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介偏向论的前世今生 

《帝国与传播》中英尼斯的时空概念 

 

 

 

 

姓    名：应言 

学    号：5141309059 

院系专业：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课程名称：新媒体与社会 

任课教师：李晓静 

 

 

 

2016 年 6 月 



媒介偏向论的前世今生 

《帝国与传播》中英尼斯的时空概念 
 

一．媒介环境学派 

 媒介偏向论，又被翻译为媒介偏倚论，是多伦多学派奠基人哈罗德·英 

尼斯提出的传播观点，也是媒介环境学派研究的理论基础。 

    媒介环境学（或被译为媒介生态学）关注媒介技术发展与人类社会变迁之间

的关系，该学派认为媒介不仅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介，还包

括羊皮纸、石头、服装、数学、广告、散文、货币等几十种之多。媒介环境学者

认为以上所提到的任何媒介传递的符号都符合各自媒介传播的规律，都受到各自

媒介性质的制约，这决定了媒介本身不是中性的，而是有偏向性的。不同阶段的

学者对媒介的偏向性作出了不同的论述，并基于此论点继而提出了媒介即讯息、

泛媒介论等观点。其代表人物包括英尼斯、麦克卢汉、莱文森、波滋曼等人，前

两者又是多伦多学派的创始者。 

英尼斯是首先提出媒介偏向性的学者，他认为所有的媒介可以分为时间偏向

性和空间偏向性两种类别，而媒介作为信息的载体本身也会对人类文明产生决定

性的影响，“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诞生。”麦克卢汉的“媒介

即信息”即是与该命题一脉相承的后续讨论。他认为媒介本身的存在改变了人类

认知世界、感受世界和以行为影响世界的方式，其延伸或截除造成了人体身体感

官的不平衡，即媒介的感官偏向论。 

继英尼斯和麦克卢汉之后，尼尔· 波兹曼也提出了自己关于媒介偏向的理

论。他认为一切媒介和技术都有一种隐而不显的偏向，包括思想情绪的偏向、政

治的偏向、感知的偏向、社会的偏向和内容的偏向，通称为综合偏向理论。波兹

曼通过研究技术的文化影响，认为人类生活在技术垄断中，每一种占主流地位的

媒介技术通过自己隐喻的偏向性影响和塑造环境1。 

从英尼斯的时间空间偏向理论，麦克卢汉的感知偏向理论，到波兹曼的综合

偏向理论，再到尼斯特洛姆对媒介偏向理论的总结，媒介偏向理论已经形成了一

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通过以媒介技术为研究对象，媒介环境学派对媒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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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影响作出了论述。而在以互联网为首的新媒介快速发展的背

景下，全媒体的媒介偏向的是否存在以及边界模糊的问题，为媒介环境学派创立

了新的课题。  

 

二． 理论背景 

英尼斯被后世奉为传播学大家，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并不是传播学出身。1912 

年，英尼斯进入麦克马斯特大学学习历史学、经济学、哲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得

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他早期的学术生涯，英尼斯是位声名卓著的经济史学家和经

济理论家， 1940 年后的英尼斯则沉浸在从古到今的经济与传播关系的研究之中。

正是英尼斯的经济学和史学背景使他具备了独特而新颖的视角，将媒介技术置于

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但同时由于英尼斯撰写《帝国与传播》时

本旨在为学生整理帝国经济学史，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专为传播学而写的系统著作，

繁多丰富的内容以及历史的视角使得在书中剥离出英尼斯的传播学观念极为困

难。 

英尼斯也是一位有着深刻的加拿大民族主义意识的学者，这一立场对他的理

论观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影响了他对媒介偏向和文化偏向的理论探索态度。英

尼斯在一战中应征入伍，成为一名通信兵，见识了各类通信传播工具，为他以后

剖析技术史和传播史提供了真实的一手资料。并且经历过一战，英尼斯对帝国主

义的扩张，尤其是美国继法国、英国之后力图征服加拿大的帝国野心，保持着高

度警惕与怀疑，加剧了他关于传播技术对人类文明的悲观主义倾向。 

 

三． 媒介的偏向 

英尼斯从媒介和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角度出发，提出了媒介具有偏向性的观

点。英尼斯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出发，他认为历史属于时间维度，而传播属于

空间维度，作为历史与传播间架设的桥梁的媒介技术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具有

时间或者空间上的偏向性。人类文明，即他所说的帝国，寻求的就是时间偏向的

媒介以及空间偏向的媒介的平衡，而这通常是很难达到的。 

 英尼斯所说的帝国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不仅包括普遍意义上幅员辽阔的大帝 

国，如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古罗马帝国，还包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如苏美尔、



巴比伦等米索不达米亚地区国家。这些帝国与其说是地理意义上的国家，不如说

是人类历史上的发达文明。英尼斯将他所谓的帝国分为两大类：政治帝国和宗教

帝国。政治性帝国倚重空间的控制，大肆扩张，攻城略地。宗教性帝国倚重时间

的传承，比较能够经受该朝换代的折腾合帝王更替的沧桑。 

由此，媒介也可分为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

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即空间偏向性的媒介，是质地较轻、容易运送的媒介，

如纸草纸、报纸等，较适于克服空间的障碍。而有利于实践上延续的媒介，即时

间偏向性的媒介，是质地较重、耐久性强的媒介，如粘土、石头和羊皮纸等，较

适于克服时间的障碍，较能长久保存。 

英尼斯将帝国与媒介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使用偏向空间性的媒介对政治帝国

的发展有所帮助，而使用偏向时间性的媒介则对宗教帝国有更好的发展。前者代

表如古罗马帝国，而后者代表如古埃及等等。“文化在时间上延续并在空间上延

展。一切文化都要反映出自己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影响。”时间与空间偏向性媒

介的使用和偏移对文明的延续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古埃及文明就是由于具有空间

偏向性的莎草纸媒介取代了具有时间偏向性的石刻媒介对埃及这一宗教帝国产

生的毁灭性影响而覆灭的。 

 

四． 传播方式的偏向 

在对媒介进行时间或空间倚重偏向分类的基础上，英尼斯进一步指出媒介的

传播方式也会产生偏向，可分为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两类，即倚重视觉或听觉的

传播方式。 

英尼斯将口头传播方式定义为史诗、诗歌、戏剧等口头传统，此类传播方式

主要依靠人的语言和肢体，倚重人的听觉，传播范围较小。在口语传播为主的社

会中，知识与文化以口述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传递传承，其产生和衰落都需要个

长期的历史过程。同时，由于口语传播倚重听觉，人们的交往大多以语言、肢体

动作等面对面的形式进行，双方都注重精神内涵的传授，传播内容灵活而富有思

辨性。除此之外口语传播的特性要求传受双方通常具备相同的文化、政治和经济

背景，是一种平等的传播方式。口语传播范围小的特点不利于大范围的集中控制，

也能够形成相对明主的社会形式。古希腊时期的文明就是口语传播的巅峰时期，



思想的自由、明主的政治体制使得雅典成为地中海的霸主。然而随着字母表等书

面传播媒介的出现，“文字的广泛传播加深了城邦之间的鸿沟，加快了希腊文明

的瓦解。” 

英尼斯尤为推崇口语传播传统，特别是古希腊的口语传播。他认为古希腊的

口语传播达到了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相互平衡的理想境界，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

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上的平衡，而这正是帝国与文明追求的最大平衡。   

    相对于口语传播，书面传播方式则是以纸张、印刷品等媒介为基础，倚重文

字、图像和人的视觉。英尼斯认为书面传播具有集中化的倾向，因为它将人与人

之间的亲密交往转化为跨越时空的信息传递，扩大了传者与受者之间的距离和差

别，有利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控制。在书面传播的影响下，古代希腊城邦瓦解,

掌控着辽阔疆域的罗马帝国兴起。 

在早期由于传播技术的落后和媒介资源的稀缺，人类社会的传播方式主要以

口头传播为主。随着文字、纸张、印刷术等传播技术的发展，口语传播的主导地

位逐渐为书面传播所取代。印刷术、摄影术等等新技术都被看成是书面传统的回

归，英尼斯尤为忧虑现代文明书面传统的回归。他认为书面传播必须借助文字、

纸张等空间偏向的媒介才能进行，此类拥有空间偏向性的媒介影响了人类社会文

化的偏向，即文化的偏向性。 

 

五．文化的偏向 

    在媒介和传播方式偏向性的论证基础之上，英尼斯进一步指出媒介和传播的

偏向对文化和社会模式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英尼斯在历史研究的视角下认为，具有时间偏向性的媒介能够抵御时间的侵

蚀，将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结在一起，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同时就文化的角度

而言，时间意味着信仰、秩序，与历史、传统、宗教及等级制度的发展有着密切

的关系。由此英尼斯认为具有时间偏向性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便于形成等级

森严的社会体制，有利于维系传统的集权化宗教形式。所以宗教帝国多倚靠时间

偏向性的媒介进行统治。 

而具有空间偏向性的媒介由于易于运输，使跨越空间的各种行政关系得以发

展。因此，空间偏向性的媒介意味着世俗权力的扩张，促进了世俗制度和政治权



威朝着集权化的方向发展。政治帝国的兴起离不开空间偏向性媒介的运用。然而

空间偏性媒介也带来了忽视道德和传统、只重视当前利益、喜欢以侵略、扩张等

武力手段来解决国家事务的特征的文化偏向。 

英尼斯认为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两类媒介必然都对发展起到了或显性或隐

形的影响，两者并不是矛盾冲突而是辩证的统一的关系。文明的延续离不开时间

偏向媒介和空间偏向媒介使用的平衡。如果有一方被过分强调，社会与文明就失

去稳定发展的平衡机制。这也是为什么英尼斯推崇古希腊口语传播方式的原因。 

然而在人类的传播史中，媒介的演变趋势总是由质地重向质地轻，偏向时间

网偏向空间转变的历史。现代社会电子媒介传播技术的进步，使当代传播媒介明

显呈现出偏重空间的特征，在英尼斯看来，这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和危机。 

    广播是英尼斯去世前最为流行的新媒介，具有强烈的空间偏向性。英尼斯认

为这类传播所产生的知识垄断给西方文明构成了毁灭性的威胁。现代媒介虽然扩

大了接收的范围，却缩小了反馈的能力，大量受众在现代传播机器面前失去了参

与讨论的权力，将双向传递的传播学本质变态为单向传递模式，造成了民主、新

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等标语口号的幻觉。借“媒介偏向性”理论，英尼斯对重视物

质忽视精神的西方文明敲响了警钟，试图重新唤起人们对口语传播的重视。 

六．评述 

英尼斯对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的发展有着功不可没的贡献。英尼斯提出了崭新

的理论视角，在历史大背景下，研究了传播媒介技术与文明间的关系，开创了媒

介环境学派的先河。同时英尼斯聚焦媒介特性，强调媒介技术特点对社会的影响。

他关于传播的主导性媒介必然会影响历史性社会的发展的观点，特别是对现代西

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而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仍然给后人以启

迪。 

    但是不可避免的，英尼斯的媒介偏向论也有其局限性，总结归纳有以下几点。 

    首先，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媒介的分类太过主观，无法量化。英尼斯在书中

给出了一个表格，时间偏向的媒介的特点包括笨重、耐久、非集中化、倚重视觉

等，偏向空间的媒介包括轻便、难以保存、集中化、倚重听觉等特点。而其中，

每种因素的权重，占比均无法给出精确数字，不能量化并总结媒介与文明的相关

关系并给出公式。宏观理论往往缺乏精准性和可操作性，而当今现在的传播学研



究愈来愈看重定量分析的部分。这一问题留给媒介环境学派的其余学者来解决。 

    其次，当代新媒体具有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属性，全媒体时代已然到来。媒介

是否能被简单分为两类？英尼斯的分类是否正确？事实上，麦克卢汉已经对英尼

斯电子媒介的评估提出了质疑。在麦克卢汉看来，英尼斯错误地把广播纳入一种

视觉的媒介中去的做法是一种保守的思想，因为电子媒介还拥有废除时间和空间

的人为区分的听觉力量。 

    以网络为例，依照英尼斯的媒介偏向论，这必然是有空间偏向的。网络能够

轻而易举地跨越相当远的距离，使人类的空间差别极度缩小。但同时，网络也具

有时间偏向性，云技术的发展使得海量信息的长久储存成为可能。可见电子媒介

已经不能被简单分类，而是向着全媒体的多元发展道路前进。全媒体技术的发展

为媒介环境学派创立了新的课题。 

 

   

 

 

 

 

参考文献： 

[1]杨慧琼,程栋梁. 现代性的变奏曲——浅析传播学的第四学派媒介环境学派[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3:155-161. 

[2]梁虹. 英尼斯的传播偏倚观与西方文明危机[J]. 江西社会科

学,2012,10:229-232. 

[3]唐克军. 哈罗德·英尼斯的传播思想研究[D].兰州大学,2007. 

[4]李洁. 传播技术与共同体：文化的视角[D].复旦大学,2007. 

参考书目： 

《帝国与传播》哈罗德·英尼斯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中文修订版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