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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0一年北京藏学讨论会论文提要 

 

    在全球网络虚拟化时代，要用网络多元文化共存新角度对西藏文化本质发展趋势加以新的研讨，并

根据现代社会和文化发展主线，合理利用网络虚拟运作模式为西藏明天的多元文化共存提供一个新的虚

拟实在，进而认识这种虚拟运作网络环境新形式将给现代西藏文化事业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革的重要

性。  

    西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因为一方面西藏文化兼容并蓄，积极吸收和接收了周边其他民

族，特别是汉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西藏文化始终是以本土文化为基础，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这

种区域性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宗教色彩相当深厚。西藏文化作为文化的融合点，正是因为它不断吸收外

来不同文化的积极因素，使自己不断得到丰富和更新，形成了西藏文化具有文化自觉的发展文化。通过

考察西藏文化发展的特性，我们认为西藏现代文化将处于多元共存格局。现在的西藏文化正处在一个网

络多元文化共存虚拟转型时期，西藏文化也在进行新的形式交流和转换，一方面要以一种新的交流、融

合形成新的文化变迁，另一方面要做到“和而不同”，通过发扬自身的文化个性达到既保持本土文化的

主流地位又不妨碍加深同当前世界主流文化的交流，确保互联网和其他媒体成为“多极化世界与多边体

系的纽带”。在这个网络虚拟共存发展中，西藏网络虚拟多元新文化应该具有灵活、合作、共享、柔

性、快捷反应、高效输出等素质，要求西藏文化在多元世界里认准先进文化的方向，保持和发展本民族

文化特征，着力弘扬西藏文化，实现西藏文化明天的文化自觉。在网络发展的过程中，要解决文化自觉

和文化调适问题，全面寻找全球网络虚拟新环境中明天的西藏文化多元共存新形式，一是多元强制求

同——转换新形式，二是多元自律存异——共享新形式。当然这种建立数字化图像数据库和科学数据库

共存状态下的西藏文化随着各网页检索接触的深入，共存求异二者便会产生冲突。冲突结果之一：西藏

文化与主流文化可以适应，于是融合，而融合以后，进而产生新的西藏变异网络文化；冲突结果之二；

是西藏文化不能适应主流文化，于是被主流网络文化融化、吞并、陶汰。 

    明天的西藏文化要在这个大环境下积极强化自身的角色份量和参与权利，力求考虑全球文化发展的

趋势，发扬自身的文化个性来对全球化潮流予以回应，为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作出自己文化所能作出的

特殊贡献，在更为广泛的程度上完成双赢或多赢，也就成为西藏文化大发展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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