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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在一九六○年代，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MarshallMcLuhan1911-1980）被视为是自

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以来，最重要的思想家；然而，他在一九八○年过世时，其对媒介的

探勘，却常被认为是不恰当又天真的[1]。但现今他的「媒体即讯息」、「冷、热媒体」、

「地球村」等对媒体的独特见解，已经是名闻世界且为分析媒体现象不可或缺的概念。 

   

  据此，本文即是以麦克卢汉思想理论为依据，来探讨网络世代如何实现了麦克卢汉的理

想；而他所创造的概念，为何成为信息时代最真实的预言；及对当代信息时代与社会网络现象

的影响与转变。 

   

  本章内容分为三部分：一、介绍麦克卢汉生平学术背景与学术著作。二、探讨麦克卢汉理

论与观念。三、麦克卢汉理论概念对现今信息时代与网络社会所带来的影响。 

第二章 麦克卢汉的思想与著作 

  第一节 背景与学术经历 

   

  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MarshallMcLuhan1911-1980），1911年7月21日生于

加拿大亚薄塔省爱德蒙顿市；1943年获得英国剑桥大学英语文学博士学位，以后在北美的多所

大学教授英美文学[2]。在1960和70年代，因他对媒体在思想和社会上之效应的研究而闻名全

世界。 

  

  第二节 重要著作 

   

  一、机器新娘(1951)： 

   

  《机器新娘》是麦克卢汉思想历程的一本重要著作，讨论现代媒介和通俗文化。内容涵盖

两个主轴，一是麦克卢汉急欲抨击现代传播（尤其是透过广播）所诱发的「集体恍惚状态」；

另一是对于媒介内容本身被视之为美学整体美学这件事，他偏向于采取一种「悬疑策略」。

《机器新娘》主张使用这些原本用在操纵、剥削、控制公众的前所未见力量，来从事一种新形

式教育，并呼吁发展批判性知识[3]。 

   

  二、  古腾堡银河系(1962)： 

   

·传播学是什么？  

·集权主义传播理论——…  

·文化工业再思考  

·最低限度的和谐——论…  

·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  

·媒介即意识形态——论…  

·媒介是条鱼——关于媒…  

·媒介是条鱼——关于媒…  

·传播学理论译介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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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书主要探讨印刷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其对拼音文字和印刷术在感官和文化上的影响做详

尽的反思。文中也探讨语言、言语、语法、印刷、书籍等所有这些文明交流中重要的东西，如

何受到电子媒体所形成的压力[4]。 

   

  三、  暸解媒体：人体的延伸（UnderstandingMedia:TheExtensionsofMan1964）： 

   

  此书是对〞媒体〞这个概念进行颠覆，或是说对〞新兴媒体〞，特别是营销取向的媒体重

新定义。麦克卢汉这本着作的影响十分深远，他此时提出了的重要观点，提醒了人们对〞媒体

威力〞的改观：[5] 

   

  一、媒体即讯息指：讯息会因为媒体选择的不同，而改变讯息的内容。例如：同样是台湾

的乡镇市长的选举结果揭晓，透过中央日报、自立晚报或大陆〞人民日报〞的报导，就会有不

同的讯息呈现。 

   

  二、媒体是人体的延伸是指：媒体对公众人物所形成包装作用的持续性。当权者若有〞同

样意思的表达〞，虽会因为媒体选择的不同而改变讯息的内容，但是因为当权者控制了媒体，

所以，媒体犹如当权者人体的延伸，诸如：〞领袖玉照〞伴君常在。同样的，对当权者权力的

颠覆也是如此（媒体即讯息＆媒体是人体的延伸），诸如：领袖重要文告出现在正点新闻与出

现在模仿秀里即呈现不同的〞讯息〞，前者是单纯的权力再现，后者是则是复杂的权力颠覆。 

第三章 麦克卢汉理的理论探讨 

  第一节 以「传播媒介」为标准，将西方历史分为四时期 

   

  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62）曾提出人类传播历史四个时期

[6]。 

   

  一、「口头传播」（oralcommunication）：在文字出现前，人类以声音语言沟通，因此

听觉也成为驾乎一切的感觉。 

   

  二、「手写传播」（writingcommunication）：文字的出现使音讯可转化成以视觉来理解

的符号，因此视觉打破先前听觉的优势，于是形成「眼睛的世界」。 

   

  三、「印刷传播」（printingcommunication）：古腾堡(Gutenberg）发明活字版印刷技

术，使得文字书籍得以大量复制，因此其知识讯息广泛而迅速的散布，人类也因此首次可独自

阅读与思考，个人主义及个人意志因之产生[7]。 

   

  四、「电子传播」（electricalcommunication）：透过各种传速媒介，不但消灭时空的

阻隔，把分散的世界重新组合；人类的感官也不再由视觉独占，而是成为「多重感官认知体

验」的时代。「书」媒体不再是传播的主要媒体，抽像性思考方式也不再盛行[8]。 

  

  第二节 媒介即讯息(Themediumisthemessage) 

   

  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于1964年的著作《了解媒体：人的延伸》

（UnderstandingMedia:TheExtensionsofMan）一书中提出「媒介即讯息」

（Themediumisthemessage）的观念。 

   

  麦克卢汉所指的媒介为以下几点[9]： 

   

  1.媒介是人体的延伸：麦克卢汉看来，一切传播媒介都是人类感官的延伸，媒介是人体的



延伸也借用了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英尼斯认为，文明的兴起、衰落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

息相关；一切文明都是靠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而存在的。 

   

  2.媒介即讯息：讯息会因为媒体选择的不同，而改变讯息的内容。 

   

  3.媒介即按摩：「媒介」的渗透性与说服欲之强，犹如马杀鸡，会令阅听者如泡热水澡或

按摩。 

   

  4.「冷媒介」与「热媒介」： 

   

  A. 热媒介意味着“高清晰度”，所提供的信息明确度高，能高清晰度地延伸人体的某一

感觉器官，其传播对象在信息的接受过程中参与程度低，想象力发挥程度低。 

   

  B. 冷媒介意味着“低清晰度”，所提供的信息明确度低，其传播对象在信息的接受过程

中需要发挥丰富的想象，参与程度高。 

  第三节 冷热比(hotandcool) 

   

  A. 冷媒体：一种是较硬性，不给阅听人想象的空间，对阅听人而言没有改变态度的效

果。 

   

  B. 热媒体：一种是较软性诸如：电影，充份给予阅听人想象的空间，对阅听人而言较具

改变态度（说服）的效果。 

   

  相同意思经过不同的编码方式后也有截然之不同的说服力。诸如：老师以「说教」的方式

对学生说一段话，就会与老师以「说笑话」的方式对学生说同一段话，会有截然不同的效果。 

  

  第四节 透光/打光比（Light-through/light-on） 

   

  一、打光：物体经由光线照射后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人们消极、被动接受的讯息传递。

例如：电影、报章杂志 

   

  二、透光：物体本身会发出亮光(或讯息)；人们积极、主动去关心与接受其讯息传递。例

如：电视、计算机[10] 

  

  第五节 媒体律（ThemachineturnedNatureintoanartform） 

   

  由麦克卢汉与其长子艾瑞克(EricMcluhan)共同发表可以概括所有媒体的理论。麦克卢汉

的四大律，其实就是对媒体的影响和发展提出四大问：不论哪一种媒体对我们的社会及生活会

产生甚么效应，都可由此四点切入探讨。例如：文化上有何加强之处？削弱了什么？重拾了什

么回来？又在未来转化成了什么？历史上每一种媒体，都受制于此四大律中。[11] 

  

  第六节 机器将大自然变成艺术品（ThemachineturnedNatureintoanartform） 

   

  被淘汰的旧媒体，并不会随着新媒体的出现而消失无踪，反而会酝酿出一种怀旧的距离美

感，最终将以艺术品的形式保留下来，这也如同麦克卢汉所说的「过时的技术会成为艺术」以

及先行媒体会变成新媒体的内容的说法；泡菜与书法就是很好的例子。[12] 

   

  第七节 音响空间(Acousticspace) 

   



  这个概念提出的历史并不是麦克卢汉一个人的功劳。1952-1953年间，依靠福特基金会的

赞助，多伦多包括经济学、英国文学、都市计划、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几位不同领域的学者们组

成了一个有关文化与传播的跨学科研讨课。同时也出版一本以人文学为定位的多元学科期刊

《探索》（Explorations）。1954年，团体中的心理学家CarlWilliams在一次演说中提出了

「听觉空间」（auditoryspace）的讨论。麦克卢汉后来将它改名为意涵更为丰富的「音响空

间」（acousticspace）。[13] 

   

  麦克卢汉指出： 

   

  「音响空间」是指没有中心、没有边缘的空间，不像纯粹的视觉空间是眼睛的延伸与强

化。音响空间是有机的、整合的、经过所有感官的同时交互作用而感知的。[14] 

   

  国北师教授林志明认为： 

   

  麦克卢汉所指的「音响空间」内涵不只有音响，音响空间想谈的是，希望在以视觉为主宰

的感官之外，提倡各种感官的平等状态，以环场、没有中心的边际的构造来对抗视觉主宰性的

知觉状态，这是麦克卢汉「音响空间」理论的背景。(引自林志明，2002) 

  

  第八节 脱壳之人(Discarnateman) 

   

  指投入网络媒体与他人互动时使用者会脱离躯体，而让精神思想在虚拟的世界中游荡的一

种状态的描述。 

  第九节 使用者即内容 

   

  指发送电子媒介讯息中(例如：接通电话、广播与电视的放送)，连结到电子媒介的使用端

时，将成为使用者的内容。 

  

  第十节 地球村(Theglobalvillage) 

   

  当传播科技日新月异，空间与时间的距离逐渐被消弭后，地球上各分散的区域重新被聚合

起来，终究变成一个大部落，这就是「地球村」。[15]数字时代中，电子传媒技术发展，网络

世代体现了麦克卢汉「地球村」的理想，将远方的人拉近，但同时也可能疏离了人与人之间内

心真诚情感的交流。 

  第十一节  中央无处不在，边际无处可寻(Centerseverywhere,marginsnowhere) 

   

  麦克卢汉认为，在自由信息的社会时代里，只要有信息接收器(例如：电话、收音机与电

视)，那么使用者就是世界的中心点，不论位居于大都会或者偏僻的山区都不重要；在以自我

为信息中心的同时，更有无限制的资源可供选择。 

   

  这也可以视为是信息时代的「权力分散」(decentralization，去中心化)。放诸今日，则

可用来指称网络时代的权力分散与去中心化的新权力结构[16]。 

  第十二节  后视镜(Real-viewmirror) 

   

  麦克卢汉指出：「我们总是透过后视镜来看现在的一切，我们是到着走向未来的。」

[17]。此意指我们长久以来观看事物的方式。 

   

  他用这概念来提醒我们，得随时随地注意我们认知上的错误。所有新的媒体都是透过旧有



的媒体特性演化而来的；如能对旧有媒体的特性加以掌握，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新的媒体。 

  

  第十三节  人人都是出版家(Everyoneapublisher) 

   

  麦克卢汉在上个世纪曾经预言「人人都是出版家」的时代终将到来，现在看来，技术上这

个预言几乎已经实现了，只要你想，你就可以成为出版家，让你的作品上线，人人都可以看得

到[18]。 

   

  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相较下，传统的出版建立在「制作」与「发行」的机制上，因此需要

资金并确切掌握市场需求，换句话说他们懂得发行。在数字世界上，现在资金难题似乎消失

了，可是发行量（或流量）问题，仍然是存在的。 

  第十四节  传播工具之混合 

   

  媒体即人体的延伸，是「致使发生」的媒介，而不是「致使知觉」的媒介。当媒体的交配

和混合时会释放出巨大的新力量与能量，像是核分裂或核融合，也就是说，当某种传播工具与

其它传播工具交织作用时，不仅我们的知觉感受会有新的比例状况，而且传播工具本身亦有；

在所有媒体混合中产生最极至的变革就是文字文化与口语文化的的相遇。[19] 

 

第四章 麦克卢汉理论对当代的影响  

  第一节 媒介的影响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的功能已不只是“工具”，而是“身体的延伸”。麦氏也认为，当媒介

改变，不只改变了人类的官能感知能力，也改变了他与世界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麦克卢汉最受争议的概念之一，他鄙视传统学者看待媒介的方法，甚至将“媒介内容”比

喻为“闯空门的窃贼丢给心灵看门狗的一块肉”。麦克卢汉近乎恼人的武断论调，可视为一种

策略，他要我们从传统学者“媒介什么都不是，除非人类赋予它文化意义”的观点中，回头检

视每种媒介科技之间，无法忽视的社会功用，以及新兴的适应危机。(黄哲斌，2004) 

  第二节 对广告设计的影响 

   

  六零年代后到80年代左右，在传播论述与广告设计的用语里，可以说是“电子媒体社会”

的来临，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杨富裕教授认为，这时期主要对应于麦克卢汉所称“电子媒体桥”

的见解，对广告设计影响，主要展现在以下几点：[20] 

   

  一、媒体即讯息的概念，促成广告设计对“媒体表现”特性的高度重视。 

   

  电视广告影片（ＣＦ）在此阶段已非新玩意，广告设计界除了即刻引进电影制作、电视制

作的许多技术与概念外，对于电视这个媒体的表现特性（诸如：剧本、灯光、舞台效果、色彩

效果）、电视频道的播映质量等，均基于〞专业〞而十分重视。 

   

  二、媒体即讯息的概念，促成广告设计对“文脉”与“译码”的新见解。 

   

  新媒体：“电视”所处的实质环境对旧媒体：电影、报纸、杂志、电台节目所处的实质环

境而言，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电视节目与广告是送进家庭客厅的小屏幕电影院，要播、要转频

道、要休息，“希听尊便”，广告设计业对这样的“随阅听众选择”的实质文脉，显然要有不

同于旧媒体的新见解。同样的，电视广告的收视行为以及家庭小众的特性，对于“会”怎么解

读广告内容，显然也该与广告设计之前先行盘算，总之，对新媒体的“译码”也要有精确的新



见解。 

   

  三、媒体是人体延伸的概念，促成广告业界对“媒体产业”或“广告生产过程”以及“媒

体掌控机制与权力”的重视。 

   

  四、热媒体的概念，促成广告设计论辩结构的改变。 

   

  麦克卢汉的热媒体概念对广告设计的重要提示之二乃在于：其一、广告是“动”之以情，

而不是动之以理，所以广告设计的剧情安排，绝非说理、说教。其二、广告设计要大量的涉入

听众的价值判断，而且要有“拟似互动[21]”的机制。 

   

  五、热媒体的概念，促成广告设计对混合媒体的兴趣。 

   

  在60年代后，所谓的“热媒体”在艺术创作者的角度而言，几乎都是“混合媒体”。另一

方面，广告设计对多重管道的广告制作，如何求取“一致性”，也可视为“混合媒体”的兴

趣；再一方面，这样对“混合媒体”的热爱与专注，也逐渐养成广告设计对“企业识别系统

(ＣＩＳ)”与“试销活动(event)”的纳入专业领域的作法。 

   

  六、并置叙述体的概念与“脑力激荡法”，共同促成“广告设计”跌入状似无厘头实则老

谋深算的设计策略风行，进而为下一期的意识形态设计热铺路。 

   

  麦克卢汉的“并置叙述体”概念与六零年代起逐渐风行的“脑力激荡法”、“水平思考

法”逐渐结合，“脑力激荡法”甚至成为广告公司、房屋营销公司动脑会议的标准模式。并置

叙述体的多头（多主题）并行与水平思考的跳跃式逻辑，所共同指导下的广告设计，猛看往往

“状似无厘头”，其效果却精准无比，实为老谋深算。这样的广告设计策略，从某个角度来

看，是下一期“意识形态设计”的雏型。 

  第三节 并置叙述体将成为这种新媒体或混合媒体的主要表达方式。 

   

  并置叙述体，简单的说指：多轴并现的说故事方式或影像并现的说故事方式。叙述体原是

西方现代文学里相当重要的一个概念，意指文学里最重要的表达方式，是在于说故事，而说故

事的逻辑是时间轴逻辑，也就是单向单轴（或唯一主轴）的展现方式，说故事的目的在“取

信”，取信的逻辑在论辩（argument）的逻辑。麦克卢汉则在洞视电子时代的特性后，提出与

传统叙述体不同的、所谓的“并置叙述体”，认为：在电子通讯时代，讯息的传达与接受，已

非传统叙述体所能描述，而应是“并置叙述体”才能描述。并置叙述体相对于传统叙述体而言

增加了许多“叙事逻辑（说故事的逻辑）”，诸如：多主题同时并现（相对于单一主题）、多

影像同时并现（相对于单一、完整、清晰的影像）、跳跃的思考逻辑（相对于垂直思考逻辑、

论辩逻辑）、分割画面并置（相对于完整单一画面）...等等。我们现在看看麦克卢汉在70年

代所提出的“并置叙述体”概念，几乎是90年代电视艺术的标准表达模式，几乎也是90年代

“新新人类”的说话表达模式，就不得不佩服麦克卢汉的先见之明。[22] 

  第四节 新媒体（电子媒体）将促成“地球村”的早日到来。 

   

  地球村指：由于电子通讯、电子媒体与跨国企业的日益发达，讯息传递方式的改变，资本

流动方式的改变，最终改变了人的组织意识，进而改变了人与人、地域与地域、国与国之间的

“距离”概念，“距离”已非以“物理距离”来测量，人对世界的观点与已非传统的地域概念

所能概括。麦克卢汉所提出的地球村概念倒不像他所提出的其它概念的“老是受到误解”，而

是一下子广为各界所接受。[23] 

  第五节 拓展艺术表现方式与媒材运用 



   

  所谓信息时代是一个讲求整体主义、综合性，学术上是一个追科技整合的时代。在艺术表

现上，则是扬弃过去那种视觉挂帅的局面，产生了一种麦克卢汉所谓“五感调和”的作品，同

时兼顾了视觉、听觉、触觉等全身的传达。 

   

  现今新世纪的美术馆，运用数字媒体艺术，配合主题性展示，透过数字艺术“互动性”的

重要特质，使作者、观众与作品之间产生新的连结关系，增进观众参与式、交互式、体验式的

不同经验。如︰2004年国立台湾美术馆举办的《漫游者－国际数字艺术大展》共展出十八组互

动性作品，内容涵盖︰数字媒体科技、装置媒体艺术、虚拟实境影像、多媒体影音技术型态。 

   

  麦克卢汉说过，在一种媒体之中装上另一种媒体时，不但有更大的传达效果，同时对于人

类的感觉亦有其根本的益处（吕清夫，1982a）因此，信息时代的艺术是想要拓展人类的感

官。而且，艺术和科学的结合，是信息社会的一个特征，这种结合不单是指使用科学作为艺术

之工具，更包括艺术本身之改变（张荣森，1985，p.87）[24]。 

  第六节 信息时代社会中对“环境化”的提出 

   

  麦克卢汉认为，经验是由无数不同的感觉材料组成。信息媒体的声、色、形、光等多种的

知觉刺激，透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与运动感觉等全身的感觉去感受外物。因此，

今日的信息媒体，不仅传达讯息，最重要是知觉器官的延伸与发展，而成为我们生活体验“环

境”的部分。 

   

  透过这些媒体，可让我们看到肉眼所不能见到的东西，如卫星转播的身历其境、电子显微

镜拍摄到细菌影像；又如美国迪斯奈乐园的“宇宙之旅”游乐设施，人们坐在模拟太空舱中的

椅子上，面对舱外层空间景象，听着宇宙飞船疾驶与舱外的太空战斗声音，随宇宙飞船快速转

向，椅子亦会随之振动、摇摆，这种结合视觉、听觉、触觉、味觉、运动感觉等的复合感觉，

已几乎与航天员在宇宙飞行的真实环境无异了。因此，单凭视觉去感受外物是很表面的、概念

化的；反之，全身所感受到印象则是外物的本身。（王秀雄，1984；吕清夫，1982c）所以，

信息时代的讯息已朝向身历其境的“环境化”发展了[25]。 

第六章 信息技术革命 

  6、1哪一种革命? 

   

  这个历史间的特性乃是，我们这个“物质文化”的转变，是由环绕着信息技术而组织的新

技术范型促成。马文、克兰兹伯乃技术史的顶尖学者之一，他写道，“虽然这是革命性的，但

是就所有的变迁与好处不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出现而论，其革命之处在于对我们社会带来的效

应”。 

    

  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里，围绕着较广义的信息技术核心，在先进材料、能源、医学应

用、制造技术与连输技术等方面，都产生了许多重大的突破。再者，现有的技术转变过程呈指

数扩展，因为它有能力透过共同的数字语言，在不同技术领域之间创造出一个接口，而得以产

生、储存、检索、处理与传输信息。套用尼可拉斯、尼瓜彭的说法，我们所在的世界已经数字

化了。 

    

  我们现在所经历革命的变迁核心，是信息处理与沟通的技术。信息技术之于这场革命，就

像新能源之于过去的工业革命一样，从蒸汽机到电力、石油、甚至到核能，因为能源的生产与

分配乃是工业社会的关键要素，然而，这项有关信息技术角色重要性的论点，却经常会和认为

当前革命的特微基本上便是依赖新知识和信息的说法混淆，但是事实上，当前技术革命的特

性，并不是以知识与信息为核心，而是如何将这些知识与信息应用在知识生产与信息处理/沟



通的设施上。 

  

  6、2因特网(互联网)的建立 

   

  因特网在二十世纪最后这三十年间的创造和发展，是军事策略、大型科学组织、科技产

业，以及反传统文化的创新，所衍生的独特混合体。起源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研究机构---

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计划局所执行的一项工作。 

   

  因特网起源于公元1960年未期，美国国防部为了军事用途，发展出通讯系统ARPAnet，当

时主要的用途是为了应付战争发生时-相互连结的网络系统能自动选择可行传递之路径，以确

保网络系统能够正常运作，到了1975年间，ARPANet网络交由国防部通讯署

(DefenseCommunicationAgency:DCA)管理，此时ARPANet才由实验性质的网络，逐渐演变到目

前学术及商用性质的网络 

   

  到了1980年代末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计划建立五个超级计算机中心，因为当时

的超级计算机非常昂贵，只有少数的研究机构和军方才有机会使用。因此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便以网络联机的方式，将五台超级计算机的资源，分享给一般大学与研究机构使用 

  

  而后NSFNet因使用量激增而陆续提升传输速率，最后NSFNet、ARPANet与全世界各地的网

络连结起来，便形成了现今的因特网(侯武诚及陈丽安，1995) 

  

  1960年至1964年由兰德公司的保罗、巴兰想出的概念，这项策略是设计出不易被核弹攻击

摧毁的通讯系统。以封包交换通讯技术为基础，这个系统使网络可以独立于指事与控制中心而

运作，所以讯息单位会沿着网络找寻自己的路径，而在网络上的任何一点重新组合成有意义的

讯息。 

   

  后来，数字技术允所有讯息，包括声音、影像与数据，都可以采用封包方传输，现成一个

不需要控制中心就可以在所有节点相互沟通的网络。数字语言的普及性与沟通系统的纯网络逻

辑，创造了进行水平式全球沟通的技术条件。 

   

  许多因特网上的应用都是早期使用者未曾预期的发明发展而来，包括后来成为因特网基本

特微的使用和技术发展轨迹。在ARPANET的早期阶段，计算机连结的理由是为了透过远距计算

来分摊计算时间，这样就可以将分散各处的计算机资源，在在线完全有效地利用。然而，大多

数使用者并不是真的需要这么强的计算机功能，或者还没有准备好要根据沟通的需要重新设计

他们的系统。然而，真正点然火苗的是网络使用者之间的电子邮件功能，这个功能是BBN公司

的雷、汤林森(RayTomlinson)发明的，它也是目前全世界计算机沟通功能中最爱欢迎的用途。 

  

  6、3全球信息网 

   

  但是到了1990年代，对还没有开始使用网络的人而言，在使用上仍然有困难存在。图像传

输的能力还相当有限，要标定或检索信息也很不容易。全球信息网(worldwideweb,www)这项新

技术跃进，使因特网扩散进入社会的主流，它是一种新应用的设计，依照信息而非地址来组织

网站的内容，然后提供使用者方便的搜寻系统，来标定他们想要的信息。全球信息网是1990年

于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ntreEuropeenpourRechercheNucleaire,CERN)发明，这个机

构是全世界几个居于领导地位的物理学研究中心之一。 

  

  网络技术与遍布的计算机运算 

   

  1990年代晚期，因特网的沟通能力，伴随了电信与计算机运算的新发展，引致另一项重大

技术变革，从分散化、孤立的微电脑与大型计算机，到经由相互连结的信息处理设备(具有多



种格式)来普遍利用计算机运算能力。在这个新技术系统中，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分散在以使用

共同因特网协议的网络服务器(Webserver)为核心的沟通网络里，并且能够接上巨型计算机服

务器，而这种服务器通常区分为数据库服务器(databaseservers)与应用服务器

(applicationservers)

第七章 新经济:信息主义,全球化,网络化 

  有一种新经济在二十事纪最后二十五年里，在全球尺度上浮现。我们称之为信息化

(informational)全球(global)与网络化(networked)的经济，以标明其基本且独特的特微，并

强调特征之间的交织连结。 

   

  信息化，是因为在这种经济体内，单位或作用者(不论是公司、区域或国家)的生产力与竞

争力，基本上是看它们能否有效生产、处理及应用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而定。 

   

  全球的，乃是因为生产、消费与流通等核心活动，以及它们的组成元素(资本、劳动、原

料、管理、信息、技术)，是在全球尺度上组织起来，并且若非直接进行，就是透过经济作用

者之间连结的网络来达成。至于此种经济是网络化的，则是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的

增进与竞争的持续，都是在企业网络之间互动的全球网络中进行。 

  7、1经济型态的转变 

   

  (一)信息化与全球化的经济﹕ 

   

  一种新的经济已经浮现，Castells称之为信息化的与全球化的经济，并强调两者之间的交

织连结作用。强调信息化，是因为在这新的经济体系内，单位或作用者的生产力与竞争力，都

是看它们是否能有效地生产、处理及应用知识为基础的信息而定。强调全球化，则是因为生

产、消费及流通，以及它们的组成元素(资本、劳动、原料、管理、信息、技术、市场)，是透

过网络来连结，在全球组织起来的。 

   

  信息化经济独特的地方，是由于它转变为以信息科技为基础的技术范型，使成熟工业经济

所潜藏的生产力得以彻底发挥。新技术范型首先改变了工业经济的区域与动态，创造了全球经

济，并在既有的经济作用者之间，以及它们与大批新加入者间，助长新一波的竞争态势。 

   

  全球经济与一般经济的操作是不一样的，在此种经济内，全球变成一个单位，随着信息技

术的推波助澜，人们首次得以在实时运作的全球整合金融市场中，日夜不断地操作资本。 

  (二)组织 

   

  历史上头一次，经济组织的基本单位不是一个主体（例如企业家或企业家庭）、也不是集

体的（例如资产阶级、公司、国家）主体。这个单位是网络,它组合了许多的主体及组织，并

且不断地修正以成为支持环境及市场结构的网络。 

   

  藉由组织危机及变革，以及与信息技术两者间的互动，信息化的新组织型态已然浮现﹕网

络企业。网络企业其整套工作方式是由各部分的自主性目标系统所交织而成的，强调的是促进

组成份子间进行无障碍沟通的连结性，以及网络目标和个别公司目标之间共同分享的一致性。 

   

  对于新组织的出现与成形而言，网络是最基本的东西。为何网络是新经济竞争的中心？在

这样的组织转型的过程中，有两个因素是主要的原因﹕生产投入及市场的全球化。急速的技术

变革使得设备经常性淘汰，迫使厂商必须不断地掌握新的处理及产品信息。在这样的市场脉络

中，将一切纳入网络之中不只是分担成本及资源的方式，也是一种针对错误技术决策的保险策



略，这种错误技术决策的后果会使得竞争者也受害，因为网络是无所不再且互相牵连的。 

  

  (三)工作意义的转变 

   

  劳动过程位居于社会结构的核心，在逐渐浮现的网络企业内与周边，劳动与生产关系之技

术性和管理性转化，乃是信息化范型与全球化过程全面影响社会的主要势力。就业与职业结构

变迁，是新社会结构降临的历史变迁过程里，最强烈的经验证据。其特征为从财货转向服务、

管理与专业性职业的崛起、农业与制造业工作的减少，以及多数先进的经济体里，工作的信息

内容逐渐增加等。在本章节中，Castells分析新信息技术在劳动过程本身及在就业水平上的冲

击，并试图评估普遍存在对无工作社会的恐惧。最后则处理劳动与就业转型对社会结构的潜在

冲击，重点在于信息化范型浮现时所连带的社会极化过程。 

   

  1、信息化社会的基本共通特点﹕ 

   

  ·农业就业凋零。 

   

  ·传统制造业持续衰退。 

   

  ·生产者服务和社会服务二者兴起﹔前者强调企业服务，后者强调保健服务。 

   

  ·日渐多样化的服务业为工作的来源。 

   

  ·管理性、专业性核技术性工作快速增加。 

   

  ·以事务员和销售员形构出“白领”无产阶级。 

   

  ·零售就业的比例显著，而且相对稳定。 

   

  ·职业结构顶端和底层二者同时增加，造成社会极化。 

   

  ·过去职业结构的相对升级，增加的职业是需要更高技术和高等教育的比例高于底层范畴

的增加。 

   

  2、无工作之社会(失业问题) 

   

  信息技术明显地减少了每单位产出的工作时间，不过信息科技本身并不是失业的原因。在

社会信息化的过程中，虽然许多的工作已被替代，但新的工作也正在被创造，在信息范型中，

工作种类在质与量、以及本质上，都产生了变迁。新的生产体系需要新的劳动力，那些无法获

得信息技术的个人与群体，将会被排除于工作之外，或是降级为工人。以信息化所需之技能的

教育内容来看，职业/就业结构提升了，但是由于教育系统的低素质，对于提供正在浮现的职

业结构的新技能不足，以至于劳动力并没有被提升到新的工作中。 

   

  第八章真实虚拟之文化 

   

  真实本身完全陷入虚拟符码与象征的情境中，就如同Castells所说的“假装”

(makebelieve)的世界，在其中，影像与表象不仅出现于屏幕中以便沟通经验，而表象本身便

成为经验-假装，便是相信造假(believeinthemaking)﹔这就是真实虚拟的文化。 

   

  真实，如同我们所经验的，永远都是虚拟的，因为现实总是从透过象征而被感知。在这个

系统中，真实本身(人们物质与象征的存在)是完全被捕捉的，完整地浸淫再一个虚拟意象的情

 



境中，是一个让人相信的世界，并非是诱发虚拟实境，而是建构了真实的虚拟，表象不仅是出

现在银幕中以沟通经验，表象本身更变成一种经验。 

   

  大众媒体的兴起 

   

  若援用麦克卢汉的术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十年里，电视的扩散传布，可说是创造了

一种新的传播星系(Galaxy)。其它媒体并未消失，而是在以真空管为心脏，以电视屏幕作为魅

力面孔的系统中，被重构与重组了。广播失去原有的中心位置，却在普及性和弹性上称胜，随

着人群每日生活的节焰来调整模式和主题。 

   

  电视为何会变成如此盛行的传播模式?这依然是学者和媒体评论家之间激烈办论的主题。

就目前可见的计据而论，归因于辛苦工作一天后回到家庭生活的状况，以及个人和文化参与缺

乏可以替代的其它选择，不过，我们社会里的社会条件就是这样，所以与电视所中介之沟通形

式似乎有关连的“不费力气症候群”theleasteffortsyndrom可以用来解释为何电视一出现在

历史场景里，便快而普遍地取得作为沟通媒介的主导地位。由电视支配的系统，其特征很明显

便是“大众媒体”。同样的讯息由少数几处集中化的发射器同时传送给好几百万观众。如此一

来，讯息的内容与格式，就以最低共同标准裁制。电视最主要是代表了古腾堡星系的终结，而

古腾堡星系本质上是由印刷术心智和表音字母秩序所形成的沟通系统。 

   

  媒体研究者尼尔、波士曼认为，电视代表了与印刷术心智之间的历史性断裂。印刷偏好系

统性的解说(exposition)，电视则最适于偶发性的对话。若要更清楚地区分这两者，我们可以

引用他的话：“印刷术对解说可能具有最为强烈的偏执:拥有从事概念性、演绎性与序列性思

考的复杂能力;拥有对理性与秩序的高度评价，不容许矛盾，达致超然与客观的优秀能力，并

且能够容忍延迟的反应。然而，就电视而言，娱乐乃是所有关于电视论述的太上意识形态，不

论是描述了什么，或是采取什么观点，最重要的假定都是电视的存在乃是为我们享乐与欢愉之

用 

   

  媒体是我们的文化表现，而我们的文化主要是透过媒体提供的材料来运作。就此根本意义

而论，大众媒体系统实现了麦克卢汉在1960年代早期所提的大部份特征:这就是麦克卢汉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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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分享 

   

游晓薇 



  一个好的社会科学家之所以伟大，并非提出的理论多有道理，而在于“大家都还没有看到

时，就能发现现象，或预知现象将要来临”。 

   

  麦克卢汉正是如此，在网络还没发展的80年代，他的书一度绝版，死后渐渐为人所淡忘。

直到信息革命来临，大家才发现他所提出的概念，真实地预言未来的世界，指引我们在信息爆

炸的时代中前进。有人说他是“媒体的先知”，甚至有人将他和牛顿和爱因斯坦，列于同等地

位。 

   

  在这之中，传播理论受他的影响极深。1964年，麦克卢汉发表《了解媒介》一书，提出

“媒介即讯息”，说明了传播科技延伸到人类生活中所产生的规模、空间、型态的种种改变，

大众传播对于阅听人的影响力非常深远（尤电视）。传播效果的模式，也从1945年贺夫兰学派

的“有限效果论模式”，转变为“中度效果模式”、“大效果模式”，说明传播对于阅听人的

效果增强。 

   

  而现在的传播科技发展迅速，传播工具的发展更多元，对于人类、整个社会影响更巨。尤

其因特网的发展，改变人类的生活型态、文化、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媒介形式本身，会改变世

界，改变人的思维模式。 

   

  而且以目前的信息超载量来说，“一日千里”早已不足以形容进步的快速，现在一秒就可

以把信息传遍整个地球。上一辈的人，只和我们相差20、30年，却可能苦恼于不懂计算机、不

会使用网络，为了要跟上时代，被迫要跟着学习。而我常想，将来，我们的下一辈，会发展出

什么新的科技、新的传播模式，让我们这一辈的人无所适从呢？或许从科幻电影或小说中，我

们可以去试着找找答案，有一天它们不再只是幻想，而会成真。 

   

    

  推荐网站：http://www.mediahistory.umn.edu/mediahistoryproject 

    

  虽然是英文网站，无法一下子看懂，但是里面有关于媒介的演进与纪录相当完整，分门别

类，详细介绍。其中还有媒介Timeline，从史前时代一直到现今(目前2004年)。另外，网站设

计蛮美观的。 

洪宗庆 

  知名的手机的广告词说道：“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人类创造了科技，也带来了更多便

利的东西。 

   

  在这个多媒体的社会里，媒体的共存性也愈来愈多样化了。而在麦克卢汉所论的“媒介就

是讯息”里，每个人都有多样的选择性了，而传统传媒的生态，也开始在找寻它们的新的生

命。因为新的媒介，告诉它们，一种新世代的来临的讯息。 

   

  而另一个重要的观念的出现-地球村-在说明了，现在的文明社会不会再因为地理的因素而

觉得距离的遥远了。我们可以经由科技工具的帮助之下，可以将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数据，传送

至我们的手中。 

   

  但，我又喜欢从反面的思考。在电影全民公敌中，其实每个人都在科技之下被窥视着。想

想，是否是人类控制着科技或是科技掌握着人类呢？而，人类可以在媒介中找到的是真实或是

虚伪的世界呢？ 

   

  我想，科技来自于人性。聪明的人性，应该会有它解决的办法吧！呵呵！！ 

   



  下面是师大学报，关于麦克卢汉的 

   

  http://www.ntnu.edu.tw/acad/pub/j47/hs471-3.htm 

颜君蓉 

  地球原是广阔无边，七大洲各据一方，互不统属，距离常是以横越路途的时间久暂来判

定，古时候战争期间，前线的战情传到后方常已拖延多日，新闻特派员的努力也无法实时报导

情况。一八四0年电报的发明缩短了地形的距离。此后，电子媒介陆续出现，传播过程更为实

时，有关世界各地的信息垂手可得。不同国家、人民、事件的实时性讯息常瞬间到来，天涯若

比邻，“部落化”(tribalization)就是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所谓的地球村

(globalvillage)。人们即使不必用感官直接接触，从传播媒介的内容，也不难知道远方发生

的事情，世界变小了。 

   

  依照麦克卢汉的说法，纵然人们居住的地方距离遥远，电路已经形成全球性的对话。讯息

的流传相当容易，地域的隔阂阻绝不了传播过程，似乎不再有精神、社会、经济、政治等区域

性，旧式的民间、国家和州的聚群已不存在。 

   

  传播媒介演进的过程和传播改变人类生活也遭受到不少批评。麦克卢汉描述媒介的角色似

乎言过其辞，但麦氏早想为他的观点辩论，在电子媒介能实时呈现一切的环境里，要以逻辑、

直线的方式来加以解释，的确不易。 

   

  不论人们是否接受麦氏的论断，世界因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的发明而变小了则是事

实。每天从传播媒介上看到现场播报，如波斯湾战争、奥运等，从逻辑上来说，人们一起聚精

会神看一个事件，和人们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为着眼点来思考同一问题，有相当大的不

同。人们对这个问题彷佛从不加以思考，与信息全球化的影响才值得探究。 

陈姿香 

  在还没接触“传播”领域之前，我所意识的传播，它改变的是人类的沟通方式，影响的是

人类的认知思维。在阅读麦克卢汉资料时才发现，“传播”所影响的不只是这些，它间接影响

了人类的文明、文化、习惯和概念。就以媒介来说，每一种媒介都是“人的延伸”，例如：穴

居人的石斧─手的延伸，书－眼的延伸，电的媒介(电报、电话和电视)－中央神经的延伸。麦

克卢汉也曾指出：“媒介成为人类感官世界的延伸，屏幕扩增了视野，鼠标延伸了手指的长

度，人类思考结合计算机机器成为『网际机器人』，自由地随着电话线迅速穿梭在世界各

地。”网络空间的行为模式，似乎成了延伸及扩张程度之大小的关键因素。 

   

  因特网从开始到崛起已十余年，从最初提供美国的军事防卫到现在全球化普及，就像一种

强烈病毒般，迅速入侵每一个人，不停地在变种演化。我们还来不及思考研究网络对我们带来

的某一层面影响时，新的影响层面又随之而来了。显然，如同科技决定论，麦克卢汉所强调媒

介的物质技术形态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力”。“时代创造青年、青年改变时代”，容身在信

息时代与网络社会里，每个个体都像一个处理器，不断地重复IPO模式﹙Input→Process→

Output﹚，我们应该去省思每一环结，让讯息成为可用的知识，而非垃圾；让媒介效应得到控

制，即使人类已开始无法控制，但我们的未来，终究还是掌握在我们的认知、我们的选择、我

们决定；是的，决定与被决定，还是在我们自己。 

   

  【推荐网页】 

   

  1. http://teaching.cycu.edu.tw/teaching/term2/week_2.htm 

   



  简单介绍网络的由来等。 

   

  2. http://www.stanshares.com.tw/StanShares/portal/digest/content.aspx?sno=142 

   

  英特尔的变革台湾的机会，转载自商业周刊2005-2-27出刊第900期，其内文指出：科技化

服务最终的目标，就像ＭＩ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提倡所谓的“活氧计划”，指的是科技就像

氧一样无所不在，你很需要它，但是你又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这是最极致。从另一角度思

考，如果说信息与网络是种病毒，那么他们就可谓是病源的龙头。 

王仟雅 

  ﹝一﹞传统出版： 

   

  作为一种传播媒体，书媒体在麦克卢汉的文化分段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文字的出

现，使人类记录首次有打破时空限制的能力，而以书型式的记录，更使之得以获得比以往要佳

的保存流通性。 

   

  文章一印成书，就永远无法更改不管是装订成手抄本还是大量印刷发行。伽利略等例子，

虽收回他所说之地球绕太阳转的哥白尼天文学说，但是，他流传在外的书籍却无法收回，证明

了文字一印上纸页，就不动如山，即使在中古教廷势力如日中天的时代，只要白纸黑字一流传

出去，一样无法撼动其一分一豪，反而是毅力千年不摇的关卡和把关人应声而倒。 

   

  印刷术之心灵及社会的影响后果，包括了一种它对于不同地区渐进同质化之易裂性、一致

性特色之延伸。由心理上而言，印刷行成的视感延伸与扩大有许多后果。印刷另一种一致性、

重复性的有意义的一面即是，它会促成“正确”的拼音、造句及发音。它已使得知识的传播得

以实现，它会使个人脱离传统团体之藩篱，提供一种个人结合个人的模型，因此，它会造成民

族主义、大众市场、普遍性的文字化及教育。 

   

  运送讯息的电力方式正在深刻地改变我们的活字印刷文化，就像是印刷术修改中古世纪的

手稿及学者型文化一样。“时至今日，运送讯息的电力方式正在深刻的改变我们的活字印刷文

化，我们现代的人又变为部落的一份子，人类的家庭又变为一个部落了。” 

   

  ﹝二﹞出版的未来﹝以《媒体律》角度来看﹞ 

   

  ﹝A﹞削弱 

   

  因特网正在抢电视和印刷的地位，电视虽然几十年来都在宣告印刷的末日已到，但却从来

没有真正威胁到印刷的地位，最多也只是提供世人另一种消遣，无法真正将阅读白纸黑字的活

动给淘汰掉。如今，电视、书籍、报纸全都倍受全球信息网挤压。 

   

  其中冲击最大的当属电视。而印刷而成的白纸黑字或许可以称久一点，因为印刷内建了电

池，不需要别的能源供应，而且能为我们喜欢的文章，提供可靠的定点，不仅有美学上的意

义，在脱壳的年代，还因为特殊而更具魅力。 

   

  所以瞻望未来，可预见网络空间里的字母可能会愈来愈少，甚至消失无踪﹝也就是网络传

播系统，有一部分或甚至全部都可以口语进行。这样的系统当然比现在的字母式网络空间，要

更像音响式的了，或说是音响所占的层面要更广了﹞。 

   

  ﹝B﹞重拾 

   



  因为传播科技的迅速开展，人类的传播方式又将有要被完全扭转回来的迹象﹝接近口说传

统、音响式﹞，但又却与从前的方式有些不同。由于电子传播科技及AV（影、音）技术的进

步；加上通信网路的日益健全化，让电子媒介越来越符合原来的平衡使用各感官的传播方式，

不只单一强调视觉器官，而是集合视、听觉甚至触觉(tactile)等多感官的媒介。除此之外，

更提供给阅听人更多的参与感﹝主动与互动﹞。在更大的层次上，新传播电子科技也使得人类

传播方式，由原来的去部落化传播模式回归转化成为原来部落化的模式，人类也将脱离分崩离

析的个人主义或民族国家。此一状态称之为重新/再部落化。 

   

  ﹝C﹞加强 

   

  新因特网传播科技之特性，如麦克卢汉所描述中央神经系统，由所有传播科技组成之电子

电信网络，将讯息以光速在这环境里传递，所有媒体互相链接和交换信息。数字化影像、文

字、图形 均可透过同一管道作处理、传输、储存、显示，而且这是交互式双向通路，所有人

都可以随时随地透过这个超链接媒体环境相互沟通。 

   

  对信息时代环境化的提出：麦克卢汉认为，经验是由无数不同的感觉材料组成。

（Hauser,1988,p.238）现代的信息媒体，不仅传达讯息，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知觉器官的延伸

与发展，成为我们生活体验“环境”的部分。我们可经由过这些媒体，看到肉眼所不能见到的

东西，如卫星转播、电子显微镜拍摄到的细菌影像，这无疑宣示了信息时代的讯息已朝向身历

其境的“环境化”发展。 

   

  网络的便捷、即兴之外，另还有一项互补条件，那就市网络上的信息保存之久，不只远远

超过了广播媒体，连印刷媒体也瞠呼其后。散播信息速度比纸张印刷要快得多，范围也广得

多，而如今，也比报章杂志的印刷要更能维持久远。其制造信息、取用信息、散播信息、重拾

信息之性能，和先前所有媒体的差别就不言而喻了。﹝在网络上输入文字几乎和我们说话一样

简单，此外，网络上的话是覆水难收，在野无法销去。﹞ 

   

  ﹝D﹞转换 

   

  “地球村”的概念：麦克卢汉之所以用“globalvillage”一词，来形容当传播科技日新

月异，空间与时间的距离逐渐被消弭后，地球上各分散的区域因此而重新被聚合起来，终究变

成一个大部落，这就是“地球村”。 

   

  人人都是出版家：因特网，它一出现，真的让每一个做得出网页的人变成了出版家，其创

造出来的环境，可以将纸张、装订、运送、公告周知等等一概全免，因之而将准备出版的关卡

全都拆除。麦克卢汉提出“人人都是出版家”的观念，如果如他所说的每个人都能成为出版

家，那传统编辑的角色应该如何定位？这对于现今的出版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另外，守门人

的功能又该如何发挥？如果守门人的把关不严的话，则将产生许多垃圾讯息，这对我们是没有

帮助的。麦克卢汉的见解使我们提早对未来社会与出版的发展形式，作更早及绝佳的准备。从

把关到媒合：麦克卢汉所说之“人人都是出版家”于数字时代的未来会如何发展呢？似乎也可

以从亚马逊网络书店在找到启示。﹝媒合机制，推的技术与以前拉的技术大不相同，“关卡”

不再时时防着潜在读者﹞ 

   

  结合以上论述所提，阅听人经由他们所占据的社会位置接近媒介并使用媒介，其富有主动

性权力。但内涵关键性的是阅听人是否具有批判性，懂得抗拒、思辩、判断而延伸出创造、深

化反思性，这将有助于网络阅听人在复杂结构的网络文本上，懂得在所处位置去利用、行使拥

有的“权力”进行循环式的不断创造及突破。但是到了电子时代，媒介从纸面到了数字化，到

了光电、电磁、再到网络的时候，我们观察社会上的种种现象，原则上都可以用前述的两个角

度来看，也就是“沟通的改变”跟“知识处理的改变”。 

   



  目前的传播方式设计都朝向所谓的整合性营销传播

(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s)目标前进(DonE.Schultz，1993)。我们是否应该宏观

地将网络媒体视为整合性营销传播策略中的一种新的可运用因素；一种新的传播方式；一种新

的传播文化；一种新的传播变因。并用这种全新的思维角度来加以看待、接纳它。 

   

  麦克卢汉检视媒体的眼睛，看的不只是媒体于商业政治社会的影响，也看媒体如何抓住我

们的感官，如何霸占我们的感官─感官就是媒体在我们身上制造首要心理效应之处，而媒体的

社会效应大部分也出现在这里。信息数字化的便利条件，于世人“精益求精”的观念，造成了

怎样的变化，于世人的工作、娱乐、艺术三方面交涉创发，又有怎样的关系。麦克卢汉不只特

具遣辞用字的天赋，也独具慧眼，可以从他人的论述里摘拾珠玑隽语转为己用，而麦克卢汉和

我们这数字时代的关系已无庸置疑。 

    

  心得： 

   

  因特网这个媒介的出现，造成人类生活的全面变革，包括“沟通的改变”及“知识处理的

改变”等。各种网络应用新技术，实时、迅捷、便利、大量信息流通，今日人类的进步步伐，

是踩着比从前更大的步伐在前行。这样的景象，不正是实践了麦克卢汉二三十年前所预言的

“地球村”、“电波冲浪”、“中央无处不在，边际无处可寻”的论点！ 

   

  〈数字麦克卢汉〉书中点出“一种新的传播工具，绝不是一种旧传播工具之附加物，而

且，新传播工具亦绝不会使旧传播工具平静无恙。同时，新传播工具在发现他们的新面貌新地

位之前，亦必然会不停地压迫较老的传播工具。”的确，因特网冲击了许多旧有的传播媒介，

它以一种更具音响式、更挑拨人类各项感官知觉的姿态朝人类接近，电视、书籍、报纸全都倍

受全球信息网挤压，当然，这些媒介也全都无一幸免，以各种不同的转化形式，被网罗进数字

媒体里﹝它可不就像是卡通《神影少女中》那位无脸人一般，不断的吃各式各样的东西，将那

些都转为自己的一部分，并且自己也随形而变！﹞。 

   

  计算机、网络这样的传播媒体，对于长一辈的人有较高的进入障碍，但对于e世代以降的

新新人类，上网就像翻书、看电视一样轻松自然。同时这也表示在世代交替间，不同的思考模

式应运而生。未来的社会，知识是爆炸的、创造力是旺盛的﹝当然是拜电子科技所赐，创作与

修改更形便利﹞、思考是跳跃的﹝就像网络超级链接一般﹞。只是世人在这个复杂结构的网络

文本上，对于信息的选择与判断，是否懂得思辩与抗拒？否则在这个数字神经网络里，在这开

放性的流动空间里，我们不知会被科技文明带往哪里去？是更进步的生活，抑是一个与现实隔

离的真空世界？ 

   

  推荐导读: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31/3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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