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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确立生态世界观是媒介生存 、发展之所需。对于中国媒介确立这种世界观 ,某

些国民性因素是潜在的反对因素 ,可能起到违碍作用 ,需要中国媒介加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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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世界观是一种有益于媒介生存 、发展的世界观形态 ,而国民性则是“一国或一民族全体所共同

具有的心灵文化特征”[ 1](第 103 页)。中国国民性 ,作为对中国媒介世界观形成及其形态可能起潜移默

化影响作用的民族精神成份 ,其某些因素确是中国媒介确立生态世界观潜在的反对因素 ,对这种世界观

在中国媒介之确立可能起违碍作用 。因此 ,笔者认为有必要探明这些因素 ,并思考如何加以克服。

一

生态世界观是指人把世界看成一个有机整体 ,在这个整体中 ,部分之间 、部分与整体之间既对立 、又

统一 。西方生态理论家科利考特指出:人与环境的关系是“辩证的冲突与互补”
[ 2]
(第 98页),凯斯特勒也

以为:世界作为一个系统 ,形成于子系统之间 、子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对立统一[ 3](第 93 页)。作为引导人

类正确认识世界的观念形态 ,生态世界观从哲学范畴为人类确立了处理自身与环境关系的准则 ,即:既

讲对立 ,又求统一 ,辨证结合 ,互制互补;而这 ,又是现代生态哲学构建 、确立 、倡导这一观念的理论旨归

所在:引导人类克服近代以来处理自身与环境关系重对立 、轻统一倾向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为演绎 ,所谓媒介确立生态世界观 ,是指媒介以为自己与环境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有机整体 ,基于

这种认识 ,处理自身与环境关系 ,既讲自主(对立),又讲适应(统一),于自主与适应的辩证结合中谋求生

存与发展 。

众所周知 ,媒介处于社会交往中心。作为环境主体 ,媒介的生存 、发展受到一定社会的政治 、经济 、

文化等复杂环境因素制约 。对于美国新闻业的发展 ,美国新闻史学家埃德温父子认为 , “每一历史时期

的具体条件加起来也左右报业情况”[ 4](第 1页)。有鉴于此 ,确立一种生态世界观 ,以正确认识自身与环

境对立统一关系 ,实现对这种关系既讲适应又讲自主的辩证式处理 ,乃是媒介生存 、发展之所需 。适者

生存是世界太多的新闻史实确证过的媒介生存法则 ,如美国在其新闻业起步期 ,若干报纸因与当局冲突

而被迫停办 ,它之所以有了《新闻信札》这第一张报纸 ,就是因为其创办者坎贝尔具有那种“能够适应环



境的能力”[ 4](第 34页)。另一方面 ,媒介适应环境还必须显示自身的能动性 、自主性 ,若不然 ,诚如如下

资料所描述 ,媒介存在会出现主体性空洞:名存而实亡。这条资料称:各家报纸目前都在增刊 ,但增多

少 ,什么时候增 ,说了算的不是总编辑 、社长 ,而是广告人:“以广告费为终极目标的增刊 、增版背后 ,真正

的老板是广告人 ,而不是报人”
[ 5]
(第 235 页)。这里 ,媒介所以出现主体性空洞 ,正是因为媒介处理自身

与广告主关系只讲顺应而不讲自主 。

然而 ,确立生态世界观 ,即便是媒介生存 、发展之所需 ,而对于中国媒介却有一个应予关注的问题:

如果认定民族精神对民族媒介世界观形成及其形态有着可能的潜在影响 ,那么 ,中国国民性 ,所谓“中华

民族在特定经济条件和历史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思想 、情感 、意志特征的总和”[ 1](第 1101 页),作为民族

精神重要的成份 ,隐含某些可能对中国媒介确立生态世界观起违碍作用的反对因素 。

探究一定观念主体特定世界观之成因是个理论难题 ,因为其成因复杂而多变。但是 ,可予肯定的

是:一定的观念主体 ,作为民族精神传统之苗裔 ,其世界观之形成或明或暗 、或多或少受到民族精神之影

响 ,是可能的。黑格尔以为:民族一切发展的本原是民族精神[ 6](第 268 页),不自待说 ,观念性的 、与民族

精神更具对应性的世界观更应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 ,中国媒介生态世界观之确立 ,可能会受到民族哲

学观念影响。而果若如此 ,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观念会成为其有益的精神滋养 ,确切说 ,是这种观

念对中国媒介认识自身与环境关系的统一性 、处理这种关系讲求适应性会起到助推作用 。另一方面 ,就

是可能受到国民性影响。应当承认 ,中华民族作为优秀民族 ,其国民精神一定有着值得肯定 、应予宏扬

的成份 ,但是 ,对于中国媒介确立生态世界观 ,它的某些因素 ,作为潜在的 、可能起违碍作用的反对因素 ,

逻辑上我们的确可以判定为真 。这些因素的形成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乃是民族特定的生产方

式 、经济形态所致。故而 ,论析这些因素 ,就必须基于民族既有的特定生产方式与经济形态。

二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 、政治生活 、精神生活过程”[ 7](第 82 页),西方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姆逊也谈到:民族性格的种种差异存在于民族“某一现存的生产方式里”[ 8](第 27页)。

千百年来 ,中华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耕社会的手工劳动 ,主要经济形态是自产自销 、自给自足的封闭 、

半封闭自然经济。前者 ,对国民以缺乏主体意识为特征的自弱自小心态起了一定化育作用 ,而后者对国民

自守 、抱独 、排他心态起了一定化育作用。从中国媒介确立生态世界观视角看 ,前一种心态是生态世界观

讲对立 、求自主潜在的反对因素 ,后一种心态则是生态世界观讲统一 、求适应潜在的反对因素 。

农耕社会的手工劳动是人在生理上与自然高度贴近的劳动 ,如插禾 、除草之类常规劳作都有人的部

分身肌进入泥土 。这种人在生理上与自然的贴近 ,最终衍化成人在心理上与自然的贴近 ,而由此 ,人有

了与自然亲密 、和谐 、统一的关系 ,而另一方面 ,在人的知性层 ,人也有了对天人之别 、主客之分感知上的

模糊。这种模糊经由历史积累 ,对人主体意识的发育与觉醒起到了阻碍作用 。人由于不能意识到自己

之于自然是主体性存在 、自然之于自己是被对象化的客体 ,而不能意识到自己的独立性 、力量 、尊严与价

值。对于人的这种主体意识的缺失 ,相关论者称之为“主体性混沌” ,而这反映于中国国民心态 ,择要论

之 ,就是中国人对自我存在(包括力量 、尊严 、价值)缺乏展示意识 ,惯于自我遮蔽 ,心理上呈现一种自弱

自小倾向 。如所周知 ,贵柔守雌是中国人立身之常策;反“冒尖” ,求中庸 ,是中国人处世之常态;而所谓

中国人记取的“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 ,堆出于岸 ,水必濯之”之古训 ,看似在关爱人生 ,实则是要求人自我

遮蔽 、自降生命亮度;如此等等都体现出在力量 、尊严 、价值上自弱自小的倾向。

要确立生态世界观 ,这种观念的讲对立 、求自主要求的观念主体显示主体性 。故而 ,对于中国媒介 ,

国民心态的这种自我遮蔽 、自弱自小倾向 ,作为国民性因素 ,乃是其确立生态世界观潜在的反对因素。

事实上 ,追溯以往 ,中国媒介处理自身与环境关系 ,只要背离生态世界观的讲对立 、求自主 ,在精神向度

上 ,就与这种国民性因素具有一致性。诸如不作独立价值判断而盲从错误政策 ,放弃自主权而甘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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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主操纵 ,旁置传播定位与宗旨而迎合受众低级趣味 ,甚至一如有的资料所披露某些记者 、报纸以自

贬人格 、报格媚俗阿世[ 5](第 241页),如此等等 ,作为媒介对自身与诸种环境因素关系之处理 ,都由其间

媒介自立 、自主 、自重精神的缺失而表征出与生态世界观讲对立 、求自主相背离 。而作为精神现象 ,媒介

这种自主 、自立 、自重精神的缺失 ,正与自我遮蔽 、自弱自小国民性因素同质。正是依据这种同质 ,逻辑

上 ,我们可以判定这种国民性因素作为中国媒介确立生态世界观潜在的反对因素为真。

自产自销 、自给自足封闭或半封闭自然经济 ,使国民少有产品交换 、经济往来;而以家庭为单位的劳

动 ,又使国民缺乏更具规模的劳动合作 。如此经济形态与劳动组织形式在农耕社会的传承 ,保持 、延展 、

甚至扩深了国民间外在生存形式与内在心灵内容的间距 ,而由此它们遂成为国民自守 、抱独 、排他心态

或习性养成之温床。国民的这些心态或习性 ,可由如下民谚俗言反映:“老死不相往来” ,是国民人际习

性上的抱独;“各人自扫门前雪” ,是国民生存形态的自守;而“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反映的则是他们处

世态度上的排他 ,如此等等。

对于生态世界观之确立 ,讲统一 、求适应作为生态世界观的另一面 ,则要求观念主体在己他对待关

系中对己显示开放性 ,对他显示容受性 ,故而 ,与之相反的抱独 、排他国民心态或习性 ,作为国民性因素 ,

便是中国媒介确立生态世界观的另一潜在的反对因素 。同样 ,检视媒介实践 ,凡中国媒介处理自身与环

境关系只要背离生态世界观的讲统一 、求适应 ,都在精神向度与这种国民性因素具有一致性 。作为个

案 ,1979年 , 《人民日报》不能及时响应中央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政策 ,于头版头条发表河南反对这一政

策的来信 ,并加编者案予以支持[ 9](第 483 页),则充分说明中国媒介某些时候统一观念之缺乏 、适应意识

之薄弱 ,而这 ,作为精神现象 ,正与抱独 、排他国民性因素同质 。亦是基于这种同质与逻辑之上 ,我们同

样可以将这种国民性因素作为中国媒介确立生态世界观另一潜在的反对因素判定为真。

如上两种国民性因素 ,作为中国媒介确立生态世界观潜在的反对因素 ,即使逻辑上可以判定为真 ,

但由于这类因素存在的潜隐性 、历史性 ,它们对中国媒介确立生态世界观实际起到违碍作用 ,只是或然

的 ,隐蔽的 。另一方面 ,这些国民性因素扎根于民族集体无意识 ,业已衍化为国民处事 、处世上的心理惯

性 ,对于中国媒介确立生态世界观 ,它们实际违碍作用的或然性 、隐蔽性发生 ,又是可从必然性上言说

的。这样 ,对于这类国民性因素 ,中国媒介有必要注意克服 。

三

作为民族精神传统之苗裔 ———国民性因素携带者 ,中国媒介要克服这类国民性因素 ,从根本上说 ,

是有待社会消除滋生的土壤的 。在当代中国 ,生产方式除农耕生产 ,还有机械工业 、高新技术生产;经济

形态上 ,除自然经济 ,还有已呈蓬勃之势的商品经济;这种生产方式 、经济形态的多样性 、多元化 ,确实从

经济史上打破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指出的中国历史一直所呈现的“永远不变的单一”情状 。但应看

到 ,单家独户的劳动组织 ,农耕上的手工生产 ,封闭半封闭的自然经济 ,作为如上两种国民性因素滋生的

土壤 ,在当今中国远未销声匿迹。这意味着:中国媒介克服这两种国民性因素 ,会受到社会存在制约。

不过 ,即便如此 ,从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看 ,只要中国媒介自觉克服这两种国民性因素 ,充分发挥主

观能动性 ,突破社会存在制约 ,实现克服 ,依然是可能的 。众所周知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强调社会

存在对社会意识起制约 、决定作用 ,但对于社会意识之于社会存在的距离感 、独立性与反作用 ,从未予以

否认 。另外 ,对于突破社会存在制约 ,实现克服 ,中国媒介对自身一种“知识分子精神”之发掘 、之呈扬 ,

会是有益之举。知识分子 ,依据美国学者 E·费尔斯的看法 ,是“对神圣的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 ,对他们

所处的环境的本质和引导他们的社会规律具有不同寻常反思力的人”
[ 1]
(第 963 页)。这里 ,所谓“特殊的

敏感” ,所谓“不同寻常的反思力” ,就是“知识分子精神”。对于国民性 ,中国媒介作为知识分子集群单

位 ,如果发掘 、呈扬这种精神 ,就会自觉于批判其落后 、有害的因素(反思),追求并致力于包括自己在内

的全体国民的精神更新(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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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medium must have an ecological w orld outlook if it w ants to survive and develop.Some

latent factors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re opposite to the ecological world outlook and may obst ruct China'

s media f rom having it , so , it is necessary fo r China' s media to overcome the factors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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