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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网 络文化是在后现代社会 中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 ,具 有多元性、众声喧哗性和非权威性。媒体时代 的文

学写作强调一种
“
非审美

”
的倾向 ,网 络写作使得个体化写作得到 了最大的表现平 合并提供绝对 自由表达的机会和

场所 ,也 因为无边的写作导致 了文学权威的缺席和意义的平面化。因此 ,知 识分子必须面对网络话语平 台,对
“
媒

体伦理
”
和

“
媒体精神

”
进行哲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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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 ,面对大众文化的播撒 ,网 络世界的勃

发 ,影视传媒的中心主义 ,广 告媒体的经济杈力话

语 ,人文话语和文学知识分子的身份正在发生着变

化。就全球化语境而言 ,传 媒消费主义已然触及到

时代精神和个体享乐的问题。在后现代高速发展的

经济战车中 ,人们基于对社会个体身份和历史虚无

的理解 ,不再将理想主义作为 自己的存身之道 ,而是

将消费主义作为达到世俗幸福的捷径。于是消费成

为获得身份建构 自身以及建构与他人关系的关键环

节 ,甚 至成为支撑现行体制和团体机构生存发展的

润滑剂。消费不再是为了剌激再生产 ,而是在名牌

政治化和时尚崇尚克隆中呈现当代崇洋心态——商

品拜物教和西方中心观念。
“
消费

”
心态观念与

“
西

方
”
名牌政治 ,终于成为一个铜币的两面。

事实上 ,消 费社会已经进人一种文化身份的符

号争斗中 ,商品权力话语消解了高雅文化的壁垒而

与通俗文化合谋 ,轻而易举地通过大众传媒侵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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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的神经 ,将 日常生活作为市场需求和世俗

文化模式设定为当下社会文化的普遍原则 ,并力图

将消费主义作为当代人生活的合法性底线。于是在

哲学
“
元话语

”
失效和中心性 、同一性话语消失后 ,

人们在焦虑中寻找到挽救信仰危机的解救方法。然

而传统价值伦理和审美趣味深度的消失 ,使 得意义
“
表征紊乱

”
成为时代的症结 ,本 能欲望的满足和怂

恿成为消费时代的焦虑 [1]。 可以说 ,大众传媒消

费时代问题的袒露性 ,显示出这个时代的复杂性 ,并

对当代文化深层问题提出了新的质疑 ,警醒人们在

消费社会中关注生命的本真意义 ,揭 开新世纪中国

文化发展导向的新价值尺度。

- 当代媒体中的文字与图像互动

传统美学认为 ,“ 看
”
是一种感性过程 ,属 于感

性认识 ;语言是经过思维和推理过程的 ,是思维的工

具。所以 ,图 像同语言相比要低于语言。今天有人

认为视觉和思维同样重要 ,但 是思维过程中所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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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种心理过程在视觉中同样存在 ,并 不意味着视

觉力就是悟解力。这是因为 ,“ 看
”
只是初级直觉在

起作用 ,由 于初级直觉调动了人一生的积累 ,有相当

部分是对对象的合理把握。但如果要对事物进一步

加以更深人的判断 ,必须有知性与理性的参与 ,仅仅

靠
“
第一眼看

”
的初次直觉是远远不够的。如看达

芬奇的《蒙拉丽莎》,如果仅仅看到一位美丽女性的

微笑是不够的 ,还需要深一层地追问 :在微笑表层魅

力的背后呈现了什么?呈现的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从

神学中心中走出来的精神觉醒 、生命 自证、价值重

估、人的欲求的合法性 ,以及整个西方历史文化背景

的文化心态的启蒙性。可以说 ,技进乎道 ,要 用理性

精神之眼 ,才能看到画面构图色彩背后的精神价值

和文化含义。

有一种说法 ,当 代文化 已经进人
“
读图时代

”
,

这意味着电脑网络、影视卡通、一般图片传播超过了

文字传播的分量。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全面 ,起码文

字在所谓的
“
图像时代

”
仍有其强大的深拓性 、超越

性和感悟性功能。值得注意的传媒现象是 :思 想的

边缘化和学术休 闲化 ,文 字和图像思维兴趣 的分

化——大众在读图 ,而考高学位读高深文字的人越

来越多 ;西方大学注重读原典 ,将时代精神的原创性

(文 字 )和流行趣味 (图 片)分得很清楚。渎图并不

是不可以 ,但读图成为时代风尚而排斥文字内核就

成为了问题。应感受图片之中之后的意义那种无言

之美 ,这些都与文字的意义深拓性分不开。

不妨回到历史看看。人类从
“
手写时代

”
,发展

到
“
印刷时代

”
,现在进人了

“
信息传媒时代

”
。在手

写时代 ,文字的产生曾惊天地而泣鬼神。天地鬼神

之所以为之动容惊泣 ,是 因为文字表现了人类抽象

思维的发展 ,人类从此能够浓缩历史和文明 ,把握事

物的本质。而在信息传媒时代里 ,传 媒的高速发展

带来了图像的泛滥 ,人类渐渐与文字相隔离 ,把对文

字的惊叹变成对图像的玩味。虽然图像的信息容量

大于文字 ,但并不是精于文字 、高于文字、深于文字 ,

而是使人们的阅渎趋向平面化。如一些大学生写先

秦方面的论文 ,不再渎原著而读蔡 自忠漫画《论语》

《老子》《庄子》等 ,其结果可想而知。漫画古典对普

及知识有用 ,却 因简单化、类型化、说教化 ,而使作为

解释微言大义的思想史学术史走人误区。

就人类文明发展而言 ,原 始初民岩画洞画结绳

记事 ,因 为初民文化初开 ;而今天暧昧的手机短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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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手拟好 ,人们只是狂热地互相传播 ,或人物表情图

片已经设定只需挑选其 中之一即可发给对方。于

是 ,思维简单化、自我浅化、幼稚化现象出现了。这

种后现代式的类型化图案 ,被用来表达类型化的感

情 ,于是青年一代的思维就不知不觉从丰富多样性

到了类型化 ,甚至导致知情意——感性知性理性三

者分离。

当然 ,从正面意义上讲 ,图像反应感觉时具有丰

满性 ,扩大了感性的阈限 ,却 萎缩了知性与理性的延

伸 ,使人感觉知性理性未能协调发展。同时 ,一味强

调感性的愉悦 ,还可能萎缩人的价值判断的公正性 ,

使人的心性价值判断变形。如 日本漫画片《蜡笔小

新》将儿童发嗲化、甚至性爱化 ;《 樱桃小丸子》充满

了暴力和血腥 ,在 日本不播而专门针对中国青少年

搞反文化反道德教育 ,使下一代逐渐丧失道德观和

正义感 ;《 南京大屠杀》媒体游戏设计成杀中国人越

多 ,武功就越高强而可晋升一级 ,使孩子们从小就接

受文化暴力观和侵略合理观 ;日 本动画游戏中,中 国

孩子最后只有击落一架中国飞机才能获得成功 ,这

是典型的非正义性。这说明战争的偏见、文化非正

义性、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强者为王、搞文化侵略和

意识形态灌输是多么可怕 ,但 媒体却在图像刺激的
“
好玩

”
中不动声色地完成了这种价值颠覆。

今天大众读图 ,只 是在看而不是深究在
“
看什

么
”
,不去想图像背后的价值观。人们看的是浅化

的图 ,不再调动心性追问,不再思辨和判断。如一位

西方著名雕塑家说 ,洲 际导弹是当代最好的艺术和

图像造型——这已经丧失了起码的艺术精神判断 ;

美国打巴格达的电视画面 ,恐怖主义攻击美国世贸

大厦乃是人类之大不幸 ,然 而却有不少大学生说这

是比《007》更好看的令人激动的
“
大片

”-— 如̄果这

些洲际导弹是飞到他的家门呢?这表明 :思 想的幼

稚化、精神的感官化、艺术的丑陋化、生活的非意义

化成为当代精神低迷的主要表象。

在视觉思维流行时代应该注意非视觉思维层

面 ,这是人类进化的最重要成果。处于
“
图文时代

”

的一些人认为,将来世界是
“
图图时代

”
,文字将在

网络社会中彻底出局。而我认为,文字是不可替代

不可偏废的,将来应是
“
文图时代

”
,文 字仍然要占

据精神原创性和文化再生产的主导地位 ,尤其是大

学生人学上升到应届生 80%以 上 ,或者受过高等教

育的人占全民的们%以上的时候。在我看来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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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文字和图像并重 ,而不是用图像取代文字 ,或者

排斥图像只要文字 ,达到这样一种和谐的境界 :既坚

持文字的语义优先性和意义伸展性 ,同 时又拓宽了

图像的在场性和真实性 ,使媒体文化形式的未来发

展有了新的地基和风格 :注重图文亲和性和整合性 ,

既不像图像中心主义那样抱持着图像的唯一性和平

面性 ,而是不离文字不贬文字 ,坚持文字对图像意义

的提升。反过来 ,文字也不取代图像 ,而是将图像背

后的微言大义发掘出来 ,醒豁起来。

作为跨文化艺术门类的网络文化 ,将进一步把

自己定位为跨文化艺术形态 ,将 文字的
“
意义注人

型
”
与

“
图像感受丰满型

”
整合起来 ,打 破文类的界

限,求异存同,和则双美 ,离 者两伤。更进一步遵循

艺术规律 ,在文图时代将图与文加以新的整合 ,激发

出二者的和谐状态 ,从 而使媒体文化成为文图时代

精神平台。未来媒体文化发展的意义在于 ,在 图文

时代人们不仅有老照片似的怀古 ,也有相当直观的

图像把握能力对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正反面问题作直

接反映 ,使人们在感受新生活和新气象中,注意到图

像所不能达到的文字深刻性 ;关注当代社会发展的

重大转型问题以及转型所带来的心理和情感的新问

题 ,注意生态环境的破坏的恶果 ,呼唤具有绿色文化

生态文化意义的新事物。

二 网络是新世纪文化的新型播散方式

网络在中国呈几何级数增长。信息不对称和不

平衡状态的出现 ,意味着关键性的信息在网上传递

时,第 一世界在英语信息占 90%,在传送与获悉超

量的信息而获得快速的进步 ;而 第三世界在本土信

息占百分之几的情况下 ,传送与获取信息相比处于

绝对劣势。因此 ,“ 好者更好 ,差者更差
”
的杠杆原

理出现 ,使得第三世界在信息方面处于低谷。改变

这一处境的方法是学术精英要进人与西方的正面对

话 ,思考全球范围内的前沿问题 ,同 时 :将 本民族的

文化、思想、信息用英语的方式送出,同 时 ,尽可能地

增加本民族的文化信息传送量和文化含金量。从模

仿抄袭西方文化到创立自身的全新文化 ,使 西方对

东方或中国文化具有全新的认识 ,在具有对话的前

提下 ,逐渐地获得信息对等和平等交流的机会。

中国网络不可能脱离全球网络 ,只 能在全球网

络系统中连成一个整体。但需要注意的是 ,在全球

化中中国不应
“
被化

”
而完全丢掉 自己文化的根基 ,

而是中西
“
互化

”
而形成网络文化的良性互动。这

意味着中国网络正在走向成熟 ,不再背对世界 ,不再

沉醉过去。在传播中阐释中国 ,说明了中国文化在

世界格局中不再是
“
肢体文化

”
,而 正在成为

“
头脑

文化
”
。通过网络传播 中国文化的关键在于 ,不相

信中国将永远落后 ,不相信中国文化永远低人一等 ,

不相信西方文化会成为全球文化 ,不相信中国文化

的未来只是英美 pop文 化的集散地。因此 ,文 化传

播是一种文化互动 ,在 减少文化敌视中的文化过滤 ,

是在文化过滤中获得中西文化双赢 ,是在文化双赢

中达到东西方文化的常态和谐 ,-切文化敌视、文化

霸权都将不再合法 ,一切有效的文化整合、平等的文

化心态 、文化平视的努力都值得尊重。

网络文化是在后现代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文化形

态 ,因 而具有不同于现代性的三个特性 :多 元性、众

声喧哗性 、非权威性。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

清算 ,它要消除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霸权主义、中

心主义而将一种傲慢的知识态度还原为一种平等的

知识对话 ,将一种中心主义的 自大迷恋还原为平等

对话中的新意义产生 ,将 一种过分精英主义的态度

还原为普世性的大众文化。

网络文化应该是整合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的

优良因子 ,再叠加上传统文化的文明碎片 ,创 下未来

文化的新的形态。电脑网络传媒对大众文化有推波

助澜的作用。当然其对人文社会景观有提升和降位

的双重可能性 ,这种变化可以使文化的精英立场丧

失部分空间 ,但 也可以使真正的学术思想获得一个

平台。人们面对 自己的问题会因信息过多而造成某

种困惑 ,甚至由于争论不休而导致杈威消失 ,而 造成

文化断裂。但是 ,不管怎么说 ,网 络使平民的声音能

够发出 ,使得多元对话成为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发

出自己的声音 ,但每个人都不可能成为绝对的声音 ,

而先要学会倾听别人的声音。因此 ,我 们在某种文

化断裂中也可以修复我们的文化裂痕 ,使 网络文化

在国家的政治结构变化中起重要作用。 目前 ,网 络

还处于中低水平运作上 ,在 真正的民主制度建立前

沿思想探讨和高峰对话方面还不足。但网络文化提

供了一个可贵的平台 ,那就是最大可能的平民化、圆

桌会议化、多元多种声音化。这种形式提供了一种

新的民主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有赖于网络文化 自

身的理性和节制 ,以 及网络法规的健全。网络民主

内涵意味着文化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独断声音的消

失 ,而 使对话主义、多边主义、多音对话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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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文化制度的创新 ,无 疑是具有重要 的意义。

当然 ,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从来都是多重联系的 ,从

来都是不可割断的。底层的民间文化往往有刚健清

新的东西 ,上 层文化也有油滑和暮气沉沉的东西。

两者只有在不断摩擦、砥砺、整合 中对 自我加以扬

弃。如何使网络具有一种法制化、有序化 ,成为大众

文化 ,具有美学意义和价值是关键。

网络的法制化很难操作但必须启动 ,一 方面网

络的开放性和 自由性是网络文化具有美学意义和价

值的关键 ,另 一方面网络需要有序化和法制化。这

意味着 ,我 们是在相反相成的矛盾 rP前进的 ,没有不

要法律的自由,也没有丧失节制的所谓开放。应在

自由与法制、开放与节制、感性与理性之间做到某种

平衡。文化创新同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同样重要。

东西方文化对话和平衡是人类从核大战的噩梦中逃

脱的惟一的通道。世界大战将没有赢家 ,这 意味着

只能通过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使人类得以和平生存下

去 ,而这种和平而非冷战的生存 ,其质量赖以彼此的

理解和对差异的尊重。

网络文化有其正负面效应 ,具体表现在 :在 网络

虚拟空间中 ,人际关系处于一种彼此信息不对等的

状态 ,使某些人可以在隐蔽 自己身份情况下说出内

心真实的语言和私人的语言。其正面价值是可以随

心所欲坦言心扉 ,或 发人深思、或启人心扉 、或揭露

时弊 ;其负面价值在于 :产生恶意攻击 、揭露隐私、编

造谎言。同时 ,人 因超负荷的信息堵塞而导致信息

膨胀焦虑症和信息紊乱综合症 ,使 整个社会出现了

信息过剩和人性遮蔽。网络的发展实现了大众的狂

欢 ,在 个性极端张扬的同时 ,也带来了很多问题 ,尤

其是群魔乱舞和娱乐场所化确实令人堪忧 ,尤其是

对青少年而言 ,因 为文字的阅读要经过思想的领悟 ,

而网络图像的阅读则带来 肉身的快感 ,于是快感将

战胜领悟 ,青少年将在快感中忘掉思想和文化而沉

浸在图像的娱悦中。应杜绝网上黄毒 ,增 加文化含

金量 ,强调大众文化中的精英文化因素 ,并使精英文

化具有某种超前的价值存在和观众审美共识 ,只 有

这样 ,群魔乱舞才会变成感性理性统一 ,娱乐场所才

会成为文化空间。

人类文明的发展需要清洁的语言、明晰的逻辑、

令人感动的叙事、对他人存有善心的期待 ,才能够凸

显网络文化的品味和趣味。一切丧失品味和趣味的

对话和攻击都近乎无聊 ,一切无聊的话题无论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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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津有味地谈论都只能是苍白 ,一 切苍 白都只能说

明对网络责任的逃脱。在我看来 ,网 络文化将在未

来世界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分量 ,我 们要学会适应

它 ,充实它。在这个平台上 ,没有人会愚蠢到去反对

它 ,也没有人会轻飘到去仅仅娱乐它。它的重量将

在未来的岁月中逐渐显示出来 ,而 这种重量是传承

的文化的重量 ,是交流的对话思想的重量 ,同样也是

文化论战的前卫意识的重量。希望这个平台成为人

类沟通你我他的平台 ,同 时也是使每个个体提升 自

己心性的平台。

三 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网络话语平台

知识分子离不开传媒 ,甚至可以说 ,正是印刷媒

体的出现 ,才使得知识分子得以冲破中世纪神学和

贵族权力的控制 ,成 为 自由思想的精英。如今 ,在这

个媒体平台遍及世界的时代 ,知识分子还不能消亡 ,

起码 ,这个媒体平台上运行的语言、叙事、话语、思想

还应该以知识分子为基点。尽管有的知识分子已经
“
突围

”
而进人大众话语狂欢中 ,但这仅仅是个体的

选择 ,并不成为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
“
集体逃亡

”
的

写照。在我看来 ,知 识分子不仅在于其专业成就 ,而

且在于其独立精神、人间情怀、反思立场和超迈精

神。知识分子可以用传媒来传播 自己的思想 ,同 这

个平台进行充分有效的合作 (罗 素、海德格尔、伽达

默尔 、哈贝马斯、德里达等 同传媒都成功地合作 )。

如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曾经同出版商、报人 、广播电

台打交道一样 ,在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除了在大学

讲堂上讲授思想学术 ,还可以接受电视采访 ,在各种

媒体讲演 ,在网络解答网友的问题 ,甚至在数据库中

成为今 日大学远程教育的良师。

知识分子不可能拒绝传媒。说到底大众传媒是

中性的 ,低俗或者错误的东西可以在上面大行其道 ,

高妙而健康的思想也可以有 自己的广泛受众。因

此 ,学者与传媒如果出于经济炒作和政治动机的合

作可能是一种
“
合谋

”
,并 不可取。而学者与传媒如

果是传播独到的思想、重要的理念、战斗的檄文和对

重大事件的文化态度 ,那么 ,传媒就将成为社会的良

知和价值公正的表征。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标志着

社会的进化 ,使得社会各阶层都能减少信息垄断而

正当地获得 自己关注的重要信息。同时 ,人们还能

从知识分子具有世界眼光和人文视野的言说中 ,看

到他们为大多数人说话和为民族的根本利益着想的

知识修为和道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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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一味地在媒体上播撒一些欲望化、世俗

化、消费化观念的知识分子也并不少见 ,这必然引起

大众和知识分子关注和批评。在这世俗化浪潮的扩

展下 ,精英文化的高雅终于抵挡不住世俗功利文化 ,

传媒在强有力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话语怂恿下 ,

变得可以替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而直接成为大众消费

欲望的推动者。人的异化现象严重 ,盲 目从众趋时

的倾向成为社会心理主流。因此 ,知 识分子除了运

用传媒传播思想以外 ,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对这个

传媒平台加 以修理和维护——坚持不懈 的批判精

神 ,对大众传媒出现的问题进行哲学层面的追问和

人类文化前景透视。社会学家默顿说 :“ 知识分子

与政治的蜜月往往是短暂、粗鲁和别扭的。
”
这意味

着 ,知识分子不仅要注意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还需注

意与传媒从业人员在血统上的亲缘性 ,以 使 自己保

持清醒的学术眼光疏离
“
传媒的炼金术

”
。只有这

样 ,知 识分子才不是畅销书写手 ,才不是变体的广告

商 ,才能够具有比普通受众更强的文化病毒免疫力 ,

才能使批判声音在传媒上正常发出并产生共鸣。只

有知识分子和传媒的关系破除了
“
合谋

”
以后的正

当性 ,知 识分子的媒体言说才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批

判精神和价值重量。

今 日世界的
“
数字化生存

”
绝非技术问题 ,而 是

更多地承载社会公共伦理和文化良知——媒体哲学

的反思是对
“
媒体伦理

”
和

“
媒体精神

”
的反思。电

视论坛可以最快最广地传播学者思想风采 ,网 络可

以建立学者思想库而成为
“
网络思想史

”
,使得思想

的自由表达远远超过纸介媒体。众多媒体访谈可以

使受众在第一时间了解学术大师和知识精英对世界

重大事件的基本看法 ,并 可以通过各种媒体方式反

馈 自己的意见。无论如何 ,思 想的多元局面比一元

专断更加合理更加人性化 ,媒体带来的宽松 自由的

公共领域对话和真实互动
“
主体间性

”
交流平台 ,使

媒体信息生产同日常生活相比 ,更 能对受众思想和

精神文化生活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 ,并 有可能形成

公众舆论和干预社会政治和文化进程。

当代法国社会思想家皮埃尔 ·布迪厄 (ΠeⅡe

Bc,urdieu)认 为 :经济对人文和科学研究的控制在学

科中变得 日益明显。知识分子发现 ,他 们越来越被

排除在公共论辩之外 ,而越来越多的人 (技术官僚、

新闻记者、负责公众意见调查的人、营销顾 问等)却

赋予 自己一种知识分子权威 ,以行使政治权力。这

些新贵声称他们的技术或经济一政治文化具有超越

传统文化 ,特别是文学和哲学的优越性。传统文化

发现 自己被贬到无用雌伏 的地位 ,传统式的知识分
ˉ

子的预言功能被抛弃。
“
这一套机构只是电视行使

了一种形式特别有害的象征暴力。象征暴力是一种

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

力 ,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 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
⋯⋯电视成了影响着很大一部分人头脑的某种垄断

机器。然而只关注社会新闻 ,把 宝贵的时间浪费在

空洞无聊或者无关痛痒的谈资上 ,这样一来 ,便 排斥

了公众为行使民主权利应该掌握的重要信息
”
[2]

(14-15页 )。

这提醒我们 ,在多元文化中 ,知 识分子对媒体操

纵者和媒体集团垄断者的警惕并非多余 ,因 为 ,如果

跨国传媒集团垄断了越来越多的传播渠道 ,这 种趋

势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生活将会产生怎样严重

后果?会使得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文化鸿沟

撕裂到怎样的程度?会使得东西方文化对话成为怎

样的不对等局面?在我看来 、知识分子在传媒时代

的哲学思考刚刚开始 ,然 而 ,这 种媒体哲学的思考 ,

是这个时代学术良知尚存的标志。

四 对网络文学与媒体杈力的生态价值反思

资本主义的全球文化扩张已经形成 ,文化媒体

帝国主义正在制造当今世界新的一元话语——全球

化话语 ,全球资本主义化中的跨国媒体问题 ,全球资

本主义即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扩张。一般而

言 ,跨 国公司生产信息 ,地方媒体负责传播信息 ,但

是从根本上说是跨 国控制着整个系统 ,它通过操纵

金融领域和广告业 ,给 地方媒体 系统强加上一个
“
生产一财经

”
的

“
钳形攻势

”
”尽管这也容易导致民

族主义和公众力量的有敌意的反弹。新的传媒技术

加速
“
跨国化

”
的过程 ,但也使得其他新的传媒形式

产生 ,这些只能以跨国化的对立面 ,即 民族主义/大

众特色这一极来定义。以通讯 自身来定义它们(如

规模 、技术、政治 )是偏颇的 ,因 为它们在 自已的活

动范围内都很少能战胜大众媒体。它们的真实意义

是 :找 到传媒的
“
反霸权空间

”
。在世界各地 ,-直

都有少数人批评本土版本的消费主义及其背后的文

化意识形态 ,但是只是在最近 ,消 费主义才被理解为

一个全球问题。这样提出问题 ,已 经不再是对消费

主义本身的直接抨击 ,而 是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对上

文所述的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抗议。这样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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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结果之-就是呼唤一个新的世界信息秩序。

在对私人空间或身体欲望重视的同时 ,同样有

个
“
度

”
的问题 ,丧失了这个

“
度

”
,就会从有效的意

义逆转成为丧失了合法性的无意义行为。自我的身

体性是存在的真正行为主体和意义主体。关于身体

欲望话语 ,当代媒体无疑是有新的开拓的 ,但或许从

身体和性爱看人性 ,以 及表现这种欲望的疯狂和冲

突还不够。因为问题还在于 ,对
“
身体

”
和

“
欲望

”
的

过分强调 ,可 能会逾出对生命本体生命感觉的正当

伸张的限度 ,走 向绝对化私人系统的不可沟通性。

如何从更大的跨国或世界文化视野审视自我的
“
文

化身份
”
和

“
精神禀赋

”
,以 及 自我的真正存在意义

和生命归宿 ,似乎还可以再讨论 ,甚 至还可以从
“
自

我身体
”
和

“
他者身体

”
人手进行深度描述 ,或 许别

有洞天。当代影视传媒 (包括广告)对 自我的身体

性作为行为主体意义的强调 ,甚 至对
“
身体感

”
和

“
性

”
的过分张扬 ,既重要又危险。重要在于这是对

生命本体的正当伸张,危险在于容易绝对化而为人

(欲望者)张 目。

可以说 ,媒 体时代的文学写作强调一种
“
非审

美
”
的倾向。在感性骚动之中 ,“ 除了对精英艺术的

绝然拒斥外 ,在美学方面并未产生任何持久的变革。

除了其
‘
革命

’
热情以外 ,其政治观点也只不过是书

卷气十是的老生常谈
”
[3](p.6)。 理论观点的旋生

旋灭成了后现代魔幻动力的正面显现 ,甚 至
“
代

”
的

观念 ,已 从 30年为一周期减缩到 10年。新流派迅

速崛起 ,又迅即烟消云散 ,一代一代人的写作在数量

上的更迭替换了质的变化。这一问题值得中国学界

重视。当下 ,网 络文学写作太多的急功近利、太多文

化短期行为。

在媒体文学书写中,我们需要弄清 :网络写作的

主体的匿名状态尽管因为作者隐身而赢得了自由 ,

但是集体的隐身状态使得写作的公正性和人文署名

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σ对于没有身份的

写作读者很难有发自内心的首肯 ;同 时网络写作的

内容无所不包而遁人
“
无物之词

”
,使媒体写作全面

更换了主体并丧失召唤读者接受符号信息之间互应

关系。正如博德里亚所认为的那样 ,媒 体假定了语

言和真实客体之间的非关联性 ,在 能指的随意串连

行为中舍弃被指涉物的真实 ,而只是在语词与意象

间勉强架起的陌生化的意义建构。于是
“
仿像

”

(simulacmm)、 “
内爆

”(汕plosion)、
“
超真实

”
(hy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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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reality)、
“
消费

”(∞nsume)、
“
致命

”(deadliness)

等[4],成 为网络时代的文学地盘做大而精神做小

的写照。这促使我们关注着一个事实 :网 络上的文

学精神产品创作的印迹越来越少 ,而 文字流动和感

觉遭遇式的写作成分越来越多 ;文 学经典或写作和

阅读正在媒体平面写作 中被消解 ,其写作方式和阅

读方式在作者和读者那里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偏

移 ,这种泛写作和随意浏览造成了读与写之间的交

流与沟通的随意性和偶然性 ;互 文本的无穷链接式

的阅渎对写作的无边语词搜寻 ,意 义在昙花一现的

流逝中成为下一个文本和意义的连接耦合 ,瞬间的

偶然点击只能在互文本的海洋中越行越远 ,出 自无

心无神无意的文字邂逅成为网络文学的泛文本交流

模式。

网络写作使得个体化写作得到最大的表现平台

并提供绝对 自由表达的机会和场所 ,也 因为无边的

写作导致了文学权威的缺席和意义的平面化。这种

文学写作不再将文学本身的精神意义作为主导 ,而

是将 自己的感性欲望和内心压抑宣泄释放 ,这必然

使写作与非写作的界限归于消失 ,写作和不写作最

后将没有区别 ,那 种传统写作的
“
不朽的盛事 、经国

的伟业
”
,在 媒体写作中成为历史 ,写作不再是生命

意义的锲人 ,而仅仅是无法经由其它生命方式得到

化解的自我倾诉冲动 ,是 在内心的欲望召唤中的无

法停息的文字把捉和键盘操作 ,于 是在一片捧声或

者一片骂声 中 ,展 开新 的文字 围剿和文字引诱
①
。

面对这种写作 ,传统写作的精神直观正在无限萎缩。

不管怎样 ,网络文化将在未来世界中具有越来

越重要的分量 ,它的重量将在未来的岁月中逐渐显

示出来 ,而这种重量是传承的文化的重量 ,是交流的

对话思想的重量 ,同样也是文化论战的前卫意识的

重量。希望这个平台成为人类沟通你我他的平台 ,

同时也是使每个个体提升 自己心性的平台。因为 ,

丧钟为谁而鸣?不是为他人而鸣 ,而是为我们每个

人而鸣 ,因 为 ,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死亡的-部分 ,

而其他文化的死亡也是我们文化死亡的一部分。人

类具有了将人类的苦乐放在心上的深层意识 ,人类

就会变得成熟 、健康和充满阳光。相反 ,人类就会在

彼此敌视冷漠中 ,在 网络的价值平面中滑行 ,而丧失

人类丰富的可能性。我想 ,地球存亡、未来发展、精

神生态、人类远景 ,在我们每个人敲击键盘的反思和

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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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①诸如美女作家、木子美之类的身体写作或展示等,皆是这种理论的实践者,甚至就是先于理论的践行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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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Position and Future■ Or虽enta笆￡on oF Web甘 CuⅡture

WANG Yue-chuan
(Chinese Institute, Peking Universi1y. Be刂 ing, Be刂 ing100871, China)            ·

Abstract:The web culture is a kind of cultural for1η  growing in post△⒒odem society, of diversiscaˉ

tion, connicting voices and non-authority。  The literature writing in the media age emphasizes the trends

of nonˉ appreciation of beauty。  The web writing provides individual、 ři1ing with a displaying platform and

the oppo⒒unity and space of completely free expression, but also leads to the absence of literary authority

and the planeˉ becoⅡling lueaning for its boundless writing。  Therefore, the intellectuals Ⅱηust face with the

platform of web communicauon and make phⅡ osophic renect upon‘
‘
rnedia moral’

’
 and“ media spir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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