信息，接受多少信息，媒介则无能

为力。也就是说媒介无法强求受众接受自己所传播的信息，因而也就难以影响受众，可见，使用与

满足论乃是从受众立场上来看待传播活动的，因而它特别强调受众的作用，突出受众的地位，认为

受众通过对媒介的积极使用，从而实际上制约着整个传播过程。 
（11），马成立：《信息选择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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