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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变迁视角下大众阅读方式的演化研究 
张小慧 

（珠海科技学院图书馆） 

摘要：阅读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当中重要的实践内容之一，其发展历史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相辅相成。研究媒介变迁下大众阅
读方式的演变，对于大众阅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能够促进新时代下媒介与阅读的共同发展，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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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就是媒介的外在表现形式，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

代，不论是以网络媒体、移动终端为代表的新媒体，还是以广播、

报纸、电视为营地的传统媒体，都在奋力抢占舆论阵地。阅读作为

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在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占据

了重要的地位。阅读方式伴随着媒介的变化而转变，传统媒体与新

兴媒体的传承与融合，造就了丰富的阅读方式，可以说，媒介变迁

的历程，就是阅读方式转变的内核动力。在这一发展趋势的推动下，

阅读方式也从单一到多元，特别是当今融媒体的理念下，大众的阅

读方式也呈现出了空前的盛况。 

1.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阅读是信息传递的实践，人类文明的传承，就是通过对信息的

记载、传播来实现的，而阅读，就是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阅读与媒介在传播的过程中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二者

一个是信息传播的渠道，一个是信息传递的终端。在人类社会的发

展进程当中，新媒介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不断出现，新旧媒介之间

出现过相互竞争的时期，最终又在竞争中趋于融合，使媒介的形式

百花齐放，阅读方式也百家争鸣。以个性化、碎片化为特点的新媒

介一经出现，就很快抢占了青年群体，收获了一大批的忠实用户，

对依靠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传播信息的传统媒介造成了巨大的冲

击。然而，传统媒介经过多年的发展，依旧有着庞大的用户群体，

特别是中老年人群体，传统媒介对于这一群体来说仍然是最佳的选

择。对媒介变迁下大众阅读方式演变的研究，不仅是对传统媒介发

展的总结，也是对新媒介未来发展的预见，在全新的融媒体时代下，

融合推进的媒介如何引导大众阅读方式，对于信息的传播、文化的

传承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一研究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大众阅读方式的演化进程 

2.1 口口相传时期的阅读 

在没有文字的“传说中的时代”，信息的传递与文化的传承，

主要靠的就是口口相传。在许多影视作品或文学作品当中，我们都

见过这样一种人，他们身上有着岁月的沧桑，脑海中有着过人的智

慧，这类人一般称为“先贤”或是“先知”，他们就是最早的没有

文字的时代中，信息传播的媒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通过这些

人一代一代的口耳相传，最终得以流传。唱诗，也是一种信息传递

的形式，一些古老的传说通过唱诗人的吟唱，传播到世界各地，也

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被完好的保存下来，成为了重要的文化渊源。

在这样的时代，阅读其实是“阅听”。没有文字的记载，是无法用

视觉来实现“读”这一过程的，只能通过听觉来进行信息的输入，

再由大脑经过加工之后，由口进行传输。在这样“阅听”的时代下，

人就是信息传播的媒介，且人不仅是信息传播的媒介，也是阅读的

本身。“阅听”的传播模式，虽然没有中介对于信息的“再加工”，

最大程度上的保留了信息的原貌，但以人为媒介的传播缺点也是显

而易见的。首先，人的记忆是会出现偏差的，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

长，人类的生物特性必然会导致大脑能力的下降，许多大脑中储存

的信息会产生偏差，最典型的就是阿尔兹海默症，这样一来，信息

的准确性就得不到保障。其次，信息的传播并不具有广泛性。在人

类社会发展的初期，许多的知识信息是稀缺资源，不是大众阅读的

范畴，只能有极少数的特定人群进行记忆和传输，因此，一旦作为

媒介的人发生意外，许多的信息就会随之消失，得不到传承。 

2.2 古文字时期的阅读 

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力量之一，就是文字的创造和使用。自从

有了文字，人类的历史发展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文化的传承得

到了质的飞跃。甲骨文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文字信息媒介，但其实在

甲骨文之前，壁画就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

为了更好的保存信息，往往会将一些重大事件通过图画的形式凿刻

在石壁之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独特的壁画艺术，也实现了信息

的传递和文化的传承。文字出现后，信息的记载和传递有了更加合

理的形式，阅读也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文字的发展，也是阅

读方式的发展，从占卜意义的甲骨文，到祭祀意义的青铜器，再到

传承意义的竹简、布帛，直到纸张的发明与使用，阅读信息的媒介

一步一步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形式，阅读的方式也得到了最初的固

定。但在这一时期，阅读依然不是大众的，信息掌握在少数的统治

者手中，普罗大众作为阶级统治的底层生产力，是没有机会接触到

文字和阅读的，文字与知识，只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同时也是统

治阶级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的利器。 

2.3 印刷时期的大众阅读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开启了大众阅读的时代。随着印刷成本的

降低，信息记载和传递的纸制品得到了批量的生产，因此，阅读也

从特殊阶级逐步转移到了普通民众当中，阅读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

的大众化。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化的发展得到了空前的繁荣。

印刷时期的大众阅读，呈现出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信息资源的多

样化。在历经了盛唐的空前盛世之后，宋朝的文化传承也在前人的

基础上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各类的文学作品开始面世，极大的

丰富了民众的阅读；二是阅读的个性化。在这一时期，阅读的个性

化已经开始显现，民众在阅读方式、阅读资源的选择方面，都有了

极大的自由，想要获得什么信息，只需要购买相应的书籍、资料就

可以得到，因此，阅读的个性化十分明显。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式

各样的阅读媒介开始出现，书籍、报纸、杂志等等开始引领大众阅

读的发展。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让阅读更加的亲民，摒弃了传统

文学的晦涩难懂，通俗易懂的文字让阅读的普遍性得到了极大的提

高，阅读，已经成为了一种日常的生活行为，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

关。 

2.4 音影时期的大众阅读 

20 世纪初期，科技浪潮下的信息技术发展开始显现出初期的成

果，收音机、电视机的问世，让信息传递的媒介出现了全新的方式，

纸媒开始被打破，但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制，消费能力的不足和

整体平均让音影媒介的传播较为局限，一般情况下，只有特定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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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输出内容，才会利用音影媒介来进行传播，大部分的信息还是由

普通的纸媒传播。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电视由黑白变为彩色，强

烈的视觉冲击让民众对于电视这样的媒介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加

之电视节目的日益丰富，纸媒的作用逐渐降低，音影媒体成为了全

新的信息传播媒介，民众的阅读方式在更加大众化、个性化的基础

上，有了更多的娱乐化。阅读方式的娱乐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

作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社会的稳定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有

效的提升，物质的充足，让民众对于精神世界有了更多的追求。音

影媒介下的大众阅读，虽然更加的直观，对于视觉的利用更加的丰

富，但还是呈现出了一定的缺点，而当中最主要的，就是受到时间

与空间的限制。电视需要在特定的空间才能播放，而电视节目也有

着固定的播放时间，因此，音影媒介并不能随时随地的为大众带来

阅读的服务，这一点相较于纸媒来说，是一个较大的弊端，因此，

哪怕音影媒介发展的再快，也始终不能彻底的代替纸媒，甚至在一

定程度上，音影媒介和纸媒是势均力敌的，音影媒介填补了纸媒视

觉感官上的不足，而纸媒则是对音影媒介时空限制上的补充。 

2.5 数字时期的大众阅读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大众阅读的方式又上升到了一个

新的台阶。计算机的出现和普及，让普通民众接触到了更加丰富的

信息资源，网络世界的纷繁复杂，让信息开始呈现爆炸式的增长，

普通的音影媒介已经渐渐的不能够满足民众对于大量信息阅读的

需求。继互联网之后，智能手机的出现彻底颠覆了原有的信息传播

媒介，更加快捷、丰富、个性化的信息服务得到了普及，大众阅读

的方式呈现出了更加丰富的形式。随着智慧化、数字化的发展，加

之 4G、5G 信息技术的推动，数字化的媒介让阅读变得更加生活化，

想要收看的节目，随时随地打开手机就能看，想要了解的新闻资讯，

打开手机进行搜索，国内外的所有咨询一览无遗。然而，数字媒介

的发展也并非是毫无缺点的。数字媒体的受众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且信息量的巨大，容易造成信息品质的良莠不齐，从这两个方面来

说，传统媒介的优势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将传统媒体与新兴数

字媒体进行融合，将是信息传播媒介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即融媒

体时代。 

3.融媒时代下大众阅读方式的体现 

3.1 用户至上，打破信息传播的时间与空间 

在以往的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渠道往往较为单一，特别

是在时间轴上，重要的新闻、有趣的电视节目、好看的影视作品等

都只能在固定的时间段内进行收听或收看，一旦错过时间点，想要

再次获取相关的信息，就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造就了许多现象及的文化影视产品，如万人空巷看春晚，每年暑期

必播的《西游记》等。而在空间轴上，想要收看喜爱的电影、电视

剧，只能通过电影院或是电视机，而要了解重大的新闻信息，只能

通过阅读报刊或者收听广播新闻。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传

播的时间与空间界限被打破，各类视频网站、影视 APP 随时随地都

能够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喜欢的电影、电视剧可以在任何时间任

何地点重复收看，而想要了解新闻信息，只需打开各大网站，就可

以及时的了解国内外最新的新闻动态。这一全新的信息传播环境，

将接收信息的主动权完全交给用户，以满足的用户的需求为出发

点，因此很快赢得了用户的忠诚度。融媒体的建立，则更加强化了

这种用户忠诚度，不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信息的传播都能够满足

用户的需求，因此，用户的粘连性将会越来越强。 

3.2 内容为王，打造优质的信息服务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谁拥有用户，谁就能拥有更

多的流量，得到更大的利益，而要将新用户变为老用户，提升用户

的粘连性，核心关键就在于内容。在自媒体泛滥的时代，既有阳春

白雪，又不乏下里巴人，而媒体只有保持优质的内容输出，才能够

获得长期的生存。在网络自媒体野蛮生长的时期，许多网红、主播

为了获取用户、获得流量，往往传播一些低俗、不良的信息，有些

甚至为博眼球，不惜炒作、造谣，而各大平台为了竞争，对这些内

容审核把关不严，甚至唯流量论，通过这些毫无底线的劣质内容获

取了不菲的收益。而随着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提升，加之国家

对于网络信息传播的管理越来越规范，这些不良信息将被遏止和淘

汰，再无生存的空间。融媒体时代，想要把握住用户的粘连性，媒

体就要牢牢抓住内容这一核心，打造优质的内容，自然就会有更多

的用户。 

3.3 以人为本，打通相互交流的信息渠道 

不论是在旧媒体时代，还是在新媒体时代的初期，信息的传播

和反馈都是较为单向的，用户想要对信息的内容进行反馈，往往只

能通过回复进行。这时，只要有媒体进行以人为本的创新性改革，

就能够在众多的同类当中脱颖而出。例如在哔哩哔哩网站开启了弹

幕功能之后，信息反馈的单项交流被打破，用户能够一边接收信息，

一边实时的对信息作出反馈，这一举措，可谓是激活了整个信息传

播的环境。此后，各大视频网站均开启了弹幕功能，用户实时互动

的精彩程度不亚于视频内容本身，甚至很多新用户是为了弹幕才对

某些视频内容产生兴趣，进而发展成为老用户。再如新浪微博，在

同期竞争的一众同类型平台当中，新浪微博通过对其功能的调整，

将用户之间交流的壁垒打破，很快就成为同类竞争中的佼佼者，甚

至成为了国内最大的信息网站。尊重用户、一切以用户为本，是融

媒体框架下各大媒体平台需要把握的关键点，不只是弹幕，其他一

些新的信息交互渠道，或将成为下一个引领融媒体时代的关键。 

3.4 开放包容，打开自由言论的信息大门 

网络信息时代，个人的声音变得尤为重要。作为信息传播的媒

介，各类媒体给予用户良好的言论自由环境是促进融媒体发展的有

力推进器。对于新闻信息，用户可以分享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对

于影视作品，用户可以作出褒贬不一的好坏评价，促进影视行业的

良性发展。用户言论自由度高，发言受到重视，自然就会提升对媒

体的粘连性，成为媒体的忠实用户。作为文化圈内最具有权威性的

评价平台，豆瓣网就以开放包容的言论环境，赢得了诸多的忠实用

户，甚至成为了文化、影视作品优劣评价的标杆。值得注意的是，

言论自由不是无底线的自由，而是必须要以法律和道德为准绳，不

恶意诽谤、不造谣传谣，保障清朗的信息传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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