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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汉语流行音乐网站的编辑管窥及音乐网站编辑的应有视野 (下) 

     内容提要：互联网作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传播媒体，为音乐和音乐传播带来了空前广阔的发展天

地。本文 (其上篇见《黄钟》总第62期)从音乐编辑角度对互联网上当前汉语流行音乐网站现状作了抽样网页描述和

一定的分析、评述。并就音乐网站建设中音乐编辑所应具有的文化视野和知识结构提出有待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及一定的个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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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音乐编辑的传播学观照  社会科学的研究正朝着综合方向发展，“传播学即是各门学科联系的基础”。

[7]社会化传播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以人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研究人际之间、群体之间、组织之间、国际之间

的信息传递过程以及言语、非言语的传播行为和文化。传播实践中应遵循其自身规律。正由于信息的传递性、时效

性、累积性、共享性、无限性以及客观性、目的性、开发性、普遍性、科学性、替代性、可编性等基本特征，又构成

了信息的复杂性。正由于信息在传播中成几何级数的增长，才赢来了人类文明的加速发展。据测算统计，“人类社会

迄今为止获得的全部知识，90%以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的。[8]” 

  网站编辑需全面、深刻认识传播规律和现代传播理论。“网络合作已经存在了三十亿年之久[9]”，这是当代思想

家布洛姆(Howard Bloom)的考察视域和结论。在广义“网络”的意义之下，这里着重强调网站音乐编辑要充分理

解当代传播学上网络传媒带来了人类文明的革命性发展，其“革命性[10]”的含义。 

  传统的大众传播过程集中体现为“信源”、“媒体”、“受众”三者之间的相互地位和作用，是单向的、点对面

的传播。公众只能被动处于受众的角色，其信息反馈、个性创造意识和互动意识无法得以及时实现和发挥。网络传播

提供了多向信息交流的平台，使双向及多向的点对点、点对面、面对面等交流方式得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过往传播者

说：“我们给什么，你就有什么；我们什么时候给，你就什么时候有。”公众接受了这个传播态度和逻辑。但它已不

能适应新的传播模式。在新的传播模式里，公众要求“我只要我想要的，而且我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有。”现代电

子网络，即由统一的数字化信息连续运行在一系列互相连接的节点上，构成纵横交错的组织或系统，从而完成信息的

播发、传递、接收、再生。网络传播集所有传播媒体之大成，将动画、图像、声音、文字、图表等介质合融一体，给

受众以全方位的、多维的信息。传播效果更具直观性、形象性、综合性、全面性。信息网络的发展正呈现电信网、广

播电视网、计算机网三网融合的趋势。网络传播打破传统传播的时空限制，扩大了传播范围，提高了传播时效。200

0年1月10日，美国在线(AOL)公司收购了老牌企业世界上最大的媒体公司时代华纳(Time-WarnerInc)公司，[11]

令世界为之震惊，它标志着现实世界开始向网络世界低头——传媒的主导权从以电视、报刊为主的传统媒体转移到了

网络媒体手中。 

  “具有现代文化特征的大众文化、信息文化、商业文化等等，它们的走向受到媒体的影响，反过来又促成了传播

文化的形成。”媒体由“社会多元文化构成复合体，因而有极强的开放性”[12]。也正因此，“传播对于文化的影响

从更深一层意义上讲，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13]。网络传播使传统的传播方式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全新的变

化，改变了人类延续几千年的阅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信息网络化引发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新的生产模

式、传播模式、服务模式必然实现信息、知识、技术与文化的一场革命，推动社会经济增长和文化发展。人类传播包

含了很多相互连接的系统。任何一个系统的状态都依赖于与之相连的另一个系统的状态。“介于两个系统之间的连接

点或界面，是某个守门人的位置。守门人将信息过滤，筛选出哪些信息从此通过，决定何时发出，并将其装饰为什么

样的面目、神色发出。[14]”无疑，网站音乐编辑要以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目标来面对自己的任务和责任。 

  网站音乐编辑的社会学观照 社会学的考察对象和范围，决定了其理论成果与生俱来地也成为文化范畴下音乐

网站所诞生、成长的客观、现实土壤。充分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立足于社会学的考察结论，是发展文化网站建设的

理论依据和坚实基础。 

  全球标准互联网用户调查和分析权威机构Nielsn/NetRatings近日发布一份互联网趋势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大

陆有5660万人可以在家中上网，居亚洲第一（已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这还未将网吧、办公室上网人数统计在

文章编号： 1003-7721(2003)02-0024-06



内）。互联网中国新订户每月增长率为5%—6%，位居全球之首。家中上网以年龄在16岁至34岁之间的网民为上网

主导人群。16岁以上的网民当中，有80%以上的人每周上网次数达两次以上。上网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有“下载音乐

和收听在线音乐”项。同时该报告还显示专家分析，影响中国家庭上网的首要原因就是“中国网站太少，网上内容不

丰富，服务不完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曾公布了一份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中国的因特网：是一个

“青年网”，88%上网者为35岁以下；是一个“高学历网”，上网者学历分布本科以上52%，大中专46%；网民

收入相对较高。网民对包括网上学校、在线有偿信息服务、网上娱乐服务、在线点播服务、虚拟社区等在内的文化服

务内容充满希望。[15]显然，这些调研数据和信息为汉语音乐网站建设增强信心的同时，对本站远期规划和近期调

整、改进都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准确有效的调研更要遵循系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深入、科学是社会学成果的保

障。谢尔·霍兹对网上“点击率”就报以冷峻的态度视之：“点击次数除了告诉我们服务器有多忙以外其它什么问题

都说明不了。”严格来说访问人次的多少不能说明访问者是否获取了他所需要的内容，“我们既不知道他访问后是否

满意，也不知道他是否属于我们想要吸引的公众”。[16] 

  有了对受众的全面调查、统计和深入分析，才能了解受众的基本特征，他们的价值取向、心理特征、文化品位、

经济条件等，以进一步认识人类社会各种价值判断、意识形态、话语系统、思维方式、审美倾向等在一个新型的虚拟

世界体系和自由环境内不断冲撞。社会学“科学地、系统地探讨社会生活的一般规则及其运动，发展的规律和与自然

的关系”，是一门“人类共同生活”，“人们互相影响的学问”。[17]因此，社会学又引领我们深层地关注人类文化

地应用新传播后，能以科学、严谨的姿态和高度、全面的再认识，给予操作中的有效导航和及时警惕的信息。如：

“对于社会学，同样也对于音乐社会学而言，民族学是认识的源泉。”[18]这对当今汉语音乐网站编辑，便是有着宝

贵启示意义的铮铮之言。 

  伴随全球步入网络世界的同时，中国最大的变革无疑是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在这一发展中，中国当代社会的变

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多个层面，各个层面的变革又相互缠绕和渗透，形成历史上形势复杂的关键时期。通过对中

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社会关系问题的考察，“揭示隐置其后的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内蕴着的鲜明人文特点和内在运

行机理”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就“昭示着一个事实和一个趋势：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市民社会正在萌生、发育成

长乃至崛起，它对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直面中国在向城市化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已经发生和正

在发生“断裂”的现实，社会学家面前正摆着：如何尽量消弭中国当前的多元社会“结构分化深刻，可能因此产生的

社会问题，成功地实现社会整合”。[20]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大众消费时代，“物的体系”对人的包围已经形成，

“商品消费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形式，大众文化如洪水般蔓延全国，广告、时装、流行歌曲不仅深入人的日常生

活，而且成为亿万人形成自己道德和伦理观念的主要资源。”[21]这一切都不能不构成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而

作为面对社会现实心理的大众文化中极为真切而敏锐的风标——流行音乐，无可回避地承载有文化时代性和特定历史

性的无比丰富的内容。 

  电子网络时代，社会也将在教育方面实现真正意义的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和人本主义教育。网络会成为人类有史

以来最大的大学。这所无形的大学使任何人都能平等地分享学术和教育资源。网上教育冲破了旧有的时间、空间、对

象等局限。在充分运用虚拟显示超媒体技术的条件下，网络不仅仅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和图书馆，而

且更是一个活的融广泛的人际交往、社会关系、实践操作为一体真正"交互性"的新型教育空间。这为实现以“重视人

的价值为核心，强调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与尊严，注重人的个性、人性、潜能的发展及追求个性解放[22]”的人本主

义教育理想进一步成为现实可能。那么，富有个性、传播面广的网上流行音乐，也必将成为人本主义教育和人文主义

熏染中一片美育的沃土。 

  网站音乐编辑的文化学观照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合。所以“文化的价值

是综合的价值。[23]”在大众文化的意义上，“最言简意赅的定义是：文化是意义被生产、流通、交换的社会过程的

集合。[24]”网络赋予了网络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形式的新特点，其地域、人群广泛的传播空间，平等、自由的大众

参与性，内容、形式的异常丰富等都是其他文化形式无可比拟的。有容乃大，网络包容着人类文明各个层面上的信

息，网络上的音乐网站自然要反映音乐文明各个层面上的信息。 

  汉语流行音乐(歌曲)发展至今，自身已具有多元的文化背景和丰富的表现形态。从上世纪初的城市民谣到新时期

80年代初“稚嫩的”“清新之气”，从港台之风劲吹20余年到大陆原创的稳步站立，从欧美洋腔到民族土韵，从部

队军歌到打工民谣，从振兴中华的豪歌到私自的细情小调，从晚会专曲到影视热曲，从南北摇滚到东西说唱……这为

汉语流行音乐编辑者无疑提出了对其各支系的渊源、脉流，及其相互关系、影响和发展等文化整体要有足够积淀和储

备的要求。 

  如何建设中国民族化的优秀流行音乐网站？先得从文化研究着手。当代“文化研究以关注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为其

显著特征”[25]。由于它非常重视理论方法，“在它不很长的历史发展中，它不但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



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等多种理论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而且还有一种互相影响、互相纠缠、共同发展的历史。”[26]这

样，无论从满足在中国开展文化研究的现实需要来说，还是从文化研究所暗示的未来知识发展的新的可能性来说，在

中国较为系统地开垦当代大众文化领域理论研究，都是迫切急需的。李陀先生在《大众文化译丛·序》[27]中清楚地

表明了这样一种研究姿态和方式： 

  文化研究不是我们通常字面上所理解的那种对“文化”的讨论，也不是在各种传媒学科的名目下发展起来的一般

意义上的大众传媒理论，而是特指近几十年以来，在英国的“伯明翰学派”推动下成熟起来的一种跨学科研究。可以

说，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人们对自己生活其中的当代社会进行反省和思索的一个最具批判性的认识活动。......面对这样

一个历史情势，考虑到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正是大众文化以及与其相连的日常生活，考虑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全

球化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我们的文化生活因此也必然会与跨国的文化生产及其机制相互交叉。文化研究积累的

经验和方法使我们不能不考虑，在中国开展文化研究，从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入手研究，分析文化和经济、政治以及

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否是认识这个变革的一种有效途径…… 

  文化的平等和对抗是信息文化的基本特征。如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威尔什(Wolfgang Welsch)就认为“视

觉是个性的感官，听觉是社会的感官”[28]，海德格尔、罗森斯托克·休塞、坎珀、乔钦·恩斯特·贝伦德(Joachim-Er

nst Berendt)等思想家、学者从举荐、呼吁并预言听觉文化以它“整个充满理解、含蓄、公生、接纳、开放、宽容

等”属性特征，将使我们的文化何以从视觉向听觉转化和“视觉时代的终结”[29]。正因为视觉和听觉的纯粹感性意

义总是伴随以意味深长的深层意义，那么，不仅是宏大的听觉革命光芒将要洞穿我们文化的所有领域，同样“一种更

为谦和的听觉革命，已经有了作为”[30]——人类何以应对我们的听觉影响到我们其余的自我存在，以及我们作为整

体的世俗行为。 

  颜峻先生一针见血刺点我们音乐的文化处境：“西方音乐如何在反文化的过程中建立了新的文化？中国音乐又是

如何在自我循环的革命中变成了僵尸？对于新秩序，我们恐怕正各怀鬼胎。你不得不和小丑和烈士走在同一条道路

上。创造者的身边，是文化商人、自我辩护的弱智、官员、既得利益者、知识-权力的控制者、泰斗、伪民间、娱乐

工业精英、学术游戏专家、江郎才尽的风格派、赶时髦者、口号人、国际混子、不甘寂寞的棚虫、偶像、大师综合症

患者、冒充流氓的道学家……”[31]。并同时肯定一种觉醒：透过流行音乐在音乐文化的领域，“谈论心灵和技术的

统一、游戏和文化的互动、精神与政治的同步、个人与历史的共生”，[32]已经是一个来之不易的理性的进步。所以

网站流行音乐的“把关人”——“前线”最直接的实践者，首当仔细勘定时代的听觉边界。 

  互联网的诞生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无疑是20世纪最流行的事物之一。网络既是

中国了解世界文化的窗口，也是世界了解中华文明的便捷渠道。网络的迅捷和方便，使中国走进世界文化，并在世界

更大范围中传播。90年代中前期，只有22个国家接入了互联网，而到了1999年底，217个国家和地区已经上网。1

996年底，全球互联网用户有4千万，而到了1999年底，已猛增至2亿5千9百万。据有关机构预测，全球互联网人

口2002年将达到4.9亿，2005年将达到10亿。[33] 

  流行即最广泛的盛行——最大部分的人心甘情愿地投身其中，乐在其中。流行往往以市场和商业利益为推动力，

在热闹的喧嚣和鼓动声中，往往使人们找不着北，对事物的本质很难认识到位。在这个时候，发出不同声音是至关重

要的。多种声音可以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多元、全方位地认识和把握事物。 

  作为电子媒介的文化传播，要引入文化的健康发展方向，就不可或缺、责无旁贷地要由知识分子挑起知识分子的

责任。网站音乐编辑作为电子刊物的把关人，就务必“引进批判精神、超越性追求和人文关怀，他们要保持清醒的头

脑，拉开审视的距离，边批判边建设，边清理边创新，[34]”以求得流行音乐网站更好的未来。以文化的目光审视，

对互联网进行理性批判，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有很多发人深省的言论。中国教育电视台每周一次的《电脑之夜》曾推

出特别节目《网络时代的人文关怀》，具有显要的现实作为，闵大洪先生称其在对网络的一片“莺歌燕舞”声中发出

冷峻的但却是负责任的“盛世危言”。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每当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发生之时，往往就是该时代

人心理失衡，苦苦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之日。这个时候，人们最需要的与其说是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物的福祉，毋宁说

是具有当头棒喝性质的人文关怀。互联网的发展，决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事，它一问世一投入使用就包括了人文层

面。“没有人文的批判，互联网就不可能得到健康地发展。[35]” 

  认识阻碍知识发展的负面的作用，可以说，这是20世纪下半叶知识图景中一个非常的变化，无论如何，文化研

究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在各国兴旺起来，与人们试图寻找新的立场、方法和知识态度这种愿望是分不开的——从某

种意义上说。或许正是文化研究把这种愿望表达得最为强烈。 

  网站音乐编辑的经济学观照  信息网络化的本质就是知识经济。当今社会经济结构正快步从以物质与能量为重

心向以信息与知识为重心转变。信息网络化通过信息、信息技术有效地改善了信息对生产力各要素影响的条件，并使

这种影响产生倍增或指数增长效应。信息网络化以信息的积累、整理、提炼和浓缩直接实现信息的增值而创造财富；



同时，信息网络化极大地刺激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又蕴涵着社会发展的无限潜力。信息网络化

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时代信息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信息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变，同样，信息网

络化也导致了出版产业结构的变革。 

  据估算，我国要建设完善的民族语言的信息网络文化，需要在未来10~20年间每年保证数百亿元的资金投入。

这对于现今国情来说，无疑是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使用汉语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1/5，而网络上的汉语信息

总量却不到全信息总量的1%[36]。 

因此，我们应倍加珍惜建设汉语音乐网站的有限资金和资源。网站音乐编辑跻身于文化产业，面对严峻的现实，就要

具有文化经济学家的眼光和素质，有必要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了解当下音乐产业在商业运作流程中各个环节的相关

知识，进一步系统认识各个大众文化和音乐文化信息，以便敏锐发现和客观评估、把握、发掘其形态个体的产业成

本，以经济规律行事，创造出现代文化产业的理想效益。例如，我们可从类似《音乐娱乐工业的商业操作系统表及附

属功能表》、《唱片公司功能循环示意图》、《音乐出版公司功能示意图》等，[37]对音乐产业整个运作系统和整个

流程的各个环节予以客观认识、把握，从而对编辑者正在进行的诸如具体的编辑选题、文案设计、操作方案及知识产

权的维护等工作，从经济学领域加以各个层面和角度的观照、考察、分析、预测和审定，以帮助我们及时、科学、有

效、合法地推出流行音乐网站品牌和网站精品。 

音乐娱乐工业的商业操作系统及附属功能表 

  网站音乐编辑的法学观照  九天音乐网站主页上有“2001年4月，九天音乐网站正式得到‘中国音乐著作权协

会’的授权，允许经营网上数字音乐”的声明，表明我国音乐知识产权正纳入法制化建设的轨道。多数音乐网站的页

面上还标明“本站的部分音乐档案只作推广试听用途，请您下载后於24小时内删除！多谢合作。”这一无奈之举却

几近“此地无银三百两”及“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按照国际“暂时复制”的观点，所有的网络传输都是对作品一次



或多次的复制。各音乐网站依据1996年12月在日内瓦经过多方代表的“激战”，而最终形成的WIPO版权条约和W

IPO表演和唱片条约的立场：虽删去了包括暂时复制的有关复制权的内容，但间接的条文解释却又留有“暂时复制”

[38]的余地。显然，这反映出网络上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完备的法制化工程尚十分复杂而艰巨，这里仅以音乐网站相关

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作以简要陈述。 

  高速的网络流通，信息传播市场的全球自由化，冲击着现有的版权保护制度。网络上传输的不仅有可以随意“共

享”的信息，更有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数字化网络传输，尤其是Internet上的传输具有“世界性”和交互性的特

点，网络上巨大的传输空间和市场，因此，对各音乐网站和音乐版权人利益的有效保护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 

  我国于2000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它明确指出：“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对有下列行

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利用互联网销售伪劣产品或者对商品、服务作虚假宣传，利

用互联网损坏他人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利用互联网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纷纷组织专家研究网络空间的版权保护问题及相应的对

策。其中，美国所制定的“白皮书”⑥对信息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所作出的修改，尽管最终未成为立法，但从中可以

参考美国—信息产业第一大国在网络版权方面的基本意见。目前世界各国各方，如美国的“录音制品数字化表演

权”、澳大利亚版权融合小组的报告、WIPO版权条约和WIPO表演和唱片条约、我国著作权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等

关于诸如网络传输与复制权、网络传输与发行权、网络传输与出租权、网络传输与传播权、网络传输中的“权利重

合”、网络传输不适用“发行权穷竭”原则，以及有关网络传输的公开性和网络服务商的侵权责任等等问题上的认识

和立场存在显著分歧，尚未达成统一的一揽子法规性协约，这些疾手问题急待进一步深入的探讨、研究。 

  网络传输上的法制不健全，给网络实践带来极大的混乱。如，根据我国著作权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实施条例(19

91年5月)第5条1款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1991年6月)第3条5款规定，著作权人、图书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

像制作者、广播组织的复制权都不适用于网络传输。又如，有些非商业性的传输、“点到点”的传输，其“公开”与

“私人”之间的灰色区域，带来广众区域的“私”、“点”，被视为私人性质的传输，而排除在版权范围之外，无有

效保护。我国关于网络服务商在版权法中的地位与责任的法律规定尚不存在，但网络服务商的责任问题会日益突出，

如不及时解决，必将妨碍我国的信息化建设，因为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网络服务商不敢冒然投资，权利人也不

敢让其作品或唱片冒然上网。 

  而推动网上知识产权法制健全，就需要实践者首先具有高度的法学意识，创造性地参与，直接提供和启发为网上

知识产权保护所作的广泛思考和实践经验。 

  2001年1月，中宣部长丁关根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出版传播业进一步的改革提出了“四个创

新”：要着力进行宏观管理机制创新、微观领域结构创新、市场组织体系创新、投资融资体制创新。这表明“中国的

传播生态将发生更深刻的变化”。[39]随着超级计算机、光计算机、生物计算机的出现，机器翻译、语言合成、数据

图像综合高速传输、对人体信息感应更为灵敏的电子终端等技术的进一步研制开发，实现人机对话等，都必将促使传

播媒体不断进行新的革命。随之而来，音乐网站编辑发挥创造力的空间也将不断获得更大扩展和解放，互联网上必将

提供一个以开放的人文胸怀面对越来越消融某些人文学科分界，专注人本关照的立体、超维的介质文本。理论源头，

此借两位美国佬在其《媒体等同》全书最后一言很“知识”又很简单地禅机了一把来作以补注：“关于媒体如何对人

起作用的知识也就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的知识”。[40]  

________________

⑥美国所公布的信息基础设施工作的《知识产权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工作组关于知识产权的报告》，就是该领域通

称的“白皮书”。引自《互联网上的版权问题》，载《编辑学在线》，http://edweb.ye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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