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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伴随着互联网革命，传播媒介在人类
生活中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每个人的
生活都离不开以手机和电脑为终端的各种
新旧媒介，整个社会的媒介化现象也越来
越成为现实。正是因为媒介本身变得越来
越重要，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提出了

“媒介学”一说，试图将媒介学视为一门可
以与政治学、文学、美学、艺术学相提并论
的值得关注的独立学科。虽然德布雷的想
法稍显超前，但是在鲍姆嘉通提出“美学”
学科之前，谁又认为美学可以是一门独立
学科呢？

德布雷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各种媒介在
当代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媒介学关注
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既包括报纸、广播、
电视、电影、互联网等人们所熟悉的印刷媒
介、视听媒介和新兴电子媒介，也包括一张
餐桌、一杯咖啡、一个教堂里的讲道台、一
个图书馆的阅览室、一台打印机等等。在他
看来，阅览室、餐桌和打印机等物品虽然不
是通常所说的“媒体”，但也可以作为某种
特殊的媒介进入媒介学研究的范畴。

德布雷将媒介学归属于“人文科学”。
他给“媒介”下了这样的定义：“在特定技术
和社会条件下，象征传递和流通的手段的
集合。”这个定义强调媒介学的重要功能是
传承文明，而不仅仅是传递信息。在技术不
断变革的人类发展历程中，媒介学的一个
重要任务便是厘清技术革新与文化之间的
关系。在德布雷看来，“一个系统永远都不
只是技术的，而是技术——文化的”。德布
雷强调的是技术与文化之间的联结关系。
他认为媒介学的任务就是要将技术史和文
化史及文明史联系起来，努力解释“技术”
与“文化”之间过去的和当前的互动关系，
也就是说，媒介学要深入探讨技术的变化
如何引起文化和社会形态的变化，同时，也
要深入思考文化和社会的变化如何影响技
术革新。

德布雷的媒介学研究大大拓展了传播
学研究领域。在媒介学研究领域中，媒介的
范围不再仅仅局限于报纸、广播、电视和互
联网等媒体，而是包含所有的可以保存知
识和传承记忆的事物。例如，碑刻、钟声、国
旗等也都可以是媒介，因为一个国家和民
族的资料可以通过国旗、亡灵的钟声、村落
的碑刻、市政府的三角楣等传给后代。媒介
的作用不仅是传播信息，更重要的是传承
人类的文明记忆。

像社会学、政治学、艺术学等其他学科
一样，德布雷也对媒介学进行了更为仔细
的分类，将其细分为艺术媒介学、文化媒介
学、教育媒介学、政治媒介学等具体门类。
他还特别强调，媒介学家与艺术性的东西

“有一种特殊的缘分，因为艺术性的东西总
是会使技术介体成为文化的大型聚会”。

二

在德布雷的媒介学中，“媒介圈”
（médiasphère，另译“媒介域”）的概念十

分重要。德布雷的“媒介圈”很容易让人联
想到法国另一位批评家布尔迪厄的“场域”
概念。“场域”强调的是某些群体因为某种
共同文化趣味、习性和爱好建立起来的具
有壁垒性质的文化圈层，例如中产阶级欣
赏的是一种处于社会中等阶层的文化，“中
等文化包括人人都可理解的先锋派探索表
演，或人人都可理解的自视为先锋派探索
的作品，戏剧或文学经典作品‘改编’的电
影，学院派音乐‘改编’的‘流行’音乐，或民
间乐曲的学院派‘配器法’，以及一种让人
想起童子军歌曲或唱诗班合唱的风格演唱
的古典作品”。中产阶级有中产阶级的文
化圈层，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文化圈层，
每个阶层或者特定群体都有属于自己的文
化圈层。相比于布尔迪厄的“场域”，德布
雷的“媒介圈”的内涵要更宽泛一些，指的
是“具有特殊的时间性和团体组建的某个
方式，他们的联合打上了集体特性或者是
一个时代统一风格特征（或者存在于工具、
形式和思想中的共同点）的烙印”。也就是
说，“媒介圈”涵盖更广阔的历史和时代内
容，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媒介圈”。有时
候，某个媒介圈会存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
段，聚焦着这个时代的风格特征、思想意识
和情感结构。

根据不同时代媒介的整体变化，德布
雷将人类文明的“媒介圈”又分为“话语圈”

“图文圈”和“视频圈”等几种主要形式。其
中，“话语圈”主要指的是以口语为媒介的
表达方式。“图文圈”指的是由印刷术开启
的时代，普通书籍渐渐代替了经书，这种

“媒介圈”使建立在印刷基础上的艺术和机
构组织（从学校开始）取得了统治地位，并
造成了人们对书籍和教育的崇拜。“视频
圈”指的是“图像和声音控制着一切”，“这
一精神时期是由电子打开的，也许它早就
被比特二进制所颠覆。活生生的肉体战线
恢复了力量，它使干瘪的言语战线变得哑
口无言……”今天的时代便处于“视频圈”
之中，视频圈由电子媒介打开并发展到数
字媒介，广播、电影、电视以及今天各种各
样的视听媒介产品显示了视频圈在当代人
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

德布雷详细描述了不同时期每个媒介
圈的作用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他看来，
一个新的媒介圈的到来总是一场技术、文
化以及社会的革命：“通过数码影碟的虚拟
蒙太奇革命使得制作方式的多样性成为可
能，并且很快会降低目前尚且成本高昂的
视频后期制作成本，伴随着电子图像的高
分辨率，这场革命不仅是一次审美的大革
命，还是想象伦理的一次大革命。”

不过，德布雷的“媒介圈”并非仅仅是
一个宏大历史概念，它的范围可以很广阔，
也可以像布尔迪厄“场域”的概念那样很具
微，只是德布雷更强调不同媒介圈的交叉
性、跨域性和融合性，而非区隔性、壁垒性
和排他性。在德布雷看来，媒介圈灵活多
变，可大可小，比较大的“媒介圈”可以囊括
多种文化生态系统和文化小团体，各种文
化小团体可以相对独立，也可以交错存在。
也就是说，一种新的媒介圈出现不会消除
以往的媒介圈，它依据自身特性来调整以
往技术、经济上的范畴，经过对场地和功能
的长期协调，不同媒介圈之间最终往往交
错渗透、互相融合。比如莎草卷纸文字取代
了泥板文字，书册取代了莎草卷纸，印刷本
代替手抄本，视听文化代替了印刷本，而数
字媒体终于战胜了模拟载体，但是先前的
一些东西依然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

如何从一种媒介圈过渡到另一种媒介
圈呢？德布雷认为主要就是通过技术革命

实现的，正是在媒介技术的变革历史过程
中，新的媒介载体替代了旧有的媒介载体，
从而实现了媒介圈的权力更替，而这种革
新也会影响人们的社会关系。不过，德布雷
认为这种变化不会立刻表现出来。比如在
15世纪中期，教士团体为印刷术的发明而
竞相庆祝，把它当作一个简单的技术辅助
载体，但他们那时还没有意识到印刷术会
开启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

三

德布雷的媒介学思想对我们认识当代
的文化、媒体、社会以及整个人类文明有着
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德布雷的媒介观使得我们认识
到，在当代社会，媒介的作用确实越来越
大。当下高速社会变革的最主要原因，就
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媒介技术变化日新月
异。正是在媒介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新的
知识和信息载体快速取代旧的知识和信息
载体，文化内容和权力关系也相应发生了
变化。

其次，德布雷的媒介学扩大了媒介的
范围，不仅书籍、电视、电影、报纸是媒介，
而且一张桌子、一只茶杯、一座城市、一条
街道和一个人的身体都可能是媒介，借由
各种各样的媒介，人们之间不仅传递咨讯
信息，开展沟通交流，而且传播知识思想，
传承文明记忆。

再次，“媒介圈”一说对我们深入理解
当下数字时代的各种媒介文化现象具有很
大作用。印刷时代是“图文圈”，以文字和
印刷为主体。通过文字和印刷媒介，人们
结成了小到家庭、大到城市和民族国家的

“想象的共同体”。随着电子媒介的兴起，
“图文圈”渐渐被“视频圈”或者说“影像圈”
取代，各种视觉影像和景观占据了重要的
位置，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自我和
世界的看法。到了今天，“视频圈”正在被
一种更新的媒介圈所取代，德布雷用“超地
球圈”来形容这个新的媒介圈。“超地球圈”
的说法不一定准确，但以短视频APP、VR
技术为代表的各种视频、图像、沉浸式体
验、人工智能等说明，一个全新的媒介圈正
在形成。虽然这样的媒介圈不会取缔原来
的媒介圈，但对原来的媒介圈的冲击是巨
大的，新的社会关系和文明形态或许也将
由此而诞生。

如何全面深入地认识正在逐渐形成的
新媒介圈对当代社会来说是一个考验，因
为至今我们还未能形成关于这个新媒介圈
的统一看法。当然，德布雷强调，媒介圈
可大可小，并且新的媒介出现并不会消灭
旧的媒介圈。在今天，形态多样的各种

“小媒介圈”仍然随处可见，这些媒介圈
有的以文字为主，有的以声音为主，有的
以视频为主，有的同时包含文字的、视频
的、声音的，它们相互跨越、融合共生，
并生产新的艺术形式、文化意义和价值
观。因此，学术界需要对之加以深入研
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新媒体时代文
化、媒介和社会的整体观念。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
授，此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媒
介时代的文艺批评研究［19ZDA269］”的阶
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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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时候，“地域写作”不过是外界为
了方便于辨识而贴在一个诗人身上的标
签，或者就是诗人为了凸显自己的辨识度
而主动出示的一个标签。因此就出现了诗
人们或者自觉抵制这种被“归类”、或者主
动捍卫这个标签的不同现象。但无论如
何，“地域性”似乎是一个大多数诗人回避
不了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诗人和某个地
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选择的产物，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神秘的“机缘”。如果我
们不是把“地域”仅仅理解为是在空间上
与整体相对应的“小地方”、在文化上与中
心相对应的“边地”的话，那么可以说所有
的诗人都是地域诗人。一个生活在大城市
的诗人，他身处其中的那座城市，他的活
动范围，甚至他所居住的社区、街道、楼
盘，以及所有这些空间里的日常生活，都
可以说是他的“地域”。当然这只是一个关
于“地域”的泛化的说法。我想着重谈的是
在前者意义上，即作为“小地方”“边地”的
地域，谈谈像“甘南”这样的“地域”对我这
样的诗人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的“地域
写作”包含着一种怎样的可能性。

这或许需要从新诗与传统的关系谈
起。不可否认，百年新诗是对中国汉语诗
歌传统的再造，无论从对新诗“革命（创
造）”的赞同角度，还是从对诗歌传统“断
裂”的批判角度，这都是一个不得不承认
的事实。百年新诗的成就有目共睹，此处
暂且不论。但是，我们在言及新诗传统“再造”的时
候，往往把传统的“断裂”作为一个预设的背景或者
前提，这就无形中导致了言说本身的某种“断裂”。
问题是，新诗与古典之间真的“断裂”了吗？

在我看来，无论诗的形式、语言、意象系统、感
悟方式发生怎样的变化，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之
间，基本的文化基因链条却从来没有被割裂过，比
如家国情怀，比如诗人与大地的联系，比如对于空
间、时间的观照方式以及从中生发的生命意识。在
这些方面，不但没有断裂，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变
化，发生着更为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古典诗歌中
生生不息的东方式的时间感、空间感和生命意识，
在后世不断变化翻新、不断陌生化的“世界图景”
中，以更为强烈的压迫感作用于后来者尤其是当代
诗人。而经验表达范式的“断裂”迫使当代诗人在

“峡谷”的此岸进行着各种个人化的艰难探索。但无
论新诗在形式革新、理论主张上探索得有多激烈，
走得有多远，但最终，当代诗还是要回到诗歌中人
类最基本的命题上来，而这也正是古典诗人和当代
诗人所共同面对的。

所不同的是，在农耕时代的自然节律中，古典
诗人们那种平阔的空间感、悠长的时间感以及纵深
的生命意识，是基于前现代的时代氛围的。古典诗
人们在一个完整性的“世界（或天下）”的想象中，所
要处理的个人化诗歌经验，往往是指向人类整体
的。而当代诗人很难拥有古典诗人们那样的时空的
整体感和生命意识的完整性。当然不可否认当代诗
在处理局部经验和复杂的生活细节方面，比古典诗
更为精密、细微、准确，但这只是问题的另一个方
面。无论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地球村”的概念在无
限放大了可知的地理、物理空间边界的同时，却极
大地压缩了诗人关于“世界”的心灵图景和想象空
间，当代的时间感和空间感不是几何形对称的，而
是布满了许多细密的褶皱，每一道褶皱都是一个文
化上的“地域”，诗人们在其中面对的是许多碎片化
的经验和各种冲突性的因素。

从甘肃诗坛的情形来看，作为一个在内陆欠发
达省份生活和写作的群体，甘肃诗人们所感受到的
现代性的张力所带来的压迫感要更为强烈一些，他
们的诗歌想象力所面对的“世界图景”也更为复杂
一些。例如，在甘肃狭长的版图上纵横分布着多民
族的、色彩斑斓的“城市/乡村”“工业/农业/牧业”

“现代/前现代”等多元的人文和自然景观。相对来
说，甘肃诗人更多要处理的是粗线条的、或块状的
生活经验，因而他们的诗中矛盾和冲突的元素更多
一些，他们的诗歌质地也因此更为厚重一些。

全球化的加速度推进，迫使总是处在生成时态
中的当代诗歌的文化结构和意象系统不断发生着
变异、更新与升级，变动不居的时间与空间使当代
诗人们再也不可能从容地去获得一个陈子昂的幽
州台、李白的凤凰楼、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但是作
为一个汉语诗人，却无时无刻不感受到陈子昂、李
白、张若虚这样的古典时空感和生命意识的内在压
迫。这样的压迫，迫使当代诗人去为自己寻找那样
一个“立足点”，那样一种空间感和时间节律。

而具体来说，诗歌作为一种美学，发
生于诗人的审美意识中，有它自己的节
律，它不可能总是随着外部物质世界的
节奏“与时俱进”。当代诗歌的一个突出
症结，就是世界的“快”与诗人的“慢”之
间形成了严重的冲突，也因此，当代诗的
张力大多来自于这种冲突导致的紧张
感。因此，一个好的诗人，除了具备充分
消化外部世界经验的能力之外，更重要
的是，是否同时具备了调节“快”“慢”的
能力，是否在局部与整体、词与物之间找
到了自己的节律。

幸运的是，我个人似乎是获得了一
个几乎是“天赐”的写作空间，也似乎
找到了这样一个“立足点”，可以让我
按照自己的节律几十年如一日的去体
验、书写。

我从 20世纪 80年代后期开始写
作，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甘南藏区的一
所高校工作。这是青藏高原东部的一座
小城，处在广袤的甘南草原腹地。这里
生活单调、节奏缓慢，生活宁静而简朴。
30多年一晃过去了，我至今还生活、工
作在这里。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越
来越感觉到这片土地对我的重要性。为
此，当有人称我的写作为“地域性写作”
时，我欣然认领了这一“万金油”一样的
标签，同时也再一次校对了自己内心的
写作目标，尽管我深知“地域性”并不是
我的标的。

我写作的起步阶段，恰逢一个诗歌的井喷时
代，我也受益于当代诗歌激烈探索、创新的成果。但
是命运让我远离诗歌运动活跃的文化中心，在一片
僻静的高原上从事相对孤寂的写作，这既是一个诗
人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

我的创作状态，有人称之为隐居式写作，有人
称之为“慢”写作，也有人称我的诗歌具有“安静”的
品质。我想，不同的人只是看到了我的一个方面，而
不是全部。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尽管地处偏远，但并
没有与这个时代脱节。相反，我所有的作品里都有
对这个时代作出的反应，哪怕是温和的、淡淡的。与
身处繁华生活中心的诗人们不同的是，生活空间造
成的这种与时代的一定距离感，反而使我能够保持
足够的冷静，透过万花筒般的现实表象，看到背后
更开阔的东西，获得某种整体感、深邃感和某种浑
然的生命意识。我自己早年的诗作《小草》《安详》和
近年的《在尘世》《河曲马场》等都是这样的作品，是
与时代氛围遥相呼应的产物。而甘南草原上厚重的
藏文化氛围，使我在那些由于现代性的作用力而行
将消失的事物和不可避免地要完全转型的生活方
式之中，看到了一种生存的卑微的尊严，感受到一
种富有“存在感”的自在、从容，感悟到一种生命意
识的安详，并将它们移植到我的诗歌中。它们也影
响到我的诗歌的视点、意象、语言风格等方面的调
节和生成。由此我也相信，在当代诗歌语境中，一种

“个体诗学”的理念应当是成立的。
更重要的是，甘南生活使我深信在这一切之

上，还有一种可以称之为“神性”的东西，这是非宗
教意义之上的一种信念，是存在于万事万物之间的
一种微妙关系，是人与万物之间的一种尺度，也是

“词”与“物”之间的一种深邃的、无穷无尽的吸引、
召唤、探寻和抵达的关系。而我是幸运的，在相对封
闭、孤寂、单调的生活环境中，在“慢”而“笨拙”的写
作中，感应到了这种“神性”。我所有的写作，都是向
着它的靠拢。

当然，我并不因自己偏安一隅的写作空间而孤
芳自赏。我深知自己的局限，因而对当代诗坛上处
在话语中心或诗歌活跃现场的诗人们充满敬意。我
坚持一种朝向“神性”的写作，除了我个人生活和写
作环境的原因之外，并不是主张诗人对于物质生活
的疏离，而是基于这样一种自觉：当代社会是一个
物质符号丰盈而过剩的时代，诗人们应防止由于过
度聚焦于“生活”多彩的纹理，而被细节淹没，变成
对物质符号的“把玩”，并由此失去对时代的整体感
的把握。

归根结底，朝向“神性”的写作，是一种对
宇宙万物、对我们的时代、对当下生活保持足够
敬畏之心的写作，也是一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写作。

技术革命与数字化时代的技术革命与数字化时代的““媒介圈媒介圈””
————由雷吉斯由雷吉斯··德布雷的媒介学谈起德布雷的媒介学谈起 □□曾一果曾一果

广 告

古往今来，宽与窄这对概念，无时无刻不在伴随着中华文
化的历史。从“走出夔门天地宽”的上下求索，到武侯祠《攻心
联》的审时度势、宽严相济，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到“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胸襟宽时无窄路，眼界宽
时天地阔”都是浓缩家国情怀的箴言，都是个人格局的彰显，
也都是宽与窄情思的辨证。所以这些词句才能够历久弥新。为
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当今对宽与窄的阐释尤为重要。以“宽与窄”这个来自于大众
的经典概念为主题，诗意地阐述“宽窄”的哲理，为此，由中国
作家协会主管的《诗刊》社、《中华辞赋》杂志社特举办“人生无
处不宽窄”有奖征文活动。现面向全球华人诗词爱好者征稿。
具体事宜如下：

一、参赛作品要求：1.包括：赋（律赋）、古体（古风、歌行
体）、近体（律、绝）、词、新诗（50行以内）等。其声韵可遵循《平
水韵》《词林正韵》及《中华通韵》。通韵作品予以注明，同一作
品中新旧韵不得混用。所创作品不拘哲理、铺叙、抒情的写作
方法，鼓励自由联想与自由发挥但又不失典雅的文学创作。2.
每位应征者限投１首作品，作品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
权法》的相关要求。作品内容必须是原创，且此前未以任何形
式发表。作品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的著作权、商标权或其他知
识产权及专有权利，也不得以任何方式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任何
其他权利；如有侵权行为的发生，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参赛选手
自行承担。3.评委和工作人员一律不许参赛；一经发现，即取消

参赛资格。4.征稿时间：2021年1月25日至2021年4月15日。
二、投稿方式：1.本次大赛限于电子邮箱投稿。来稿作品请

注明作者姓名、性别、详细地址、电话、邮政编码。并且来稿开
始需注明“人生无处不宽窄”字样。2.应征者投稿即视为认同获
奖作品著作权归主办方和相关方所有。3.电子投稿信箱：
kuanzhaifu@126.com。

三、评选及奖项设置：组委会秉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请全国著名诗人组成大赛评委会，通过初评、终评等环节，最
终评定获奖作品。一等奖3名，奖金各2万元；二等奖6名，奖
金各5000元；三等奖10名，奖金各3000元；优秀奖20名，奖
金各1000元。以上奖金金额为税前。主办方为所有获奖者颁
发获奖证书，并邀请获奖者代表参加在成都举行的颁奖典礼。

四、稿件处理：1.获奖作品刊登在《中华辞赋》杂志设置的
“人生无处不宽窄”获奖作品专栏，相关新媒体也同时刊登获
奖作品。2.所有应征者均视为认可并接受本次征集启事的各项
约定。3.获奖作品的著作权、所有权、使用权和发布权等相关知
识产权均归主办方所有，并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应征者应配
合主办方办理著作权登记备案手续。4.未获奖作品的著作权归
属创作者，所有应征稿件一律不退，请创作者自留底稿。若应
征作品内容相同，以先收到的应征作品为准。5.经核查，入选作
品如与他人作品存在相同或相似的，主办方有权取消中奖资
格。6.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诗刊》社、《中华辞赋》杂志社
所有。 《诗刊》社、《中华辞赋》杂志社

2021年1月25日

关于举办“人生无处不宽窄”有奖征文活动的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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