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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光学电报到无绳电话，我们的交流关系是怎样形成的？
这就是本书所试图回答的问题。
　　在这本书中，帕特里斯&#8226;费里奇详细描述了第一批网络是如何借助于现代国家得以创设的、
电报的发展与交易所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联系以及现代交流的工具是怎样逐渐地从公共领域蔓延到私人
领域的过程。
　　作者引入了社会史和技术史的要素探究电报、电话、照相机、唱机、电影、广播、电视等巨大的
信息交流体系的起源。
他通过一系列连续的空间移位，研究了革新是怎样从一个发明家扩展到另一个发明家而形成了循环，
然后又转化为最终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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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帕特里斯·费里奇，巴黎高等商学院（HEC）社会学博士，曾任法国国家电信研究中心社会学实验写
主任，现任马恩－拉－瓦莱大学社会学教授和《网络：技术和社会交往》杂志主编。
主要研究方向是信息和交流技术发明的历史和现状。
除本书外，他的主要著作还有《想象的工业：关于传媒的经济分析》，《技术发明——社会科学向发
展的新理论的发展》，《互联网的想象》，《电子技术的管理和个人数据的保护》（与他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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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国家交往：光学电报：　　17到18世纪的科幻文学就已经阐述了远距离信息交往的想法。
老斯特拉达（lepereStrada）在1616年的《柏拉图哲学导言》中建议：“被家庭的严酷分开的恋人，应
该利用彼此之间如同罗盘的两个指针的感应”来进行联系。
通过这种“卓越的行为”，消息的传递对象少于思想、感情的交往。
远距离的信息交往是用心灵的感应。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对一个通过信号台传递信号的设备的技术描述，是由英国天文学家罗伯特
·霍克（RobertHooke）在1684年进行的，标题为《远距离感受思想的方法》。
若干年以后，在1690年，法国物理学家纪尧姆·阿蒙东（GuillaumeAmon—tons）在卢森堡花园里进行
了第一次空气通信的试验。
丰特内尔（Fontenelle）是这样描述该装置的：“秘密在于，在许多连接的设置中，有一些人通过望远
镜，在观察到上述设置的信号后，连续并永远这样持续地传递信号。
”在18世纪，许多发明者进行过类似的试验，但都没有获得更多的成功，这些示范表演没有任何一个
将导向真正的远距离信息交往设备。
　　那个时代的文学所预测的心灵感应的或电报的设备的用途主要是情爱的信息交往。
在非常严肃的《机械学杂志》中，人们还能读到19世纪初信号台的作用：“一个情人能以明显的方式
传送他对女友的美好情感。
而当她在男友的臂腕中得到安慰时，因爱情而忧郁的女主人公奖感受到电报的魅力。
”　　在18世纪，情爱的联系同样把另一种媒体——细绳电话占为已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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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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