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伦理的价值定位及其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网

 站内搜索

滚动新闻：杭州人字墓全国仅四座 比勾… 09:43

数字报 光影集 RSS分析 订阅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微博 中国社会科学微博

首页 本社概况 本社报刊 本社记者站 学术资讯 特别策划 高端对话 学科频道 国际观察 订阅 数字报 会员服务 ENGLISH

 

马克思主义 哲学 宗教学 语言学 文学频道 艺术 新闻传播 史学频道 经济学 法学 管理学 政治学 

公共管理 教育学 心理学 军事学 社会学 科学与人文 跨学科 前沿 评论 争鸣 社会思潮 学林 学府 

后海 书品 文化产业 区域 博物 人文地理 对策 学苑 身心 文摘 科技创新 国际 域外 四川记者站 

驻院记者站 上海记者站 广东记者站 陕西记者站 湖北记者站 青海记者站 江苏记者站 吉林记者站 山东记者站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学科频道 >> 新闻传播  

网络出版的虚拟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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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当虚拟审美及虚拟审美心理被整个社会普遍接受时，即完成了整个社会对于网络出版

虚拟审美的接纳。网络出版虚拟审美的论题成立，标志着网络出版产业形态的成熟。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带动了网络出版这种新兴产业形态的出现。随着数字化阅读方式逐渐被互联网用户群

体普遍接受，网络出版的虚拟审美和“审美生活化、日常化”的美学倾向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 

  装帧设计之美 

  图书的装帧设计是传统图书出版的审美维度之一。网络出版对于装帧设计审美维度的要求更高。网络出版

的图书，一种是将纸质书籍搬到网络上出版，提供给网络用户进行在线阅读。这类图书的装帧设计与传统出版

的书籍装帧设计审美保持一致，属于传统书籍装帧设计审美的在线虚拟化审美。其特点是保持传统书籍在线阅

读的本真审美效果，即保持对现实的虚拟真实审美效果。另一种是完全依托网络特点设计的供在线阅读的网络

出版物，其网络出版装帧设计的美学特点更具数字化虚拟审美的典型意义。 

  电子纸之美  

  为了更加逼真地虚拟现实阅读情景，给读者更加真实的在线阅读体验，网络出版采用了新兴的电子纸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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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作为编创素材。电子纸显示效果和视觉感观与纸质书写纸张极其相似，在材料工艺上可以做到像纸质书写

纸一样折叠弯曲，具有交互性和视频播放功能，以及和普通纸张一样的阅读舒适度。2000年11月，美国E-Ink

和朗讯科技公司正式宣布已成功开发电子墨和可卷曲的电子纸。2002年3月召开的东京国际书展上，出现了第

一张彩色电子纸。 

  彩色电子纸的出现，标志着网络出版虚拟审美的载体成为现实存在。使用彩色电子纸设计制作的网络出版

物，令在线“人机”阅读体验真实且具有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将书斋案头的“人—书”阅读模式转换到网络上

在线进行的“人机”阅读模式，其虚拟审美的效果非常逼真，在互联网虚拟世界中让读者在线感受到书香流

溢，窗明几净。 

  色彩之美  

  人类的美学实践告诉我们，人类对世界的审美感知主要来源于视觉感知。网络出版文化本质上是视觉文化

的一种。因此，“色彩”在网络出版虚拟审美中作为重要的审美元素存在。网络出版为了适应PC机、互联网移

动终端等在线“人机”阅读的需要，在“色彩”的设计上采用了适应网络在线“人机”阅读所需要的RGB三原

色。“色彩”在审美主体进入网络出版、用眼睛在线浏览观看网络出版审美对象时，充当了第一审美元素的作

用。“色彩”以其鲜明的“形象性”刺激着网络出版审美主体的审美神经。 

  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认为：“每一次观看就是一次‘视觉判断’。观看行为总是和主

体的判断活动不可分割的。观看的过程就是主体从自身标准出发对客体的度量和审察，在这种度量和审察中将

客体纳入到主体的规范之中来，从纯粹的客体转变为与主体相关的客体。”网络出版较好地运用“色彩”来实

现在线“人机”阅读审美的视觉传达效果，帮助审美主体在进入网络出版后，达到逼真的虚拟审美体验，一种

在线“人机”阅读的“沉浸感”、“逼真性”为网络用户留下回味隽永的审美体验。 

  阅读体验之美 

  网络出版在线“人机”阅读体验具有“沉浸感、形象性、构想性、交互性和多感知性”的特性，是审美主

体对网络出版审美对象鲜明、生动形象的审美感知和领悟。黑格尔在《美学》中认为，“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

现”。网络出版虚拟审美体验是虚拟审美理念在线“人机”阅读方式的感性显现，更加依赖在线“人机”阅读

具有的“沉浸感、形象性、构想性、交互性和多感知性”。 

  不同于传统纸质书籍的阅读体验，网络出版的在线“人机”阅读体验是基于各类电子显示屏的在线“人

机”阅读体验。在线“人机”阅读体验中往往渗透着读者的焦虑与不安。当读者在线阅读一本基于互联网存在

的网络出版物时，非常难以一直专注于同一本书，往往会在阅读的过程中，利用检索、搜索等功能，将阅读的

方向跳转到其他网络出版物上。这种阅读的游移不定、跳跃式的思维方式和在线“人机”阅读体验，在网络出

版在线虚拟审美体验中形成一种知识爆炸的真实错觉。在线“人机”阅读经常因此陷入一种盲动、浅层化、碎

片化，最后获得的大量知识，如果没有很好的归纳思维，将很难形成一种完整的知识体系。网络出版所带来的

在线“人机”阅读审美体验，通常是用户身在其中的“沉浸感”、审美感知的“逼真性”、审美构型的“构想

性”、审美体验的“交互性”和“多感知性”以及审美想象的“碎片化”。 

  审美构型之美 

  网络出版的虚拟审美，是指网络出版及其出版物，在创意、设计、制作、上线、浏览、阅读的过程中，所

形成的出版者（出版社、编辑）—互联网—网民（用户）互相参与、交流、影响的一种虚拟现实的在线阅读审

美构型能力，也可称之为当代互联网在线阅读虚拟审美构型能力。这里谈的虚拟现实，指在基于互联网存在的

网络出版行为及结果、用户在线阅读的真实体验之间互相交融所产生的“沉浸感、形象性、构想性、交互性和

多感知性”的虚拟现实的审美体验效果。网络出版与生俱来的“多媒体性”、“超链接性”、“虚拟性”和

“交互性”等新媒体特征，使得网络出版在审美文化特征方面，带有显著的思维迷宫和视觉镜像式的“碎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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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美学特质。 

  “非物质性”或“符号性”是网络出版作为“数字化”和“虚拟化”的文化形态存在的美学基础。网络出

版在审美层面的特性是基于“视觉图像感知模式”、“非线性话语表达模式”、“正在进行时的即时时空特

性”以及“人机在线交互性”的审美体验范式而存在的。其中，“人机在线交互性”的审美体验范式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即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审美和便捷的“人机”交流渠道审美。“人机”界面审美特性是建立

在人类共同的审美心理与文化习惯的基础之上的。 

  网络出版的技术美学体系特性可以表述为：“存在数据化”、“知识模块化”、“检索自动化”、“形态

可变性”和“文本和话语符号的编码译码”。其中，“存在数据化”是网络出版技术美学体系的核心要素。

“存在数据化”使网络出版所需传播的信息和知识得以自由地“分散、重组与合成”，真正实现了现实世界中

的“知识共享”和“个人出版”。正是因为这种网络出版技术美学体系的数字特性存在，使得网络出版的“虚

拟存在”和“在线人机交互”成为现实可能。网络出版的虚拟审美构型能力正是建立在“知识共享”、“个人

出版”、“虚拟存在”和“人机在线交互阅读”这样一种美学建构基础上的，成为网络出版虚拟审美的核心美

学要素。 

  21世纪以来，数字化在线“人机”阅读、碎片化阅读从审美时尚渐成一种文化习惯，一种大众生活不可或

缺的生活习惯，进而演绎为“现代社会虚拟审美心理结构”。网络出版的成熟和发展离不开网络出版的虚拟审

美。当虚拟审美及虚拟审美心理被整个社会普遍接受时，所形成的网络出版虚拟审美心理结构，即完成了整个

社会对于网络出版虚拟审美的接纳。网络出版虚拟审美的论题成立，标志着网络出版产业形态的成熟。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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