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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球化与网络化视域下的
再意识形态化问题

邵 发 军
(河南理工大学 政法学院,河南 焦作454100)

摘 要: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是特定传统价值环境的产物,而在全球化与网络化的视域下,意识形态

的形成主体、场域、路径和载体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对全球化和网络化下的意识形态进行考量可以发现,意

识形态是一定的主体在一定时期的一种特定的价值观表达。新时期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种再意识形态化的过

程和新的特点,亦即再意识形态化场域的虚拟-开放性、生存的共生-竞争性、主体的平等-隐蔽性、走向的

同质-未完成性,其实质就是人类对自己的价值观在新的价值环境下的一种重构。

关键词:全球化;网络化;再意识形态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2-0128-06

一、意识形态的内涵

如果我们撇开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各色表象,廓清不同理论家的视界的特定表达,我们就会发

现沉淀在意识形态底层的“共相”,那就是意识形态不过是特定的主体在一定时期所具有的特定的

价值观而已。这种“形而上”层面的意识形态是为不同的经济观、文化观、政治观、社会观等所覆盖

和遮蔽着的。我们只有透过现象,拨去泡沫,才能发现意识形态的本真。亚里士多德提出过“人是

一种政治动物”。在此之后,有人提出了人是“文化的动物”、“社会的动物”、“语言的动物”、“交往的

动物”等观点。我们认为这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对人进行的界说,反映出了人是立体性的存在。如果

从本质的意义上来说,人是一个价值意义上存在的动物,人的一生是一个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寻求价

值、沉淀价值、固化价值、提升价值的不断创化、生成、展布和扬弃的历史过程,人类就是在这一过程

中写下自己的大写意义上的“类”历史,所以说人是一个价值观星丛中的意识形态动物。
不同的时代环境和不同的价值氛围,造就着具有不同“个相”的意识形态。在宗教的一体化时

代,意识形态表述着神圣的上帝意志,其传达路径是从上而下的教化;在蒸蒸日上的大工业化时代,
意识形态述说着科技的力量,其统一场域则是整齐划一的工厂;在飞速发展的电气时代,意识形态

传递着资本的信息,其统领的天下则是物化的泛滥;在瞬息多变的信息时代,意识形态游走在无边

界的虚拟世界,其组合的方阵是人的价值观的漂浮、失重与重构。所以,从价值观这一视域来界定

意识形态,无非是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思想,即意识形态不是一种知识论概念,而是一种基于人的生

存状态之下的存在论概念,不是人类认识的结果,恰是人们认识存在的前提与基础。为了更为准确

地把握这一界定,我们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关系来分析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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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从价值观形态到意识形态是一个沉降的“压缩和蒸馏”过程。这一“压缩和蒸馏”过程使

得类型不等、形态各异的价值观能够在多元交织的价值观形态中提升出来,成为一种可以具有导向

性、规训性、实践性、辩护性和普遍性等特点和功能的意识形态样式,这一过程也就赋予了原来具有

个别性与特殊性的价值观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因此,这一过程是一个价值观竞争的过程,实质上是

不同的利益主体的价值观升降的过程,是不同的生存主体所遭际的价值环境的一种映射而已。新

旧价值环境的变化,导致新旧意识形态交替。当然,这一过程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价值观整合过

程。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里,由多种价值引导的多种主义竞争而形成的多元价值观图景

中,最后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代表无产阶级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成为当下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
实际就展现了这一过程。

其二,从价值观形态到意识形态是一个逐步认同和同构的社会过程。从价值观形态走向意识

形态,这种价值观一定是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它具有更多的价值共识。“我们所称的意识形态,
首先是社会存在的形式,它把大众转化为有热力的躯体,转化为整体意义上的有机体。在社会群体

的行为、思想或感情的制度化坐标定位模糊或缺席时,意识形态的出场亮相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
……作为象征权力的意识形态,就是社会躯体的符号架构。意识形态的支配不是通过信息的内容,
而是通过对信息内容的排他性形式。在一个既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所赋予自身的功能是象征行动

的词典。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组织手段,是把大众转化为社会的行动主体。”[1]意识形态这一具有“象
征行动的词典”依靠的就是价值观的认同和同构的机制在发挥其功能,只有这样,它才能把大众转

化为一个行动的主体。如在由启蒙理性开启的现代性价值图景的建构过程中,平等、自由、独立、自
主等主体性价值的确立,是通过资本初始发动并引起社会制度变迁导致的,从而使基于群体本位的

价值观结构让位于个体本位的价值观结构,马克思称为“人的依赖向物的依赖”的转换,舍勒称为

“价值的颠覆”,张凤阳在《现代性的谱系》里称为“价值秩序的位移和生存价值标尺的重构”。这种

颠覆和重构实际上是通过社会化的认同和同化所得以完成的。
其三,从价值观形态到意识形态是一个逐步去强制化的过程。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在专制社

会统治阶级的价值观走向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所谓“官方”意识形态,是依靠国

家权力和强制力作为后盾、并得到行政力量、法制力量、媒体力量的强行支持而取得支配地位的。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也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针对特定价值观走向意识形态

从而取得统治地位而言的。
其四,从价值观形态到意识形态是一个“大众化”的过程。与传统社会不同,在当今社会,一个

地域性极强的价值观,如果不能具有走向大众化潜能,将会面临边缘化的危险,甚或面临着生存的

危机。全球化与网络化背景下的不同文明和价值观的冲突胜负背后意味着大众化的成功认同与

否。意识形态大众化的认同过程其根据是“公意”而不是“众意”。“众意”着眼于具体的私人利益,
只是个别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总和;“公意”乃是着眼于公共的利益,是个别意志和价值观念之间相互

抵消之后剩下的共同意识。在价值多样化、差异化的背景下,确认公认或者共同的价值理念,形成

价值共识和认同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这也是当今网络化和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基本走向。

二、全球化与网络化视域下的再意识形态化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较早提出“世界性”的说法,这一概念实际上是对“世界社会”
的一种界定。[2]276他们揭示了民族性国家最后通过世界性交往逐步会形成一体化、世界化的未来图

景,多元共生的世界社会共同的价值体系将逐步生成,传统的民族社会将在强大的普适性的价值体

系下得以根本性的改造。在世界社会共同的价值体系基础上会逐步形成带有共同性的意识形态体

系,人们将来会逐步寻求越来越多的价值共同点。马克思、恩格斯讲的“世界性”概念给我们观察现

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生成性的视角和再意识形态化的新的生长平台。



全球化是全球性的逐步展开和生成过程,而全球性是一个和现代性紧密关联的概念。当今迎

面而来的全球化浪潮正在溶蚀着一切制度、地域、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的固有差异,化解着以往矗立

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樊篱,将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纳入一体化的体制:而这一切

恰恰都被确认为“现代性”的表现。鲍德里亚说:“(现代性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它将自己与传

统相对立,也就是说,与其他一切先前的或传统的文化相对立:现代性反对传统文化在地域上或符

号上的差异,它从西方蔓延开来,将自己作为一个同质化的统一体强加给全世界。”[3]从一定意义上

说,当今全球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强制性地推行同质性、排斥异质性,重建一种新的文明与价值模

式,这本身就意味着对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否定和排斥,而这一点恰恰是“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所以,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

全球化视域下再意识形态化是一个逐步整合的过程,这一整合过程是与普遍的世界交往紧密

相连的。当今全球化进程并不仅仅在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中推进,也更多在政治、道德、宗
教、文学、艺术、新闻等领域中层开,而后者所发生的变化往往投射到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之中,因
此“全球性”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所谓“全球化”也是对当今意识形态状况的一种新的带有全

球性的描述和称谓。
在全球化时代人们往往会形成一种一定程度上的“全球性价值的共通感”,即不同民族、国家和

地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产生某种价值认同感,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某些“元话语”的全球流行,如“民
主”、“法制”、“人权”、“平等”、“自由”就是这样的“元话语”。不仅西方发达国家用这些概念来装点

自己,而且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也将其作为政治开明、国家昌盛和文明进步的一杆标尺,从而推进“民
主化进程”。人们聚集在这些“元话语”的旗帜下,旗下面漂浮着各具情态的价值标记,它们相互接

触、碰撞、交流和意义再生,汇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再意识形态地图”。
具体来说,全球化与网络化环境下的再意识形态化具有以下特点:
(一)再意识形态化场域的虚拟-开放性

再意识形态化不同于以往的意识形态化,它的场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场域不仅仅是一个

空间的界说,它往往标识着“再生物”的初始环境。全球网络化是一个新的意识形态诞生的初始场

域。各具情态的网络化的表象世界,其背后则隐匿着对于人类生存状况的整体性和完满性的召唤,
网络的话语消解了高雅文化的壁垒而与通俗文化合谋,从而促使人类走向新的会通和整合。政治

经济文化消费的话题被全球网络化打上新的言说的色彩,而意识形态的界限模糊及重现,其意义分

叉又再生,其价值向立体深化发展。这些都是在新的场域下出现的再意识形态化,它不同于欧洲中

世纪的宗教化式产生的神圣的教化意识形态,亦不同于战争与革命时代“强力轴心”的服从的意识

形态,更不同于“冷战”时代走向极致的政治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处处都可以萌生意识形态的多样

化的时代,边界的进一步拓展,话语的交叉融合,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任何以往的意识形态产生的新

生场域。原有以教堂场域、广播杂志场域、电视媒体场域为主导的有边界场域将逐步让位于全球网

络化的虚拟开放的无边界场域,并且和它们一起构成了再意识形态化的多样化的重生性场域。
(二)再意识形态化生存的共生-竞争性

全球化与网络化下的再意识形态化的类型多样化已成定势,这种多样性意识形态的生存一定

是竞争性的。在全球化与网络化视域下的意识形态世界里,社会的任何权力主体、利益主体,都要

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公开、平等的竞争,来求得自身的发展,并推动社会的发展。可见,意识形态

的发展也必须靠其主体的平等竞争来实现。当今在以观念文化形态存在的各种意识形态中,能够

对人们产生意义并且持久影响人们思想的,必须在多元共生的意识形态丛林中学会竞争生存,它们

也遵循着淘汰机制。在全球化与网络化的背景下,新的意识形态在时代所给予的条件下不断出现,
而旧的没有生命力的意识形态在不断走向没落。福山所谓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只不过是终结了没

落的意识形态,而本原意义上的以价值底色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将会以不同的价值观进行新的意义



重组而得以再现。传统宗教所带给人的价值观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久远和深厚的意识形态,它自传

于教义,净化于灵魂,追求于来世,完善于神圣。但现代宗教也在改变其自身的价值形态和存在样

式以适应意识形态竞争的需要。“单边主义”的意识形态将让位于多极化的意识形态,“特殊主义”
的意识形态将放逐于“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将扩散为“边界主义”的意识

形态,这是一个多元共生、竞争优化的再意识形态化时代,这是意识形态现在和将来的宿命。
(三)再意识形态化主体的平等-隐蔽性

全球网络文化已经为新的意识形态建构开拓了自己独有的意义空间。首先是知识获得的民

主。网络的出现为知识传播开启了最为便捷快速的民主化渠道,为知识信息的最大化交互和最优

化利用提供了全新的便捷方式。互联网则提供了这样一种技术意义上的可能性:在不排斥甚至有

助于专业分工的前提下,以快捷方式和廉价手段为大众提供接近各种专业知识的机会,其价值在于

为知识走进生活、科学接触人文、技术贴近生命力的感受提供通道,这就是知识民主化的人文意识

形态价值。其次是自由意志的搭建。互联网是一个没有控制中心的开放式架构,它能最大限度地

体现每一个体的自由意志。在这片自由的天空中,隐蔽的主体可以充分享受到进出网络的自由、选
择身份角色的自由、发表言论的自由、与人交往的自由、选择信息的自由等。这种自由是通过“个体

价值的重新抉择 ”和“自由意志的充分展现”来完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技术主义的形而上

学,从而让意志的自由建立在人文理性的观念平台上。最后是多重主体间性交往的平等。互联网

为现代人提供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和任何一种交往方式都广阔得多的对话界面,其培育和强化关

注个体、尊重平等的文化形态的功能,它对传统金字塔权力主导下的价值、效率和存在起着必要性

的技术解构,又是个体参与精神的激励和平等交往伦理的极大张扬,便于人类用“互动的方式”建构

出为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伦理”,为现代人搭设了一个平等对话、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在网络世界

里,现实社会中的等级、特权、财富、身份、背景等现实因素都失去前提效应,用于日常生存智慧的角

色面具被匿名的主体所替代,只有鲜活的自我在以最“无我”的方式表达着最“真我”的本色。值得

注意的是,自由的意志、知识的民主、交往的平等都是以主体的平等性为前提的。因网络化本身的

虚拟性而产生的主体的隐蔽性,因为全球化的迅速推进而导致的人们交往的扩大,在平等的交往进

程中,这种非被给予的去强制和非等级的再意识形态化的主体必定要求平等的主体地位的确立,而
全球网络化的虚拟-开放场域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同时也生成了新时期再意识形态化主体的平等

-隐蔽性特点。
(四)再意识形态化走向的同质-未完成性

这种同质性绝不是单一化、均质化的同质化,而是一种基于普遍价值基础之上的普遍主义。这

种普遍主义既防止西方中心主义的普遍主义,也拒绝东方的特殊主义,是一个包含特殊性和文化丰

富性在内的积极实践和建构着的现实活动、经过再意识形态化表达后的具有“重叠共识”的新的价

值观。赵敦华教授指出:“一种价值观或知识,如果能够改善任何相信它的人的生活和环境,并能够

持续地适应被改变了的环境,那么这种价值观或知识就可以被看作是普适的”;“一种价值观或知识

的发明者和传播者不能决定它是否具有普适性;他人对这种价值观或知识的认识、相信和接受,取
决于它为他们带来的生活和环境的变化;只有朝向好的方面变化,他们才有可能放弃原有的知识或

价值观,而接受这种新的知识或价值观”;“普遍主义并不是一种已经完成了的东西,而是需要我们

去建构,去创造,在历史中努力实现的东西。”[4]

赵教授在这里提出了两个较为重要的观点:其一是未来人类意识形态的发展将逐步趋于同质

性的普遍主义,这种同质性不是均质性,而是一种跨文化普遍适用性的价值体系,正如哈贝马斯理

解的重叠共识的“平等主义的普遍主义”,而不是单边主义的“平等主义”。这种同质化的普遍主义

要求的是对每个人各自的视角的去中心化,同时它也要求将自己的观点根据享有平等地位和权利

的他者们的意义的视角而加以相对化看待。其二是这种同质性的再意识形态化将是一个长期的生



成过程,是一个未完成的“现在-将来时态”。因为现在的社会是以单个的民族社会为单元,仍然存

在着“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和“特殊主义”的价值体系,仍然保有着“冷战思维”的思维方式和异质

化的幽深心理。正如伊格尔顿指出的:“意识形态是指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的贯穿在并奠基于我们

实际陈述的那些价值观结构,我说的是在其中我们言说和信仰的方式,它们和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

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有关……亦即情感、评价、感知和信仰的模式,它们与社会权力维系具有某种

关系。”[5]一种价值体系是否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除了这种价值体系本身的先进性、合理性和完善

性之外,恰恰体现着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在目前主要和是否植根于强大的经济实力有着

极强势的关联,资本的力量左右着再意识形态化的发展样态。正如童世俊所说:“把普遍主义作为

未来理想目标的交往实践或社会实践,本身是在当下的具体语境中进行的。因此,在强调普遍主义

的建构性和未定性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普遍主义也有一个事实的向度、一个既成之物的向度;缺
了这个向度,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实践、不同民族的实际接触就缺了前提,相互理解和相互帮助也

就缺了基础。”[6]

三、再意识形态化的本质分析

在对“再意识形态化”的本质进行分析之前,我们必须廓清一个理论前提,即再意识形态化所关

注的价值观的重新建构所立足的现实地基是什么,这是一个关涉着再意识形态化的核心问题。当

我们在阐明全球网络化视域下再意识形态化是人们价值观的重新架构式这一观点之时,恰是隐去

了其现实的地基,即人们是在特定历史活动中进行重构的,而历史观恰是这一主体重构价值观的地

平。“然而过程的总体表现为一种自发形成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尽管来自自觉的个人的相互作

用,但既不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作为总体也不受他们支配。他们本身的相互冲突为他们创造了

一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异己的社会权力;他们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不以他们为转移的过程和强制

力。”[7]147-148马克思这里阐释的乃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即显示出

合规律性的一面。这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异己的社会权力”和“不以他们为转移的过程和强制

力”,使得全球网络化之中的再意识形态化不以某一主体或群体主体的价值观的特殊性而奠基,恰
是以他们的“合力”之价值观的形式显现,这并不取消个体主体或群体主体的主体性和合目的性。
亦即是说,历史观的合规律性必然是通过人的价值观这一合目的性的重新建构而开显出来的合规

律性。“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8]

这里所谓内在的尺度无非就是人的作为主体的合目的性的价值尺度,这一尺度构成人的价值观。
作为意识形态化后的价值观,虽然是价值选择和建构的过程,打上了极强烈的主体性底色,但是其

根据却并非随心所欲的创设。
基于以上全球网络化再意识形态化的特征的分析,我们认为全球网络化视域下的再意识形态

化的本质乃是基于一定历史空间(全球化与网络化空间)之中的主体打破原有价值观的一种新价值

观再生的过程,是一种历史价值的重新选择过程,这一过程构成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因果性的必然

性环节,这一环节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过程。正是这一价值选择过程开拓着人类历

史的活动空间,使得合规律性的历史发展进程得以丰富而具体地展现出自己曲折而各异的形态。
全球网络化所牵连的主体的匿名性和普遍性势必消解以往以金字塔型等级存在的权力为中心的特

殊价值观,最大程度地绽放出恩格斯意义上的最大化的“合力”之矢量上的新的价值观;网络化所型

塑全球化的时空在以国家核心价值体系为价值单位的阶梯上释放出新的价值能量,同时聚集着新

的“价值生成体”,潜藏在其背后的物质实体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意义生成集散地。在这一向度上,
休谟意义上的事实和价值二分的僵硬边界好像已经被消解。某种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化的

过程同时也就显现出了历史行进过程的一种理性化的重估一切价值的双向建构过程。这样再意识

形态化的向前推进就成了一个以各个主体之间围绕价值中轴线进行旋转和切割的过程。



但毫无疑问的是,全球化和网络化视域中的再意识形态化并非一个主体随心所欲的价值创生

过程。它的现实之地基只能而且必须来源于客观的现实生活。作为意识形态化的价值及其价值观

在人道价值如个体的自由、权利、人格尊严等和规范价值如民主、公正、正义等无一不是建基于现实

的生活过程。“价值规定本身要以社会生产方式的一定的历史阶段为前提,而它本身就是和这历史

阶段一起产生的关系,从而是历史的关系。”[7]207马克思这里所揭示的作为价值规定的前提的社会

生产方式是一个经济、文化、政治与社会的共结构状态,在这一历史关系中所显现的价值关系同历

史关系是一个同构的关系。不管从微观方面谈起的还是宏观机制说起的基于价值观之上的意识形

态,都无所逃于社会生产方式所构建的历史关系之网。
曼海姆把意识形态分成两类:一是特定意识形态,是个别人的观念和表象,目的在于掩饰某些

集团的私利;一是整体意识形态,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目的在于塑造特定

的世界观。我们撇开他的观点是否全面性不谈,仅就他提及的这两种意识形态而言,无不是特殊价

值观和整体价值观的表达,而体现某些集团的私利的那种意识形态一定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关系

之中并受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所规定了的一种私利;同样,作为整体意识形态化了的整体价值观亦

是建基于那个时代的历史关系中并受制于该时代的生产方式的产物。对于这两种意识形态的考

察,无论是工业时代或是网络时代,无论是生产时代或是消费时代,“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

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

展。”[2]73就是那些掩饰其特殊集团私利的貌似整体利益代表的虚幻的意识形态,亦可以从历史关系

中探查其根源,“如果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

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么这又是由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

系造成的。”[2]72追根溯源,反映特定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在今天全球化和网络化特定的背景下,人们

虽然交往关系较为广阔和完善,但人们仍是“受他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他们的物质交往和这

种交往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进一步发展所制约的”[2]72。所以,建基于物质交往和这种交往

之中所形成的共“社会-政治-文化”结构状态的一种特殊的结晶体的意识形态,就其价值观这一

视角而言,是其特定时期的历史观这种实然中蕴涵的应然的一种表达形式,就全球网络化时代的今

天而言,仍是如此。基于此,我们对于全球网络化之视域下的“再意识形态化”这一现象背后蕴涵着

的本质的界定乃是建基于历史观之实然地基上的一种新的价值选择和价值重构的应然过程。这一

活动开拓了人类主体性的价值架构的新的时空,展示了人类未来“世界社会”的基本样式,谋划着全

球化的新价值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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