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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视觉和听觉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两种感

官。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和希庇阿斯就曾对“美

是由视觉和听觉产生的有益的快感”进行了讨论，[1]黑

格尔更是直接将视觉和听觉称为“认识性的感官”。[2]

尽管如此，相较于听觉，视觉仍被认为是“各种感觉中

最卓越的感觉”。[3]无论是赫拉克利特的“眼睛是比耳

朵更为确实的依据”，[4]柏拉图的“视觉是给我们带来

最大福气的通道”，[5]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能使我们识

知事物，并显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此于五官之中，

以得于视觉者为多”，[6]都不同程度彰显了视觉的优越

地位。这种视觉中心主义传统在今天似乎得到了充分的

印证：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

户规模达9.27亿，占网民整体的93.7%；网络直播用户规

模达6.17亿，占网民整体的62.4%，[7]我们看似正处在一

个视觉文化“变态式繁荣”的时代。[8]但是，事实真的

如此吗？

一、耳朵觉醒：声音能成为未来传播主流

介质吗？

无需刻意观察亦能发现，近年来，听这一行为正悄

然渗入各个碎片化时段，如晨起、午休、睡前等，卷

入每一寸生活场景，如家中、私家车内、公共交通工具

上等。无论是开车、锻炼、做家务时挂着耳朵的顺带一

听，还是有目的、有规划地收听新闻、音乐、有声书，

声音正以一种液态的渗透方式深度卷入人们的日常生

活，耳朵正从某种程度上“抵抗”着长期以来霸道的视

觉逻辑。路透社研究所的调查显示，面对各式各样的

屏幕，很多人直言感到“疲惫”“被袭击”“不知所

措”，[9]这直接导致智能音箱的畅销，并进一步改变人

们的媒介消费习惯：他们正在关闭电视、电脑，花更多

时间收听新闻、音乐、播客和有声书。[10]

事实上，纵观整个人类传播史，听觉这一感官始终

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口头传播时期，人们依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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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面地说与听进行信息交流，并形成以听觉为中心的口

语文化。文字的诞生和印刷术的发明强化了书写这一传

播方式，听觉日渐让位于视觉，但即便如此，口耳相传

仍是最普遍、最自然和最灵活的传播方式。到了电子传

播时代，广播、电话、电视、录音机等设备再一次“唤

醒”了耳朵，听觉与视觉重新联合，保证了由电磁波造

就的虚拟部落式现场交流的实现。即使是在互联网、新

媒体空前发达的网络传播时代，也绝不只有视觉文化得到

繁荣。数据显示，自2015年以来，我国在线音频市场同样

持续发展，截至2020年，在线音频用户规模已达5.7亿。[11]

这意味着，作为听觉生产与接收的关键性中介物的

声音，[12]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从未消失。不仅如此，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声音反而显现出独具时代特征的

崭新特质。正如电子传播时代，留声机使得声音首次摆

脱肉身而独立存在，网络传播时代，微信留言、语音使

得声音的随时刻录与跨时空传播成为常态。在5G、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技术飞速发展的智能传播时代，声音更

成为一种无处不在、任意编码、随取随用的文化产品和

传播工具，不仅能够用来听，还能够用来搜索、操作、

交互，甚至基于声纹识别、深度学习的语音合成技术，

还可还原已故配音大师的声音，或创造出世上本不存在

的声音。

这一现象似乎在提醒我们，西方源远流长的视觉主

义传统并非天然合理而无可辩驳。就目前来看，声音

的潜质已被极大激活。纵观整个媒介技术市场，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等老牌智能终端进入平稳发展

期，而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车载、智能家居等成长型

硬件的后发优势刚刚显现。随着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时

代，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得到长足发展，智能终端

市场有望进一步扩大，声音的附着载体和链接场景不断

拓展。这一切都彰显着声音具备成为未来传播主流介质

的现实可能。[13]那么，对于素来依赖声音这一媒介进行

传播的广播媒体而言，这又意味着什么？

二、声音赋能：广播媒体采取了哪些深度

融合实践？

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同年11月，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广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的意见》（下称《意见》）， [14]对广播电视媒体深度

融合发展进行了详细规划。声音是广播媒体依赖的主要

传播介质，当声音具备广阔的渗透范围和市场前景时，

广播媒体深度融合也面临诸多新的机遇。近年来，我国

一些广播媒体已开始将声音作为媒体深度融合的核心入

口，突破电波这一单一声音传播介质，不断扩展声音的

载体，并在智能语音技术的加持下日渐构建起多样态共

存、多渠道共传、多主体交互的听觉空间。

1. 音联万物：构建全媒体融合传播矩阵

传统广播的收听需要依赖无线电波或导线，声音被

装入“大喇叭”或“小匣子”之中，转瞬即逝，无法保

存，且只能顺序收听，不可选择。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技术使得声音能够被保存、编辑、分享，随时播放、自

我选择、自由切换成为可能。在此背景下，以声音为入

口，融合多种传播渠道、传播形态、传播终端，已成为

广播媒体挖掘频率覆盖力、扩大传播力和影响力的重要

举措。

（1）创新声音传播方式，用声音串联各个平台。因

应媒介技术的发展及用户收听习惯的变化，除早期通过

开设广播媒体自有网站实现音频内容的回放外，当前，

我国广播媒体正将传统广播功能融入各种新型平台之

中。一是开设自有客户端，做移动电台，如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开设的“云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设的“听

听FM”、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开设的“阿基

米德”等。《2020年媒体融合传播指数报告》对全国287

个中央及省级广播频率的调研显示，自建客户端的广播

频率较少，但若将其所依托的广播电台、广播电视台集

团客户端也纳入计算范围，这一比例则高达94.6%。[15]二

是开设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账号，当前我国广播频率

的微博账号开通率达77%，微信账号开通率达83.3%。[15]

三是入驻聚合客户端，包括聚合音频客户端如蜻蜓FM、

喜马拉雅FM，聚合视频客户端如抖音、快手，聚合新闻

客户端如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等。当前我国广播频率在

以上三种聚合客户端的入驻率已分别达85.7%、42.4%、

47.7%。[15]由此，广播媒体实现了音频内容的多平台传播

和多渠道分发。

（2）以声音融合多元传播形态，促进声音的可视

化。声音可视化是指在声音以外增加视觉元素或向用户

传递直观的视觉符号，使广播不再局限于听觉，也成为

视觉性的，用户不仅是聆听者，更是观察者甚至是参与

者。广播声音可视化的实践最早可追溯至广播媒体开设

户外广播亭，随着媒体融合的纵深推进，突破传统广播

的既定概念，从单一感官媒介转向复合感官媒介，已成

为广播媒体的必经之路。[16]2017年6月，北京青年广播建



008    2021.8      专 题

成全国首个全频可视化融媒体广播系统，通过该系统，

不仅可以在音频内容制作的过程中播放视频、图片、文

字等可视化素材，丰富声音的呈现方式，还可以通过直

播平台和社交网络，实现弹幕、打赏、投票等功能的可

视化。而除构建自有融媒体系统外，更多广播媒体会根

据不同传播平台的特性，有针对性地为传统的音频内容

加持其他传播形态。如在微信、微博平台，采取图片、

文字、音频相融合的方式进行传播；在抖音平台使用竖

屏短视频，融合字幕、动图、表情包；在聚合音频客户

端，对广播电台录制现场、新闻现场进行网络音视频直

播等。

由此，广播媒体以声音为线索，联通不同平台，有

效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提升传统广播的收听率；以声

音为基础，融合不同传播形态，编织立体内容发布网，

为用户带来全息视听体验。由于各类平台被不同移动终

端所搭载，广播媒体能够以声音为入口，在传统电台进

行音频内容传播的同时，引导听众通过微信、客户端、

抖音等平台与主播进行互动，将过去单向的说—听模式

转向更为广阔的声音+硬件+互动场景中，实现多终端联

动和多场景互通。不仅如此，随着我国智能音箱出货量

的持续上涨，已有广播电台尝试布局智能音箱领域，如

成都广播、南京电台等已入驻天猫精灵的语音头条。这

使声音可以语音控制的方式被用户唤醒，其本质上虽是

广播音频内容的渠道延伸，但却昭示着一种与传统广播

电台以及移动电台完全不同的声音传播与消费形式。

2. 人机共“声”：塑造全流程智能广播系统

如果说全媒体融合传播矩阵的构建是广播媒体对融

媒体环境下声音技术变革的因应，那么在智能时代，当

声音不仅可以用来听，还可以用来存储、检索、编辑、

转换，加快与智能技术的融合就显得势在必行。当前，

诸多广播媒体已开始尝试以智能语音技术为抓手，对声

音进行识别、分解、再造和多元利用。

（1）邀请非人声音加盟广播节目制作。与呜咽、嘶

吼等动物也能发出的声音不同，有声语言是人特有的沟

通方式，是人类优于其他地球生命的特征所在。语音合

成技术的发展打破了这一局面，该技术能够模仿指定发

音人的声音、合成指定音色的语音文件，由此，聊天机

器人、语音助手等都分享了人类发声的能力。在此背景

下，诸多广播电台已开始在节目中引入人工智能主播。

2018年3月，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旗下股市广播频率率先

上线虚拟主持人“俎江涛”，用于股市行情、正点新闻

和财经资讯的播报；多家广播电台也与微软（亚洲）互

联网工程院推出的智能机器人“微软小冰”展开合作，

邀请其单独或与真人主播搭档进行节目播报工作，节目

类型涉及脱口秀、新闻资讯、金融财经等10余种。对于

广播媒体而言，这不仅能够盘活既有的声音形态，赋予

节目以生机，使得突发性新闻播报立等可取，提高声音

的时效性，更借声音的交互促进人与机器的交融。

（2）为广播加持智能语音系统，释放声音潜力。

语音合成只是智能语音技术的一个分支，此外，语音搜

索、语音转换等分支在广播系统中的应用更是极大释放

了声音这一媒介的潜力。2017年7月，江苏省广播电视

总台推出的广播节目内容编译系统以智能语音技术为运

行基点，实现了声音与文本的互相转换，从根本上打破

了媒介编辑的界限，大大提升了字幕制作、音频剪辑、

节目审核等环节的效率。与之类似，苏州广播电视总台

尝试打造一个语音化的入口，[17]并于2019年6月上线了以

智能语音为标志的智能媒资系统。单就广播而言，该系

统能够实现海量音频内容的自动编目、一键检索及24小

时不间断、多线程审核。而除使用一体化的智能语音系

统外，诸多广播电台已与搜狗、科大讯飞等科技公司达

成合作，为记者配备了录音笔、转写助手等智能语音设

备，借此实现对声音的有效拾取和降噪增强、对语音的

离线转换和即时翻译、对音频的自动分段、对语气词的

自动过滤等。由此，传统广播正向着智能广播转变。其

间，声音资源的价值得到较充分的挖掘，有助于多形态

内容的多平台分发以及基于既有媒资的二度创作。更为

重要的是，通过对智能语音技术的全流程应用，技术已

成为不可或缺的主体，在广播媒体的日常运行中日渐实现

与人类的全方位融合与共生。

综上，通过审视新环境下声音技术的新特征，发挥

其新功用，我国广播媒体的深度融合实践已经收获了

一些成果。那么，面向未来，声音还有哪些潜力有待挖

掘？又能够为广播媒体深度融合再做些什么？

三、以声为媒：广播媒体如何拓展深度融

合空间？

声音的存在离不开空间。墙壁材质、悬浮颗粒等空

间物质因素影响着声音的强弱、音色等声学指标，进

而使得听觉也具备空间属性。通过听，人们能够感受到

声源所在的方位、距离的远近及其周边的氛围等。早在

六十年前，麦克卢汉就提出听觉空间这一概念，[18]希望

借此将人们对视觉的关注部分转移到听觉上。声音在听

觉空间中流动，广播媒体借助融合传播、智能传播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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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声音进行复制、加工、扩散，实质上正是对听觉空间的

一种重塑。

然而，听觉空间内并不只有声音，还有多元主体和

声音环境，具备列斐伏尔所强调的社会属性。[19]在聚焦

听觉空间媒介性、技术性的同时，将其置于人类活动发

生的广阔社会空间之中，关注其物质性和文化性，不仅

是广播这一主流媒体的应有使命，也契合了《意见》中

“强化艺术与技术深度融合”[14]这一要求，对于广播媒

体跳出渠道、形态融合的桎梏，迈向更高层次的社会融

合大有裨益。具体到实践上，广播媒体应以声音为媒，

参与广义的文化和社会空间的再生产，促进主体自身、

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环境的融合。

1. 声入心通：平衡主体感官比率

马克思将五官感觉的形成看作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

产物，[20]媒介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拼音文字

延伸了视觉，切割了听觉，造成了感官的分离；印刷术

的发明加剧了这一现象，将人“撕得粉碎”；电子媒介

则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有望实现视觉和听觉的再度

平衡。[21]人的整体感官平衡是媒介发展的最终指向，而

听觉恰恰具备统合五官的力量。相较于眼睛对信息的聚

焦、透视和分割，耳朵对信息的获取是全息的、没有中

心和边际的，能够牵动多重感官，引发视觉、触觉等一

系列连锁反应。因此，广播媒体借助声音调动听觉，能

够重塑知觉系统，进而促进听觉空间中主体多元感官的

融合。

（1）可积极制造“声音蒙太奇”，调动多维感官。

“视觉是一个旁观者，而听觉却是一个参与者”，[22]在

在线音频空前活跃的今天，广播媒体不仅要发声，更要

提升优质内容的再创作和再表达能力，在讲与听的往返

间提高用户卷入程度。首先，应充分挖掘声音中所潜藏

的能唤起感觉的信息，如方言、网络用语等与用户日常

生活经验交汇的部分。在此基础上，以讲故事的方式，

用声音塑造形象，声情并茂，绘声绘色，激活用户的

“跨感觉感受”。此外，还可采取技巧性策略，如在音

频内容的制作上，将既往完整而自足的文本阐释链转为

碎片化的启发性结构，通过留白塑造发散的听觉空间，

引导用户自行填充、完型，提高互动程度。

（2）可尝试营造“声场”，提供身临其境的感官

体验，借助各类实体的媒介物来实现。如入驻苹果公司

出品的智能音箱HomePod，该音箱内部的扬声器模组中

置有一套声场识别算法，能对自身在特定空间中的所处

位置进行判断，并将直达声传向该空间的中央区域，再

将环境声分散至左右两侧，并从墙面反弹回来，保证用

户在行走过程中的声效一致性和层次感。而随着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的日渐成熟，广播媒体还可积极探

索沉浸式全息音频节目的制作，如将虚拟3D环绕声引入

内容生产中，借助VR头盔、耳机等设备，制造多元共

时的流动听觉空间，促进用户的身体卷入和感官畅通。

2021年5月24日正式启用的上海广播艺术中心在此方面已

做出了尝试，其建设有融合声光电的5D沉浸式剧场，能

够通过沉浸音效、声画互动、智能联动等技术，使声音

被听到、看到、闻到甚至触摸到。

2. 同声相契：塑造听觉共同体

巴赫金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看作一种“多声

部性”“全面对话”的小说，[23]这用来形容当下的声音

景观再合适不过。众多独立的声音“获得了高度活跃的

地位”，[24]力图被他者所“听见”，这些多元声音组成

真正的“复调”，将一个更丰富也更复杂的世界呈现在

人们耳边。而身处其中的广播媒体，应重新界定自身角

色，用声音联结群体关系，塑造听觉共同体。[25]

（1）在内容层面，应切合大众审美，满足用户复

杂口味。技术赋权带来艺术与审美疆界的极大泛化，审

美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日渐成为日常生活本

身。作为一种传媒艺术，广播应跳脱出既往孤芳自赏的

古典主义美学态度，融合艺术性和媒介性， [26]充分尊

重用户的审美习惯和欣赏趣味，建设具有人民性的美学

样态。一方面，应发挥大众参与性，利用点赞、评论、

订阅、打赏等互动方式构建与用户平等对话的机制，根

据用户反馈及时调整内容序列。另一方面，可在资讯、

路况播报等传统广播内容之外，充分借鉴广播文艺的诸

多内容形态，开发具有强烈时代性和个性化色彩的音视

频。此外，还可营造专属听觉空间，满足特殊人群的需

求，如2021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线“云听”少

儿版，集合智能推荐、远程管理等多项功能，能为未成

年人提供绿色、健康的内容。此外，还可促进用户生产

内容供给的规模化，借用户参与构建活跃、高忠诚度的

听觉社区，集聚低成本、平民化的内容。

（2）在技术层面，应发挥公共品作用，扶持普罗

大众的声音生产。《意见》强调，要“用新理念新技术

支持云端化、智能化、专业化、社会化生产，提高内容

质量和供给效率”，[14]广播媒体作为专业的音频生产机

构，具有普通主体、商业聚合平台所不具备的资源优势

和技术能力。倘若将这种优势和能力转化为随取随用的

公共品，不仅能够降低用户创作门槛，增强用户创作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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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还能促进内容质量的整体提升，并以自身为节点

实现对多元主体的联结。具体而言，可通过设立培训基

地、开设慕课、建立智能编辑平台等，传授发音技巧、

音频剪辑等方面的知识，提升用户的专业化水准，也可

通过举办音频大赛、年度“声”典等，发现优秀内容创作

者，直接为其提供形象策划、音频包装等专业服务。

此外，广播媒体还可通过寻找世之共存的共同价

值，用融通多元主体的共通声音，抒发人之皆有的共同

情感，将用户纳入集体空间，促进听觉共同体的形成。

3. 广纳百声：构建广播“声”态圈

通过对媒介发展史的梳理不难发现，声音技术的发

展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声音正日渐摆脱其场所性，与

其发生空间相分离，成为自由而独立的媒介。[12]人们的

耳朵可以自由选择、随心而听，但却带来了“意义的通

货膨胀”，[27]以及主体的“去社会化”，[12]这无疑不利

于社会的良性发展。

对此，广播媒体应率先示范，将声音还给具体的社

会历史空间。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教授谢弗曾提出声

音景观的概念，强调将相互关联的声音、听觉者与环境看

作一个充满关系的体系来理解，而不是孤立的实体。[28]

特定的声音只有与特定的空间场所相互交融，才能创生

特殊的生活气息或神秘内涵，[12]这就要求广播媒体不能

一味地追求声音的极致清晰，应尝试重新接纳曾经摒弃

的杂音，回归声音的物质本性，搭建声音与环境之间呼

吸相应、生息相连的关系。如推出若干针对特定城市空

间或物质环境的音频节目，辅之以虚拟互动等方式，让

用户通过声音感知城市风俗与文化，编织基于这一空间

的共同记忆。当前，上海公益地标愚园路电台已做出积

极示范，引导用户在触摸声音中打卡文化地标，在打卡

地标中聆听百年愚园路，不仅打开了文化IP的运营新思

路，更促进了用户与环境、文化的血脉相通。

通过引导用户倾听城市、自然，广播媒体能够在潜

移默化中将人与社会重新联结，促进人的内心生活与外

在生活的平衡。与此同时，当用户开始主动辨识声音的

种种细部纹理，思考广播媒体传递的弦外之“音”时，

其自身的审美能力和水平也得到提升。借此，视觉文化

所带来的各种偏颇和不足便有望被超越，听觉审美的现

代性意义有望得到凸显。从更深层次来看，这更是一种

对与世界和他者平等对话的立场、谦卑自抑的态度和开

放包容的精神的呼唤。[8]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对

于物的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 [29]而倘若

这一理想能够实现，主体性的过度膨胀将得到抑制，开

放、宽容、倾听、尊重将成为世间常态，广纳百声的

“声”态圈将形成，这无疑对于人与人的交往以及整个

社会的融合大有裨益。

结语

法国理论家阿达利曾言，两千五百年来，西方知识

界尝试观察世界，未能明白世界不是给眼睛观看的，而

是给耳朵倾听的，它不能看得懂，却可以听得见。[30]智

能时代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耳朵的觉醒，赋予声音成为主

流传播介质的潜力。对于广播而言，回归指向人类听觉

体验的声音主体性，正是唤醒广播本身创造性、生命力

和活力，创新广播媒体深度融合的关键所在。[31]而从社

会层面来看，专注“耳朵经营”，以声音链接万物、构

建身份认同、促进社会交往，不仅有助于广播这一媒体不

断占领社会空间，寻找与社会的最佳嵌合方式，[32]更有助

于媒体融合朝着更高层级的社会融合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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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haping Acoustic Space: In-Depth Convergence and Innovation of  
Broadcasting Media in the Intelligent Er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n the intelligent era endows sound with the potential to become the 
mainstream media in the future. The auditory culture which has long been constrained by dominant visual culture is 
expected to bloom. In the context of sound empowerment, many Chinese broadcasting media have attempted to reshape 
the acoustic space to construct the all-media convergence communication matrix and shape the whole-process intelligent 
broadcasting system, which have promoted the in-depth convergence of media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e future, the 
broadcasting media should consider the material and cultural attributes of sound on the basis of paying attention to its 
media and technical attributes; balance the senses of subject, shape the acoustic community, and construct the sound-
ecosystem of broadcasting media,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vergence of technology and art, as well as human and society.   
Keywords: broadcasting; intelligent era; the in-depth convergence of media; sound; acoustic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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