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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对我国新闻文化的冲击 

作者： 刘大勇  

关键词： 新闻文化┊阅读：248次┊ 

近几年来，INTERNET作为一种全新的传媒，正在我国的传播 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类文化史上重要的“四大发

明”中有两项(造纸术、活版印 刷术)与传播有直接关系，可见传播在人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那么，同样具有划时代意

义 的崭新媒体INTERNET的出现，其意义不言自明。  

从科技角度讲，网络意味着更快、更简捷、更广等等，这些由高科技带来的种种便利，是 广大使用者早已感觉到、享受

到的。但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技术不仅仅是手段，技术是一种展现的方式。” ①这也就是说，对手段的使用总是

参与到对自然和世界的独特构造之中，它参与了对事物存在的规定，从而是从某一角度对事物的展示。而文化观念无疑

是这种“ 规定”和“展现”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正如我们的祖先用火药造出了鞭炮，而欧洲人却用它造出了“西洋火

器”一样，科技的运用与文化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网络在传播上的运用，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观念的“展

现”呢?  

第四媒体的文化特征   

网络的文化特征正如它的全称(PERSONAL COMP UTER，中文翻译为“个人计算机”)一样，强调“PERSONAL”(个人的)一

面。与我国五千来形成的以“合”为特征的文化，以及相应的整体性的系统观相对，作为一种传媒，网络在文化层面的

特征恰恰是“离”。这种离散性特征的本质是：网络在物质层面形成的隔离性极强，具有极大自由的虚拟空间，以及这

一空间对使用者在意识层面的“个人主义”倾向的影响。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技术方面  

网络是冷战的产物，美国国防部曾设想设计一种地点分散而又集中协调的指挥网络，当战时部分指挥点被破坏时其他各

点仍然正常工作，这就是创造网络的最初构想。为了达到这种 最初的战略目的，网络上的任何一部计算机在功能上都是

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使用者在网上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同时也使每一位使用者具有极大自由。“在网上没人知道你是

一只狗”的名言正是这一特点诙谐的表述。   

另外，计算机技术属于自然科学。大凡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都不提供价值判断。 那么也就意味着，网络同样不能决定

人们在网上行为的目的和价值取向，使用者只要遵守技术上的规则和协议，掌握一定的技术能力，就可以在网上畅通无

阻。  

这种技术上的特性为每个互联网的使用者提供了一个自由度极大的网上空间，这一自由使使 用者在网络上的个人行为失

去了有效的控制。“黑客”和“网络英雄”(或叫做“跨客”)的 涌现，以及网上病毒的流行正是这一点有力的证明。这

种系统上的特性，也为使用者的“个人主义”提供了极为牢靠的物质基础。  

2.传播方式方面  

与传统的线性传播方式不同，网络采用的是非线性传播方式，这主要体现在网络新闻传播的多向性。  

在网上大量的信息发布源传播着或真或假、来自各种立场的信息。受众不再处于统一传播口径的某一种或某一系传媒的

影响之下，他们可以听到来自多方面的声音，并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利益来进行评判，或不予理睬。受众所接受的关于某

一新闻事件的报道，无论在事实还是在态度上都不再是前后连贯、首尾一致的线形状态，而是信息超量情况下的众说纷

纭、意见不一。受众也再不是统一的整体，而是分散状态下各新闻发布者争夺的对象。  

自由的传播者，自由的信息，自由的受众，网络的这种非线性的传播方式给网络受众的“个人主义”倾向提供了广阔的

发展空间。   

3.商品的系统性方面  

计算机是一种商品。马克思说：“商品之所以是商品，不是它作为了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作为活着的主体的对象。”

②也就是说，任何产品都要与人的精神发展水平相适应，它不只是单纯的满足人的某种物质需要，还要与人的全部身

心特性处于和谐的相互关系中。   

商品是一种适应性系统，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是该系统的功能。它的适应性表现在与环境和人两个方面的关系上，但归

根结底对环境的关系仍然是对人的关系。商品处在这样一种相互作用中，对人必然要产生某种作用，特别是在文化观念

上施加影响。   

“网络时代”不仅仅是一个广泛使用网络的时代。网络在物质层面为使用者提供了“个人主义”的存在基础，在意识层

面上，网上英语内容约占90%，是网上的主要使用语言，而语言正是文化的外壳，随异国语言而来的决不仅仅是全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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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素质的提高。正如有人分析国人吃肯德鸡的实质是在吃美国的文化一样，网络在我国的流传也伴随着西方“个人主

义” 特征文化的介入。  

4.使用者方面   

网络作为传播系统，并非只是各类计算机的集成，使用的人也是这一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网络使用者也是网络的

一个重要部分，他们的特性也是网络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网络在传播上的先进性能，使使用者之间越离越远。人们依靠网络可以与更多、更广泛的人结识交流，人们依靠网络得

到了有关社会和环境的大量信息，而与他人、与环境的直接接触却越来越少。网络文化作为一种物 质文化，是在特定的

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下，根据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并通过科技文化而被创造出来的。其在物质层面的离散性特

征，必将对使用者产生一定的影响。  

网络“个人主义”特征对我国传统新闻文化的冲击  

纵观我国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合”是我国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具体到今天来讲，“合”的内涵就是“集

体主义”，这也是今天我国新闻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合 ”的文化精神是我国新闻工作的灵魂所在。  

网络在我国大众传播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新闻上网势在必行。也有许多新闻单位 在这方面有所行动，并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但同时，新闻的网络传播也给我国的新闻事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从深一层次来看，由网络自身“个人”化特性

而给我国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 新闻文化带来的冲击显得尤为突出。网络的介入，使我国新闻文化“合”的精神面临着

“离 ”的冲击。  

1.“小众化”的网络新闻传播   

“年轻”的网络网络对于我国来讲还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其从业者和使用者也都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态势。据调查我国

上网者有85%是年轻人，整个电脑业的从业者年轻人占了绝大多数。和别的国家一样，年轻人对传统的印刷报刊反应有些

冷淡。从网络传播内容的角度看，网上新闻文风活泼，文字精炼，信息内容新鲜前卫，冲击力强，节奏明快，处处体现

了迎合年轻人口味的特点。传播内容与主要受众相互影响，这一趋势不 可避免地使受众群体在年龄上产生了分化。   

“技术化”的网络计算机技术是一种发展迅速的前沿科学，其技术的更新 和发展日新月异 。能够掌握多少计算机知

识，决定着人在网上获得信息的能力。同时，这也决定着人分析、 利用和掌握信息的能力。因所具有的计算机能力和网

络能力的不同，网络的受众必将产生多 层次的分化。   

“个人化”的网络网络最大的特点就是“交互”，每个受众不仅可以接收信息还可以发表意见，甚至可以建立网站由自

己充当新闻的发布者，传播“个人化”信息。从传播的角度来看，整个网络就是一个超大容量的信息超市，受众对信息

实施自选，而非像以前那样必须接 收传统媒体的信息套餐。在网上，信息消费也是“个人化”的。   

2.难以整合的网络新闻文化观  

互联网对不同文化没有明显的歧视性，东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都有自己独立的数据

库和访问形式。各种文化数据库之间没有主次、上下、先后等隶属关系。这种状况一方面维持了文化领域中相互尊重、

平等理解的关系，一方面又为新闻文化的整合带来了障碍。持各种文化观的个人都可以发布自己的新闻信 息，没有任何

垄断形式能对其文化进行封锁和压制。   

从信息内涵上分析，互联网消息结构是无中心的。这是一个消息高度离散化的国际文化网络 。从它一开始具有公众服务

功能时，这个网络就失去了信息的专门化特点，而向高度综合性 、广泛性发展。没有一个门类的信息可以用一种排斥性

的方式对其他信息种类、对其他信息 库进行限制。  

网络文化生存环境的这种先天性特点，使网络新闻文化很难整合，这将使主流文化面临严峻考验，传统整合方式将很难

发挥作用。  

网络对传统新闻文化 冲击造成的影响  

1.新闻价值标准的全球化  

1996年底，在美国和欧盟的推动下，28个国家签定WTO自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全球性协议：到2000年，取消信息技术的所有

关税，实行自由贸易。  

尽管亚洲国家讨价还价，1997年2月15日，WTO再接再励，代表全球电信市场90%以上份额的69个国家，签署了2000年电信

自由化经营的全球协议。协议覆盖了电话、数据传输、传真、 卫星和无线电等所有形式的电信服务，一个直接的结果是

国际长途通信的价格下降80%以上。开放电讯市场，直接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到发展中国家吐丝结网；更意味深长的

是， 这在很大程度上开放了新闻媒体和文化市场。  

我国已在“入关”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进入WTO已成定局，这意味着必须实行信息产品零 关税，开放电讯；即使争得一

个“发展中国家待遇”，也不过是两三年的特殊照顾。现在已 签约参加的国家，代表了信息技术和电讯市场的90%以

上。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来讲，不参加都是不可能的。一旦加入，我国的传统媒体将完全暴露在世界媒体竞争的大

环境下，受众也将被置于世界媒体的影响之下。其中，网络必将以它独有的特点首当其冲，在这场革命中充当主要角

色。   

从个体文化行为上分析，在互联网上各类文化实体具有高度自主化特点。每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实



在的组成部分，个体文化与世界文化变化发生了真实的、有影响力的联系。就新闻传播范围来讲，互联网意味者把我国

的新闻宣传置于世界化的模拟社会——网络之中，大量的信息从各个不同的信息源涌来，受众面对的是整个世界。我国

新闻传媒 常用的传统运作手段：不予报道、推迟报道、省略报道、内外有别报道、综合式一次性报道 、多种媒体形成

合力报道等，都将在互联网上无法有效运作。问题也就随之而来：新闻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在网络上出现，我们现在

的权威媒体是否能与在网络驰骋多年的CNN、迪斯尼或是BBC匹敌，保卫住我们的宣传阵地，维系住我们的受众?互联网的

离散性、个人化的全新特点，要求我国的新闻传播要有全新的传播理论来支持，随着网络传播的日益迫近， 这种要求也

越来越紧迫。而对新闻价值的评价标准，无疑是任何一种新闻传播理论的核心。而且这一标准的确定必须与世界接轨，

在世界传播格局中接受检验。  

2.新闻由意义退到价值平面  

网上可谓信息如潮。这主要是由网络新闻的发布周期和超大的信息容量来决定的。  

从发布周期上来讲，网络新闻打破了出版周期，而且发布迅速。信息到位后从审、修、定到上网发布最多1个小时，可以

随时滚动播出最新消息。  

从信息容量来讲，网络传播无论在信息的流量还是在流速上都是传统媒体所无法相比的。在流速上，它接近于电的速

度。在流量上，一个9个G的硬盘可以储存45亿汉字的信息量。   

在互联网上新闻的快速滚动以及新闻信息的巨大流量，使受众无暇关注新闻事件的详细过程。在信息的传播上，“多多

益善”更是共同的原则，因此信息在“制码”中对新闻结果的重视也远远大于过程。作为信息的媒介内容，是传播动机

和效果研究的居间因素。过程的“出局”对“意义”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我国 新闻传媒由强调新闻教化作用而特别推

崇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傍于新闻事件的过程来传播的。在网络新闻传播中，我国传统媒体一直推崇的“讲故

事”的文本形式将不再适用 。  

人是时间的存在物，只有在时间的延续和流动中，人们才能去感知 、体验和思考。电脑技术却具有加速度趋向和缩短时

间过程的功能。它消除了时间的停滞，这会引起人的意识和人的存在的虚无化倾向。这是一种技术抽象，它简化了过程

而只保留了结果，它从人的生活中抽去了时间性的过程，也抽去了人的体验和思考，造成人的虚无化 。  

正是以上种种“变故”，使网络上新闻的获得停留在了价值的层面。对新闻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新闻作为信

息层面的价值的寻求，而非出于对其教化层面的兴趣 。  

3.网上新闻道德问题  

互联网的离散性特征，不仅使受众相分离，也使新闻的传播者和制作者处于一种隐蔽状态 。这种状态对新闻道德的教

育、监督和新闻道德的评价都十分不利。作为一种无强制性的行 为规范，互联网上的分散、隐蔽造成的绝对自由的空

间，对新闻道德的建设和规范十分不利。  

在信息时代，网络的到来是无法阻挡的，它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电脑，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数据 库和服务器等等这些有形的

东西，更重要的是随之而来的特殊的传播方式还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无形之物，那就是网络所特有的价值观和文化观

念。它在某种程度上给我国的传统新 闻传播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特别是在文化上的冲击日益明显，而且随着网络在我国

的普及，这种冲击将是无法回避的。  

意识是受物质支配的，新闻传播的物质层面——传媒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其结果必然导 致新闻传播意识层面的变化，

也就是依托于我国传统传媒的新闻文化的变化，这也正是网络 给我国新闻文化带来的冲击所在。   

注释：  

①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 3年版，第2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页。  

参考书目：  

《互联网的文化意义分析》曹增节 刊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杭州 1998 2 )   

《科技美学》徐恒醇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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