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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和怎样建设中国特 

色的网络文化 � 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必须解决的 

课题 ∀网络 �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 � 本质上是一种西 

方文化的产物 ∀因为无论从其发展历程 !技术标准 ! 

价值选择等方面来看 � 从一开始 � 就深深地打上了西 

方文化的烙印 ∀中国要建设自己的网络文化 �必然 

面临一个哲学意义和文化伦理上的战略定位和选择 

问题 ∀ 

一 ! 关于中国特色网络文化的概念 

/ 中国特色0在当下已经成为一个普泛的词 �尤 

其是在全球化趋势下 �大提/ 中国特色0似乎是与之 

背道而驰 � 不合时宜 ∀因此在当今网络文化研究中 � 

绝大多数学者不提/ 中国特色0 �似乎一提/ 中国特 

色0 � 就不符合文化研究的时代潮流 ∀这背后实质上 

隐含着一种深层的意识 �即在经济全球化驱动下的 

文化全球化运动中 � 中国如何融入这一大潮 � 而不是 

孤立于其外 ∀还有的学者担心一开始便提/ 中国特 

色0 � 容易使我国在建设网络文化中陷入某种意识形 

态的误区 � 背上沉重的传统文化的包袱 � 适当的逻辑 

是先融入全球化 �再突出中国自己的特色 ∀ 这一出 

发点可谓用心良苦 �但是忽视了文化的本质 ∀ 网络 

文化是一个具体的有特殊内涵的文化概念 �超民族 

的网络文化是不存在的 ∀ 

网络是一种新媒体 � 是高科技的产物 � 其本质是 

科学技术 � 但同时也是意识形态 �是一种文化现象 ∀ 

网络的出现给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极其巨大 

的发展和变化 ∀ 这种变化的趋势就是网络社会化 � 

网络的人化 ∀ 

网络虽然是西方文化的产物 � 但是作为一种工 

具 � 它是为全人类服务的 ∀ 由于不同的人赋予其不 

同的内涵 � 它便具有了文化的属性 ∀我们知道 � 文化 

就是人化 � 是人的文明化 ∀作为文化现象的网络 � 当 

然应该是人化的网络 ∀网络文化就是这样一种人化 

的文化形态 � 这种文化形态首先表现出一种跨民族 

的共性 ∀网络作为一种高新技术 �在迅速推动着生 

产力 !生产方式和社会运行机制变革的同时 � 也为人 

类创造了一个新的生存空间 �不仅给人们的生活方 

式 !生存方式 !思维方式带来了重大变化 �而且强烈 

冲击并瓦解固有的民族文化 ∀ 它不仅以网络物质 

流 !网络信息流和商务流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 

着巨大的功能效应 � 而且给科研 !娱乐 !教育 !文化艺 

术等类型的文化产品增添了无穷的活力 ∀它在技术 

的支持下将一切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化和有实际应用 

的知识储存起来 �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审美方式 ∀ 网 

络文化从宏观上来说 � 是时代的文化 � 是促进文化逐 

渐走上世界大一统的中介与桥梁 ∀但是这种共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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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掩盖不同民族 !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即个性 ∀ 特 

别是在今天国家之间 !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下 � 其个性差异就愈明显 ∀ 这是因为随着网络被赋 

予哲学和文化意义 �网络文化也就成了人的实践的 

一部分 � 人在创造技术�网络�的同时 � 也就创造了文 

化 � 并同时也创造了自己 � 相应地创造了个性与不平 

等 ∀因此 � 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建设网络文化的同时 � 

不可能忽视本国和本民族现实的差异 �而且从一开 

始就不得不受制于本民族发展的水平和文化现实 ∀ 

总之 � 建立与中华民族相适应的 � 符合自己发展特色 

的网络文化是我国建设网络文化的逻辑起点 ∀任何 

时候都不能超越这一基本点 ∀ 

那么 � 究竟什么是/ 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0 � 笔 

者认为 � 从网络文化的本质出发 � 与中华民族的长远 

利益相适应 �符合自己的发展特色 �就是中国特色 ∀ 

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应该是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 

新文化 � 是能够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如网络文化产 

业�和有利于精神文明 !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 

先进文化 ∀这样一种文化 �自然就是全球网络文化 

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 失去这一特色 � 

并不意味着全球网络文化就大一统了 ∀ 因而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 �建设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又是一场民族 

文化的保卫战 ∀ 

二 ! 网络文化资源选择中的哲学思考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凭空产生的 �必然包括多 

种资源 � 如思想资源 !哲学资源 !人力资源和其他物 

质资源等等 ∀ 从宏观上讲 �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必然 

包括两大资源 � 一是本民族传统文化资源 � 一是西方 

文化资源 ∀如何利用这两大资源关系到中国特色网 

络文化的本质及其发展方向 ∀ 是西方的多一点 �还 

是民族的多一点 � 抑或平分秋色 � 其实并非如此简 

单 ∀ 

有学者认为 �网络正在发展成为一个超越主权 

国家的/ 全球社区0 ∀ 在现实层面上 �网络文化发展 

的现阶段并没有摆脱西方文化操纵的地位 ∀西方国 

家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 � 凭借其信息和技术优势 � 

仍然牢牢控制着网络文化的支配权 �决定着网络文 

化的本质 ∀ 笔者认为 �这一说法是片面的 ∀ 信息网 

络确实断裂了国家与国家 !民族与民族 !地域与地域 

之间的界限 � 而用/ 节点0与/ 边0将整个世界连成一 

体 ∀但是网络文化的本质不是可以依靠信息或技术 

优势就可以决定或改变的 ∀ 它必须是依靠人的参 

与 � 人在网络文化中依然是能动的 !起决定意义的因 

素 ∀作为社会的人 �在网络社会里仍然需要凭籍着 

既有文化资源创造着一种新型文化形态 �那么决定 

这一新文化的本质的是其既有的文化底蕴和创造性 

思想 ∀因此 � 文化资源的选择与利用在网络文化的 

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 

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思想资源 !人文资源是建 

设中国特色网络文化的宝库 �道德伦理传统是维护 

网络文化纯洁的有力武器 �汉民族的语言文字是网 

络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信念 

是网络文化建设的精神支柱 � 追求真理 !重视实践是 

网络文化建设的永恒价值观 ∀ 更重要的是 �中华民 

族历来善于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 �对于网络文化建 

设中形成新的文化传统有着重要意义 ∀ 总之 �在任 

何情况下 �文化传统都是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的 

最重要的资源 ∀ 

建设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无疑需要凭籍西方文 

化资源 ∀中国的亿万网民最需要的是西方文化中的 

网络技术资源 ∀ 从积极的方面讲 �网络技术是全球 

文明的催化剂 � 而不是决定因素 �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 

网络技术在网络文化中的力量 ∀技术在某种意义上 

也属于文化的范畴 ∀ 海德格尔认为 �现代机器的本 

质比人类创造的任何东西都更密切地渗透到人的存 

在状态中 ∀技术的危险在于人类存在状态的转变 � 

技术进入到人类生存的最内在的领域 �改变我们的 

理解 !思想和意愿的方式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 �人 

们对网络一开始就抱有了技术拜物教的心态 �将网 

络逐步神化 ∀ 

西方学者这样形容 � / 在因特网时代 �只要谁买 

下了文化 �谁就可以控制世界 ∀ 0 ≈� 谁买得下文化 � 

文化可以被买卖吗 � 这似乎是个值得质疑的问题 ∀ 

可是事实是 � 在当今科技领先 !金元称霸的时代 � / 人 

们把我们的财富 !美貌 !思想 !意识 !声音等都交给了 

不懂艺术的暴富起来的亿万富翁了 ∀微软公司的创 

始人比尔 # 盖茨就是其中一个 �如今 �他垄断了文 

化 � 控制了历史和人们的记忆 ∀ 0 ≈� 在这里 � 人们读出 

了文化的软弱 �也读出了对文化的忧虑 ∀ 这种忧虑 

其实就是技术可能取代文化的观念 � 换句话说 � 就是 

文化与技术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 ∀当一种技术的 

优势越明显的时候 �它所掩盖的问题可能越大 ∀ 人 

们对/ 文化帝国主义0的担忧与恐惧可能就源于此 ∀ 

实际上 � / 文化帝国主义0只是一个伪命题 � 它的本质 

还是科技帝国主义 ∀在十七 !十八世纪 � 它依靠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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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 � 二十世纪以来 � 它转而依靠金元与技术 ∀我们 

知道 � 所谓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 !强势文化与弱势文 

化之间的差别 �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差别 ∀ 这种差 

别通过金元与技术体现出来 ∀当这种差距越大的时 

候 � 二者之间的差别也就越大 ≠ ∀ 尤其是在中国 �这 

种冲突与紧张体现在几千年的东方文化与西方高科 

技对峙中所表现出来的彷徨 ∀ 我们的思想 !理解和 

意愿都是建立在这传统文化当中 �过去暴力所不能 

消解的 � 在金元和技术面前却显得格外紧张 ∀ 这种 

状况其实就是由人们对网络文化本质的片面理解所 

致 ∀要消解这种紧张状况 �最重要的便是坚持自己 

的中国特色 � 充分利用已有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 融 

合西方网络技术资源 �创造性地开辟网络文化的新 

领地 ∀以我们自己的思想 !理解和意愿赋予网络文 

化新的内涵 � 加快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 ∀ 

三 ! 网络文化审美范式的哲学思考 

网络作为一种新媒体 �它有别于传统媒体的地 

方就在于它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审美范式 �自由的网 

络交流与情感表达 ∀ 

很明显 � 对照西方 � 我们发现中国学者过多地谈 

到网络文化的自由 !平等和民主 � 而西方学者则更多 

的倾向于谈论信息 !权力与全球化 ∀ 如 ���� 年 � 

月 �美国商务部提出了针对全球范围的5全球电子 

商务政策框架6 �提出建立全球网络商务免税区 �要 

求全世界遵守美国制定的网络商业法规 ∀阿尔温 # 

托夫勒在5权力的转移6中说 � / 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 

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人的手里 �他们会使用手中 

掌握的网络控制权 !信息发布权 � 利用英语这种强大 

的文化语言优势 �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 ∀ 0 

这实际上反映两种不同的审美范式 ∀ 前者反映出一 

种个人化的审美趋势 �个人的自由 !人格上的平等 ! 

情感表达的开放被看做是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新内 

容 � 后者反映出民族化的审美趋势 �国家的利益 !文 

化的大同以及全球权力被提到新的高度 ∀这也就反 

映出东西方不同的传统文化的底蕴 ∀ 

因而 � 我们往往强调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 

的冲突 � 传统文化被看做/ 贵族文化0 � 网络文化被认 

为是/ 平民文化0 ∀这里的片面性不言自明 ∀我们建 

设网络文化的目的绝不是建设一种所谓的/ 平民文 

化0 ∀那种网络间臭味相投的交流与沟通 � 那种充满 

着泡沫与口水的即时信息 �那种孤芳自赏的博客文 

化并不是平民文化 � 更不是先进文化 ∀相反 � 它们也 

正是西方大多数学者所批评和反对的 ∀那种所谓开 

放 � 是指上至显要 �下到平民 �任何人只要您愿意 � 

�只需一台 ��� 以上的电脑 �一部调制解调器 � 一部 

直拨电话或宽带�随时可以融入其中 � 那种所谓自由 

则指网络中的每一个成员 � 可以最大限度的参与�信 

息�文化的制造 !传播 ∀ 这是网络与生俱来的优势 � 

与网络文化的本质相距甚远 ∀ 如果仅仅停留在/ 自 

由0/ 民主0/ 开放0/ 平等0的层面来谈网络文化的审 

美范式 � 那只会导致某些低级趣味的泛滥 ∀ 

建设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就是要建立一种新型 

的审美范式 ∀这种新的审美范式正是依托传统文化 

的思想资源和道德伦理资源建立起来的美学范式 � 

它反对西方消费至上的欲望审美 �否则网络只会成 

为电视的翻版 ∀ 

��� 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要求建立一种全球大 

同的文化理想审美范式 ∀儒家的理想是以/ 礼0来建 

构天下/ 大同0 �这一理想特别符合网络文化的发展 

趋势 ∀网络的出现 � 使儒家/ 四海兄弟 � 天下一家0的 

和谐理想不再是梦 ∀网络社会中同样可以建构起一 

种新的/ 天人合一0模式 � 中国人看天地 � 根本就是一 

种生化过程 � 充满着活泼的生命 � 也充满着价值 ∀ 我 

们只须将网络看做是一种生命体 �完全可以建构起 

主客体合一的境界形态 ∀ / 大同0观既能使中国传统 

文化赋予今天中国特色网络文化以新的审美范式和 

感召力 � 也将赋予全球化更多的人伦色彩 ∀ 

��� 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要求建立一种民族和 

谐的文化理想审美范式 ∀ / 和实生物 � 同则不继 ∀ 0儒 

家的和同之辨深刻地阐明了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和谐 

共存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那种认为网络一出现 �文 

化的差别就会自动消失 �民族的特色不复存在的观 

念是十分可笑的 ∀民族依赖文化而存在 �文化作为 

一种观念形态的意识形式 � 据班纳特的观点 � 不同的 

人群文化型模各不相同 � 构成两类社会区别的标志 ∀ 

和则共存 � 同则两亡 ∀ 

��� 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要求建立一种以道自 

任的道德审美范式 ∀ 以儒家为代表的重德精神 �贯 

穿于整个中华文明史 ∀ 道德是一切文化的基础 �可 

谓/ 一本万殊0 ∀中国哲学中的道德问题是有意针对 

罪恶的 � 类似网络社会中的黑客现象 !恶意传播 !黄 

色网站 !垃圾邮件等正与传统道德背道而驰 ∀ 要消 

除这些现象 � 须依赖自力和自律 � 重视文化生活的修 

养和内在心性的修炼 � 同时借鉴西方法治精神 � 建立 

起以道自任的 !负责任的网络审美范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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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网络文化要求抵制西方以欲望为 

主体的消费至上观念 � 建立重精神消费的审美范式 ∀ 

德国美学家韦尔施指出 � / 今天 �我们生活在一个前 

所未闻的被美化的真实世界里 �装饰与时尚随处可 

见 ∀它们从个人的外表延伸到城市和公共场所 �从 

经济延伸到生态学 ∀ 0这种审美化现象是与消费方式 

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 在韦尔施看来 �今天的消费 

者/ 实际上不在乎获得产品 � 而是通过购买使自己进 

入某种审美的生活方式 ∀ 0 ≈� 西方的网络社会其实也 

是一种消费社会 �诱发着各种梦幻与联想 ∀ 网络自 

一出现便迅速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方式 ∀ 从而也成为 

人自我表达与认同的主要形式和意义来源 �对网络 

这一商品的符号意义的消费过程构建了新型的社会 

统治与社会支配的方式 �并且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 

生活组织原则 �如 / 上网0这个词就如同 / 逛商店0 ∀ 

这类生活方式的特点是在观念高消费与实际高消费 

之间产生经常性的矛盾 !焦虑和紧张 ∀ 一般意义上 

的高消费并不一定就等于消费主义 �但网络上的消 

费主义在中国仍然具有高消费的意味 ∀ 网络作为一 

种崭新的大众媒介更加吻合了消费主义的特征之 

一 � 即由大众媒介推动和扩散的 !把越来越多的人都 

卷入其中的消费生活观念与消费方式 ∀ 这种生活方 

式经常表现为不顾个人或社会的经济状况 ∀网络消 

费主义在引导和控制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上更多 

的表现为一种话语权力 ∀ 它为人们所提供的 �不仅 

仅是生产和消费某些特定类型的消费品的正当性 � 

而且还提供人们据以知觉和思考的意义与概念体 

系 � 它以话语权力的形式使人们/ 自觉认同0它所提 

供的/ 美好生活0的观念 ∀而/ 欲望0正是网络文化初 

级阶段呈现出的一个关键词 � / 享受0成为网络文化 

的一种口号 ∀ 这种享受一方面满足占有方面的欲 

望 � 能享受别人没有的东西 � 另一方面满足虚荣的欲 

望 � 有炫耀和显示财力 !派头 !身份的意义 ∀ 关键的 

问题是 �网络为推销商品而推销和扩散与之相联系 

着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 �崇尚和追求商品的物 

质功能造成崇洋的心态 !习惯以及思想与情感 � 从而 

使/ 网络消费0成为一种文化价值倾向 ∀ 看一看充满 

网络空间的那些带着性感时代无欲之欲的闪烁着的 

情色广告 � 充满欲望的清一色的女体视频 � 就会真正 

明白什么是欲望的放逐 �什么是欲望的生物化 ∀ 这 

些都是针对男性的需求而设计的 �从中也可窥见某 

种欲望消费背后的孤独症 ∀ 这一切都在/ 与世界接 

轨0和/ 全球化0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地进行 ∀总之 � 建 

设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不是要反对全球化 �而是要 

清除与先进文化不符的消费主义思想观念 ∀ 

四 ! 结语 

当网络在中国一出现 �为什么便成为了年青一 

代的时尚玩物 � 这个在社会体系中往往处于被训 

教 !被管束地位却又有着最为活跃强大的生命活力 

的群体 � 比其他年龄段的人们更痴迷于网络 ∀ 其原 

因是多方面的 ∀ 一方面 �网络媒体的工具理性与价 

值的冲突正在改变着受众 �这种工具本身的麻醉功 

能在真理缺席的情况下发挥了/ 鸦片0的作用 �其精 

神控制不亚于/ 鸦片0 ∀ 另一方面 � / 在网络 �没有人 

知道你是一条狗0 �比尔 # 盖茨语� ∀ 这句/ 名言0伴 

随着平等 !自由与虚幻 � 也产生着一种消极情绪 ∀ 网 

络上的无拘无束容易导致网络社会价值的消解 ∀ 网 

络诞生至今不过数十年 �网络色情 !网络综合症 !网 

络孤独症 !网络上瘾症 !网络诈骗 !网络黑客等形形 

色色的问题像洪水猛兽般汹涌而来 �几乎占据网络 

的大半个江山 ∀ 以至于有人大呼 �网络是个非常危 

险的地方 ∀ 

青少年在网络中扮演着一种特别的角色 �因而 

也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网络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 如 

果我们能够从哲学 !文化的高度来深入理解建设中 

国特色的网络文化 �就不会将自己置于与青少年一 

代对立的立场 �对他们会有更深的理解 ∀ 在网络社 

会中 � 最初的发展总有一个学习 !摹仿的过程 �问题 

的关键不是在青少年如何 !为何沉迷于上网 � 而是我 

们站在网络社会的门槛边上 �要正确认识到网络和 

网络文化的实质 �建构起中国特色网络文化的审美 

范式 � 从而找准先进网络文化的发展方向 ∀ 

建设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必然将真理与价值放 

在第一位 � 要反对/ 真理廉价 � 信息值钱0 ∀ 否则会陷 

入/ 我们的社会信息越来越多 �意义越来越少0 ≈� 的 

尴尬 ∀ / 没有意义的信息无所谓存在 ∀ 意义建立在 

与文化所指以及价值的社会关系之中 ∀ 0 ≈� 西方学者 

的告诫对我们中国特色网络文化的建设是一支预防 

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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