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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学术背景下，作者通过翔实的理论背景分析，系统评析了传播学的基础观念，深
入剖析了传播媒介如何建构传播关系、传播技术的社会应用、大众文化与社会想像等问题，思辨涉及
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展现了当代传播学的知识谱系所蕴藏的学
术探索的可能性，尤其是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出发、对中国经济改革以来新的社会转型进行了
传播学思考，进而系统阐述了世纪之交中国现代化的传播战略思路，颇具理论高度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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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卫星，四川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在甘肃插队，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1986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研究生。
1988年公派赴法国留学，获法国司汤达大学信息传播学博士学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任法国巴黎《欧中经贸》杂志主编，后回国教学。
学术研究范围有传播学理论、国际传播和文化研究。
代表性作品有学术自选集《以传播的名义》（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译著有《世界传播与
文化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2005年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赴欧洲担任国际传播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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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知识的逻辑　　第一章　社会机器化的畅想　　人机对话是今天社会性的生产实践活动当
中一种非常普遍的状态。
在传播学历史上，第一个考虑人和传播机器对话行为模式的理论是控制论。
顾名思义，控制论是从控制和信息角度研究机器和人类传播现象的科学，是人通过主动行为把相关的
信息符号通过一定的传播载体发送出去，再经过接受信息的媒介把这些信息符号还原成人可以感知的
信息符号，这个信息传播过程是一个把信息符号象征化的过程，正是通过这个象征化过程才完成了传
播行为。
所以说，控制论模式在象征化水平上和内容传递机制上表明，传播同时是过程和这个过程的结果。
　　控制论的缘起是和近代史上的科技革命分不开的，这场革命的主题词是物质、能和信息，其中生
物力学、能量物理学和统计力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科学技术的进展使20世纪的世界观和19世纪的世界观出现了下列区别：必然和偶然，决定论和非决定
论，信息和物质（能），系统和集合，历史的和逻辑的，人工的和自然的，生命的和物理的，概率统
计的方法和数学分析的方法，创造的和自然发生的，突现的和缓进的，自为的和自在的，整体的和局
部的。
而控制论思想是这种转化中的中心思想，形成了一次真正的思想上的大革命。
　　控制表现了作用者与被作用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切点说，就是原因对结果的决定作用。
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决定作用可以理解为控制作用。
也就是说，控制是以因果作用为必要条件的。
在人们的常设中，单因单果是一种最简单的因果关系。
事实上，在因果之间还存在着多因素的关系，可以是一因多果，也可以是多因一果，还可以是多因多
果等等。
在这些情况下，原因对结果的决定作用就很复杂。
这就不可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在“可能世界”中的某种特定关系。
“可能世界”是由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反映了现实世界
中的一种复杂性，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多种关系。
要从多种可能性中弄清楚原因对结果的决定作用，进一步从多种可能的因中给出某种因，以便从多种
可能的果中得到所预期的果，这就是一种控制作用。
　　控制论思想作为一种方法论是和信息论、系统论同时问世的，习惯上被人们称为三论。
但这三种思想方法彼此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控制论。
　　1.人有人的用处　　控制论Cybernetics在希腊文中是kubemetike，是“向导”和“舵”的意思。
按照柏拉图的理解，是“一种引导人的艺术”或者是统治的艺术。
古代的希腊人是敞开地接受和见识那些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事物，但在面对这种存在的自我展现时，也
趋向于控制那些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事物，古希腊哲学表明了一种控制趋向。
l834年，安培（AMPERE）在《科学哲学文集》中对专业词汇进行分类时，才把这个词固定下来，定
义为“引导复杂系统的管理艺术”。
　　从现代科学史来评价，美国当代的著名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bertWIENER，1894--1964年）是
控制论的理论创始人。
1913年，18岁的维纳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来在英国剑桥大学跟随哲学家罗素学习哲学和数理
逻辑，以后又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师从当代数学家和现象学大师胡塞尔。
从1919年开始，维纳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美国军事领域中的弹道
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成为现代控制论的开创者。
这种理论的原创是通过三个学术途径来完成的。
　　第一个途径是发明自动控制装置理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的科技研究都尽量转向为军事目的服务。
当时，德国法西斯在进行了长期准备之后采用了闪电战术，占有很强的空军优势，无论是在技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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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飞行训练上都是如此。
德国战斗机的高速度、不断变化的战术和驾驶技巧使得老式高射炮的观测、计算和射击系统失效。
维纳当时负责解决防空火炮系统的自动定位问题。
英国在1937年发明的雷达使测定飞机位置和速度成为可能。
就是说，高射炮不是瞄准飞机，而是瞄准炮弹与飞机相接触的那个位置的提前量。
但是，未知数是瞄准位置要根据高射炮弹道轨迹的时间。
而这个时间又反过来要影响瞄准的位置，解决这个问题是在计算机系统里加进一些信号，形成一个反
馈机制。
这个机制的目的在于使一个自动运行的机器与一个现行模式的偏离尽可能缩小，或者说是提供一种结
果尽可能稳定的自动运行机器。
这就是因果循环概念的起源。
　　按照维纳的理论模式归纳的高射炮运作程序，成为一个有典范意义的控制论模型，为其他科学和
认识领域带来了很大的启示。
这里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我们准备要它做的，另一个系统是调整这个系统的。
这两种系统排除简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形成反馈机制。
维纳是这样来解释反馈原理的：“例如，大炮瞄准手从他的观测仪取得信息，然后把它传给大炮，于
是大炮便向某个方向瞄准并使炮弹在一定时刻击中活靶。
但是，大炮是要在一切条件下使用的。
在某种气候条件下，润滑油暖化了，大炮就转动得很灵快。
在另外一些气候条件下，润滑油冻住了或者掺进了沙子，那么，大炮回答我们的命令就会慢一些。
当大炮对我们的命令应答不灵，滞后于命令时，要是我给它一个补充推进以加强这些命令，则瞄准手
的误差就会减低下来。
通常，为了取得尽可能准确的成绩，我们便给大炮加上一个反馈控制元件，把大炮滞后于指定位置的
程度记录下来，再利用这个差数给大炮一个补充的推进。
”具体说来，当时在空间防御方面，由于飞机的航行速度接近炮弹的飞行速度，从而提出了下列两个
问题：一是要寻找某种方法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测飞机未来的位置；二是要设计一个防空火炮自动控制
装置，使得发现敌机、预测、瞄准及发射能够一气呵成。
而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根据飞机过去一系列的位置及速度的数据来预测飞机的未来位置、方向和速
度。
这就是维纳当时准备解决的时间序列的外推问题。
　　反馈原理在自动制导中充当重要角色。
一个现存的模式只要存在着偏差，反馈就进入运行。
该模式与机器实际运行时间的差异在机器的输入端前进行转换，并且以一种机器校正自身而引起更为
逼近现存模式的作用的方式进行输入。
而且，自主运行的机器的结果无论何时显现出与正常结果的偏离，这些偏离都被带到机器的输人端前
部，以致其运行状况会适当地变换以完成期望的结果。
　　第二个途径是发明信息论。
控制系统也是一种信息系统，本质上控制论就是传播的理论。
由于传播无非是传递信息，一是要准，二是要快，而这两者往往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因此，传播理
论自然就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展开的。
　　最早给出信息量定义的是英国统计学家费舍尔（Ronald Aylmer FISH.ER，1890--1962年），他的动
机来自古典统计理论，现代意义下的统计是同普查相对立的。
对于了解大量东西的某种性质，我们往往不可能也不必要逐一检查后才做出决定。
费舍尔对样本所能提供的信息以及精度估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信息量的概念。
信息论创始人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1916--2001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来自信息编码问
题。
虽然早在1832年，莫尔斯（Samuel F.B.MORSE，1791-1872年）就开始研究电报，但却不能说是电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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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人，莫尔斯的功劳在于电码的发明。
因为英文字母在电码中出现的频率不一样，E最多，z最少。
莫尔斯把出现多的字母的电码符号规定得简单，而出现较少的规定得复杂一些，这样就节约了通讯时
间而提高效率，这种符号转换过程就是编码。
显然各种编码的效率并不相同。
因此，要想度量效率，就必须度量信息量。
香农在冯·诺伊曼的建议下，用负熵定义信息，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信息量。
不确定性越大，信息就越多。
香农提出的信息概念是一个信息的定量量度问题，他自己承认，他在信息论上的贡献是受到维纳的数
学思想的影响。
维纳是从连续观点来定义信息量的，其理论来源于滤波器的设计，其观点同冯·诺伊曼一样，把一个
系统的信息量看成其组织化程度的度量，而一系统的熵，则是无组织程度的度量。
这样，他就得到了与香农定义等价的信息量，只不过香农的求和变成了维纳的积分。
　　第三个途径是神经生理学方面的贡献。
维纳在同毕格罗合作研究高射炮手协调行动时，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就是随意运动（或自主运动）的
重要因素是控制工程师的反馈作用。
当我们希望按照某个方式运动时，希望的运动方式和实际完成的运动之间的差异被当做新的输入来调
节这个运动，使之更加接近希望的运动。
例如要去捡一个物体，我们动员身上一组肌肉实现这一动作，为了不断完成这个动作，必须将我们与
物体之间的差距随时报告大脑，然后通过脊椎传达到运动神经以缩小这个差距。
当反馈不足时，就无法完成这个动作。
这样，控制论的研究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得到一个整体的概念，它不再是过去认为的那样由感官接
受输入又传给肌肉运动中的中介器官，而是大脑指挥肌肉运动后再通过感官传人中枢神经系统的闭路
过程，也就是形成反馈过程。
　　对当代的传播理论家来说，维纳是反应系统思想的创立者，是用图形语言来表达行为和载体相独
立，并从行为和载体的关系研究中诞生出一个新思想，这就是所有的实体的定义都可以通过交换性质
，通过它和环境的关系找出来。
香农的理论是对信息提出一个尺度，维纳肯定了这个思想，并认为在系统和人之间的关系有一种性质
：信息交换，这样就可以建立起其他的关系，如系统和人的关系，系统和机器的关系（工作站）。
控制论就从人与机器对话的角度出发阐释了现代传播的基本作用过程。
事物的状态是信息的尺度　　信息的定义无穷多，但最重要的特征有三：信息是能够减少不确定性的
讯息，以符号的形式存贮、处理和传播；信息是一切传播和反馈系统的构成要素；信息能够再现或部
分再现物质与能量过程。
对传播学而言，信息一方面是将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中涌现的内容（即资料）转换成抽象的、自主的
、可以认识的东西，即将内容置于形式中，产生秩序与意义；另一方面这种秩序或意义就是某种告知
（inform），某种形塑。
可以说，信息的形成意味着自我的形塑，将自己放人某种形式载体中，并获得意义。
信息必须在某种形式中取得意义，而我们则必须在这种形式载体的限制下予以了解。
　　信息是把握秩序的一个尺度，一个信息对不同的信息接受对象会激起完全不同的反应。
信息的产生和使用与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供求关系有关。
信息是反馈过程循环的开端：获得一种偏差再校正它。
任何信息在进入一个系统后，都会产生反馈，引起对原来输入信息的调整。
维纳说，所谓反馈就是“一种你用过去的操作来调节未来行为的功能”。
在控制论中，反馈是指把给定信息作用于被控对象后所产生的结果再输回来，并对信息的再输出产生
一定的影响的这一过程。
反馈机制是一种以结果的反应来作用于原因的机制。
如果新的数据库在肯定的意义上转化和简化了最初的数据，导致整个系统的增长，这就是正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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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馈对系统起着非稳定作用。
如果新的数据库推翻原有的数据，导致系统的调整，这属于负反馈。
负反馈对系统起着稳定作用。
在负反馈中，反馈到控制中心的信息，具有反抗被控制的量偏离控制指标的趋势。
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做需要负反馈的行为。
因此，在显示偏离、错误或失真，维持系统的平衡和稳态方面，负反馈具有最重要的功能。
总的说来，信息反馈是现存偏差与给定模式的关系。
　　维纳根据系统与环境的关系，通过反馈概念提出了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的思想。
　　封闭系统是一种与其环境较少发生直接交换关系的系统。
这种系统往往导致渐变性的内部混乱、解体和死亡。
开放系统是一种较多地从外界环境接受物质和能量，并同时释放物质和能量于外界环境的系统。
一切有生命的动植物，都可被视作开放系统，它可以从较低的有序状态过渡到较高的有序状态，形成
系统的自组织性。
当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
一般说来，开放系统与环境维持着较高水平的、一般是肯定性、积极性的交换关系。
而封闭系统是指与环境存在着较低水平的、而且往往是否定性的交换关系；由于不交换，所以没有能
量，是一种熵状态，从而失去发展活力和潜力，走向死亡。
　　作为一个物理学概念，一个系统内的熵是测定系统复杂性和无序状态的。
　　为什么会出现熵这个概念？
　　从西方科学史的思想层面上看，大体上经历了从科学本质层面的“本体论”（柏拉图、亚里士多
德）到科学现象层面的“实证论”（培根、孔德）再上升和回归到科学本质的“整体论”三个阶段。
其中在两个多世纪的近代科学阶段，处于科学现象层面的“实证论”（还原论）一直是科学界的主流
，并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实证论的主要特征是：确实性、有用性和肯定性。
实证论把科学的发现和发展完全建立在“可观察性”和“可测试性”的基础上，实际上就是把人类认
识自然的方法限定在人的“五官感知”上。
因此，西方近代科学的认证模式以“实验、实证”为标志。
　　在19世纪中期，当科学家探索诸如“宇宙、生命的起源”这样“整体”的科学之谜时，遇到了极
大的困难，因为这已远远超出“五官感知”的能力范围。
他们开始突破近代科学“分科而立”和“对某一研究对象分解还原”的方法，他们开始把“思维、概
念”与“五官感知”结合起来，对大自然进行“整体”的宏观或微观考察，理论开始注重于“概念的
创造”。
1850年，德国物理学家、现代热力学奠基人克劳修斯（Rudolph CLAUSIUS）根据“热量总是从高温向
低温处散发”和“热转化为功时，总有一部分白白损耗掉，而且热损耗是不可逆的”现象，证明宇宙
处于不断热耗散，因而宇宙无序程度总是不断地无情地趋向它的极大值。
这就是为后来的生命科学和新宇宙学奠基的“热力学第二定律”。
　　为了衡量宇宙无序增加的程度，克劳修斯创造了“熵”的概念，熵是表示系统无序的程度，系统
越混乱，熵值越高，组织和可预测性就越少。
熵作为物质系统的热力学态函数，是对不能再转化为做功的能量总和的计量。
热力学第一定律说明物质和能量是守恒的、不灭的。
而热力学第二定律说明能量有“有功”和“无功”之别。
而且，能量从“有功”到“无功”状态，即从“可利用”到“不可利用”，从“有效”到“无效”状
态的转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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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著名左翼学者德布雷说过：“一个社会共同体最能接受的真理，就是那些能够向这个社会共
同体提供组织担保的真理。
每个历史集团都在摸索着使自己处丁最传状态的信息栅栏，以保证最佳状念的组织性和水久性，并为
它的身份提供担保。
”　　一种传播形式的意义，是由采用这种形式的主体来界定的。
在阐释过程中，主体指定的参照系允许意义的产生被纳入社会结构的象征属性之中，作为指称的表象
来建立一种传播状态。
这意味着，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理想和价值的社会化，就是集体叙事的社会化和合法化。
换言之，传播学所要研究的，就足社会建构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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