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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米德是一位拥有许多桂冠的学者，也是一种有趣而奇怪的学术现象。本文通过对米德

学术生涯和代表著作的回顾和分析，梳理了他对人类传播研究的各种观点，论述了他对美国传

播研究的主要贡献, 以及他令学界着迷的原因；同时，在时间和空间的学术坐标上，为米德进

一步圈定了他作为美国“传播学鼻祖”的应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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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d, the founder of American Communication Science 

Abstract: as a laurelled scholar, George Herbert Mead is an interesting academic 

phenomena with oddness. This thesis retrospects and analyzes the academic career 

together with the representative writings of Mead’s, demonstrating his 

viewpoints on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American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us, the thesis locates the deserved academic standing 

for Mead as the founder of American Communication Science through the historical 

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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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现代学术史上，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是一位十分

独特的学者，也是一种极为有趣的学术现象。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写道：“很奇怪的

是，米德的影响力，不是靠写书，而是经由他的教学。事实上，他从未出版过一本书。”①他

在世时的思想主要由人际管道传播，但在去世后由学生根据听课笔记整理出版的《心灵、自我

与社会》（1934）一书，却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兴趣，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学者们犹如发现

一个蕴含丰富的矿藏，纷纷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伦理学、语言学、传播学

等角度和层面进行研究和挖掘，掀起了一股大众传播热潮。他是一位哲学系教授，如今人们却

给他戴上了思想家、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实用主义带头人、“传播学鼻祖”①等桂

冠。  

虽然米德已成为世界著名学者，但在中国还较少为人所知；他在哲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

域的学术地位已坚如磐石，但他在传播研究中的贡献和给予他的“传播学鼻祖”的评价却常遭

诘难和非议。米德曾在一次讲演中说：“一个时期的哲学总是解释这一时期最可靠的知识的尝

试。”《心灵、自我与社会》（原著1934年）一书是米德讲授社会心理学30年心血的结晶，是

米德全部思想的精华所在。因此，通过解读米德以及他的这本著作，“它将给人们提供一条进

入乔治·H·米德的理智世界的自然通道”②；同时也为“尝试”研究米德各种思想的发展尤

·国际传播主体探析  

·美国的传播霸权  

·传播全球化的象征秩序  

·全球传媒体系与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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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他对美国传播思想的贡献提供了线索。  

一、行动：人类有目的的、富有意义的反应  

米德自称是社会行为主义者,认为“行动”是人在特定环境下的全部反应。它不仅包括人的实

际行为，而且包括人对特定事物和人的注意，以及他们对那些事物或人的感觉和想法③。而社

会的意义就是建立在对他人行为的反应基础上。但是，人类不像动物那样不假思索地对别人的

行动做出简单反应。他们非常小心地考虑自己在对什么做出反应，规划自己如何做出反应，甚

至在做出反应之前先在大脑中排练它们。就是说，人在做出反应的过程中，能够考虑到自己行

动的后果，别人的思想和意向，还能考虑周围的环境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因素。因此，动物能

感知却“不会思考。它不会使自己处于它所造成的地位上；事实上它不会设身处地地说：‘他

若以这样一种方式行动，我就将这样行动’。”④米德显然认为，只有人这一种动物完成了从

冲动到理性、从机械反应到复杂思考的转变。  

与约翰·华生的机械的条件反射式的行为生义⑤不同，在米德看来，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富

有意义的。人的行动又是在社会团体中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实现或建立的。人不会无缘无故地采

取行动。拳击手向对手打出去的一拳只是为了引起某种反应，造成对方防守上的缺口，为他真

正要打出的下一拳作好准备。这里，前一种刺激是为了引起后一种反应，而后一种反应又会形

成新的刺激。这些前后衔接的连锁反应中都深藏动机、富有意义。  

动作是一种传播符号。它指示、代表特定的事物和意义，并能在传播中引起适合于该动作以后

诸阶段的动作以及所涉及对象的动作。它们意味着即将发生的动作的后阶段，其次还意味着所

涉及的对象：捏紧的拳头意味着殴打，挥出的手意味着朝对象打过去。这些意义不是主观的，

不是个人的，不是心理的，而是客观地处于社会情境中。米德的忠实追随者布鲁默（Herbert 

Blumer）附和道：即使是在高度一致的群体行动中，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每一种情

况都必须以个人行动重新开始。不管一次集体行动显得多么协调一致，它仍然是植根于个人的

种种选择：“是群体生活中的社会过程创建了并维护着规则，而不是由规则来创建并维护社会

生活。”⑥  

作为会思考的动物，人不会将行动看作简单的姿态，而会看作“表意的符号”。“于是，刺激

成了表意的刺激；于是，人们说的话有了意义。”因为，只有人类有机体具有表意的符号所必

需的神经学构造。正是这种特殊的神经学构造使得只有人类能够从姿态会话的水平进到表意的

语言符号的水平，而缺乏这种特殊构造的动物则不能真正说话。“就鹦鹉而言，它的‘言语’

没有什么意义，然而当某人用他自己的发声过程有意说些什么时，他不仅是对听到他声音的所

有其他人说，也是对他自己说。”④这些声音符号不仅最适用于人际传播，而且当它发展成文

字符号并两相结合时，它们将适用于人类任何形式的传播。莫里斯解释道，这也许便是决定人

与动物的生物学分化的根据②。  

二、主我与宾我：人类的内部对话机制  

米德认为，人类还有一点不同于动物，即人有“自我感”，亦即具有心灵的有机体能够成为其

自身的对象。人可以和自己交流，就像我们跟他人交流一样。人可以赞美自己，与自己辩论，

为自己感到自豪，或自己责备自己。在所有这些“行动”中，我们都在同我们的自我讲话，与

一个“内部的人”讲话。我们和自己讲话，宛如同另一个人讲话一样④。在米德看来，传播是

基本的人类过程，而自我传播应是人类意识的主要特征。人的心灵由一个内部对话机制构成，

它反映了一个人与自己进行相互作用的过程。这种与自我一同发展的对话机制对人的生活是至

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人类行动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有问题的情境中，自我在此时必须思考面临

的状况、采取的行动，选择并检验可行的方案，想象这些行动和方案可能引起的各种后果。这

种对话机制显然有助于修炼自我、发展自我。  

的确，“自我是逐步发展的。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社会经验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即是



作为个体与那整个过程的关系及与该过程中其他个体的关系的结果发展起来的。”在这里， 

“语言过程是自我的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心灵的领域从语言中突现。”如果没有语言（有

意义的符号），人要由生物个体转变为具有心灵的有机体即自我，是不可能的。④因为通过语

言这个媒介，不仅使自我的出现成为可能，而且人类获得了一种交流机制和控制模式。在传播

过程中，人们相互了解对方的经验、意图，认出事物的意义并交流这些意义，就可使人类获得

特有的力量，成为万物之精灵、宇宙之主宰。  

米德还揭示了精神的我（自我）与肉体的我（身体）的各自特征：“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区分

自我与身体。身体可以存在并且可能以智能性很强的方式活动，而无需一个包含在经验中的自

我。自我有这样一个特征即它是它自身的一个对象，这个特征把它与其它对象和身体区分开

来。”④身体是可感可触的物质存在，而自我则是抽象的意识对象。一个人的身体也许残缺不

全，但其自我却相对独立完整。就是说，米德所认为的完整的自我，既是“主我”又是“客

我”，两者都包括在自我中，并在特定情境中互相支持④。但自我又是独特的社会成员。正如

他在表达杜威的观点时所说：“个体决不是社会的奴隶。个体构成社会恰如社会构成个体一样

实在。”个体的一切动作，无论是在非语言的还是语言的交流水平上的动作，都在某种程度上

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细微的改变，而就天才和领袖来说则是巨大的改变。  

因此，“自我，作为可成为它自身的对象的自我，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并且产生于社会经

验。”他以自己为伴，与自己交谈，“参与自己同他人的谈话，知道人们正在讲的东西，并利

用对正在讲的东西的理解而确定此后准备讲的东西。”④身体是自我的物质载体，自我是身体

的社会集成。我们可以想象一具没有自我的尸体，却无法想象一个产生于社会经验之外、没有

肉体的自我。这种区分和辨析，又为论述自我的不同阶段或侧面作了铺垫。  

在分析自我时，米德是使用“主我”（I）与“宾我”（me）两个概念来描述自我的两个阶段

或两个侧面的。在他的笔下，主我是创造者、创始人，是冲动的、无组织、无方向、不可预测

的那部分自我。宾我是社会的代表，是主我所思考的客体对象，是在其它时间和地点想到的自

我，用库利（Charles Horton）的话说就是其三个自我之一的“镜中自我”⑦。主我首先形

成，而客我的形成则需较长时间。米德进一步解释：语言这个媒介使自我的出现成为可能。自

我的发展包含着主我和客我之间的不断“对话”。客我向主我提供反射，主我对客我做出反

应。人类的每个行动都始于主我的冲动，并很快地受控于宾我。主我是行动的动力，而宾我则

指示方向。客我的形成要经过三个阶段：模仿阶段、游戏阶段和博奕阶段。有了这三个阶段，

一个内在化、社会化的客我就形成了。  

米德进一步论述道：主我与客我在许多情况下又是相对的、分离的，不是同一的，因为主我是

不可能完全预测的，并始终有别于客我和情境的要求。“因此，主我与客我始终是有区别的。

主我既召唤客我，又对客我做出响应，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出现在社会经验中的人。”④  

对此，小约翰(S. W. Littlejohn)评论道：“米德是使用‘宾我’的概念来解释社交上可接受

和可调整的行为。而用‘主我’来解释一个人内在的创造性的和不可预见的冲动。”⑧但是，

正如戴维·波普诺（David Popenoe）所批评的那样：米德在“理论中对社会现实的想象比我

们今天所真正面对的现实要简单得多”，并且“也没有注意到今天的多元社会现状。”⑨事实

上，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要让一个“复杂而较大的社会”服从于单一、细小、统一的要求和

期望，那是十分困难的。  

三、意义与符号：人类的共同感知系统  

米德解释道：意义是思想的对象, 经验的核心，互动的结果。它产生于社会团体间符号的交换

之中，并在人们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获得。它“是既可以向他人表示，又可以在同一过程中向做

出表示的个体本人表示的东西。”人类在传播活动中的表意姿态或符号都是有意义的，能为人

类所共同感知和为社会所共同拥有 ，因为它“始终以它所产生的社会经验过程与行为过程为



前提。”④  

人类要交流信息、传播思想，就必须具备共同的“论域”，亦即“由一群经历和参与一个共同

社会经验与行为过程的个体约定俗成的共同意义或符号系统。”④否则，不仅信息无法交流，

就是社会也难以存在和发展。这种共同的“论域”，既包括内容层面，也包括符号层面。米德

论述道：“语言运载的似乎是与某些内容相应的一系列符号，这内容在不同个体的经验中可以

是相同的。如果要进行交流，符号必须对所有个体都意味着同样的东西。”④没有“共同性”

的、“普遍性”的内容和符号，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与传播。  

米德把有共同意义的姿态称作有意义的符号，认为社会形成于一个群体的有意义的、为社会所

共有的符号之中。一个社会行动也由三个部分构成：来自某个个人的初始姿态，另一个人对该

姿态的反应，和该行动的双方都感受到或想象到的意义。如果一个人不依赖在过去的符号互动

中学到的意义和获得的经验，那他甚至连一次独自散步都不会，这是因为这种行动的基础是过

去多次出现的并且在这个人的头脑中继续的姿态与反应。 因此，符号先于行动。人只有在学

会说话和理解符号之后，有了用声音表示符号的能力，我们才可以听到自己在说什么，才可以

像他人对我们做出反应那样对自己做出反应。我们可以想象对方收到我们的信息会是一种怎样

的情景，而且可以与听话者产生共鸣，并扮演听话者的角色，在想象中完成听话者的反应。  

米德认为，语言是人类进化的产物，是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相区分的关键因素。人类在信息的

相互作用中使用符号，解释符号，获得意义，这使得意义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如果没有符号

作为中介与他人的相互作用，一个客体对一个人是没有意义的。 “行为者根据他所处的情境

和他的行动方向来选择、检查、中止、重组符号，并改变意义。”意义的处理是一种“内在的

对话”。④人们总是通过给他们的经历赋予意义来理解事物，或者由个人根据自己对这个客体

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来定义。当你愿意看大海时，大海就成为一道风景；当你想到口喝时，一

杯柠檬汁才成为饮料。心灵是表意的符号在行为中的所在，只有在一个人思考或解释一个客体

时，这个客体对他才有意义。离开人的心灵和人对符号的感知，客体就不存在。  

但是，米德不是从个体的心灵出发引出社会，而是从一个客观的社会过程开始，借助于有声的

姿态这一媒介把社会交流过程输入个体内部。然后个体把社会动作化为自己的动作，即通过扮

演他人角色并按照这种角色扮演控制自己行为而获得思想发展和社会意义。在米德看来，人与

动物的区别取决于人有扮演他人角色的能力，以及扮演者对这一角色的理解、把握和意义期

待。  

因此，意义不是“心里的”、个人的；传播也不是语言或符号本身。个体（扮演者）必须知道

他要做什么，知道他自己，而不是只知道那些对他做出反应的人；他必须能够解释他自己的姿

态的意义，必须能够在他自身唤起他的姿态在他人身上唤起的反应，然后利用这一他人的反应

来控制他自己下一步行动。这样的姿态是表意的符号，也必须成为表意的符号。通过使用这些

符号，个体在调整他自己行动的过程中“扮演了他人的角色。”可以说，人在本质上是扮演角

色的动物。扮演角色的目的是，在自我和他人身上唤起同一反应，为意义交流提供了必不可少

的共同内容。④  

米德隐含的逻辑是：（1）只有人类能够从姿态会话的水平进到表意的语言符号的水平时，才

能获得心灵或意识；（2）意识或意义不是个人的、心理的，而是集体的、社会的；（3）个体

扮演角色正是为了理解角色、促进交流；（4）人类传播离不开共同的符号系统，意义是社会

生活的产品, 语言是意识突现的机制。正是在这种理论意义上，罗杰斯认为，虽然米德的符号

互动论直接或间接地采自他的朋友杜威和库利的学说，但他将他们的论点朝着强调人类传播是

重要社会化的代理人这个方向大步迈进应是一大贡献①。  

四、社会：人类合作交流的共同体  

米德的“社会”概念与“泛化的他人”紧密相联。在他眼里，动物的群居生活乃出于本能，而  



社会，或者说人类的群体生活，则是社会成员的合作行为的集合，是一个由社会成员相互作用

构成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参与者通过使用符号给自己的和他人的行动赋予意义。甚至社会

的各种制度也是由人的相互作用而建立起来的。以美国的法院系统为例，法庭只不过是法官、

陪审团、律师、证人、书记员、记者和其他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相互作用罢了。没有对所有参

与者的行为的解释，法庭便没有意义。学校、教堂、政府、工业，社会的任何部分也同样如

此。因此，一切社会结构与机构都是由相互作用中的人们建立的。  

米德强调个体的心灵、自我以及相关的思维活动取决于他所参与的社会行为,但他并非把个体

完全统摄于社会之中,在他那里,个体与社会始终是相互作用的。社会是个体的群集，个体是社

会的分子。但正如米德在表达杜威的观点时所说：“个体决不是社会的奴隶。个体构成社会恰

如社会构成个体一样实在。”实际上，个体的一切动作，无论是在非语言的还是语言的交流水

平上的动作，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细微的改变，而就天才和

领袖来说则是巨大的改变。米德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语言导致的功能上的分化提供了一种完

全不同的组织原则，它不仅产生一种不同类型的个体，而且会产生一种不同的社会。借助于语

言和思想，“人们可以把一个社会投射到将来或过去，不过我们总是设想有一种社会关系，使

这一交流过程得以进行。”④  

米德进一步指出：“为使思想和交流有可能进行，必须以社会过程为前提”，或者说，“人在

交流之前必须有要交流的东西。”④“倘若没有心灵与自我，我们所了解的人类社会便不可能

存在，因为它的所有典型特征都以它的个体成员拥有心灵与自我为前提；但是，倘若心灵与自

我没有在人类社会过程的较低发展阶段中产生或突现出来的话，人类社会的个体成员便不会拥

有心灵与自我。”“因为，要使人类能在人类社会过程中、通过该过程发展心灵与自我，必须

在心灵与自我存在之前便有某种包括人类在内的不断发展的社会过程。”④因而从某种意义上

说，社会过程先于个体的心灵与自我而存在。  

莫里斯（C. W. Morris）在《身为社会心理学家和社会哲学家的米德》一文中对米德的上述观

点进行了引申：“于是，通过一个社会过程，具有适当的机体素质的生物个体获得了心灵和自

我。通过社会，冲动的动物成为理性的动物，成为人。”②由于内向传播的作用或传播过程的

内在化，个体获得了反省思考的机制，亦即获得了根据对不同行动路线之后果的预见来指导其

行动的能力；获得了自我交流的机制，亦即获得了使他成为他自己的对象并在一个共同的道德

世界和科学世界中生活的能力；个体变成了一个道德个体和社会个体，他所具有的冲动性的目

标变成了对既定目标的自觉追求。  

在米德的眼里，人的自我批评就是一种自我传播、自我控制，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批评、社会

控制。社会控制通过自我批评起作用，自我批评是社会控制的基础。“因此，社会控制，不仅

不会扑灭人类个体，不会湮没其有自我意识的个性，相反，实际上它乃是个性的基本要素，与

个性不可解脱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个体之所以作为个体，作为一个有意识的个体的人存在，正

是在于他是社会的一员，参与了社会经验与活动过程，并因而在他的行动中受到了社会的控

制。”④ 

在这种情况下，米德说：交流过程是社会控制和“合作活动的一个媒介；没有任何一个思想领

域能够（离开它）完全独立地进行。”可以说，“交流过程是比普遍宗教或普遍经济过程更普

遍的过程，因为它们都有要用到它。”④人类传播以及“新闻业所运用的那些传播媒介的极端

重要性一望便知，因为它们报道各种情况，使人们能够理解他人的态度与经验”，“把自己的

经验普遍化从而起调停作用，使其他人能够参与这种传播形式。”④因此，“我提出了作为人

类社会组织基础的原则，即包括他人参与在内的传播（communication）原则。这一原则要求

他人在自我中出现，他人参与自我，通过他人而达到自我意识。这种参与通过人类所能实现的

传播而成为可能。”④其他动物不仅没有以语言为媒介的传播, 而且也没有这一传播原则。  

米德认为，传播的理想状态或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是受众对传播者态度的强烈共鸣和大量复



制，它表现为：“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传达的一种态度，是另一个人对环境的某一方面采取的态

度，而该环境对他俩都很重要。这种水平的交流（传播）在某些比人类群体的社会组织低级的

社会形成中也可以发现。”④任何传播都必须依赖这种合作，“必须以个体本身积极参与的某

种合作作为参与交流的唯一可能基础。人们不可能同火星人进行交流，也不可能在先前并无联

系的地方建立一个社会。”因为，“与一个完全外在于我们的共同体，与没有共同利益、没有

合作活动的共同体是无法交流的。”正是传播的这种合作性、交互性和双向性，才“构成了一

个共同的社会过程，致使人们能够与存在于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空间位置的任何其他人一起进

入一个社会过程。”④总之，“社会是由代表心理过程的姿态和语言（符号）的交流构成

的。”⑩  

五、米德传播思想溯源与评判  

米德于1863年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他曾就读于哈佛大学，跟随詹姆士

（William James）学习实用哲学；还曾抱着专攻生理心理学的志向，赴德国莱比锡学习冯特

（Wilhelm Wundt）的实验心理学，又在柏林接触了解释心理学和描述心理学。尽管他从未获

得研究生学位，但自1894年得到杜威（John Dewey）的赏识，他一直在芝加哥大学讲授社会心

理学。他与杜威、库利（Charles Horton）交往甚密、私交极好，其中受杜威影响最大。因

此，在米德的学术生涯和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了詹姆士的“主我”与“客我”、冯特的“姿

态”概念、库利的“镜中自我”、杜威的个体与社会思想、皮尔士(Charles S.Peirce)的指号

(符号)理论，也见到了达尔文、黑格尔、齐美尔、塔尔德、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著名人物的

身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米德宏大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思想内容只是他人成果的简单诠释和

拼凑。不可否认，米德的确继承、汲取、糅合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许多学科的传统与精

华，但这既是他所处时代的各种学科孕生、分化、组合状况的自然反映，也是学术研究中一种

颇有远见的科学抉择。对此，德弗勒（Melvin Defleur）等人指出：“每一学科都必须寻根认

祖。”一位研究者若“不能站在最初发现原理的巨人肩上”，他就不能更进一步⑾。米德的可

贵之处正在于：既尊重、又不囿于他人成果，而后在自己的理论视野之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提

出自己的见解和发现，结果使自己人的理论研究呈现出多棱的视面和彩虹般色彩，引起了不同

学科学者的注目和兴趣。  

在传播研究上，米德的论述虽然有点零碎散乱、重复罗嗦，但经过仔细梳理和反复比较，我们

仍可发现他的深刻见解和重要贡献：  

首先，米德对人的行动或姿态的分析，深化和拓展了传播学领域里体语（姿态）传播的研究层

次。本来，一般学者很难以体语传播来辨别人类和动物在信息传递中差异，米德找出了其中的

区别：人类的姿态或行动是人类在社会层面上传递信息的最初符号，是人对特定环境深思熟虑

之后所做出的有目的的、富有意义的反应；而动物的行动则是生物层面上的简单、机械、冲动

的条件反射。  

其次，米德对“主我”与“客我”的辨析，也丰富和深化了自我（内向）传播的研究内含。米

德对“自我”的剖析既不同于弗洛伊德，也有别于库利和杜威。他是从传播心理和“社会交

流”层面，来描述和论述精神的我（自我）与肉体的我（身体）、主我与客我的各自特征和互

动情状的，而且描述细致入微，论述井然有序。因此，米德阐述的传播是基本的人类过程、自

我传播是人类意识的主要特征的观点，以及他对人的内部沟通的细致分析和创造性解释，大大

推动了人际传播与个人社会化、语言符号与意义关系的研究。  

第三，意义与符号是人类进化的锐利武器，是人类传播的一对翅膀，是个人社会化的中介者和

代理人。意义是交流的对象, 经验的核心；符号是传播的中介，表意的“姿态”。两者共同构

成“论域”的内容层面和形式层面。但意义和符号都不是个人的、心理的，而是集体的、社会

的。如果要进行交流，就不能没有建立在“共同性”和“普遍性”基础上的意义和符号。因

此，米德对意义与符号关系的论述，不仅“朝着强调人类传播是重要社会化的代理人这个方向



大步迈进”②，而且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人类传播的本质和规律。  

第四，米德将传播看作是影响人类行为的重要过程，深信大众传播媒介的“无比威力”以及对

社会变迁、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①。在米德眼里，大众传媒不仅能提供情报、传播信息、交流

经验，而且能改变态度、控制社会；不仅能产生一种不同类型的个体，而且会产生一种不同的

社会。因此，其作用往往超过宗教、经济和教育。可见，米德的思想超出了华生的行为主义，

冲破了社会心理学的传统藩蓠，具有了传播社会学的色彩。  

综上所述，虽然美国学术界有人批评米德的理论有杂乱无章、繁琐抽象、语焉不祥、无法验证

等缺点，但是，只要将米德放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并结合传播学的发展历程进行客观地

历史地全面分析，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米德为美国传播学的孕育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可以

称为美国传播学的鼻祖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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