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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矛盾与出路:网络时代的文化价值观》重要的前提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思想，科
学的把握时代发展变化，努力在思想上有新的解放，在实践上有新的突破，在理论上有新的发展。
伴随着世界经济地图的变化，世界政治力量版图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正如“中美国”论创始人弗格森所亩：像美国这样的帝国与所有复杂体系一样，在一段长度未知的时
段里看似运行平稳，然后却在刹那间走向毁灭。
可以预见，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球霸权统治的衰落和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政
治的分化、重组和重建进程将不断加快，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一超独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全
球多极化的趋势难以逆转，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民族国家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
将更加复杂，世界历史由此将步入更加动荡多变的复杂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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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有事您说话”这个小品，就是成功地再现了人的“表演”这一社会本质特征。
 社会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是演员，演出各种各样的戏剧。
美国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帕森斯就提出过“角色”说。
社会系统为人们设定了一定的规范，也就是角色，人们就要按照角色的要求来进行表演。
比如一个男人在家里对着孩子就是父亲，对着妻子就是丈夫，来到单位就成了领导，他就要按照不同
角色的要求来做事，也可以说是表演。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社会学派，被称为符号互动论，这一学派认为，帕森斯的理论过于强调社会结构
的作用，好像一个人总是被动地承担自己的角色，没有主动性。
符号互动论更强调行动者的主动性，认为一切社会行为都是有意义的，行动者在行动的时候，并不是
简单地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行动，他总是要首先设想他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然后，按照他人的这种
反应来行动，社会就是在这种行动者与他人的互动中显示出它的内在结构。
或者说，社会中的人，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有意无意地为他人“表演”，并且在他人的反应中认识自己
，证明自己，实现自己的目的。
不管两大学派如何争论，它们都承认人的社会活动的“表演”特征。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俗语早已触及了社会行为的“表演”特征，如“死要面子活受罪” “打人不打脸
，揭人不揭短”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小品中的小伙子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为了别人的一声称赞硬着头皮表演。
而后两个俗语，实际上说的是对个人“表演”截然相反的态度，“揭短”就是把表演者千方百计进行
的“表演”揭穿，而所谓“马屁”，就是明知道对方“表演”，也知道对方在进行“表演”时所预期
的反映，就主动的把这种反映“表演”给对方。
得到了自己预期的反映，表演者即使知道观众（他人）也在表演，就会欣然接受，因为这正是他所期
望的。
 任何一个社会行为人的表演都不是随便的，表演都是要给他人展示一些东西，同时，也要掩饰一些东
西。
一个社会行动者选择“表演”什么要看社会大环境，而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
当然，社会人在“表演”的时候，也可能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最突出的技能“掩饰”起来。
体育运动中的集体项目的表演特征最为明显。
比如在足球运动中，最能体现出运动员技术能力的是盘带技术，而最有意思的也是带着球，用眼花缭
乱的动作戏耍对方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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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矛盾与出路:网络时代的文化价值观》讲述网络文化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特有的文化力量。
文化生态的变革对政治治理、社会管理、公共领域产生了强烈影响，网络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
主流价值观构成了极大的冲击，放纵和堵死都是不现实的，关键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其
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充分发挥其文化合理性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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