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与传播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6年（第18卷）  第3期         
Journal of UESTC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Jun.2016,Vol.18,No.3 

70. 

媒介技术的发展演变及其启示 

□黄金艳  王学俭 
[兰州大学  兰州  730000] 
 
[摘  要]  从口语媒介、文字印刷媒介到现在由电子技术主导的新新媒介，媒介技术经历了漫长的

发展演变。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新出现的媒介总会传承旧媒介的优势，克服旧媒介的弊端从而完

成媒介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媒介又在不间断地、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类社会及人本身。媒介技术能

为人类信息的传播插上科学的翅膀，但显然，翅膀飞翔的目的地应是人类信息文明的殿堂，而非简单

的技术工具或者工具技术的作坊。媒介技术的发展演变只有遵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才能实

现其健康发展、更好发展，才能凸显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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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之于人类历史久矣。从口语媒介到文字媒

介，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新新媒介，每一

次新媒介的出现与发展既代表着人们信息生产能力

与信息密度的扩大，也表征着人类在信息传递与文

化交流上迈出了新的步伐。同时，媒介的符号化、

影像化、立体化、审美化、生活化发展与转向对人

的生存和社会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推动着人类

文化形态的不断变革与更新。人们在享受日益人性

化的媒介带来的方便愉悦之时，也渐渐地感受到了

媒介自身所具有的潜在的却是强有力的异化力量。

对于媒介技术的发展演变及其趋势把握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探寻媒介发展背后的推动力，有助于我们更

好地理解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复杂关系。 

一、媒介技术的发展 

（一）口语媒介：初始的媒介 
作为初始媒介的口语是“唯一可独立使用的传

播工具（媒介）”，而“其他传播媒介，无论是文字

还是印刷，也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计算机网络，其

实无不借助语言，都始终根基于语言”[1]。口语媒

介的独立性以及它在传播历史中的漫长性使得它对

人类的影响非常深远，以至于哈贝马斯把口语为媒

介的相互作用直接理解为“交往活动”，把使用语言

符号进行交际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历史地看，早期

的口语媒介传播与“部落族群”与“熟人社会”的

发展不无关联。具体来说，由于口语是随说随逝的，

它只能在一定的生活情境中、在当时、此刻被运用

而不能脱离这种情境，因此，运用它的人类需要在

近处，需要聚合，需要动用全身的感觉器官，久而

久之，使用口语媒介的人群就会呈现出外向性和社

群性的特点，这与早期的部落族群的形成有直接的

关系。又由于口语是随说随逝的，人类要想运用这

样的媒介保存保留已有的经验和文化，就只能依靠

记忆，为了记住，口语文化就必须是冗余的（即不

断地重复刚刚说过的话）、丰裕的（是指口语文化所

推动的流利、详尽、健谈的倾向）。如今我们看到的

说唱艺人留下的口语媒介时代的文本，不论是中国

的《格萨尔王传》还是西方的《荷马史诗》无不体

现了这一特色，在游吟诗人创作的叙事史诗中，我

们可以看到很多韵律规整、套语众多的诗句，语言

学家的研究表明，韵律和套语是帮助游吟诗人记忆

的最好工具。知识是如此的来之不易，故而“社会

就非常尊重阅历丰富的老人，他们对保存知识负有

特殊的责任，他们熟悉并能讲述祖辈传下来的古老

故事”[2]31；文化是如此的难以保存，故而保持传统

比创新知识更加重要，社会需要确立一种高度传统

或保守的心态，宗教仪式、社会习俗则协助、固化

着这种传统与心态，进而社会呈现出衡稳的状

态……作为技术的口语媒介在其中彰显的力量，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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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能忽视呢？当然，口语媒介受到时间空间的限

制，又没有办法满足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表达需求，

新的媒介出场成为必然。 
（二）文字媒介：语词的力量 
文字媒介的出现回应了口语媒介时代知识难以

保存的弊端，通过文字，知识和文化突破了时空的

限制，在时间上传之久远，在空间上传之广远。不

仅如此，文字的出现“使人们能够把行政文献保存

下来，把消息传递到遥远的地方，也就使中央政府

能够把大量的人口组织起来”[3]。这样，人类不再

局限于口语媒介时代聚合的部落，开始在更广的范

围内征服、扩张，人类活动的范围大大扩大了。更

进一步的，它还改变了人类的意识。通过精巧的编

码，文字产生了更加精妙的结构和所指，大大超过

了口语的潜力。它“不只是言语的附庸。它把言语

从口耳相传的世界推进到一个崭新的感知世界，这

是一个视觉的世界，所以文字使言语和思维也为之

一变。”[2]口语是一种与环境相融的在场的媒介，而

文字却是需要独处的与自然疏离的媒介，这种疏离

可以使人拉开距离的观察自然、观察社会、理解人

生，这又大大地发展了人类的抽象思维，使其更深

刻、更理性、更准确、更客观。正如诺思洛普·弗

莱所说：“书面文字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提醒物：它

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过去，并且给了我们震撼人心

的浓缩的想像，而不是什么寻常的记忆。”[4] 
当然，掌握文字必须依靠学习。最初负载文字

的龟甲、兽骨、莎草纸、金石、绢帛之类得来不易，

只有贵族、教士、僧侣等少数人享有，而他们通过

对文字的占有，垄断了话语权，而话语权的垄断意

味着专制。因此，文字媒介与当时普遍存在的专制

政体是相吻合的，这种局面随着印刷媒介时代的到

来而被打破。 
（三）印刷媒介：变革的动因 
应该指出，印刷媒介承袭了文字媒介几乎所有

的优点，借助于造纸和印刷两种技术，解决了负载

文字的材料问题，打破了少数人垄断文字的局面，

开创了一个文字批量印制的新时代，使“世人的知

识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和远为活泼有力的时期。它

不再是从一个头脑到另一个头脑的涓涓溪流；它变

成了一股滔滔洪流，不久就有数以千万计的头脑加

入了这一洪流”[5]。在这股洪流中，基督教世界开

始有了分化；在这股洪流中，民主思想得到了广泛

的传布，启蒙运动取得了成功；在这股洪流中，西

方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在完成西方的改

造之后，又将征服的视野投向世界…… 
不仅如此，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印本书

籍还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线性思维，这

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口语和书写文化的传统。虽然在

文字媒介时代，这种只依靠视觉，与场景疏离的倾

向已初见倪端，但是，书籍得来不易的限制使得人

们的阅读学习往往是大声的吟诵。印刷技术带来的

书籍大量增加在“激发起作家日益强烈且无须掩饰

的自我意识的同时，它也在读者中创造出类似的态

度”，“口腔无须再发声音，读者及其反应跟社会环

境脱离开来，读者退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从16世
纪至今，大多数读者对别人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他

们不在旁边；若不行，则请他们保持安静。整个阅

读的过程，作者和读者仿佛达成共谋，对抗社会

参与和社会意识。简而言之，阅读成为反社会的行

为”[6]。 
这种只依靠视觉，与场景分离的线性思维创

造出来的现代文明——或者叫机器文明、技术文明 
——所呈现出来的冷峻刻板的机械特征：精密、准

确、标准、速度……谁能说这与印刷技术的一行行、

一列列的精密、准确、标准、速度没有丝毫关系呢？

当蒸汽机的轰鸣把人们从中世纪的“优雅的村庄”

带到“工业化的焦炭城”[7]的时候；当一座座摩天

大楼拔地而起，标准化的公寓、相似的厂房、拥挤

的城市兴起的时候；当人们踩着刻板的钟点，步履

匆匆的奔往学校、工厂、单位的时候；当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如钢筋混凝土般的冷漠的时

候……世界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难怪培根会说：

印刷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

情况都改变了”，我们应该注意其“威力、效能和后

果”[8]。而这些变化，身处其中的人却绝少体会，就

如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所说：“当我们所受的训练是

远看事物时，我们反而看不见鼻子底下的东西。”[9]

是的，世界在悄然的变化，在我们没有觉察的时候；

媒介在悄然的发挥作用，力量巨大的、潜移默化的。

它通过加速信息的传布来改变世界，它通过塑造思

维来改变人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印刷媒介作为

真正的技术，第一次向人类彰显了它的力量。 
（四）电子媒介：技术的垄断 
随着通信技术与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电子媒

介应运而生。作为“第一个使信息的传播速度超越

人体速度的传播媒介”，电报不仅“一笔勾销了人类

交流过程中时间和空间之间的障碍，使信息从时空

中脱离出来，远远超过了书写和印刷文字的传播

能力”，而且“把我们带入一个同时性和瞬间性的世

界”[7]。伴随着这种接近实时的传播速度，照相机、

电话、留声机、电影、广播、电视、计算机等电子

媒介出现了；借助于这种接近实时的传播速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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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万里的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不同时代的人可以

看到对方的影像。这种接近实时的传播速度拉近了

印刷时代人与人、人与外界的距离感，世界的全貌、

世界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事件，都可以通过电子媒

介的传输，迅速的展现在世人眼前。世界变小了，

成了一个“地球村”，电子媒介则成为可以俯瞰这个

地球村的哨兵，这个村落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难逃

哨兵敏锐的眼睛。在这个巨大村落里，各个地区、

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密切了，各种国际组织、跨国

公司出现了，人类的活动范围空前扩大了，不仅在

“地球村”里，而且扩展到“地球村”外，不仅在外

太空，而且深入海底。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无不充

斥着电子媒介，无不受到电子媒介的影响：政治人

物的竞选宣传活动；经济领域充斥自动化的工厂；

被网络控制的办公室、银行、医院；越来越沉溺于

电子媒介带来的舒适便捷的人类的生活方式……当

我们越来越依赖这种技术的时候，电子媒介便开始

彰显其力量，这是一种技术的垄断，这种垄断既体

现在报业产业、广电产业、出版产业、文娱产业等

媒介产业的发展与扩张上，也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

活上，很难想象，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若没有

了电视、电脑、手机，生活会变成怎样。 
不仅如此，作为一种以图像为主要表现手段的

媒介，电子媒介赋予我们更多的是感觉，不是思考；

是意见，不是逻辑。于是，政治候选人的形象变得

比他的政纲更重要；产品的外形变得比它的实际用

途更重要；明星的外形比他的内在气质更重要。而

快速变换的图像又抑制了大脑中用于思考的“延迟

神经”的工作，从而使人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

性受到影响，这与在阅读环境中成长的人的思维方

式有极大的不同[10]，电子媒介对头脑的催眠作用是

它被学者批评的主要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印刷媒介时代的精密、准确、

标准、速度的特征在此时并没有发生改变，相反地，

这种特征更加明显了。虽然由于社会服务和安全措

施、机械装置的改进以及完全自动化的改善，人们

摆脱了卓别林在影片《摩登时代》里塑造的做单调

乏味苦工的焦炭时代城市工人的形象，但是，人们

却“被无数的附件和控制装置牢牢地捆绑在消费机

器上”[7]。人口越来越密集，城市越来越拥挤，能

源越来越紧张。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城市的建筑物

越来越高；为了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公路、铁路、

桥梁、地铁、高铁相继出现；为了解决能源匮乏问

题，人类深入大海，指向天空，不断的探寻。而当

人们从这种高速度、高效率、高自动化的工作状态

中解脱出来，获得更多的休息时间的时候，人们又

将自己投入到由马赛克组成的虚幻的光影世界中：

这是一个充斥着娱乐的世界，这是一个不需要思考

的世界，这是一个制造通俗、标准的大众文化的世

界，这是一个掩盖真实的虚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

中生存的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更多的问题：人口

问题、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心理问题……技术全

面地彰显了它的力量，它既带给人类舒适便捷，也

带来成堆的问题，技术双刃剑的威力，锋芒初试! 
（五）新新媒介：人性化的趋势 
从技术的层面来看，新新媒介是运用Web2.0①

、

Web3.0②
的互联网的服务技术，加强受众在网络上的

交互作用，并通过移动设施的互联网的介入，实现

受众随时随地在网络空间上的互动，Web2.0的主要

应用有博客、播客、维基、RSS、SNS、视频分享网

站等，Web3.0则以手机为代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

中被广泛运用，其最大的特点是媒介融合。这种融

合首先是指某种单一媒介设备具备融合之前几乎所

有媒介的功能，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优势。以手

机为例，它基本上融合了目前所有主要的媒介，人

们可以用手机浏览新闻（报纸）、听音乐（广播）、

看视频（电视）、上网（网络）、拍照（照相机）……

一枚小小的手机满足了人们对信息几乎所有的需

求，而且随时随地，极其便捷，媒介的人性化的趋

势彰显无遗。媒介融合的第二个所指就是受众在虚

拟空间上的聚合。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聚集者不

再是单纯的接受者，他也是参与者、分享者。相关

的人对相关话题最广泛的讨论，相关的信息最快最

广的汇集，从而得到对相关话题最深刻的理解。这

样，通过新新媒介，人们在虚拟的空间形成了无数

个以兴趣为原点的小众群体，小众群体对千人一面

的大众社会具有决定性的瓦解作用。而由此产生的

融合文化，即意义与知识的合作生产、问题解决的

共享[11]，也将对电子媒介时代的大众文化产生解构。

也就是说，人们不再是工业社会的单向度的人，人

们将有更多、更自由的选择，更多样生活方式、工

作方式、交往方式，更多样的言谈、着装、表达甚

至书写。这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多元的、个性化的

世界。 
当然，有利就有弊，媒介技术的两面性从一开

始就显现出来。当人们沉浸在更方便、更快捷、更

舒适的生活中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媒介、

生活越来越媒介化；当人们沾沾自喜于更多样、更

自由的选择的时候，却发现大多的闲暇时间已经被

媒介所占据、所分割；当人们尽情游弋在网络的虚

拟空间的时候，却发现缺少了与亲人、朋友亲切的

寒暄、面对面的交流；当人们畅享在刷微博、回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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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忙忙碌碌中的时候，却发现瞬间的、即时的、

碎片化的片段代替了永恒的场景……记忆力严重减

退、注意力极易分散、想象力和创造力被扼杀、洞

察力判断力被削弱。媒介化的符号或者符号化的媒

介在将人当作主体建构起来的同时，也在深层上影

响着甚至控制着人，不仅影响着甚至控制着人的日

常活动，而且影响着甚至控制着人的想象、思维、

理性、思想。看看我们的这些表达方式吧：“我的系

统崩溃了”“我的头脑短路了”“我需要去充电了”

“黑屏！”而这“不仅仅是比喻、隐喻和暗喻那么简

单。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成就、情感和生活轨道都当

作信息来处理”[12]——我们自身被媒介异化了。 

二、媒介技术的启示 

在上述媒介技术发展演变的叙述中，我们至少

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技术媒介的影响力 
拉斯韦尔在上个世纪中叶就指出，传播的最根

本的功能即监视环境、联系社会、传递遗产。相应

的，作为传播的技术手段，媒介在发挥它的作用的

时候也在影响着我们生存的环境、我们的文化以及

我们自身。 
首先，媒介对我们生存的环境产生影响。如果

说最初的口语传播是一种点对点的传播，那么能够

将消息以及行政文献传递到远方的文字就是一种点

对线的传播，而可以批量印制的印刷媒介则是一种

点到面的传播，接下来的电子传播则把这种面上的

传播扩展到了空间，而在今天的媒介融合时代，最

大的特色是在我们生存的真实空间之外有无数个有

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在这无数个虚拟空间里，人

们“真实”的生存着、交往着。这个不断扩大的交

往空间得益于媒介技术的发展，正是由于这种技术

的发展，人类从最初的部落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的地

球村，这是媒介对我们生存环境最直接的影响。 
其次，媒介对我们的文化产生影响。拉斯韦尔

所说的传递遗产就是指传递人类的文化，这是媒介

的最基本的功能。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文化

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在历史长河中选择了认为最适

宜本民族的最有价值的文化传承，记载这种选择靠

得是媒介。而最具影响力，最有价值的文化不仅为

本民族所有，还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古代的四大文

明古国、欧美在近代及现代的发展，如今世界范围

内的文化霸权莫不如是。而实现这种文化传布甚至

霸权局面的同媒介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只有那些

拥有最先进、最强大媒介技术的国家和民族才有力

量捍卫自己的文明，影响其他的国家和民族。而更

大多数的民族国家要想传承自己的文明，抵御文化

霸权，也必须拥有强大的媒介技术。 
第三，媒介对我们自身也会产生影响。口语媒

介的丰富冗余，线性媒介的抽象理性，图像媒介的

感觉化以及媒介融合状况下人的思维的碎片化、记

忆力减退等现象都是媒介对人思维的影响。而现在

微信、微博的大量应用，网上购物的便捷又极大的

改变了人们的交友方式，生活方式。 
（二）人类的理性思考 
综上所述，不断发展演变的媒介技术曾经、正

在并将在未来继续发挥它潜在的强大的影响力。人

类对此又将如何判断和选择呢？《圣经·旧约·创

世纪》中记载了一个“通天塔”的传说：洪水大劫

之后，天下人都说同一种语言，随着人口越来越多，

人类开始向东迁移，在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之间

的肥沃平原建立了城池家园。有了富裕的生活和成

熟的工程技术之后，他们计划建造一座直达天庭的

高塔，以显示人类的力量和团结，塔越建越高，惊

动了上帝。上帝暗自揣度，现在天下人都是一个民

族，都说同一种语言，他们团结一致，什么奇迹都

可以创造，神还怎么统治人类？于是，上帝变乱了

人类的语言，使他们无法沟通，通天塔最终半途而

废。通天塔的故事暗示了口语媒介潜在的威力，也

透露了“神”（其实是人自身）对于人类拥有的第一

个媒介——口语的潜在威力的畏惧。由于害怕，“神”

变乱了语言。事实上，我们几乎在每一种新媒介出

现之初都会看到这样的矛盾：一方面人类运用新的

媒介技术创造着新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惧怕这种潜

在的技术威力扰乱平衡。比如：文字媒介刚出现时，

苏格拉底曾借用塔姆斯法老之口指出文字媒介对记

忆力的削弱而强烈反对文字媒介；中世纪的教士贵

族们为了压制印刷媒介对知识的传布而限制出版；

电子媒介带来的巨变引发了更多的争议之声：电子

媒介模糊了成年与童年世界的界限，而使童年消逝；

电子媒介运用浅薄的图像视觉享受使人沉溺其中，

我们最终将毁于“热爱的东西”；波兹曼的警世危言

余音未了，施尔玛赫又敲响了“网络至死”的警钟。 
那么，面对有着强大威力的媒介技术，人类应

该怎样理性的对待？应该肯定的是：“现代工业、科

技以及工具理性等等，尽管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

破坏、自我疏离、各种异化，破坏了诗意、自然、

安宁和各种人间情爱，但它们同时也极大地改变、

改进和改善了整个人类的衣食住行、物质生活，延

长了人们的寿命，而这毕竟是主要的方面”[13]，技

术本身不会思考，需要思考如何运用媒介的是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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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性。人们对媒介技术的看重首要的也不是媒介

技术本身，而是媒介技术所承载与传播的内容，因

此，媒介在任何时代的发展演变都离不开人们对媒

介技术所做出的理性思考，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做

到媒介发展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才能不

断在媒介的发展实践中确证：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注释 

①程曼丽、乔云霞主编：《新闻传播学辞典》，北京：新

华出版社，2012：283。词条：Web2.0同Web1.0相比，Web2.0
“更注重用户的交互作用，用户既是网站内容的浏览者，也

是网站内容的制造者。所谓网站内容的制造者是说互联网上

的每一个用户不再仅仅是互联网的读者，同时也成为互联网

的作者；不再仅仅是在互联网上冲浪，同时也成为波浪制造

者；在模式上由单纯的‘读’向‘写’以及‘共同建设’发

展”。 
 ②作者注：最早使用Web3.0这个术语的是《纽约时报》

的约翰·马科夫，“维基百科描绘的Web3.0的界定性特征之

一是：‘互联网移动接入服务和移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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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spoken media, text printed media to the new media driven by electronic technology, the 

media technology has gone through a long evolution. In this process, on the one hand, emerging media always 
heritage advantages of the old media and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old media to complete their own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dia continuously and imperceptibly impact on human society and human 
itself. Medium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human technology can plug in information science wings, but apparently, 
he flew destination information should be the temple of human civilization, rather than a simple technical tool or 
tool technology workshops. The evolution of media technology only follow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unity in order to achieve their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better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people-oriente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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