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研究视角转向媒介形态自身

哈罗德!英尼斯"!"#$%& ’( )**+,- ./01!.023#$加拿大经

济史学家和经济理论家$34 世纪 54 年代研究价格体制时开

始察觉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传播的穿透力&’ 战后美国的经

济扩张(文化渗透带给加拿大的威胁和压力$促使他转而索解

传播媒介与文明发展之间的关系)))%传播对文化特质消长

的意义&6.7’ 英尼斯指出*%考虑媒介对各种文明的意义$可以

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见我们自己文明的偏向’ 无论如何$对

我们自己文明的特征$我们可能会抱更加谦虚的态度’ &637当

时- 新兴的传播学主要研究媒介的具体内容及其产生的特定

效果$这与战争中的媒介宣传技巧和巨大威力$以及当时心理

学的发展主流和统计分析的盛行直接相关’ 英尼斯在他后期

的研究中$专注于媒介形态自身的重大影响力$在媒介形态的

特征与社会(文明发展之间建立起了宏观联系’ 因此$相对于

主流的传播内容研究$他的研究是一种开疆辟土的探索’ 在

他的两本传播学专著)))+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中$

英尼斯分析了媒介形态的嬗变$如何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平衡$

从而给帝国政权和社会带来剧烈的震荡’ 比如$羊皮纸这种

时间偏向的媒介"指它的耐用性#有利于教会发展知识垄断$

促成了宗教帝国的文明存在’ 但是$由于纸这种空间型媒介

"指它轻便(便于携带的特点#的引进与推广$扩张性的政治势

力上升$教会的垄断地位最终被削弱’

英 尼 斯 的 学 生 麦 克 卢 汉"8"#,9"%% 8:;<9"*#$十 分 欣 赏

这一研究视角’ .02. 年 5 月 .1 日$他致信英尼斯$写道*%谢

谢你重印的讲稿’这给我机会说一说对你的传播研究的兴趣’

比如$+帝国与传播,里有些话似乎暗示说$有可能组织起整整

一个学派’ &657当时$麦克卢汉自己也%一直想搞一种传播方面

的试验&617’ 他在英尼斯的基础上$对传播研究仅仅瞄准内容

这种现象$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他批评道*%媒介的-内容.好

比是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涣散看门狗

的注意力&627’ 他刻意突出媒介形态的压倒性意义’ 进而他指

出*%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文字的内容是言语$

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 &6=7媒介

的强烈影响恰恰是另一种媒介变成了它的-内容.’由此$麦克

卢汉在 34 世纪 =4 年代$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媒介即讯

息&">9? 8?&+<@ +, A9? 8",,"B?#’
媒介分析理论$ 即以媒介自身而不是媒介内容为着眼点

和重心$研究媒介对社会的宏观影响$由英尼斯发端$经麦克

卢汉惊人一鸣而叫响’此后$虽然麦克卢汉本人的影响时起时

落$但媒介分析理论却不绝如缕’

34 世纪 C4 年代末至今活跃在传播学领域的美国学者约

书 亚!梅 罗 维 茨"D$,9<" 8?E#$F+AG#$同 样 不 满 于 传 播 学 研 究

对媒介形式的忽略’ 他指出*%许多对媒介影响的研究都忽略

了对媒介自身的研究//媒介本身则被当作了中性的传送系

统’ &6C7梅罗维茨继承了两位前辈的基本思想$但又感觉麦克

卢汉式的研究空疏而艰深’所以$他试图在深化和丰富理论方

面进行一次大胆的探索’梅罗维茨结合社会学家埃尔温!戈夫

曼"H#I+*B J$KK@"*#的场景理论$用场景把媒介和社会行为连

接起来$藉此$他就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这一问题$作了深

入浅出(细致精到的分析’ 成果表明$他的探索是成功的’

麦克卢汉在论证时即谈到$%如果有人提醒我们说$ 在事

物运转的实际过程中$媒介即是信息$我们难免会感到有点吃

惊’ &6/7因为人们熟悉并常常谈论的是媒介内容$对技术事实

却浑然不知’梅罗维茨也指出$其他领域的学者很少有如此狭

窄的看法’他举例说*%研究工业革命产生的影响的人中$很少

有人会宣称研究中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新机器生产出来的某种

物品’ &607一旦昧于技术的常识$传播学将失去一个重要的研

究领域’因为$在探索传播与社会发展的整体关系方面$%内容

研究&难以胜任’ 媒介分析理论强调媒介形态对社会的影响$

不仅有助于健全传播学研究$也是对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人

文社会科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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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介形态的特性与功能

英尼斯首发洞见! 他把媒介分为时间偏向的"即更适合知

识在时间上纵向传播的媒介"尤其是该媒介耐久而又不适合运

输的时候"比如石头和羊皮纸#和空间偏向的"即更适合知识在

空间中横向传播的媒介" 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

候"比如莎草纸! !"#$时间偏向的媒介有助于加强永恒和长久存

在的观念" 空间偏向的媒介则更适合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

他写道$%我们考虑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比如帝国"必须立足在

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 &!""$英尼斯考察了三十多个帝国和政权

组织之后得出结论$两类偏向性的媒介如果分别被两个组织把

握"而这两个组织又不能和谐共处" 帝国就会出现危机甚至崩

溃! 由于 %宗教组织倚重时间"政治组织倚重空间&!"%$"因而"

一种文明得以稳定存在的标志"在于有效地调和君主对空间的

控制和宗教关于时间方面的管理! 根据他的分析"历史上只有

少数几个帝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像拜占庭帝国’希腊帝国! 显

然"不同的媒介有不同偏向的特点和性质"并因此塑造不同特

质的文明"造成不同社会人们的行为与生活方式千姿百态! 同

一社会内部"不同媒介也各有自己独特的效果和功能!

麦克卢汉接过了英尼斯偏向性媒介的思想! 不过"偏向性

在他那里表现为对不同感官的延伸$服装是皮肤的延伸"印刷

媒介是视觉的延伸"电视则是人全身感官的延伸! 印刷媒介的

线性传播方式"鼓励了相应的线性’因果关系的思考和推理方

式#它的个人化阅读"又有助于培养个性化的思想和行为!电视

因为延伸了人的全部感官" 容易在人的意识中形成整体的图

像"所以它把人重新带回了部落时期的口语传播环境! 在麦克

卢汉的著作(理解媒介)第二部分"他依次突出了 %& 种媒介或

技术在感官延伸上各自的偏向性! 只是"他的诸多比喻实在晦

涩难解! 梅罗维茨的同学’ 另一位美国学者保罗*利文森+()*+
,-./0120,"则以晓畅之笔发表了自己对媒介特性的独特见解!

比如他说" 电话使我们获得了情侣们耳畔呢喃般的听觉距离"

无论电话线那端是什么人"说什么话! 这也是电话被%性&高度

充斥的原因! 梅罗维茨则认为"媒介影响社会行为的原理并不

是什么神秘的感官平衡"而是社会舞台的重新组合"以及由此

带来的对-恰当行为.认识的变化! 他从媒介的物理特征"媒介

信息的不同形式"接触代码的难易度以及对不同媒介的不同反

应方式等几个方面"详细比较了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不同偏

向! 分析的结果"他认为"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最有优势暴露

后台区域 +传统社会中权威角色的扮演" 正是依赖于私下3公
开’前台4后台区域的截然分离,"因而最能祛除遮蔽"消解 权

威! 于是"这又进一步涉及到了电视与后现代性的问题!

三!新媒介形态"""新尺度

英尼斯推断说"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之后"会在一定程

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的特征!而不同媒介又各有殊异的特性

和功能! 那么"一个社会中新媒介发展壮大成为主导媒介的过

程"必然导致社会文化的震动和变迁! 在此基础上"英尼斯断

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 !"5$这是媒

介分析理论总结出的" 媒介形态影响社会变迁的原理和机制!

同样的意思"麦克卢汉在提出%媒介即信息&时"用比喻作了进

一步强调$%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

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

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 &!"6$

麦克卢汉认为"如此别样的洞见"非常规武器所能达到!是

什么使他们窥得天机呢/ 是%模式识别&和%后视镜原则&!

%模式识别&"即探讨问题的途径’方法! 麦克卢汉在为英尼

斯的著作(传播的偏向)写的序言里"有大段的说明$模式识别

不是书面写作000从题材中分离出一个方面并将注意力死死

地指向它"而是聊天或对话的自然形态"在诸多题材多方面的

相互作用中生成洞见#是%界面&的方法"而非不是从%观点&出

发! 他举例说$%常规的历史著作写到-印刷术的冲击.时"仅仅

是告诉我们印刷量有多大"出了多少书"有多少读者! 这样纯粹

的数量报告是因果的匹配"而不是要去发现模式! &!"7$而英尼斯

认为"%首先是擅长识别模式的人&!"&$! 这就是整体观照而不纠缠

于具体内容"以超文本的思维方式而非逻辑推理和论证"生发

洞见"窥寻规律! 英尼斯在著作中论及历史上的 5# 多个帝国"

真正的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 麦克卢汉引证法国文学家马

拉梅+89-:;)0- <)++)=>-""?6%@"?A?,的名句自励$%定义就是

杀戮"暗示就是创造&" 明确宣示 %我不解释" 我只探索&! !"B$

梅罗维茨之所以选择 %群体身份&’ %社会化& 和 %权威& 三

种角色类型讨论电子媒介的影响" 他自己解释说" %三种类

型的角色结合在一起可以覆盖各种社会角色的各个方面& !"?$!

这种类似于中医的%界面&方法"产生的必然是思想的火

花"或对关系’规律的顿悟! 难怪梅罗维茨说"他们神谕般的

高论%能触动我们的灵魂"但却使我们的头脑痛苦&!"A$! 只要理

解这些高论"我们对媒介形态之于社会的影响"就会有不囿于

一时一地的宏观把握!

在完成%模式识别&之前"长期的观察是一个必经阶段!他们

的具体观察方法"称为%后视镜原则&"即通过充分了解过往媒介

形态的特性"洞察目前和未来媒介形态的偏向!麦克卢汉明确提

出$%我们透过后视镜看现在! 我们倒退走步入未来! +C- +22D
)9 9;- :=-1-09 9;=2*E; 9;- =-)= ./-F >/==2=G C- >)=H; I)HD!
F)=J1 /092 9;- K*9*=-G,&!%#$正是借这个镜子"英尼斯区分了时间

偏向和空间偏向的媒介! 麦克卢汉强调了不同媒介形态对感官

的不同延伸! 利文森发现了%人性化趋势&和%补救性媒介&的现

象! 即"每种新媒介都是对旧媒介的一种补救! 这种补救虽然会

产生新的缺陷"但总体上媒介的发展会越来越符合人性的需求!

梅罗维茨在其专著(消失的地域)第二部分"详细比较了印刷媒

介和电子媒介对社会场景的不同塑造!他指出"印刷媒介有利于

形成社会场景之间的隔离"从而促成知识的垄断和权威的得势!

电子媒介则倾向于打破隔离"融合社会场景"从而模糊角色"消

解权威!这个%后视镜&对于理解麦克卢汉尤其重要!他的很多匪

夷所思之论"从这个角度看"都可以理解! 比如"他说$%旧媒介是

新媒介的内容&"是指新媒介往往把旧媒介变成了自己的部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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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能的思路

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远比具体结论更值得我

们重视和学习% 诚如梅罗维茨所说"’分析的目的&不是为了对

社会的变化或我们当今社会的特征作出一个完整的解释&而是

为了说明媒介的变化与当今社会的潮流有着莫大的因果关系

((更进一步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研究媒介影响和社会变革的

新方法&不仅能研究现在&而且能研究过去和未来)!’’#% 就我个

人的浅见&媒介分析理论至少有以下四点可供我们活学活用"

!"从媒介形态这个角度观人文度社会%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玛格利特*米德++76E76;> +;7I&%3&%4%3./,从知识的传承方式

这个角度&将人类文化的发展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前喻文化-并

喻文化和后喻文化% 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

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后喻文化则

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 !’(#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

+J78G;K L;KK,从主导技术的进步情况&把社会发展分为前工业

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 !$1#媒介分析理论从媒介

形态演变这个角度&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成口语社会-印刷社

会和电子社会三个阶段% 这三种划分互相印证吻合&都得到了

普遍认可% 这就证明了媒介形态这把尺子的科学性% 用这把尺

子&我们可以检视不同时代社会组织方式-生产生活-社会心理

等社会诸多方面的不同特征% 在当今信息社会&这把尺子愈显

重要%正如 56789 :;<=>;6 所言"#如果我们想要解释当前世局&

却又未能注意到大众媒介翻天覆地的变动-信息科技的四处扩

散-电信传播形式的长足发展-工作的新兴型态不一而足&甚至

教育学程都在快速转变移位&那么&说要解释&其谁能信. )!$0#

#"辩证地看待媒介形态的发展演变% 技术变革日新月异/

麦克卢汉提醒我们在确认新媒介形态的属性和影响时&要考

虑以下四个方面"新媒介放大了什么!新媒介使什么过时!新

媒介再现了什么!新媒介被推向极限之后会逆转成什么% !$)#这

就是麦氏的媒介四定律% 它不仅提供了看待当前新旧媒介交

接的方法&而且指引我们关注新媒介的极限潜能%

$"新媒介形态#新思维% 新的信息流通模式要求我们革新

旧有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方式% 对此&我们既不能抱残守缺&也

不能叶公好龙% 比如&瞬息万变的市场形势和信息的即时穿

透力&使得企业总部可以而且有必要直接指挥生产一线&中央

政府的政策可以一竿子插到底% 很显然&中间管理层将因此

失去部分信息中继业务% 这时&中层部门和地方政府就面临

着考验% 一边在建电子政府&一边还有人去封杀报纸&收缴政

策汇编式的农民手册% 这应该算是对新媒介的不良反应%

%"警惕&太过’% 每一时代都有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沟通渠

道&即现在常说的第一媒介% 它的偏向性关系着社会整体的偏

向性% 媒介分析理论提醒我们&要留意每一社会的主导媒介形

态以及该社会的偏向性% 英尼斯十分推崇古希腊 #万事勿过)

+8D>?G8E G8 ;MC;==,的原则% 他认为&西方文明正走着与古希腊

相反的道路000#太过)%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今天全球化时

代&媒介-社会的发展是不是达到了平衡呢.现在的潮流似乎偏

向于空间的瞬即跨越&恨不得把整个宇宙握在手中"跨国经营&

太空探索&领土纷争等等不一而足% 时间远不如空间为人关注

+通常人们只在这个意义上谈论时间& 即如何花最少的时间做

最多的事情或出最大的效益,%永恒和长久不再有人垂青%当下

和即时常常招人耳目%在这个由电视主导-网络新兴的时代&世

界变得如此之小&感觉却又无处着陆% 这样的社会现实不是媒

介单因所致&但媒介形态的重要影响不容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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