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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社会互动：重新审视电视与受众的关系 

作者： 邓理峰  

关键词： 电视 受众┊阅读：408次┊ 

一、电视语言：传受互动的符号中介 

符号是传播过程中为传达讯息而用以指代某种意义的中介，它是人际沟通交流的基本要素。苏姗·朗格把人类的传播符

号分为推理性符号（语言符号）和表象性符号（非语言符号）两大类；并认为，语言可以表达感觉世界中的一切现实存

在，也可以表达那些无法感觉的无形观念。但是，语言并非万能的表达工具，它无法忠实地完成情感表现的任务。于

是，服务于情感表现的另一种符号——即与推理性符号相对的表象性符号应运而生。 

在电视传播中，传播者运用的是电视语言符号系统，这是电视传播传受关系产生的基础。电视语言符号系统也包括语言

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大部分，但与人际传播中的符号系统相比有一些不同，因为在两种传播活动中感知的渠道不同。人

际传播中的全感官参与，而电视传播中传播者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是以电视语言为桥梁的间接交往。电视语言是电视传播

在现代传播科技支持下重返亲身传播（面对面人际交流）的一种努力。 

如果说文字语言是知觉对象（感觉、印象等）抽象的符号形式，那么电视语言则是知觉对象（感觉、印象等）具象的符

号形式，是物质现实的直接展示。阿恩海姆认为，在思维活动中，视觉意象是比文字语言更为高级的媒介。因为“视觉

媒介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用于再现的形状大都是二度的和三度的，这要比一度的语言媒介优越得多。这种多维度的空间

不仅会提供关于某些物理对象或物理事件的完美思维模型，而且能够以同构的方式再现出理论推理时所需要的各个维

度。” 

电视语言是视听同构的语言，视听分别作用于人的两个感知通道。和视觉意象一样具有说理表情能力的是听觉意象。书

面文字只是对人们说话行为所做的一种简单的图式记载，说话人声音的高低强弱、速度、节奏以及语境氛围等都被略去

了。而电视语言中的人声语言则是对书面文字所略去内容的全面恢复，因而才造就了电视传播的现场感和逼真性。 

电视语言是物质现实的具象的符号形式，是传播者和观众之间意义的桥梁。传播者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是以电视语言为中

介的心理互动。和文字作品的文本一样，电视节目也是一个供人读解的文本，只不过这是一个用具象的电视语言撰写的

视听文本。 

二、拟社会互动：传受关系的存在形态 

拟社会互动是电视传受关系的表现形态。我们可以从人际互动与拟社会互动的差异，来分析拟社会互动形式上的一些特

征。 

1、语境 

在人际互动中，语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语言本身的局限或表达歧义，而且语境还可以使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意

义得到拓展和膨胀。而在电视传播的拟社会互动中，传播者和观众是分处于不同的时空之中的，观众无法步入电视的声

画空间，直接与画中人发生日常性的接触和交流。拟社会互动的语境是一种模拟语境。模拟语境是在电视传播过程中，

在现实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语言环境的基础之上，遵循电视传播的传播规律所提出的要求，模拟现实生活中人际互动的各

种社会语境。 

2、感知信息的线索 

在人际互动中，人们很注意察言观色。在互动的过程中，有非常丰富的感知信息的线索。我们生命中经历过的全部经验

都将在互动过程中明显或潜在地发挥作用。在拟社会互动中，人们只有视觉和听觉两个感官参与互动过程，相比于人际

互动，拟社会互动中感知信息的线索非常有限，所有感知信息的线索都来自视觉和听觉。因而日常沟通时通过其他感官

来感知和认识的东西，在拟社会互动中就必须依赖视觉和听觉的替代物来完成。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被感知和认识

的东西，在拟社会互动中未必就能够被感知和认识到，或者未必能被正确地感知和认识到。原因就在于，对于同样一个

日常生活中的观看者，他观看物质世界时，可以调动所有的感官，并动用生活经验仓库中的丰富储备；而在拟社会互动

中，尽管他可以充分调动生活中积累的视听感知经验来观看物质世界，但可资参照的感知线索却要狭窄得多。 

3、传播主体的性质 

在人际互动中，行为人总是依据现存的社会准则、规范及惯例来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行为人的言行总是独立和自主

的。因此我们说人际互动通常具有很强的私人性质。 

拟社会互动则是发生在传播者和观众之间。对于新闻机构的职业传播者而言，他的社会角色是双重的，既代表传播者个

人，也是具体电视栏目乃至电视新闻机构的代表。因为在新闻传播的实践中，传播者的表述活动自始至终都要受到传播

2005-11-28

上一篇 PREVIOUS 

下一篇 NEXT 

动态 NEWS 

 

文章 动态   

请输入您要搜索的关键词

nmlkji nmlkj

·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作者：韩鸿┊ 1900-01-01 

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新闻播音的感召力 

作者：时岱┊ 2005-11-28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信息价值的认识，

以及社会、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我

们的新闻播音注重了“大容量”的“快

节奏”。这种适应现代社会应运而生的

“快节奏”播音应当给予肯定，但必需

强调鼓动性质和感召力。新闻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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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互动电视（中国）峰会通告 2009-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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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节目宗旨、采编技巧等的约束。没有一个传播者可以宣称自己的表述活动是独立的个人行为。因而拟社会互动更

具有公共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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