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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社会科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林之达研究员的力作《传播心理学新探》近期已由北京大学

出版社出版 

书本介绍：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的《传播心理学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  

本书有“一个新理论”、“两个发现”、“四改造”，即：  

一个新理论：  

传播的二级效果论。  

两个发现：  

１，心理系统是人身上专司接收传播信息的接收器，也是传播信息的能量转换器；  

２，人类传播系统和人的心理系统是人类精神生产流水线上紧紧相扣、不可分离的两道工

序。  

四个改造：  

１， 改造《传播心理学》旧的建构基石；  

２，改造《传播心理学》旧的建构思路；  

３，改造《传播心理学》旧的建构方式；  

４，改造《传播心理学》旧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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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前 言  

读者手中的这本书是一本迟到的书，一本经受了灾难的书。2000年我家发生的一场火灾把我的

电脑、电脑桌及放在里面的所有软盘化为灰烬。储存在里面的国家课题《传播心理学研究》的

最终成果及其资料全部烧光。我只好从头再来，又熬过几个寒暑，今天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书名叫《传播心理学新探》，“新”，主要在于两点：一不走老路，二不拉郎配。不走老路就

是不走用普通心理学的原理来解释、描述、总结传播领域中的心理现象和规律的老路；不拉郎

配就是不强行要求传播学与心理学按人的意志相结合，而是让二者沿着它们各自研究对象本来

联系着的脉络去自然结合。“探”，就是说本书向读者所呈述的理论不是定论，更不是绝对真

理，而是些还在探索过程中有待实践检验和学界同仁修正的一得之见。  

在我看来，传播效果应当是传播心理学研究为之直接或间接运转的轴心。因此，在整个研究过

程中时时要求自己从提高传播效果的角度来考察：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传播信息才可能闯过

“受众心理选择”这一关以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哪些传播信息会被“受众心理选择”筛掉而

达不到预期的传播效果？被受众选取的传播信息与受众的哪种心理构成，在什么条件下进行心

理反应，产生哪种心理能以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受众的心理能在什么条件下才外化为相应的

行为以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之所以时时要求自己从提高传播效果的角度来考察，其初衷

是希望本课题的研究成果既能解决传播实践中遇到的棘手问题，又能在强化实际传播工作者

“要根据受众的心理需要筛选信息”的意识方面有所裨益。是否如愿以偿，也有待实践的检

验。  

这里要请读者谅解的是：也许您在阅读过程中有时会感到证明某些论点的材料显得过多。这是

因为本书不是一本大学教材而是一部探索性的学术著作，必须用大量的论据来支持新的论点，

否则这些新的发现、新的判断、新的理论就站不住脚。例如，心理学界长期以来都把“预料

性”排除在“思维的特点与品质”之外，而思维是智力的核心构成，这就是说“预料性”乃是

智商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在这种背景下，第一次要把一个长期被大家排除的心理特点、品质

重新请回智慧的殿堂里来，坐到它本应坐的那个位置上，这种“违众”的行为就要求从日常小

事到工农业生产及各行各业的大事中用认知结构的理论提取大量证据，只有这样才能“服众”

啊。预料性的确是智商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预料性与智商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是某一领域才有

的，它具有普遍意义。证据少了，就说明不了它的“普遍意义”。又如，要证明“人的心理离

 



开人类传播的信息的滋养就会渐渐退化、萎缩甚至死亡”这一观点，仅用深度方面的典型个案

（即使既有儿童方面的典型个案也有成人的典型个案），哪怕是若干典型个案都说明不了这一

观点具有普遍意义，还必须同时使用广度方面的统计材料，使点与面结合，深度和广度结合，

量变与质变结合，才可令人信服地证明心理对信息的依存性。为了使某些新的发现、新的判

断、新的理论站住脚，我不得不使用足够的实证材料。  

传播心理，理应包括传播者心理和受传者心理，但本书却着重考察、交待受传者心理，这是为

什么呢？因为，所谓传播效果，其实是指受传者在传播的信息作用前后，其心理及以心理为中

介的行为在传播者愿望的方向上所发生的变化。如果把我们对传播效果的这一理解贯彻到研究

过程中，那么，面对传播者与受传者的两个心理系统，面对两个心理系统出现的两个心理选

择、两个心理反应、两个心理能、两个心理能的外化，在研究策略上就不能平均用力，而应对

二者的论证、阐释有所侧重，有所选择。鉴于以下的原因，我们决定重点考察受传者的心理系

统，重点考察受传者心理系统中的心理选择、心理反应、心理能、心理能的外化：  

第一，传播效果不是在传播者的心理系统中产生，而是在受传者的心理系统中冶炼而成的。那

么，要提炼出能提高传播效果的理论，考察的重点理所当然应放在受传者的心理系统上。  

第二，在传媒市场激烈竞争的条件下，在传者本位已让位给受传者本位的今天，受传者的心理

系统是传播者心理系统为之运转的隐形轴心。你传播者的心理系统如果只按你的而不按我受传

者的心理系统的喜好、志趣、需要来选择、收集、编辑、播发信息给我，我就一定会用“日益

下降甚至迅速下降的发行量或收视率”这一上方宝剑（在你传播者面前，我受传者就是“上

帝”，就握着这把上方宝剑）威逼你，直到你醒悟而改弦更张，按我受传者的心理系统的喜

好、志趣、需要来选择、收集、编辑、播发信息给我，我就让你活下去，甚至让你在传媒市场

竞争中出奇制胜。既然传播者的心理系统终究要服从受传者的心理系统，要以受传者的心理系

统马首是瞻，那么，我们去考察传播者的心理系统后说“传播者的心理系统怎么样、怎么样”

是不算数的，还是要按受传者的心理系统说“传播者的心理系统应当怎么样”才算数。从避免

或减少无效劳动、提高研究效益的角度考虑，我们应重点考察受传者的心理系统。  

第三，关于传播者的心理状况，各种新闻学与传播学著作特别是新闻心理学、传播心理学方面

的大量著作如《新闻采访学》、《新闻采访心理学》、《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采访与写

作心理》、《编辑学》、《编辑心理学》、《播音心理学》、《播音艺术》、《节目的主持艺

术》、《节目主持人心理学》，还有其它如《情报心理学》、《宣传心理学》、《政治宣传心

理学》、《广告心理学》、《广告艺术》、《教育心理学》、《教师心理》、《教学艺术》、

《演讲艺术》、《演讲心理学》、《文艺心理学》等等都有了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考察

和较详细的论述。本课题再去考察它，难免不重复，那就失去科学研究要创新的起码品性。而

用《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来考察受传者的心理系统，看它是如何把传播者送来的信息转化成心

理能，然后又如何把心理能外化为行为做功的，这倒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总之，从研究的策略上考虑，本书的重点还是考察受传者的心理系统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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