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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探究网络文化与人的发展的力作

周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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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网络文化与人的发展》 

 

周溯源 

 

人的发展蕴含着人与文化的互动。在网络文化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及其实现途径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同时也面临

着种种挑战。如何扬长避短，培育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网络文化，已成为网络时代的重要课题。湖南科技大学宋元林教授及其学

术团队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的最终成果——《网络文化与人的发展》一书，现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通读全

书，我感到这是一部比较系统研究网络文化与人的发展的力作，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是立足于“发展蕴含人与文化互动”这一学术判断，把“人与文化的互动”作为研究“网络文化与人的发展”的逻辑起

点。首先，提出人的自为性是文化产生的根本源泉，人的能动性是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人的创造性是文化超越的基本条件；其

次，认为文化对人的发展具有塑造、濡化、调节和提升功能；最后，从社会化、个性化、自由自觉三个层面揭示人在与文化相互

规定中得到升华。这个判断为探讨网络文化与人的发展问题提供了基本视角。 

二是对网络文化的实践合理性和生命力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网络时代，网络文化从生产、生活、交往、组织和思维等五

个方面拓展了人的生存方式；既具有提升人的技术认知能力的工具合理性，也具有提升人的民主精神的价值合理性。对于网络文

化的现实生命力，作者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层面进行了深入考察，指出网络文化催生全球产业革命、深刻改变个人经济生活

和企业发展命运、全方位地影响政府管理和人们日常生活。通过考察，充分揭示网络时代网络文化成为人的发展的主导因素的现

实性与必要性。 

三是紧紧抓住网络文化的特质，揭示网络文化对人的发展正负关系效应。作者从自由民主、认知、伦理、主体性四个层面对

网络文化与人的发展关系进行分析。一方面由于网络及其文化的开放性，带给人们更多自由和民主，赋予人们认知和技术力量，

使人的感觉得到深度解放，主体性和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现实与虚拟、网络帝国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以及数字

鸿沟和网络陷阱的存在，带来了网络行为者的失范和网络社会的无序，产生了网络文化霸权、网络极权主义、网络无政府主义，

导致了数字鸿沟、信息异化、网络交往异化、网络道德理性丧失、自我认同危机等负面影响。正负关系的揭示为克服网络文化对

人的发展的负面影响，使网络文化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设计了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网络文化建设方略。作者以培育指向人的全面发展

的网络文化为落脚点，提出了“促进人的能力发展”、“丰富人的社会关系”、”彰显人的主体性”三位一体的培育目标，设计

了“以网络媒介为中心”、“以网络主体为中心”和“以人的全面发展内容为中心”三位一体的培育模式，构建了“主导”、

“监管”、“创新”、“保障”和“评估”五位一体的培育机制。这为培育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网络文化提供了可操作的范

式，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五是以人为本位，提出了一系列网络时代值得深思的问题和观点。作者以人在网络文化条件下自身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为

中心，使当代文化理论赢得前沿性和前瞻性的学术创新空间，构建起网络时代背景下基于人的自身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同时还提

出了如自由的发展与发展的自由、先进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人文精神与网络文化的结合等问题及其观点，对确立起正确

的网络文化发展理念，更好地促进网络文化的建设与管理，均具有指导或借鉴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网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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