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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被譽為傳播學界先知的麥克魯漢，在

1980年底過世，這時電腦與網際網路對世人

而言還是相當陌生的觀念。就在這一年他中

風之後，多倫多大學關閉了「麥克魯漢文

化科技中心」（McLuhan Centre for Culture and 

Technology），這意味著他的學說及理論受到

了質疑，他的學術地位似乎也不再為各界所

重視。

地

寫於1961年的《古騰堡星系：活版印

刷人的造成》（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1962），在1962年

由多倫多大學出版社印行，雖為他的成名之

作，但在當時並沒有受到學界普遍的重視，

隨著麥氏的死亡，《古騰堡星系》一書也為

世人所遺忘。然而，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

世人開始意識到麥克魯漢學說的重要性，也

重行發掘《古騰堡星系》一書的意義。大家

更加推崇麥克魯漢的先知灼見，能預視到

電子媒體對社會文化的影響，以及網際

網路時代的全新表達方式。這種學界身

價暴起暴落的情況並不多見。卻也見證

了麥克魯漢對媒介理論的精到之處。首次發

行46年後，《古騰堡星系》居然有了中文譯

本，足見麥克魯漢對科技與文化之間關係的

理解，的確有其慧識，歷久而彌新。

玄

麥克魯漢早年在英美文學領域深耕，

然而，他在威斯康辛大學任教期間，面對一

時無法理解的美國青年，讓他急迫地要研究

他們的通俗文化，以便接觸到通俗文化的內

涵。同時，受到Harold A. Innis的影響，認識到

傳播技術會對社會文化造成影響，四○年代

中期開始，他轉向媒體研究，並從傳播學接

觸到大眾文化，無論是詩歌、音樂、電影、

報紙、影像文本等，都是他關心的議題。而

M.Parry及A.B.Lord等人對口傳詩歌與筆傳詩歌

性質差異的研究出發，分析口說傳統與書寫

傳統對人類心靈與社會文化型態所造成的影

響。此一論點深深影響麥克魯漢，在思索大

眾文化形成時，就以此思考模式，反省依據

M.Parry及A.B.Lord的研究發現來透視當前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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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時代的可能發展。

黃

新科技會造成認知上的影響，進而影響

了社會組織：印刷技術的進步造成我們知覺

習慣上的變化，而這些經驗模式的轉變，會

進而影響社會互動模式。語言使用讓人類能

突破生物演化的限制，從本能中解放出來，

具備思考及溝通的能力。然而，書寫文字的

發明，讓人類的思想可以累積，可以推論，

更可以批評與檢討，人們才能從簡單思維中

解放出來。雅士培指出，西元前五世紀左右

的幾個世紀，是人類宗教思想背後哲學發展

的重要階段，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軸心世紀

（Axial Age），如果從麥克魯漢媒介理論的

角度視之，可說是書寫文字開始擅場，取代

口說傳統，成為主導人類文明的重要階段。

因此，只有有了文字之後，人類才能發展出

具備深度的思考能力。然而，有了文字，只

代表書寫原則成為社會文化發展的組織性原

則，並不代表每個人都能依著書寫文字思維

模式而行。社會中大眾仍是不識字的文盲，

但引導文明發展的是識字的人，不再是由口

說傳統中的巫師或是先知神諭之士來決定。

宇

口說傳統的人們在當下的行為中常是好

作奇想而任意的，但是就長期而言則是固著

而一致的。當書寫傳統建立之後，口說傳統

中的所有價值構成項都會面臨重行改組，意

義體系也會隨之而改變。柏拉圖對荷馬史詩

的批判，歐洲人在地理大發現後對美洲原住

民的宰割。不同社會的構成原則雖然是不可

共量的，但在技術層面，往往會有清晰而分

明的差距，「船堅砲利」往往就成為文化崇

高的象徵，沙文主義是伴隨著媒介不同應運

而生。

宙

印刷文化造成多大的衝擊？所謂古騰堡

星系究竟有多大？中國麻紙製作技術介紹到西

方使得書籍印刷可能被實現；但中國意標文

字系統妨礙了印刷技術的發展。而西方拼音字

母，使得印刷術得以發展，自從使用印刷術

後，人類溝通的主要中介就從耳朵轉變成眼

睛，耳朵沒有「觀點」，是由聲音環繞所形

成，沒有選擇性；而視覺空間則有連續性、整

體性和關係。這場革命，創造出人類的自我中

心性格，以及社會的割裂性。歐洲文化與人類

意識間的關係──書寫傳統改變了人類意識，

尤其是活字印刷術，讓人們從聽覺感官的侷限

性，轉移到視覺將所有知覺的整合，形成了全

新的意識活動，於是，懷疑不同的取向，只接

受「專家」觀點逐漸成為主導社會意見的基

礎。麥克魯漢甚至主張印刷出版導致個人主

義、民主、新教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主義、

二元論、理性主義、科學研究、標準化以及個

人主義的疏離等等。

洪

人所創造的環境，成為界定人在環境中

的角色的媒介，而印刷術的發明創造出線性

或序列式的思考方式，將思想與行動予以區

分開來。印刷術的世界中，每個人都活在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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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去的世界，享受著連續性的世界觀。然

而，麥克魯漢預視電子會將世界變為分裂、

切割的世界；在即將來臨的電子世界中，所

有連續性的形式都消失了；如同費里尼的電

影般，世界沒有故事的主線，所有東西都是

當下產生的。

荒

媒介即訊息（The media is the Message）。

麥克魯漢在1964年出版的《認識媒體：人的

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一書發揚他所主張的「媒介即訊

息」理論，他認為媒介形塑並控制了人類聯

結和行動的規模和形式。舉凡書寫、道路、

數字、衣服、房舍、金錢、鐘、印刷術、喜

劇、建築、輪子（交通工具）、照像、報

紙、遊戲、電報、打字機、電話、電影、收

音機、電視、武器、汽車等都是媒介，都會

影響人類社會的表達，構成了社會的本質。

所有的媒介都是某些人類能力的延伸，人類

社會受到溝通媒介中介的影響遠大於溝通的

內容。媒介使用會造成人類心靈認知差異。

在麥克魯漢的媒體史觀中，口語傳播、拼音

文字及印刷術，以及電子媒體代表三個不同

階段，三個階段人類的認知思維模式大不相

同，社會型態與心理邏輯也很不相像，不能

以連續發展視之。而《古騰堡星系》一書，

主要就在探討口說傳統與印刷術使用後，不

同時期的媒體形式，對人類感官、訊息傳

遞、社會形態、思維邏輯以及表現方式所

造成的影響。新的技術，建構出西方現代文

明，書寫及印刷則決定了現代西方文明的開

展方式，以及在技術文明上的優越性。

日

威爾森（John Wilson）以電影來教導原

住民識字，結果發現「看電影」與看照片一

事，也需要特別訓練，否則以口說傳統的人

們，是無法自發地「看到」書寫傳統中的視

覺邏輯。彩色電視機刺激了所有感官，而與

黑白電視有所不同；法國電視解析度有819

條，美國電視只有522條，這些差異影響了兩

個國家的審美態度。對麥克魯漢而言，這些

都說明即使是感官知覺，也會受到傳播媒介

的影響，並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

月

美國文學幾乎完全是新聞雜誌的產物，

報紙轉換了文學的性質，諸如愛倫坡、馬克

吐溫、海明威以及其他作家都曾經是日報的

作家。同樣的，電視將人類的感官生活予以

重新改造，將人類景觀和經驗加以改變。媒

體的轉變，改變了人類文明的表現方式。隨

著影印機的推廣，讀者可成為出版家、印刷

者及作者。隨著電腦及網際網路的普及，每

個人都是作者及出版家。

盈

就好像分析口說傳統需要以書寫文字

來記載，M.Parry及A.Lord的著作在分析口說

傳統時不再屬於口說傳統，但又要能客觀將

其運作邏輯加以分析。同樣的，麥克魯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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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印刷術對人類文明的影響，如果還是只能

用印刷排版的方式來講述，又將受限於書寫

傳統而無法跳脫出其限制。然而，以本書寫

成的年代而言，電子媒體也還只有電視與電

影，尚未充分發展出其可能性，麥克魯漢很

難預知未來的發展。即令如此，麥克魯漢仍

然試圖以電子時代的表達方式來寫成本書。

即使就當前網路時代的觀點視之，這種簡

潔、段落式、超連結的表述方式，仍可部分

彰顯網路時代的寫作風格。

昃

電子電路世界，使得我們從資料分類的

習慣（the habit of data classification）轉移到類型

確認的模態（the mode of pattern recognition）；

我們不再能夠序列性、一塊一塊、一步一步

地建構，因為速成的溝通保證了環境中和經

驗中所有要素都共存在相互影響的活動中。

麥克魯漢後來用「電子媒體」一詞取代「視

覺文化」，在他看來，新時代人們會從個人

主義逐漸進入新的社會組織（global village）

地球村、重新部落化。而經由電視及大眾演

唱會，思想與行動間的距離又再度拉近，社

會參與亦隨之提高。甚至，網際網路普及之

後，人們又將重新回到部落化的生活。

辰

麥克魯漢的理論簡潔而清楚，但是，往

往因為簡潔但欠缺推論，以致於顯得晦澀而

難以令人接受。例如，他指出英文無法記憶

而愛爾蘭文無法遺忘；成人無法記憶而兒童

無法遺忘；以色列無法記憶而阿拉伯人無法

遺忘；人們無法記憶而電腦則無法遺忘。在

他死後出版的《媒介律：新科學》（Laws of 

Media: The New Science, 1988）及《地球村：

二十一世紀世界生活及媒介的轉換》（The 

Global Village: Transformations in World Life 

and Media in the 21st Century, 1989）中，麥克

魯漢主張西方文化為左腦文化，而東方文化

為右腦文化，進而將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加

以對比。左／右半腦：眼睛／耳；視覺-語

言／空間-音樂-聽覺⋯⋯；麥克魯漢列了一

張相當機械的二分清單，將東、西方世界視

為完全對立的不同文化。他甚至主張對西方

左腦文化而言，間隔是必須邏輯性連結起來

並予以填補的空間；而東方右腦文明則沒有

個人隱私的發展的空間；左腦文明對於諸如

「黃禍」等部落式生活感到威脅，而中國人

則用事物間的間隔來與情境接觸。

宿

不同於Alberto Manguel 在《閱讀地圖》

（A History of Reading, 1996）中的寫作方式，

麥克魯漢在《古騰堡星系》一書，從不同的

文化現象來檢視西方文明經由印刷術而得到

的開展。107項主題在350頁的篇幅中開展，

每一單元都像是各自獨立的論述，然而，其

間又彼此相關，都在論說印刷術對西方文

化的影響。每一主題都不超過5頁，彼此相

關，交互指涉，可以從任何一頁開始讀，也

可以從某一項讀完跳到其他不同主題，其間

沒有嚴格的邏輯關係，望之儼然不似學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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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充分體現網路去中心化的特性。

列

就此點而言，我們不能不佩服麥克魯

漢的先知灼見。同樣的，資訊超載造成「內

爆」，P2P端對端溝通透過網際網路具體實

現，而Web2.0的發展更促成集體創作時代來

臨，諸如「地球村」的預言，預視著電子時

代的社會形態。從報紙、書籍、電影等線性

閱讀模式，要能過渡到網路式的超文本閱

讀，現代人還需要一段學習過程才能習慣。

麥克魯漢從電子時代的必然來臨，預視未來

社會形態發展的可能，其洞察力與分析能力

可見一斑。

張

以電子媒介時代的表達方式來寫出活版印

刷人的形成過程，麥克魯漢用網際網路超連結

的表現方式，寫成了《古騰堡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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