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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技术的出现与飞速发展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的重大影响已经远远超 出了以往任何时代技 术的影响范围 

和程度，尤其是在精神文化层面，与网络技术相伴而生的网络文化成为焦点。本文试图从网络技术产生的背景、主体、技术特 

征、语言等角度展开对网络技术文化特质的分析来揭示网络文化的本质特征，以此说明网络技术与网络文化的深层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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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层面看，网络技术就是把空间上相互分散，而又 

具有独立功能的多台计算机，通过通信技术、连接技术联接 

起来，以实现计算机间的资源共享的技术。究其实质就是实 

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和数据交换的无比迅速和便捷，是信息技 

术革命的产物，它极大地推动了信息化过程，极大地改观了 

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使信息在短时间内实现最大范围的传 

播成为可能，从而节省了时间和成本，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 

类的生存方式。所以有人说，网络技术并不纯粹是科技的进 

步，网络技术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前卫的、时尚的文化，它不 

是虚幻的，是网下的现实，即形成所谓的网络文化。桑新 民 

教授在《探索网络文化视野中的教育新天地》中指出，网络文 

化有这样两层含义：一是指由国际互联网所创造的不同于以 

往文化形态的一种新文化；二是指对网络进行文化思考和文 

化研究。中科院院士罗沛霖进一步指出，电脑网络空间文化 

有两大类：一类是存在于电脑网络空间中大量的数字化信 

息，这些信息大多是传统文化内容经过“数字化”或“信息化” 

而产生的一种形式上的替代品，无更多新特点，并不具备一 

种新文化的基本特点。另一类是由于超文本、多媒体等新技 

术在因特网上的应用和普及，产生出许多全新的文化艺术形 

式，代表了网络文化的本质和特征。罗沛霖院士关于网络文 

化的表述其实是对桑新民教授的第一层含义的深化。本文 

所说的网络文化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正如李克特所 

指出的“技术也应该是一种文化过程”⋯一样，有人进一步提 

出网络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文化的更高层次的发展。 

我认为，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倍受关注的领域， 

“技术一文化”研究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网络技 

术 一文化”作为其子系统实有研究的必要；另外，网络技术又 

因为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它与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和复 

杂。有人甚至指出网络最本质的特征是交流与传播，基于媒 

介的传播活动驰骋于从微观到宏观之间的“技术一文化”广 

阔空间。网络“技术一文化”已超越了以往技术文化的“亚文 

化”地位。因而，使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更为复杂。目前关于 

网络文化的话题很多，但大多是从当前的网络技术文化的制 

度层(主要内容包括网络技术规范及网络运行和使用中的各 

种规则、政策、法规和道德规范)等外围展开对网络文化特点 

的分析，或是对网络进行文化思考和文化研究(桑新民教授 

的第二层含义)。 

本文试图从网络技术产生的文化背景及 目的，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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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网络技术的特定语言及网络技术的本质(从网络文化 

的器物层和精神文化层面的互动分析网络技术 自身所蕴涵 

的文化特质)，进一步揭示网络技术与文化的深刻关联：很大 

程度上网络文化与网络技术是相互决定的，这是一个被潜忘 

的前提。 
一

、网络文化对网络技术的影响 

(一)网络文化是网络技术产生的直接原因及最终 目的 

正如技术的发展永远无法脱离其文化土壤一样，网络技 

术的发展也离不开其文化背景。透过网络的信息技术表层 

结构，可以揭示出其文化特质。 

早期对网络的热衷者是一种具有政治热情，并以一种超 

技术的“文化”思维来对待网络问题的人。早在 1972年《人民 

的伙伴计算机》中就有这样的呼吁“计算机基本上是用来反对 

人民而不是去帮助人民，它被用来控制人民而不是去解放人 

民。改变这一切的时机已经来临——我们需要——人 民的伙 

伴计算机。”【 J因此，伯克利地区的计算机迷建立了名为“资源 

一 号”的“社区计算机公用设施”，并声明：“所有信息的数量和 

内容都是由权威机构决定的，比如出版社、电视台、电台、新闻 

社、智囊团、政府机构、中小学及大学；控制这些机构的正是控 

制我们经济生活其他方面的同一社会力量。他们自上而下地 

传递信息，使我们彼此隔绝。时至今日，计算机技术主要被政 

府以及政府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用来快速存取大量的个人信息 

⋯ ⋯ 这种信息传递的模式使我们相信，控制信息的流动是何 

等的重要”。L2J同时，另一个被称为“社区记忆”的项 目计划把整 

个旧金山海湾地区的小型计算机连成网络，每个终端都和“资 

源一号”的中央数据库和数据处理装置联接，免费向公众开 

放。甚至提出另外建立一套全国性的信息系统，利用 AT&T公 

司的长途电话线路将美国的城市和大学连成一片，创造一个 

“直接利用信息的民主体系。”该项目的理论家之一迈克尔·罗 

斯曼解释说：“社区记忆”项目具有社会和公众参与的性质，它 

毋须对交流的信息作集中的编辑或者控制，它使用户可以直 

接获得信息。该系统与两种盛行的方式截然不同：电子通讯 

媒介是把中心所确定的信息传递给大量被动的听众或观众， 

而控制论技术则集中处理和控制从直接用户和间接用户获得 

的以及为他们提供的信息的预定 目标而形成高效率，消除由 
— 个团体控制双方(或多方)的信息传递所带来的问题。他把 

利用信息的权利交给公众，使他们具有更多的自由。在用户 

当中没有哪个群体有权利比另一个群体更多地获得重要的信 

息。正如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州长所指出的“更多的人用更多 

的时间去收集、分析和处理信息，这是一种与我们所熟悉的完 

全不同的文化现象⋯⋯只要一按按钮，人们就可以得到有关 

决策过程的许多信息⋯⋯信息使人获得平等的权利，它将摧 

毁社会的等级制度。”L2】由此可见，网络技术的产生除了技术背 

景，还有深刻的人文因素，甚至可以说，这种人文因素是网络 

技术产生的直接目标和动力。 

(二)网络技术产生的主体 

有人说网络技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网络精英史，因为可 

以从网络技术发展的历史中找到一大批精英的足迹：从为阿 

帕网的建成作出巨大贡献的鲍伯·卡恩到当之无愧的阿帕网 

之父拉里罗·伯茨，乃至“互联网”之父文顿·瑟夫；从发明了 

“域名系统”(DINS)的保罗·莫卡佩特里斯 ，到编写能够发送 B 

mall程序的雷·汤姆林森和发明环球网的伯纳斯一李；从设计 

出第一个环球网浏览器“马赛克”(Mosaic)的马克·安德里森 

(后又与詹姆斯·克拉克共同设计了著名的浏览器——导航 

者(Netscape Navigator)到发明以yahoo作为用户的助手和信 

息检索器的杨致远和戴维 ·菲罗乃至 因主持开发了“佳娃” 

(Java)而给互联网上大名鼎鼎的太阳公司带来新生机的詹姆 

斯·戈斯林⋯⋯作为网络技术的发明主体，他们在建立和发 

展网络技术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人文色彩，如主体 

目标、意愿、价值趋向等。早期的计算机迷是一群独特的人： 

“不善交际，也不懂人情世故⋯⋯仇视现存事物⋯⋯主张无 

限制的自由，反抗任何形式的束缚⋯⋯政治上的反抗性，科 

幻小说的奇想性，自己动手的自救论和逗乐嬉笑的奇异组 

合。”L3J就象库恩提出的“染缸理论”，毫无疑问，这使网络技 

术的发展史带上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有人说“是他们 

缔造了最初的网络文化”L4J，网络文化首先就是这样一种精 

英文化。虽然互联网已从计算机天才的游戏场成为今天普 

通人也能够随意进出的地方 ，已完全被主流化，但互联网在 

起步阶段的一些基本文化特质仍顽强地保 留下来。6o年代 

后期嬉皮士运动所提倡的自治民主与民主观念奠定了计算 

机革命的基石。这种带有某种危险意味的元政府主义树起 

了反权威的大旗。斯图尔特·布兰德的“信息渴望自由”(in． 

formation wants to be free)指出解放信息是网络的宗旨，今天这 
一 宗旨已成为6o年代自由意志论与90年代风险资本主义的 

一 种奇异的混合物。由此可见，我们目前谈到的网络文化很 

大程度上是这种精英文化的折射。 

二、网络技术对网络文化的决定作用 

(一)从网络技术自身的特点分析 

网络技术具有虚拟现实性 ，交互性 ，开放性 ，而依附于这 

种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多媒体技术的网络文化必然是一种 

现代层面的文化，是一种彻底理性化的数字文化，任何信息 

只有以数字的形式出现才能够被识别、理解和处理。反过来 

说，任何具体的特殊的传统文化只要它能够使自己数字化， 

就可以转化为网络文化。这也决定了网络技术文化或称“路 

径文化的简单性、单一性、可逆行，可重复性。这些都深刻地 

改变着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思维方式与思维习惯。正如美国 

心理学家与计算机教育家西摩·佩琅特(Seymour Pepert，1980) 

指出的“对于一个程序，不会去问它是对还是错 ，而是问它是 

否可以改好。”这对于纠正人们看待事物的非黑即白的观念 

具有潜在的影响。1984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劳伦斯 

科学馆的副主任阿瑟·刘赫曼进一步指出：“程序设计形成了 

计算机文化的脊梁骨。”而在此之前的 1981年 8月前苏联的 

计算机教育家叶尔肖夫(1981)在瑞士洛桑举行的第三届计算 

机教育应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人类生活在一个“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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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与程序设计的技巧不仅仅是 

并行而又相互联系地发展的，而且它们相辅相成，形成人类 

思想的一种新的融合。” 

(二)从技术语言层面分析 ． 

网络技术语言是以wln95为代表的应用技术软件作为其 

基本技术语言框架，但是它的运用范围远远超出了以往任何 
一 种技术语言的应用程度，以至这种技术语言对社会整体都 

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正如《华盛顿邮报》所描述的“不久 

的一天 ，人们终于发现自己生活在一种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安适和方便之中，但条件是必须在这之前向比尔皇帝的软件 

帝国申请签证o'lS．t这要求人民在进入互联网时，必须首先学 

习特定的技术概念，运用某种专门的技术语言，“国际互联网 

已经并正在形成独特的文化类型，这种网络文化类型拥有 自 

己独立的技术语言，自己的思维方式，自主的沟通标准，具有 

极为独特的生存状态o'16]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网络 

时代的文化惶恐和困厄，“滑坡”和“破损”首先就是由“计算 

机技术语言和语境突然地大量地未能很好转换地闯入日常 

生活语言所造成的。”_7 J更有尼葛洛庞蒂所说“在互联网域上 

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英语将成为标准。”(事实上在互联网 

上9o％以上的信息都是英文信息)。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利 

的转移》中说：“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而 

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人的手里，他们 

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 

强大的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发现网络技术无论从其产生背景、 

目的及主体方面都深深地刻有网络文化的印迹，纵观人类历 

史中技术发展的历史，几乎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有其文化因 

素；所有伴随而生的技术文化也都有其技术的某些特征。但 

是，由于网络技术的特殊性，使相伴而生的网络技术文化无 

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与传统文化迥然不同。网络技术为 

不同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政 

治学上称文化冲突和碰撞)将使不同民族、国家在技术、生活 

方式、价值观、文化交流方式与文化流动载体等方面，引起大 

的文化变迁。也许，计算真的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 ，它将决 

定我们的生存。但是谁又能否认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次 

飞跃。“网络技术——文化”这一主题的探讨可谓前路漫漫， 

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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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斯在展开斯氏和怀特理论时，还批评了传统所讲唯 

物史观中过份突现阶级斗争地位和作用的思路。在他看来， 

阶级斗争并非人类社会进化的最终动力[“J。从文化进化的 

终极原因看，从生产力决定性看 ，这一见解不无道理。阶级 

斗争只是文化进化中的一种较短期现象，文化进化的根本原 

因是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 

不是阶级斗争。在社会的发展处于新旧制度交替之际，阶级 

斗争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进化。但是，在 

社会稳定地上升发展时期 ，鼓吹阶级斗争或煽动群体冲突却 

对人类有害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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