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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以来，曾经占据了“大佬”地位的传播界元老－－电影界、广播界纷纷举行了自己的

百年庆典。各路人马又是办节又是办展，又是歌舞盛典又是名家论坛，为人类传播史上的这两

个百岁老寿星“祝寿”。但仔细观察一下，粉墨登场的各路英豪，也多是若干年前的“名人老

星”。专家学者席上一片白发苍苍，歌舞盛典上多是“老调重弹”。就连今日的电影名导张艺

谋们也极少露面。电影广播百年曾经的辉辉，今天的年轻人好像并不买帐。 

    百年庆典最想告诉人们的是，电影和广播无疑是最老的传播媒体了，可惜的是，“青山遮

不住，毕竟东流去”。传媒世界也成了“你方唱罢我等台”，“各领风骚三五年”。曾经的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早无踪影，观看新影厂《新闻简报》的场面只留在了老人们的记

忆之中，人们曾津津乐道的电影院，今天已辉辉不现，而电台广播，除了交通信息还有些人气

外，其他频率广播也基本成了“昨日黄花”。而风头正盛的网络传播界和经常被老人“斥责”

的青少年网民们，实际上不在乎谁是“老大”，谁是“正统”。 

     传播创新真乃今非昔比。 

     我想说的是，都是以传播信息为基本功能的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由于传播形式、传播

手段、传播样式的不同，二者在相互关系上颇有一些微妙之处。 

    具体表现为：网站媒体对传统的新闻媒体不冷不热；而传统媒体对互联网和网站媒体可是

热情有加。 

  稍加观察就会发现，几乎每一天，央视都会在不同的节目与频道里，由节目主持人特别主

持，在有关节目中喋喋不休地讨论互联网网站和网民中发生的故事，而人民日报等大报大刊，

每天也都开设“网友留言版”，或者连篇累牍报道网民与网站之间的家长里短。而许多互联网

公司和网站，大量的网民，好像并不在乎报纸上又说了多少自己的好话和坏话。（比如报刊上

经常提出要求网民和青少年戒除网隐之类，但网民们依然故我）。 

  也许是像我等在传统媒体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网民，对传统媒体，特别是报纸刊物情有独

钟，对于个人在报刊上正式编辑并发表的文字，往往有一种成就感，一种当中小学生的作业被

老师表扬了一般。但新新人类（年轻的老网民）们，对于我们十分看重的报纸发表文章之类，

好像是不以为然的。这种感觉，从本人与网络媒体和许多网民的交往中，就经常可以明显体会

得到。 

  当今社会，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信息爆炸时代。不管别人承认不承认网络是不是媒

体，也不管网民声音在社会生活中有多大的作用，网络传播，作为一种事实上的存在，已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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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不在。任何一个正常人，只要还想在市场上闯荡，还想有所创造，活得更好一些，生存质

量高一些，就一定需要寻求社会上人们之间的“传播或被传播”。而今天，互联网网络媒体正

好为所有人提供了这种可能。 

    在传播的方式和形式上，报纸、广播电台、电影、电视、图书刊物、出版社，展演、电

话、手机短信、一直到今天无所不在的互联网网络：包括个人博客、播客、网民跟贴、网站

BBS论坛、QQ及时通讯等，多种多样的传播方式，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个前所未有的传播

与被传播的平台。 

  但与传统的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形式相比，新新人类可能更喜欢接受相互交流的网络新媒

体。 

    可能正因为如此，传统新闻媒体的从业者更看重互联网网络，并利用自己的传统“地

盘”，在自己主办的报刊和电视台上尽力“讨好”互联网上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网民，许多的话

题也尽可能接近新一代网民（读者、观众），让网民继续成为报纸的读者，电视台的观众。这

种努力值得新闻界人士、值得传播学者们研究。 

  实际上，在人们有了选择多种传播方式的情况下，在多种多样的传播体系下，包括新闻传

播在内的所有传播，只有真正贴近受众，方便人们获取有用的信息，方便人们传播自己希望传

播的信息，这些传播的载体（形式或平台）才是有用的，也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不可想象，

今天生活在城市的人，为了传播信息，还会放弃电话与网络，不用邮政通信，再去城门口点燃

烟火传播信息。 

  传播创新始无终。毕竟，信息文明已经把人类从农耕时代原始的传播方式下解放出来了。

我们的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一切传统的传播形式与手段，肯定会在未来互联网网络时代中，

找到自己更新的生存发展空间。具体是一种什么生存形态，相信我们中国数以十万计的传统新

闻媒体的经营者、所有者、从业者，绝对比我们数以亿计的普通网民们更清楚。 

   

 

文章管理：mycddc （共计 4291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传播

· 论大众传播中的信息污染及其治理 (2007-10-2) 

· 跨国传播是信息侵略还是信息交流? (2007-10-2) 

· 我国媒体对外传播的问题与对策 (2007-10-9) 

· 毛利辉现象思考:群际传播下的网民英雄 (2007-8-20) 

· 癌症村现象与媒介环保传播责任 (2007-7-25) 

>>更多 

 
╣ 传播创新始无终 会员评论[共 0 篇] ╠

 

╣ 我要评论 ╠

会员名：    密 码： 

  

 

 

关于CDDC◆联系CDDC ◆投稿信箱◆ 会员注册◆版权声明◆ 隐私条款◆网站律师◆CDDC服务◆技术支持

提交 重写



对CDDC有任何建议、意见或投诉，请点这里在线提交！  

◆MSC Status Organization◆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版权所有◆不得转载◆Copyright © 2001--2009 www.cddc.net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