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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克 卢 汉 从 现 象 学 那 里 继 承 了 什 么

———一 种 基 于“媒 介 哲 学”的 思 考 与 展 望

张 骋

摘 要: 麦克卢汉所提出的一系列媒介理论都是延用了现象学的思维方式。其中，“媒介即讯息”
运用了现象学中“本质直观”的思维方法; “媒介即人的延伸”、“冷热媒介”使用了“主体间性”这个现

象学中的新概念;“重新部落化”、“地球村”体现了现象学中“生活世界”这个重要思想。因为麦克卢汉

对于现象学这种思维方式的成功运用，使得其媒介理论体现了“媒介哲学”的思想立场和思维方法。媒

介哲学的兴起是以麦克卢汉为起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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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卢汉是人类历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传播学家。
他所提出的“媒介即讯息”、“媒介即人的延伸”、“冷热媒

介”、“重新部落化”等一系列媒介理论为传播学乃至整个

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不过，目前国内外对于

麦克卢汉的研究都还主要表现为一种随意性言说，缺乏严

密而深入的学理探讨，尤其是对于他思维方法的认识更是

充斥着各种误解，甚至将他指责为狭隘的“技术决定论”
者。笔者认为，麦克卢汉提出的一系列媒介理论都是沿用

了现象学中的“本质直观”、“主体间性”、“生活世界”等思

维方式。麦克卢汉并不是一位“技术决定论”者，他的媒介

理论为媒介哲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媒介即讯息”: 一种本质直观的思维方法

“媒介即讯息”是麦克卢汉最著名的一个媒介思想。
在以往的媒介研究中，人们往往只重视媒介的内容，重视媒

介内容所产生的传播效果，而忽视了媒介的形式本身。因

为他们认为媒介本身是中性的，不会对传播内容产生影响，

同样的内容用不同的媒介进行传播所达到的效果是一样

的。而“媒介即讯息”却认为: “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

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有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

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

种新的尺度。”①也就是说，在信息传播中最重要的不是传

播的内容，而是传播这些内容的媒介形式本身。媒介本身

就能对人和世界施加影响，就能推动社会的变革，媒介的内

容反而成了次要的因素。笔者认为: 麦克卢汉之所以能得

出“媒介即讯息”这个结论，正是运用了“本质直观”这种现

象学的方法。
现象学作为现代西方哲学中最重要的一种哲学思潮，

是以“本质直观”的方法而闻名于世的。现象学的主要任

务是对近代欧洲理性观的批判，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认

为:“伽利略在从几何的观点和从感性可见的和可数学化的

东西的观点出发考虑世界的时候，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

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们的

实践中所附有的文化特征。这种抽象的结果使事物成为纯

粹的物体，这些物体被当作具体的实在的对象，它们的总体

被认为就是世界，它们成为研究的题材。”②这样一种主客

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思想

的泛滥，以及价值理性和人的精神追求的缺失。所以，胡塞

尔主张人们要“对科学主义和非理性方法的真理概念进行

一种彻底的反思和追溯，返回到古代思想的源头，即认为真

理就是显现出来而被看到的东西，是直接被给予的自明的

东西，其他一切( 逻辑、概念、事物的存在等等) 都是建立在

这一基础之上，并由此得到彻底理解的”③。这样一种哲学

方法就称为“本质直观”，这种方法强调:“任何原初地给予

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一切在直观中原初地( 即所谓

在其亲身的现实性中) 呈现给我们的东西，只能按照它自身

被给予的那样，而且也只能在它自身在此被给予的界限之

内被接受。”④换言之，只有先验的纯粹意识才是我们认识

事物本质的起点，只有通过先验纯粹意识的意向性活动我

们才能把握住事物的本质。因此，我们需要通过现象学“还

原”和“悬置”，将后天的经验和成见“悬置”起来或者放入

“括号”中，暂且不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还原到纯粹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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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意识，才能还原到“本质直观”的起点。
虽然麦克卢汉在论述“媒介即讯息”的过程中没有明

确提到“本质直观”这么一种现象学方法，但是我们在他的

论述中却能处处看到这种方法的影子。麦克卢汉在论述

“道路”、“铁路”、“飞机”、“纸张”、“报纸”、“电影”、“电

话”等近 30 种媒介对社会变革的决定作用的时候，将媒介

的内容和其它社会因素“悬置”起来而只考察媒介本身的

作用，这正是运用了“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因此，我们不

能将麦克卢汉视为“媒介决定论”者，因为他并不是没有认

识到媒介内容和其它社会因素的作用，而仅仅是将它们暂

时放入“括号”中不予考虑而已。就连麦克卢汉本人都说:

“我强调媒介是讯息，而不说内容是讯息，这不是说，内容没

有扮演角色 那只是说，它扮演的是配角。”⑤

同时，麦克卢汉对媒介本质的研究也不是用逻辑推理

的方法，而是用“本质直观”的方法认识到了媒介的本质。
在《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一书中，麦克卢汉是以近 30
种具体媒介向我们的意识呈现为基础来阐释媒介本质的。
这种基于自我意识体验的阐释就是现象学中“本质直观”
的思维方法，“它拒绝承载任何有关外部世界存在的超越内

容而将自己完全限定在直接被给予的内在证据之上，只依

据绝对自明的意识现象说话。”⑥正是这种绝对自明的意识

的意向性活动才使得“本质直观”能够实现。在麦克卢汉

看来，各种不同的媒介通过对人的感官经验的作用来构成

人们的知觉环境，进而向人们提供日常生活的世界。这个

世界并不是一个外在于人们的客观世界，而是媒介作用于

人的感官意识而建构出来的主观世界。“媒介即讯息”就

是对媒介本质的最好诠释。媒介的本质就是向我们呈现着

的观念世界。

二 “媒介即人的延伸”与“冷热媒介”:

一种主体间性关系中的媒介

“媒介即人的延伸”是麦克卢汉继“媒介即讯息”之后

又一个著名的媒介思想，这个思想也是麦克卢汉所有媒介

思想的基础。我们之所以能够将媒介本身视为“讯息”，正

是因为它们在延伸了人体的感觉器官之后改变了人们的感

知方式，进而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因此，麦克卢汉将人类社

会的发展史看成是媒介的发展史，正是由于媒介在延伸了

人类的感官之后决定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在这里，作

为“人的延伸”的媒介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报纸、广播、
电视等大众媒介，而且是指最广义的媒介，大众媒介仅仅是

广义媒介中的一种。既然麦克卢汉将媒介定义为人体的延

伸，那么只要能够对人体的感知器官进行延伸，只要能够扩

大人类的交流能力的东西都可以称为媒介。正如麦克卢汉

所说:“媒介是我们身体和官能的延伸，无论衣服、住宅或是

我们更加熟悉的轮子、马镫，它们都是我们身体各部分的延

伸。为了对付各种环境，需要放大人体的力量，于是就产生

了身体的延伸，无论工具或家具，都是这样的延伸。这些人

力的放大形式，人被神化的各种表现，我认为就是媒介。”⑦

这里面，麦克卢汉将衣服看成是人体皮肤的延伸，住宅是人

体温度控制机制的延伸，轮子和马镫是人体脚步的延伸。
因此，作为“人的延伸”的最广义媒介是无处不在的。

笔者认为:“媒介即人的延伸”这个思想的最大贡献不

仅仅在于提出了作为“人的延伸”的最广义媒介的概念，更

在于它推翻了在主客体二元对立思想下所形成的工具主义

媒介观，而建立起了一种主体间性关系中的媒介观。
过去人们对于媒介的认识是建立在西方自笛卡尔以来

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之上的。笛卡尔“我思故我

在”的思想开创了传统认识论，传统认识论强调主客体二元

对立，人是主体，自然界是外在于人的客体，真理就是主体

运用理性去认识客体而获得的，而媒介正是主体去认识客

体的工具。因此，传统认识论仅仅把媒介看成是沟通主客

体的桥梁，持的是工具主义的媒介观。“主体间性”是胡塞

尔现象学中的一个新概念，它摆脱了传统认识论的主客体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建立起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互共

在关系。每个主体都不再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外在于自我

的对象性客体，而是将其看成是一个与我一样的另一个对

象性主体。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的交往也不再是主体

与客体之间的主从原则，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互原则。
在这种主体间性的思维模式下，媒介就不再是主体去认识

客体的工具，而是一个外在于主体的独立发挥作用的另一

个主体。媒介通过延伸人们的感知器官，从而影响人们的

整体感知模式，并进而推动人们生活状态的变革。因此，不

仅是人创造了媒介，媒介反过来也塑造了人，人与媒介之间

是一种交互共生的关系。麦克卢汉认为:“没有一种媒介具

有孤立的意义和存在，任何一种媒介只有在与人的相互作

用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意义和存在。”⑧同理，单独的人也没

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人也只有在与媒介的相互作用中，才

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此外，麦克卢汉的另一个著名的“冷热媒介”理论也很

好地体现了这种主体间性关系中的媒介。麦克卢汉将所有

的媒介分为两类，一类是“热媒介”，另一类是“冷媒介”。
“热媒介”是高清晰度，低参与度的媒介，如电影、广播、照片

等;“冷媒介”是低清晰度，高参与度的媒介，如报刊、图书、
漫画、电视等。虽然麦克卢汉关于“冷热媒介”的划分具有

争议，但是这种划分很好地体现了人与媒介交互共生的关

系。“冷热媒介”是以人的参与程度来划分的，“任何媒介

都不同程度地与‘人的参与’相关，因此它们天然地或具有

‘排斥性’、或具有‘包容性’，而这些特点又会对媒介的使

用者 即人本身 产生巨大的影响。”⑨例如，作为热

媒介的电影与作为冷媒介的电话对人的影响就很不相同。
电影提供的是较为清晰的信息，受众参与度低，不会轻易改

变人们习惯的思维模式; 而电话“在许多方面是不连续的，

……它不会给你一个完整的一揽子信息，它没有一个完整

的形象。你不得不一边聆听一边构建一个形象，从而改变

自己的接受习惯和思维模式。”⑩因此，“冷热媒介”正是通

过提供清晰程度不同的信息来影响人们的感知方式，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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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作用于人，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
总而言之，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人的延伸”和“冷热媒

介”两个理论揭示了人与媒介的交互共生的关系，体现了一

种主体间性关系中的媒介。在这里，媒介不再是一个中性

的、从属于人的工具，而是一个能够反作用于人的主体。正

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是“人身上最富有人性的东西”瑏瑡。

三“重新部落化”和“地球村”:

“生活世界”的回归

“重新部落化”也是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中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思想，这一思想是把整个人类媒介进化的历史过程

分为三个阶段: 从“部落化”到“非部落化”再到“重新部落

化”。早期的“部落化”是指文字产生以前的人类生存状

态，在前文字时期，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语言以及

动作、表情、声音、气味等等。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人和

人之间的交流必须要调动我们的一切感知器官，并且这些

感知器官之间没有高低之分，相互补充、相互协作，形成一

个多感官协调作用的感知系统。麦克卢汉认为:“文字发明

之前，人生活在感官平衡和同步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具

有部落深度和共鸣的封闭社会。这是一个受听觉生活支

配，由听觉生活决定结构的口头文化的社会。”瑏瑢在这里，麦

克卢汉特别强调了“听觉”在“部落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

作用，他指出:“由于要依靠口头言语获取信息，人们被拉进

一张部落网。因为口语词比书面词承载着更丰富的情感

用语调传达喜怒哀乐愁等丰富的感情，所以部落人更

加‘自然’，更富于激情的起伏。听觉 － 触觉的部落人参与

集体无意识，生活在魔幻的、不可分割的世界之中。”瑏瑣

不过，随着媒介的发展，文字的出现使“部落化”退出

了历史的舞台。文字与口语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文字突出

了视觉的重要性，赋予视觉以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而打破了

人体感知系统的平衡，撕破了前文字时代的部落网，使人类

告别了部落化时期而进入了非部落化的时代。在麦克卢汉

看来，非部落化是一个视觉中心主义的、“强烈分割的、个人

主义的、显豁的、逻辑的、专门化的和疏离的”瑏瑤时代。
由于文字的出现，人类从“部落化”时代进入“非部落

化”时代确实是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但是，麦克卢汉认

为，电子媒介的出现使人类正在经历“重新部落化”的又一

次重大转型。与视觉媒介不同，视听兼备的电子媒介恢复

了在“非部落化”时代被破坏的人类感知系统的平衡，使人

体的所有感觉器官能够重新协调运作起来，因此，麦克卢汉

指出，电子媒介是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正如他所说:

“电子媒介的功能仍是使我们的感知得到延伸，就像原有的

机械媒介一样: 轮子是腿脚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拼

音文字是视觉的延伸。但是，电子媒介的功能不止于此。
它们使我们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得以提高和外化，它们对

于人类而言，是更高层次的综合延伸。”瑏瑥而正是作为中枢

神经系统延伸的电子媒介使人类从“非部落化”的生存状

态中走出来，重新回归“部落化”的生存状态。人类社会就

是这样经历了从“部落化”到“非部落化”再到“重新部落

化”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麦克卢汉

将这种“重新部落化”的结果称为“地球村”。
“地球村”这个概念是 20 世纪 60 年代麦克卢汉在接受

《花花公子》采访时提出的，是指人造地球卫星与电视的结

合使浩瀚无边的世界缩小成了一个“天涯若比邻”的村庄。
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卫星与电视相结合的产物，就是一个

为信息所席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空间和时间的

差异在新型媒介的作用下已经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同步

的、‘瞬息传播’的世界，因此也是一个鸡犬相闻如村落的

世界。”瑏瑦也就是说，正是电子媒介使人类“重新部落化”，进

而造成了“地球村”的出现，“地球村”是“重新部落化”的发

展和延续。
从麦克卢汉对“重新部落化”和“地球村”的论述中我

们可以看出，他对“重新部落化”和“地球村”是持赞美态度

的，对“非部落化”是持批判态度的。麦克卢汉之所以持这

样的态度是因为他对“生活世界”的推崇。生活世界理论

是胡塞尔现象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他认为“生活世界是

一个前科学、前哲学的奠基性的世界，它是一切科学和哲学

产生的基础，具有非抽象、非概念化、非逻辑化的绝对素朴

性特征。”瑏瑧这是一个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知觉才能被人

们所经验到的世界，与由近代自然科学与绝对理性所构筑

起来的科学世界相对。胡塞尔认为，西方近代危机的根源

就在于科学世界对生活世界的遮蔽，那么摆脱危机的唯一

出路就是回归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才是科学世界的前提和

基础，才是人类生存的家园。回归生活世界实际上就是回

归到统一、完善、有机的感知经验中去，即回归到“整体的

人”。因为只有“整体的人”才能感知到生活世界，“单向度

的人”只能感知到科学世界。麦克卢汉之所以批判文字和

印刷术，就在于他认为文字印刷传播只是延伸了我们的视

觉，打破了人类感知的统一和平衡，使人类进入了“非部落

化”的生存状态。因此，麦克卢汉认为正是电子媒介延伸了

我们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使我们“重新部落化”，使世界

变成了“地球村”，进而使我们回归到了“整体的人”，也就

回归到了生活世界。

四 余论 媒介哲学的兴起: 以麦克卢汉为起点

综上所述，无论是“媒介即讯息“、“媒介即人的延伸”
与“冷热媒介”，还是“重新部落化”与“地球村”，都延用了

现象学的思维方法。现象学又是当代西方哲学的开端，奠

定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基础，对整个西方哲学的思维方法产

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传统西方哲学的思维方法分为唯理主

义与经验主义两种，唯理主义的思维方法强调从“一般”到

“个别”的演绎推理; 经验主义的思维方法强调从“个别”到

“一般”的归纳总结。这两种思维方法虽然表面上路数相

反，但是都是以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为前提，都强调人们

无法从个别现象中把握到一般本质。现象学“本质直观”
的思维方法之所以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就在于它超越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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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思维方法，主张人们可以从个别

现象中直观到一般本质，进而消解了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

立，提出“现象即本质”的著名命题，从而在唯理主义与经

验主义之外开辟了一条新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第一

次从“人的存在”的视角来观照世界，第一次将世界看成是

人类纯粹意识的意向性活动的产物。
麦克卢汉将现象学方法引入传播学以后也为传播学研

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媒介哲学”。传统的传播

学研究被分为两大学派，即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经验学

派所采用的实证研究继承了经验主义的思维方法，这种研

究方法的局限在于它仅仅从有限的可量化的经验中作出判

断，而忽略了与“人”相关的其它不可量化的人文经验; 批

判学派所采用的批判研究继承了唯理主义的思维方法，这

种研究方法的局限在于它总是从某个既定的概念和立场出

发，意识形态色彩太浓。然而，媒介哲学的研究思路就巧妙

地克服了二者的局限，它是从“人的存在”视角对媒介作了

非意识形态化的阐释，进而从存在论层面揭示出媒介所蕴

含的哲学意蕴。
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麦克卢汉从

存在论层面考察媒介所要揭示的也正是人与世界的媒介性

关系，即“媒介构成了人类生存其间的知觉环境，它在本质

上就是向我们呈现着的世界。”瑏瑨因此，我们可以说麦克卢

汉的媒介理论就是一种哲学理论，体现了“媒介哲学”的思

想立场和思维方法。与语言哲学将“语言”作为“本体”来

看待一样，媒介哲学也将“媒介”视为“本体”。在媒介哲学

的视野里，媒介已经不是一种主客关系中的中性的工具，而

是一种主体间性关系中的非中性的本体或主体，人和世界

都存在于媒介之中，媒介决定人和世界的意义。也就是说，

“媒介不是沟通世界的桥梁，媒介就是世界本身; 世界不是

借由媒介来表现，世界就存在于媒介中; 人不是通过媒介去

认识世界，人就生活在媒介的世界里。”瑏瑩在这个意义上我

们甚至可以提出一个新的命题，即“媒介是存在之家”。由

此可见，媒介哲学的建立正是继承和发展了麦克卢汉的媒

介思想。他无疑是这个领域的先知先觉者，是第一个从哲

学的视角和高度来审视媒介的媒介学家，是第一个将人类

发展史写成是媒介发展史的思想家，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

个真正意义上的媒介哲学家。因此，我们可以说媒介哲学

的兴起是以麦克卢汉为起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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