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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日本人》

内容概要

《媒体与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演变》内容简介：电视是以单方面的信息流通为基础的，而因特网的信息
流通则是双向的。此外，在可以进行一对若干的交流这一点上，因特网和电话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可
以想象，在通过各种意见的交流而形成一个“舆论”的过程中，这些特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
网络上，很多时候我们与之交流的对象是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和背景知识的。还有在关于互相之间对信
息的理解方面，很多时候不能充分传达自己真正的意图而增添焦虑。⋯⋯由于在许多网络上的语言空
间中是用匿名来相互发送信息的，所以不会太在意别人会怎么评价自己的行为，也不用承受社会规范
的抑制，这就容易产生缺乏责任感的无礼发言。许多这样的发言都是没有经过推敲就被随性地放到了
网络上。一个人随性的发言成为一个导火线，就演变成互相语言暴力的回击，于是不断地发表含有恶
意的过激言论，进而造成网站的“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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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日本人》

作者简介

桥元良明，1955年出生于日本京都市。现为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专业方向为媒体社会心理学分析、信
息行动等。主要著作有《背理的媒体》（劲草书房）、《信息学的招待》（大修馆书店）、《媒体信
息学》（大修馆书店）、《信息化与社会生活》（北树出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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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日本人》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日本人接受媒体的方式与过程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的信息意识
第二节 报纸的发行与普及
第三节 收音机广播的普及
第四节 电话的登场及其影响
第五节 电视的冲击
第六节 英特网的渗透
第二章 媒体的应用状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995-2010年
第一节 跌宕起伏的15年
第二节 电视
第三节 报纸
第四节 英特网
第五节 广播
第六节 书籍和杂志
第七节 电话
第三章 思考媒体的“坏影响
--围绕电视和英特网的研究
第一节 对新媒体的恐惧
第二节 媒体与暴力
第三节 电视是否阻碍孩子的身心成长?
第四节 英特网使人孤独吗?
第五节“网络舆论”极端化
第四章 网络时代的心理状态
--手机+网络的魅力
第一节 “数字原生代”和“新数字原生代”
第二节 持有怎样的心态
第三节 为什么会被网络吸引
第四节 网络依赖和人际关系的障碍
终章 面向媒体的未来
第一节 网络在侵蚀电视吗?
第二节 “时间替代”和“功能替代”
第三节 媒体的力量
后记
资料

Page 4



《媒体与日本人》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因此可以说由电视所定格的主观性现实在整个国民阶层中同质化了。 对普及初期
影响的调查 日本开始播放电视是在1953年，电视的家庭普及率突破50％是在1961年，但是早在1957年
和1959年，NHK广播文化研究所就对电视产生的影响就进行过调查。当时日本还有5成以上的家庭没
有安装电视，所以能够对有电视和没有电视的家庭进行比较以及对购买电视以前和以后的变化进行比
较，因此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调查。 其中主要是对看电视给孩子们的生活行为、读书时间和学习时间
的变化以及行为和性格的形成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因为看电视，孩子们的
学习时间、读书时间以及帮忙做家务的时间减少了，也就是所谓的电视代替了部分时间。 另一方面，
电视又几乎没有影响到社会性活动的时间，并且也没有发现诸如闭门不出、减少活动、被朋友孤立而
产生逃避现实的倾向等之类的性格内向化的现象。这个调查结果即使在现在也同样是适用的。 对家庭
生活的影响 从家庭来看，一家人同在位于客厅一角的电视机前观看电视，这无论是从物理空间上还是
精神上来讲都促进了家庭的团结，形成了所谓的“一家团圆”。 另外，和广播的影响一样，国民的时
间与电视的播放时间也越来越同步。配合电视业界采用的15分、30分这样的循环时钟体系，人们的时
间节奏感也被植入七点、八点这样的整点概念。 视觉信息的重现 电视在精神世界方面的最大“贡献
”，是恢复了对原始的视觉世界的重视。 灵长类生物本来就擅长对视觉的处理。当人类和猿猴的祖先
在开始“森林生活”的时候，生活空间就扩大到了三维立体，要想从这个树枝移动到另一个树枝，要
想摘采树上的果实或者捕猎小动物，这些活动都需要进行复杂的视觉信息的处理。事实上，视觉神经
拥有100万条的神经纤维，而与听觉神经有关的耳蜗神经却大约只有3万根神经细胞。根据对罗猴的研
究，我们知道与视觉相关联的大脑皮层的总面积大约占到了全部大脑新皮质的一半，而与听觉关联的
大脑皮质仅限于侧头叶上部，只占了整体大脑新皮质的5％左右（三上章允的《对大脑了解到了什么
程度》）。 但是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作为听觉信号的声音交流得到了发展。这是因为声音具备了在
夜间也容易传达、花一点精力就能发出信号、在24小时以内不给大脑增添负担的情况下也能接收信号
、可以与逃走等其他行为同时进行等条件。文字是把声音视觉化了的产物，因此，它不能满足作为视
觉动物的人类的特性。 之后虽然照片、电影等视觉性的媒体得到了发展，但就处理能力而言，人类能
够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视觉信息日常性地、完全地上载到媒体交流中，还是在出现电视以后的事情了
。在电视普及以后，无论是杂志还是书籍都开始频繁使用照片等图像元素，这与电视刺激了视觉动物
的本能不无关系吧。 电视与大众社会 电视不仅描述现实中发生的事件，也描写虚幻的故事。比如通
过看电视剧，人们就能了解到远离我们自己现实生活的他人世界，诸如幸福的家庭、富人的生活、美
国人的生活方式等等。与商业广告的效果相辅相成，洗衣机、冰箱、吸尘器等耐用消费品也在电视登
场以后迅速地普及到了日本人的家庭之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可以说电视的作用是绝对不小的。要说电
视与生活方式的关联，例如现代日本人的美食意识和品牌意识，可以说都是由经济实力的提高与电视
信息节目相互作用所带来的效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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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日本人》

编辑推荐

《媒体与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演变》由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些线索，能使我们再一次清晰地认识到各种媒
体的发展历史和存在意义，考察和了解这些媒体是如何改变并且今后仍将继续改变日本人的生活方式
和心理取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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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日本人》

精彩短评

1、数据详实。有些论点有意思
2、有很多观点很不错的   如果深入分析就更好了
3、作者通过抽样调查，观察到媒体使用方面的些现象，如:经济衰退时，使用图书馆的人增多;使用手
机上网者，较为个人中心主义。另，末页名字果然被写错了。
4、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我以为，这是一本讲大众文化，或者媒体如何操纵等的书。
翻看全是图表，讲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变化，这是年鉴么？
真心没法让我仔细看下去。如果想做别的什么研究，或许是个好素材。
大伙有没有发现，桥元良明又称为桥元良朋。
5、比较薄，基本都是归纳数据，然后做实证。
6、第一页：古藤贝尔格印刷机＝》“古登堡”Gutenberg 。传媒到底有什么意思，我不明白。有些社
会调研结结果很沉重却没有展开，太不爽了。
7、校对够了 最后还要把人家老师名字写错蛤蛤蛤 几乎都是图表分析呢
8、

9、说真的我确实搞不清这类研究有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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