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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网络传播正在向全球蔓延。
网络传播正在向我们的生活渗透。
网络传播在成长过程中正逐步形成自己的网络文化。
网络传播也使现存的文化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拿网络语言来说，一方面，目前互联网使用的语言
仍以英语为主，八成以上的网页都是英文的，绝大多数网民都使用英语；但是，另一方面，据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本世纪初的预测，随着互联网的日渐普及，到2003年有1／3的网络使用者在线上使用非英
文。
到了2007年，中文将能超越英文成为全球互联网使用最广的一种语言。
这对于中文使用者和中国文化来说，似乎是一个喜讯。
然而，在中文日益增多的互联网使用者中，一种适应网络在线聊天等即时网上交流的网络语言却悄然
兴起。
在网络论坛和聊天室里，一些规范与不规范的汉字同各种英语字母、阿拉伯数字和图形符号等杂糅使
用，让非网络一族看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云；一些畅销的网络小说里充斥着“美眉”、“青蛙”、“
菜鸟”之类的网络语言，并被印制成图书、杂志在市面上流行。
难道一脉相承流行几千年的汉语、汉字这一回真的要面临网络语言的革命？
这仅仅是网络传播将全方位影响我们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而刚刚显露出来的一个苗头。
网络传播还将影响或改变我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方式和交流方式。
在“非典”时期，网络传播曾表现出非常特性。
网络视频跨越了“非典”病毒为面对面人际传播设置的“雷池”，一方面可以让传播双方看到对方的
音容笑貌，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病毒的直接传染，填补了“非典”时期面对面人际传播的空白。
网络教学、网络购物、网络上班也随之应运而生。
不仅如此，网络传播正在逐步凸显出来的最大特点是，可以把人类既有的各种类型的传播方式集合到
一个面向全球的传播平台上，实现独特的综合传播功能。
在这个综合传播大平台上，人们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各种类型的传播，既可以进行两人之间的“点对点
”（面对面）传播，也可以进行个人对群体（小组）即“点对群”传播，还可以进行个人对大众、对
社会的“点对众”传播，“众对点”传播，“群对点”传播，“群对群”传播，“群对众”传播等。
也就是说，过去相互之间界限分明的各种形式的人类传播都可以打破彼此之间的传统壁垒，借助网络
传播这个大平台无障碍地进行，甚至进行得比过去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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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互联网的触角延伸和网络传播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覆盖，日渐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孕育出
数字化时代新的文化形态，对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正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本书从网络传播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上，阐释第四媒体对我国社会政治、经济、信息、伦理、教育、艺
术和传统文化等的影响，描述了网络文化的存在形态和发展走向，是我们认识网络社会文化变迁的一
面窗口。
    全书以文化全景的视角，融知识新颖性、学术创新性与理论系统性于一体，适合作高校开设的跨专
业通识课程和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教材，也可满足广大普通读者了解和掌握网络传播与社会文化知识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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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网络与网络文化  第一节  面对数字化生存    一、数字时代的来临    二、数字化生存的实质与特
征    三、数字化生存的负面性  第二节  网络传播与现代文明    一、网络传播及其特征    二、网络传播对
现代文明的继承与超越  第三节  网络文化的形态特征    一、网络文化的定义    二、网络文化的形态特
征第二章  网络传播与文化发展  第一节  网络传播与文化转向    一、从现代走向后现代    二、从理性走
向感性    三、从精英走向大众  第二节  网络传播与传统文化    一、作为生活方式的传统的死亡    二、作
为心灵文化的传统的复活    三、凤凰涅槃：文化传统的再度认同  第三节  网络传播中的文化冲突    一
、全面霸权：从语言到文化    二、虚实之间：个性的文化喧嚣    三、地方化还是全球化：利益的栅格
线第三章  网络传播与信息  第一节  网络时代的信息革命    一、技术升级    二、形式汇流    三、内容专
业    四、企业整合  第二节  网络时代的信息资源    一、IC产业    二、互动业务    三、电子出版  第三节  
网络时代的信息环境    一、信息安全    二、文化安全    三、网络信息社会第四章  网络传播与政治  第一
节  网络传播对政治的影响    一、打破信息控制，解构政治话语权    二、电子化政府与施政方式的变化 
  三、网络传播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第二节  网络传播下的政治转型    一、网络时代的权力变化    二、网
络虚拟政治    三、网络电子政务    四、网络国际政治  第三节  在线民主的意义与局限    一、在线民主及
其特点    二、在线民主的意义    三、在线民主的局限第五章  网络传播与经济  第一节  互联网上的新经
济革命    一、对网络经济概念的理解    二、网络经济的一般发展规律    三、网络经济的基本特征　第
二节  网络传播的经济杠杆    一、网络传播兴起的经济背景    二、网络传播与国民经济信息化　第三节 
网络经济发展前景    一、网络经济神话    二、网络经济新规则    三、网络经济泡沫及其反思    四、中国
网络经济发展前景第六章  网络传播与教育  第一节  知识与电子化学堂    一、什么是知识　　⋯⋯第七
章　网络传播与艺术第八章　网络传播与伦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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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是虚拟技术的发展，形成人类的想像力所难以企及的虚拟现实，这就为电脑网络中体验文化的主体
带上了虚拟性。
在网络空间，我们可以虚拟我们自己的身份，“在互联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而且他
们也不知道你在哪里”。
有研究者认为：“尽管网络有着军事的起源，但是它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空间，没有一个人管辖它，
没有一个人控制它。
并且互联网使用者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自由地漫游网络。
”②因此，网络文化的主体可以自由地虚构，这导致主体的多样性与不稳定性。
在印刷传播阶段，“自我被建构成一个行为者（agent），处于理性／想像的自律性的中心”，而在电
子传播阶段，“持续的不稳定性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③。
一个网络主体可以进行男女性别的虚拟，可以进行年龄的虚拟，可以进行语言风格的虚拟，无所不能
，无所不往，但是这不会成为现实，仅仅是一种虚拟。
在网络聊天、电子短信、电子邮件等活动中，活动的作者或者主体有时是匿名的，通常用的是假名，
几乎总是陌生人。
按照德里的看法，“这就是无实体交流的混乱所在。
这是一种借技术而存在的后现代多元文化的身份景观。
它没有性别、种族之差，也没有其他的问题建构.。
在网上，使用者脱离了生物的、社会文化的决定因素而自由飘荡”④。
所以网络文化给我们以尝试的可能性，但这是一种虚拟性的尝试，是一种想像的满足。
尤其是，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人在网络计算机上的各种感觉的输入会完全与通常的感觉输入没
有区别，人的意识完全被转换为虚拟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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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今年是中国加入国际互联网10周年，我国网民总数已逼近9 000万，居世界第二位。
不管纳斯达克的风云如何变幻，互联网作为时代的标志已经为这个世界构筑了一道新的景观。
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传播工具和社会力量，网络在打破传统的国家政治、区域经济和地缘文化的同时
，为人类营造出了一个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开放性虚拟空间；作为信息文明的使者，网络的出
现给我们设置了一个体认世界的新维度；作为世界新经济的号角，数字化网络的广泛应用使得技术进
步和知识扩散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而作为一种新文化的载体，网络传播的技术力量正在成
为社会文化洗牌和文化重构的风向标及催化剂。
这本小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图一底”背景中成型的。
当然，涉足网络传播与社会文化领域还有自己的学术背景。
我从1999年开始关注网络文化现象，我所在的中南大学文学院在全国高校率先成立了网络文化研究所
，并成功创办了湖南省网络文化研究基地。
我在这一领域主持完成过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十五”规划和省社科项目等7个研究课题，先后出
版了《网络文学论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和《网络文学本体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
版），主编了“网络文学教授论丛”（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在这一领域发表了50余篇系列论
文。
本书是我在这一领域的第三本小书。
它们和我即将面世的《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道，构成我在这一领域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
数字化技术“魔杖”的巨大影响及其对社会文化的全方位渗透，使得网络文化日渐成为一个庞大的文
化族群，而互联网触角延伸的传播方式和众声喧哗的自由模式，正全面改写原有文化构架的成规，从
政治、经济、教育、艺术、伦理、信息、文化传统等各个侧面实施“格式化”的文化修辞，重新打造
高技术时代的文化传播学与文化社会学。
其不一样的姿容与品格，期待人文学者给予更多的关注、体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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