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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思想中的媒介拟态环境批判意识及其治理之道
*

■ 谢清果 于 宁

【内容摘要】 受众通过大众媒介所认识的世界，往往不等于客观世界本身。从当前传播媒介在构建

拟态环境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以及拟态环境环境化越演越烈的现象出发，研读《老子》，不难发现老

子的传播批判思想对于剖析“拟态环境”问题，进而提出消除当今社会传播媒介拟态环境负面影响之

道，富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 老子; 拟态环境; 媒介批评

一、老子传播思想中的拟态环境批判意识

拟态环境作为舆论学、传播学术语，最早由美国

学者李普 曼 在 《舆 论 学》中 提 出，由 于 世 界 太 大，

人们不可能直接地去认识每一个发生的事件，再加上

国家检查制度的存在以及官方设置的保密制度等原

因，人们往往生活在媒体提供的和自己设想的一种

“假环境”中，也就是一种拟态环境。李普曼指出，

“新闻和真实并不是一回事，必须清楚地加以区分。
新闻的作用是突出地表明一个事件，真实的作用是把

隐藏的事实显露出来”①。
《老子》一书，虽仅五千言，却字字珠玑，闪耀

中华文明之光; 虽并非为传播学而著，却蕴含着丰富

的传播思想。尽管老子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传统社

会，但其对传播的批判意识蕴涵拟态环境的认知，却

早已洞察明晰，透过其一部 《道德经》向世人娓娓

道来。
( 一) “道可道，非常道”: 对媒介拟态环境的深

刻洞察

对于拟态环境的认识，老子在第一章就早有说

明。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可

以描述，但经过描述的道与原来的道就不是一样的

了，同样，名也是可以描述的，但经过描述的名与原

来的名却也是不同的了，概而言之，经过传播媒介传

播的信息和信息本身之间是有所差异的。正如李普曼

所言，“我们在看到这个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它是什么

模样”②，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传播中

媒介 ( 当时主要指语言文字) 会对事实造成的影响，

只是没有用今天所谓的传播学术语说出来而已，道理

却是一样。
有学者在研究老子的传播批判思想时指出，“语

言承载意义，而意义在承载过程中又会有噪音，乃至

意义的丢失”，③这里的“噪音”就包含语言传播中所

形成的“拟态环境”。同样， “文字等符号包围着我

们，我们却无法判断符号反映的是客观世界还是拟态

环境，以媒介为中介的交流方式使个人无法独立地、
直接地与世界和他人交流。”④

( 二) “复结绳纪事”与拟态环境环境化问题的

消除

老子提倡以 “复结绳”的方式来克服语言文字

媒介所产生的 “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现象。这种智

慧对于对待当今的信息爆炸时代依然有其振聋发聩的

意义。所谓拟态环境的环境化，是指人们的行为是对

拟态环境的反应，但结果却作用于实际发生的现实环

境。⑤结绳记事虽然是人类蒙昧时期的文化传承方式，

然而对于日益纷繁的传播世界而言，对于日益增多的

媒介信息而言，却是一种跳出拟态环境、认清真实的

绝佳 方 式。在 老 子 看 来，语 言 文 字 往 往 容 易 割 裂

“道”的整体性，而“复结绳”就实现了 “从媒介层

面消除对道意义的分割”，从而消除拟态环境环境化

的隐患。⑥因此，老子倡导在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里，

人民“乐其俗”，即更多地通过现实的人际交往来实

现对意义更充分的占有。
然而，对于老子有关拟态环境的批判研究，目前

还多集中于原因和现象的解释上，对其救治之道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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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十分详尽系统的阐释，因此，本文将以老子的传播

批判思想为基础，以传播学拟态环境这一维度为研究

视角，从《老子》中探寻当今社会传播媒介拟态环

境负面影响的解决之道，以期对现实媒介环境有一定

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二、老子智慧中媒介拟态环境治理之道

传统社会中，人与环境的互动模式大多呈现为:

客观环境—环境认知—人的行为—客观环境。对环境

的认知多是亲眼所见、亲身所得的第一手资料，因

此，认知环境与客观环境有高度的重合。即便是这

样，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老子依旧意识到了传播中媒

介 ( 当时多为口语、文字传播媒介) 会对事实造成

的影响。到了现代社会，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

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加之互联网、手机等新

媒体不断涌现，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纷繁复杂，这种

“非常道”、“非常名”的状态就成为受众获取信息时

的一种必然，因此，如何克服 “拟态环境”的负面

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
李普曼在研究人类与世界的精神交流中，将上游

留给了传者研究，将下游留给了受众研究。因此，本

文拟从这两个方面着手，从 《道德经》中寻求拟态

环境的救治之道。
( 一) 玄鉴以观: 受众对拟态环境的认知与超越

通常情况下，“新闻媒介不会把事情原原本本地

告诉我们，不会也不可能不带任何偏见; 新闻媒介不

可能完美地反映现实”⑦。正因为如此，受众媒介素

养的提升才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媒介素养是“受众

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

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应用的能力”⑧，从 《道德经》
中我们发现，老子对受众如何认识和把握信息，如何

识别和分辨信息真伪，如何提升受众的媒介素养以减

轻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都有相应的论述，概括来说就

是要“玄鉴以观”，即对信息本 质 的 一 种 深 远 的 观

照，如河上公注曰: “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事，故

谓之玄览也。”⑨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阶段:

1. 常无欲，以观其妙———信息接收的无欲原则

有关 “欲”的论述多次在 《道德经》中出现，

延伸到传播学领域，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 “噪

音”，即影响受众 理 性 接 受 信 息 的 障 碍。李 普 曼 认

为，舆论的主体必须是一些 “有 理 性 的 个 人”、能

明辨是非的公众，而他对现实的普通人是非常失望

的，因此将其称为 “局外人”⑩。信息社会的发展使

得受众在铺天盖地的信息洪流中迷失了自己，在信

息接受和选择上往往以一种随心所欲的心态求新求

怪求奇，沉 迷 于 媒 介 所 营 造 的 拟 态 环 境 中 不 能 自

拔。因为欲望发作，受众无法以一种理性思维去看

待媒介呈现的事实，而往往配合媒介共同 “编织”
拟态环境，不仅使自己处于一种虚 幻 麻 木 的 状 态，

对媒介过度依赖，同时也会给媒体 以 错 误 的 信 号，

导致媒介环境的恶化。
老子针对受众 过 多 的 “欲”，提 出 了 “不 欲 以

静，天下将自定” ( 第 37 章) 的断言，提出了 “虚

其心，食其腹” ( 第 3 章) 的方法，以期做到 “不贵

难得之货” ( 第 3 章) 的要求，凡此种种，皆为说明

“无欲”乃 是 认 清 媒 体 所 建 构 的 信 息 环 境 的 首 要

条件。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 第 44 章) ，无

欲，就不会被媒介所制造的拟态环境所蒙蔽，就能

以一种比 较 清 醒 和 客 观 的 态 度 对 待 媒 介 提 供 的 信

息;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 第 81 章) ，无欲，就

不会被媒介的美言所蒙蔽，就能以一种理性的观念

对待媒介不美的 “信言”; “少则得，多则惑” ( 第

22 章) ，无欲，就不会迷惑于媒介纷繁的信息之中，

就能以一 种 纯 粹 天 然 的 婴 儿 状 态 少 而 精 地 接 收 信

息。总体而言，就是要 “化欲而作，吾将镇之以无

名之朴” ( 第 37 章) ，以一种朴素的思想，清除欲

望，抵制不良信息。
2. 致 静 虚，守 静 笃———信 息 解 读 的 虚 静 观 复

原则

信息解读过程中的 “静”字，是老子对受众的

第二个要求，为受众提供了甄别和筛选信息的第二道

把关方式，即以冷静的头脑和审慎的态度寻找信息的

本质，从而得出一定规律性的东西，是谓“虚静观复

法”瑏瑡。
信息解读的过程在传播学中又称作释码的过程，

这一过程是对信息内容的逐个解码，是一个繁杂的过

程，老子认为保持一种 “静”的心态尤为关键。没

有这种“致静”、 “守静”的本领，就会导致释码过

程中信息解读的误差，国内由于日本核辐射而引发的

抢盐风波就是典型的例子，由于受众解读信息时的不

冷静不细致，造成了信息理解的扭曲，随之而来的是

谣言和恐慌的泛滥。尤其面对媒体精心构建、“日臻

完美”的拟态环境，受众一颗冷静而平和的内心就更

是正确释码的关键。
此外，老子这种 “致静虚，守静笃”的信息解

读法更能带来“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 ( 第 16 章)

的巨大效用。王弼说: “以虚静观其反复”瑏瑢，苏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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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虚极静笃以观万物之变，然后不为变之所乱，

知凡作之未有不复也。”瑏瑣信息解读同样也有 “以身观

身，以家观家”的规律性可言，这对于长期处于拟态

环境的受众来说，无疑是寻求信息本质的一条捷径。
老子所说的 “观”，并非观之以目，而是观之以心，

即要求受众在解读信息时不是简单地看它表层的意思

或事件的故事性，而是要结合社会环境或事件的来龙

去脉作整体而深刻的理解，从而把握信息的实质。在

多次这样的解读之后，就会产生一种解读能力，这种

能力似乎可以理解为老子所言的默思冥想或直觉思

维，即不受任何情感欲望的影响，在静观中即可认识

事物的真相。
3. 悠兮! 其贵言也———信息反馈的贵言原则

反馈是受者对接收到的讯息的反应或回应，也是

受传者对传播者的反作用; 是 “受传者能动性”的

体现，也是 “社会传播的双向性和互动性的重要机

制”的体现。瑏瑤因此，老子要求受众不论是处于 “太

上、其次或又次之”的层次，都要以 “知有之、亲

之、畏之、侮之”的积极态度进行有效反馈。在媒介

所传播的信息中，对 “太上，下知有之”的潜移默

化式传播，受众就要给出 “知有之”的知晓式反馈;

对“其次，亲而誉之”的宣扬式传播，受众就要给

出“亲之”的鼓励式反馈; 对 “其次，畏之; 其次，

侮之”的低俗式传播，受众就要给出 “畏之、侮之”
的反对式反馈。

然而，老子在第 17 章又接着说: “悠兮! 其贵言

也”，似乎又在告知受众不要多言，与开始要求受众

积极反馈的思想相悖。其实，这正是老子对受众的一

种严格要求，要求接收者以一种审慎负责的态度对信

息做出回应，而非不假思索地随心而发。
老子说，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 第 5 章) ，

“希言自然” ( 第 23 章) ，“其贵言也” ( 第 17 章) ，

若将其简单地理解为 “不言”或“少言”，就大错特

错了。“希言”、“贵言”并不意味着不言，而是要求

反馈必须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否则一方面会给媒介带

来错误的暗示，使其朝错误的方向继续传播; 另一方

面也会使信息环境的环境化加重，因为这种反馈并不

作用于拟态环境，而作用于真实的环境，正如日本学

者藤竹晓所言，“由于人们是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

认识环境和采取环境适应行动的，这些行动作用于现

实环境，便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 有 了 ‘拟 态 环 境’
的特点，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在两者之间作出明确的

区分”瑏瑥。
由此可见，反馈对媒介、对受众自身所生存的现

实环境都 起 着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因 此，以 “贵 言”
的态度作积极的反馈，才是受众解读信息之后应有的

心态。
( 二) 传无传: 传播主体对拟态环境的解构

拟态环境说到底是作为传播主体的媒介以客观物

质世界为源，借助文字、图像或声音符号载体向受众

传播信息的一种方式，尽管受众可以以主观能动性克

服这种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但从信息散播的源头来

治理拟态环境的危害似乎更为必要和重要。
老子在第 63 章提出: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

味”，从传播 学 角 度 解 读，我 们 可 以 概 括 为 “传 无

传”的传播理念，这种传播中的 “无为”意识，对

于当今媒体拟态环境环境化日趋严重的现象，无疑是

十分必要的。具体而言，包含以下三方面:

1. 以百姓之心为心———传播目的的确立

传播主体在传播信息时选择什么样的事实、确立

什么样的观点、进而期望建构起何种样子的拟态环

境，归根到底是由传播目的决定的。因此，确立什么

样的传播目的对媒介来说是指导思想的问题，是原则

问题。
从《道德经》中我们不难发现，老子是十分重

视“以人为本”的，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

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 第 25 章) ，老子

将人与 道、天、地 放 在 同 一 范 畴，可 见 其 对 “人”
的重视。推演到老子的传播思想方面，我们可以将其

理解为老子对传播目的提出了 “人本”的要求。
《道德经》第 49 章指出: “圣人常无心，以百姓

之心为心”，如果将这里的 “圣人”理解为传播主

体，那么“以百姓之心为心”就可以解读为以受众

之所想所需为宗旨，确立一种全心全意为受众服务的

传播 目 的。老 子 警 示 传 播 者，传 播 中 要 “不 失 其

所”，不脱离“以受众为本”的传播思想，在此之下

才能做到记录真实的事实、提供全面的意见信息、构

建尽可能接近现实世界的真实图景。
2.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传播内容的选择

老子说: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

令人口爽” ( 第 12 章) ，当今媒介的内容越来越有以

“五色”“五音”“五味”为主导的趋势，以此来提高

收视率、阅读率、点击率，而受众也越发沉迷于这些

“难得之货”所构建的拟态环境。然而，这种 “令人

心发狂”的信息长此以往的存在，必然会 “持而盈

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 第 9 章) ，

最终导致媒介和受众的两败俱伤，导致整个社会的拟

态化越发严重，直至媒体环境的异化。因此，在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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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选择上，老子提出了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 第 19 章) 的观点。
“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 ( 第 19 章) ，

此“三绝”，可理解为老子对传播内容的具体要求。
一绝“典型化信息”——— “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
( 第 3 章) 。瑏瑦 “某种程度上典型报道会拔高典型，使

之成为‘难得之货’，让民众误认为典型是脱离现实

的‘模范’，与典型保持距离，甚至背道而驰。”瑏瑧长

此以往，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的差距就会进一步加

深。因此主张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弃绝典型化

信息。
二绝 “低 俗 化 信 息”——— “我 无 欲 而 民 自 朴”

( 第 57 章) 。媒介内容的低俗化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可

谓越 演 越 烈，究 其 原 因，就 在 于 媒 介 自 身 的 “贪

欲”，渴望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和市场份额。因此老

子提出了“无欲”和 “朴”的要求。对性的频频报

道、对明星私生活的挖掘、对暴力事件的关注，使得

媒体拟态环境越来越低俗，因此弃绝 “低俗化信息”
是媒体的当务之急。

三绝“同质化信息”——— “我独泊兮，其未兆，

如婴儿之未孩” ( 第 20 章) 。由于媒介技术的发展，

信息同质化现象已经成为传播中的另一大问题，媒介

中充斥着大量相同、相似的报道，扰乱受众的视线，

加重受众的眩晕感。因此，用婴儿一样淳朴归真的心

态来选 择 报 道 对 象 是 减 少 “同 质 化”信 息 的 必 由

之路。
达此“三绝”，则可 “少私寡欲德乃全，见素抱

朴化于道”瑏瑨，从传播内容上对拟态环境进行有效的

治理。
3.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传无传”———传

播理念的创新

李普曼 曾 说，媒 介 “像 一 束 探 照 灯 ( search －
light) 的光柱一样不停移动，从黑暗中把事件逐个暴

露出来”瑏瑩，而媒介的传播理念，则是该探照灯照往

何处的风向标。“无为”的思想无疑是老子全书的指

导思想，同样，对整个传播过程也有着统领的作用。
王弼说: “以无为为居，以不言为教，以恬淡为

味”瑐瑠，黄友敬说: “无为者，无去世俗的私心妄为;

无事者，无去世俗的争竞俗事也; 无味者，无去世俗

的浓腻 滋 味 也”瑐瑡，由 “无 为”统 领，传 播 目 的 要

“无去私心妄为”，传播内容要 “无去浓腻滋味”，从

而达到 一 种 “传 无 传，则 无 不 传”的 境 界，如 此，

便能以一种有良知、有道德、有质量、有深度的新型

传播理念构建拟态环境。

一方面，把关人自己要有 “万物自化”的传播

意识。老子说，“无为，故无败; 无执故无失” ( 第

64 章) ; 王弼说，“处中和，行无为”瑐瑢。具体而言就

是传播中减少个人的倾向性，减少对受众有意识的干

扰，让受众顺其自然地接受自己的观点才是真正高境

界的传播，正所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

守之，万物将自化” ( 第 37 章) 。
另一方 面，把 关 人 要 有 “治 大 国，若 烹 小 鲜”

的传播策略。传播者在传递信息过程中 “度”的把

握是十分关键的，犹如 “烹小鲜”，不可过度。传播

者过度的报道不仅影响受众的解码，对整个传播环境

都会施加过分的压力。
如此，以“万物自化”的传播意识加之 “治大

国，若烹小鲜”的传播策略，在 “传无传”的新型

传播理念的指导下，拟态环境必将得到有效的控制和

治理。
从传播学角度看，传播者和受众是两个不可分割

的组 成 部 分，是 一 种 “协 同 进 化”的 关 系。所 谓

“协同进化”，是指传播者与受众的持续互动，其途

径是“信息互动”，其形式是 “双螺旋”，双方 “制

约因子”的变化会先后导致自身和对方性状的变化，

如此循环往复。瑐瑣因此，从传播者 “传无传”和受众

“玄鉴以观”两方面对拟态环境给出救治之道，二者

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必将对现存的媒介拟态环境问题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老子的媒介批判意识与当代传媒文化

从传播学的视角解读 《道德经》，不难发觉老子

有着深刻的媒介批判意识，这种意识不仅是对古代媒

介发展的历史回味，而且可以转化为对当代传媒文化

的深刻反思，对当前的媒介发展发挥着巨大的指导意

义和启示作用。
老子的传播观说到底是其宇宙观、认识论、辩证

法等对哲学观点在传播学的启示，虽然相对隐晦，但

其深刻性、历时性、科学性为解释和解决当前信息环

境下传媒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值

得我们细细研究和思考。
对于当下信息爆炸的媒介环境，老子似乎早有预

见，也在 《道德经》中做出了一定批判。在老子看

来，有限的语言符号是难以表达无限的意义的。“知

者不言，言者不知” ( 第 56 章) ，“多言数穷，不如

守中” ( 第 5 章) ，“希言自然” ( 第 23 章) 等都表达

了老子 对 符 号 的 一 种 怀 疑 和 批 判 态 度。老 子 还 以

“道”为例，指出文字的局限性。他认为的 “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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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 第 1 章) ，是 “惚兮恍兮，

恍兮惚兮” ( 第 21 章) ，是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 第 25 章) ，因此，是无法用语言界定，无法用文字

指称的。
这种认知我们可以视为对媒介拟态环境的一种超

前认识，即言语和文字媒介并不能真正反映现实环

境，通过言说和表达的事实已经和原本的事实有了差

异。今天，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除了言语和文字，

电子媒介的产生使得拟态环境现象更加严重，并且衍

生出拟态环境环境化的问题。针对当代的媒介环境问

题，我们通过阅读 《老子》，领悟其中蕴藏着的传播

智慧，从受众和传播者两方面出发，对拟态环境的问

题给出了相应的 “道家”式解决之道，希望可以对

现实的媒介问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注释:

①②⑩ ［美］ 沃尔特·李普曼著: 《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83、73、312—313 页。

③④⑥瑏瑧 谢清果主撰: 《和老子学传播》，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93、30、253、217 页。

⑤瑏瑩 ［美］ 李普曼著: 《舆论学》，林珊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240 页。

⑦ ［美］ 德弗勒·丹尼斯著: 《大众传播通论》，颜建军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41 页。

⑧ 张志安、沈国麟: 《媒介素养: 一个亟待重视的全民教育课题———对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回顾和简评》，《新闻记者》，2004

年第 5 期。

⑨瑏瑢瑐瑠瑐瑢 张继禹主编: 《中华道藏》 ( 第九册) ，华夏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1、196、214、142 页。

瑏瑡瑏瑨瑐瑡 黄友敬: 《老子传真》，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4、132、411 页。

瑏瑣 张继禹主编: 《中华道藏》 ( 第十册) ，华夏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78 页。

瑏瑤瑏瑥瑏瑦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9、127、115 页。

瑐瑣 丁汉青: 《重构大众传播中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关系——— “传”“受”关系的生态学观点》，《现代传播》，2003 年第 5 期。

( 作者谢清果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于宁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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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伴随行业发展开展实践研究

编辑出版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最生动鲜活的编辑

出版实践，顺应编辑出版发展趋势，满足编辑出版实

践需要，对编辑出版实践进行有效的理论指导，编辑

出版学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否则就会走向学科萎缩。
如果没有很好的编辑出版实践体验，也不去关注发生

在业界的动态，只是关起门来研究一些所谓的理论，

会使这门实践性学科走向经学，失去自己的灵魂。
编辑出版学也绝对不是主要研究编辑这个环节，

过去我们把这个环节的作用放得太大，认为这才是值

得研究的部分，其实业界的 “策划”、“营销”、“版

权贸易”、“产业化经营”、“企业化改制”、“数字出

版”等等是当下最需要也是最有意义的现实问题研

究。从编辑出版专业教育来看，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很多编辑出版教育界人士和业界人士认为编辑出版专

业就是培养编辑人才的，教师的培养和课程设置也向

编辑技能上倾斜。另一方面，很多从事编辑出版教育

的教师并没有在出版这个行业内工作过，这对于一门

实践性如此之强的专业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作为本专

业的教师不仅要有从业经验，而且要把到业界实习常

态化。只有在实际工作中熟悉编辑出版业务，了解编

辑出版业界的动态，才能胜任这一岗位。编辑出版专

业的学生在校期间也应该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大量的

实习，实习的环节越多越好，对业界了解得越深入

越好。

注释:

① 阙道隆: 《编辑学学科建设中的三个问题》，《中国编辑》，2006 年第 5 期。

② 陈玉林: 《从我国编辑史看编辑的工作特点和社会职能》，见周晓燕、马国柱编: 《学报编辑与编辑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③ 李建伟: 《中国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现状研究》，《编辑之友》，2009 年第 1 期。

(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学报副主编、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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