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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数字媒介社会》（新版）作为国家级研究课题“媒介化社会”的一环，将由中国武汉大学
出版社翻译出版，作为笔者，我实在喜出望外，因为由出身名门的高校出版社出版发行，阅读拙作的
读者将会更多。
　　在此，谨向承担了翻译工作的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冉华教授、于小川博士，以及负责审校
的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李国胜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武汉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日本岩波书店的岩永泰造先生以及信息通信经济研究所的刘雪雁
女士都为拙作的翻译出版工作而辛苦奔波，在此向他们以及所有的参与者表示深切的感激。
　　关于拙作，我想作出简要说明：　　此书最初名为《数字媒介社会》，是《互联网络社会丛书》
（全七册）中的一本，由岩波书店于1999年初春出版发行，岩永泰造先生负责这套丛书的整理、出版
工作。
这套丛书从法律、宗教、市民运动、艺术等不同的社会领域出发描绘互联网络的生存状态，并在出版
时分别添加了CD-ROM这一“新媒介”的出版形态。
在日本，岩波书店是极为遵循格式与标准的出版社之一，而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有意实现对传统图书出
版模式的突破，可以说此次出版尝试是相当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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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站在20世纪与21世纪的交界处，回顾过去、面向未来，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具有相当时间跨度的时
空演进过程。
与20世纪尼葛洛庞帝风靡一时的《数字化生存》不同，水越伸先生的《数字媒介社会》为我们展示的
是一个“四维”空间，作者将媒介技术的应用置于历史的曲线上，并为其勾勒出一个宏大的社会背景
。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作者从五个方面描绘并阐释了数字技术条件下的媒介社会发展。
    新媒介之于人们，在其最初的发展阶段是作为玩具而存在。
无论是19世纪的无线电少年或是20世纪的网络黑客，均是将新媒介技术视作游戏之物，凭借丰富的想
象力动手摆弄那些外表简陋的机械装置。
在这些游戏性的新媒介实践中，媒介逐渐实现了自己的社会化与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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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水越伸，筑波大学比较文化专业毕业。
1989年任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现在更名为社会情报研究所）助教，1993年任东京大学社会情报研究
所副教授，1996-1997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任客座研究员，现任东京大学情报学环&#8226;跨
学科信息学府准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媒介的生成：美国广播发展史》、《20世纪的媒介：近代的电子媒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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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V影像新闻：新的报道模式    (1)DV影像新闻的开端    (2)DV影像新闻与大众媒介  2  在线新闻与编
辑活动的演变    (1)激活：基于因特网的编辑活动    (2)在线新闻工作者的相貌    (3)“Hyper Story”与新
闻报道的自我认知  3  从根本上质问日本的媒介    (1)“大众媒介中心说”与“数字意识形态”      (2)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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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境的亚洲媒介  1  亚洲的媒介、媒介的亚洲  2  媒介发展变革的实践与言说  3  跨越国境的小故事    (1)
都市的消费文化与亚洲电影    (2)亚文化的在线杂志    (3)起步于亚洲的风格  4  数字化与具边缘性和多样
性的文化  5  为了打开日本的亚洲之门    (1)探寻多文化的、综合的媒介素养    (2)媒介生态群境的形成第
五章  数字媒介与公共领域  1  21世纪前半期的媒介与社会    (1)关于数字信息化的大叙事    (2)草根阶层
的小叙事  2  数字媒介的社会特性    (1)技术革命与日常化的“版本升级”    (2)媒介素养的政治性  3  制
度性思考与媒介理论实践  4  因特网的大众化现象    (1)大众媒介化的因特网    (2)政治经济维度的因特网
技术  5  表现欲与共鸣    (1)表现欲与边缘性    (2)共鸣与共同体第六章  媒介表现、学习与素养——跨学
科研究的新尝试  1  日本媒介社会的走向    (1)国民媒介文化的崩溃与表现欲    (2)东亚的多文化综合媒介
文化与共鸣  2  通往媒介表现、学习与素养的实践之路    (1)数字媒介社会中的行会联盟    (2)媒介的游戏
、素养与实践    (3)跨学科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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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此书中，波西格与摩托车之间的关系与无线电装置对于“无线少年”，个人电脑、游戏对于“
黑客”极为类似，即被作者关注并着重描述的是摩托车一大堆大大小小零部件被逐一组合、拼装完成
的过程——作者将摩托车当作提供移动功能的媒介工具，详细叙述了这一工具的组装方法、构造以及
控制原理。
此外，作者还就摩托车与车手人车合一的感觉进行了描述，认为这种人车合一的状态完全有别于汽车
驾驶，极具魅力。
波西格并非单纯爱好摩托车，机械构造以及相关知识反映在西洋哲学思想中表现为合理主义和功利主
义，作者的思绪游走于合理主义与功利主义的边缘，并将乘车的感受与佛家禅语中所说的“主客如一
”结合起来，使思想更加深邃。
也就是说，波西格将禅与摩托这两样看上去毫无关系的事物并联起来，从日常生活中不足取的小事里
提炼出技术与人类的相互关系，从头开始研究这个隶属于人类精神世界的课题。
　　此外，在本书中，波西格通过对摩托车这一小小的技术构成体、小小移动媒介的魅力进行了描述
，批判了那些拥有宏大研究规模的科学技术。
同时，对嬉皮士们厌恶和惧怕科技、打算委身于避世的生活方式的行为加以限制。
作者对科技至上主义与反科技主义两种思潮进行了界定，提出有必要以充满希望的视角展望科技与人
类的关系。
在这个课题中，作者以摩托车这一小小科技产物为出发点，并使之贯穿全篇。
在波西格的思绪与姿态中，明显存在着某种与数字媒介“黑客”们共通的东西。
那个时期同时出现的还有如苹果、ATARI那样的微型电脑媒介，也有一本名为《禅与因特网科技》的
解说性书籍——不光书名有模仿《禅与摩托修理技术》的嫌疑，连销售情况也堪比前者，很快成为畅
销书并几度再版。
这恐怕就是那种共性的表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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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技术背景下，“数字媒介社会”成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诸多方向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可能性选
择。
作为拥有全世界最先进传播技术的国家，日本在数字媒介社会的发展征程上渐行渐远，许多问题也随
之产生：大众传媒与新闻出版业的转型、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综合的媒介素养以及跨越国境的信息传
播等。
以因特网为首的新媒介从多个方面影响改善着我们的生活与社会。
站在世纪转换的头十年，作者回顾历史、面向未来，做出了自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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