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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的社会是信息社会，也是传播社会、媒体社会。
培根在1905年说：“如果船的发明被认为十分了不起，因为它把财宝货物运到各处，那么我们该如何
夸奖书籍的发明呢？
书像船一样，在时间的大海里航行，使相距遥远的时代能获得前人的智慧、启示和发明，书籍是人类
大部分知识的记录、催化剂和刺激品。
”如今的大众媒介丰富多彩、功能强大，犹如千万艘装上强大马达的船，正以“光速”改变着现代社
会、塑造着未来社会。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的神经中枢、社会力量的源泉，它不仅以其特有的视角和特定的“密
码”报道社会、解释社会、分析社会，还以它独立的意志和价值标准影响社会、建构社会和引导社会
。
大众传媒真正成了发现社会问题的哨兵，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官，开展公共事务的场所，授予地位和名
誉的机构，引导舆论、教化民众的导师。
这就像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所描述的：大众传媒犹如“一枚信息炸弹正在我们之
间爆炸，这是一枚形象的炸弹，像倾盆大雨向我们袭来，急剧改变着我们每个人内心世界据以感觉和
行动的方式⋯⋯也在改变着我们的心理。
”面对强大的媒介，不仅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将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外观和内心都将被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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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的社会是信息社会，也是传播社会、媒体社会。
培根在1905年说：“如果船的发明被认为十分了不起，因为它把财宝货物运到各处，那么我们该如何
夸奖书籍的发明呢？
书像船一样，在时间的大海里航行，使相距遥远的时代能获得前人的智慧、启示和发明，书籍是人类
大部分知识的记录、催化剂和刺激品。
”如今的大众媒介丰富多彩、功能强大，犹如千万艘装上强大马达的船，正以“光速”改变着现代社
会、塑造着未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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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数字麦克卢汉》（1999）一书的作着保罗·利文森认为，在麦克卢汉之前与媒介生态有关的
研究中，芒福德强调技术，乔治·赫伯特·米德研究了自我，苏珊·朗格的重点是美学。
麦克卢汉则把传播作为中心，不仅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一般法则，而且提出了一些特殊媒介的重大
差异及其影响。
媒介生态在很大程度上与那些差异有关。
麦克卢汉在理论上的一大标新立异，是他提出了热媒介（广播、电影）和冷媒介（电话、电视）的区
别。
他还就此引申出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发展中国家是“冷”的，发达国家是“热”的；农村是“冷”
的，城市是“热”的；今天的电子时代是“冷”的，往昔的机械时代是“热”的。
④这种不太讲究学理规范的分类，激起了对麦克卢汉理论的激烈批评。
当时的英国学者布尔丁（Kenneth BouIding）曾予以反驳：媒介的各种属性至少要放在三个而不是一个
维度中去考虑。
首先是媒介要求的参与程度，就是被要求的信息接受者的物理状态的参与水平；其次是媒介的效力半
径，这是指媒介的反馈机制能力；最后是通过载体被传达的信息的密度。
尽管麦克卢汉的观点存在许多争议，他的技术与媒介研究，无疑是传播生态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
个路标。
1977年，在他的讲演与访谈中，麦克卢汉把媒介生态的意义看作是安排各种媒介，彼此扶持，使它们
不会互相抵消。
例如广播令语言纯正，文学张扬，电视则有助于语言教育，各有各的长处。
在整体上，可以防止一种排斥另一种而导致的浪费。
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媒介的竞争与共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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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1年夏，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邵培仁教授嘱我承担《大众传播生态学》一书的撰
稿工作，我视之为对自己学术路径的一大挑战而接受下来。
历经2003年往往复复的喧哗与骚动，愈益觉得自然法则的应验不爽。
翻检前人的文字，站在时贤的肩上，惠承师友的勉励，我不揣浅陋，遂成此稿。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暨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西方传播思想史上的科学与人文精神研究
”（项目号002JXQ009）的资助。
中国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祝建华博士，令我有机会一窥西方传播学规范研究的门径；中国香港中文大学
副教授苏钥机博士，及中国台湾世新大学助理教授夏春祥博士，对我的传播生态观和本书的写作目的
作了中肯的批评，特此志谢。
港、台两地独特的传媒生态及他们别出心裁的研究，也是我所汲取的十分宝贵的学术资源。
本书博采了百家之言，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我的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博士，以其厚德载物的人文襟怀引领着后学明
辨与慎思。
然而值杀青之际，不免生惴惴不安之情。
依照本书的立意，原应更多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落墨，使得大众传播生态学的体系、方法与应用臻于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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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众传播生态学》：21世纪传播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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