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沦为娱乐的奴隶
有两种方式剥夺他人的自由。一种是他们只允许我们做一些事，这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失去了自
由。另一种是他们让我们只愿意做一件事，这时我们失去了自由，却也放弃了反抗。

同理，有两种方式让人们丧失思考能力，一种是用各种欺压的方式禁止他们进行思考活动，另一
种是让他们沉浸在低级肤浅的娱乐从而主动放弃思考，也变得“不需要思考”。

媒介即隐喻
人们交流的信息，交流的技巧，技术构成了会话。而这些会话集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文化。

眼镜的发明不仅弥补了部分人视力上的不足，也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人工手段改造我们的身体。
避孕套的发明不仅降低了怀孕的概率，也加固了“性可以成为一种消遣娱乐”的文化。
这些技术的突破除了在对应的那个领域产生影响，还相当于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或者说创造了
新的隐喻，定义了一套新的规则。

而对于媒介来说，其本身就负责传播交流信息，同时不同的媒介在传播的技巧，方式上又有一套
自己的规则（比如互联网相比于书籍时效性更强，也允许视图）。新的媒介诸如（相对于书本）
电报，电视，互联网便因为其附带的不同的会话形式，带来了新的隐喻，定义了新的规则，最重
要的是，创造出了新的文化。

媒介即认知论
我们所理解的获得整理真理或者说知识的方法以及他们的定义都是不同的。比如中国古代可能较
多的认为前人的格言即是真理，上级的指令即是真理，到现在转向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又或者在法院，我们认为真理不仅需要严格的推理还需要充分的证据辅佐，但陪审团的设置
又暗示了真理部分来自人们常识的观念。
是什么决定了我们的真理观呢？我们可以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做一个宏观的描述，但在大
部分特定场景中，我们只需要“媒介形式决定思考方式”这句话来带入理解。
媒介通过“共鸣”，把隐喻的效果扩大。也就是说，我们在新的媒介中所接受的关于真理的规则，
将渗透到我们对于生活中其他方面的真理的判定原则。
在口口相传的时代，掌握最多常识的长老被认为掌握最多真理。在印刷术的巅峰时代，结构鲜明
的文字和论证严谨的段落被认为是真理的化身。在去中心化的信息时代，当即时性的信息铺天盖
地朝我们涌来，当任何人不经审查即可发表观点，当娱乐的气氛漫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我们也就逐渐建立起了一套和印刷术时代大相径庭的真理观。其特点包括我们将在下文依次提
及：政治，经济，新闻行业的娱乐化，过度的反权威，“了解”取代“理解”，具象替代抽象，时效性
替代永恒性，碎片化替代系统化。

减低智商：娱乐氛围的渗透



根据本文的题目可知，我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新媒介不加限制的渗透到生活各方面的。具体原因我
们可以从各个时代的对比中获得答案。
我们把媒介的更迭大致描述为四个时代：印刷术时代，电报时代，电视时代，互联网时代。
其中我们重点比对印刷术时代和互联网时代，因为在印刷术时代开始没落之时，我们的“智商”就
已经开始下降了。

印刷术 互联网

时效性 低 瞬时

内容 文字为主 图像为主

内容结构 鲜明，论文式 碎片化

语境依赖度 依托语境 无需语境

信息类别 各学科，生活相关 生活无关

信息质量 总体较高，有审查机制 良苇不齐，人人皆作者

流量密码 反应社会声音或者内容质量高 简单，潮流，快乐，猎奇

以上对两种媒介进行了简单的对比，在进行对新媒介的批判大会之前，我们先要溶解一部分反对
的声音。
一些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认为，互联网不过是印刷术的升级版本，具体不取决于媒介是互联网还
是印刷术，而取决于我们怎么使用它。
这种观点暗示了技术是中性的，具体是好是坏取决于使用者。但事实上，技术从出现的时候就被
赋予了某种目的，它的形式又限制了它通常只会在一定范围内被使用。与其说我们自由的使用技
术，倒不如说技术在接着我们发挥它的功能。

印刷术 互联网

时效性 内容多涉及事物本质 内容繁杂细碎，与生活关联度低

内容 鼓励一种严肃冷静的思维方式，对理解力有
要求，抽象

直接的感官刺激，具象导致的“见
树不见森”

内容结构 培养逻辑思维，论证思维和系统思维 导致思维断裂，无法进行整体评估

媒介本身特点对比

媒介特点对我们的影响



印刷术 互联网

语境依赖
度

知道场景和知识如何对应，知行合一 知识被用在错误的地方

信息类别 深度，信息经常转化为行动 信息很少影响决策，与个人生活缺
少联系

信息质量 接触到经过审核出版的高质量信息 需要主动分辨，大部分人受流行思
想误导

流量密码 文化风格偏严肃 娱乐化

请原谅我有些地方用词可能稍有夸张，但也基本反映了两种媒介带给我们的影响

保住智商：娱乐与严肃的分工

因为互联网本身可以承载内容的丰富性，越来越多的主题的信息开始借由互联网传播。我们可以
说体育，影视等娱乐行业以互联网为媒介无可厚非，但我们很难说价值观培养，教育，商业，政
治也适合以互联网为媒介。
这些年来互联网对这些领域的渗透，助长了诸如个人享乐主义，教育娱乐简单化，商业以产品导
向变为营销导向，政治好莱坞化等现象。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恋爱观，消费观被电视
剧，流行文化所影响，广告中满是美女帅哥金碧辉煌却极少有产品信息的介绍，美国总统辨论从
曾经几个小时的政策辨论过渡到穿着西服绅士间的挖黑料互损，以助于让人们产生一种政治是常
识，人人都是小政治家的错误认知。即使这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没有人会否认，这个世界
上很多领域需要保持严肃的认真态度，不是所有领域都应该娱乐化。

个人层面我们的困境和社会层面相似，即：那些本不该娱乐的事情被逐渐娱乐化。我们需要做
的，就是界定好媒介的使用范围，其核心是把事务区分为娱乐和非娱乐两类，同时在被定义为娱
乐的事务中，要区分真性娱乐和假性娱乐。
对于目的是娱乐的事物，互联网其实是很好的媒介，但互联网充满了假性娱乐。假性娱乐会让我
们上瘾，但是活动本身并不会让我们产生幸福感，做完以后反而会让我们产生空虚感。假性娱乐
还有一个特征是创造语境，就是说这个事情本身和我们关联很小，几乎不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决
策，但因为被放在了一个情景之中，我们便认为它是有意义的。比如足球新闻让一个篮球迷看可
能完全不会沉迷，但是足球迷会把新闻带入情景，便产生虚假的意义感。但其实这种信息并不能
让我们产生幸福感，也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决策。

社会层面

个人层面



我本人最近也对生活中的一些所谓娱乐项目进行了评估，具体的一些“政策”包括：限制微信使用
时间，用知乎替代小红书（同类高质量信息替代低质量信息），取消关注足球新闻（虚假意
义），明确并习惯从事真性娱乐项目（包括足球，弹琴，和爱人，好友相处，玩战略游戏，唱歌
等），精心挑选吃饭时观看的节目等等。

提高智商：各种媒介的巧妙组合

媒介可以创造新的隐喻，从而影响我们的文化。把聚光收紧，放在个人，我们的信息接收的渠道
（各类活动），也就相当于媒介，也通过各种形式的信息和我们互动，也就可以改变我们一些潜
在认知，信条。每一种我们从事的活动都是信息的渠道，比如社交是一种较为碎片化，感性主
导，互动式的信息交换，冥想带来的是一种内省式的信息。比如从事体育活动除了锻炼身体，还
会加固我们诸如“只要练习就会取得进步”，“团队合作很重要”，甚至“大部分博弈都是零和博弈”等
信念，从而影响我们生活的其他领域，因此我说，媒介即隐喻，生活中媒介即信息渠道，信息渠
道即活动，活动即信条，能力（belief）。

我们在应对生活的各种场景时，所需要的信念和技能也是不同的，这就需要我们灵活的掌握各种
类别的好几套信念，思维方式，技能知识。根据信息渠道即活动，活动即信条，能力，我们其实
可以把生活分割为七个方面，每个方面需要不同的信条和能力，需要的依赖的活动（媒介）也不
同。除了六个方面之外，我们当然还需要娱乐。

信息特点 适合的媒介

批判性思维 逻辑，系统，证据，客观 阅读，写作

实践知识 需要内化，情景对应，多变量 理论学习+实际操作+反思

人际关系 比喻性，感性，互动性，灵活性，多反
馈

互联网，大样本学习 ，模仿社交

与自己的关
系

个性化，感性，隐蔽性 反思，冥想，写作，观察

创造力 混沌，随机，网状，感性（部分） 跨领域学习，大样本学习，艺术活
动

流行知识 碎片化，即时性，娱乐化 互联网

感觉知识 肌肉记忆，流程知识 体育，艺术，音乐

媒介即隐喻，活动即信条

合理评估，各司其职



娱乐 需要分辨假性娱乐真性娱乐

通过这样的分类，我们便可以明确自己需要的是知识还是娱乐，确定是知识后又可以进一步确定
自己真正需要的知识类别，选择合适的媒介。这样我们不仅防止了新媒介的娱乐化思考方式渗透
到本该严肃的事情中，又确定了不同知识所适合的的不同媒介类型。

选择合适的媒介，就是选择合适的信息渠道，就是选择合适的活动，就是获得对应的信条，能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