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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可以说是一种社会行为，它由来已久，它的出现及繁荣无疑让人类的现实生活更加丰

富、便捷。尤其是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网络的勃兴、各种媒体的整合，给受传者以前所未有

的交流空间。如今，通过各种各样的传媒，人们可以便利地接触到许许多多原本不可能接触、

或者需要很大代价才能接触到的信息和事物，建立了广阔的信息网人际网。关于它的积极功

能，学界已经有了许多论述。 

现在，当人们为大众传播的强大功能给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而兴奋不已时，也有必要从文化的

深层意义上对其负面功能进行理性与清醒的认识。 

首先，交往视野逐步开阔，个人心灵明显封闭。媒体是人与人或人与物交往的中介形式，在一

种集多种交往于一体的综合性媒体的传播和交流中，人们从各个渠道与媒体负载的内容接触，

这让受传者有了更大的交往空间，地理的、民族的限制都消失了。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是：大量的信息充斥着社会时空，信息泛滥同时也会造成信息污染。沉溺于这种交流的受传

者，交往的视野是更加开阔了，但个人心灵却越加封闭。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接受和传播信息

的能力有所减弱，久而久之，大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回避直接接触。究其原因，对媒介的过分依

赖是最主要的一点。只有通过媒介交往才能得到自如感，才能充分发挥个体内在的智慧、幽默

等交际潜力，因而渴望间接交往、恐惧直接交际成为一种越来越深刻的习惯心理。这实际上导

致个人心灵更加封闭。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介质进行的大众传播虽然成为一种便利的时尚，

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找到了一条间接化的途径，放大了许多人的精神交往世界，但却从另一方

面限制了更多人面对面的接触空间。 

其次，诉诸形象、色彩等因素的感官刺激不断增强，精神意义明显削弱。传播媒介对受众的精

神麻醉作用影响了人们的思考能力。大众传媒的作品为了提高受众的阅读和观看兴趣，也十分

注重形式，画面非常鲜艳、活泼，并习惯性地强化内容的逼真和感染效果，这种做法尽管降低

了受众阅读收看的障碍，加强了普及性，但在客观上也削弱了其中思想的意义。现在的一个事

实是，所有的传播内容都可以通俗化、游戏化。这就让一些内容中原本具有的庄严、崇高的精

神意义大大弱化。并不是所有内容都可以多媒体化，这正如袋装茶喝起来简便，但永远不如功

夫茶带给饮者的享受多。轻松、夸张不能替代所有内容的风格。 

第三，知识积累更加迅速，情感教育明显缺乏。记忆效果趋于强化，思考引导明显淡化。技术

支持不断发展，伦理约束明显滞后。这一项负面功能在网络世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网络有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教育，并且在众多的信息产品中，教育类占了绝对多数，利用网络的

远程教学或者说是多媒体教学，的确将一些枯燥的知识变得趣味十足。但问题在于，仅仅依靠

这种教学成长的孩子，知识的积累相当成功，可情感的培养却非常苍白。整日对着机器在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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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习，没有真实环境里的情感交流，各种对儿童成长至关重要的互助友爱、关心集体等基本

的情感不可能从机器中得到，有的只是分数、对错以及游戏。这正如用所谓电子宠物来培养孩

子爱心的企图只能是商家的广告一样，仅与机器打交道的孩子，不可能具有健全的身心。在机

器的训练下，人的智商可以很高，但情商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滑坡。另一方面，制作者太重视将

技术性的东西突出，知识点与知识点的网状连接让阅读者目不暇接，而思考的空间却很少，除

了眼花缭乱与查找方便之外，本应带给读者的思考引导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收获却难以找到。 

第四媒体是一种强调个性的传播媒介，它打破传统的传播媒介中受众被动接受的局面，使得传

受双方居于平等的地位，真正实现了传播学大师施拉姆曾提出的循环传播模式。这种个性特征

让每一个个体在使用中得到极大满足，但问题在于技术上不断鼓励多媒体的个人化，而管理上

又必须采取一定的集体行为。个人化是为了张扬个性，整体化是为了维系社会伦理，而整体性

的伦理约束力量似乎总是跟不上技术对个人化的支持。尴尬的现实引发了一种有趣的争论：对

各种利用网络高科技作案的人，人们一方面指责他们的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又认为正是这些捣

乱者促进了技术自身的日臻完善。换言之，这些犯罪者既是E时代的破坏力，又是E时代的创造

力。科学本身是客观的，但如何使用科学却是主观的，科技也有伦理，正如日本有人试图用

“性机器人”的VR技术来克服社会的娼妓问题，而对“克隆”技术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社会道德

范畴一样，网络的日新月异带给人类的也不仅仅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同时也有社会秩序、价值

观念的颠倒与错乱。 

最后，大众传播中的文化交流日益扩大，文化霸权也就愈发明显。大众传播技术以及理论的源

头及领先者，都是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它的全球化趋势扩大了资源的共享范围，使发展中

国家也可以与发达国家一起分享各种信息。但同时，技术优势、经济进步也形成了发达国家的

文化霸权。1998年10月25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题为《美国的流行文化渗透到世界各地》

的文章，列举了美国软件及娱乐产品世界市场的销售额已超过其他任何行业。而根据1999年5

月美国第五届电子娱乐软件博览会的数据，1998年美国电视和电脑游戏的贸易额增长了24％，

许多游戏人物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新偶像。 

信息革命已经更正了旧的地理概念，全球村正在形成。全球化势不可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

际事务副教授罗斯科普夫（D．Rothkopf）在美国《外交政策》第107期上撰文指出：“美国信

息时代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应当是取得世界信息流动战的胜利，主导整个媒体（主要指无线电

广播），如英国当年控制海洋一样。”美国要努力促进全球化的过程，弥合不同国家、民族间

的差异。“美国不可避免地在这一转型中处于领导地位，它是处理全球事务的‘不可缺少’的

国家，是信息时代的信息产品与服务业的领头者。”作者非常乐观地认为：“美国控制着全球

信息与通讯的命脉，其音乐、电影、电视与软件已几乎普及全球。它们影响着几乎所有国家的

审美观、日常生活与思想。”事实上，美国在设计全球化进程时，它所考虑的根本出发点并不

是什么全球利益、世界大同，而是从其国家利益出发，来安排全球化的方向与节奏。当我们对

英特尔、比尔·盖茨津津乐道时，一种西方文化的比较优势就已经形成，并且会深深地印在人

的头脑中，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目中。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之光将会日渐黯淡。 因此，我

们研究大众传播积极功能的同时，必须对它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认识，及早防范，尽可能地把

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使传播媒介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南京师大新闻系 2000级研究生 朱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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