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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媒介发展和使用的不可逆性 

作者： 段京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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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媒介的发展本来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极为正常的现象。但是事实上，在媒介发展史上每当一种新的媒介技术和媒介形式出

现并在全社会开始普及的时候，都会遭到来自不同社会力量的抵抗和反对。远的不说，就以广播开始普及的情况而言，

“电台的发展同其它媒介的利益发生了直接冲突，特别是激起了报纸发行人的愤慨。”尽管报人们也承认电台的发展促

进了报纸的销售，但仍然对新出现的广播媒体涉足传统上归报纸的新闻报道领域深感不安，甚至对电台播出新闻采取了

限制或惩罚。 几十年以后，当电视普及时，由于同广播电台的生存发生了冲突，“许多观察家说，电视宣告了电台的死

亡。但是时间证明，两者都有自己的空间。” 竞争的结果是众多的广播机构开始经营电视，但同时保留了广播。今天，

当人类又一次面对新媒介出现的时候，新旧媒介之争又开始了。尤其是目前我们所面对的是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

无所不能的电子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手机相结合的综合性新媒介，它囊括了人类历史上所有媒介的长处，

或者说弥补了迄今为止所有媒介的缺陷，成为人类长期以来所期望的那种最理想的媒介形式，于是它便在事实上向所有

的传统媒介发起了冲击，成为所有传统媒介的对手。  

新媒介带来的问题  

新媒介的出现自然为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处。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几乎都感觉到了新媒介的力量，人们对它寄予

了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但与此同时，在传统媒介环境中已经很习惯的社会各界对新媒介仍然表现了极大的不适应，甚至

产生了某些恐惧。  

人们对新媒介传播形式的不适应（媒介使用）带来的恐惧。主要是习惯于通过传统媒介接受信息的人们对传播随意性感

到的不适应、对新媒介传播信息方式的看不惯、以及对新媒介的主要使用者的偏见而带来的对新媒介的偏见、对新媒介

使用不习惯带来的恐惧等。麦奎尔认为：“个体受众的媒体使用习惯，是反映总体社会结构的两个主要因素的产物：一

个是受众个体基本稳定的社会状况，以及相应的受众个体的媒介需求（如对特定信息、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等的需

求）；第二个因素是‘大众媒介结构’是指具有某一经济水平和教育程度的个人，在特定地点接触可得媒介的可能性。

这两个因素不仅导致人们日常媒介行为模式，而且导致性当稳定的媒介使用意向、趋势和‘安排’，亦即个体的‘媒介

取向’。它是受众社会背景和以往媒介经验的综合产物，常常表现为对特定媒介的喜好，特殊的偏好和兴趣，媒介使用

习惯，以及对媒介益处的预期等等。” 目前掌握主要的社会权力和话语权力的是在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环境中成长的一代

人，他们有强烈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媒介取向”和“媒介使用习惯”，  

对新媒介管理方法的缺失带来的恐惧。在传统媒介环境中人们那种随心所欲式的管理方式在新媒介环境中将彻底失效。

而新的管理手段又一时拿不出来或拿出的管理办法远远不如对传统媒介的管理那么顺手。传统媒介的主要特征是职业

化、专业化，是一种众多人在一起的合作劳动方式的传播活动，使凭借大规模组合机器完成的传播行为。因此传统媒介

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是规模大小不等的媒体机构。对大众传播的管理、控制实际上也就是对媒介机构的控制。而在新媒

介环境中，这种集团式的媒介控制方法已经过时了，新媒介的个体性、信息的海量性、信息的易得性、世界范围内信息

交流的便宜性，都是原有的媒介控制手段无法把握的。虽然各国政府也试图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对新媒介的管

理，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心媒介不同于传统媒介的地方太多，任何一种社会力量要想控制全球性的媒介系统（国际互联

网）都是不可能的。在传统媒介环境中行使管理职能已经很习惯的各级官员面对新媒介自然也就表现出了许多的不适

应。报载陕西某县的县委书记当感到不能有效对网吧进行管理时，下令关闭了全县的网吧，而且此举还得到了许多人甚

至个别网吧老板的支持，就充分反映了面对新媒介时全社会的那种不适应。  

新媒介对传统媒介世袭领地的瓜分带来的恐惧；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经过长期的磨合已经形成了各自的领地，报刊、广

播、电视三大媒介三足鼎立，相安无事，现在突然冒出了一个程咬金，搅乱了大家的好日子。具体表现在：政治上的瓜

分——舆论阵地的分化、社会影响力的下降——受众大量向新媒介分流，特别是青少年受众大量向新媒介集中、商业利

益的损失——传统媒介广告客户被新媒介瓜分。  

新媒介的国际化带来的跨文化传播的便利造成的恐惧。由于新媒介，外来文化大量进入原本“干净”的环境，造成了不

同意识形态的冲撞所形成的“思想混乱”。无论是新闻宣传部门，还是文化教育部门，甚至是许多的个体社会成员，都

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担心——担心藏在“糖衣”后面的炮弹对我国受众特别是青少年受众带来伤害。  

媒介的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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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传播学教学的“热”与“难” 

作者：段京肃┊ 2006-11-30 

内容提要 传播学研究和教学的热潮过去

后进入了“冷思考”阶段。传播学的本

体到底是什么，传播学在新闻传播类专

业中的地位如何确定，传播学与新闻学

的区别是什么，传播学研究和教学的发

展方向是什么，目前都在困扰我…… 

·赵月枝教授获批长江学者讲座教 2009-10-18

·国际青年影像季2009-2010 2009-10-18

·2009互动电视（中国）峰会通告 2009-10-18

·首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 2009-10-13

·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普利策新闻 2009-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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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工具的进步被认为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标志，它决定着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力水平。甚至在学术研究

中就有以劳动工具为依据进行社会分期的作法。在传播领域同样如此，考察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传播事业发展的水

平，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传播媒介的技术水平和数量情况。许纪霖认为，新媒介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革

命”，在历史上，“印刷术革命给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提供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权威平台，一个是传媒，一个是大学，这套

建制一直延到今天，但在最近五六年来，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这就是互联网带来的第二次文化革命。我们日常生活

乃至于文化生活里，出现了一个互联网平台，这个平台给文化带来的冲击，今天才刚刚开始。” 人类从打拥有传播媒介

（手段）开始，就将对传播媒介的改进、革新作为最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将自己最优秀的成员

配置在传播媒介和技术的领域中。在社会发生动荡的过程中对传播媒介的争夺和拥有始终是人们所关注的。为此在人类

迄今所拥有的各种科学技术手段和各种生产、消费工具中，传播媒介的进步始终是最快的。特别是进入工业社会以后，

代表人类最高科学技术水平的众多产品都同信息传播联系在一起。未来的社会更被人们称之为“信息社会”，足见信息

传播和传播媒介在今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美国学者罗斯托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要腾飞，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个

社会的主流对新技术（革新成果）的鉴别和接受能力。 传播技术学家英尼斯认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便是那个时代所用的

媒体。媒体对信息进行吸收和记录，并把这些信息转换为与处于同一时代的社会制度权力结构相一致的知识结构系统。  

新媒介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大家的眼中，今天不顺眼、接受不了的新事物，明天则可能就很顺眼、很能接受。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中国人身边

的许多事物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是那些人们一时接受不了的东西，也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来对待。新媒介的

出现确实带来了以往没有见过的许多新问题，但同问题相比新媒介带给人类社会的进步意义远大于负面影响。当新媒介

进入生活以后，势必围绕新媒介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传统媒介环境中生活惯了的人可能会对新媒介时代的一代人

看不惯，但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在未来的时代终将成为世界的主人。有学者已经非常理性地提出：“作为互联网革命的产

物网络文化，已经成为主宰80后一代青年人的主流文化。我们这些印刷文化的过来人，对这一新崛起的网络文化，不管

喜欢还是不喜欢，都不得不认真对待。而最认真的对待方式，就是理解它，熟悉它。两种文化需要沟通和互动，两代文

化人也需要对话和交流，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传统与未来之间获得某种微妙的平衡。”  

媒介的发展是不可逆的。我们不能设想如果退回到结绳记事、鸿雁传书的时代，对人类将意味什么。 

（责任编辑：） 

┆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

收藏本文

 读者留言

用户名：  * 密码： （游客）请在用户名处输入化名，无需密码 

 邮箱：  * 游客发言需提交邮箱 

效验码：  * 请输入：0156  

 *

 评论内容：不能超过250字，需审核后才会公布，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政策法规。 发表评论

传媒资讯网┆传媒学术网┆传媒考研网┆传媒博客┆传媒社区┆传媒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