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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体视角与艺术外部研究的独特掘进
) ) ) 评黄鸣奋教授新著5网络媒体与艺术发展6

X

刘  晗

(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晚清学者王国维先生在5宋元戏曲史#自序6中

曾说: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楚之骚、汉之赋、六代

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 皆所谓一代之文

学, ,0 事实上,将王国维先生的结论扩展到其他

艺术门类也应有效, 比如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等

等, 推而广之, 我们可以说一代有一代之艺术。一

代艺术区别于前一代艺术, 从呈现形态上容易见

出,但对其何以如此, 以及发生如此变革的深层原

因在哪里等问题的探究却并非易事。这些问题普

通人固然可以不去理会, 但对于从事严肃的艺术学

研究, 以追求真理为使命的学人来说却不可回避。

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与求解于是构成了艺术学研究

的一个重要分支 ) ) ) 艺术的发展研究。艺术的发

展研究,就其研究范式来说,一般有两种:其一是自

律论的内部研究范式,即从艺术本身的矛盾张力去

寻求艺术发展的内在根据,比如黑格尔按照艺术物

质形式与精神内容的矛盾张力,将艺术从低级阶段

向高级阶段的发展依次分为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

术、浪漫型艺术;其二是他律论的外部研究范式,即

从艺术的外部去寻求艺术发生变革的原因与动力,

比如从政治思潮、经济发展、文化观念、哲学运动等

方面来考察。黄鸣奋教授的新著5网络媒体与艺术

发展6(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年 1月出版)选择了

外部研究的范式,独辟蹊径以网络媒体为视角阐述

了艺术在网络时代的变革与发展。

5网络媒体与艺术发展6一书首先综合考察了

广义网络媒体中的电力网络、电信网络、广电网络

对艺术本体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比如电力网络的形

成,使基于此的电光技术为视觉艺术增添了亮色,

电声技术让听觉艺术更引人入胜,电动技术促成了

表演艺术的产品与表演行为的分离;电信网络的形

成,使基于此的电报编码让艺术实现数字化, 电话

交流促成了艺术的赛博化,慢速电视推动了艺术的

虚拟化; 广电网络的形成,推动了广播艺术、电视艺

术、卫星艺术的产生与普及等等。伴随着 20 世纪

军事竞争而成长起来的因特网, 即5网络媒体与艺

术发展6一书中专指的狭义网络媒体,是作者考察

的重点。因特网的出现,将网络媒体对于艺术的作

用与影响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因特网不仅为艺术

栖身提供了新家园, 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新手段, 为

艺术描写奉献了新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因特网推动

了艺术本体的网变,从而使一种新的艺术形态 ) ) )
网络艺术成为可能。诸如超文本的发明导致了超

文本文学的产生;网络身份的化身化使网络在线交

往具有了戏剧性,使网络戏剧变为现实。当前的虚

拟现实技术慢慢进入网络,艺术的现实形态和感受

方式也由此前的视听型开始转向视、听、触、味、嗅

型, 视听感官开始向其他感官分权。艺术在网络时

代的未来走向如何、形态发生怎样的变革无疑也是

作者关注的焦点,作者认为未来社会网络化程度进

一步加强,随着生物联网、虚拟现实、统一网络的实

现, 艺术将走向生态化、全息化、普适化。

网络媒体推动了艺术形态的变革,以网络媒体

的发展作为参照可以勾勒出当今艺术发展演变的

基本脉络,5网络媒体与艺术发展6一书已经通过详

尽的史料和实例向我们作了有力的说明。但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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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图显然不是仅仅停留于此, 否则5网络媒体与
艺术发展6就无异于一般性的科普读本。作为一个

理论工作者,其研究的第一要义就是要面对现实问

题,同时更要为现实问题的存在提供一种学理性的

说明与解释,因此作者在历时地考察网络媒体与艺

术发生的关联之后, 把问题转换为对媒体技术背后

所隐含的人文理念、艺术观念的阐释, 重点着眼于

当下网络艺术现实与传统艺术理论的矛盾张力上

来。比如传统的基于印刷媒体而建构起来的/凝神

观照0的静态美学观, 在阐释今天因特网时代基于

读者交互的艺术作品时就显得捉襟见肘;传统的不

同的读者共同面对的不容置疑的艺术作品,在网络

超文本语境中就成了一个有待证实的问题;以前的

基于主客二分的二元哲学建立起来的比如/作者/

读者0, /演员/观众0, /本源/摹本0等一系列的艺术
范畴在网络艺术领域就遭到了全面的质疑。

面对传统的艺术理论在网络艺术现实面前所

显示出的苍白和失语的理论困境, 将/间性理论0经

过创造性的转换来解释当下的网络艺术实践,无疑

是作者的一次有益的理论尝试。/间性理论0虽然

从生物学而来, 但在当前却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

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专门术语和理论范畴。在人文

社会科学领域里, /间性理论0主要是指那种非对立

的、平等的、对话的、民主的、多元的、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价值立场和人文姿态。它是对那种训话

的、专制的唯我论、独断论和一元中心论的超越。

从从事艺术活动的主体来考察,无论是艺术创造主

体、艺术接受主体还是艺术传播主体, 他们之间的

关系应该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 而不是基于二元

对立思维下的那种不平等的/一元压倒另一元0的

关系, 如果否认这一点, / Co- writer0式的合作者就

缺乏有力的解释; 从艺术创造的结果来说, 在网络

媒体语境下,艺术文本绝对不是那种独立的封闭的

意义承载体,文本意义的传达与解读一方面要通过

文本内部符号间的相互作用和内在张力来确立,另

一方面文本的意义的确立还要通过文本之外的/他

者文本0来支撑和框定。而在网络环境中, /他者文
本0是变动不居的,因此文本的意义呈现,也就常常

会因为/他者文本0的变化而产生相应的变化与滑

动。以网络媒体作为栖身之地的网络艺术在表意

和传意方面与他者文本的深刻关联性, 正好印证了

后结构主义反对结构主义而提出来的文本间性。

与此同时,作者深刻地预见到,在互联网时代,网络

将种种文本联合在一起,将文本间性发挥得淋漓尽

致,到头来将根本消灭了文本间性,因为众多的文

本浑然一体,无所谓/ 复制0, 也无所谓/互文性 0。

网络媒体将艺术的文本间性推到了极点,同时也终

结了文本间性。在/间性理论0视野下, 提出 /网络

间性0这一崭新范畴, 无疑也是作者研究思路水到

渠成的延伸。各种同质的抑或异质的网络构成/网

络间性0, 由于不同的网络隐含着不同的价值观念
与思维方式, 网络间的交互作用将会深刻地影响着

艺术的现实形态, 艺术意义的生成与传达, 同时也

影响着人们对艺术的期待和对艺术的评价等诸多

方面。作者在5网络媒体与艺术发展6一书中认为
网络艺术实践与/ 间性理论0 之间是相互发现、相

互丰富、相互印证的, /间性理论0的引进,有利于解

释网络媒体语境下的艺术实践,拓展了传统艺术理

论的问题域。

网络媒体与艺术之间的关联研究,长期以来都

遭受忽略,究其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长期

以来在艺术学研究领域里内容美学占统治地位, 艺

术的形式变革似乎无足轻重;其二,是网络媒体自

身, 在媒体网络化与网络媒体化并与艺术发生关联

的起始阶段,网络媒体对于艺术的影响是微弱的,

所以网络媒体与艺术的关联研究还没有提上议事

日程。但这种情况在目前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随

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媒体之于艺术的作用

与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 让我们不得不/ 刮目相
看0。正是基于此,黄鸣奋教授认为在当下构建网

络艺术理论和网络艺术学变得必要与急迫,以此为

问题意识和学术理念,作者借鉴和改造了当前的传

播学理论、媒体理论、哲学理论,对网络艺术学与网

络艺术理论进行了不懈的建构,把网络艺术的研究

从经验描述层面向纵深的学理层面进行了大力的

推进。5网络媒体与艺术发展6正是作者努力建构
网络艺术理论和网络艺术学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它的出版在学术史上至少具有如下双重意义: 其

一, 对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贯道载道的内容美学

进行了有力的反拨,重提形式之于艺术的本体性意

义, 让形式美学重新出场;其二,把属于自然科学研

究对象的网络媒体与属于人文学科研究对象的艺

术联系起来, 把网络媒体之于艺术被遮蔽的意义挖

掘出来,为艺术学研究提出了新问题、开启了新视

角、奉献了新思路, 丰富了艺术学理论本身,为艺术

学研究的纵深拓展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必要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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