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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综观此书，我感觉这部学术著作有着十分明显的特点：    一、具有学术研究的前瞻性。
网络媒介既是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介，也是一种崭新的传播方式。
这种以电子为介质的高科技的背后处处呈现出虚拟新文化的形态，而对网络文化传播的研究则意味着
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开拓。
后现代文化是当代西方文化发展的新趋势，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一种新文化范式时代的到来。
作者将两个本属前沿的问题交叉起来进行研究，分析网络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相通性和共同性，探讨
其互动互助的可能与空间，对某些趋势和走向进行了预测，很少有人从这个学术视野做过专门的研究
。
因此，该项研究成果弥补了传统传播理论模式上存在的不足，给网络传播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具有很强的前瞻性与创新性。
    二、学术视野开阔与研究方法科学。
在书中作者运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心理学、审美学、符号学、传播学等学科知识，对
网络文化传播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审视和分析，最终形成了一项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成果
。
在书中，作者将众多学科原理和众多传播理论作为诠释网络文化传播的理论与方法，引用了大量西方
学术思想与流派观点作为参照比较，从早已进入信息时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学者研究的现有成果中汲取
精华，同时又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文化语境进行了全面的解析，使得研究具有很强的学术预见性和现实
意义。
    三、资料翔实并具有针对性。
网络文化的研究是动态性很强的研究，充满了变数，每天都在出现新的网络文化现象，网络中的许多
信息数据转瞬即逝，它不像传统印刷媒介、广电媒介那样易于保存信息数据。
因此，对资料的收集与存储是很难的。
然而，从该书的内容来看，书中列举了大量的、有针对性的第一手资料和最新的事例对所述理论给予
佐证。
同时，作者阅读了大量的相关书籍，参考了上百部文献资料，可见其研究工作是扎实的，研究的成果
是具有科学性与可靠性的。
    当然，著作中的个别观点还可以进一步推敲，有的章节的论述还略显粗糙，整体上还有充实和完善
的空间，但这些并不影响其成为一种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成果。
    张品良同志经过这么多年的刻苦钻研，潜心研究，先后围绕网络文化传播这个专题撰写发表了十余
篇较有影响的学术论文，现在他的专著又即将出版，作为朋友，我内心感到由衷的高兴。
希望张品良同志继续努力，我期待他有更多、更新的成果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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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信息社会与网络文化传播　　第二节　信息社会与网络文化传播的兴起　　信息社会即
是信息化社会，它是在工业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产生的与工业社会根本不同的后现代的新型社会，它
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支柱，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以信息经济为维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主导经济的社会
，以信息文化改变人类的生活工作方式、价值观念与时空观念的新型社会形态。
信息社会的基本要素不是原子而是比特，其主要特点是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数字化、自动化、智能
化、计算机化、虚拟化和网络化。
人类的社会生活世界，不论在外延的伸展，还是在内生式的扩张，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信息化
与网络化，正如贝尼格在《控制的革命》一书中所说的：从本质上讲，信息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认知
方式和知识文化传播机制的出现。
人类本身的每一次较大的进步与发展，都是同人类的新媒介不断创造分不开的，媒介在不断地发生着
变化，新的媒介也在不断地涌现出来，从单一的、平面的媒介不断向多元的、复杂的媒介转换，并日
益影响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人类的信息传播革命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
　　第一个时期，在大约10万年前，原始人类在漫长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区别于形体语言和
手势语言的声音语言。
人类原始的媒介是直接交流的口语媒介，它具有古老性、基本性、直观性、直接性、生活性、亲密性
等特点，有了语言，人类就形成了规范的传播工具与载体。
语言的交流大大地提高了人类沟通与交流的质量、速度和效率，增强了人类的相互联系、相互交往和
相互合作，促进了社会渐进式的发展。
口语交流意味着人类传播体系的第一次媒介形态大变化，它为人类的外部与内部(思想交流)沟通提供
了更有效的手段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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