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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下的网络社会的积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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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计算机技术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催生了网络社会。从哲学意义上，文化的结构与功能两个维度，分析网络社会

的文化特点及其积极效应。提出了网络产品的符号化与虚拟性、网络交往方式的超时空性与主体间性和网络观念的多元性

与速变性三个主要特点。从对网络的文化特点的揭示基础上，提出网络文化增强了文化的渗透能力与信息共享可能，催生并

丰富了虚拟经济形态，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人的生存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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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与网络文化

网络作为一种重要的技术手段与价值载体，涵

盖了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三个方面的信息。信

息流动和意义交流组成网络空间实践活动的重要形

式。网络社会超出了社会和技术生产关系的范围，

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互联网技术改变生产、知识、权力

和交往过程和结果，形成了虚拟社会的运作模式，萌

生了一种新社会形态，成为社会整体性变革的重要

动力。网络社会的兴起和发展，使自然支配文化的

生存状态过渡为文化支配自然的信息化生存状态。

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穿行于现实生活与网络生活

中。

在广义上，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

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和; 狭义上，文化是社

会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及与之相适应的制

度和组织体系。从地位和功能可将文化分为主文

化、亚文化、反文化。文化的发展作为历史而具体的

现象是伴着社会物质基础的发展而具有了生命力，

同时反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网络

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它是人们以计算机与互联网

技术为手段在作用社会过程中，形成的融合了不同

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智力发展方向的产

品的总和以及更新了人们的认识方式、交往方式和

生活方式的特殊的活动形式。这种实践活动形式具

有多样性、创造性、时空抽离性和开放性。网络文化

从文化类型上是融合了主流文化与反文化之间的一

种新型文化形态。以技术和文化的联合形成的网络

社会中，网络文化发展通过经济、政治和主流文化诸

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实现着手段与目的的同一，

实现了文化的自我超越。因而，网络文化的价值性

在物质技术发展基础上，适应信息化的需要而产生、

发展，在不断变化与调整中产生网络文化，并实现文

化的自我超越。

二、网络社会的文化特征

文化作为社会系统有其内的特殊结构存在类型

上的差异，但是它的共性决定其诸要素具有相对稳

定的联结方式。作为亚文化的网络文化包括网络文

化产品、网络活动方式和网络文化观念三个主要要

素，我们将对网络的文化特征试着概况如下。
( 一) 网络产品和市场的虚拟性与符号化

网络文化虚拟性表现在现实的一系列的对应物

后面，对应的行为和状态，即其对真实世界的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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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仿拟，甚至于按照人在现实生活的需求与自我

意识创造虚假的世界。无论是网民还是虚拟社区，

无论是聊天还是购物，任何网络行为和网络产物都

无法摆脱都受到虚拟性的约束。结合了国家、市场

和社会三方力量的网络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的关系通过符号化与数字化方式在虚拟空间

相互的认同、集节为更为密切的联系。社会学家贝

尔在《后工业社会》谈到，在农业社会中，人类所面

临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工业社会中，人类所面临

的人与物的关系，而在后工业社会中，所面临的是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工业文化反映以工业时代物

质生产为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网络文化反映以信息

时代物质生产与服务业发展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伴

随着网络的普及，网民数量的剧增，在网络主体交往

中网络的双重性激发了虚拟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

碰撞与冲突。正如有学者认为，在世界三理论之外

还有一个虚拟主体世界。卡尔． 波普尔提出的世界

3 理论指出世界分为现实物理世界、主观意识世界

和客观知识世界。网络社会中人的意图，人际交往

互动的手段以文本、声音和图像来表达，视觉化的信

息主体是不出场，但在虚拟现实与真实社会交错的

过程完成的交往目的。网络既不是单纯的技术，也

不是简单的信息处理，而是建构正在发生的实在。
因为网络规范与法规是人设定的，是一种社会化的

结果，反映人的自主性。
在网络媒介之前，任何一种媒介的符号都只是

一种工具，通过这种中介，人们扩大和世界交往的范

围和深度。在传媒日益发达的今天，这种趋向更为

明显，通过符号表征真实世界。卡西尔就认为，人是

如此地使自己已被包围在语言形式、艺术的想象、神
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中，以致除非凭借这些认

知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
网络主体是符号化的，网络交往的互动性使得代表

主体的符号真正具有生命力。而人们美化认知对象

的心理习惯将所接触到的网络符号，由虚拟符号聚

合而成网络社区。互联网依靠符号中介来运转，任

何行为都要首先符号化后、通过信息符号传播的方

式才能进行。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世界

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中，而网络的现实是

人不仅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中，而且他自身也变

成了相应的符号。符号原来是为人所用的工具，现

在却成了各种行为的主体。相对于真实的客观世

界，网络主客体都成了虚拟的符号世界的一部分。
在网络社会中，信息要被识别、理解和处理需要以数

字的形式出现。通过把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数字化

和符号化的网络文化，改变着的人思维方式和思维

习惯，这反映网络文化具有简单性、单一性、可逆性、
可重复性。网络文化的发展提高了网络文化产品和

服务的供给能力，推动我国优秀文化产品的数字化，

形成一批体现时代精神、品位高雅的网络文化品牌。
( 二) 网络交往方式的主体间性与时空分离性

在现实世界中，时空依附于客观物质而运动; 而

在虚拟主体世界中，时空的建立却离不开人与人的

交往事件。互联网以超文本的方式连接个人与群

体，使他们在享有意识形态和技术上自由，个体与群

体交往跨越地球和人类历史，这种构成了网络文化

的支柱。网络更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与沟通

方式。网络交往以共通性、判断力和趣味性为思想

观念的基础，以 QQ、MSN、BBS、E － mail、主页、博客

等为载体来传送信息符号，此时的主体互为虚拟主

体间性。网络交往中视觉化的人机对话，为人营造

了的不是一个虚幻的，而是真实世界，只是虚拟现

实。在自我意识与经验意识之间，自我同他人是联

系在一起。自我世界既是个人的，也是他人的，由个

人与他人共同构成。主体间性是与主观性相比的范

畴，不是与客观性相比，但也可以包含在客观性范

围。而文化的主体间性本质上是一种主体在生产和

交往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结构，具体表现

为主体在实践和认识活动中的交流、对话沟通和交

往等相互性、协同性和调节性。
跨越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领域的社会关系的联

合，并一直到包括全球体系的状况，包含时间和空间

的虚拟化过程就是时空分离。机械钟和日历，以及

世界地图使时间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标准化和统一

化，全球范围的组织和控制成为可能。网络的开放

性、时空分离性为深化了全球不同文化的交流传播

空间，打破了因居住地域、经济状况、身份地位等束

缚。时间结构的转型是一个双向和辨证的过程，它

影响绝不止于一个扩张和远距离的向度。我们知道

书写从时空结构上是一方缺场的。印刷媒介的发

展，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依赖于交通工具。
虽然印刷使人类超越面对面互动中身体共同在场的

局限，但仍未能从空间束缚中解放。麦克卢汉曾说，

电子媒介废弃了空间向度，把空间从地点中分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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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息的传递不再受地理束缚。地点的束缚就被

取消了。可以说，在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民

族国家与全球，空间与地域的关系被重新组合。全

球的时空被压缩，全球文化浓缩到一个电子空间，一

个可以渗透疆界的空间。
( 三) 网络观念的多元性与速变性

以虚拟化生存方式为表征网络文化，它与现实

社会生存样态的接合，使得人际关系、人的思维模式

和行为习惯处于冲突与和谐的不断调整过程中。从

功能上，网络文化激发主流文化的发展。网络支持

技术的发展受技术内在逻辑所决定，主要还是受社

会整体规划影响。网络空间人与人的互动的偶然

性、不确定性和多变性，决定了网络文化发展的不确

定性。网络空间的速变性，源于网络在人与技术的

互动，人与机器的互动中生成。而这种互动是表象，

本质上人与人的互动……网络人际交往的超越空间

限制和即时性，网络文化的冲突必然也日渐显露出

来。网络文化的冲突没有合法与非法的调解机构组

织，主要以主体自觉与自主人格需要张扬的冲突。
这表现为，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

化的冲突。主流的欧美文化作为强势文化，由于网

络语言英语的普遍使用，使得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强

势文化仍然强势。在工业时代，世界处于半开放的

殖民主义者以抢夺有形财富为主; 而信息时代网络

社会，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为强势文化将触角放到网

络。网络文化自觉性冲击着文化同化，不仅是处于

边缘的国家、社会群体越来越抵制并反击中心文化

的控制，使强势的中心也经历着分化，出现文化多元

性。网络信息的多样性与速变性，促进着网络主体

选择的自由性，推动了亚文化群体的发展，进而推动

了中心与边缘差异的深化。托夫勒曾指出，社会结

构的非标准化是引起亚文化群体膨胀的原因，而亚

文化群体的兴起冲击着一元主导，一元中心化的趋

势处于危机中。
信息技术的普及、平民化和信息的碎片化、去制

度化扩展了人类交往空间，技术的人为性，也就为网

络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在网络

文化中意识形态冲突是制度化与普遍化了的价值观

体系的碰撞，是价值冲突的一种集中体现，而一旦形

成，它又会固化人们以往的价值冲突。只是从历史

事件而言，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来说，只要资本主义

还存在，社会主义运动就不会终结，社会主义始终是

资本主义的替代者。西方的许多社会主义者认为网

络中隐含着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它将符合未来生

产力发展的手段。网络的主体间性、共享性、经济

性，给网民生活带来新的方向，碰撞中和谐，斗争中

统一。这种平衡都需要进行技术调整。网络宣传要

整合好网络信息和技术，利用即时性的优势，处理好

纠偏与引导的关系，把握好文化的主导性方向。
三、文化视角下的网络社会的积极效用

网络文化系统与社会系统以及人本身是不可分

离的，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共同体现网络文化的

作用。从网络社会的文化特征我们可以较为清晰透

视网络文化的信息渗透与共享功能。我们通过正

式、非正式方法进行正面与负面的引导网络文化，逐

步增强影响力。
( 一) 网络社会增强了文化的渗透能力与信息

共享可能

文字作为文化的载体，是人类对象性的创造，它

极大地扩大了文化的记录功能。中国的甲骨文、埃
及的纸草、巴比伦的楔形文字等等，都保存着人类社

会实践的记录。和文化的记录功能、认知功能相联

系，网络以其强大的传播与渗透功能凸显自身的文

化价值。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是社会现象，它在社

会交往中产生和发展，内在地会在社会交往中得到

传播。在信息时代以前，交往时空受到特定物质生

产手段局限而产生时空限制，只有富人和知识精英

才能通过全球信息的途径，增强国际交流的能力。
而到了网络社会，互联网以其超文本性，发布信息的

主体，获取信息的途径多样化，这促进的人的自由空

间的发展。在网络文化的发展中，信息共享与以前

共享不存在本质差异，而是存在层次与模式的差异。
共享包含有平等和相互性。社会需要催生出信息共

享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互联网打破了信息的相对不

对称性，消除了人与信息之间的许多屏障，人们获取

信息转向民主化。网络的强大的信息共享功能推动

下诞生与发展了网络文化。辩证的东西在对立面的

统一中把握对立面。认识作为内容与形式对立统

一。首先，相比以往任何一种技术语言的运用程度，

网络技术语言的运用范围对社会产生了更为强烈的

整体影响。任何一个新网民进入网络之前必须学会

运用特定的技术语言，所以说网络文化借助于拥有

独立的技术语言、独立的思维方式、自主的沟通标

准，而形成的信息高度共享的独特的文化类型而具

79



有极为独特的生存状态。其次，网络作为文化传播

的手段，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占据主流传播媒

介竞争中突显自身优势。网络通过互联、互通、互操

作达到共享。互联表现为新闻、图片和声音通过网

页共享，个人日志甚至隐私通过博客共享。互通是

图书、数据库等教育资源通过 CALIS 平台共享; 声

音与视频通过网络下载平台共享。互操作性反映为

计算和存储的能力通过网格平台共享，民间 PC 力

量通过 P2P 得以共享。
网络文化的隐性教育功能。建立在现代科技特

别是多媒体技术基础上一种理性化的网络数字文

化，以其独有的虚拟性、主体间性、多元性和速度性，

信息广泛地共同而共享受，价值得到增值。网络社

会人们信息与资源的共享，素昧平生的人借助网络

交换信息、分享稀缺资源。人是社会化的动物，人的

生存与发展对社会存在着依赖性。正是因为人对社

会的这种依赖性，文化的教化功能才能通过文化模

式的范畴功能和社会价值观的灌输来实现。在人类

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的文化环境发生变化，人

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审美趣味都会

受教化功能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也就是凭着对这一

规律的自觉把握，历代统治者把教化百姓当成政治

的第一要务。网络社会更应重视信息教育，而防止

信息对人的异化，影响个体的政治参与和整个社会

发展。
( 二) 网络文化形成并发展了虚拟经济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机器工业大规模的快

速提高物质财富的生产形式和经济水平。网络社

会，市场扩展为时空分离的虚拟空间，国际合作与交

流的途径快捷方便，全球化市场迅速发展。市场经

济是一种实体经济形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

环节在实体的流通领域内进行。而虚拟经济，是一

种虚拟的非实体的经济形态，生产、分配、消费在现

实场所，交换却主要是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完成。网

络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结合，相互渗透、相互转

化，许多商品、交易行为可以在两者之间交替完成。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以知识为基础，以创新

为动力，以网络为载体，网络为媒介促进了虚拟经

济。互联网创造时代新范式，重建商业模式。从表

面上，互联网的造梦时代。但是互联网破坏力已经

开始露出摧毁了注意力的流向，资本、人才等资源的

商业模式的形成。在互联网强大功能的影响下，娱

乐文化以规模化趋势侵入了传统制造业、金融业，新

兴文化产业正迅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动力。正如约

瑟夫． 奈所说，相对于政治经济的硬力量，文化是一

种软力量，但是它对经济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却是持

续不断的。布迪厄把文化看作为资本，把文化资本

与经济资本相并列使用。比如，任何人都可以在网

上进行价格、产品和政策的比较。
网络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推动下改变着传统工

业社会经济形态，正在迅速形成新兴的经济形态。
网络化使信息技术产业逐步由互联网组织起来，促

成了整个经济技术与管理知识的发展; 在网络的基

础上形成的网络经济脱离工业经济单一的增长方

式，建立以知识为基础的生产力增长方式。此外，信

息化与网络化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展开金融、贸易、生
产、科技，并对强调知识劳动使得劳动更具有了全球

性的意义。网络文化本身作为一种精神形态逐渐向

实体形态转化。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业结构演

进基础上产生的网络，以其特殊的价值观念和行为

模式改变和巩固了经济发展的途径，从而推动着经

济发展。伴随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发展，经济发

展产业重心出现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由

资本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发展的趋势。当经济

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已经

不再是劳动力和资本，而是知识和技术。但是，在产

业结构演进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人们的需要发展

变化。
( 三) 网络文化重塑了人的生存样式

在网络技术作用下，网络化生存凝结成的稳定

的生存方式，它从心理与行为决定人的生存方式。
日益技术化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的方

式、规则，技术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手段，本质上

以发展为目的。技术通过实践逐步实现人类对生存

和发展的需要。技术中蕴含着以人的生存价值为基

础的道德，以追寻发展合理性为目标指向。网络交

往有别于工业社会日常生活，特定价值认同的新生

活方式。网络主流消费人群的理性、成熟、健康对于

整个社会生存样式起着示范作用。网络交往信息沟

通、转换敏捷，信息处理及时，信息反馈迅速，多途径

多形式地追踪和接受信息，迅速地加工和处理信息。
从田边传递信息，电脑与网络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信

息传递和接受方式，缩短交往距离，使现代化生活方

式的影响超出了国界，世界范围内萌发新的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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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不同文化交流、碰撞和融合，使生活方式向高层

次发展。古代利用烽火传递信息，靠丝绸之路沟通

各国的联系。信息时代，超时空、超国度的网络文化

传播，任何地方发生重大事件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

全球。现代信息系统几乎网罗了人们的一切视觉和

听觉器官，把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虚拟社会有意

识有目的地创造与现实世界相对应、相互渗透、相互

转化的虚拟世界。虚拟社会实践使人类的实践活动

从传统的单一现实实践转向现实和虚拟交织，深化

了对实践形态的认识; 更重要通过虚拟实践，人类生

存方式从实践主体、实践手段、实践对象等方面开始

了新的革命。网络化生存成为现代人一大热点。网

民通过网络实现政治参与，进行网络消费，重塑自己

的生存样态。比如，“网购”在现在青年群体中成为

一种重要消费模式。
信息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通过互联网对话

性形式，使人类交往结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网络文化对人类生存方式的作用表现在提高人类的

生存状态，但也暗含着潜在的危险。网络文化扩大

人们信息和知识海洋，但也钝化人的判断思考力，影

响人们对智慧的追求，淡化人对生命的深度体验，进

一步导致失去对生存的价值关怀。不能以一种既定

的不变的思维方式思考网络文化，而必须以科学、辩
证的态度去面对和关注它。网络文化建设要从塑造

消费者素质，建设社会伦理道德基线，继承共同美

德，从文化未来发展战略高度，加强网络文化的价值

引导。在尽可能地人文关怀和既有道原则、规范指

导下，警惕并采用有效措施抑制虚拟技术的负面效

应。通过发展虚拟技术，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类想像

力和创造力，拓展人们多层次的需要; 反思和建构新

德育模式，在网民自主、平等、自下而上的参与中，将

网络时空建设成为一个人为并且为人的世界。
总之，网络社会的产生、发展改变着并丰富着社

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形式，为人类生存创造

了一个个性化、创造性、虚拟性的多元网络社会，丰

富人的发展的空间。信息时代的网络社会不是事实

上真实的实体，但在效用上具有其独特的功能与价

值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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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ulture Utility of Network Socie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Peng Xiaolan

Abstract: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internet development makes the birth of the network society．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the structure and utility
in philosophy we try to explor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network society in the angle of culture． There are three obvious traits of network culture． It
suggests that the network products and market are signifying and virtual，network communication methods are not restricted by time and space and shows
inter － subjectivity，network concept patterns are diversity and degeneration．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we think of which network culture as the driving
force of social development has information penetration and sharing possibility，and creates and riches virtual economy． To the extent it remodels human
life style．

Key words: network culture，diversity，virtual economy; information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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