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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媒介生态学是在 20世纪中晚期产生出来的一个复杂且年轻的传播学分支。社会政治的推动、科学技术的

发展是促成媒介生态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大众传播学理论的日臻成熟为媒介生态学的产生提供基础; 大批对媒介

生态进行学理思考的学者, 为媒介生态学提供理论形态。媒介生态学在近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诸多不同的研

究热点, 我国目前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媒介的经营管理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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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60年代晚期以来, 媒介生态学作为现

代生态学与传播学等学科不断渗透的产物, 逐渐发

展成为传播学一个新的研究分支。它的产生根源于

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多种不同学科的发展, 是不同学

科相互交叉发展逐渐形成的。作为一个新的研究分

支,它的出现必然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 � 媒介生态学产生的社会原因

从全球来看,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最早始于

北美。 20世纪 60年代晚期, 北美的社会、政治等很

多方面对媒介生态学的诞生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

作用。

首先,是社会政治的推动。

美国的 20世纪 60年代是一个充满挑战与异议

的年代。短短 10年,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震动。

这一时期,美国的政治时起时伏,各种大规模的社会

运动接连发生,这一时期发生的大规模的运动主要

有以下一些:

民权运动。肯尼迪在 1960年总统竞选时, 为了

争取民主党自由派的支持和黑人选票, 曾提出新的

民权法案的建议,但在后来的执政过程中却食言了,

再加之当时一系列的种族隔离政策, 最终导致了民

权运动的爆发。马丁  路德 金的著名演讲迫使肯

尼迪政府采取了新的措施,以保证黑人的平等权利。

反越战争。自 1965年美国向越南派军队开始,

美国人民对越战的看法就随着越战的节节败退而不

断分化。美国的节节失败以及大量士兵的死亡, 使

得整个美国社会掀起了反战的高潮。正如卡尔金斯

在他的!美国文化教育史话∀中所说, #电视关于越

战的报道,掀起了美国国内的冲突。∃ [ 1]

女性解放运动。这一期间, 美国的女性解放运

动也发展迅速。成群的妇女走到大街上要求两性间

的基本平等和妇女在社会的中心地位。并且这场妇

女为主角的运动在 20世纪末达到了高潮。

环保运动。 20世纪 60年代后期, 随着人们对

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环保运动也逐渐有了新的发

展方向。声势日益壮大的环境保护运动的主旨, 是

为了维持人类生存所需的生态平衡, 主张保护某些

自然资源不为人所用。

这一系列运动的兴起, 使得众多的学者开始了

深层次的思考。尤其是关注大众媒介的学者, 他们

在关注大众媒介时开始意识到: 大众媒介作为物质

实体,是一种具有 #生命 ∃特征的生机勃勃的开放系

统。它通过自身的生命活力及其与社会大 #生命 ∃

系统的信号和物质交流保持自己的生存、发展和相

对的动态平衡,从而重建了人与自然、人与媒介、人

与社会、媒介与社会之间的亲和关系。因此,许多学

者开始思考媒介与社会的关系, 关注媒介系统与社

会系统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不仅仅有媒介系统内

部要素间的互动, 还有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媒介

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他们认为,如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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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生态系统或社会生态系统一样, 媒介是一个生命

体和生态系统,也是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与

其他社会生态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竞争和相互利

用,并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国际关系等外在

环境的影响,从而促使媒介生态的微观系统、中观系

统同社会宏观系统保持协调和联通, 通过信息、能量

和资源的交换达到某种平衡与和谐。
[ 2]

媒介生态学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时候、特定的背

景下兴起的。

其次,是科学技术的发展。

20世纪 60年代一开始形成的媒介生态学研究

的主要是传播技术和媒介对文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

所起到的影响,因而, 了解科技在这个时代的发展就

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科技的发展, 我们先从两次世界大战对技

术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以及产生的影响来考察。

真正的现代社会是从 1914年开始的, 正是这一

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全球意识的出现,

标志着现代技术的开始。战争摧毁了人们和睦美丽

的家园的同时也推动了技术的巨大发展。电报的出

现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 也因此而改变了信息的

表达形式,进而影响到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

式,而这恰恰体现了麦克卢汉所说的 #媒介即信息 ∃
和尼尔  波兹曼所谓的 #媒介即隐喻 ∃。

此外,战争也推动了交通运输的发展。保罗  

莱文森在他的 !真实空间 % % % 飞天梦解析 ∀一书中

这样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通信和运输的互补关

系宛若美满成熟的婚姻。
[ 3]
运输的发展直接导致了

人们交往的便捷,麦克卢汉的 #地球村 ∃也便成为了

可能。

对 20世纪 60年代的科技进行详尽分析的是有

#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和 #后麦克卢汉主义第一

人 ∃之称的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  莱文森。他的

!真实空间 % % % 飞天梦解析 ∀一书对 20世纪 60年

代美国高速发展的科技进行了独特的分析。在他的

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得到科技与媒介和文化强大的联

系,而这也正好可以说明为什么 20世纪 60年代一

开始形成的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主要是传播技术和媒

介对文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所起到的影响。

20世纪 60年代出现的科技高潮, 在推动美国

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的影响。首先, 科技

运输的发展加快了传播的进程;此外,由于科技运输

的发展,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增加的同时也造成了

严重的环境污染,使得全球的环境恶化;最后, 由于

科技的运用,快速地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对人们的

心理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滋生了很多的心理疾病。

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引起了不同学派的学者、思想

家和社会的批评家之间的一系列讨论。在这些讨论

中, 就包含有大量的关于媒介生态学的讨论,这些内

容后来成为媒介生态学经典著作的基础,体现了思

考技术和文化关系的这种新思想和新方式。

二 � 媒介生态学产生的学术背景

首先, 大众传播学理论的日臻成熟为媒介生态

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媒介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传播理论,

传播学史上的各种传播模式就蕴含着其理论的萌

芽。尽管这些模式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都或多或

少涉及到媒介与社会等方面的互动关系,这正是媒

介生态理论所要探讨的重点。大众传播学的模式有

很多种,在这里主要从以下三个模式来说明。

赖利夫妇模式。赖利夫妇在 1959年提出了他

们称之为工作模式的模式, 即把传播系统置于社会

系统的框架之下, 认为大众传播是各种社会系统之

一, 传播系统的活动与过程, 既受其内部的机制的影

响, 也要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中的 #传播

系统包含于社会系统之中∃的观点是媒介生态理论

的基础。

德弗勒模式。德弗勒模式也称大众传播媒介系

统模式,是由梅尔文  德弗勒和桑德拉  鲍尔  洛

基奇在 1976年提出的。这个模式把社会看作一个

有机的结构,媒介系统是一个信息系统, 受众、媒介

和社会体系三个组成部分构成了整个的媒介传播系

统, 三者相互影响, 相互依赖。该模式主要关注社会

结构条件和历史环境,关注微观与宏观系统的各个

部分的相互关系, 这与媒介生态学所关注的亦有相

同之处。

大众传播过程图式。这种图式是由日本学者田

中义久在 1970年提出的。他认为传播过程即符号

& ∋信息交往过程,建立在能量与物质交换的基础

上, 与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

保持着普遍联系并相互作用。这实质是一种生态学

的观点,从与宏观社会结构的普遍联系上把握社会

传播过程,把社会传播过程看作是人类社会总过程

的一部分。
[ 4]

其次, 出现了大批对媒介生态进行学理思考的

学者,为媒介生态学提供了理论形态。

20世纪 60年代的大众传播学理论已经深入人

心, 在原有传播学的基础上, 许多学者进行了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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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开创性的探讨, 为媒介生态学的产生营造了学

术背景,对媒介生态学的兴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戈斯德是苏格兰的生物学家, 他的理论涉及到

了植物学、生态学以及古生物学、社会学、人口统计

学、经济学、人类学、宗教研究、城市学等诸多领域。

他是在芒福德之前就将生态学与人类文化研究联系

在一起的学者。他的研究对后来的芒福德和英尼斯

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刘易斯  芒福德是对媒介生态学做出重要贡献
的另一位学者,他被许多的美国生态学家看作是媒

介生态学方法的创立者。他的两部著作!机器的神

话:技术与人类发展 ∀和 !科技与文明 ∀为媒介生态

学研究的方法分析技术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他关于

#技术与文明 ∃的研究影响了很多人, 美国的很多生

态学家直接把它看作是最早的媒介生态研究先驱。

他也被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提到,被称为是最早介绍

媒介生态的概念和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影响的人。

加奎  埃吕尔是法国的社会学家和神学家,同

时也是媒介生态学历史上的另一位重要的人物。在

他的!技术化的社会 ∀一书中介绍了 #技术化 ∃的概
念,用以理解人们如何适应根植在技术中的意识形

态,以及我们技术化了的心智又是如何对我们思考

的方式、同时也是总体而言对人类的整个文明起作

用的。他对后来研究的影响在尼尔 波兹曼等人的

著作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哈罗德 英尼斯是加拿大的政治经济学家,也

是媒介生态学研究方法的一位重要奠基人。他的著

作 !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倚∀属于最早探讨传播

媒介内在的时空偏移是如何影响文化的书籍。他对

麦克卢汉有重要的影响。

麦克卢汉一直就是媒介生态史上最有影响力的

人物之一。他在 1964年出版的 !理解媒介 ∀一书,

在媒介生态学的历史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正

如林文刚所言:它在追寻媒介的本质和媒介的内在

结构如何影响文化问题时,介绍了一套全新的方法。

媒介生态学的 #真正开山之父 ∃尼尔  波兹曼也认

为自己受到了麦克卢汉的极大影响。有 #数字时代

麦克卢汉∃之称的保罗  莱文森在 !麦克卢汉与媒
介生态学∀一文中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麦克

卢汉的弟子。

在媒介生态学形成的过程中, 尼尔  波兹曼扮
演了集大成者这样一个角色。他将媒介放在一个大

的社会背景下进行讨论, 在麦克卢汉 #媒介即信息 ∃

的基础上进行了延伸, 提出了 #媒介即隐喻 ∃的概

念。正如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所言: 波兹曼在麦克

卢汉结束的地方开始,用学者的渊博建构起了传播

学研究的新的领域。因此, 尼尔  波兹曼被称为媒

介生态学的真正开山之父, 因为正是在他的学术领

导下,许多学术观点得以整合,形成了媒介生态学的

经典理论基础,同时他还在纽约大学首先设立了媒

介生态学的学位研究生课程。后来在 1998年成立

的媒介生态学学会中的很多人都曾经是尼尔  波兹

曼的学生。他自己的许多著作对媒介生态学都有着

充满智慧的诠释、分析和综合。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媒介生态学之所以

能够在 20世纪 60年代的美国产生, 是有着其必然

性的。

三 � 媒介生态学的发展流变

媒介生态学自 20世纪 60年代产生至今, 已经

有了几十年的发展,在这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也形

成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研究领域。崔保国在他的!媒

介的生态环境 ∀中曾将国际媒介生态学研究划分了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20世纪初到 20世纪 60年

代, 大众传播学的概念在西方深入人心;第二阶段是

从 20世纪 60年代后期到 80年代,大众传播学出现

了一股批判学派,主要产生在欧洲,美国出现的媒介

生态学派是一个新的流派。当时的媒介生态学的研

究比较注重对媒介发展史的研究。例如,在人类还

没有出现文字的时候,它们是如何处理信息的,什么

是最重要的信息等问题;第三个阶段,自 20世纪 90

年代至今,美国的媒介生态学主要集中在研究各种

传播符号和传播学的物理结构是如何对文化产生深

远而根本的影响的。
[ 5]

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在不断发展变化, 各个国家

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侧重点也很不相同。目前, 对

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一般分为两个部类:一个是以媒

介为中心展开,研究媒介及其生存发展环境的问题

的媒介生态学;另一个部类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

研究人与媒介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前者的研究

主要是把对媒介的生存发展影响巨大的社会政治经

济和人文环境、市场竞争环境等作为一个生态系统

的研究,研究媒介与彼此之间的互动问题;后者的研

究主要是把媒介环境作为社会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

统,研究它的运作规律以及人与它的相互关系。我

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前一种的研究,

美国的媒介生态学则侧重于后一种, 日本的媒介环

境学研究也侧重于后一种。

媒介生态学在我国的研究目前主要侧重的是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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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的经营管理等方面, 这种研究是我国传播学者的

一种自觉行为。不同于传播学的研究那样是从海外

引进的,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自发的,从

一开始学者的关心就侧重在媒介的发展生存环境研

究方面。清华大学的尹鸿教授最早提出媒介生态概

念,但真正开始引发国内关于媒介生态学大探讨的

应属邵培仁在 2001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发表

在 !新闻界∀第 5期上的 !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

策略∀, 另一篇是发表在 !新闻大学∀2001年冬季刊
上的!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随后,张国良教授

也开展了媒介生态方面的课题研究, 而童兵教授在

论及中国传媒市场格局的文章中也使用了媒介生态

的概念,张立伟等的 #入世一年的四川传媒生存环
境变化 ∃,表现出媒介实务研究方面的专家也对媒

介生态问题显示出浓厚的兴趣。随后, 媒介生态研

究逐渐成为热门话题, 很多学者纷纷从媒介生态视

角出发,对当时的新闻大事加以评论。 !新闻界∀、

!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刊物成为推动媒介生态

研究的主要阵地,而由美国费曼基金资助,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伊利诺大学东亚和太平洋研究中

心、武汉大学媒介与发展研究中心、伊利诺大学传播

学院联合主办的 #中美媒介生态与媒介改革会议 ∃

将媒介生态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 6]

目前, 国内对媒介生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几个方面:

首先,对媒介的生存和管理方面展开的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通过对媒介生态环境的考察, 来制定

媒介的发展战略和规划, 用生态学的观点来考虑媒

介生存的生态规律。如邵培仁首先提出了传播生态

五大规律,后来有多位学者展开相关的研究。

其次,对媒介生态系统展开的研究。这类研究

中将各种媒介视为一种系统,对媒介系统进行规划。

如: 崔保国将其分为 #媒介符号系统、媒介资源系

统、媒介管理与规范系统、信息处理媒介系统、信息

传输媒介系统、信息接收和储存媒介系统 ∃, 对六大

子系统以及它们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同

时,邵培仁从整体上提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媒介

生态整体观、媒介生态互动观、媒介生态平衡观、媒

介生态循环观和媒介生态资源观。他们的观点,为

后来者打开了思路。

第三,对媒介生态危机、媒介弱势行为生态和弱

势媒介展开的研究。主要研究媒介生态危机, 主要

有信息侵略、信息过剩、信息污染、信息匮乏等问题,

简而言之信息传播失衡状态的各种表现。除对这些

媒介生态危机进行描述并分析其原因外,还要针对

具体危机提出预防、应对措施,尤其是应急策略。

第四,对媒介生态现状展开的研究。这类研究

主要集中在研究人们对各种媒介的使用状况, 社会

中各种媒介的比例构成, 对受众资源和媒介资源的

占有的结构状态。

第五, 对狭义媒介生态与社会环境互动关系展

开的研究。这类研究认为: 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形

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信息系统, 只有使社会的信息

系统传输渠道畅通,整个的社会环境才能保持相对

平衡,反过来, 媒介信息系统又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

境下,不可避免受其影响。

任何一种事物的产生, 其背后必定有着促使其

不得不产生的原因,媒介生态学作为传播学的一个

新的研究分支, 也同样是根源于当时社会的、政治

的、经济的、文化的大背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探

讨一门学科的产生,本身就是必需的和必要的,因为

在历史的背景下能够更好地梳理学科未来的发展趋

向, 推动研究走向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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