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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媒介发展历程角度，

梳理人际传播媒介的演进，探讨人际传

播在各个媒体时代的地位及表现形式，

为研究媒介提供一个新视角。
【关键词】媒介史 电子媒体 人际

传播

人 际 传 播 是 指 个 人 与 个 人 之 间 的

双向互动传播，可能在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人之间进行。 ①是不以诸如电视、印刷、
广 播 或 电 影 等 媒 介 技 术 为 中 介 而 发 生

在人们之间的传播活动。 ②郭庆光认为

它大致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面对面的

传播，另一种是借助某种有形的物质媒

介的传播。 ③

人 类 获 取 信 息 的 途 径 历 经 了 从 人

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演变，在人类文明

早 期 ， 人 际 传 播 是 信 息 交 流 的 主 要 方

式，且以面对面的直接传播为主。 随着

社会的发展和传播科技进步，大众传播

媒介迅速发展，间接的人际传播媒体也

快速发展，例如以书信、电报、电话等为

中 介 的 人 际 传 播 。 互 联 网 和 手 机 的 诞

生， 促成了人际传播手段与交往方式的

变革， 催生了新兴的人际传播方式———
网络人际传播。

本 文 在 考 察 了 人 类 传 播 史 的 基 础

上（媒 介 大 致 经 历 了 口 语、文 字 、印 刷 、
电子四个时代）， 认为人际传播的媒介

大 致 分 为 口 语、文 字 与 书 信 、电 报 与 电

话时代、互联网及手机时代。
一、最基本的人际传播媒介———体

语及口语

人类发明和使用语言以前， 通常称

之为前语言传播时代或者亲身传播时代。
人与人之间主要依靠身体的各种姿势、
喊叫及简单的声音来交流和分享信息。
此阶段的人类传播手段跟其他动物没有

明显的区别，基本上是动物性的。 茹毛饮

血的时代， 由于信息符号和媒介工具的

限制，人际传播都是面对面的直接交流。
语言的出现扩大了人类活动范 围，

也增强了信息传递能力。 身体传播被口

语替代，语言相对动作的稳定性也使信

息更加可靠。 人类主要利用嘴巴和耳朵，
由此生成被麦克卢汉称作的“耳朵的社

会”。 但声音本身的难以保存性使信息

局限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因此“言传身教”
的面对面人际传播依然是信息共享的主

要方式，口语是核心的传播媒体。
民间诗歌、谣谚代代相传，口口相传，

不仅成为统治者了解民风的依据，还构

成了中国的灿烂文化的一部分。 在社会

早期，由于口语传播的优越性，也由于当

时传播条件的落后，口语是人们最重要

的传播方式。
二、实物化的人际传播媒介———文

字及书信

文字是信息的基本系统之一。 施拉

姆说，“如果语言是人类最了不起的智慧

成就，文字就是我们最了不起的发明。”④

文字克服了语言难以保存的弱点，使更

广泛的传播成为可能。 “文字的发明是

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革命，它延伸了人

际传播的距离。 ”⑤

有了文字，人际传播变得丰富多彩。
但文字本身不能直接传递，必须借助其

他物质载体。 在文字传播早期，很多实

物作为文字的载体如竹简、帛、绢等，增

强了信息传播的效力。 皇帝通过阅读大

媒介发展与人际传播媒介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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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报中所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它成为

政治家办报的一个信条，延续至今。
用事实说话，将观点寓于事实之中，

是政治家办报所强调的，这是尊重新闻

规律的表现。 事实胜于雄辩，有力的事

实胜过空洞的说教。 陆定一在《我们对

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就指出：“唯物主

义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无论在采

访 中，在 编 辑 中，都 要 力 求 尊 重 客 观 事

实”这其实就是说在新闻报道中要用事

实说话，力戒空洞的说教。
报纸是与实际生活最为密切的，而

实际生活总是千变万化的，所以报纸工

作必须经常改进，才能使版面保持鲜活

气氛，吸引读者，扩大影响。 这也是政治

家办报所要追求的。 《解放日报》 曾在

1942 年发起了改版运动，以改进编辑业

务工作，更好地指导实践工作。 《新华日

报》也 注 重 探 索 新 闻 规 律 ，以 科 学 的 积

极进取精神不断改进报纸工作。 这样一

来，既 贯 彻 了 党 的 政 策 ，又 反 映 了 人 民

的 呼 声，既 是 党 的 机 关 报 ，又 是 人 民 的

报纸，团结了绝大多数可以团结的党派

团体群众从事伟大的抗日事业。
我 们 的 报 纸 是 党 和 人 民 的 耳 目 喉

舌。 讲政治是“政治家办报”所一贯坚持

的。 今天我们在报纸宣传中主张和要求

坚持舆论导向正确，坚持正面宣传为主

的 方 针，可 以 说 是 对 它 的 继 承 和 发 扬 。
“舆 论 导 向 正 确，社 会 稳 定，人 民 团 结 ，
事业兴旺，是党和人民之福”（引自胡锦

涛 《在 全 国 防 治 非 典 工 作 会 议 上 的 讲

话》）。 《人民日报》就始终把把握导向、
服务大局作为它的第一位要求，认为导

向 是《人 民 日 报》的 生 命，导 向 出 错 ，一

输百输。

当前，政治家办报要求新闻工 作 者

首先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具有很

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必须树

立高度的责任感，在任何复杂多变形势

面前，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从 我 们 国 家 的 具 体 国 情 出 发 ，“政

治家办报”仍是我们办报的一个基本方

针。 党的三代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下重

申了要“政治家办报”，它在今天仍具有

指导意义。 在当代中国，要发展壮大我

们的新闻产业，不仅要懂得媒介本身的

运作规律和经营之道，还要有正确的政

治立场和灵敏的政治头脑，这样才能使

其媒体机构，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

媒体产业化的道路上健康发展，使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

（作者单位：安徽日报出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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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的奏章来获知天下大事。
此外， 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展为书籍

和报纸的时候， 人际传播媒介也发生了

变化。 造纸术的改进和邮驿制度的建立，
同时由于文字的运用和教育发展， 面对

面的人际传播得以扩大，在日常生活中，
书信成为重要的沟通媒介。“家书抵万金”
“云中谁寄锦书来”就体现了这样的意思。

三、突破时空的人际传播媒介———
电报和电话

在 报 纸 、广 播 、电 视 三 大 传 统 大 众

媒介迅猛发展阶段，人际传播发生了很

大变化。 首先，大众传播取代了人际传

播的位置，成为人们了解信息的主要途

径；其次，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改变，人

际传播不再如曾经那样重要。
电 报 的 诞 生 对 大 众 传 播 的 影 响 在

于促进了简讯的发展，但它的大众传播

媒介性并不突出。 相反，它成为人际传

播的重要媒体，实现了远距离的文字符

号传输，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
贝尔发明电话，实现了远距离的 声

音传输，让“顺风耳”变成现实。 人类又

增加了一个人际交流的工具。 它在当下

依然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扮

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四、超能交互媒介———互联网与手机

网络不仅是全新的大众传播媒体，
更是新兴的人际传播媒体。 “网络是大

众传播中速度最快的。 但是，它的人际

传播特征也最为明显。 甚至可以说，网

络是经过人际传播格式化的大众传播，
它 的 大 众 传 播 是 建 立 在 人 际 传 播 基 础

上的。 ”⑥由于网络传播速度快、匿名等

特点，给受众充分参与传播的强大空间，
使人不仅成为大众传播内容的接受者，
也成为信息的生产者。 “网络开始以一

种 传 播 媒 介 的 身 份 进 入 人 们 生 活 时 ,最
早承载的形态就是‘人际传播’”⑦，QQ、
MSN等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收发是

人们用得最多的互联网功能，网络人际

传播成为网络传播的主流传播形态，让

人 际 传 播 从 简 单 的 面 对 面 走 向 高 级 的

电脑交互，扩展了日常生活的交往空间。
不过， 与传统的人际传播不同的是，两

个直接交流的对象可能是彼此陌生的，
而且是虚拟的面对面。

受网络影响，广播和电视等大众 媒

介也强化了人际传播的功效。 一方面，

电视访谈节目兴起，主持人与被访者之

间不仅利用人际传播的面对面方式，采

用了传统的口语和体语交流，同时人际

传 播 的 及 时 反 馈 也 让 访 谈 节 目 变 得 更

有声色。 在广播媒体中，结合热线电话，
造就人际传播氛围，使信息传播具有很

强现场感。
当然，目前最让人关注的是手机。“手

机 首 先 是 作 为 人 际 传 播 的 工 具 而 存 在

的”传统的人际传播按照传播双方所处

的 时 空 位 置 划 分 为 即 时 传 播 与 延 时 传

播，而 手 机 媒 体 打 破 了 这 个 局 限 ，实 现

了非同一地点的对象间的即时传播，真

正做到了信息收发的一体化，实现了人

际传播的及时与互动。 “手机人际传播

将 会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作 为 传 统 人 际 传 播

的补充和延伸，成为新世纪新兴的也是

应用最为普遍的一种人际传播方式。 ”⑧

手机结合了文本短信与通话功能，视听

说 一 体 化，满 足 了 人 们 获 取 信 息 、增 进

情感、获得认同的需要。 手机个性化、智

能化，极大地突破了人际沟通的内容限

制。 短信群发、蓝牙等功能还为大众传

播关注和利用，成为“拟大众传播”。
五、人际传播媒体变迁的特点

1、口语是最基本的媒介

无 论 口 语 诞 生 之 初 单 一 的 传 播 世

界，还是当今各种媒体融合的时代，口语

和文字既是媒介，更是媒介的内容。 不管

人类的传播媒介如何演变， 口语作为最

基本的媒介系统在传播中占据着十分重

要的位置， 甚至可以说现今的众多媒介

从某种程度上 “不过是口语传播的延伸

和扩展。 ”⑨在人际传播中，口语的更是面

对面交流的最重要信息载体。
2、媒介功能不断扩大

在人际传播媒介的发展中，体 态 语

和口语媒介都只能面对面、同时间被使

用，一旦时间不同步或者空间距离变大，
传播就将变得困难。 但书信、电报、电话

的使用解决了时空问题，扩大了人际传

播的空间。 互联网和手机丰富了传播内

容，也 扩 展 了 传 播 形 式，声 音 、图 像 、文

字等各种符号系统被同时传递，具有强

大的交互性。
3、与大众媒介共同发展

人 际 传 播 和 大 众 传 播 并 不 是 两 个

截 然 分 开 的 系 统 ，而 是 互 相 融 合 ，共 同

满足人类传播信息、 交流情感的需要。

口语和文字不仅是人际传播的基本媒介

和内容，也同样是大众媒介的基本符号。
古代书籍，它一对多地传播，是大众传播

形态，但对比电子媒体，书籍的人际传播

特征更明显。 电话和电报也曾为大众传

播服务，广播和电视不断借用人际传播

的表达方式，互联网和手机兼具双重身

份，将媒介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此外，大众传播要真正实现大众化，

引起人们的“街谈巷议”，还需依靠人际

传播。 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融合，互相

影响。
六、结语

人际传播作为最古老的传播形式之

一，走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人际传播媒

介也不断演变。 人类早期的传播多是面

对面的、直接的人际交流，口语、文字等

媒介不仅是早期人际传播的途径，更是

媒介发展史中的基本内容和信息载体。
电报、电话增强了人际传播，而网络的迅

速崛起更是将人带入了快捷、方便的人

际传播环境，成为人际沟通有效的渠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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