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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启示：后传播时代的到来 

作者： 刘宏  

关键词： 网络 后传播时代┊阅读：355次┊ 

[内容摘要]网络把我们带到了后传播时代。在此之前，人类的传播史可以划分为前传播时代和后传播时代。在后传播时

代，传播和受众的极限被打破了。从理论上说，每个人几乎都有可能成为传播者，传播机构和个体受众的区别也被缩小

了。网络对传媒的舆论把关人角色是一种解构。按照传统的概念，传媒至少应该是一个组织机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单位，而网络既可以是一个组织，又可以是个人。过去的传播大多是由组织向个人传播，或者是群体对群体的传播。我

们需要反思的问题是：网络是不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媒体？网络是不是最理想的传播工具？网络是不

是用形式“颠覆”着内容？网络是不是使大众传播变成了小众传播或者分众传播？ 

[关键词]前传播时代；后传播时代；网络；小众传播；解构。 

一、大众传播和小众传播 

虽然我们可以从人类的早期发展来追寻到传播的足迹，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史并不算很长。有一点是能够肯定

的；人类一直需要传播，甚至可以说，传播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社会本能，但是受技术和人类社会组织发展水平的种

种限制，早期的人类传播一直停留在范围很小的无组织状态，即没有人来组织传播，传播仅仅是一种自发行为。那时的

传播形态倒可以归入低层次的“小众传播”，参加的人数很少，规模也很小，记者编辑大都是业余的，没有专业的传播

人员，也没有专业的传播机构。当时的传播主要局限于人际传播，其中又以口头传播居多，这时可以说是口头传播的时

代。尽管，中国很早就有了竹简，后来又有了毕升的活字印刷，但是真正对大众传播有革命性应的是德国人古登堡发明

的印刷机。印刷机反映了早期工具理性的胜利，工具不仅延长了人类的手臂，也延长了人类的思想。 

当人类进入了纸质传播时代，也就是文字传播时代，意味着人类的传播开始有了规模效应。而在文字传播时代，除了书

籍传播，报刊传播的传播速度更快，发行量也急剧扩大，尤为重要的是，它使新闻报道成为一种可能，使传媒真正成为

一种机构，使编辑记者真正成为了专业人员。 

有趣的是，历史好像和传媒开了一个大玩笑，人类的传播似乎走过的是一个螺旋式的曲线，先是从小众传播走向大众传

播，然后现在又从大众传播走向小众传播。当然今天的小众传播与过去的小众传播不同：过去是被动的，今天是主动

的；过去是真正的小众传播，今天确切地说是分众传播；过去是传者的选择，今天是受众的需要。 

广播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人类口头传播的一种回归。电视传播对人类来说完全是新生事物，如果说广播的现场直

播让人类感受到了与现实世界“有距离的同步”，那么电视的现场直拨则令人类享受到了没有距离感的同步。电视的现

场直播给人类造成了一种虚幻的感觉误区，似乎人类真的在新闻的发生现场，而事实上，人们只是呆在家里看电视，电

视几乎是悄悄地“消灭”了人们与新闻之间的时空距离，就如同布莱希特的话剧打破了舞台和观众之间的“第四堵

墙”。 

电视可以说改变了我们的时空观，我们经常感觉到的是一个“虚拟的时空”。比起古老的绘画和现代的电影，电视把人

类的画面语言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语言”，换句话说，我们有了“画语传播”。人类从口语传播到文字传播，再到画

语传播，跨了三大步。 

二、网络对传媒的解构 

网络时代的到来，给人类带来的更多的是传播方式的变化。在网络中，传者和受众的极限被无情地打破了，从理论上

说，每个人几乎都有可能成为传播者，与此同时，每个人又都有可能成为受众，传播机构和个人的区别也被缩小和消除

了，传媒的强大和受众的软弱之间形成的巨大的反差趋向于消失。传播的意义和方向以及目的被网络冷酷地解构了，我

们可以说进入了“后传播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新技术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广告部的人数比编辑部多，传统的

以新闻为中心的传播理念受到严峻的挑战，传播的教育色彩被淡化，传播的娱乐价值上升。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是对

传播的政治角色的最大考验。因为政治总是最需要中心和集中的，而网络根本上说是排斥中心的，网络是分散的和发散

的传播，网络不承认集体和群体，网络是为孤独而生的，网络本身是孤独的，但是它又能为孤独的人们排解孤寂。 

现在，许多学者不同意把网络称为第四媒体，因为网络可以说完全不同于任何传统的媒体。网络刚刚出现时，人们习惯

于按照传统的思维把它排在第四媒体的位置上，因为在原来的媒体座次上，报纸出现最早，排老大，广播其次。而电视

是第三，但是如果按照媒体的影响来排列的话，电视现在可以排第一位，报纸排其次，而广播则长期集在两个媒体的夹

缝之中求生存，位于最后。有趣的是，广播刚刚出现时，很少有人说报纸会受到冲击。但是当电视出现时，大家都以为

从此报纸和广播要消亡了。幸运的是，报纸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而广播则更多承担了沟通人们心灵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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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媒体比较，网络的出现可以说是非常偶然的。也就是说，网络一开始创办时并不具有大众传播的目的性，它不是

为大多数人而发明的，它只是为特定的小范围内的少数人服务的。但是，网络又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明的最难以

理解的东西。我们曾经以为自己会很长时间生活在电视的光环之中，但是网络改变了这一切。网络与其他媒体不同的

是，过去的媒体都是在成熟以后才会引起人们的种种预测和猜疑，而网络在它还不赚钱的时候，甚至在它还处于萌芽状

态时，就有许多人预言它能够打败所有媒体。几乎没有人能够说清网络最终会向何处发展，能够说清的只是它的发展速

度。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网络属于未来媒体，而其他的媒体则属于过去或者现在。网络不是加强了我们头脑中那些已

经存在很久的媒体概念，恰恰相反，网络破坏了我们传统的传媒观念，一句话，它解构了传媒。 

从理论上看，网络既是媒体，又不是媒体。因为按照传统的概念，传媒或者媒体至少应该是一个组织机构，也就是我们

通常说的单位。而网络既可以是一个组织，又可以是个人。使用这个观点来看我们人类过去的传播方式，可以看出过去

的传播大都是由组织向个人传播，或者由组织向组织传播，确切地说，以往的传播大多是群体对群体的传播。因为个人

对个人的人际传播一直处于原始状态，缺少现代的“交通工具”。而网络作为信息高速公路正好填补了人类的这个空

白。 

如果说我们至今已有的媒体都是大众传播的话，那么，网络可以说是最为典型的“小众传播”。假如再细说的话，网络

连“小众传播”和“分众传播”都不是，因为它更多的是“个体传播”，而不是“集体传播”。假设网络传播是人类的

发展方向的话，那么，人类正好走过了一个迂回的曲线，从被动的个体传播到有组织的群体传播，再从大众传播回到积

极的“个体传播”。对比传统的媒体而言，网络可以说是一个另类。虽然，现在许多传播媒体都在传播自己的网络版，

但是严格地说，网络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所以，我们很难像寻找某个报社、电台和电视台那样去找到一些网络实体。 

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网络就如同社会运行的神经，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一点就好比是中医里面说的经络概念，贯

通血脉，沟通气血。从某种程度上说，网络是人类目前为止最为理想的传播工具，因为它最符合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管

您，网络面前可以说人人平等，每个人既可以是网络上的传播者，又可以是网络的受者。网络基本上是拒绝权威的，因

为现代社会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组织和机构的，而网络恰恰是推崇松散的社会状态，从这个角度说，网络又可以

算是最能体现“无政府主义”状态的传播形式。网络拒绝崇拜英雄，虽然，网络可以说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明的最富裕

“个人主义”色彩的媒介，但是，它突出的是网络的平民化色彩，也就是网络的平易近人，谁都有权利并且有可能接近

网络。网络强调的是传播的权利，而不是传播的权力。权力和权利，一字之差，反映了网络和传统媒体的区别。简单的

说，网络就是一个社会平台，所有人都能运用它，社会群体也许更想利用它，而社会个人则更想使用它。使用和利用，

也是一字之差，体现了网络的公共色彩。 

网络对传媒的双重角色来说是一种解构。传媒以往最突出和最重要的角色就是舆论把关人，而网络本身没有把关人。网

络上的任何一个信息传播者都可以身兼两种角色。并且，从网络的游戏规则看，它也是排斥舆论把关人角色的。网络是

“反中心”的，它强调松散，各自为政，不承认绝对的权威，推崇“个人主义”，贬低“英雄主义”，在这一点上网络

好比游击队，它不是正规军，它不会愿意承担传统的、崇高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舆论把关人角色。 

从传统上看，传媒的舆论把关人角色是根据国家和社会的需求而产生的，换句化说，这种角色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公共

色彩”。它要求传媒超越自身的角色局限，为社会共同的公共利益服务。舆论如果经常处于无序的混沌状态，社会就会

失去中心和方向，信息就会出现混乱局面。因为一个社会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中心的建立，没有这个中心，社

会就成为一盘散沙。这个中心既是指挥中心，又是社会公共利益焦点，同时它还是社会凝聚力的表现。而舆论把关人角

色实际上有两个任务，一是保证现实社会的真实度，也就是“还原”社会的本来面目；二是为社会中心的建立提供坚定

的舆论支持。 

虽然，我们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生活的一个真实的现实社会，但是，我们所谓的“真实”已经面临了非常大的挑

战。就概念而论，我们可以说拥有许多种“真实”：文学世界的真实，新闻的真实，理论的真实，等等。这里我不屈讨

论各种真实的区别，我所要说明的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真实主要是由信息真实构成的。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白

纸就是信息的越来越有序化。尤其是今天的信息时代，信息真实成为最重要的一种真实。而在信息真实中，传媒扮演着

舆论把关人的角色。 

从无序的信息到有序的信息，再到有组织的新闻，最后到有影响的舆论，这可以说是人类传播史上的四大步。无序的信

息是人类早期的原始传播状态；而有序的信息则表明人类开始有意识地主动搜集信息，对信息进行初步的分类，利用信

息来调整社会秩序；新闻可以说是信息的精华，它不是简单地对信息进行整理，而是对信息的提炼，它需要有专门的新

闻发布部门和专业的新闻采集人员，而这些新闻组织机构是人类所建立的最为重要的信息处理部门，信息不一定等于新

闻，但是新闻却肯定是信息。新闻是一种特殊的对人类有影响的信息，新闻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对人类有影响的信息，

新闻可以说是一种高层次的信息。当人类进入信息过剩的信息社会时，对信息的淘汰显得比对信息的收集更为重要，正

是在对信息的淘汰过程中，新闻传媒机构所扮演的舆论把关人角色才显得如此重要；而舆论则是更高档次的新闻集合，

舆论的形成在现代社会里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新闻传媒。 

而网络的发展与人类传播的进程在某种意义上说似乎是有些逆向的，因为舆论强调的是中心，而网络是非中心化的。网

络好像让我们又回到了信息的无序时代，只不过历史总是螺旋式发展的，我们在今天的信息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是电



脑。网络人不同于报人、广播人和电视人，网络人并不从属于某个传播组织，他们更像是游离于社会中心之外的边缘

人。网络更多强调的是有价值的信息，而不是新闻或者舆论。事实上，很难给网络人进行角色定位，因为他们的身份可

以是隐蔽的，也可以是暴露的，用一句网络流行术语来说，在网络世界中，你不知道与你对话的是男还是女。在我们传

统的传播模式中，总是有固定的传播者和不固定的受传者，也就是说，传播的方向和线路是十分清楚的，传播渠道和方

式分为自上而下式、自下而上式、灌输式、沟通式、注射式、单向式和多向式。而在网络中，大部分个体的传播并不带

有共同的目的性。换句话说，网络似乎是一种“为传播而传播”的方式，类似为艺术而艺术，过程显得比目的更重要。

网络打破了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界限，网络是典型的平行式传播模式，没有主次，既不是以传播者为主，也不是以受

传者为主。它使传播者的强大化为乌有，它彻底打破了传播的上下之分，传播工具不再是垄断的，如果说其他的传播方

式有点像商店，那么网络则像超市，任何人都可以到网络这个大仓库去自取。 

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从理论上说，网络都不大可能担负舆论把关人的角色。首先，网络很难确认传播者的真实身份，网

络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隐蔽性，试想这些虚拟的和隐性的匿名传播者怎么能够担当舆论把关人员的角色？其次，网络的游

戏规则是信息的自由流动，如果对网络中的信息进行监控和筛选，就等于破坏了网络的游戏规则；再有，与传统的传媒

相比，网络的最大不同是信息的无限丰富性。网络是个信息无底洞，它没有版面和时段限制，它有巨大的储存和再现功

能，而报纸国旗就作废了，广播和电视是稍纵即逝。传统媒介总是强调新闻的新，而网络则是新旧混杂，洋为中用，古

为今用，要对网络这样一个十分庞大的信息库实行把关谈何容易。最后，网络的信息流动基本上是无序的，而舆论把关

人的目的是使信息高度有序化，这样一来，两者就产生了矛盾。 

在过去，要成为传播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和资格，要有很多的资金，要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而现在当网络出现

后，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不通过别人的批准而成为传播者，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传播者的地位，相应也提高了受传者

的地位。进入网络的成本降低后，也就等于是对传媒的经济创收者角色的一次解构。因为从报纸到广播，再到电视，传

播的成本价值一直是在上升的，有时甚至是以几何速度增长的，令普通人望而却步。传媒的集团化一浪高过一浪，传媒

的合并和兼并日益反映出垄断的加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网络诞生了，虽然今天很多网络还不赚钱，但是网络明显是

朝阳媒介，它的巨大潜在价值已经在美国的股市上显露无疑。人们对网络抱有极大的希望，可以说网络是我们未来的希

望媒介。人们对网络的希望是与对它的恐惧并存的，因为网络改变了我们原有的一切有关传播的观念，网络好像是一只

未来的恐龙，让人类感觉仿佛很难掌握和控制自己发明的传播工具。 

当然，直到今天，网络仍然存在着盈利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依旧有经济谋生者或者经济创收者的角色。但是，当网络

淡化了舆论把关人的角色后，但是，当网络淡化了舆论把关人的角色后，它就已经失去了与之发生冲突的对手。换句话

说，网络与其他普通行业的区别变得越来越小。网络在技术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理想的沟通平台，但是与此同时，

网络也使我们对传播的内容失去了一定的控制。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还没有发明出能够取代现代传媒的舆论工具，所以尽管现在的传媒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弱点，

我们还必须使用它、依靠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非常需要舆论，没有舆论，人类就成为一盘散沙，不堪一击。

毕竟我们人类是群体动物，我们组成的是社会，有社会就有中心和边缘，而舆论通俗地说就是形成中心的东西。虽然网

络让我们忽然看到了“反叛型传媒”的面目，但是很难说网络能否独立承担起未来社会舆论工具的重任。事实上，在人

类传播史上，一直都存在着“正统传媒”与“非正统传媒”之间的交替较量。比如，在口头传播时代，就有谣言惑众；

在印刷传播时期，又有手抄本，最典型的要算是中国“文革”时的“大字报”和“小字报”。说网络是“反叛型传

媒”，主要指它不同于传统的主流媒体。网络可以说是企图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获取信息的需要，它是工具理性的胜

利，它强调形式，忽略内容，确切地说，它是用形式“颠覆”了内容，如同提倡没有思想的知识，在过程中“消解”了

目的。如果我们完全相信网络，就等于完全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这显然不是简单的人类个人自信心问题，它涉及到人类

未来是以个体为中心还是以社会为中心，换句话说，这是人类是否要通过网络来使传统社会解体。 

（作者单位：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 

[责任编辑：胡智锋]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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