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信息的快速增加!科技传播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关注!许多学者都给科技传播下了不同的定义!其

中我更赞同翟杰全先生的观点"#所谓科技传播是指科技知识

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在不同个体间实现共享的过程$ 科技

传播承担着把科技知识从其拥有者传递给接受者! 使接受者

了解%学习和分享这些知识信息的任务$ &"#$既然是传播!必然

会借助于一定的媒介$ 媒介越先进%越便利!科技知识的传播

范围就越广!传播速度就越快$ 反过来!媒介的发展又依赖于

科技的进步!科技发展是媒介发展的必要前提$ 两者互动循

环!形成#螺旋式上升&的人类科技文明进步模式$

一!口语传播时期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原始人类就已经创造了程度

不一的文明!这些非文字的文明表现在各种遗址%遗迹和遗物

上!考古学正是根据这些实物来再现人类文明的史前史$ 在

语言产生之前!人们有一定的交际方式!比如用身体的姿态%
手势%实物等表达一些低级的简单的信息$ 但这些交际方式

或者妨碍劳动的进行!或者受时间%空间距离的限制!都不能

为人类活动提供完善的服务$ 这时!语言的产生就显得必要

而及时了$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它的出

现大大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因为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它

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它使人类因

经验共享和文化传承而大大加速了自身的发展$ 这一点在技

术传播中尤为突出$ 古代的手工业者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

们通过手工操 作 和 语 言 传 授 使 学 徒 掌 握 和 继 承 了 他 们 的 技

术!然后学徒又以同样的方式传授给学徒!这种技术传播直到

今天还可以找到踪迹$
以口语的形式进行的科技传播!本身也有其不足$ 首先

它也受空间与时间的局 限!如 果 相 距 较 远!信 息 就 不 能 传 达

到’方言的多样性增加了信息交流的难度’话语转瞬即逝!保

留困难!大量的信息被遗忘丢失$ 其次信息在口语传播过程

中!因中转环节多的原因!常使所传信息走样变形$ 随着社会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类生活的扩大!随着民族之间%地区之

间交流机会的增加!口语的缺陷也越来越明显了$为弥补其缺

陷!人类创造了文字$ "%$

二!口语与文字并行传播时期

!!文字的产生!
在语言产生后的 #& 多万年的人际交往和生存斗争中!人

类的先祖们学会了把声音同发出声音的人分离开来并加以保

存的技术!这就产生了文字$文字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原始时代

的结束!文明时代的开始$现在可以确认文字是在距今约五六

千年前出现的!当人们把图画连在一起来说明一个故事时!就

向真正的文字迈进了第一步! 人类第一次具有了可靠的记录

信息%传承信息的本领$
克里特文明时期! 爱琴海区已经相继出现了象形文字和

线形文字$公元前 ’ 世纪!腓尼基人发明的字母随着腓尼基商

人一起传到了希腊各地!形成了后人所看到的希腊文字$希腊

人开启了哲学也开启了科学!从公元前 (&& 年左右开始!希腊

人中出现了一大批才智卓越的哲学家和科学家! 他们是以后

许多学科的鼻祖! 而他们用文字写就的著作也成为后人争相

研究的对象和理论根据$ 如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随着欧洲第

一次学术复兴开始深入人心!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的理论

模式分别被阿基米德和托勒密运用到了力学和天文学上!并

且还深深地影响了牛顿!起到了传播科技的作用$
在古埃及!象形文字多刻于金字塔%方尖碑%庙宇墙壁和

棺椁等一些神圣的地方! 后来为了书写方便又发展出了简略

的象形文字!称为僧侣体$ 有了文字记载!我们才知道埃及人

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太阳历!在公元前 )&&& 年!他们就

已经把一年确定为 *+( 天$ 从现存的纸草可以推知! 公元前

,-..年左右埃及人的内科%外科已有相当水平$
印度从来没有统一的语言! 各民族和各部落所使用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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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和方言超过 !"# 种! 印度古文献中很早就有医学知识的记

载! 公元前 $ 世纪的名医阿特里雅名噪一时"有#阿特里雅本

集$医书传世% 随着佛教的东传"印度的科学技术也影响了我

国"特别在中古典籍中"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的痕迹!
中国在战国晚期出现的&黄帝内经$是当时医学的集大成

著作"也是祖国医学的奠基之作%我国第一部文学圣典&诗经$
中天文知识亦极为丰富%著名的有&诗经!七月$中的’七月流

火()&诗经!绸缪$中的*三星在户(等% &春秋$和&左传$中天

文资料更为丰富" 从公元前 %&& 年到公元前 ’(! 年" 共记有

)% 次日食% 公元前 $!) 年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是世界上最早

的%战国时期出现了专门的天文学著作即&甘石星经$"是当时

天文观测资料的集大成"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 同时&墨

经$记述了墨家学派的科技成就"春秋末年齐人的著作&考工

记$是一部手工业技术规范的总汇"同时期的&吕氏春秋$则是

我国古代农业技术经验的总结% *)+

!!纸的发明!
信息的传播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合适的介质% 古代埃及人

用的是天然生长的植物纸草"希腊人用羊皮作书写材料"巴比

伦人把文字刻在泥板上"印度用白桦树皮或多罗树的树叶等%
在纸出现之前的中国"先是把字刻在龟甲和动物的骨头上"那

时候的文字因而也称为甲骨文%后来把文字铸在青铜器上"该

文字因而被称为*金文(或*钟鼎文(% 再以后比较流行的是将

字写在竹片和木片上" 这些刻有文字的竹片或木片用绳子穿

起来就成了册"是为竹简% 比起甲骨和青铜器"竹木简更方便

而且能写上许多文字"但依然笨重%所有这些纸发明之前人类

所使用的书写材料"不是笨重不便就是昂贵不能普及% *’+它对

人类文化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所造成的困难是不难想象的%
中国最早发明了造纸术" 东汉时代的蔡伦又改进造纸技

术"不仅使纸的原料来源更为广泛"而且使纸的质量也大大提

高了% 这为科学技术的记录和传播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造纸术发明之后"向东"在 ) 世纪传入朝鲜"% 世纪时经

朝鲜传至日本+向西"则在 ( 世纪中叶传到阿拉伯"后来经阿

拉伯人传到欧洲% 造纸术传入欧洲后"!& 世纪"在西班牙和法

国设立了纸厂+!) 世纪"意大利开始造纸+英国则迟至 !" 世

纪末期才开始造纸%北美更晚"直到 !% 世纪才出现纸厂%纸张

出现后"书籍不再是昂贵的奢侈品"文化教育也不再是僧侣贵

族的特权"科技知识的传播和扩散也不再局限在专业范围内"
从而极大推动了欧美文明的发展% *"+

"!印刷术的出现!
印刷术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 使人类的传播行为

和传播能力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印刷术最早出现在中国%隋朝

时期"我国人民已经发明雕版印刷术"大量农书)医书)历书)
字帖由此流传到全国各地% 宋代庆历年间,!#’!-!#’(.平民

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 使印刷技术产生了一个伟大的飞

跃/ 在他之后"人们在活字材料)拣字方法等方面都有不断的

改进"相继出现了木活字)磁活字)锡活字)铜活字等% 中国的

雕版印刷术在 ( 世纪早期就传到日本于 !& 世纪才传到埃及%
欧洲人则通过波斯 ,今伊朗. 人" 学会了雕版印刷术% 公元

!’"# 年"德国的古登堡仿照中国活字印刷术制成了用铅)锑)
锡合金为材料的欧洲拼音文字的活字"开始了欧洲活字印刷

的历史"为印刷出版业的诞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欧洲在铅

活字发明之前"只有几万册手抄图书% 而 !’"# 年至 !"## 年"
短短 "# 年"欧洲印版书已达 ) 万余种"数量激增到 !### 余万

册% 更重要的是"随着 印 刷 业 的 发 展"一 大 批 近 代 报 刊 也 于

!$-!% 世纪发轫于欧洲%
生产力的发展为新的科学技术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物质

基础"而印刷术的兴盛更为科学技术的传播与普及创造了极

好的条件% 近代著名科学报刊诞生在西欧科学技术较为发达

的国家"最有名的是 !$$" 年 ! 月 " 日法国参议员德萨洛在巴

黎创办的&博学者报$,周刊.% 该刊是世界上第一个连续出版

的科学定期刊物"主要报道物理)化学)数学及力学方面的最

新发现% 到 !, 世纪末"随着交通和印刷术的进步"科技信息

的传播速度已相当快"以 - 射线为例"伦 琴 于 !(," 年 !& 月

&( 日公开研究报告"!(,$ 年 ! 月 " 日的维也纳&新闻报$公布

了这一报告"几天后"欧美的重要报纸几乎都做了报道% 科技

传播的思想和理论冲破了居于统治地位的神学的禁锢"使自

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从而开始了近代自然科学的革命%
与此相应"中国的科技传播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科学专

著得以大量印刷"中国的近代科学不是对中国传统科学的继

承"而是西方科学传播的结果"近世学者称之为*西学东渐(%
我国最早的综合性自然科学期刊"当推 !(%$ 年英国人傅兰雅

在上海创办的&格致汇编$% 该刊刊登论说文)科技新闻和通

讯"凡西方科学技艺均有涉猎% 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综合性

科学期刊是近代科学家杜亚泉先生 !,## 年在上海创办的&亚

泉杂志$"该刊最早在国内介绍元素周期律及新发现的一些元

素"创造的译名有的沿用至今% 与综合性科学期刊同时问世

的"还有专业性的科学杂志"如 !(%& 年在上海出版的&徐家汇

天文台观测公报$"专载地磁)气象)地震观测和研究方面的成

果% *$+

印刷媒介如报纸)杂志和书籍等"主要的优点之一是可让

读者享有控制阅读时间和阅读地点的主动权"并可根据喜好

和需要回头再看% 其次"印刷媒介便于携带"便于保存信息"
而专业化的刊物更能满足特殊人群的需要%

三!口语!文字和互联网共同传播时期

在传播领域"照片具有形象性)纪实性)瞬间性和传播迅

速等优点"因此独立于语言文字之外"成为一种全新的传播符

号% 此外"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照片可以通过卫星或传真

设备快速传播"复制也十分方便% 电影具有纪实性)运动性)
可反复传播性以及叙事情节的完整性和连贯性"这使它以自

己独特的方式影响观众% 而广播由于不受文化水平高低的限

制"不受视力好坏和光线强弱的制约"且传播速度快"以及具

有灵活)简便的优点"曾经是人们传播科技和获取信息的最优

选择% 由于声)像)文兼备"同报刊)广播相比"电视在传播科

学知识方面独具优势"它甚至可以代替学校教学% 同时"各家

试 论 媒 介 对 科 技 传 播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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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台还开设了各种各样的科普讲座! 向社会各界人士进行

科普宣传!其效果也是明显的"
互联网的产生与发展! 使人类信息传播进入到一个崭新

的阶段"互联网成为传播科学技术的媒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某种技术出现的原因之一是人类对它有需求! 需求推动人们

去思考!去创新"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信息量日益增

加!并呈大幅上升趋势!人们需要一种能方便#快捷地存储和

处理信息的工具" 另外!科学技术也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不

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希望能了解彼此的科学技术!并作进

一步的交流与探讨" 同时!科技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不断增强!
更多的人渴望了解科技的未来!渴望发表自己对科技的理解!
表现自己对科技#对人类自身的关注"

互联网具有信息交流活动的交互性#协同性#多媒体综合

性#实时性和广泛性等特点"网络上的科技报道有两类$第一!
传统科技新闻媒体的网络版" 目前全国有 !"" 多种报纸#杂

志#广播#电视台上网!这其中也包括大量的科技新闻媒体!比

如科技日报#科学时报等!另外一些综合媒体的网站上也相应

地开设了科技频道! 这些都成为网络媒体上报道科技新闻的

重要渠道" 第二!科技宣传报道网站" 目前在网上已有的科技

宣传报道网站并不多!主要有中国公众科技网#中国科普等网

站" 这些网站广泛搜集有关科普宣传及科技新闻的报道!具

有专门性的特征" #!$

人类进步的文明史!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一个工具不断

更新发展的历史" 媒介形态变化的历史!就是科技传播发展

的历史" 科技传播的先进性是由科学技术现代化和传播手段

的现代化决定的!传播手段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引发科技传播

的革命性变化"
纵观人类历史中媒介与科技传播的交互变革!我们可以

发现几条基本的规律$第一!信息量的增多和人类对科技知识

的关注是新媒介不断出现的动力之一" 第二!科技进步促进

了新媒介的产生!媒介形态的多样化推动了科技传播" 第三!
人的身体是媒介的出发点和本原!无论什么媒介都是从人的

身体的某种功能出发而发明和扩大的!这也就是麦克卢汉著

名的%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观点" #%$第四!新媒介决不会自发地

和孤立地出现!!它们都是从旧媒介的形态变化中逐渐脱胎

出来的" 每当一种新形式出现和发展起来!它就会长年累月

和程度不同地影响其它每一种现存形式的发展" 第五!每一

种媒介都有其局限性!同时又有其它媒介不可替代的特殊性!
所以!科技传播的历史是多种媒介同时起作用的历史!而不是

%新&媒介取代%旧&媒介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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