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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传播科技变迁的历史进程来看，媒介形态是沿着“纸媒体-多

媒体-全媒体-融媒体-浸媒体-智媒体……”这一轨迹不断进化的。每

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媒介都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对社会发展真正有

意义、有价值的并非是媒介传播的“讯息”，而是媒介技术带来的可能性

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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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社会认同的建构与当时占主导
地位的传播媒介关系密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到今天的
移动互联网，是传播科技不断更新换代与创新扩散的过程，也是
信息传播时空环境不断被压缩、人类感知反复被刷新、社会认同
持续变迁的过程。 

一、传统媒体与社会认同建构 
传统媒介主要是指纸媒、广播与电视。在媒介发展史上，印

刷媒介的诞生以 15 世纪中叶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为标
志。以印刷技术为核心的传播运行机制，开创了组织化、规模化、
专业化的传播媒介，纸媒成为最早期的大众传播媒介，同时也是
与认同建构最为紧密的媒介。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印刷
术是民族产生的条件之一。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
源与散布》一书中，安德森强调了“印刷与资本主义”的耦合在
塑造以方言为基础的“想象的共同体”过程中的历史功能，认为
资本主义与印刷术结合创造出的印刷语言，经过定型而成为世俗
语言共同体，最终成为后来民族的原形。 

电子媒介时代帷幕的拉开始于 1906 年美国无线电专家进行
了世界上首次无线电广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广播发展成为
新兴社会事业。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是广播发展的黄金时代。“火
星人入侵地球”是广播传播效果的经典案例，。社会学家哈德利•
坎垂尔针对此事完成的研究是媒介传播效果研究领域第一个针
对大众媒介引起恐慌行为的研究，这项研究也是最早挑战魔弹论
的成果之一。1937 年由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广播研究室”针对日间广播连续剧的听众进行调查研究，提出
了“使用与满足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从受众角度出发，通
过分析受众的媒介接触动机以及这些接触满足了他们的什么需
求，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成为一
项长青不老的传播理论。 

到了 20 世纪中后期，电视成为主导性的传播媒介并对社会
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以电视为核心的媒介文化成为社会主
流文化形式。电视不仅影响人们的社会化，而且深入到了人的认
同性内部。春晚、典型人物电视报道“感动中国”、国庆阅兵直
播等等媒介事件无疑具有国家形象传播与国家认同建构的功能。
国家在节庆日或重大活动上通过电视形成媒介仪式事件来构建
集体记忆，从而促进民族国家的向心力。 

二、互联网与社会认同建构 
依托于印刷术的报刊是纸媒体，之后媒介的发展是依托于光

电技术的广播与电视日益崛起，带领人们进入多媒体世界。随着
媒介商业化的迅速发展，将信息在各种媒介形态上同时全面覆盖
的“全媒体”一度成为热词。当互联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颠覆
媒体格局时，人们开始强调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主体的传统媒
体与依托互联网野蛮生长的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融媒体取代全媒
体成为研究热点。从纸媒体、多媒体，到全媒体再到融媒体，媒
介环境变迁的速度越来越快，共同体的想象空间不断被重塑。 

互联网让地球村从概念成为现实。早在 1838 年科学家就预
见了 20 世纪“地球村”的出现。互联网的开放性、虚拟性、互
动性确实造就了地球村——远在天涯的人在互联网上可以像邻
里亲朋一样沟通互动。地球村是互联网建构的社会化新场景，在
这里网民社会交往的时空距离几乎为零，参与社会互动的角色异
常多元，建构自我认同的参照系统也时常变换。信息传播主体现

实的确定身份不断被颠覆，虚拟世界的交往似乎是“身份平等”
的。从某种意义而言，现实社会中的权力等级结构被瓦解。在全
球范围内，互联网带来的“想象的共同体”可以超越国界、民族、
性别、年龄，甚至包括物种。 

互联网极大限度满足了人们自我标识、个性彰显的需求，但
群体认同与社会和平并未因媒介技术的发展而一帆风顺，依托于
互联网的地球村里偏见与敌意并未减少。如虚假信息泛滥不止、
网络诈骗层出不穷、信息鸿沟与日俱增。互联网世界是非模糊、
好坏不分、真假难辨，呈现冲击一切真善美的态势。 

三、万物皆媒时代与社会认同 
随着大数据技术、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传播领

域的应用与普及，可穿戴式、可植入式的智能终端设备与人体合
二为一，人的终端化发展趋势非常明显，学者彭兰指出我们进入
了万物皆媒的时代。麦克卢汉说“人即信息”。而万物皆媒时代
“人即媒介”，当下人的媒介行为就是一个人的社会活动行为：
“在线即活着”、“加个微信等于交个朋友”、“秒回即为密友”、
“拉黑意味着绝交”、“打视频电话的一定是最亲密的人”……这
些媒介行为已然彰显出鲜活丰富的社会交往特质。当代人心理状
态、个体对身份认同的感知、确认与转变，都会在互联网媒介行
为中表现出来。 

伴随着 VR 与 AR 技术在传播领域的不断渗透与扩散，媒介
形态和信息传播模式正在经历一场由技术革命推动的转型，“浸
媒体”也由此成为传播创新的关键词。 “浸媒体”造就的是一
种全新的沉浸式、体验式、交互式传播时空，能综合实现人类各
种感知能力的延伸。如果说印刷媒介可以穿越时间，电子媒介（以
广播与电视为代表）可以超越空间，那么基于 AR/VR 的浸媒体
则是同时急剧压缩了信息传播的时空。对信息传播主体而言，印
刷媒介消解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电子媒介打开的是人与人之
间的秘密，而浸媒体则冲破了个人感知真假的界限。 

2017 年是中国人工智能（AI）元年。移动互联网使人与信
息泛在；物联网使人与物共生；人工智能技术使人与智能机器共
舞。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的智媒体，“是基
于可穿戴设备及其他传感器应用的人体终端化，它意味着人体、
人的行为甚至思维将被常态性数据化”。简言之，在万物皆媒时
代，人即信息。 传播学者麦克卢汉的名言是“媒介即信息”。如
果说人即信息、媒介即信息，那么 AI 技术使得信息、人与媒介
之间形成一个相通相联的闭环。可以预见智媒体时代将实现普遍
参与、彼此分享、强调对话的传播范式，媒介技术、信息与人将
共同进化。 

四、结语 
回顾媒介发展史不难发现每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媒介形态

都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对社会发展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并
非是媒介传播的“讯息”，而是媒介技术带来的可能性以及由此
产生的社会变革。纸媒体-多媒体-全媒体-融媒体-浸媒体-智媒
体……这是一个更新换代越来越迅速的技术变迁轨迹，也是一个
媒介参与建构认同且主体性不断得到强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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