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方黎ꎬ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ꎻ孙超ꎬ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学院教授ꎮ
〔∗〕本文系 ２０１９ 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国际传播研究” (编号:ＡＨＳＫＱ２０１９Ｄ０４５)和

２０１８ 年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互联网场域中青年亚文化研究———基于文化自信的视域”(编号:ＳＫ２０１８Ａ０１２３)的成果ꎮ

　
«学术界»(月刊)

总第 ２６５ 期ꎬ２０２０. ６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Ｎｏ. ６ Ｊｕｎ. ２０２０

网络文化的生成场域、风格走向与价值分析〔∗〕

方　 黎１ꎬ２ ꎬ 孙　 超２

(１.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２ꎻ
２. 安徽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ꎬ 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６)

〔摘　 要〕网络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生成场域的独特性ꎬ以流动性、多向度、脱域性为表征的弹性空间构

成了网络文化的生成场域ꎬ并赋予网络文化张力凸显的风格走向ꎬ即延伸与截除、共享与区隔、赋权与操纵ꎮ 在

弹性与张力的变奏中ꎬ网络文化具有亦正亦负的双重价值属性ꎬ可以通过以文化人、以文化文、以人化文等方式

来对网络文化做出恰当的价值引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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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生成场域的独

特性ꎬ正是网络空间的高弹性赋予了网络文化极

具张力的特质ꎬ识别弹性空间中网络文化的生成

与走向ꎬ并作出价值判断ꎬ予以恰当引导ꎬ是认知

网络文化的关键ꎮ

一、 弹性空间:网络文化的生成场域

网络文化最独特的生成逻辑便是文化生产

的空间转向ꎬ这其中涵盖两层逐渐递进的意思:
首先是技术与文化的同构ꎬ技术将绝大多数文化

形态纳入网络系统中予以编码、传播ꎻ进而是技

术的高速发展将互联网组织成为一个高密度的

交往空间ꎬ人们在新型的交往关系中进行文化实

践ꎮ 在此过程中ꎬ网络空间已经突破了单一的技

术因素ꎬ以超强的弹性变更着信息流的生成与传

播方式ꎬ重构行动者的生存方式、交往模式ꎬ催生

出新奇又复杂的网络文化ꎮ 所谓弹性ꎬ是在词义

上相对于刚性、标准性而言的ꎮ 对于弹性的理

解ꎬ卡斯特曾表述为:“经过重新排列其组成ꎬ不
仅所有的过程都可以逆转ꎬ组织与制度也可以修

正ꎬ甚至是彻底改变ꎮ” 〔１〕网络空间的弹性体现在

它解构了传统地方空间的稳定性ꎬ走向流动性ꎻ
突破了传统地方空间的时空限制ꎬ走向多向度的

空间实践ꎻ超越了传统地方空间的现实实践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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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ꎬ走向脱域性的实践模式ꎮ
(一) 流动性

流动性是极富解释力的一个词ꎬ可以生动的

诠释出网络空间独特的易变性与包容性ꎬ恰如马

恩的精辟论断:“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

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ꎬ
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

了”ꎮ〔２〕

首先ꎬ信息传播的流动ꎮ 在传统的地方空

间ꎬ信息流有固定的信息源ꎬ信息的传播渠道一

般是纵向、垂直、较为封闭的系统ꎬ信息源的可信

度高ꎬ信息内容的内在同一性强ꎬ信息传播者与

传播对象较为稳定ꎬ传播中的干扰因素较少ꎮ 而

网络空间中的信息源极为多元ꎬ既有官方的权威

信息中枢ꎬ也有网民的分散信息源ꎬ传播场域多

且杂ꎬ信息源的可信度模糊ꎬ内容存在异质性ꎬ信
息传播的对象不确定、不稳定ꎬ信息传播的次生

场域与主场域之间存在交流、交锋、疏离等多种

关系ꎬ由此在网络空间出现了由单一信息中心向

多信息中心的转换ꎬ信息传播渠道由规则、平稳

的纵向层级传递转向多点、多面叠加的纵横交叉

模式ꎮ
其次ꎬ核心角色的流动ꎮ “第一颗卫星面世

后ꎬ地球成了一个环球剧场ꎬ观众不复存在ꎬ人人

都是演员”ꎬ〔３〕网络空间突破了传统地方空间中

核心角色的固化局限ꎬ大量的网民作为网络空间

的行动者有很高的概率成为核心角色ꎬ这从诸位

网络主播走红的现象中可以得到证实ꎮ 造成核

心角色流动的关键因素在于网络空间促成了信

息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整合ꎮ 自工业社会实现了

分工的细化以来ꎬ多数情况下信息的消费者与生

产者均处于分离状态ꎬ消费者多以受众的身份欣

赏生产者所塑造的核心角色ꎬ信息圈内的核心角

色较为固定ꎬ但弹性的网络空间重构了信息消费

者与生产者的角色关系ꎬ一方面从技术层面上整

合了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角色ꎬ任何有生产愿望的

行动者都能为自己所生产的信息产品寻到传播

渠道ꎬ网络为一切潜在的明日之星提供了信息全

球传播的平台ꎻ另一方面ꎬ“使用者即内容”ꎬ网
民在使用、消费媒介的过程中ꎬ已经成为网络空

间中信息的生产者ꎬ这从大量的转载、评论所引

起的关注中可得到佐证ꎮ
最后ꎬ文本的流动ꎮ 传统意义上ꎬ文本是作

为意义载体出现的ꎬ涵盖文字、对话、图像等多种

文化产品ꎬ但是ꎬ在网络空间中ꎬ文本作为意义载

体的属性受到挑战ꎬ文本的形式与其所传递的信

息均走向流动ꎮ 一方面是文本形式的流动ꎮ 文

本是由一定符号构成的ꎬ网络空间有其独特的意

义符号ꎬ传统词语的语义、语法、语用等范畴被突

破ꎬ词语的混搭、图文的交融等成为网络符号的

常态ꎬ甚至于一个表情图都可以传递出丰富的意

义ꎬ网络符号成为充满隐喻的超级能指ꎬ混杂而

多变ꎮ 另一方面是文本展示出超强的互文性ꎮ
斯坦利费什曾提出一个观点:“文本———即有

意义的话语———并不存在于教室或图书馆ꎬ或者

任何具体地点ꎮ 文本以一种虚拟形式存在于读

者的头脑中ꎬ以及读者彼此交往而形成的诠释社

群中ꎮ” 〔４〕这个观点在高互动性、强卷入性的网

络空间中得到验证ꎬ原初文本在网民的横向分

享、纵向解读过程中ꎬ生成一个个次级文本ꎬ次级

文本虽有可能是对原初文本的进一步诠释ꎬ然而

网民的非理性举动往往会让次级文本大尺度偏

离原初文本ꎬ产生数种异质性解读ꎬ以讹传讹便

是如此产生的ꎬ最终ꎬ文本在超强的互文性中走

向意义的流动ꎮ
(二) 多向度

网络由单纯的技术向度逐渐演绎成为涵盖

技术、时间、空间要素的多重向度ꎬ网络与人的存

在模式由单向的“网络—人”的信息传递发展为

“人—网络—人”的立体交往模式ꎬ变更着人们

的文化实践方式ꎮ
首先ꎬ技术向度ꎮ 技术的介入赋予网络空间

前所未有的开放与包容ꎬ海量信息在点击中开放

呈现ꎬ信息的消费门槛更为低廉ꎬ来源更加多元ꎬ
其内容与形式也随之充满异质性ꎬ所以说ꎬ网络

空间日趋开放、包容ꎮ 无线网络的运用与智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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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普及赋予网络空间普泛化的特征ꎬ第 ４４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ꎬ我国网民

达到 ８. ５４ 亿ꎬ且仍有逐年增加的趋势ꎬ刨去年龄

太大或太小的 １４. ２％ 非网民ꎬ网络的参与度已

经呈现出普泛化的特征ꎬ网民通过多样方式参与

网络文化实践ꎬ在传统社会中ꎬ几乎没有哪个场

域可以实现如此之高的群体文化实践的参与度ꎮ
新媒体的发展赋予了网络空间即时性的特征ꎬ便
捷了信息的获得ꎬ及时、高效成为网络空间信息

传播的重要特征ꎮ
其次ꎬ时间向度ꎮ 作为时间向度的网络空

间ꎬ首先代表现代性ꎮ 现代性是工业文明的产

物ꎬ工业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技术锐进ꎬ网络空间

成为信息技术锐进的前沿阵地ꎬ不仅表征着现代

性的程度ꎬ也继而成为现代性各类矛盾凸显的场

域ꎬ无论是现代性的技术崇拜、快节奏生活的焦

虑、消费主义的蔓延等现代性矛盾都在网络空间

的文化实践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ꎮ 作为时

间向度的网络空间还代表着时间压缩ꎮ 在传统

地方空间ꎬ时间具有纵向的连续性ꎬ线性发展ꎬ但
在富有弹性的网络空间ꎬ包括时间在内的很多事

情发生逆转ꎬ技术的应用赋予了网络空间时间压

缩的特征ꎬ无论是农耕文明、现代文明还是后现

代文明ꎬ可以同时存在ꎬ甚至于相互交织ꎬ极具戏

剧性ꎮ
最后ꎬ空间向度ꎮ 网络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实

践空间ꎬ一方面ꎬ网络空间具备空间属性ꎬ卡斯特

在解读网络空间中曾对空间做出极有借鉴意义

的理解:“空间是一个物质产物ꎬ相关于其他物质

产物———包括人类———而牵涉于‘历史地’决定

的社会关系之中ꎬ而这些社会关系赋予空间形

式、功能和社会意义”ꎬ〔５〕空间是一定时间范围内

人们进行社会实践的物质条件ꎬ网络提供了网民

自由书写、赏析争鸣的场所ꎬ作为文化实践的新

型空间当之无愧ꎮ 但另一方面ꎬ网络空间是特殊

的文化实践空间ꎬ相对于稳定而秩序性强的地方

空间而言ꎬ网络空间多变、零碎ꎬ且打破了时空的

统一ꎮ 大量行动者进行着非同一性的文化实践ꎬ

很难用一个标准、一个类型去归纳庞大的文化实

践内容ꎬ任何一主题的文化实践都可能会在短期

内流量暴增ꎬ也可能瞬间被其他话题淹没ꎬ多样

主题涉及人类文化生活的各方面ꎮ 同时网络空

间有空间取代时间的趋向ꎬ这不仅表现为前文述

及的时间压缩中ꎬ打破了时间的线性发展ꎬ还体

现为空间吞噬了时间ꎬ当我们抱怨时间都去哪儿

了的时候ꎬ网络空间正以其独特的吸引力一点点

蚕食时间ꎮ
(三) 脱域性

吉登斯曾用脱域性一词来表达现代社会时

空的复杂样态ꎬ“所谓脱域ꎬ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

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ꎬ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

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 ‘ 脱离出

来’”ꎬ〔６〕吉登斯认为ꎬ能重构时空关系的介质有

两类ꎬ一类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

体系ꎬ正是这些体系编织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

质与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ꎻ〔７〕 另一类是“相互

交流的媒介ꎬ能将信息传递开来ꎬ用不着考虑任

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

殊品质”ꎬ〔８〕网络空间显然兼具两类介质的特征ꎬ
依赖于技术的发展、专业的团队ꎬ充当交流媒介ꎮ

脱域性的实质特征在于ꎬ它代表了网络空间

在同一个时间内ꎬ勾连起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

能力ꎮ 作为虚拟空间ꎬ行动者突破现实处境等实

体因素的限制ꎬ在网络空间重构形象与生活场

景ꎬ进行高度自由、多元的文化实践ꎬ这类文化实

践突破地方空间文化实践的一些规则壁垒ꎬ且传

播更为即时ꎬ文化实践的相关者沟通更直接ꎬ这
也正是近年来很多网民迅速跃为网红写手ꎬ获取

文化资本的重要原因ꎮ 相对于现实空间ꎬ我国

２０ 多年网络技术的发展与网络应用的普及使得

网络已经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资源ꎬ甚至是另一

种器官ꎮ 这不仅体现在人们对于网络的依赖中ꎬ
更深入地体现为网络空间已经实现了虚实转换ꎬ
技术成功地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打通ꎬ这其中

最突出的就是电子商务的发展与视频技术的应

用ꎮ 网络首先是模拟了现实社会的交往关系ꎬ进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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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彻底变更了包括人类文化生活方式在内的几

乎一切实践方式ꎮ

二、 张力凸显:网络文化的风格走向

弹性空间一方面变革了网络文化的实践模

式ꎬ另一方面提供了各种利益介入与博弈的场

域ꎬ由此赋予网络文化张力凸显的风格走向ꎮ
(一) 延伸与截除

弹性的网络空间印证了麦克卢汉经典的媒

介四定律:“技术提升了人的某种功能或延伸ꎻ使
人的肢体某一部分的功能过时ꎻ再现某种神力ꎬ
赋予了我们掌握自然的力量ꎻ推进到一定程度时

就出现逆转ꎬ于是‘机器控制人’或‘人成为自己

技术的延伸’”ꎬ〔９〕 网络空间在延伸人的实践空

间过程中发生逆转ꎬ使得人亦成为网络空间的延

伸ꎬ由此ꎬ形成了网络文化特殊的动力方式ꎬ展现

出延伸性与截除性并存的风格走向ꎮ
网络文化极具延伸性ꎬ人们文化实践的内容

因网络空间得以延展ꎮ 空间的流动性突破了地

方空间的规则限制ꎬ网民聚散自由ꎬ有较为广阔

的表意空间ꎬ诸多次生文化圈兴盛ꎬ各类亚文化

在弹性空间的实践中成为网络文化的重要构成

部分ꎬ于是在网络文化中经常可以看到诸如身体

奇观、另类情感等特殊文化形态ꎮ 多向度网络空

间内时空嵌套式存在ꎬ人们可以凭借网络技术自

由穿梭于古今中外ꎬ领略远古文化、农耕文化、现
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的不同风采ꎬ感受全球文化

魅力ꎬ信息在时空压缩中急速内爆ꎬ网络文化因

此有了更为丰富的文化视野且信息更新快ꎮ 脱

域性空间内虚实同构ꎬ每一个现实事件都可能在

网络空间得到重新地文化书写ꎬ网络文化因而延

伸了人们现实社会文化生活的内容ꎬ这在社会热

点在网上所引发的围观与热议中得到印证ꎮ
网络文化有截除性倾向ꎮ 网络文化试图截

除人们文化实践的思维深度与理性精神ꎮ 网络

文化的实践主体因趣缘聚散ꎬ相对于地方空间同

质性、稳定性的强联系模式而言ꎬ网络文化实践

主体的联系模式属于弱联系ꎬ大家彼此之间处境

不同、信息构成不同ꎮ 弱联系模式与弹性空间的

流动性一拍即合ꎬ这种背景下演绎出的网络文化

往往具有临时性、可消费性强的特征ꎬ而临时性

对应的是碎片化ꎬ不系统不深入ꎬ议题多变ꎻ可消

费性强对应的是博人眼球的文化实践ꎬ有趣的、
有料的才会吸引流动空间内变动不居的人们ꎬ文
化所应有的思维深度遭遇截除ꎮ 网络文化喜好

“围观”ꎬ地方空间的事件在网络空间中成为起

哄的谈资ꎬ网民在流动性与脱域性叠加的空间

内ꎬ话语路径便捷、表意成本低ꎬ在簇拥围观与一

哄而散中ꎬ感性化的认知、主观化的评论经由网

络发酵成为网络文化的构成内容ꎬ消解理性ꎮ
(二) 共享与区隔

在弹性的网络空间中ꎬ８ 亿多网民共同促成

了网络文化的生成与发展ꎬ就整体而言ꎬ网络文

化展示出充分的共享性ꎬ但就局部构成而言ꎬ网
络文化又将看似流动的个体彼此区隔ꎬ展现出共

享与区隔并存的风格走向ꎮ
网络文化具有共享性ꎮ 能够共享的文化一

般需要高度的流行性ꎬ网络文化是通俗文化ꎬ流
行性强ꎬ这得益于弹性空间的流动性ꎬ流动性变

更了人们文化实践的方式ꎬ几乎每个年龄与智力

条件符合的个体都可在网络空间演绎独特的文

化实践ꎬ也可经由网络平台寻找伙伴ꎬ文化趣味

的多样性得到充分包容ꎮ 作为新锐的技术空间ꎬ
移动互联设备等配套技术的应用密切了大众的

信息沟通ꎬ但凡在网络空间进行文化实践的个

体ꎬ其文化成果经由点击可以以几何倍数的规模

扩散ꎬ且弹性空间中对于文化成果的界定并不严

格ꎬ无论是寥寥数字的微小说ꎬ还是搞笑的视频ꎬ
抑或是极富表现力的一个词都可成为网络文化

的构成ꎬ这使得大众的思想与情感外化物在网络

空间高度开放ꎬ由此演绎的网络文化极富共享

性ꎮ 除此之外ꎬ弹性空间变更了现代文明的演进

方式ꎬ几乎所有的文化成果都离不开网络传播ꎬ
由此ꎬ一些之前对于大众而言比较高冷的精英文

化也在技术的应用下揭开面纱ꎬ展现出友好的共

享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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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化具有隐匿的区隔性ꎮ 在我们强调

网络文化的共享时ꎬ常忽视其背后区隔性的一

面ꎮ 作为空间向度的网络ꎬ它是一个碎片化空

间ꎬ不系统不统一ꎬ而流动性更加剧了其变动不

居的本性ꎬ由此衍生的网络文化也充满异质性元

素ꎬ看似具有整体性的网络文化内部充满次生文

化圈ꎬ而每个次生文化圈都有其共享的情感纽带

与话题ꎬ这成为文化圈间彼此区别的重要标志ꎮ
弹性空间在吸引大量异质性元素的同时ꎬ也通过

一个个网络文化圈将流动性的大众彼此区隔ꎮ
而网络空间的脱域性从另一个方面强化了网络

文化的区隔性ꎬ脱域性空间虽然表征着虚实同构

的交往模式ꎬ然而在吸引人们依附于网络空间的

同时ꎬ也将人们与现实生活剥离ꎬ甚至造成现实

生活的失范ꎬ实体自我与网络自我产生矛盾ꎮ 这

从大量青少年沉溺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ꎬ而后将

游戏秩序实践于现实生活的荒唐举动中可见一

斑ꎮ
(三) 赋权与操纵

作为社会文化在网络空间的一种拓展ꎬ网络

文化在对人们进行前所未有的文化赋权的同时ꎬ
也因网络空间各种力量关系的介入而操纵着人

们的文化生活ꎮ
网络文化展示出高度的赋权性ꎮ 这种赋权

性显现在网络文化的生产、传播、消费中ꎮ 在生

产方面ꎬ弹性空间的流动性展示出高度开放的特

点ꎬ突破地方空间的身份区隔ꎬ不同个体可以在

同一个文化圈内栖息ꎬ人人都可能成为网络文化

的生产主体ꎬ在网络文化内容的生产中ꎬ赋予个

体极大的自由ꎮ 而在网络空间的脱域性中ꎬ网络

文化折射出形形色色的“我”ꎬ个体在网络文化

实践中既可以筛选文化信息ꎬ又可以包装甚至篡

改文化信息ꎬ这不仅体现在朋友圈“晒”文化的

选择性呈现中ꎬ也体现在网络恶搞文化中ꎮ 在传

播中ꎬ网络文化的物化成果不存在“孤本”ꎬ经由

若干次的复制、转发ꎬ复本众多ꎬ人们只需借用技

术的优势便可轻松地获取某种网络文化信息ꎮ
在消费中ꎬ网络文化不仅有“广播”的内容与渠

道ꎬ也有“窄播”的内容与渠道ꎬ赋予人们极为多

样的消费选择权ꎮ “广播”是指网络文化凭借多

向度与流动性的网络空间ꎬ在其生成与发展的过

程中带有显著的大众化特征ꎬ能够广泛的传播流

行ꎬ赋予了绝大多数主体更多的文化消费内容与

更便捷的渠道ꎮ “窄播”的概念曾被罗伯特洛

根运用ꎬ用来说明新媒介对专门化口味的满足ꎬ
本文借用此概念指网络文化中的小众成分ꎬ网络

文化生长空间极为包容ꎬ因而其内容繁杂多样ꎬ
一些在地方空间为主流文化所不容的文化形态

在网络空间可以轻而易举地被传播分享ꎬ比如同

性恋文化等ꎬ倘若不讨论文化的价值属性ꎬ单就

文化消费的内容选择而言ꎬ我们不能否认网络文

化中“窄播”现象对个体文化消费的赋权ꎮ
网络文化具有一定的操纵性ꎮ 一方面ꎬ资本

逻辑替代智识逻辑ꎬ操纵网络文化的生产ꎮ 作为

时空向度的网络空间ꎬ充斥着各类商业资本ꎬ其
中网络文化便是商业资本逐利的较量场ꎬ资本从

攫取利益的角度生产网络文化ꎬ使得网络文化的

生成脱离了单纯的网民自发的文化实践模式ꎬ而
成为一种牟利产业ꎬ也正因利益驱使ꎬ加重了网

络文化中低俗、恶俗、媚俗ꎬ甚至违法的成分ꎬ比
如屡禁不止的黄赌毒等ꎮ 另一方面ꎬ网络文化的

内容过于繁杂、更新太快ꎬ操纵着大众的文化消

费ꎮ 时空叠加的网络空间因流动性与脱域性的

介入显得既深不可测又拥挤不堪ꎬ身在其中的网

络文化具有多杂快的特征ꎬ大众在网络文化流

中ꎬ往往因信息超载而丧失意义的容纳能力ꎬ变
得盲目又盲从ꎬ智识能力却不渐长ꎮ 除此之外ꎬ
各类社会思潮经由网络文化的传播而操纵着大

众的思想ꎬ比如消费主义推动大众疯狂的购买ꎬ
境外不良的意识形态在网络文化圈中煽动网民

仇视社会等ꎮ

三、 弹性与张力的变奏:网络文化的价值分析

文化实践的空间转向赋予了网络文化独特

的存在样态ꎬ在弹性空间与富有张力的风格走向

中ꎬ网络文化的价值色彩暧昧不定ꎬ须做出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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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断并予以恰当的价值引导ꎮ
(一)弹性与张力变奏中的双重属性:网络

文化的价值判断

网络文化的价值色彩实质上是亦正亦负的ꎮ
正价值关注的是网络文化中积极性的一面ꎬ积极

性的评价标准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
一是网络文化有助于实现主体的文化利益ꎮ

网络文化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动因是人作为文化

实践主体有文化利益的需要ꎬ文化利益确定了网

络文化的价值地位ꎬ正如黑格尔的经典论断:“凡
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ꎬ凡现实的东西都是

合乎理性的”ꎮ〔１０〕主体文化利益的实现主要体现

在文化利益的创造、交换、分享与消费等方面ꎬ弹
性空间中网络文化极大延伸了主体的文化实践

内容ꎬ生产出兼具“广播”与“窄播”满足双重效

度的文化内容ꎬ扩大了文化的生产ꎬ创造了新的

文化利益ꎮ 流动性的文化实践场中ꎬ网络文化共

享性特质明显ꎬ技术的应用推动了网络文化的传

播ꎬ高速流通的网络文化便捷了主体文化利益的

交换ꎮ 文化实践主体在普泛化、低成本的文化分

享与消费中ꎬ实现了文化利益ꎮ
二是网络文化的存在刺激了主流文化的发

展ꎮ 对于主流文化而言ꎬ网络文化是一个特殊的

他者ꎬ从正价值的角度看ꎬ可将网络文化视为主

流文化身边的“鲶鱼”ꎬ弹性空间中极富张力的

网络文化如鱼得水地生长ꎬ从侧面激活了主流文

化革新的能力ꎮ 一方面ꎬ网络文化刺激主流文化

不得不革新ꎮ 网络文化作为网民在网络空间中

文化实践的产物ꎬ赋权性明显、共享度高ꎬ在发展

过程中与大众文化、资本力量勾连纠缠ꎬ极易流

行ꎬ这一充满活力的文化他者成为挑战主流文化

影响场的竞争对手ꎬ倒逼主流文化在内容的编

码—解码、手段形式的创新、传播路径的丰富等

层面做出改善ꎮ 另一方面ꎬ网络文化为主流文化

的发展创新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资源ꎮ 弹性

空间内人人都可能成为网络文化中的主角ꎬ在大

规模的分享传播中ꎬ网民的智慧被极大彰显ꎬ网
络文化总是充满新意ꎬ成为流行文化的弄潮儿ꎬ

这其中一些表达方式、互动形式可以为主流文化

所吸收、采纳ꎬ当主流媒体频现“打 Ｃａｌｌ”一词时ꎬ
我们不应忘记ꎬ这个词本源自一群青年人的网络

表达ꎮ
三是网络文化中存在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

符合的成分ꎮ 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ꎬ对任何文化

进行价值鉴别时都不应脱离价值观的因素ꎬ与社

会主流价值观相一致的文化就是有正价值的ꎬ反
之则无ꎬ网络文化亦是如此ꎮ 文化是人的本质力

量对象化的产物ꎬ网络文化是网民网络实践的产

物ꎬ网民的现实身份与网络文化的价值导向关联

度高ꎬ在弹性空间中ꎬ网络文化的实践主体流动

性强ꎬ现实与虚拟的交融度高ꎬ地方空间中几乎

所有阶层、所有物质实践在网络文化中都有其投

射的影子ꎬ这其中不乏有弘扬正能量的群体在进

行网络文化实践ꎬ赋予了网络文化一些积极的成

分ꎬ近年来我们时常见到网络文化中有越来越多

对社会热点的积极回应ꎬ便是佐证ꎮ
负价值考察的是网络文化中消极性的一面ꎬ

体现在网络文化中实践主体的异化、审美趣味的

分化、网络文化的超越性缺失等方面ꎮ
一是实践主体的异化ꎮ 主体在碎片化的网

络文化中遭遇碎片化的“我”ꎮ 弹性空间中ꎬ一
切都在流动ꎬ网络文化在延伸与截除中实现了信

息的自由拼贴、拆解重组ꎬ在感性替代理性、部分

超越整体、娱乐取代厚重的网络文化中ꎬ主体的

精神世界很容易被碎片化的文化拆解得支离破

碎ꎮ 主体在脱域性的空间中遭遇虚实身份分裂

的“我”ꎮ 网络文化生成于脱域性空间ꎬ主体在

网络文化的实践中实现着身份的自由建构ꎬ在选

择性呈现与刻意篡改中ꎬ网络文化中的“我”与

地方空间中的“我” 时常错位ꎬ虚实身份分裂ꎮ
主体在充满张力的网络文化中沉溺、迷失ꎮ 文化

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ꎬ主体在兴奋地感受网络文

化的延伸、共享、赋权时ꎬ往往沉醉而不知归路ꎬ
不自觉地被截除、区隔、操纵ꎬ走向迷失ꎮ

二是实践主体审美趣味的分化ꎮ 文化实践

对个体审美趣味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ꎬ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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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栖息于网络空间成为常态时ꎬ网络文化便成

为大众审美趣味引导中的重要因素ꎮ 纵然我们

期待的是大众形成与主流文化审美价值观相一

致的、积极的、立意高远的趣味ꎬ然而ꎬ多向度的

网络空间是力量的较量场ꎬ在不断深化的区隔与

“窄播”中ꎬ在商业资本的运作中ꎬ网络文化的价

值导向发生分化ꎬ暴力、色情、忧郁、阴暗等多重

与主流文化审美价值相左的成分都在吸粉ꎬ网络

文化实践主体的审美趣味在异质纷呈的网络文

化的引导中不断分化ꎬ干扰了主流文化的价值引

领ꎮ
三是网络文化的超越性缺失ꎮ 文化作为人

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ꎬ其功能指向不仅体现

在满足人的文化消费需求方面ꎬ更体现在对人进

行价值规范的引导、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等方

面ꎬ这体现出文化超越性的一面ꎮ 然而ꎬ在网络

文化经由网民的自娱自乐发展为通过商业资本

运作而形成庞大文化产业的过程中ꎬ其消费性凸

显ꎬ超越性缺失ꎮ 自由表意、博人眼球、娱乐快感

等感官化的满足成为网络文化追求的目标ꎬ利润

成为其背后商业资本运作的动力ꎬ导致网络文化

中存在的价值引领、有益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作

用在网民的沉溺与资本滚滚利润中逐渐式微ꎮ
(二)弹性与张力变奏中的主动建构:网络

文化的价值引导

一是以文化人ꎮ 在网络文化的生成与发展

中ꎬ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ꎬ生产的契机与消

费的意愿存在于人的文化需求中ꎬ文化是人的

“第二自然”ꎬ是人区别于普通动物的重要特征ꎮ
然而ꎬ人的文化需求是多元的ꎬ易受影响ꎮ 在文

化需求的多样满足中ꎬ人会习得特定的文化判断

力与文化欣赏力ꎬ进而产生文化选择惯性ꎬ即近

朱者赤ꎬ近墨者黑ꎮ 因此ꎬ需要用先进的文化来

感化、涵化、濡化人ꎬ形塑人的文化选择惯性ꎬ进
而ꎬ在网络文化的消费与生产中ꎬ择其善者而从

之ꎬ择其不善者而改之ꎮ 先进文化在当前集中表

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ꎬ即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ꎮ 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来“化”人ꎬ至少应在两个关键点

着力:其一ꎬ结合大众的生活处境阐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与价值ꎮ 大众为什么愿意

栖息于网络文化中ꎬ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弹性空

间赋予大众极大的文化实践自由ꎬ由此而形成的

网络文化与大众的世俗生活高度关联ꎬ大众也因

此在网络文化的生成发展中获得了高度的话语

权ꎮ 所以面对网络文化的挑战ꎬ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需要在宏伟与细碎间盘旋ꎬ既要有高大上

的价值引领又要有深入世俗生活的大众化品质ꎬ
将文化的超越性融入大众的现实文化需求中去ꎮ
其二ꎬ结合弹性空间的特征与大众的话语方式ꎬ
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编码与解码ꎮ 在

网络成为人们重要生活场域时ꎬ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亦须有游刃于弹性空间ꎬ广泛传播的能

力ꎬ这便涉及恰当的编码ꎬ需要用符合弹性空间

信息流通模式ꎬ且能够被大众话语体系所接纳与

理解的方式来传递博大精深、内容丰富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ꎬ进而在大众群体中实现与编码

者意图相一致的解码立场ꎮ
二是以文化文ꎮ 此处两个 “文” 的指代不

同ꎬ前者指代能够发挥价值引领作用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ꎬ后者指代双重价值属性的网络文

化ꎬ以文化文的意图在于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对网络文化的价值引领ꎬ彰显网络文化的正

价值ꎬ挤压网络文化的负价值ꎬ营造风清气正的

网络文化氛围ꎮ 以文化文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

于ꎬ弹性与张力变奏中的网络文化呈现出双重价

值色彩ꎬ这其中ꎬ正价值与负价值的博弈结果充

满不确定ꎬ正价值为网络文化的可供引导铺垫了

可能性条件ꎬ负价值的出现折射出网络文化亟须

引导的必要性ꎮ 以文化文的实现一方面要增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影响场与网络文化影响

场的同源性ꎬ搭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网络

文化对话、沟通的渠道ꎮ 每种文化形态都有其特

定的辐射场ꎬ有特定的文化生产者与消费者ꎬ而
不同文化辐射场是否发生交集的重要条件在于

文化间的同源性ꎬ网络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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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间的同源性主要表现为网络文化中存在积

极性的一面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要尽可能

地适应网络空间的传播方式ꎬ与网络文化中积极

的成分对话、沟通ꎬ以此为契机将主流价值观融

入网络文化中ꎮ 另一方面ꎬ弘扬主流文化在网络

空间中的影响力ꎬ消解网络文化负价值的影响ꎮ
以文化文的目的不是收编网络文化ꎬ而是为了通

过主流文化与网络文化的对话、交流ꎬ消解网络

文化中的负价值ꎬ引导并规范网络文化在遵循文

化发展一般规律的前提下ꎬ朝着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相一致的方向前进ꎬ通过强化网络空间中

主流文化的议程设置能力与大众化能力ꎬ在正能

量的积累中逐渐挤压、消解网络文化中负价值的

辐射面ꎮ
三是以人化文ꎮ 以人化文侧重于关注人的

实践活动对于网络文化的影响ꎬ以人化文的可能

性在于ꎬ文化实践作为人的类属性的重要表征ꎬ
不仅习焉不察地塑造着人的习性与行为ꎬ同时文

化也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演绎变化ꎬ即文化在

“化”人的同时ꎬ人的实践对文化的发展也产生

影响ꎮ 以人化文的必要性在于网络文化生成场

域的特殊性ꎬ高弹性空间打破了传统地方空间信

息纵向为主的流动方式ꎬ网络空间的信息走向纵

横交加ꎬ可控性弱ꎬ在网络文化的发展中ꎬ代表主

流文化权威的政府对其把关的难度增加ꎬ往往存

在疏漏与滞后性的弊端ꎬ需要有更多的群体来实

现对网络文化的筛选与把关ꎮ 具体而言ꎬ一是广

泛培养主流文化的群众代言人ꎮ 网络文化是网

民的实践产物ꎬ网民中的意见领袖对网络文化的

价值趋向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ꎬ可以选择有影响

力的网络大 Ｖ、论坛版主等人员进行培养ꎬ发挥

他们的影响力ꎬ做好网络文化的价值引导ꎮ 二是

从主流文化实践主体中选择一批权威人物ꎬ塑造

成为大众所接受与热爱的网络明星ꎮ 这实质上

就是在网络空间争取主流文化的流量ꎬ主流文化

的流量越高ꎬ说明其所吸引的人就越多ꎬ网民群

体中实践主流文化的人数越多ꎬ网民对网络文化

价值趋向的正向引导就会越大ꎬ这就是布尔迪厄

口中的场域效应:“物体的能量越多ꎬ对它周围空

间的扭曲就越厉害ꎮ 一个场域里非常强大的作

用物能扭曲整个空间ꎬ导致整个空间都围绕与它

的关系来组织ꎮ” 〔１１〕

总而言之ꎬ“一个新的文明正在我们生活中

形成这个文明带来了新的家庭形态ꎬ改变了

工作、感情和生活方式这个新文明的崛起是

我们生活中最具爆炸性的事件ꎮ 这一事件也是

了解未来的关键”ꎮ〔１２〕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正在

以不可阻挡的趋势缠绕于托夫勒口中“新的文

明”的塑造中ꎬ准确认知并应对网络文化的生成

与发展值得学者们持续的关注与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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