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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传播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阔、富于延展性的概念。 其传统性的核心内涵指

向公共关系传播和舆论研究。 在“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在传播冶,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
公共传播和人际传播融汇的新媒体环境中,公共传播主要指各类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利

用媒介进行的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泛社会化的公共信息的传播活动。 公共传播的内涵

包括公共信息传播,关于公共事务的舆论流通、公共利益的意见交流以及公共危机事件

管理等。 公共传播同时也是一种实践范式,强调公共信息传播的社会责任、社会公益和

社会管理取向,专注于新媒体环境下大传播机制研究,注重公共机构与公众沟通的公共

事务信息、公共政策、公共形象、社会公益的传播战略和策略研究,服务于国家政治、经
济、文化发展和社会公共事务建设。

在自媒体快速发展和覆盖的情况下,公共传播不仅是各类社会组织的传播责任,是
其社会服务的重要功能,而且是其体制机制创新的主要路径。 从一定程度上看,网络化

公共传播成为组织生存的首要需求。 在公共议题遭遇传播话语结构多元、传播规模海量

扩张的语境下,公共传播成为传播研究的最具有创新价值的发展领域。
国外对公共传播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植根于宣传研究、舆论研究。 以拉斯维尔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和李普曼的《舆论学》为其滥觞,后转入或扩展为公共关系

传播、政治传播、发展传播、健康传播、文化研究、媒介素养研究等,逐渐形成公共传播的

雏形。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公共传播冶作为大众传播功能反思的成果被提出,主要围绕两

个层面展开:一是大众传播的公共性取向,探索传播学科的公共性属性,强调大众传播的

社会责任,如大众传媒在公共领域的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公共新闻学建构等;二是媒介

化社会中传播的外延扩张,在大传播的框架下,构建多元的专业化传播,在政治学、社会

学与公共管理学的交叉地带展开实践性探索,最突出的是公共关系传播,以后逐步形成

相对独立的学科,如政治传播、发展传播和文化传播等专业性领域。
1956 年,美国出现了专门研究政治传播的著作,系统提出政治传播是政治家、政府组

织与公民的互动过程,政治传播又是三者互动的中介或渠道。 1963 年,多伊奇的《政府的

神经:政治传播及其控制模式》,视决策为政治活动的中心,把传播看成决策的环节,以政

策制定为核心系统研究政治传播,政治传播的学科性建构初步形成。 发展传播被认为起

源于 1958 年,以勒纳《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出版为标志,发展传播以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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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为基础,研究信息传播培养现代人格(施拉姆、英格尔斯)、推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

作用(丹尼斯·麦奎尔,威廉·哈森),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进一步将传播视为社会变

革的基本要素。 文化传播最早是以批判性的视野展开的,其开端为 20 世纪 20 年代法兰

克福学派以文化工业为主要分析对象的研究;60 年代英国伯明翰学派跨学科的大众文化

研究,使文化传播成为研究焦点;以后随着传播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化的快速发展进程,文
化研究分多元路径展开,一是文化扩散研究,如跨文化传播、多元文化的扩散和传承等,
一是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这些杰出成果在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新媒体的普及走向实践和

教育,为“公共传播冶的学科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21 世纪以来,互联网传播技术快速发展,组织和个人的传播成为强大的传播力量,由

公众广泛参与的公共传播成为当代传播转型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大众传播媒介在与社会

化传播媒介的竞争合作中不断开辟媒介融合新境界。 新的传播空间中,公共传播的内涵

和外延面临着全面转换,基于自我协作的分享、对话和集体行动,这些无组织的组织力量

(克莱·舍基)将重构传播结构和社会关系,西方对公共传播研究也多以新兴媒体为核

心,呈现多元性的扩散研究趋向,公共传播的学科特点也越来越突出,成为具有发展潜力

和独特规范的前沿学科之一。
国内围绕新媒体和公共传播展开的学术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也有可观的研究

成果,但总体上还处在破题阶段。 其中华中科技大学石长顺、石永军、阎莉的《论新兴媒

体时代的公共传播》《新兴媒体公共传播的核心价值》,在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于国内

首次对公共传播进行了界定,梳理了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的途径,强调新兴媒体对公

共传播传统的回归、公共利益作为新兴媒体公共传播的核心价值,并从公共传播与人类

交往行为、新兴媒体议程设置与公共传播实现、新兴媒体的传播规制等方面对公共传播

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龚伟亮的《传播学的双重公共性问题与公共传播学

的“诞生冶》提出,应当在一种关系性的传播学“四分法冶中为公共传播学开辟理论与实践

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胡百精也撰文分析了新媒体时代公共传播的困境,提出了应对挑战

的观念是实现从宣传到对话、从信息流到关系网、从利益共同体到价值共同体的观念创

新与范式转换。 现有成果的稀缺验证了该项研究的价值,也为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充足的

空间。
在专业性的公共传播的实践研究上,当前的研究多元展开,发展快速,数量非常丰

富。 政治传播、发展传播和文化传播,成为跨学科研究的热点领域,但是在学术内涵和质

量上相对不足,成果最多的领域主要为公共危机传播管理、网络舆情、网络问政、文化产

业发展研究等。
与学术研究相因应,公共传播也在孕育学科发展,迅速成为新的学科增长点和竞争

力指标之一。
2012 年,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以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和媒

介化社会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冶为主体,联合社会学、行政管理学、政治学、哲
学、计算机等学科组建,聚焦国家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党和政府主管部门提供思

考和决策参考,力图建设成为党和政府在传播与国家治理领域的智库。
上海交通大学 2009 年创办了新媒体管理研究所和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作为研

2



究新媒体与社会管理、危机管理、网络舆情、新媒体技术的专业化研究平台,为决策层全

面掌握舆情动态提供决策依据。
北京大学在社会发展的大视野下致力于公共传播领域的学术研究、国际交流、媒体

培训和公益合作,于 2012 年成立了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旨在搭建政界、学界、
企业界、媒体跨界交流、融通合作的平台,以公共传播推动社会发展,以社会发展丰富公

共传播,2013 年 4 月举办了以“互联网与公共传播:发展与政策创新冶为主题的学术论坛。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以及新闻与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以及新

媒体与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网络传播与新媒体发展研究中心,都致力于新

媒体环境下相关学术研究体系的建立,为国家解决该领域中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

据。 其他在新媒体传播研究具有创新特色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人民日

报、新华社、上海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的新媒体研究机构等。 新媒体与公共传播研

究成为学界、业界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 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在 2012 年 5 月同奥美公关

联合成立“人大-奥美公共传播实践与研究中心冶,其后成立了公共传播研究所,发布“人
大公共传播冶微信公众号,出现了涂光晋教授、胡百精教授等人的一批研究成果,在国内

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中山大学在 2008 年成立了公共传播系,举办公共传播全国性学术

会议,也正在公共传播领域打造自己的影响力。 这些说明,公共传播即便在国内,也已经

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学科,具有较好的学科基础和巨大的发展空间。
郑州大学的新媒体与公共传播的研究也刚刚起步。 2014 年 7 月,郑州大学新媒体研

究中心成立,中心围绕新媒体语境下的各种公共传播议题展开研究,试图在新媒体政治

传播、文化传播、发展传播、国际传播等方向和领域整合力量,形成特色。 中心自成立以

来,以新媒体和公共传播为两个特色研究领域,孕育和产出成果。 主要工作包括:2014 年

7 月,“新媒体公共传播冶学科方向获得郑州大学首批基础与新兴学科方向重点项目资质

和支持;以“新媒体和公共传播冶为主题参与组织郑州大学第九届“研究生创新论坛冶新
闻与传播学院分论坛活动;完成 34 个“新媒体公共传播冶的专项课题申报和立项工作;推
进研究生课程改革,增加和调整了新媒体、公共传播相关课程的比例和重要性程度,确定

了“全媒体型新闻与传播人才冶培养目标;组织了“自媒体发展实践与理论探索研讨会冶
“2015 郑州大学新媒体公共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冶等学术交流活动;协助建设郑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媒介融合实验中心冶等。 近两年的努力,围绕“新媒体公共传播冶的研

究初步开花结果,2015 年 12 月,该学科方向入选河南省优势与特色学科平台;“舆论管理

与公共传播冶作为学科方向,招收博士;2016 年 6 月,获得了“公共传播冶目录外二级博士

学位授权点,将于 2017 年开始招生。
新的平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追逐的脚步背后,是当代知识分子对新闻传播学

公共性的凝重思考和教育转型期的责任担当。 但愿这些努力能对社会、对我们的学生有

所禆益。

编摇 者

2016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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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化论:预见“云生活冶

技术进化论:预见“云生活冶

冯摇 菲

揖摘要铱 摇 从原子时代到数字时代的转变,使人类不得不构建“数字化自我冶,成
为“数字人冶。 “数字化自我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甚至可以脱离现实自我而存

在。 而随着人与人、人与物实现全面互联,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云时

代。 在云时代,所有用户的数据统一于云端,手机、电脑等将会是单纯的显示和

操作终端,所有数据资源都由一个存储和运算能力超强的云端后台来提供。 在

云时代,数据是核心资源,“大数据冶将会与公众的生活更加密切。 公众将会成

为“密码人冶,密码是公众打开云端的“钥匙冶。
揖关键词铱 摇 技术摇 技术进化论摇 数字化生活摇 云生活

引言

技术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种文明的显现。 人类的传播历史也是技术演

进的历史。 最初的传播,只是简单的体态符号传播和口语传播,当第一套体外化符号系

统的文字出现后,人们就开始更多地利用体外化媒介载体如石器、陶器、青铜器、竹简、纸
张等。 直到 15 世纪 40 年代,德国工匠古登堡在中国活字印刷和油墨技术的基础上创造

了金属活字排版印刷,才使文字信息的机械化生产和大量复制成为可能。
1837 年,美国人塞缪尔·莫尔斯发明了第一台实用电报机。 1844 年,当美国第一条

电报线路开通,莫尔斯从华盛顿向巴尔的摩发出世界上第一封电报时,他的电报内容是

《圣经》中的一句话:“上帝,你究竟创造了什么!冶淤

20 世纪中期,计算机的出现意味着人的大脑这一信息处理中枢开始了体外化的进

程,这个革命性变革为人类传播所开创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互联网出场的 1991 年,接入

互联网的全球计算机的数量只有 20 万台,到 2014 年,全球 70 亿人口中将近 30 亿成为网

络人口;截至 2014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6. 49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47. 9% 。 人类正

步入信息化时代、数字化时代、互联网时代,伴随着海量信息在全世界不停流通,伴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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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逐步实现全面互联,又一轮激烈变革即将开始。

一、新传播生态的形成———数字化生活

麦克卢汉曾言“媒介即讯息冶,媒介本身才是有意义的讯息,即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

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 而麦氏的另一个著名观点“媒介即人的

延伸冶认为一切媒介都是人的感觉或感官的延伸,如文字和印刷媒介是人的视觉能力的

延伸,广播是人的听觉能力的延伸。 媒介延伸论就是一种独特的技术进化论。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完善,媒介已经突破了自身单纯的技术属性,正逐步解

放人类本身,给予人类更多自由。 从电影到电视再到电脑,传播逐步从大众到小众再到

个人,手机的出现使我们的身体获得了自由,智能手环、手表及眼睛甚至解放了我们的双

手,可以预言未来将会实现人机合一,而人类也将获得真正的自由。 媒介即人的延伸,从
“媒介化的人冶到“人性化的媒介冶是媒介的终极进化方向。

媒介技术在进化过程中通过媒介的杂交融合所“释放出新的力量和能量,正如原子

裂变和聚变要释放巨大的核能一样冶淤。 每一种新媒介形态的出现,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

来巨变。 促使我们从原子时代到数字化时代跨时代转变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人类的迁徙需要方便携带的媒介

从史前时代的游牧部落,到当今席卷世界的移民浪潮,人类迁徙的脚步从来就没有

停止。 人类的不断迁徙,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人类自身。 当人类有了文明,迁徙就意味

着文化的传播。 我国文明历史上有代表性的“迁徙冶事件,无不彰显了这一点:丝绸之路

的开辟,打通了东西方的文化障碍;出使西域的张骞、投笔从戎的班超、西天取经的玄奘

等都是文化传播的使者。 春秋时期,孔子带着他的学生周游列国,推行儒家的政治主

张……知识传承的媒介不断发生改变,从甲骨、青铜器到竹简绢帛,逐步轻便、精简。 然

而,直到有了更加便捷的纸质书籍,也避免不了“汗牛充栋冶。 所以,为了减轻“知识的重

量冶,出现了数字化的图书、报纸、杂志,等等。

(二)快节奏的生活要求快捷的传播

为了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整个社会都在加速运行着。 所有人都在加快前进的脚

步。 交通工具从马车、有轨电车发展到了更加快速汽车、地铁、轻轨、高铁、飞机。 不仅交

通工具不断更新加快,媒介也要适应更加快速的生活。 早期的报纸一般一周发行一次,
随着人们对信息更加渴望,很多报纸变成了一日发行一次的日报。 而如今,信息就如同

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是我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在数字化时代,信息量呈几何式增

长,人们无时无刻不处于信息洪流的包围之中。 打开电脑就会有各种弹窗,拿出手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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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各种推送。 热门新闻滚动式更新,热门话题一小时一更新,热门搜索十分钟一更新。
这些信息每时每刻都在更新我们所认知的环境,这些信息每分每秒都决定着我们下一个

决定。

(三)海量的信息促使“检索冶出现

搜索引擎广泛运用前,大量信息隐藏在网络深处,人们很难在网络中快速、准确地寻

找到信息。 雅虎网站的创始人杨致远和大卫·费罗找到了机遇,创建一个就像黄页一样

的目录,让全世界的人们提交他们的网站,不断充实他们的目录。 如今,通过搜索引擎,
我们可以轻松精准地找到想要的信息。 厚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已经淡出我们的视线,
现在,我们不仅有便于搜索的电子词典,更有由来自全世界的 1600 万志愿者组成的全球

最大的编纂队伍的网络工具书———维基百科。 目前,维基百科共有 287 个语言版本,全
世界总共有近十亿民众使用它。 美国加州大学新建的图书馆没有一册书,只有看不见的

Wi-Fi 信号。 在数字化时代,每个人必备的技能就是“检索冶。 信息浩如烟海,而我们需

要有瞬间找出所需信息的能力。

二、“数字化自我冶的多维构建———“数据人冶

意义交换作为互动性传播活动,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库利认为它是人与

人关系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机制,米德认为它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纽带。 根据米

德的观点,人的“自我冶意识就是伴随着意义的传播活动而形成的。 他认为,自我是“主
我冶(I)和“客我冶(me)的统一,前者是个人的主体意识,后者是从周围观察到的他人对自

己的态度、评价和角色期待。 “客我冶意识只有通过与他人的意义交换(即传播)才能得

到,“客我冶和“主我冶的对话和互动形成统一的社会自我淤。

(一)“数字化自我冶的建构

人内传播是个人体内的信息传播,“写日记冶就是典型的人内传播,通过自我对话、自
我反省的形式表达出来。 而在数字化时代,笔迹已经渐渐消失,通过电脑我们的所思所

想,通通转化为数字化的文字。 从最初的博客到现在的微博,从秒拍再到微视,随着社交

网站的不断发展,文字甚至转变为了漫画或者更鲜活的视频,如今人们更喜欢用这种方

式记录每天的生活,我们的“日记冶不仅写给自己,同时也分享给他人。 人内传播和人际

传播同时进行着,而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化也在这庞大的数字网络中进行着。

(二)“数字化自我冶具有独立性

我们在社交网站上通过所展示的内容表达自己的个性,在碎片化的时间,碎片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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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自己的生活,同时也贴上属于自己的标签。 即使素未谋面,也可通过社交网站的资

料描绘出对方完整清晰的形象。 在数字化时代,人人都在构建“数字化自我冶,而我们正

逐步成为“数据人冶。 我们的数字形象甚至可以脱离肉体存在。 网络上一位颇有名气的

网络歌手,在现实生活中却只是普通的职员,网络上一位大受欢迎的配音演员,在现实生

活中也只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 也许在未来,即使一个人的生命逝去,他的微博还会

通过某种方式更新,微信也可以以他的语气与他人正常对话,就好像他从未离开过一样。
甚至可以说,“数字化自我冶是永生的,它超脱肉体,以绝对精神的形式存在。

三、全方位互联———云生活

云生活的核心思想,是将大量的社会闲置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构成一个资源池向

用户按需提供服务。 参与分享的用户越多,能够创造的新价值就越大。 云服务是基于

“云计算冶技术,实现各种终端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 手机、电脑等都只是一个单纯的显

示和操作终端,它们不再需要具备强大的处理能力。 用户享受的所有资源、所有应用程

序全部都由一个存储和运算能力超强的云端后台来提供。
那么,是哪些因素促使云时代的到来呢?

(一)信息爆炸要求更多的存储空间

一家微博网站一天内发布的信息就超越了《纽约时报》辛勤工作的 60 年;全球最大

的视频网站,一天上传的影像可以连续播放 98 年;如今两天积累的信息总和,就相当于

人类历史留下的全部记忆。 我们的存储设备已经跟不上数据的生产量,尽管电脑硬盘的

存储空间从最初的 200M 升级到 100G、500G、1T;智能手机的存储空间从最初的 500M 升

级到 8G、16G、32G、64G、128G;U 盘的存储空间从最初的 8M 升级到 8G、32G、512G、1T,却
仍然满足不了我们对于数据存储的需求。 信息爆炸要求有更多的存储空间,云端的出现

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用户把数据上传云端,不占用本地空间,只要有需要就可以随时

提取。 现在的百度网盘、360 网盘等存储空间都以 T 为单位进行计算,容量已经不再是人

们所担心的问题。

(二)方便携带要求去介质化

在台式电脑的年代,大部分数据只是安静地存储在硬盘里;后来笔记本电脑的出现,
使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方便地处理和展示数据;自从 U 盘出现后,我们的所有数据就可以

轻便地随身携带、随时取用。 尽管数据的存储介质不断轻便化,却最终也离不开一个实

体化的物质。 而在云时代,人们追求更加极致的自由,携带的便捷性要求去介质化。 数

据全部上传云端服务器,需要用时在任何一台终端都可获取,而数据的携带完全不需要

物质化介质。 在人与人、人与物全面互联的情况下,云端就是网状传播形态的一个中心

节点,所有数据的传输都通过这个节点,所以从空间上来讲,数据的传播不再需要实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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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

(三)分散的数据需要整合统一

对于个人而言,分散的数据集中起来更加便于保存和检索;对于企业而言,在这个以

用户需求为导向的时代,数据是最为重要的资源。 云时代的到来,使得“大数据冶成为人

们关注的焦点。 大数据与云计算互相依存、密不可分。 每个人、每一时段的分散数据整

合到云端之后,再对这些海量的数据进行专业化的分析,充分挖掘数据背后的价值。 这

样对大量消费者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企业便可以利用大数据进行精准营销,避免造成资源

的浪费和损失。 数据正成为与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相提并论的重要生产要素,大数据的

使用将成为未来提高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全球零售业巨头沃尔玛通过对消费者购物行

为分析,发现了“啤酒+尿布冶的最佳促销搭配,百度则可以根据热搜词敏锐地捕捉到网络

热点,淘宝可以根据用户的浏览痕迹推荐商品,阿里通过对商户最近 100 天的数据分析,
就能发现潜在的贷款对象。

四、云生活的全面展开 ———“密码人冶

随着云生活的展开,人与物、物与物实现全面互联,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会发生巨大的

改变。 我们的信息都在云端,所以存储设备已经不再重要,而打开云端的“钥匙冶就是每

个人的专属密码,我们的专属密码就是我们的象征符,而我们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密码

人冶。

(一)抽象记忆———数字密码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这些改变。 “密码人冶最突出、最典型的表现就是

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支付行为,如今货币交易正逐步被银行卡交易取代,然而由于银行卡

的多样化和操作的复杂性,其逐渐被支付宝等数字化交易取代。 因为数据统一于云端,
所以不论电脑终端还是手机终端,只要记住密码就可轻松完成支付。 再比如网盘,当我

们的数据上传到网盘后,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在任何一个终端上,只须通过账号和密码,
就能随时获得数据。 “分享冶是互联网的核心精神,网盘中的数据可以分享给任何人,当
然有些情况下提取数据时需要密码。

(二)形象记忆———表情密码

不仅仅是数字密码,“智能环境冶公司已经发明出“表情密码冶,可以让消费者们使用

4 个表情字符的组合登录银行账户,而不用传统的识别码或密码。 这 4 个字符是从 44 个

表情符号中选出来的。 从数学的角度来说,数字密码只能选择 0 到 9 这 10 个数字,而表

情密码则可以选择 44 种表情。 如果有必要,还可以继续增加表情数量。 这样一来,表情

密码的不同组合数将大大超过数字密码,这也使得它比传统的数字密码更安全。 表情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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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发挥了人类右脑记忆图像的非凡能力,当信息以图片形式出现的时候,我们能清晰地

记忆,甚至很难遗忘。

(三)借助终端———二维码

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密码还要“记忆冶这项能力的话,二维码则摆脱了“记忆冶的烦

琐。 人们只需要用移动终端如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等,扫描二维码就可轻松登录微博、
QQ、微信等社交平台,也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实现支付。 火车票印上二维码,记录买票人

的身份信息,并且防止个人隐私外泄。 采用二维码进行售票、检票,可以大大提高通行效

率,防止伪票。 二维码用于各种证件就可以把这些信息都记录于此,这样当我们需要的

时候只需要扫描二维码即可。 尽管二维码如此方便,甚至不用使用我们的“记忆冶能力,
却还是离不开“扫码终端冶这一重要的工具。

(四)完全解放———人体密码

最终的密码形式则是“人体密码冶,这是人与技术的全面融合,也是人工智能未来发

展的方向。 指纹密码早已不新鲜,智能手机早已实现指纹解锁及应用加密的功能,这样

既提高了手机信息的安全保证,又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操作以及免去了记忆繁多密码的烦

恼。 面部识别技术也逐步应用于生活中。 2015 年 4 月,马云在德国汉诺威 IT 博览会上

现场演示了支付宝的刷脸支付功能;2015 年 6 月,全球第一台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 ATM
机在杭州诞生;2015 年 10 月,招商银行宣布推出“ATM 刷脸取款冶业务。 但是,近日有新

闻曝出赵薇的司机骗过人脸识别系统,卖掉了赵薇老公黄有龙的房子。 可见面部识别、
指纹识别这种识别人体部位的“人体密码冶系统虽然在探索和使用中,却仍然存在不少漏

洞,需要不断地改进。
另一种形式的“人体密码冶是芯片式密码。 雷丁大学研究人工智能的教授凯文·沃

里克于 1998 年将一枚硅芯片植入了他左臂的神经系统中,他也因此获得了“世界第一电

子人冶的称号。 自从他把芯片植入手臂中后,当他在屋里走动的时候,电脑会为他打开大

门、调节灯光。 虽然,由于技术的不成熟,沃里克的电子人身份仅仅维持了三个月,但这

三个月,成为他人生中难忘的体验。 这是人与技术融合的一次初探,人脑与电子设备和

网络结合的实验,正在世界各地的各大高校与企业的实验室里进行着。 我们不只是寻求

云技术,摆脱冗余的设备和复杂的操作,让一切回归本质,回归简单,还通过人与技术的

结合,实现自我进化。

结语

在云时代,一切都会回归本质。 从单纯的口语传播,到文字和印刷术出现后书籍、报
纸、期刊成为最重要的传播介质,再到后来广播、电视相继出现,大众传播成为时代的主

旋律。 而在传播媒体多样化的今天,智能手机、电脑、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眼镜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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