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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年來國內網路成癮的成因研究，大多從社會心理學的角度出

發，將成癮的問題聚焦於使用者的人格特質、人際關係等面向，且成

癮問題的探討，大多以個別媒介為劃分，並沒有以「複合媒介」的角

度，洞悉媒介本質，從「科技與人的遭逢」來探索複合的媒介究竟有

哪些特性吸引什麼樣的人成癮。本文企圖跳脫單一向人追問的方式，

從媒介混合的本質與人的遭遇，尋找可能成癮的組合，並進一步發展

鉅觀的成癮分析架構，期待人類未來在面對新的媒介成癮問題時，不

再是後知後覺地窮於應付一波又一波的媒介成癮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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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傳播科技的發展，隨著數位時代來臨，使不同媒介間的混成達

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以往電視主要還只是結合了聲音、影像和人物表

演，現在網際網路則將各種媒介集大成。不過，當大家正在熱烈討論

網路成癮之際，卻少有人去思考電視成癮和網路成癮究竟有沒有關

聯？電視成癮的問題，似乎在網際網路風行後，逐漸受到忽視，甚至

有被網路成癮取代的趨勢，然而，會不會電視成癮是網路成癮的先兆

呢？如果我們可以理解前一時代媒介成癮的問題，會不會使我們更有

能力看清楚未來媒介可能產生的成癮現象？ 

根據 Nie & Erbring（2000）於美國史丹福大學研究中心所主持

的一項調查網際網路與社會的研究顯示（調查對象為 2,689 戶美國家

庭中的 4,113 位成年人），有 36﹪的人每週網路使用時間超過 5 個小

時，其中 56﹪每週上網 5-10 小時以及 65﹪每週上網 10 小時以上的

網路使用者表示，他們減少看電視時間來上網，即使上網時數較少者

（每週少於 1 小時），也有 27﹪表示他們是減少看電視的時間來上

網，該研究認為上網者主要是減少看電視時間，其次是犧牲與家庭、

朋友相處及社交活動的時間。電視和網路成了人們時間的競爭者，但

是網路比電視更是一種孤立、減少人們面對面參與人類社會活動的科

技，Nie 認為：「網路是一種個人的活動，不像電視，你可以將其當

作背景聲音，網路需要更多的涉入與注意力。」因此，人們很難同時

上網又觀看電視。Odzer（1997）發現，網路癮者有時會對他們花在

線上的時間感到罪惡，可是在她發現網路空間之前，她下班回到家還

不就是攤坐著看電視而已，現在她則是常掛在網上。 

孫曼蘋（1997）發現青少年每週看電視的總時數平均是 13.5 小

時，和 Shanahan & Morgan（1992）的 13 小時相近，比 Greenberg 等

人（1991）的 15.5 小時略低。吳翠珍（2003）舉出美國的調查研究

發現，每天看電視少於 1 小時者是輕度收視者，多於 4 小時以上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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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收視者。也就是說一週觀看電視 28 小時以上，是重度收視者。上

述研究顯示，電視每週使用時間的平均值，直逼網路成癮高危險群的

平均值 15 小時（時數參考自楊正誠，2003），不過電視重度使用者

每週 28 小時以上的觀看時數，還不及網路成癮高危險群的每週 36 小

時以上（時數參考自楊正誠，2003）。或許網路成癮問題在時間使用

上較電視成癮來得嚴重，但筆者在這裡所強調的不是”使用時間長”就

是事態嚴重，因為媒介使用時間多寡或許和成癮相關，但並非必要條

件。而是每個人一天只有 24 小時，如果因為過度使用媒介而妨礙了

正常生活，或是造成面對面的人際溝通產生困難，就是需要注意的媒

介成癮問題。 

Kubey & Csikszentmihalyi（2002）指出，電視和電腦遊戲同樣提

供人們逃避和轉移注意力的機會，然而和電視不同的是，電視遊樂器

和電腦遊戲具有互動性，遊戲的難度會隨著玩家的程度提升而升高。

據此，網際網路的互動性，究竟帶給人們什麼不同的感受？造成上癮

的原因和電視有何異同？如果人們減少的看電視時間，並沒有用來產

生更多的人際互動或戶外活動，反而是花更多的時間上網。究竟電視

成癮和網路成癮有何關聯？電視成癮會是網路成癮的先兆嗎？網路

和電視作為人類和世界溝通的媒介，究竟會不會吸引人類對媒介循環

成癮呢？ 

電視成癮的實證研究在美國自 1986 年肇始，迄今已有十七年的

歷史，然而，國內的實證研究付之闕如。Kubey & Csikszentmihalyi

（2002）指出，科學家過去幾十年來對電視影響進行研究，一般均將

焦點關注於觀看電視暴力是否與真實生活暴力有關連，很少去注意這

小小螢幕──媒介本身（ the medium）而非它所傳遞的訊息（ the 

message）──產生誘惑力的原因。「電視成癮（TV addiction）」這樣的

用詞雖然不夠精確且隱含價值判斷，然而卻捕捉了真實現象的本質。

心理學家和精神病醫師正式將物質依賴（substance dependence）定義

為一種失調／失序（disorder），其標準包括：花費大量時間使用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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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經常超過自己打算使用的時間、想減少使用時間卻一再失敗、

為了使用它而放棄重要的社會或家庭或職業活動、當停止使用時出現

戒斷症狀，所有這些判斷標準可以適用於看電視過多的人，當人們強

烈意識到他們不應該看這麼多電視，卻無法少看時，困難就產生了。

Mcllwaith（1998）也認為應該更進一步研究其他科技的成癮或依賴

（如：網路成癮），探討是否在其他媒介的過度使用上有同樣的人格

因素、使用滿足，或是每一種科技有著迥然不同的依賴模式，不同的

使用者有著不同的理由。網路成癮研究從 1996 年 Ivan Goldberg 醫師

和 Kimberly Young 博士開疆闢土，隨後的研究無論國內外均有如網路

科技不斷進展愈加精緻化，然而，卻少有研究回頭和電視成癮問題相

扣連，而且大部分的成癮研究都是從人的行為或是人格心理特徵去追

尋成癮的原因，很少結合媒介特性和人的特徵去討論成癮的原因。本

文主張科技絕非中立，成癮也絕非僅止於”人”的問題，因此本文企圖

從”科技和人的遭逢”來探索下列三個問題： 

一、 媒介的哪些特性可能吸引人上癮？是否媒介混合愈繁複，

愈容易讓人類上癮？或是讓媒介成癮產生流動性？ 

二、 人和媒介的遭遇，什麼樣的組合容易成癮？ 

三、 研究複合媒介成癮的可能分析或預測架構為何？可以從哪

些新視野來問問題？ 

成癮問題，以往的討論大多關注在”人”身上，尤其是社會心理學

的成癮量表測量，只能片面了解人格特質或人際關係等”人”的成癮傾

向，且這些向”人”的追問所得到的答案，真能對於成隱問題提出解藥

嗎？會不會這些被詢問的”人”，根本也弄不清楚媒介科技為何令他著

迷，而只能歸因於自己？因為他從未向科技追問過？或許科技創新未

曾 脫 離 人 的 慾 望 而 存 在 ， 新 科 技 也 是 可 以 改 變 人 的 深 層 慾 望

（Graham，2001﹔引自江淑琳，2003：46）。因此，這樣的調查似乎

忽略了同時探討媒介本質和人參與其中所可能建構的成癮行為探

討。探索上述問題的目的，在於藉由不同媒介的成癮傾向，找尋以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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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媒介與人互動觀點出發的成癮探索模式，打破媒介類別的界線，以

媒介功能與人互動的角度來探索更巨觀的媒介成癮問題。 

 

壹、為何需要以「複合媒介」的角度來理解媒介？ 

傳播科技的發展，從口語、文字、印刷、廣播、電視到網際網路，

媒介的形式愈來愈複雜。數位傳播科技的發展加上網際網路的發達，

使得人類溝通形式產生傳播科技發展以來最大的改變。數位媒介兼具

傳統大眾傳播媒介的性質，且能發揮一些人際傳播的功能，其大眾傳

播和人際傳播相乘的效果，是傳播科技發展史上未曾出現的（謝瀛

春，1997）。這種前所未有的巨大改變，來自於媒介混成的數量和方

式和以往大不相同，不過，這種加乘的效果，不僅是一種”量變”，更

是一種”質變”。 

媒介複合時代在數位傳播科技發展前早已來臨，只是，一般人

因為被媒介的內容魅惑，因而無法洞察媒介形式在相互結合後，究竟

形成了一個什麼樣的新媒介？甚至遷就自己去適應媒介，而不是使用

媒介來完成己身之溝通目的。比方說網際網路是一種「多媒體」，但

「多媒體」的媒介特性究竟為何？一般人其實很難從字面上體會其特

性。因為「多」並不能展現眾多媒介間彼此的”關係”，尤其是當數種

媒介結合時，媒介彼此間其實存在著放大、淘汰、重拾和轉換的關係，

也就是 McLuhan 所謂的「媒體四大律」（Levinson，1999），這種關係

是不能用「多」來簡化的，這其實就是一種混合的關係、演化的觀點。

達爾文演化論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觀點，被 Levinson 進一步

延伸為「媒體演化論」，Levinson（1999）主張媒體是循達爾文演化

論的模式在進化的，人類不只是發明媒介的人，同時也是淘汰媒介的

人，人類成了媒介進行自然淘汰的環境。 

據此，我們可以理解，媒介的演化是一種「適人生存」的過程。

一種新媒介的生成，總有環境的配合，如：印刷術的發明帶來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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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的形式；電力技術的發明，帶來廣播與電視的發展：數位與電腦

科技的發明，帶來多媒體與網際網路的發達。但是這些媒介的發展，

科技的力量不是唯一的環境肇因，人類感官或溝通方式的需求，才是

主因。媒介在延伸人類的感官，也在適應人類文明的演進，吊詭的是，

雖然媒介是人類的延伸，然而，人類經由不斷地使用科技，卻與科技

之間產生一種伺服系統（servomechanism）的關係，這種關係逆轉變

成「科技控制人」，或者「人變成科技的延伸」（McLuhan，2002﹔

Logan，2000）。因此，如果我們經常只是將所謂的印刷、廣播、電視

等媒介各別當作”一種”媒介來理解，而不是”媒介中的媒介”之放大、

淘汰、重拾和轉換關係來理解，或是媒介和人的關係來理解，永遠看

到的都只會是媒介內容片面的影響，而不是媒介混合後，媒介形式對

內容產生的改變以及和人類社會的交互影響。 

McLuhan（2002）曾指出，因為所有媒介都是我們的延伸，所以

任何一種媒介的研究都可幫助吾人理解所有其他的媒介。不過，筆者

以為，如果一般人還是將任何媒介當作是”一種”媒介來理解，就沒有

辦法透過研究一種媒介來理解另一種媒介，必須將現有單一媒介的看

法轉變視角為”複合”媒介，才有辦法洞察媒介的本質。因此，筆者提

出複合媒介（hybrid media）的觀念，係綜合 McLuhan 關於「媒介是

人類的延伸」、媒介混合能量釋放與「媒介即訊息」等概念延伸而來。

McLuhan 指出，媒介是人的延伸，是一種器官、感官或功能的放大作

用，這種延伸會要求身體器官和其他的身體延伸產生新比例或謀求新

的平衡（McLuhan，2002：47-49）。因為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的複

合（hybridizing）、合成（compounding）或演化（evolution），都依賴

人類為其促成，而媒介的複合與合成將會釋放巨大的能量，該能量會

產生外爆（explosion），尤其是和人類組織遭遇時，複合能量才會釋

放出來，滲透到每個時間、空間、工作與社會結構中，媒介會重塑它

所觸及的所有生活型態。於此同時，所有的媒介都成雙成對，一種媒

介扮演另一種媒介的”內容”，使成對（複合）媒介的運作朦朧難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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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複合媒介不只是改變人類感官的比例，當媒介彼此間互動時，

它們也在改變彼此的比率來尋求平衡（McLuhan，2002：53-58）。 

綜上，我們可以發現，無論是印刷媒介、廣播、電視、多媒體

或網際網路的特性，其實都是媒介的複合或合成，這其中隱含著演化

的概念，但也蘊含著「媒介四大律」──放大、淘汰、重拾和轉換──

的觀點，McLuhan 的四大律，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重拾」這一項，因

為轉換是將先前淘汰掉的元素重拾回來，繼續轉化向前走，這四大律

可以用來篩檢歷史，也可以投射未來（Levinson，1999）。因此，以

「複合媒介」來理解媒介成癮現象，較能掌握某種類型的媒介成癮或

是人類對於感知和傳播的原始深層需求，是如何隨著科技的演進，被

放大、淘汰、重拾或轉化了。 

資訊時代把電力技術更進一步推向數位科技，使媒介混合的能

量更加劇烈，因為媒介混成的數量，遠高於電力時代的媒介（如：廣

播、電視等），複合媒介之於人、之於媒介本身、之於社會文化的影

響，其威力已超乎人類想像，如果人類能夠詳加思索這些威力，就可

以掌握理解媒介威力的關鍵，認清人類因為臣服於媒介科技而失去的

東西究竟是什麼。數位時代中複合媒介的巔峰發展，使早該躍上舞台

中心的媒介形式本質，如針刺般逼近人類眼前，亟待世人重新檢視，

以使人類能夠從媒介技術的使用或誤用中覺醒。 

 

貳、複合媒介的哪些特性可能吸引人上癮 

幾乎每種媒介都具有複合的特性，且這種複合的媒介科技，其實

帶有危險性，要化解這危險，就必須理解媒介科技的本質，而非僅是

一味去探索”人”片面的心理或行為問題。如 Heidegger 所言，技術的

危險在於它能改變人類，人類的行為和渴望因此被扭曲，技術會達到

人類存在的最深處，改變人們的認識（know）、思考（think）與意志

（will）之方式。雖然科技帶有危險性，但是我們愈接近危險，通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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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星（saving power）的道路就開始愈加明亮，向科技追問是一種思

考的虔誠（Heim，1993﹔Heidegger，1993）。因此，探索複合媒介引

人上癮的本質，是一個解救的開端。為了促使人與科技的對話，且從

現有對人調查的成癮實證研究與科技的對話開始著手，筆者本文將選

擇學術上討論最多的成癮問題媒介──電視和網路作探討，並旁觸其

他具有類似功能特性的媒介。 

一、 電視有哪些吸引人成癮的特質？ 

（一）冷媒介： 

相對於報紙及廣播，電視是冷媒介。冷媒介的特性是低解析度

（low definition），提供的資訊較少，要求人類較高程度的參與，以填

補或完成資訊的不足（McLuhan，2002：24-25）。參與的形式有許多

種，在傳播研究的電視與暴力研究中，DeFleur & Ball-Rokeach（1975）

就曾經歸納出「替代性的參與」，這是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有挫折感，

而透過別人侵略行為的感同身受，作替代性的參與以紓解自己的挫折

感。例如看到電視暴力節目主角採取暴力手段，跟著投入情節過程，

等於替自己出了一口怨氣（李金銓，1993）。這種參與方式主要是從

媒介內容出發，不過若沒有電視這種形式搭配，這種替代性的參與或

許不會發生。 

伴隨著冷媒介的特性而來的是”closure”，這既是一種”關閉”也是

一種”補足”，McLuhan（2002：314）以無聲電影舉例，「過去默片需

要人們自動為自己提供聲音，來關閉或補足聲道的缺乏，但如果一旦

媒介本身已經補上了聲音，我們的參與補足就減少了。」冷媒介因為

需要人們不斷地參與補足，因此容易令人上癮，而”關閉”又帶來什麼

成癮誘因？這是下一個特性──「伺服系統」要談的。 

（二）伺服系統（servomechanisms）： 

McLuhan 曾暗示：人對於媒介技術的喜好，有點像是麻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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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戀。他舉例希臘神話 Narcissus 愛上自己水中倒影的例子。McLuhan

認為 Narcissus 不是愛上自己的倒影，而是愛上自己的延伸而使他麻

木（numb），直到他成了自己延伸的伺服系統（servomechanism）。

McLuhan 亦舉例由生理學的角度觀之，人體的一切延伸都是自我截

除，是因為身體受到過強的刺激壓力時，中樞神經系統就用截除或隔

離使人不舒服的器官或感覺，藉以保護自己，求取平衡。不論從

Narcissus 迷戀自我延伸和生理學的截除，我們可以發現，自我截除是

不 容 許 自 我 意 識 的 （ Self-amputation forbids self-recognition ）

（McLuhan，2002：45-52）。或許正是如此，人們沒有覺察媒介是人

類自己的延伸，如果能夠洞察這點，就不會產生對媒介的著迷上癮。

電視媒介是人的延伸，它延伸的是觸覺，「電視圖像無時無刻要求人

們拼命用感知介入去”關閉”電視馬賽克（mosaic）的空隙，這種參與

是深層（profoundly）的動態（kinetic）和觸覺（tactile）參與，因為

觸覺是各種感官的交互作用，不僅是孤立的皮膚接觸到物體而已」

（McLuhan，2002：342）。由此觀之，電視延伸的不是單一的視覺或

聽覺，它更接近人在日常生活的統合觸覺，因此人們更喜歡這種延

伸，而不知不覺愛上它，電視和人之間因此形成了封閉的伺服系統。

所以，與其批評電視”內容”如何影響人類，還不如說是這樣的媒介”

形式”如何使”內容”產生有別於以往媒介科技的吸引力與影響力。 

（三）電視的透光性質──人是被投影的屏幕： 

電視和電影的不同，有一點在於打光的形式，電影是背後打光

（光點投射在螢幕上），而電視是透光至眼睛，將光點投射在人身上。

McLuhan（2002：341）形容：「在電視機前面的觀眾被當成螢幕，他

們被光線的電子脈衝轟擊，這種轟擊使觀眾靈魂的表層瀰漫著淺意識

的輕微感覺。」電視影像提供少量的訊息，它不是靜止的相片，而是

掃描器不斷描繪出來的輪廓。我們若再加上 McLuhan「媒介即訊息」

的說法，電子脈衝對人的轟擊到了令人感覺按摩舒服的程度，因為舒

服而上癮是有可能的，這是一種內容和形式搭配的力量，當然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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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電視的普及，因為家家戶戶都有，垂手可得，這種誘惑力更是強烈。 

二、 網路有哪些吸引人成癮的特質？ 

網際網路是複合媒介組合的巔峰，它同時含括了電視的特質，

因此，上述電視吸引人成癮的特質也可包括在網際網路中。只是，網

際網路還有其他的特性是電視所沒有的，而這種特性或許更貼近人類

日常生活的形式，因此更吸引人上癮。 

（一） 更冷的媒介： 

網路為何是更冷的媒介？媒介之「冷」，和需要  投入的感官數

量沒有關係，而是和感官投入的強度有關（Levinson，1999）。網路

結合了書籍、電話和電視的特性，後兩者基本上是冷媒介，文字雖然

是熱媒介有加溫作用，但是網路上的文字並非像印刷文字固定不變，

而是可以隨著時間以及讀者、作者的添加而瞬息萬變，沒有人可以確

定現在看到的就是最終版本。全球網際網路的連結，使訊息的傳遞既

迅速又廣大無邊，令人摸不著邊際（不知道會連到哪裡？），訊息呈

現得不完整且模糊時，是冷的、吸引人的，這種加速度的特色，使得

網路冷到極點，人對媒介的參與是史無前例的高度投入。「互動性」

是電話成為冷媒介的特徵之一，因為電話另一頭的人總是得投入參

與，線上交談大部分是以文字為主，文字之「熱」在互動性媒介中無

法像聲音、語氣等提供良好的加溫作用，使得互動雙方得投入更多文

字交換以瞭解對方。Levinson（1999）指出，在電話上講話，可以從

聲音和語氣知道講話的人心情如何，這些細節就比網路聊天來得

「熱」，因為上網聊天，交換的主要是書寫文字，用文字聊天比言語

還要冷（較模糊），還要魅惑，正因為這種模式讓我們怎樣也無法盡

興，因此很容易讓人上癮。此外，雖然電腦螢幕和電視一樣是透光的

媒介，然而電腦網路的互動性更吸引人進一步參與探索。總之，文字

在網路中仍不敵媒介本身的冷調性，網路結合了電話與電視兩種「冷」

媒介，而且基於「互動性」特質比這兩種媒介更冷，需要使用者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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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入。 

（二）匿名互動性： 

McLuhan 說電話造成人們寂寞感，因為「電話要求一種參與的

形式，它要求一位同伴」（McLuhan，2002：292）。我們在打電話時，

大部分總可確定電話那頭和我們說話的是誰。但是，網際網路雖然也

具有電話的互動功能，可是我們是和一個 id 互動，對方究竟是誰？

不得而知。這種低清晰度，會使人們揭露與投入更多。而電力媒介的

特質，「只有偶爾是視覺或聽覺的，它主要是一種觸覺」（McLuhan，

2002：270），因此互動性強的網路電子媒介提供人類一種與人貼近的

接觸方式──觸覺。對於另一頭不確定的互動者，觸覺更激發了人們

的投入，產生比單是聽覺或視覺更強的吸引力。 

（三）虛擬多工： 

在網路上，個人的身分輕易即可脫卻，成為脫離肉身的網路精靈

（Levinson，1999）。網路即時通訊伴隨著多重視窗的功能，個人可

以”同時”在不同的視窗中扮演多種角色，這是現實世界中少有的情

境，然而，個人在虛擬的多重空間中隨然可以擁有許多分身，但分身

之間需要協調以維持本尊的統合性。可是，有些線上虛擬化身玩家，

可能會沈迷其中，反「虛」為「實」，難以收拾（曾懷瑩，2001）。

McLuhan（1978）把人類和媒介接觸，人投入媒介時的一種狀態描述

為「脫殼」。「脫殼之人」（discarnate man），在從事媒介活動時，意識

可以不必軀體相隨，而是「神遊」，使用者的這種脫殼神遊，使自己

成為媒介的內容，共同構築了虛擬的世界，網路不只是「媒介」，更

是栩栩如生的生活場域。在網路上，使用者會脫離軀體被送出去，讓

精神思想在虛擬的世界中神遊與他人互動，網路脫殼行為和人類思考

或想像力類似，都是不受制於物質的，我們透過網路空間可以神遊遠

方（Levinson，1999）。據此，我們可以理解，網際網路的虛擬空間，

是人神遊之所，因為其空間無遠弗屆且具有多工視窗，使人思想無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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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很容易脫離人能掌控的範圍而沈浸其中。 

（四）光速累積的資訊模式： 

McLuhan（2002：278）指出：「許多分析家都被電子媒介誤導，

以為電子媒介具有拓展人類組織空間的能力，相反的，與其說電子媒

介拓展了空間，倒不如說它廢除了空間。」網際網路結合了電信、電

腦以及前時代的媒介，創造了有史以來最龐大且輕易取得的資料量，

這種資料的光速移動，產生了內爆（implosion），形成地球村，將人

類的生活拉到最近。尤有甚者，網際網路的混合能量，破除了資訊交

換的時間、空間與成本的障礙，對於追求資訊若渴的人來說，網際網

路資訊搜尋的主動特色超越了有線電視的多頻道被動接收特質，簡直

就是令他愛不釋手的玩意兒。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周遭是否有資訊工

作者或學術工作者總是覺得目前所蒐集到的資訊不夠完整？因為網

路資料多如繁星，一方面需要時間篩選，二方面在資訊爆炸時代希望

自己所蒐集或呈現的資料內容是最完整、最新、最相關的，而時空的

障礙被網路廢除了，以往搜尋資料的困難不再是充分的理由，這樣的

資訊焦慮可能引發的瘋狂搜索，或許是前時代未有而現今存在卻未被

充分理解的現象。 

三、 小結： 

綜上，我們可以發現，電視的冷媒介、伺服系統和透光媒介特

性，具有吸引人投入的特質﹔而網路的媒介特性更冷，混合電視的能

量後，加上匿名互動、虛擬多工空間與光速資訊累積的性質，更加令

人投入其中、意識脫離或引發資訊焦慮。這些媒介特質，不免令我們

懷疑，是否媒介愈冷愈吸引人成癮？當媒介混合愈烈，演進得愈接近

人類溝通模式或朝向更「適人」發展、更方便人類使用的同時，人類

是否會戀上這種愈來愈人性化的「人類的延伸」？反而愈來愈不人性

化地臣服為其伺服系統？為什麼有些人會電視成癮或網路成癮，有些

人卻不會？怎樣型態的媒介與什麼類型的人遭逢，容易上癮？這是接



複合媒介的成癮現象探討 133 
 

 

下來要探討的。 

 

參、人和媒介的遭遇，什麼樣的組合容易成癮？ 

在回答：「人和媒介的遭遇，什麼樣的組合容易成癮？」這個問

題之前，我們必須先去了解以往在社會心理學領域中，對於電視成癮

和網路成癮的研究有哪些關於成癮者特質的發現，再進一步結合前述

的媒介特徵檢視。鑒於過去網路成癮和電視成癮研究沒有對話，因

此，下文的分析將以比較研究的方式，來探索這兩種媒介成癮傾向的

異同，再扣連複合媒介的特質，探討媒介成癮之可能性。 

一、成癮者人格特質與心理因素比較 

（一）電視成癮者的人格特質與心理因素 

Mcllwraith（1990）研究大學生發現，自陳電視癮者在 SIPI（Short 

Imaginal Process Inventory）的量表中，比較傾向報告無聊、不專心、

不易集中注意力﹔也比較傾向報告看電視是為了轉移干擾他們的負

面情緒、擔憂和恐懼，以及在無聊時填充時間，成癮者一般比較不快

樂、焦慮、比較有戒斷反應。有些環境和社會因素似乎是重度電視觀

看的先兆，如：寂寞、情緒障礙等，而且，看電視似乎是一個快速、

簡單的放鬆方法。Mcllwraith（1998）發現，自稱電視上癮者比沒有

電視癮的人更容易無聊、精神渙散，更難控制自己的注意力，用電視

來轉移不愉快的想法、恐懼、煩躁不安的情緒，他們並非尋求激動感

覺的外向者（sensation-seeking extraverts），反而是避免刺激的內向者

（stimulus-avoiding introverts）。Kubey & Csikszentmihalyi（2002）在

研究人們對電視的反應時發現，放鬆的感覺會隨電視關閉而消失，但

消極和鬆懈的感覺卻會持續，人們在看過電視之後，情緒往往與先前

一樣或是更糟，人們在電視機前坐得時間愈長，他們從電視所獲得的

滿足就愈少。與看電視較少的人相比，看電視過多的人明顯感覺更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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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更不快樂，獨自一個人看電視時，這種差別更顯著。 

兒童心理發展專家認為電視看很多的孩子，可能會有下列特徵

（吳翠珍，2003）： 

1.在學業上努力較少或課業表現不佳，導致缺乏自信。 

2.閱讀技巧不良，文字能力不足。 

3.選擇看電視而不會和其他孩子相處遊玩，社會知能較差。 

4.缺乏多元的興趣和活動。 

5.體重過重。 

6.說話內容常是電視節目和明星人物，潛在模仿不時可見。 

綜上，電視成癮者的人格特質與心理因素比較傾向：不快樂、焦慮、

常感覺無聊、不易集中注意力、寂寞、情緒障礙、恐懼、焦躁不安、

內向、缺乏自信。但看過電視後，情緒反而更糟、更焦慮、更不快樂、

還是一樣消極、看得愈久滿足愈少。 

（二）網路成癮者的人格特質與心理因素 

網路成癮的人格特質，在過去的研究中，顯示許多共通性：低

自尊（自信心低落）、經常被他人拒絕與否定（害怕被拒絕）、對生活

感到不滿足、自我控制力較差、情緒智商較低、憂鬱症傾向較高、需

要獲得他人肯定、較內向、較寂寞（UCLA 寂寞量表得分較高）、較

高無聊傾向、社會焦慮較高等（Young，1998a﹔Armstrong, Philips & 

Saling，2000﹔朱美慧，2000﹔Young & Rodgers，1998﹔Petrie & 

Gunn，1998﹔Morahan-Martin & Schumacher，2000﹔Loytsker & 

Aiello，1997）。 

Young（1998a）請受試者列出他們可能藉由上網來逃避的生活

問題，結果前十名為：1. 寂寞﹔2. 婚姻不協調﹔3. 工作壓力﹔4. 無

聊﹔5. 沮喪﹔6. 財務問題﹔7. 對本身外貌的不安全感﹔8. 焦慮﹔9. 

其他的成癮症狀﹔10. 侷限的社交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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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佩凌（2000）發現，中學生為了逃避生活壓力的挫敗感，容

易造成網路沉迷，藉由網路上虛擬人際關係中的溫暖支持，使情緒得

到紓解，也因而沉溺其中難以克制。王為蒨（2004）指出，過去的研

究發現推論網路成癮是個人在網路上探索自我認同的一種可能結

果，她以「自我複雜度」與「自我確定性」作為實證這些研究推論的

重要變項，發現高複雜度的人會從事廣泛的探索行為，因而導致網路

成癮；低確定性的人因為無法在探索漫遊時發展良好的自我認識，因

此也容易網路成癮。而高確定性則有助於個人從探索行為中發展出明

確的自我認同，可以減低高複雜度對成癮傾向的促進效果。  

綜合過去電視與網路成癮者的人格特質與心理因素，我們可以

發現有以下共通性：自信心低落、憂鬱、內向、寂寞、常感覺無聊、

沮喪、因生活中壓力造成的負面情緒等。雖然這是兩種媒介的成癮研

究結果，然而卻顯示出背後的人格與心理因素之一致性，如果複合媒

介會重拾或放大前時代媒介的特質，或許會吸引有同樣特徵的人上

癮。 

二、成癮者的人際關係與家人關係 

電視成癮的研究，比較沒有將關注焦點置於人際關係上，或許

和電視媒介並無「互動」特性有關，但是，前述心理因素的「寂寞感」，

應該可以算是人際關係較疏離的一種推測。為了和網路成癮者作比

較，本文還是搜尋電視研究中有觸及人際或家人關係者，作為比較的

參考。 

（一）電視使用者的人際關係 

Kubey 等人（Kubey & Csikszentmihalyi, 1990﹔Kubey & Larson, 

1990; Larson & Kubey, 1983）研究看電視的時間長短和其家人關係好

壞的關聯性，發現青少年和家人一同看電視時間較長者，和家人關係

較好。Shanahan & Morgan (1992)比較台灣和美國青少年的電視使用

行為，發現台灣孩子比較喜歡和父母、兄弟姊妹一起看電視，台灣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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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年愈常和父母一同看電視的，他和父母關係就愈親密；美國小孩較

少覺得他和父母很親密，因為比較少美國小孩與父母一同看電視。雖

然電視能促進人際溝通，但也有研究發現，因為看電視的時間多寡和

節目內容的選擇，而造成親子或兄弟姊妹間的爭執( Rosenblatt & 

Cunningham，1976﹔Zahn & Baran，1984)。孫曼蘋（1997）的研究

也發現，有線電視的重度使用者比輕度使用者和父母發生爭執的頻率

較多。但是孫曼蘋（1997）從深度訪談和焦點團體座談的資料中，仍

肯定家人共看電視為促進舉家團聚的有利情境。 

（二）網路成癮者的人際關係與家人關係 

朱美慧（2000）發現，在真實生活有人際障礙、生活適應不良

者，網路使用時間愈長﹔學習適應不良者愈傾向使用虛擬社交，人際

關係愈不好，利用網路逃避情緒的情形愈高。戴怡君（1998）也發現，

在真實生活中人際關係較差者，透過網路與他人進行互動的頻率較

高。 

王澄華（2001）以網路人際互動出發，指出網路上的人際互動

具有高親密度、高自我揭露程度與高不確定感的特性，進而探討網路

人際互動的特質，然後再推論具備什麼樣人格特質的網路使用者容易

在高網路人際的互動情況下成癮。研究發現，網路人際互動愈活躍，

成癮傾向愈高﹔在所有的依附型態中，焦慮依附者（自我價值較不確

定、自我概念清晰度較低）的網路成癮傾向最高，其次是逃避依附者，

安全依附者則沒有表現出任何的網路成癮問題。而自尊越低、對自我

概念愈不確定者，其網路成癮問題愈嚴重。 

綜上，網路成癮者的人際關係，在現實生活中是有障礙且人際

關係較差，然這些人卻頻繁使用網路人際互動，但是否會因為使用網

路人際互動而使得真實的人際互動變好或變差，並沒有進一步的實證

資料佐證。電視成癮雖然並沒有針對人際關係作探究，然而和家人一

同看電視的時間愈長，和家人關係愈好，雖然也會有爭吵（比方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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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時間的長短或選台爭執），可是和家人一起多看電視，似乎人際或

家人關係會好些。 

而在自我認同方面，自我價值較不確定、自我概念清晰度低與

自尊愈低者，網路成癮愈嚴重。在電視使用動機中，也有所謂個人認

同／肯定（personal identity）的動機（McQuail 等人，1972﹔Levy，

1978﹔Blumler，1985），主要是藉由觀看電視來追求行為認同或強化

自我肯定。王澄華（2001：69）認為，雖然根據她的研究假設發現低

自尊者透過網路人際互動來探索、擴張各種自我概念，但並不表示只

有低自尊者才有擴展自我概念的動機，高自尊者或許也會。據此，如

果電視使用者有自我認同的動機存在，不論其自尊原本是高是低，也

有可能在網路找到可以滿足他心理需求的功能，因為，網路作為一種

複合媒介，也放大轉換了電視所能夠提供使用者用來追尋自我認同的

功能。 

三、人和媒介的遭遇，什麼樣的組合容易成癮？ 

從過去的研究中發現，電視和網路兩種媒介成癮者在人格特質

與心理因素以及人際關係兩方面有共同性也有差異性，如表一所示： 

表一：電視與網路媒介成癮傾向相關性比較 

 媒介成癮之相同性 媒介成癮之相異性 

人格 

特質 

與 

心理 

因素 

● 有共同的人格和心理特

質：自信心低落、憂鬱、

內向、寂寞、常感覺無聊、

沮喪、因生活中壓力造成

的負面情緒等。 

● 網路成癮者的自我價值

較不確定、自我概念清晰

度低與自尊愈低和電視的

個人認同動機似有相關。

●雖然成癮者具有相同的人格與心

理特質，但是網路成癮者或許

是利用網路虛擬人際關係來解

決心理需求，而電視成癮者主

要是透過觀看節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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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 

關係 

● 都會藉由擴張自我概念

使自我概念更清晰或更肯

定自我。 

● 無法確知真實人際關係的好壞

是否會因為媒介使用而變好（尤

其是上網），不過一起看電視在某

種程度上可促進家人相處。 

透過表一綜合，吾人可以發現兩種媒介成癮的人格特質與心理

因素是同多於異，因此，媒介成癮應該是可能存在的現象，也就是說，

具有成癮特質或成癮潛力的個人，可能會在某一種成癮媒介被迫中斷

使用或發現新的複合媒介後，在新的複合媒介身上發現可以滿足他的

類似功能或特性，而流向另一種媒介，或是說新的複合媒介會吸納舊

媒介的成癮者。然而，這其中的因果，該如何釐清？扣連本文前述的

媒介吸引人上癮的特質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以下類型的人與媒介遭

逢，似乎是成癮的組合，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各個組合其實都是相互

指涉的： 

（一）冷媒介遇上冷人物： 

什麼是「冷」人物？如果「冷」媒介是模糊的、低清晰度的，那

麼，「冷」人物就是自我概念模糊和自尊低的人。王為蒨（2004）研

究發現，高複雜度的人有多種自我面向會從事多種探索漫遊行為，若

再加上自我概念低，為了澄清其不確定的自我概念，傾向於主動和網

路上的陌生人互動，但這種人際互動方式，常無法獲得自我概念的澄

清，反而是透過網路行為變異模式而造成網路成癮。McLuhan（2002）

認為，人對自己在任何材料中的延伸會立即產生迷惑，但如果他知道

倒影是自己的延伸，他的感情會迥然不同。這裡和「自我概念」模糊

很像，因為不確定，所以沉迷其中。也就是說，網路成癮者，不知道

他愛上的是自己的網路變異形象而自戀麻木，我們可以再進一步解釋

成：他沉迷的可能不是網路中和他人的互動關係，而是迷戀他所延伸

出的自己，如果一旦他理解自己是誰，或許就會從中清醒。然而，這

種發現，卻也是成癮者最恐懼的地方，如 Odzer（1997）這位網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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癮者所言：「我並不是害怕發現自己沉迷於其中，而是害怕發現自己

的真面目。」（轉引自張玉芬譯，1998：146）王澄華（2001）的研究

發現也指出，低自尊或低自我概念者，網路成癮傾向雖然較高，但並

不是受到網路人際互動的吸引而成癮，而是因其他的網路成癮型態而

上癮。然而，該研究並未進一步指出是什麼其他型態令人成癮，筆者

以為，或許就是因為戀上自我的延伸而成癮吧？因為這種「冷」媒介

對「冷」人物的相互補足，是很難完滿的，因為兩者都處於一種模糊

的狀態，這種遭遇是最有可能引起循環不已的補足、不足和迷戀。電

視的「冷」特性，使得冷人物在現實人生尋找自我時，產生投入螢光

幕世界中的移情作用，自我概念低的人通常很少用內省的方式探尋

「我是誰」，這種向外尋求自我概念的特徵，再遇上媒介功能的吸引

（這種吸引往往是形式結合內容的吸引），造成成癮無法自拔。「冷」

媒介吸引或是適合「冷」人物，似乎也有跡可循，McLuhan（2002）

就曾舉例對尼克森這種高清晰度的形象來說，「冷」電視和「熱」人

物的搭配是一種災難﹔而對甘迺迪這種形象模糊不清的人來說，「冷」

電視「冷」人物的搭配是一種恩賜。這種恩賜其實就是一種相互契合，

但這種契合要適切拿捏，否則反而會有上癮的後果。網路集「冷」於

大成，複合冷煤介吸引冷人物，似乎是一種成癮結合的可能。 

（二）延伸心理或情緒的匿名互動媒介遇上需要紓解壓力的人物： 

媒介雖是人類的延伸，但是，身體延伸所帶來的吸引力，似乎

遠不如心理延伸的魅力。現代人由於生活的壓力，常感受憂鬱、寂寞、

無聊、壓力無處紓解，因此十分渴望心靈的慰藉。然而，忙碌的工商

社會，人際關係疏離，即使偶有機會促膝談天，也因為人際關係親疏

不同，少有傾吐心裡話的機會，如今網路讓使用者成為彼此心理的延

伸。和他人作心靈溝通，需要摘下面具坦然相對，網路的匿名性互動，

正好提供了這現實生活中少有的情境。當心理無限延伸時，匿名加重

了這種脫離的強度，唯有藉助麻木和堵塞感官通道，人類心靈才能承

受這種脫離。這種因外在壓力使用媒介而又繼之牽引出的刺激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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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人類必須自我截除，依照 McLuhan 的說法，這是不容許自我意

識（self-recognition）的，因此，這種麻木往往難以察覺。如果治療

是一種對抗刺激的機制，有助於維持人體器官的平衡，而人體器官又

是保護中樞神經系統的，愉悅和舒適也是用來維持中樞神經系統平衡

的策略，那麼，網路成癮者必定在上網的過程中，得到愉悅感和舒適

感，用來治療他的焦慮感受。如果這種為了愉悅或舒適的自我截除真

是一種超乎自我意識的麻木，人是很容易成為媒介科技的奴隸。電視

這種冷媒介需要高度參與，看電視是一種感官的全部投入，使人們暫

時忘卻焦慮、煩惱，然而，關掉電視時，參與補足的對象消失了，先

前不好的情緒又回來，且和剛剛看電視的感覺立即比較之下，似乎是

比看電視前更糟。看電視的移情作用，也類似一種鏡像自我的投射，

將自己的心理投射到電視中的人物上，但電視透光的特質，卻又利用

這投射緊緊吸引人感知的投入。所以，看電視愈多的人，反而比看電

視少的人更不快樂，這似乎是一種惡性的沈迷循環。從王澄華（2001）

的研究發現焦慮依附傾向者，似乎不是受到網路的人際互動吸引而成

癮。這引發吾人思考：若僅考慮某一媒介的單一特質，並沒有辦法知

悉人和媒介究竟為何一拍即合，而是應探究複合媒介是否因視覺、聽

覺、觸覺、匿名、虛擬、資訊內爆等交互作用而吸引人上癮，且亦須

精細界定究竟人是因何種焦慮（如：資訊焦慮還是精神焦慮還是自信

心缺乏焦慮？）而媒介上癮，因為不同因素的遭逢，所引起的媒介成

癮型態是不一樣的。 

（三）虛擬多工遇上脫殼之人： 

虛擬空間的幻境是需要人類共同參與感受的，虛擬對機械或電

腦來說是個空洞的軀殼，唯有使用者的填補，這個虛擬世界才有意

義。因此，McLuhan「使用者即內容」的觀點，就帶給吾人很大的啟

示。電話是個沒有內容的媒介，使用者就是媒介的內容，當網路結合

了電話的功能時，線上聊天、E-mail、網路自拍等，就成了使用者即

內容的實現。使用者將自己送到遠方，遠方的世界對他來說是個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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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我們可以發現許多人在網路上的表現和真實生活中差異極大，這

種自我概念的擴張加上虛擬幻境，使得人類的表現再也不用受限於軀

殼，甚至可以同時在不同的視窗中具有多種分身，高複雜度或低確定

的人在多方從事探索自我的過程中，真實世界很難令他滿意，唯有虛

擬世界，由他的參與來改變其所欲的內容，才具有吸引力。脫殼之人

補充虛擬環境的空缺，或許脫殼亦是對抗光速將己身送出過於強大的

刺激所產生的麻醉或自我截除，如果他無法脫離這種不知不覺使用媒

介的麻醉狀態，就容易成為媒介科技的奴隸。 

（四）資訊焦慮者遇上光速資訊媒介： 

在電視使用行為的研究中，資訊型的使用動機一再被發現

（McQuail 等人，1972﹔Levy，1978；Rubin，1981﹔Rubin，1983﹔

Blumler，1985﹔Williams 等人，1985）。雖然我們無法得知這些觀看

電視者是否是資訊焦慮者，不過，如果資訊焦慮者以搜尋資訊的動機

來使用電視媒介時，有可能是潛在的成癮者，但是，我們還需要考慮

電視媒介提供資訊的「形式」是否能夠滿足使用者的渴望。網際網路

帶來光速般大量的資訊，會使得資訊焦慮者既驚喜又憂慮，驚喜的是

資訊在轉瞬間垂手可得，憂慮的是過濾資訊的時間常在不知不覺中佔

去他生活中大部分的時光。這種矛盾該如何解？誠如黃厚銘（1997）

所言，這需要培養個人具備主動搜尋自己所需資訊以及與他人進行資

訊分享的能力，社會的資訊崇拜根本沒有區分資訊和知識間的差異，

誤以為掌握大量資訊，就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這種洞見，或許就是

解開這種因資訊焦慮遇上光速資訊媒介而成癮的最佳解藥。 

 

肆、研究複合媒介成癮的可能分析架構 

綜合筆者上述的分析，媒介與人的遭遇所形成的成癮行為，或

許並非僅止於個人因素所造成，也有可能是科技所創造的新欲求，且

應該是人─媒介科技─環境三者交互作用的結果。未來研究媒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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癮，應納入社會、文化與傳播科技的歷史情境脈絡考量，並從媒介特

性與人的互動來理解媒介成癮的原因，而不是僅注重個人心理層面或

人格特徵，僅從單一片斷的角度來探討成癮問題，媒介成癮現象可能

是人類生活環境變遷逐漸形成的歷史問題。Gergen（1973）提出「如

果社會心理學是歷史」的見解，重新檢討傳統認為心理學是行為科

學、據通則來描述及解釋社會互動的缺失。他認為，人的互動並非一

成不變地重複，因此社會心理學主要是一種歷史的探索。預測與控制

不是社會心理研究的終極目標，而是”了解”行為，促進研究者的敏感

性，使研究者對不同條件下，影響行為的各種原因更敏感。 

過去傳播研究媒體使用或部分網路成癮研究所採取的「使用與

滿足」立論角度，經常只是將媒介當作「單一媒介」而非「複合媒介」

來看待，也未仔細對媒介科技的本質作探討；對於媒介的持續使用，

也以該媒介能夠滿足使用者理性的使用動機與需求作解釋。如果，結

合科技、個人特質與人類社會歷史脈絡追問：「正常的使用行為是如

何變成成癮行為的？」筆者認為除了上述三種因素之外，尚須仔細探

討在媒介使用時「滿足達到與否」的問題。以往「使用與滿足」研究

僅聚焦於「滿足」的問題，筆者將聚焦於「不滿足」的問題，來突顯

媒介成癮流動的潛在可能性。因此，未來探討媒介成癮的研究架構，

結合科技與人的遭逢，可以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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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複合媒介成癮研究架構 
 

 
 
 
 
 

 
 

 
 
 

 
 
 

 
 
 
 
 

圖一架構中的社會、文化與傳播科技歷史脈絡，提供了媒介成

癮殊相的解釋，而不是普遍一致性的結果，就好像 McLuhan（2002）

的冷熱媒介與冷熱文化的遭逢，不同的結合會有不同的結果。同樣

的，吾人在探討媒介使用行為時，也可以反思為什麼人類會用這樣的

方式來使用媒介。比方說，網路的人際交往模式也可以不是現在這個

樣子（匿名、虛擬性愛、缺乏信任等），網路的運用應是網路特性和

社會文化互動的結果，為什麼會變成現在這種人際互動模式，就必須

去探討社會文化脈絡如何造成這種人際互動模式，未必是網路特性使

然。 

王澄華（2001）在研究人格特質與網路人際互動對網路成癮的

影響時指出，過去的網路成癮研究多半是想找出容易形成網路成癮的

人格特質，或是具備有成癮特性的網路功能。然而，不同的網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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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不同的網路特性，所吸引的使用者特質也會有歧異，所導致的網

路成癮原因和現象也有所不同（如：網路「性」成癮、網路人際關係

成癮、網路強迫症、資訊缺乏恐懼症及電腦成癮等），不能僅以網路

成癮一概而論，網路成癮現象的產生是「網路使用者的個人特質」與

「網路功能」交互作用的結果。Odzer（1997）也指出，網路性愛狂

和網路漫遊狂是不同的，網路上癮不能只歸類成單一類別。筆者則更

進一步認為，單一媒介的成癮因媒介形式混合後的功能具有多種變

貌，因此跨媒介成癮研究才是未來應該聚焦的方向。不過，人和媒介

遭逢之後，有人是正常使用，有人是成癮使用，更有人是媒介間成癮

的循環，筆者以為，滿足與否及其後續使用，將會是媒介成癮與否一

個重要的討論點。究竟是不滿足造成媒介成癮還是滿足造成媒介成

癮，有待未來的研究實際探討。本研究僅發展可能的假設，如表二所

示： 

表二：從「滿足與否」與「人─媒介互動」分析成癮現象 

     滿足與否 

人─媒介互動 

滿足 不滿足 

繼續使用甲媒介 1. 可能成癮使用1 2. 可能成癮使用2 

不再使用甲媒介 3. 正常使用 4.正常或 

5.可能成癮使用 

（轉往乙媒介） 

比方說，某人在真實生活中自信心低落、憂鬱、內向、寂寞、

感覺無聊、沮喪，因而尋求媒介來達到紓解負面情緒的目的，在使用

甲媒介的某些功能後，發現需求被滿足（比較不寂寞了），或是因甲

                                                 
1 這裡和「使用與滿足」的原先假設相同，若從該媒介獲得滿足，會有下一次的

該媒介使用行為。 
2 這裡和「使用與滿足」模式原先的假設不同，原先假設是若不滿足，會停止使

用。因此，是筆者根據研究主題─「媒介成癮」作的修正假設，有待將來實際

驗證。這種假設有點像是賭癮，明明賭輸，還是認為賭博可以讓自己翻身賺大

錢，因而一直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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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創造出新欲求，因此繼續不斷使用甲媒介來維持滿足，最終導致

沉迷（如 1）﹔或者他在使用甲媒介後，仍舊無法滿足（還是一樣沮

喪），但仍認為自己對甲媒介的信念是正確的（可以滿足他的需求），

因而一再想透過使用甲媒介或者要不斷增加甲媒介的使用量來滿足

其需求而終致上癮（如 2）﹔或者在使用甲媒介發現該媒介已滿足他

的需求（治好憂鬱症了），因此不需以成癮的方式使用甲媒介或是不

再需要使用甲媒介了（如 3）。但如果在使用甲媒介時沒有獲得滿足，

有兩種可能原因和結果：一種是因為對的媒介評價誤判或實際使用時

發現沒有辦法滿足，而理解媒介無法滿足他的需求，理性地不再使用

甲媒介，這是正常理性的行為（如 4）﹔另一種是因為之前一再使用

甲媒介，卻未獲滿足，或是成癮使用甲媒介時被迫中斷，而轉向另一

種有類似性質的乙媒介持續使用，然後就在不滿足──複合媒介功能

的使用中一再惡性循環，因此由 2 到 5 的成癮，就是未來值得研究的

「複合媒介成癮」流動性探索。好比 Odzer（1997）在《Virtual Spaces：

Sex and the Cyber Citizen》書中記載一位網路性交狂福瑞德，他的網

路性愛之旅是從電話作愛開始的，角色扮演是他最喜歡的性愛遊戲。

那麼，有多少媒介能夠滿足他這種角色扮演的喜好？或者我們應該

說，什麼樣的複合媒介吸納的媒介最多，它便會取代前時代媒介的成

癮吸力，成為法力最強的黑洞。因此，未來的實證研究可以再進一步

探討：是否重度電視使用者在接觸電腦網路後，有可能會逐漸流向網

路成癮呢？這會是個媒介成癮循環的問題，也值得我們去思考為什麼

這樣的成癮者不願意回到”人間”。 

從過去的研究中發現，個人特質中有網路成癮傾向者，其網路

使用行為大多是：使用網路的雙向互動溝通功能（如 chat room、

MUDs、E-mail 等），也有傳統看電視有的內容如：上色情網站、上

網購物、尋求資訊、玩網路遊戲等（Young，1998；Morahan-Martin & 

Schumacher，2000﹔周榮、周倩，1997﹔周倩，1999﹔蕭銘鈞，1998﹔

韓佩凌，2000﹔邱智強，2001﹔楊正誠，2003）。雖然電視目前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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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滿足使用者的雙向互動溝通需求，倘若有一天，網路消失了，我

們並不能保證在這些方面的網路癮者，不會流動回電視（如果網路可

視為電視的轉化），因為色情3、購物、資訊（監督環境動機）、電玩

都是電視能夠提供的內容，只是電玩或許不如線上遊戲能提供對談、

多人對戰等功能，但不能否認的，對這些媒介內容成癮者，當媒介形

式改變而放大或轉換了內容，成為全新的誘惑感受時，媒介間成癮的

流動是可能發生的。 

過去研究電視使用動機，也有和現今網路使用動機相同的「社

交互動」，其內容大多是有助與人交談、將看電視作為現實生活中朋

友的替代品等（McQuail 等人，1972﹔Compesi，1980﹔Rubin，1981），

電視目前雖然沒有網路即時互動的特性，但是藉由媒介使用來達成人

際互動的心理動機是類似的，只是，最大的不同在於網路的社交性是

存在於媒介中與對方互動（在虛擬空間中的人際互動），且網路即時

互動還可以有多重視窗的分身形式，而電視則是個人在媒介之外的觀

看內容後再回到現實生活中與人互動，或許這部分的成癮，是最沒有

辦法相互取代的。 

此外，網路上的角色扮演動機，和 Feshbach（1961）所謂電視

的「替代性參與」也有些類似。Feshbach（1961）認為，人們日常生

活中的挫折感，若透過別人的侵略行為感同身受，可紓解自己的挫折

感，如看到電視暴力節目主角所採取的暴力手段，隨著投入劇情的過

程，等於替自己出了怨氣。台北市少輔會與富邦文教基金會（2002）

「少年 TV 大公開」調查報告發現，有 67.5%的青少年會角色融入劇

集的情節中去思考自己可以怎樣和家人相處，也有 42.9%的青少年會

沉醉於劇集人物感情起伏的情節，並且渴望自己擁有相同的經歷。因

此，因觀看電視節目所引起的移情作用，產生替代參與效果，亦類似

網路中的角色扮演，只是，網路的替代性參與是在虛擬世界中真槍實

                                                 
3 根據台北市少輔會與富邦文教基金會（2002）「少年 TV 大公開」調查報告，

有 22.2﹪以上少年喜歡看色情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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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地上陣，或許更具吸引力。因此，有這類傾向者，也可能在這兩種

媒介間產生成癮的流動。 

自我肯定／認同（personal identity）在電視使用動機中一再出現

（如：McQuail 等人，1972﹔Levy，1978﹔Blumler，1985），雖然尚

未有充分證據顯示該動機和電視成癮之關聯性，然而，在網路成癮的

研究中，自尊愈低、自我概念愈不確定者，網路成癮傾向愈高（王澄

華，2001），這是網路特性和人格特徵一拍即合的結果，電視有沒有

這樣的特質可以吸引有追尋自我認同／肯定的人格特質者上癮？值

得未來進一步的實證探討。  

 

伍、結語 

回頭望舊媒介的成癮是為了讓我們對未來媒介科技可能引發的

成癮有預視，有誰知道繼電視成癮、網路成癮之後，人類會不會又迷

戀上什麼媒介科技呢？唯有以複合媒介和巨觀的角度來審視現時所

謂的單一媒介成癮問題，我們才能解釋類似從觀看 A 片到電話做愛4

到網路做愛這樣的轉變，究竟原因何在？如 Levinson（1999）所言，

多種媒介也可以將放大、淘汰、重拾與轉化四大效應，同時作用在同

一件事上。或者我們也可以去思考：網路會不會是將所有前時代的媒

介成癮集大成（重拾、放大）的超級毒梟複合媒介？這時候，還能不

回頭去層層剖析前時代各種複合媒介的成癮現象嗎？ 

McLuhan（2002）認為電力技術是人類中樞神經的延伸，任何媒

介技術都是人體的延伸或自我截除（autoamputation），這種延伸是器

                                                 
4 電話在 McLuhan 的媒介分類中，也是屬於「冷」媒介。因為電話提供貧乏的

聽覺形象（poor auditory image），因而電話要求人完全參與其中。電話造成了

紅燈區蕭條，應召女郎（call girl）的誕生（McLuhan，1964，見 2002：290-292）。

這些比喻和舉例很有趣，我們的確可以從這些方面來思考，究竟媒介科技在「色

情」這件事上，造成什麼樣的社會變遷，對於什麼樣的人（「冷」人物？），在

遭遇時引發了什麼樣的媒介色情成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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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感官或是功能的強化、放大作用。當某一部分的器官或感官被強

化時，強化到成為無法抗拒的刺激時，中樞神經就會啟動自我保護機

制，將該器官或感官麻木或截除，也就產生了自我麻醉，而其他的感

官也會受到影響，調整產生新的比例以尋求平衡。據此，媒介成癮者

的媒介使用行為，如果結合科技本質的理解與心理學的實證解釋，可

以使我們看得更清楚，人類誤用媒介科技的行為，其實是來自於對於

媒介科技的不理解，以及對自我概念的模糊與麻木，因為他沒有意識

到，媒介科技使他的某些感官特別突出，而凌駕壓抑其他感官，重新

塑造了他了解環境的方式，也改變了他認識自己的方式。然而，這改

變是好是壞，端賴如何去使用這個技術。否則就會像 Narcissus 一樣，

愛上了自己的延伸，卻忽略了那不是真正的自我。 

早在 1964 年，McLuhan 就已經洞察，媒介的混成，使一種媒介

成為另一種媒介的內容，因此人們看不出媒介形式的影響力，「兩種

媒介的混成或相互遭逢，是真相大白和啟發的時刻，新形式由此誕生」

（McLuhan，2002：57-61）。因此，「複合媒介」的概念，是人類清

醒的第一步。當我們發現具有網路成癮和電視成癮傾向者之間，存在

著這麼多的相似性時，媒介成癮的議題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研究的

方式，不是以媒介「類別」為區分，而是結合媒介的混成形式與人的

互動放置於社會文化脈絡中探索，因為媒介絕不是中立的，它必定有

其吸引人之處，而且同一種媒介，可能會有許多不同的功能﹔而不同

類別的媒介，也可能會有相同或類似的功能。在我們不斷”各別”思考

如何改善網路或電視成癮問題的同時，別忘了人和媒介互動後產生的

媒介成癮，可能是個在媒介間循環流動的問題，或許並不會因為單一

媒介成癮的問題解決了，就能夠確定使用者不會再落入另一種媒介成

癮的困境中，而且網際網路絕不是 McLuhan 媒介四大律的終點。此

時，怎能不驚悚：難道我們還要在新的媒介誕生之後，才後知後覺地

發現新的成癮形式又不知不覺地席捲人類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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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cent years, many social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internet 

addiction focus on personalitie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y 

adopt the single-medium point of view to explore the problems of media 

addition, while ignoring the alluring nature of hybrid media. This study 

will take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of combined technology and human 

beings to explore the hybrid media addiction phenomen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propose a macro frame to study hybrid media ad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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