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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之达：《传播心理学新探》（第一章·绪论·第一节） 

第一章 绪论：传播心理学的建构革新 
传播心理学是传播学和心理学交媾而成的新兴学科。由于传播学产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七十年末

才传到中国，时间不长，还未来得及解决她与心理学的有机结合问题。因而，传播心理学的建构问题值得提出来

认真研究。 

第一节 改革传播心理学传统的建构基石、思路和理论框架的必要 
在着手进行这项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的《传播心理学研究》课题时，我遇到的第一个

难题就是：如何把传播学与心理学有机结合而使传播心理学成为不与其它学科相混的有自己独立体

系的学科？为解决这一难题，我考察了新闻学、宣传学、广告学、电视学、广播学、艺术学、教育

学等一些以传播的外延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与心理学的结合情况，发现这些学科与心理学的结合都存

在着很大的困难。 
“怎样才能使新闻学与心理学的结合不是‘捏合’、‘缝合’、‘凑合’，而是有机的‘融

合’、‘化合’，进而构成新闻心理学自己的独立体系？”有学者认为：“就目前条件看，要想做

到这一点，犹如想要喝干海水般的艰难。”（1）而且，持这一观点的不只一位学者，甚至一位治学

严谨的资深学者也感到“困难很大”。（2）是不是只有新闻学与心理学的结合才遇到如此巨大的困

难呢？也不是。我们来看看与心理学结合得最早、最普遍的艺术学的情形吧。在（美）艾伦·温诺

著的《创造的世界——艺术心理学》一书里，我们看到“用心理学知识来说明、解释艺术的规律，

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3）艺术学与心理学结合得如此早、如此普遍，该不会再有大的困难了

罢？不，仍然有问题。《艺术与人类心理》一书里写道：“艺术学与心理学相交接时必然要暴露出

许多严重的问题。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曾说过，心理学不能解决文学艺术

的本质问题。这句话由对文学艺术兴趣浓厚的心理学大师说出来，是殊为耐人寻味的，”“简单地

将普通心理学和文艺学拼凑在一起就会成为既非心理学又非文艺心理学的怪物，它毫无价值。”

（4）再看，“发展最早、影响最大，也是世界各国师资培训唯一列为必修课”的教育心理学中的教

育学和心理学又结合得如何呢？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张春兴教授说，这两门学科的“统合，一直困

难重重，以至始终未能建立起教育心理学自身的独立体系。”（5）请看，与心理学结合得最早、最

广的文艺学、教育学尚且没有解决好有机结合问题，那么，以传播的外延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如

新闻学、宣传学、广播学、电视学、广告学。。。。。。它们与心理学结合的困难就会更大了。造

成它们有机结合的困难是什么呢？通过初步研究发现，造成这些学科与心理学结合之难的根本原因

主要有两个： 
一是未搞清楚相结合两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实际关系，即未搞清楚新闻与心理、宣传与心

理、广播与心理、电视与心理、文艺与心理、教育与心理。。。。。。总之，传播与心理（6）的实

际关系。如果搞清楚了传播与心理互为依存,相依为命，不可分割地联系着，那么，顺着二者密不可

分的有机联系脉络去解决以二者为研究对象的传播学与心理学的有机结合就比较容易了。 
二是旧的传播心理学（包括传播的外延领域中的各专业心理学）的建构思路就是：运用心理学

的普通原理或从心理学的视角研究、解释传播（包括传播的各外延）领域中出现的心理现象和心理

活动规律。“新闻心理学就是运用现代科学的心理学观点，解释人们在新闻实践中产生的心理现象

和心理活动的过程，并总结其规律，运用于新闻实践的科学。”（7）“教育心理学”就是“运用普

通心理学的某些知识处理教育实践中的问题”。（8）艺术心理学就是“用心理学知识来说明、解释

艺术的规律。”（9）“传播心理学就是运用心理学原理去解释人类在信息传播活动中的心理活动规

律的科学。”（10）既然是运用心理学原理去解释专业学科领域中的心理现象，因而，其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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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就是照普通心理学的理论框架依样画葫芦。普通心理学的理论框架一般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心理过程，包括认识过程（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像）、情感过程

（喜、怒、哀、乐等）和意志过程（目的的确定、困难的克服等）”；“另一方面是个性，包

括个性心理倾向（动机、需要、信念、理想、世界观）和个性心理特征（能力、气质、性

格）。（11） 
 

我们翻开传播心理学（包括传播的外延中的各专业心理学）著作，大多数都是依照普通心理学

的这个理论框架建构的，其主要内容大都有以下两部分： 
一是传播者（记者、编辑、主持人、宣传员、文艺家、教师等等）和受传者（读者、观众、听

众、学生、采访对象、消费者等等）的注意、感觉、知觉、思维、想象、情感、意志、记忆等心理

活动或心理过程。 
二是传播者（记者、编辑、主持人、宣传员、文艺家、教师等）和受传者（读者、观众、听

众、学生、采访对象、消费者等）的个性心理倾向（需要、动机、信念、理想）及心理品质（气

质、性格、能力）。 
虽然不同的专业心理学或同一专业心理学的不同著作由于考察传播过程的不同（有的考察全过

程；有的或只考察采访（12）或只考察写作或只考察编辑或只考察播发（13）或考查接受（14）等

环节），或由于考察传播当事者构成的不同（有的只考察传播者；（15）有的只考察受传者；有的

（16）对二者皆考察），其内容有所不同，但葫芦的对应部分大都是雷同于普通心理学理论框架

的。如有一本《广告心理学》就是由“广告的感觉和知觉”、“广告与注意”、“广告的记忆与联

想”、“消费者的需要、动机和广告宣传”等几大部分组成。（17） 
我们不赞同把传播心理学定性为运用心理学的原理来描述、解释、解决传播领域（包括传播的

外延领域）中的心理问题。因为： 
第一，从心理学的特点和研究目的看，它不适合运用来描述、解决传播领域中的心理问题。心

理学自呱呱坠地之后，经历了十分艰难曲折的道路。由于它的研究对象十分复杂，又由于它虽然从

哲学中独立出来但并未完全摆脱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束缚，长期以来一直难以找

到正确的发展方向。最早研究灵魂，到中世纪改而研究心灵。十九世纪末，冯德的实验心理学诞生

后转而研究意识。意识心理学声称要研究人的意识经验，但是它过份依赖当时发展比较迅速的化学

生理学，从唯心论出发，认为心理学的唯一任务是分析心理经验的构成元素以及各种元素相互结合

的方式和规律，加上又采用一种十分狭窄的、脱离生活实际的内省法，因而取得的研究成果很难令

人信服。人们普遍对意识心理学感到失望，所以很快被行为主义心理学淹没。行为主义心理学与意

识心理学唱对台戏，反对把意识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认为心理学研究的应当是人和动物的行

为，而把内部心理活动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这种不研究心理的心理学自然不能解决心理学的基本

问题，最终被诸如皮亚杰的发生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现代心理学所取代。无论

心理学各学派如何传承转折，也无论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怎么样变化，其目的均在于根据行为或心理

现象，揭示心理变化发展规律，以建立学科的普通理论，并不含有要解决传播领域（包括传播的各

外延领域）中的实际问题的意图。因此，硬套一门基础学科的普通理论是很难解决传播领域（包括

传播的各外延领域）中的实践问题的。 
第二，传播心理学的一分支学科教育心理学已有前车之鉴。不仅海外著名的心理学家在总结教育心理学的发

展历程时指出：“以往教育心理学误将纯属基础学科的心理学原理原则，直接用于教育，致使理论无法付诸实

践。”甚至国际上著名的心理学家詹姆斯1899年在其出版的《与教师谈心理学》一书中指出：“如果相信心理学

的原理、原则可直接用于教育（领域），就犯了天大的错误。”因为直接应用心理学原理、原则不能满足学校教

育的需要，过份理论化的原则又不足以解决实际问题。如果把教育心理学的性质定为：“运用心理学原理原则在

教育上的应用，则其发展就难免受到依赖和等待两大因素的限制：依赖是依赖心理学的原理原则解决教育问题，

等待是等待心理学的基础研究去发现新的原理原则”，而教育心理学自身反而无所作为了。（18）如果我们也采

用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原则来描述、解释、解决传播中的心理问题，其结果也可能是：传播心理学自身也反而无所

作为了。 
第三，这种运用普通心理学原理来解释、描述传播领域（包括传播的各外延领域）中的心理现象的做法有如

下的缺点： 
首先，所看到的心理现象是零散的，很难看出这些零散的心理现象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有机系统。这就好比

是用心理学理论框架这把刀，把本来是活生生的一个有机整体的新闻过程、宣传过程、广告过程、电视过程、广



播过程、文艺过程、教育过程……总之，把本来是活生生的一个有机整体的传播过程切割成一堆杂乱的碎片。 
之二，看不到传播（包括传播的各外延）与心理的必然联系，只感到二者“相关”、或“密切相关”或“有

密切的联系”（19）只说明“看到了什么”，并未回答也回答不了“为什么”。 
之三，这种建构思路、建构方式已被前述的实践所证明，会遇到“有如想要喝干海水般的艰难”。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不能不正视实践的检验结果。 
可见，旧的传播心理学（包括传播的外延领域中的各专业心理理学）的建构思路、建构方式是走不通的，旧的思

路所建构的传播心理学的理论框架应当重新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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