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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目前多媒体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误解和混乱使得明确研究目标成了研究的首要问

题。本文认为，多媒体是一种信息形态，并进而通过将MSNBC新闻网站的新闻网页

作为典型的多媒体文本来透析多媒体信息的内部结构，即多媒体信息的四个特征：

形态多样、主题相关、信息互补、浏览便利。本文还结合多媒体技术的发展提出静

态多媒体、动态多媒体的区分，指出动态多媒体是未来新闻传播的发展趋势。同

时，本文通过报纸、广播和电视的比较确认信息形态是媒介属性的核心因素，也是

传播发展史、文化发展史的核心线索，从而在更加基础的层次来认识网络媒介的属

性：多媒体是网络媒介的核心因素，也是网络媒介成熟的标志。最后，本文依据上

述理论分析了2003年“美伊战争”网络报道中的多媒体传播策略、中国网络媒体多

媒体传播的问题及对策。 

【关键词】多媒体 媒体 信息形态 网络 媒介 传播史 

一 多媒体研究领域的误解与混乱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是多媒体技术研究的先锋。该媒体实验室主

任尼葛洛庞帝在实验室成立18年后（即1995年）这样描述了多媒体概念在美国使用的混乱情

况： 

当时（1992年——引者注），看到人们用“多媒体”来形容互不相干的传统的印刷品、唱片和

电影的大杂烩，我无比惊讶。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这个词，通常

都用作形容词，意思囊括了“互动的”、“数字的”和“宽带的”等等所有东西。 [1]  

混乱不仅仅存在于《华尔街日报》上，我们还可以从台湾《联合报丛书•新闻辞典》1983年对多

媒体下的定义看见这种混乱： 

最先使用“多媒体”此一名词的，是六十年代在美国盛行的“普普艺术”及“偶发艺术”的艺

术家。在这之前，“立体派”和“达达主义”的画家就以拼贴手段或其他各种素材来创作他们

的作品了。 

“多媒体”亦即“多元媒体”，或称为“混合媒体”；它的英文原名是：Mixed-Media或

Multi-Media。在绘画、摄影、舞台、广告上各有不同的意义。其共通含义是：将各种异质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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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介物）组合在一起，来表达事件；也就是混合使用能传达艺术、商业和教育的多功能素

材以达成综合性的艺术表现。多年前我国参加日本万国博览会时即曾使用多媒体展览。国父纪

念馆每天公开放映的《中华民国的成功》亦使用幻灯机、放映机和泡沫组合的多媒体电影。 

七十二年一月十五日 [2]  

这一定义比《华尔街日报》的多媒体概念使用就更加离谱了，代表着一种通俗化的、原始的多

媒体概念。一般认为，现代的多媒体概念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最早在麻省理工大学

（MIT）交给国防部的一个项目计划书中出现 [3] 。而成熟的多媒体系统必须是由计算机控制

的，是集成化的，所处理的信息必须能数字化再现，且其最终的用户界面可允许交互作用。 

[4] 尼葛洛庞帝所著的《数字化生存》一书正是想起一种正本清源的社会化作用（非局限于专

业领域）。但是该书的多媒体思想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多媒体概念的使用至今仍然十

分混乱，其中原因后文将有涉及。 

这种混乱不仅在社会大众、商业市场上存在，而且在当前新闻传播实践、学术研究的范围内也

普遍存在。也许混乱在事物发展的初期是有益的，因为混乱可以提供宽松的环境，使新生事物

有多种发展的可能。但是现在的混乱和误解已经成为了多媒体新闻传播业务发展的障碍，也动

摇了人们对多媒体的信心，更使一些新闻传播学者产生了疑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彭兰就因此发出了“什么是真正的多媒体报道”的疑问： 

“多媒体”这个词，总是与网络的优点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环顾国内的新闻网站，却感觉真

正的多媒体报道时代并未来临。虽然有很多网站都提供了多媒体的栏目，但是，多媒体只是在

网站这个大平台上彼此离间地遥相呼应，而在一个新闻报道中，各种媒体手段相互融合、共同

作用的例子，几乎找不到。当宽带舞台已经开始搭建时，我们有必要呼唤真正的多媒体报道的

登台。但是，什么是真正的多媒体报道？ [5]  

紧接着彭兰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包装盒”，“Flash就是这样一种包装工具”（她似乎

忽视了网页是更具包容力的包装工具），因为Flash可以将“多媒体手段”“浑然一体地融合

在一起”。虽然本文认为，求助于“包装盒”，只看到了形式的问题，最终会使多媒体走向死

胡同，但是这是中国传播学者第一次正视多媒体，她直接面对多媒体，拷问多媒体的内在特

征。 

表1：多媒体概念的网络检索结果表 

（检索时间：2003年2月24日） 

检索工具 检索范围 检索字段 检索词 

检索结果 

（项、篇） 

Google

英文网站 

无限制 

multimedia
16,000,000

英文新闻群组 2,600,000

中文网站 442,000

中文新闻群组 36,900

新浪网 

网站 1,082

新浪新闻 18,218

相关报道 1,518

人民网 新闻资料 7,428

新华网 新闻资料 3,586



通过网络检索工具（Google）、我国主要的网络媒体（新浪网、人民网、新华网）和学术

性的中国期刊网分别进行以“多媒体”为关键词的检索（详情见表1），并分析几乎全部理论

性的学术论文，对多媒体概念在我国的使用、多媒体新闻传播研究的情况，可以作如下总结： 

1.“多媒体”概念在中文中的使用远没有在英文中的使用频繁，但是无论在新闻报道还是

在学术论文中，“多媒体”都是一个经常被使用的词语。可见多媒体在我国被广泛地使用与关

注；同时，虽然学术论文使用“多媒体”概念很频繁，但是在四份比较有影响的新闻传播学术

期刊上关键词包含“多媒体”的论文却比较少，并且直接论述多媒体的论文一篇都没有。这大

概正说明对多媒体深入的传播学研究还很匮乏，正应了一句诗：“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

近却无”。多媒体被学术论文大量提及仅是一种浮光掠影式的感觉描述，这也正是尼葛洛庞帝

所说的“用作形容词”，即多媒体被用以描述一些事物的属性，而它自身却没有被作为研究目

标，缺乏对多媒体的专门研究。 

2.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学院吴廷俊教授主持的“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课题成果评

价。该课题以及围绕该课题的一系列论文、专著是目前国内最大规模的多媒体新闻传播研究，

也是唯一的。但是我们发现，虽然课题名称是“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但是课题成果却直

接以“网络新闻传播”命名：2002年7月，该课题成果《网络新闻传播导论》 [6] 、《网络新

闻传播实务》 [7] 正式出版。从这两本专著和1998年至1999年陆续发表于《当代传播》的13

篇《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变革》系列论文来看，其研究仍然的确主要从多媒体技术的角度予

以界定，缺乏对于多媒体的“信息传播”研究；同时其论述的多媒体对于新闻传播的影响亦多

为网络传播研究的特征描述。在《网络新闻传播导论》中，只有一小节（也是唯一的一小节）

是讲多媒体的，主要进行了多媒体技术、多媒体电脑的界定，即主要从技术角度阐述了多媒

体；在《网络新闻传播实务》中，有两章篇幅讲解了“网络图像新闻编辑”和“网络音频与视

频新闻编辑”，也主要从技术操作角度进行阐述，并且其“多媒体”被切割成文字、图片、音

视频三个独立的部分，却没有论及各部分的有机融合，那么这其实已经不是“多媒体”了，而

是“多种媒体”。所以从课题成果的实际阐述来看，在讲解多媒体技术以后，就直接转入了

“网络新闻传播”理论与实务的研究，没有涉及多媒体信息传播，也没有能将“多种媒体”整

合为“多媒体”，这是非常遗憾的。实际上，多种媒体在网络、多媒体技术出现以前就已经存

在，广播、电视、报纸的存在即意味着多种媒体在空间时间上独立着共存，如果多种媒体在网

络、多媒体技术基础上也仅仅只是独立着共存而没有信息的融合，那么就失去了多媒体研究的

意义。 

3.其他关于多媒体的研究与使用。首先，大部分关键词包括“多媒体”的论文要么只谈论

多媒体技术而不谈多媒体信息传播，要么就仅仅把多媒体作为网络传播的特征表述甚至网络传

播的代名词。有直接提出“多媒体传播学”研究的论文却实际上没有专门探讨多媒体，而是泛

泛地探讨网络传播 [8] 。其次，对多媒体概念的使用极其混乱。很多不同传统媒体背景的研

究者将多媒体牢牢局限在原有的视野之内，产生一些畸形的认识，致使“网络——多媒体——

广播或电视、报纸、通讯社”的关系表述混乱。比如将多媒体、广播、互联网混为一谈 

[9] ，将多媒体视为独立于互联网之外的数字广播系统 [10] ，将电视采编过程的多媒体、数

字化视为电视的多媒体化 [11] ，有的认为“多媒体实际上是一套非线性编辑和特技合成系

多媒体 

中国期刊网 

1994-2002

无限制 
全文 

115,509

新闻与传媒 

6,542

篇名 349

关键词 

589

新闻与传播研究（期

刊） 
1

现代传播（期刊） 4

新闻大学（期刊） 0

国际新闻界（期刊） 4

 



统”，并认为“‘网络’技术将成为多媒体技术的有机组成部分” [12] ，将网络多媒体的新

闻传播拘泥于“报纸” [13] ；有的认为“多媒体就是集电视、录像、音响、电话、传真等功

能于一体的电脑” [14] ，有的将通讯社提供的互不相干的电视、文字、照片、语音和图表视

为多媒体，却不管电视、文字、照片、语音和图表的内在联系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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