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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尼尔·波茨曼是美国的媒体环境学派的灵魂人物，其理论的核心内容为“媒介即隐喻”“媒介变迁”和

“媒介技术批判”。对于媒介技术给社会和人性带来的破坏和影响，波茨曼持批判的态度。现代社会属

于是一种泛娱乐化时代，屏幕媒介使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每个部分都被娱乐化包围，特别近年智能手机兴

起又造成极大影响，在这种背景下重新审视波茨曼的媒介理论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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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il Postman is the soul of the American media environment school, whose core theories are “media 
as metaphor”, “media change” and “media technology criticism”. Pottsman is critical of the damage 
and impact of media technology on society and human nature. Modern society belongs to a kind of 
pan-entertainment era. The screen media make every part of our society and life surround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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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tainment,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The rise of smartphones has had a great impact, so it is 
meaningful to re-examine Boltzmann’s media theory in this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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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波茨曼的媒介批评理论 

“媒介隐喻论”是尼尔·波茨曼媒介环境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他提出，所有我们知道的东西，

都不是他们本来的样子，只是用语言作为载体，是它们在语言这种媒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1]。首先，波

茨曼指出，技术在人与世界之间扮演着中介的角色，而这种中介作用又表现为媒介对人类文化产生着重

大而深远的影响。其次，波茨曼认为技术并非中立，而是带有自身立场和倾向性的存在，并且是有可能

带来危害的。波茨曼尤其关注电子媒介的扩张，他指出，由于电子媒体的发展，人类被各种各样的电子

技术所环绕，以符号为例，媒介的隐喻功能更为突出，表现为在对客观世界不断定义的过程中，它无形

地影响着人们的思考方式，也悄然地引导着人类的认知方式，并塑造了文化内涵。在互联网环境中，颜

文字和表情包的大行其道就足以证明波茨曼的这一观点——人们更愿意用可爱且情感丰富的表情形象或

者图片表情来代替语言的表达[2]。波茨曼对媒介所产生的不良影响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其影响具体表现

为：人会停止思考，文化会越来越娱乐化，以及这种现象给社会带来的焦虑。 
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波茨曼对当时美国本土电视媒介的泛滥的现象进行了严肃地批判。他指出，

电视进入每个家庭后，不间断地新闻、资讯、娱乐节目以及各种图像大量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现

象彻底重塑了文化形态，使受众接收信息的方式和习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同时也改变了整个时代对

世界的理解。相较于印刷时代的文化，电视媒介淡化并逐渐淘汰了以严肃性、解释性和命题式讨论为特

征的文化传统。影像时代的信息传播更多以娱乐化的形式呈现，既不需要语境，也不需要连贯性或深层

次意义，而是迎合大众即时性的感官体验。对此，波茨曼深感忧虑，波兹曼反思了媒介技术对人和社会

的冲击，把媒介和媒介技术看作是一种可对社会造成难以逆转的影响的不可控工具，从而对媒介技术给

社会带来的变化持悲观态度[3]。 

2. 媒介批判理论与当下的屏幕时代 

1) 屏幕媒介对社会的改变 
印刷时代的消遣方式就是阅读和思考，阅读是一个严肃而理性的思考过程，看到文字之后会在脑内

对自己反思判断，再分析和理性地思考，而且印刷物品的受众也必须具备这些能力，所以印刷品使这个

时代的知识生活和社会事务完全融入到民众的社会领域中去。社会关系和人际话语的数字化转型，可能

会促使未来数字世代发展出对道德观念与伦理原则进行概念化、思考并随后行动实践的能力[4]。信息传

播从以文字为主转向以屏幕为媒介，资讯的价值也随之发生翻转。人们不再像以往那样关注社会或保持

严谨理性，而是倾向于追求信息的“新鲜感”“趣味性”以及是否可以商品化或变现。信息碎片化解放了

大众的注意力，使其从文字转向图片和视频。视觉传播逐渐取代传统纸质媒介，简短的新闻被压缩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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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最低限度，往往只留下足够引人注意的趣味性片段。这种碎片化的信息消费让受众对事物的理解变

得浅薄，对事物的理解浮于表面，而受众则被海量的信息所包围，脑中的输入大于输出，直到他们不再

渴望了解真实的含义，了解背后的故事和最终的含义，只能被动地接受着大量的信息，却不再追求事物

的深层意义，最终成为一个“空的容器”。 
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也加剧了信息的零散与破碎化。影像资料因为其真实性而成为新闻素材，人

们不再需要花时间去解释文字，而以影像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使眼见为实成为一种基本原则。电视的发

展和普及则加速了这一趋势，波茨曼指出，电视以娱乐化的方式呈现所有信息，政治辩论、新闻报道、

甚至是教育类的节目，都变得越来越娱乐化，逐渐沦为一种娱乐的产物，每个人都只关心如何表现自己，

如何使自己被大众喜爱。从而导致严肃话题无可避免地被“娱乐至死”，而且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正如他所言：“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2) 手机时代的来临 
波茨曼的观点放到多年后的今天来看，却是更加振聋发聩。虽然波茨曼的批判主要针对电视媒介，

但是对于现在这个手机时代而言，在互联网普及和社交媒体推动下，手机对人类认知的影响尤为显著。

而电视和近年流行的电脑，手机，平板电脑最大的相似点就是：就是它们都是靠一块屏幕来传递信息。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屏幕已经成为我们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它已成为现代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沟通工具和主要信息来源。媒介已经从电视时代进入了手机时代。人们拥抱屏幕里萦绕不散的

娱乐精神，人们依赖屏幕上的娱乐内容，从短视频到搞笑图片，从相声小品到宠物视频，碎片化的娱乐

方式让人们在思考之前便先发出笑声，使人们逐渐停止阅读与思考。波茨曼也引用过赫胥黎在《美丽新

世界》中的警告“害怕我们会毁于自身所爱”来表达对这种现象的愤怒，形象地描绘了信息娱乐化的潜

在危机。在手机屏幕主导的今天，大众被无处不在的碎片化信息所包围，失去了主动选择的权利。早期

电视时代，人们尚可以通过“换台”规避不喜欢的内容；而在当今社交媒体的环境中，我们被浸泡在各

个社交平台中无处可逃，只能被动接受屏幕传递的热闹表象，内心却逐渐麻木，情愿每日接受大量无用

的信息来填充、圆润自己。 
手机媒介的特点是图像，不断变化的图像对受众没有提出任何对于注意力、思维能力以及更深层次

认知能力的要求，这使人们的注意力分散，抽象思维能力下降。这种屏幕媒介虽然可以更高速地传播信

息，提高了信息获取效率，但是在分析、解释信息的方面能力是不足的。高速便捷的传播方式也为受众

带来信息过剩，信息的内容日益浅薄，碎片化。信息严重脱离语境，受众接收到很多信息，但大多都是

与自身毫无关系，对他们的行为和决策没有任何帮助的作用，这些信息只能作为谈资和娱乐。这也许正

是“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信息过剩也令标题党大行其道，加剧娱乐化的泛滥。因为那些严

肃的，枯燥的属于印刷时代的内容正在被市场淘汰。劣币驱逐良币，就导致所有内容都不得不采用娱乐

化的方式才能获得有效的传播，娱乐化侵蚀着一切内容，在社交平台甚至可以看到犯罪行为也会被娱乐

化。屏幕媒介不仅传播娱乐化的信息，更成为一种“元媒介”，即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入口，现在这个时

代的屏幕媒介已经从电视转化为手机，几乎垄断了受众的注意力。这令其他的一切内容都不得不变得娱

乐化，以便通过屏幕进行传播。 

3. 泛娱乐化现象形成的原因 

3.1. 社会泛娱乐化的必然结果 

波茨曼认为关于人在媒介中被动无力，只能任由社会娱乐至死的观点过于消极悲观[5]，但信息娱乐

化的出现并不是屏幕媒介广泛使用的结果，电报将人类带入了信息过剩的时代，这是信息娱乐化的起源，

电视只是加深、加快了这一结果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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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出现屏幕和电视之前，电报和报纸的出现已经让人们每天被动地接收大量的信息，进入了信息

过剩的时代，而从这时起，信息就开始步入娱乐化的时代了。但是接收海量信息并非完全弊端，知道更

多的资讯有助于人们懂得更多的知识，帮助人们达成自己的目标。例如在智能手机并未普及的时候大部

分的畅销书的写作风格已经趋于有趣和通俗，为的是迎合读者娱乐的需求，并结合当下社会的热点话题

进行创作。这表明电视和智能手机并非导致娱乐化的唯一原因，即使没有屏幕媒介的出现，纸媒也会按

照既定轨迹完成某种转化，只是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只是屏幕媒介凭借信息传播的速度与趣味性加速了

这一过程。 
碎片化的信息也并不是这个时代才出现，在纸媒时代，对于新闻报道的“倒金字塔结构”就已经被

提出，大意是报道新闻时应该先讲述最核心的新闻事实，需要说得简单易懂且迅速，才能让读者和观众

立刻知道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然后再开展讲述细节，来让读者逐步了解更为细节和具体的新闻内容。

这种做法为的就是使读者在最短的时间，最快速地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并让读者选择是否需要继续读

下去。在我看来，这种新闻报道的方式与现在互联网的信息碎片化是同质的，差别主要在于碎片化的程

度不同。 

3.2. 大众文化与屏幕媒介关系 

大众文化与屏幕媒介是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二者共同推动了娱乐化进程。大众文化以商业性、流

行性、普及性以及娱乐性为特点，满足了受众对于休闲娱乐的精神需求。电视传递的信息越来越去政治

化、去严肃化。信息通过过度娱乐化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又因为过度娱乐化获得传播，从而达到拥有

广泛的受众，实现利益最大化。媒介由电视转变为电脑，再转为目前的智能手机，这种现象不断地变本

加厉着。 
所以是大众文化的流行推动了电视这种屏幕媒介的需求，并且随着电视的广泛普及，电视作为媒介

帮助了大众文化的大范围传播。所以我认为大众文化和屏幕媒介是彼此成就的关系，但最终加速了信息

泛娱乐化的进程。 

4. 屏幕时代泛娱乐化的弊端影响 

屏幕媒介使信息变得碎片化，信息经过受众的眼睛和大脑却什么内容也没留下。碎片化的信息虽然

可以让受众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的信息，受众看起来获取了很多“知识”，但由于每条知识的信息量少

得可怜，涉及到的问题层面也浅薄，最主要的是这整个过程不需要做任何的思考。从长远来看，这会导

致受众群体的认知能力下降。人们一方面被迫接受着过量的信息，另一方面却承受着有效信息的匮乏。

同时，碎片化的信息接收过多会使受众失去耐心，以至于越来越少的人有耐心慢慢地阅读，过去那种在

文章最后设计精巧反转的文学，注定会逐渐地消失。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整体文化水平可能被逐步拉低，

最终形成一种“娱乐优先”的文化生态。 
更令人担忧的是，泛娱乐化现象不仅侵蚀了个人的思维能力，也可能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造成潜移

默化地改变。当严肃的议题被过度娱乐化，社会对真相与意义的追求将被表象与快感取代；当信息消费

成为主导，人们对知识和真理的尊重便会被逐步弱化。与此同时，这种现象还可能助长不负责任的传播

方式，例如标题党、虚假信息以及流量至上的传播逻辑，不仅扰乱了信息生态，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

分裂与认知失衡。人们只愿意为手机屏幕里那些令人发笑没有内涵的图文视频买单，内涵深刻的文学渐

渐变得无人问津。“娱乐本身没有过错”[6]，所以相比于屏幕媒介带来的过度娱乐，更值得我们警惕的

是正在逐渐停止思考的我们自己。任何媒介都是双刃剑，倘若不加强对自身和市场的监督，人类最终将

被自己热爱的东西所毁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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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屏幕时代的到来，既为人类打开了信息传播的新篇章，也带来了深刻的文化挑战。正如波茨曼所言，

“娱乐本身没有过错”，泛娱乐化并非不可抗拒的宿命，而是社会选择与技术发展的共同结果。媒介的

不断演变推动了信息的娱乐化与碎片化，在为我们带来轻松与快感的同时，也在悄然消解思考的深度与

文化的厚度。 
面对泛娱乐化对社会与个体的双重冲击，我们不能仅仅被动接受，而是需要主动审视这一趋势背后

的逻辑与影响。我们不仅要培养对信息的批判性思维和筛选能力，还要在教育、文化传播等层面创造更

多能够激发深度思考和文化共鸣的内容。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信息与娱乐的洪流中，重新找到理性与

深度的平衡。屏幕媒介是一把双刃剑，掌握它的力量与方向，才是决定未来文化走向的关键。在这个信

息泛滥、娱乐当道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以冷静与清醒，守护理性思维的火种，赋予媒介更多建设性的意

义，为未来的文化繁荣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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