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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的基本性质和传播特征 
 
       所谓传播过程,就是信息的流动过程。 

       寄载于符号之中的信息，构成了传播了传播的内容。  
• 信息的含义       

     信息（information），意指音讯、通讯、消息、通知、情报等。

对“信息”的理解，主要有三种观点: 
 
       ①信息是事物的表征与表述，是一切消息、讯号、知识的总称； 
       ②信息是与物质、能量并列，构成人类生存环境的三大基本因素
之一； 
       ③信息是用以减少或消除事物不确定性的东西（信息的操作性定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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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的基本性质 
 

       事实性：任何信息总是客观地反映着某一事实；先有事实，后

有信息。信息依附于事实； 

       传递性：信息总是处在一定的流动过程中，即信息流，它有很

强的渗透性，通过多种渠道和手段不断扩散； 

       时效性：信息的效用有一定的期限，一旦超过期限，效用就会

减少，甚至丧失； 

       系统性：在信息流的流程中，信息的表现形式有着统一的规定。

同时，事物的各种信息又是相互关联的； 

       指代性：信息可以集中、综合和概括各种消息和知识，可以使

人们间接地认识更为广阔、复杂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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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活动的主要特征 
 

       目的性：信息的发送与传递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满足某种需要； 

       共享性：可同时为众多的使用者所共享； 

       寄载性：信息传播活动必须借助一定的物质或能量载体，诸如文字、

语言、数字等； 

       可识别性：直接识别（感官）和间接识别（大众传媒）； 

       模糊性：信息可以减少不确定性,但这种减少是有限的； 

       扩充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减,又会产生和增加新的信息； 

       可转换性：在流动过程中，形式或内容，皆不断有变动； 

       可贮存性：通过大脑、印刷物等保存有价值的信息。同时，信息还

具有可压缩性，在数字化时代尤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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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的分类 
         

从符号角度看：语言信息与非语言信息； 

从内容和功能角度看:实用信息与非实用信息； 

从信息存在方式看：内储信息和外化信息； 

从信源看：自然信息和人工信息； 

从认知方式看：直接信息和间接信息； 

从认知程度看：未知信息与冗余信息； 

从生成领域看：自然、社会与思维信息； 

从应用部门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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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论概略 
 

• 概说 
 
      信息论，是在二战以后，随着电信工业的蓬勃发展而兴起的。诞
生的标志是申农的代表作《通讯中的数学理论》和《噪音中的通讯》
的发表。该理论重点探讨信息的测定与传递，而不是信息的意义。 
 
       信息论的主要任务是，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方法，研究信息的度
量、传递和变换规律，特别是研究通讯和控制系统中普遍存在的信息
活动的共同规律。包括：如何达成信息获取、度量、变换的最佳效果，
如何保证准确性、可靠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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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农是现代通讯理论--信息论
的创始人、影响人类社会进程的
科学家。历史证明质量、能量和
信息量是三个非常重要的物理量，
而如何度量信息的数量问题是信
息论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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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量及其计算公式 
 
       信息量（information content ）：获得某个消息时被消除的不
确定性的大小。 
 
       计算公式： 

      

         H：每个讯息的平均信息量；k：波尔兹曼常数；P：先验概率。 

 
         上述公式如用文字表述，即信息量等于可能性选择的概率的对数。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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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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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熵 
       物理学概念，是对随机程度的度量，用以表达一种情况的不

确定性或混乱状态。 
       熵（不确定性）越多，可预测性就越少，信息量也就越大；

当一个情形完全可以预测，就无所谓信息量，该情形叫负熵。 

     信息熵是描述信源本身统计特性的一个物理量。信息量则往往是
针对接收者而言的，所谓接收者获得了信息，是指接收者收到消息后
解除了对信源的平均不定度，它具有相对性。 
 

• 冗余信息 
      信息中确定的、非选择性的部分，叫冗余信息。冗余信息的存在
与否不影响讯息的完整性。冗余信息可帮助受众通过联系前后文脉与
文化积累，对一条讯息进行拾遗、补漏、纠错，增强对信息本身及未
知信息的理解。例如，人们撰写文章总要使用大量的常识来论证一个
新观点，道理即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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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革命与信息社会 
 

• 信息革命 
       A·托夫勒、J·奈斯比特、D·贝尔等人提出，人类文明社会的演进
可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三个阶段。他们认为，由农
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是通过17、18世纪的工业革命；而工业
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则有赖于信息革命。 
 
       信息革命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1956-1993年为第一阶段，通过信息技术创新，形成信息产业
的基础，信息产业成为经济的增长点，但只限于少数发达国家，多
数国家的信息产业仍处于从属地位。 
       1993年至今为第二阶段，互联网的商业化应用与拓展，引发了
新一轮的技术创新，绝大多数国家参与到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中。
这场革命，革的是机械化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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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夫勒与第三次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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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社会及其主要特征 
 
       信息社会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日常生活和社会变迁都愈来
愈依赖于信息的开发、利用与共享的社会。其主要特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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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文字信息与知识量急剧增长，形成所谓的“知
识爆炸”; 
       ②信息的传递手段迅速发展，进一步消除了信息
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传播障碍，使全世界成为一个“地
球村”； 
       ③在信息大量涌现的情况下，传统学科的框架被
突破，人类的知识和经验体系出现了整合； 
       ④信息革命既是一场科学革命，又是一场深刻的
社会革命； 
       ⑤信息日益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资源，
信息技术成为高新科技的重要部分，并在所有领域迅
速扩张及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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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符号的含义 

    洛克：符号就是达到和传递····知识的途径。  
       沙夫：传播就是经过符号的中介传递意义的过程。 

     莫里斯：人是突出的应用符号的动物。 

       符号是可以“译成意义的传播要素”； 

       声音、手势、文字、图像、数码等都是符号。 

 

     所谓“符号”，是传播过程中为传达讯息而用以指代某种意义的

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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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符号学概略 

      符号学，即研究符号一般规律的学科。符号学有广义、狭义之

分。广义符号学研究各种符号，语言学只是其中一部分；狭义符号学
仅研究语言符号，着重从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对语言进行研究。
作为一门学科，符号学诞生于20世纪初。 
 
       一般认为，现代符号学的理论渊源有四个方面： 
 
    （1）来自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皮尔斯给符号下了确切的定义，对
符号的种类进行了划分和描述，从而使符号学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 
    （2）来自同一个时代的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他提出符号学
的概念比皮尔斯还早三年，故有学者认为他才是“符号学之父”。代
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 

第二节 什么是符号 



第六章 传播内容的中介、媒体与表达 

    （3）来自德国哲学家卡西尔。他认为，人类是符号动物；人
类只有通过符号活动才能创造出自身有别于动物的文化实体，并
且只有人类才具有这种符号化能力。代表作《符号形式哲学》。 
    （4）来自现代逻辑学。其中德国的弗雷格在意义与指称的区
分与关系方面的贡献，卡尔纳普所构想的理想语言“元语言”，
都对符号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符号学作为传播学的背景学科之一，其代表性人物有：皮尔
斯、索绪尔、莫里斯、罗兰·巴尔特、艾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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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符号的分类 
 
     符号学中关于符号的分类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比较有代表性
的观点来自索绪尔、皮尔斯和迪利等人。例如索绪尔认为，符号
分两类：一类是语言符号，另一类是文字、聋哑人的字母、象征
仪式、礼节形式、军用信号、习惯等。后者一般称为非语言符号。 
       在传播学中，人们通常从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这两大基本
分类的角度展开研究，形成了语言传播和非语言传播两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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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象征互动理论 
 
     1937年，在《人与社会》一书中，赫伯特·布鲁默首次提
出了“象征互动理论”（又称“符号互动理论”）一词，以此
指称库利、米德、杜威、托罗斯·帕克等人著作中蕴含的“社会
心理状态”。 
 
       这一理论，源于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大学一些颇有声望的
社会学家的思想，盛行于二战前，迄今不失其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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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征互动理论认为，人与动物的反应模式的根本区别是，在
“刺激—反应”中必有解释作为中介；解释也就是符号、意义的
互动与理解的过程，即传播。该理论认为，建构与互动过程中发
生的核心力量就是象征（符号）。 
 
       库利、托罗斯·米德等人是象征互动理论的奠基开拓者，布鲁
默、库恩、戈夫曼、特纳等人则是继承者。其中欧文·戈夫曼被看
作是当代象征互动理论最有影响的人物。方法论的差异导致象征
互动理论分化为芝加哥学派和衣阿华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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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传播 
• 语言及其传播本质 

    20世纪以前的学者们把语言等同于思维，认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

现实，之后，学者们从语言社会性的角度认识到语言的传播本质： 
 

 马克思：语言是一种实践…… 
 舒哈特：语言的本质在于传播。 
 叶斯帕森：语言是以传播思想和感情为目的的人的活动。 
 房德里耶斯：语言在社会中形成。当人们感到有彼此传播的需要

时，语言就产生了。 
 舒哈特：语言在本质上都是社会的。 
 乔姆斯基:语言表层结构、深层结构。 

 
       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语言使用者所经历的是一个无意识的转
换过程。 

     传播是语言的本质特性，是语言社会性的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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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义及其特性 
 
      
       所谓意义，就是人对自然事物或社会事物的认识，是人给对
象事物赋予的含义，是人类以符号形式传递和交流的精神内容。
特性如下： 
 
       意义总是与符号（首先是语言符号）有关； 
       意义不是词语固有的，而是使用词语的人赋予的； 
       词语的意义服从于语言符号系统的应用规则； 

       传播的实质在于借助某种符号传达某种意义。  

第二节 什么是符号 



第六章 传播内容的中介、媒体与表达 

C·奥格登和L·瑞恰兹的语义三角图 

    图中的实线表示彼此有直接关系，虚线则表示没有直接的因
故关系，而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关系。 

指说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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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者 

符号 



第六章 传播内容的中介、媒体与表达 

• 普通语义学与语义规则  
 

       普通语义学是专门研究语言及其与人们日常生活、精神健康

的关系，或者说，着重探究语言的运用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成

为一门独立学科。代表性人物有柯日布斯基、温德尔和早川一荣。 

 

       语言的特性： 

       静止性:语言是静止的，而真实是动态的 

       有限性：语言是有限的，而真实是无限的 

       概括性：语言是抽象的，而真实是具体的 

第三节 语言传播与非语言传播 



第六章 传播内容的中介、媒体与表达 

       语义学的研究，对人类传播行为中的语言运用，提出

了许多富有启迪意义的规则： 

 

      （1） 注意语言概括层次的组合 

      （2）注意语言概括阶梯的差异 

      （3）注意语言的渐变性质 

      （4）注意语音的主管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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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语言传播 
 
      一般认为，非语言传播符号有如下六种形式： 
 
       ①身体动作或运动行为，诸如手势、姿势、面部表情等； 
       ②类语言（附属语言），即音质、语调、音量、音速和其他
功能性发声； 
       ③环境空间，即个人和社会对空间的利用，以及人们对这种
利用的感知； 
       ④嗅觉，即经由嗅觉渠道传递的信号； 
       ⑤触觉，即经由触觉渠道传递的信号 
       ⑥衣服和化妆品等人工制品的利用及其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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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场上教练的非语言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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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语言符号的传播特性： 
 
       传布性：在一个互动的环境中，非语言符号总是不停地传布着； 
       情境性：与语言传播一样，非语言传播也总是展开于特定的“语
境”中； 
       可信性：当语言讯息与非语言讯息发生冲突时，人们更愿意相信
非语言讯息； 
       组合性：非语言行为通常以组合的方式出现； 
       隐喻性：一方面，非语言行为对语言的传播有一种补充说明的功
能；另一方面，非语言符号也可以为其他非语言传播加上某种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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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介内容的类型与研究方法 

     根据信息满足功能和叙事策略的不同，大众传播的内容可分为

多种类型，包括新闻、言论、知识和娱乐等。 
 
    两种研究方法： 
    一是内容分析法，以经验主义为取向，量化地、描述性地探究媒
介内容的显明意义，多为主流传播学者采用；而是文本结构分析法，
质化地、阐释性地揭示意义的生产模式与潜藏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
内涵，且常常是批判性、解释性的研究，也可以说是结构主义和符号
学、文化研究理论、批评理论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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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分析 文本结构分析 

定量的 定性的 

片段的 全面的 

系统的 有选择的 

一般化的、广泛的 说明性的、具体的 

明确的意义 潜在的意义 

客观的 视读者而定的 

内容分析法与文本结构分析法的主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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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闻类型的分析 

     新闻是新近、或正在发生事实的报道。 

       新闻价值，就是构成新闻事件的诸特性。一本认为包括如
下六要素： 
 

     新近性 
     重要性 
     接近性 
     显著性 
     反常性 
     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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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