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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媒介与编辑活动漫谈 

庞家驹 

摘 要: 从近代传播媒介的发展状况出发，探讨关于传播媒介的发展轨迹及其与编辑活

动演变的关系。 

关键词: 传播媒介 编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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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皮”和“毛” 

    传播媒介是个内涵广泛的概念，泛指传递、获取、交流、存储信息的各种工具、手段

或渠道。习惯上，特指报纸、广播、电视等各种新闻工具，网络被称为第四传播媒介。有

传播媒介才有编辑活动，有传播媒介的发展，才有编辑活动的不断变化和丰富多彩。因

此，可以说，传播媒介是“皮”，编辑活动是“毛”，没有“皮”就没有“毛”。但是，

是否一切传播媒介都需要有编辑活动呢？显然不是。 

    从传播理论来看，传播形式可分为人际传播——人与人（包括人与电脑）之间双向交

流信息，和公众（大众或小众）传播。人际传播的信息内容由发送者和接受者直接控制，

如邮信、电话、电报、传真等，称为无中介传播。公众传播不是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直

接交流，一般是通过某种中介机构进行的，如书、刊、报、广播、电视等，因而称为中介

传播。中介传播需要编辑活动起中介作用。所以，编辑活动之“毛”只依附于中介传播媒

介之“皮”上。 

    网络媒介的出现，由于它划时代的巨大功能，使传播媒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把人

际传播和公众传播统统“网络”在一起，使原来比较容易划分的两类不同形式的传播有时

变得复杂起来。一种情况是某种传播行为既可以是中介传播，又可以是无中介传播。例

如，由于网络技术使发送者可以直接与接受者交流信息，个人可以自由地在网上发布自己

的作品。如果他仍然通过出版社、网络公司或网站等中介机构来出版（从实际情况看，这

种出版方式仍是主流），自然是中介传播。作者仍愿采用中介传播形式的重要原因之一

是：欲从网上获得知识营养的人宁愿花一定费用从中介机构那里得到经过编辑使质量有保

障的精神粮食，而不愿免费花冤枉时间去捞一把“垃圾”。一些为一定目的，不通过中介

机构在网上发布的作品，则可视为与个人不通过出版社自己找印刷厂出书的情况类似。为

了达到一定的出版要求，作者做了原来由出版机构做的必要的编辑工作。至于那些在网上

发表“作品”后，不打算“正式出版”的人来说，只能算作是组织了一次论坛而已，自然

谈不上什么编辑活动。另一种情况是某种传播行为既有公众传播又有人际传播，这种情

况，人际传播往往是公众传播的一个组成部分，总体上仍然需要编辑活动，这在下文还要

阐述。其他情况是可以分清的，如在线聊天、公告板、论坛等是人际传播，网络书、刊、

报等是公众（中介）传播。只有网络中的中介传播部分才是编辑活动之“皮”。因此，最

好不要笼统地称“网络编辑*  （活动）”，因为这么说不明确。 

    对研究编辑活动来说，仅仅分析到是否公众（中介）传播这个层面还不够。每种公众

传播都有原型作品，并有其内容表现形态，或称内在形态（相对于外观形态而言）。内在

形态是指传播的精神内容的表现特征，例如围绕一个主题思想，以一定的体系结构系统阐

述的，成为书；以主题不一定相同的单篇文章为单位，有机地汇编成册的，成为期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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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篇新闻报道为主的，成为报纸，等等。人们主要根据这种内在形态（当然外观形态也有

一定联系）来判别书、刊和报。不同的内在形态也正是不同性质的编辑活动的判别依据。

所以，中介传播的内在形态才是编辑活动真正的“皮”。书、刊、报等传播媒介是单内在

形态的。自广播媒介问世以来，出现了新传播媒介兼容原有的传播媒介而具有多内在形态

的现象。例如，电视新闻是对广播新闻乃至报纸新闻的兼容，电视还兼容电影，并且衍生

出电视剧，电视新闻编辑活动和电视剧的编辑活动显然是不同性质的，如果笼统地说“电

视编辑（活动）”含义也不明确。网络媒介兼容了书、刊、报等媒介，而网络版的书、

刊、报等的编辑活动也是各不相同的，也不宜笼统地称为“网络编辑（活动）”。 

    判别是否“皮”有利于正确界定编辑活动的范畴；分清不同性质的“皮”有利于弄清

编辑活动的不同个性，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更确切的共性。下文将只讨论公众（中介）传

播媒介，为了方便，简称传播媒介或媒介均指中介传播媒介。 

二、传播媒介的发展轨迹 

    本节只是探索传播媒介发展进程中的大体轨迹，或者说，只是轨迹中的若干与编辑活

动有关的基本观点。 

先谈谈传播媒介产生和发展的几个主要外部条件。 

    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社会发展进程中激发出来的种种文化需求是传播媒介产生和发

展的源泉和动力。尽管不同历史时期有所起伏，传播媒介始终在发展，并且越来越快，达

到了高速发展的时期。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革和盛世繁荣时代往往激发出人们极大的文化

需求，从而推动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仅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种

传播媒介的飞速发展，足以为证，毋需赘述。至于何种新传播媒介何时出现，科学技术环

境则是决定性的因素。现代传播媒介包括以下五个组成元素：代表思想内容的符号、记录

符号的载体、复制技术、显示（或播放）技术和传输工具。复制、显示（或播放）、传输

可合称为传播技术。长期以来，传播媒介的变革主要依赖于载体和复制技术的革新。历史

上每一次载体或复制技术的革新都带来传播媒介的一次飞跃。我国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对推

动传播媒介发展的巨大作用，乃至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都是举世公认的。随着文化信息

的急剧膨胀，近一个多世纪来，陆续诞生了一系列非纸型载体胶片、磁带、磁盘、光盘

等；复制技术则由机械印刷术转变为电子印刷术。非纸型载体的登场，伴随着相应的显示

（或播放）技术应运而生；超越时空的即时传播催生了先进的传输工具光纤、卫星技术

等。计算机的高速发展给传播媒介总体上带来了划时代全方位的变化。从媒介发展过程中

可以看到：1）在文化需求的呼唤下，科学技术必须发展到一定水平才会使传播媒介发生

突变；2）因为传播媒介本身就是传播包括科技信息在内的文化信息的工具，它对先进技

术最敏感，往往率先吸收先进技术来变革自己；3）传播媒介的发展基本上与科学技术发

展同步，并反过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此循环不息；4）传播媒介发展的总方向总是

利用先进技术尽量使自己容量大、功能强、传输快、显示清晰逼真、携带阅读方便、保存

性好等，使传播效果和传播效率有显著的提高。 

    传播媒介从诞生到被社会广为接受，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种催化剂。早期，统治者

的支持常起决定性作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经济因素常常是主要的催化剂。这方面本文

不作细述。 

再谈谈传播媒介本身在产生和发展中的几个基本特征。 

    1．超越 一种新传播媒介之所以能诞生，除了上述外部条件外，它本身必须比原有

传播媒介在功能上有明显的超越，不然不会被社会所接受。这是不言而喻的。超越的突破

口可以是载体、复制技术、显示技术、传输工具的任一方面或几方面的革新。它表现为使

传播效果和传播效率有所突破。显然，超越的程度越高，新媒介的生命力越强。网络（电

脑）媒介是在上述诸方面都采用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几乎每隔一两年就更新一次，所以

它对现有媒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优势。 

    2．兼容 新传播媒介在超越的同时具有兼容性。兼容一词借用于计算机科学。这里

是指新传播媒介常常包容某些原有媒介的内在形态的现象，如网络媒介兼容了书、刊、报

等诸多内在形态。新媒介的兼容，对原有媒介而言是一种延伸。从报纸新闻到广播新闻，

到电视新闻，再到网络新闻，就是一种连续的延伸。显然，兼容性是新传播媒介的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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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因为它取得了原有媒介的支持，又是扩大自己功能的一种非常方便和有效的途径。

    3．适应 在新传播媒介的挑战面前，原有媒介总是要起来为生存而应战。这是历史

事实告诉我们的。原有媒介会很快吸收其他传播媒介的优点进行改革。如在无线电收音机

问世时，曾使当时的报纸感到危机，面对压力，报纸更新了内容，添设了分类新闻、特

写、漫画、专辑等新栏目，改革了版式，吸引了广告，打出了新局面，形成今天报纸的基

本结构。而今天的报纸又进一步扩大内容，增设副刊、图片新闻等诸多新内容，并利用计

算机技术使版面更加图文并茂、五彩缤纷，使自己在电视、网络面前仍然是最活跃的传播

媒介。 

    4．交融 交融是这样一种现象：新老传播媒介之间，一方会利用另一方的优势功能

相互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存在价值，最大限度地提升各自的传播效果和传播效率。这是

超越、兼容、适应过程的自然结果，也反映了传播媒介的发展规律。所以会出现这种交融

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新传播媒介具有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功能，能不断地吸引原有媒介向

它学习；另一方面，不论新传播媒介具有多大优势，往往伴随而来一些本身的缺点，同时

原有媒介也有许多难以被兼容的优势，使新传播媒介需要不断地对之追求。纸书是经历了

近2000年、历史最悠久的传播媒介。20世纪以来，电子出版物和网络传播的出现都宣布要

替代纸书，事实却是纸书利用了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发展与纸书配套的光盘，使自己成为

文字、声像并茂的立体化出版物。现在又借助网络技术具有的远程性、交互性和即时性的

优势，把课程内容配以信息、作业、答疑、论坛等网上专栏，进行远程教育，提升了书的

功能。然而，所有非纸型载体媒介都有一个重大缺陷，即必须通过显示设备才能阅读观

赏；纸型出版物却有简单、便携、能在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在任何时间随心所欲地阅

读的优越性，此外，在保存和可靠性上至今也仍未被非纸型载体媒介所超越。这是纸型出

版物仍然兴旺、活跃，有很大生命力的原因之一，也正是计算机媒介力求超越的目标。最

近推出的多种“新模式出版物”电子书（e–Book）迈出了一步，却仍未摆脱需要通过个

人计算机阅读的“瓶颈”。现在还有许多人正在研制薄薄的、轻轻的、能和纸书一样舒

适、自由地阅读的“动态书”（平板电脑），但目前尚未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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