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文化是信息时代的特殊文化袁 是人类社会
发展到信息社会的产物遥它起源于西方国家袁以计算
机及其附属设备作为物质载体袁以网民为主体袁以虚
拟的网络空间作为主要传播领域袁 以数字化为基本
技术手段袁以各种形式的信息为主要内容袁对人们的
思想观念尧价值取向尧道德意识和行为方式产生了重
大和深远的影响遥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袁全球经济尧文化交流日益发
展袁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尧合作尧互动愈益加强袁各个
国家尧 民族的文化在网络的大熔炉中共同迎接新的
机遇与挑战遥信息和图像的数字化尧卫星传播和远程
电话尧新电缆和光纤技术以及全球性的互联网袁使文
化生产和传播的形式跨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遥

一尧西方学者对网络文化的研究

网络文化 渊Internet Culture尧Network Culture冤是
指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融合为物质基础袁 以发
送和接收信息为核心的一种崭新文化遥 网络文化可
以是传统现实文化网络化后形成的袁 比如一些经典
名著和社会价值观上网后就成为了网络文化的一部
分曰 网络文化也可以是在数字化和信息化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新的文化形式袁纯粹诞生于网络袁并不能在
现实社会中寻找到根源袁比如博客文化遥从网络文化
的本身形式来说袁网络不仅是一种技术与社会现实袁
更是一种文化现实袁 网络本身就是一种新兴文化形
态遥
网络文化的概念在西方的理解是很广泛的遥 美

国学者 David Porter将网络文化的概念定义为院以计
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袁依靠网络产生尧形成或
者借助网络得到延伸发展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综合[1]遥
与文化的三个逻辑层次相对应袁 网络文化也具有三

个层面上的内涵院
首先袁网络文化表现为一种自由尧民主尧平等的

网络精神和在长期网络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共识遥 这
些道德尧价值尧审美等方面的内在心理因素是各种网
络文化形式中最基础尧最根本的东西袁简言之就是在
网络社会中形成的新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遥
其次袁网络文化有制度层面的内涵遥这是维系网

络关系的规范与准则的集合体袁 形成并调控着整个
网络社会的正常运行遥 网络制度既包括基于计算机
系统本身的各种网络协议袁 也包括人们在长期使用
中形成的对网络使用行为的规范遥
最后袁网络文化也有外化的物质形态遥这也是网

络文化最初级的形态袁包括计算机技术和网络尧信息
技术本身遥 当计算机和网络的硬件和软件为人们开
创了新的传播方式的同时袁 这些外化的物质就和他
们提供的可能性一起袁 成为新的媒介文化的组成部
分遥
网络文化研究在西方是一个受到人们普遍关注

的领域袁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沉稳的学理探讨阶段遥
西方网络文化研究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 3 个阶
段遥第一个阶段为网络文化的大众化阶段袁以新闻界
为主力袁 主要是对互联网和网络文化做描述性的研
究遥第二个阶段称为网络文化研究阶段袁具有各种不
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们开始介入网络文化研究袁 其关
注的焦点是野虚拟社区冶和野在线身份识别冶遥 第三个
阶段是网络文化批判性研究阶段袁 网络文化研究扩
展到 4个领域要要要网络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袁关
于电子空间的话语方式袁 使用网络的障碍和网络空
间的界面设计袁 以及这四个领域间的相互交织和相
互依赖关系遥

1.第一阶段院描述性研究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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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0年代前期袁 美国的一些主要报刊逐
渐开始就互联网尧网络空间和野信息超高速公路冶等
话题展开探讨袁 一些专门的连线记者和早期的网络
使用者撰写了许多文章遥在这个阶段袁研究一般都只
是描述性地介绍网络及网络文化一些基本的常识袁
对网络文化的形态尧作用等认识模糊遥 同时袁早期研
究总是受到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袁 经常发出
类似反乌托邦或乌托邦式的咆哮袁 关于网络文化的
好坏之争贯穿始终遥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 渊美冤
David Porter 著袁1997年 Routledge 出版公司出版的
Internet Culture遥

2.第二阶段院网络文化研究成形阶段
第二个阶段中袁网络文化的研究逐步步入正轨袁

对网络空间和网络文化的描述已经基本成形袁 对其
复杂性和多维度性也有了一定的认识遥 研究者大都
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袁 既看到它所开创的种种具有
积极意义的可能性袁也对其弊端忧心忡忡遥虚拟社区
和在线身份的研究是这一时期的焦点遥 这一阶段的
代表作是渊美冤Tiziana Terranova 著袁2004年 Pluto出
版社出版的 Network Culture院Politics for the Infor鄄
mation Age遥
多学科学者的介入使得网络文化研究的视角得

以伸展遥 人类学尧社会学尧人种学尧语言学尧妇女运动
研究者纷纷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对网络文化进行了不
同切面的剖析遥简单尧易操作的万维网和网络服务提
供商的大批出现袁 迎来了 20世纪 90年代互联网的
热潮袁真正意义上主流网民开始形成袁这为进一步的
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遥

3.第三阶段院批判性研究阶段
20世纪 90年代末袁 已经有许多学术和大众出

版机构在网络文化这块成长性领域大量发表专论尧
出版著作和编辑文集袁 对网络文化的构成有了更多
的认识袁网络文化的真正研究已经到来遥这一阶段的
代表作是 渊美冤Brian John Hilton袁 Chong Ju Choi袁
Carla Millar合著袁2006年 Trafford Publishing 出版社
出版的 The Global Silk Road: Globalization袁 Islam
and the Cre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Using
the Internet遥
学者们开始以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来研究网络

文化的构成遥 与前两阶段的研究都是把网络空间作
为一个实体加以论述不同袁 新的研究则把网络空间
看作是一个大环境袁 把网络文化现象放在了更大的
语境下袁他们试图在这个环境中发掘更加复杂尧更加
有价值的东西曰注重在网络中所发生的社会尧文化与
经济之间的互动曰 分析了网络与它的用户之间的界
面上的技术设计过程遥

二尧西方网络文化的特点

根据网络文化的三个逻辑层面袁 美国学者
Tiziana Terranova将西方网络文化的特点也概括为
网络文化的外在特点尧网络文化的传播特点尧网络文
化的本质特点等三个方面[2]遥

1.网络文化的外在特点
渊1冤虚拟性遥 从外在形态上来讲袁网络文化具有

虚拟性遥 它产生并依赖于虚拟的野赛博空间冶渊Cyber
Space冤而存在袁这是网络文化一切特性的基础所在遥
在网络产生以前袁人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实体的空间袁
即物理空间遥网络产生以后袁人们的生存空间发生了
全新的变化袁人们在两种不同的空间里进行转换遥在
物理空间里人们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的生活准则和
习惯正在被打破袁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空
间要要要网络虚拟空间遥 当人们在网络社会环境中把
虚拟现实作为一种真实时袁 人们的虚拟意识和观念
也由此产生遥

渊2冤符号化遥网络社会是一个由符号组成的虚拟
社会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袁符号构成了网络的全部内
容遥
符号是人类特有的行为袁德国学者恩斯特窑卡西

尔渊Ernst Cassirer冤曾经把人类定义为野符号的动物遥冶
[3]在网络中袁人可能因沉湎于符号所构成的虚拟世界
而远离真实世界袁 符号构成的虚拟世界也可能造成
虚拟与现实的混淆遥 在网络社会中存在的人都只不
过是一个一个符号袁 在符号的面具下会忘记了真实
的身份袁忘记了现实存在的责任和道德约束遥

2.网络文化的传播特点
渊1冤匿名性遥网络交往表现为计算机和计算机之

间数据的交换袁相互交往的人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遥
在网上交流袁人们可以隐藏自己的相貌尧年龄尧地位
等在物理空间里所不能隐藏的东西袁更重要的是袁人
们在网络空间里完全摆脱了在真实社会中受到的各
种约束尧规范和心理压力袁可以完全按照自己想要的
方式表现自我遥在网络的虚拟空间里袁人的思想和本
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袁 所表现的东西往往是隐藏在
内心深处的一些思想观念尧道德情操尧人生观和价值
观等袁是个人感情的真实流露遥

渊2冤广泛性遥网络文化是一种开放的超越民族和
国家界限袁成本越来越低袁上网的费用也越来越令平
民所能接受袁文化参与和信息获取成本的降低袁使人
人参与成为了可能遥

渊3冤时效性遥 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袁使人与人的
距离变短袁同时也使整个世界变小袁其主要的原因是
网络的技术基础和传播方式遥 因为它的传播不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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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尧地点和空间的限制袁不受印刷品等因素的制约袁
不论在地球的任何位置袁只要能上网袁就可以在网上
尽情地浏览尧下载尧冲浪袁人们传播和交流信息的方
式彻底打破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限制遥

互联网的普及大大加快了信息的传输速度袁使
信息的收集尧资料的查询变得更加快捷和有效遥网络
信息以每小时乃至分钟为周期更新袁 通过网络随时
可以了解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遥 无论是上网查询
资料还是下载信息袁 网络是迄今为止速度最快的传
播工具遥

渊4冤多样性遥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使网络几乎
具备了人类历史上几乎一切传播方式的功能遥 在网
络中不仅能够实现用文字尧音频尧视频等多种形式传
输信息袁 而且还形成了具有网络特色的一套符号系
统袁 这套符号系统为某固定群体的网民所接受和掌
握袁形成了新的网络文化遥

3.网络文化的本质特点
渊1冤平等性遥 与报纸尧广播尧电视等传统媒体相

比袁基于个人电脑的网络更富有民主性袁网络文化是
没有屏障的遥 人们在面向庞杂的网络资源时被尽可
能地以兴趣尧爱好尧需要等不同而分化袁个人能够更
从容地选择和吸纳信息遥同时袁人们之间的交流也实
现了平等袁 顺畅的电子邮件大大削弱了严格的等级
观念遥 美国学者 Tiziana Terranova认为袁西方社会在
走过 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冶尧野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冶的
艰难历程后袁将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步入一个野网络
面前人人平等冶的新天地遥 网络是一个无中心的尧充
分民主和平等的虚拟社会[4]遥

渊2冤交互性遥 这也是网络媒体与传统大众媒体
最为显著的区别遥 从技术特征上讲袁交互性是指人
们在信息交流系统中发送尧 传播和接收各种信息
时表现为实时交互的操作方式遥 在网络中每一个
网民都不仅是信息资源的消费者袁 而且是信息资
源的生产者和提供者遥 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由传
统的被动式接受野灌输冶教育变为主动参与思想交
流尧在思想碰撞中自然而然接受引导袁这极大的解
放了在现实社会中受到各种约束和压抑的思想和
感情袁提高了信息的传播效率袁激发了人类的创造
性思维遥

渊3冤开放性遥由于互联网上的不同主题的电子公
告牌尧 新闻组和电子论坛等袁 向任何感兴趣的人开
放袁因此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袁去获取自己
想得到的任何信息袁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袁任意地
与世界各地任何网民进行联络尧交流袁自由地访问各
种信息资源遥 任何观点尧任何思想尧任何民族文化在
这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遥

三尧西方网络文化与信息霸权主义

美国学者 Brian John Hilton等人认为以互联网
为代表的新媒体促进了全球化[5]遥 全球化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现的新现象袁是当今
时代的基本特征遥全球化可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二层遥
狭义的野全球化冶是指从孤立的地域国家走向国际社
会的进程曰而广义的野全球化冶是指在全球经济尧文化
交流日益发展的情况下袁 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尧合
作尧互动愈益加强袁使得具有共性的文化样式逐渐普
及推广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状态或趋势遥
全球化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袁它渗透到思想尧文

化尧科技尧政治等各个领域袁改变着人类生活和地球
面貌遥全球化表明人类社会正在进入全球社会时代袁
全球社会呈现出相互依存尧 共同发展的局面袁野地球
村冶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存在遥
全球化的进程扩大了世界各地区尧 各民族交往

范围和内容袁使得彼此在地理尧心理和语言上相隔甚
远的人们在基本的人类交往准则的基础上袁 得以共
同分享各种物质文化成果和精神文化成果遥
互联网采用世界统一的协议给全世界的人们提

供了统一的交往规范袁 能够超越空间的限制把世界
各地的人们联系起来遥 网络文化所具有的广泛性和
开放性决定了它本身就具有全球化的属性遥
但是袁笔者认为网络在促进全球化的同时袁也促

长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遥
文化具有时代性尧地区性尧民族性和阶级性袁这

是文化本身的属性之一遥 网络文化所创造的虚拟世
界为人类交往提供了巨大的文化空间遥 互联网络在
跨越国界的信息交流中的文化差异和隔阂袁 改善人
类信息环境尧 走向全球化的同时又给各国保持政治
的独立尧文化的独特性带来了新的矛盾冲突与对抗遥
多样化的文化交流有益于相互吸纳袁 但也会发生碰
撞袁全球化背景下袁各民族文化间的挑战尧摩擦和冲
突势必不可避免遥 这是文化冲突存在可能性的客观
方面遥从主观方面来讲袁文化霸权主义是文化冲突的
潜在动因遥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袁越来越多的国家开
始清醒地意识到袁 世界已经告别了暴力与金钱控制
的时代袁谁能夺取网上信息和文化的优势袁谁就能掌
握未来世界的控制权遥

文化帝国主义的有关论断始于 20世纪 60 年
代袁 基本思想来源于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
渊Antonio Gramsci冤在其叶狱中札记曳中提出的野文化
霸权冶渊Culture hegemony冤理论[6]遥 现主要用来指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袁利用强大的文化工业袁在大
众文化层次上传播消费主义和其它西方价值观念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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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它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和文化控制遥传统大众传媒时代袁信息技术和文化想
象的国际格局的控制权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袁 发展
中国家高度依赖进口文化技术以及西方国家的新
闻尧电影尧电视娱乐形式遥 这些文化形式起着消费主
义和其它西方价值的全球传播工具的作用袁 系统地
剥夺着发展中国家对于自己的文化优先权与文化前
途的控制能力袁 以及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国际信息领
域的能力遥 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文化帝国主义遥
在网络时代袁这种现象并没有消失遥网络作为一

种技术并没有什么好坏之分袁 关键在于掌握这些技
术的人怎么使用遥 它为网络使用者提供了全球性的
交往可能袁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尧民族的文化提供了走
出去的机会袁 却也给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
凭借其科技实力尧经济实力向全世界倾销尧灌输其生
活方式尧价值观念和欧美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袁人为
地制造各民族尧国家之间在文化上的隔阂尧矛盾和对
立提供了可乘之机遥
作为互联网的创始者袁 美国在互联网的使用中

拥有天然的优势遥 互联网上绝大多数输出信息来自
于美国袁 这些信息以各种形式出现并潜移默化的影
响着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曰 英语是网上的主流语

言袁 这在客观上限制了非英语国家使用互联网的范
围和能力遥 这些都使传统社会中的文化帝国主义不
但没有通过网络得以解决袁 反而扩展成为网络文化
帝国主义袁 对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构成
了极大的威胁遥

网络的产生并没有打破旧有的国际信息秩序袁
文化帝国主义以一种新的方式通过网络展现出来袁
主要表现在网络信息垄断尧网络文化攻击尧网络语言
霸权等方面遥

四尧结 语

西方学者对网络文化的研究有其不足袁 他们对
网络文化的负效应袁 特别是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缺乏
应有的认识曰但是袁其研究也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遥
为了保持并逐步提高自己在未来信息文化竞争

中的地位袁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袁制
定相应的政策和法规来保障信息安全尧 抵御不利社
会和本国文化稳步发展的文化信息的渗透曰 不断提
高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袁 发展信息技术
与信息产业袁建立尧健全网络文化管理措施袁加快网
络信息资源等的开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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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of Internet culture in western countries. The author also analyz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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