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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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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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之间的交融还会衍生出新的内在形态。例如，我们现在可以见到一些电子儿童读物

（光盘），教儿童认字、学习启蒙知识，它们不仅外观形态已与儿童课本不同，内在形态

也不再是纸书那样的平面、单向的读物，而是文字、声音、动画等融为一体，可以交互

（任意选择）的立体双向电子教本。网络媒介也有这样的例子。 

    由此可以看到，在外界条件作用下，新传播媒介应运而生，新老媒介通过超越、兼

容、适应和交融的循环作用而呈现出优势互补，并存共荣，联手与时俱进的局面。这就是

历史告诉我们的传播媒介发展的轨迹。现在国内外都有人声称“到头来很有可能只有一种

媒介，而不是各不相同的收音机、电视、电影和印刷媒介”。这可以分两层意思来说。一

是认为一切传播内容都将数字化后“接入单一的、全方位的数字网络”，通过一块“平板

电脑”，享受一切。这虽是一个完美的情景，我则存疑。因为社会的文化需求本身实在太

多样、太复杂了，而且随着信息量的急剧膨胀，还在成比例地增长，不同年龄、不同生活

习惯、不同文化水平以至不同爱好的人群的文化需求，真的能用一块小“平板电脑”“一

统天下”吗？二是不同媒介的内在形态是适应不同文化需求的要求而各有不同传播效果

的。例如，以文字表现的文学作品有其自然语言自身的魅力，使读者对人物、情景、故事

产生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意境效果；而同样内容的影视作品通过画面语言、音乐和艺术手

法，对观众展示出书中难以表达的直观效果，两者各有不同情趣，可以互补。这是许多人

看过影视，还要买“影视同期书”看的原因。因此，不同的

在形态是不会因为传播技术的进步而被“一统天下”的。 

三、编辑活动的演变特征 

    如上所述，编辑活动之“毛”是依附于一定传播媒介内在形态之“皮”上，因而可得

出以下推论：1）传播媒介是并存共荣的，所以编辑活动也是永存而丰富多彩的；2）传播

媒介是不断发展的，所以编辑活动必随之演变，是动态的，不断革新的；3）编辑活动不

仅从所依附的传播媒介中生长出来，而且反馈促进传播媒介的变革。 

    下面就来看看编辑活动演变的特征。 

    1．继承性 上文已述及，在广播媒介诞生以前，书、刊、报等传播媒介只有单一的

内在形态。这种内在形态是文化发展进程中自然积淀而成的精神内容的表现形式。内在形

态代表的是文化底蕴，只会随着文化发展而不断丰富，不会轻易消失。例如，只要社会需

要培育人，需要交流科技成果，需要丰富文化生活，就需要教材、科技书、文学书，也就

需要适合于表现它们的书的内在形态。 

    传统媒介的内在形态不论如何延伸到何种新传播媒介中去，都将保存着自己的基本属

性。例如，同样的精神内容以书的内在形态写在纸上，或录在光盘上，或通过数字技术成

为数码文件，它仍被认为是书，而不是别的，尽管其外观形态已有很大变化。这就是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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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的传承，反映了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内在形态的传承并非原始形态对新媒介的直接转

移，它要吸收新媒介的先进技术和优势功能，以更新的面貌表现出来，如书录在光盘上会

增加多媒体功能，通过网络可增加交互性，但它们仍然是书的内在形态。 

    编辑活动依附于内在形态，自然会随着传承下去，内在形态的延伸也是要通过编辑活

动来实现的。这就是编辑活动的继承性。内在形态更新了，编辑活动也会相应地演变，在

继承中演变，继承是主线，是根。 

    再细分一下，传播媒介内在形态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仍以书为例，就有教育类、科技

类、工具类、文艺类、时尚类，如此等等。我们发现内在形态并不是把全部类型一股脑儿

向某种新传播媒介延伸的，只是其中部分类型向适合于自己表现而又能提升其传播效果的

新媒介延伸，如容量大、检索性强的工具书比较适宜于光盘出版物，文学书容易移植到网

络上，等等。这说明并不是传播媒介内在形态的所有内涵都可以任意被新传播媒介所兼

容。这里有一个按照适者生存的原则，寻找两者结合点的问题。寻找结合点的工作正是由

编辑活动来完成的，编辑活动是“红娘”，没有这个“红娘”，内在形态就难以传承。 

    2．交融性 传播媒介之间的交融依赖于编辑活动的交融性。编辑活动的交融性可分

为两层意思。首先是寻找两种传播媒介适宜的结合点，通过双方编辑活动的融合，实现两

种传播媒介的交融。应该说，两种传播媒介之间的交融并非自今日始，传统媒介之间的交

融早已存在，如报纸把长篇小说分为“每日连载”，期刊上许多栏目与广告和报纸难分差

异，书把期刊上的文章按同一主题汇编成册，等等。而新传播媒介，特别是网络媒介的登

上历史舞台，为媒介之间的交融提供了空前广泛的空间和先进的手段。从简单的复制式移

植，到错综复杂的各种形式的交融，以至孕育出新的内在形态，可谓琳琅满目，五彩缤

纷。这一切，无疑都是通过编辑活动的交融实现的。 

    二是编辑活动本身的交融是一次编辑思路、编辑内容和编辑过程全方位的相互融合。

以时下较活跃的网络期刊为例，不论通过何种中介机构，多以原有传统期刊内容和特色为

基础，增设许多反映网络交互、即时特性的内容，如信息报道、文摘、检索、论坛、在线

阅读、读者信箱之类的栏目。这就是说，编辑需要把传统期刊内容（传承）根据网络媒介

的特点加以再创造（交融），需要用比传统期刊宽阔得多的动态的新思维模式来组合设计

网络期刊。同时，也要根据期刊的基本编辑过程（传承），利用网络技术收集、分析、处

理信息的方法整合成新模式的编辑过程（交融）。当然，编辑活动也包括媒介外观形态的

设计，当外观形态随着新媒介的载体和显示方式的不同而变化时，编辑活动也要有相应的

变化。和继承性一样，编辑活动的交融性是一种文化现象。当今它的凸现，反映了社会文

化发展的趋势人文、科学、艺术的大融合，而编辑活动本身也进入了人文、科学、艺术相

融合的更高更深的境界。 

    3．创新性 创新性是编辑活动的本质属性，编辑活动本身就是不断地创新。以往我

们对一种传播媒介的编辑活动的创新谈得比较多，如图书编辑着眼对某种书的构思、选

题、著述方式、装帧等的创新。而多内在形态媒介的出现，使编辑活动呈现了跨媒介创新

的新局面。有两个特点：一是创新空间无比广阔，这是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和媒介之间交叉

融合的多样化开拓出来的。可以说传播媒介的任何一项变革，媒介之间任何一次交融的成

功，都是编辑活动创新的成果。二是既提升了传播媒介的功能和传播效果，又孕育和滋生

着新的媒介内在形态。例如，现在已有的动态更新的期刊资源信息数据库，探其源可追溯

到文摘、目录等检索性纸书，但资源信息数据库不仅其规模、质量、覆盖面远非纸书可

比，其检索系统的编制思路和检索调用方法也由于应用数字技术而大不相同，功能大大增

强，可以说是衍生出来的新网络内在形态。又如，网上远程教育中有一种融教学内容、作

业、讨论于一体的通过专门设计的网络模块，用于取代课堂教学。这种模块既是用于教学

的教材，模块内容又都是围绕一定课程内容编制的，似乎仍应属于书的内在形态。但是这

种模块融人际传播和公众传播于一体，课程内容的编排，教学与学习方式的交互，实在看

不出与传统教材（课堂教学）有太多相似之处，而且是独立生成的。这也该是又一种新的

网络内在形态吧。这些都无疑是编辑活动的巨大的创新成果。如果过去说编辑活动是创造

性劳动，有人还需要举证一番的话 

，面对如此出色的创新，该不容置疑了吧。 

    编辑活动的纵向继承性描绘了它时间坐标上一脉相传的总线，横向交融性显示了它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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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坐标上无限拓展的框图，交织在一起构筑了编辑活动与时俱进、螺旋上升的演变轨迹。

四、结束语 

    传播总是在文化范畴内进行的。公众传播总是不断发展壮大的。编辑活动将永远存

在，永远是文化活动，永远随着文化发展的步伐不断演进。分析编辑活动的规律，必须分

解到传播媒介内在形态这个层面上，进行动态的立体的研究。既要了解文化发展的脉络，

又要深知编辑活动本身的演变轨迹。这是我下笔此文时的一点感受。 

    *注：这里不是指在网络公司或网站从事网络工作被称为“网络编辑”的人员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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