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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科技文化发达的今天，网络文化日益影响当前的传统文化，需要认识和把握网络文化

与传统文化的概念、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创新与传统、虚拟与现

实、即时与封闭、多样与单一等，当然两者之间也相互融合和互动，需要探寻一条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

的融合路径，最终实现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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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作为20世纪伟大的科技发明，其聚集了

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当代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

志。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35次最新统计结果显

示，截至2014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49亿人，

普及率达到47.9%。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应用

的日益普及，网络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生产的重

要组成部分，成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然而，随

着网络迅速拓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在

网络与人、与社会的互动中又塑造了一种人类生存

的虚拟实在空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

形态和文化生活样式，即网络文化生活。网络信息

革命浪潮并非单纯地新的网络技术创新和应用过

程，也不仅仅局限于它对社会生产方式、经济结构

带来的全面变化，而在于它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审美

情趣、思维方式、伦理观念、国民品性甚至意识形

态、价值体系都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难以估量的重大

影响。 
网络文化是以电子媒介为载体、以信息网络技

术为支撑、以网络物质的创造发展为基础，在整个

网络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一切活动方式、价值观念和

精神创造。这一新型的文化类型具备文化的本质属

性，能部分的反映某个民族的宗教情绪、审美趣味、

道德风尚、习俗传统等感性的社会文化心理状态，

也展现出某些被社会“理性化”了的思想理论体系、

价值系统，同时也是一种区别于传统人伦社会的“虚

拟文化”。在网络高速发展和影响力日益深刻的今

天，各种价值观念、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冲突在相

互激荡中日益突出。所以必须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用中华

传统文化提升网络文化品格，团结和凝聚亿万网民

为实现党的理想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为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1]。 

一、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文化特征冲突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通过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在

特定的环境下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

民族文化，对现代人类依然产生良好的影响，网络

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主要是因为两者具有不同的

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新性与传统型的冲突 
网络作为数字技术的新型产物，发展空间巨大，

不断给有想象力有创新能力的人提供发挥才能的舞

台，在网络世界中每个人都是有能力者，都可以有

别具一格的非凡气度，每一个有想法有创新精神的

人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网络帝国。创新精神在网

络的世界里发挥得淋漓尽致，追求时尚和新颖，迎

合大多数人的需要，这种追求个性、追求创新的精

神是网络文化最鲜明的特征。而中国传统文化大多

崇尚儒士之道，古人讲无规矩不成方圆，做事讲求

循规蹈矩。儒家强调“天人合一”作为一种理想的

生产状态，当时的小农经济不需要为了迎合市场而

进行改变，只需要保持好这种秩序的稳定。中国传

统文化过于强调尊卑有序，保障君王、长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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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往对于利益得不到保障的人形成压抑的心

理，个性被掩盖，心里的真实想法不能够表达，个

人利益往往被忽视，通常会否定个性的发展，墨守

成规、循规蹈矩还一定程度上存在，这些思想观念

部分的影响了传统文化的传播，而创新的、具有互

动的文化更容易被人们所接收。 
（二）虚拟性与现实性的冲突 
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空间里，人们把实实在在的

社会实践活动通过互联网络技术转移进去，也就是

把客观实在的现实同虚拟的现实连接起来，从而在

网络中形成一种特有的沟通交流规则和方式。网络

文化是数字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一个虚拟的现

实世界，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不见面也能有相见恨

晚的感觉。网络是一个面向所有人的公众平台，每

个人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大家可以向虚拟世

界的朋友倾诉自己的情感，也通过虚拟世界来寄托

自己的真实情感[2]。这也反映了网络虚拟性的独到

之处。而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基于现实世界

的，因此它所反映的内容都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写照。

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主要是通过面对面的直接

交流，受到道德、空间、性别、年龄、职业的限制，

人们通过一定的道德评判标准进行评价，往往会受

到客观因素的影响。 
（三）即时性与封闭性的冲突 
即时性是网络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是由于

随着互联网络技术和移动终端的快速发展，使得时

空在无形中进一步拉近，世界实现了高时效、高速

度的传播信息文化。这种通信瞬时化大大加快了人

们生活的节奏，在此环境之下，信息不再封闭，也

不再滞后。传统的信息文化传播模式因受地域、环

境、人为等因素的制约，难以及时沟通对接。而现

如今信息时代，依靠着发达的互联网络技术，消息

瞬间便能传遍世界各个角落。换言之，信息网络技

术打破了时空的界限，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并

使人们更快捷的沟通、交流、互动。传统文化是经

过几千年的沉淀积累形成的文明成果，主要通过刻

画、印刷等手段进行传播，更新速度、传播速度相

对较慢。 
（四）多样性与单一性的冲突   
网络文化内容具有多样性特征。互联网络为人

们提供沟通、交流、工作、学习、创造的广阔平台。

在这一广阔平台上，人们充分发挥积极能动性，创

造出内容丰富的网络文化，包括基于大众传播的网

站文化、基于个体互动的论坛文化、基于个体体验

的游戏文化，还包括即时通信文化、博客文化、维

基文化、微博文化等。网络文化的表现形式具有多

用型特征。无论是网民利用网络传播技术所创造的

文化产品，还是网络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复杂

关系与秩序，或者是网络中不定时所发生的特定事

件的网络文化现象，抑或是网络文化在发展过程中

所形成的一些内在的价值观念等，这一切网络文化

既可以采用文章、图片的形式表现，还可以采用声

音或视频等表现形式。而传统文化当中的古文、诗、

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

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很多

具有单一性，传统文化传授给我们的知识往往是由

古人对自然界某一事物的观察而引发的思考，这种

思考往往具有思辨性，更抽象，需要世人更多的思

考，而对于习惯于快餐文化时代的网民而言，传统

文化缺乏吸引力。 

二、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互动 

新兴的网络文化形态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日益

丰富多彩，这为文化的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和新的

活力，网络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发展是网络文化的重

要特征，也是其未来发展的总体趋势，这种特征可

以让具有区域特色的传统文化形态得到了传承和发

展，更有利于促进文化的多层次发展，有利于拓宽

文化发展渠道，有力地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一）网络文化为发展传统文化提供新的载体

形式 
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有

着悠久的历史，其辉煌灿烂的文化延续发展至今，

主要归功于人民群众的创造实践和传承。而文化的

载体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在远古

时期，文字尚未发明，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那时

候的文化主要依靠口口相传或结绳记事得以延续。

汉字的发明创造，颠覆了原始古老的文化传承方式，

人们将自己在社会生产实践中的一切以文字的形式

记录在石碑、泥板、金属（如青铜器）、植物（如树

皮、树叶、草叶、木片、竹片）、动物（如羊皮、牛

皮、龟背）、昆虫（如丝帛）等之上。尽管这个时期

文化的记录与传承有了空前的发展，但是文化载体

的脆弱性决定了文化传承的脆弱。这是由于作为文

化的载体或是难以保存（如口口相传、结绳记事、

泥板等），或是过于贵重（如石碑、金属、丝帛等）。

伴随着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文化的记录与传承

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人们将一切文明记录于纸上，

并装订成册进行批量生产，由于纸张轻便、便宜，

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广泛交流与传播。随着互

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文化有了新的载体形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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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文化的载体区别于传统的主要以纸质为主的载体

形式，是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高科技文化，也就是

我们通常说的数字文化。 
（二）网络文化为增强传统文化竞争力提供了

重要渠道 
网络文化既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

智力支持，又为其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反映着一

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传统，反映着一个国家和地区

的文化优势。通过加强网络文化的发展建设，不仅

仅能够对外树立良好的文化形象，同时对促进社会

经济的协调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网络文化体

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色文化，充分彰显了国家

或地区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实力。国家或地区通过有

效利用网络新媒介宣传本国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使

得区域外受众对其独特的文化产生深刻的印象。在

网络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社会影响和综合效益，对

提升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有着不

可估量的作用。网络文化通过借助互联网平台，将

本国或地区特色文化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利用，并

加强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从而打造区域网络文化

品牌，以此带动地方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网络文化为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提供了

重要承载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

康社会建设全面迈进。人们在享受着丰富的物质生

活的同时，迫切渴望享受更加美好、更加丰富多彩

的精神文化生活[3]。互联网的大量普及为人们享受

多姿多彩的精神生活提供条件。网络文化成为人民

群众精神生活的重要承载。网络文化增强了人民的

民族文化自觉和传统文化认同意识。网络文化反映

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族文化特色。广大人民群众

在参与网络文化创造与建设的过程中，同时也受到

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热

爱，提高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

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

认同意识。传统的精神文化传统难以脱离现实实体

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文化生活多样性，网

络文化存在于互联网虚拟空间，而且其传播速度快

捷，在信息时代，人们无需亲自去图书馆，只要在

家打开电脑，就能选择自己想要阅读的书籍、杂志

等，加之其内容丰富多样、表现形式多样，从而极

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网络文化承

载着人民的传统精神，也是精神文化生活方式的重

大跨越。 

三、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路径 

（一）用地域特色文化占领网络文化的主阵地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已有五千多

年的悠久文化和文明史。中国文明也是四大文明古

国中唯一延续下来的古文明。这足以见证中华文化

顽强的生命力。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祖国大

地上蕴含着丰富多彩的地域特色文化。有如六朝古

都的北京拥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尤以古都名

城、不可移动文物、博物馆和文物市场四大历史文

化资源最为著名。再有以敢为人先、务实进取为核

心内涵的岭南文化体现了广东地域文化精神。而作

为传统的岭南文化子系统的客家文化、广府文化、

潮汕文化等充分彰显岭南文化的博大精深。还有以

三峡文化、巴文化、红岩文化为主的重庆文化资源

展现了开拓务实和活力奔放的文化特色[1]。诸如此

类，枚不胜举。而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加大

对传统地域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实现社会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要着力塑造以区域特

色文化为内涵的核心竞争力形象。从而为促进传统

文化与网络文化的有效结合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传

统文化需要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进一步深化其影响，

而互联网在宣扬和传播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促进了网

络文化发展与建设[4]。要着力塑造以区域特色文化

为内涵的核心竞争力形象，让网络文化的建设迎来

各具特色的大发展大繁荣。 
（二）用传统文化的伦理精神引领网络文化主

旋律 
网络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快餐文化”，这种文

化使得网络文化日趋庸俗化，即通过满足人们的低

级趣味来提高网络浏览量，提高网络的经济效益。

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

商业利润的驱动，因为耸人听闻的，暧昧的，八卦

的等花边报道往往更能吸引眼球。因此应以传统文

化伦理精神为主要内容，在网络圈营造重义轻利的

氛围，使之自觉地创建、营造积极向上的网络环境；

可以在网上开展整风运动，扬正气，树新风，驱邪

气，将各种不正之风从网上打扫出去，使网络成为

扬正气的场所，而非放纵狂欢的场所，防止让商业

利益过度侵蚀网络虚拟空间。当网络空间的正气压

倒了邪气，那么网络就成为构建传统道德的新的载

体。人们上网时就会在正气的熏陶和压力下讲文明

的、高尚的话，做有道德，有修养的事情。 
（三）用传统的思想道德规范网络文化环境 
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此构成高尚的、

正气的网络环境是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网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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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中心任务。任何人都会有正气的一面和邪气

的一面，在正气的环境下他会积极地表现他正气的

一面，而在邪气的环境下，他就极可能变成一个坏

人，因此网络环境对于网民的性格塑造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对于性格尚未定型的未成年人更是如此。

但是人的性格一旦形成，即一个人的荣辱观一旦定

型，就不会轻易改变，因而孩子还未成年的时候，

无疑是塑造好他们道德观的最关键时期。目前网络

的虚拟诱惑，特别是游戏，色情等已经对未成年的

网络道德规范，网络行为习惯造成了很坏的影响[5]，

在这种环境下，网络深刻地影响到每个青少年的日

常生活中，一旦他们接触了大量的游戏、色情信息，

就极易对网络上瘾，产生网络依赖，从而影响身心

健康发展。网络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形势的严峻性

要求我们必须积极采取强硬措施净化网络环境。同

时国家也应该积极地开发各种有益于孩子道德形

成，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发育的网络产品来供他们玩

耍，把网络的娱乐功能与教育功能充分结合起来。 
（四）推进传统文化创新来增加网络文化产品

的供给 
我国有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

源历经岁月的沉淀和发展，已经深深融入到人民血

脉之中。由于人们创新意识的缺乏，对于这些宝贵

的社会文化资源开发程度不足，从而导致优秀文化

资源不能很好的为人所用。所以，应提高创新意识，

加强对传统优秀文化资源的创新。对文化资源的创

新并非是简单的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承和延续，而 

是从传统文化的内涵到外延的全面创新，包括思想

观念创新、内容形式创新以及制度创新等。文化创

新是使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实现传

统文化华丽转身的关键之举。文化创新直接关系传

统优秀文化的发展，也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现代化建设，关系民族的未来与希望。应积极

鼓励以传统文化资源为灵感之源，创作出格调健康

的有特色的网络文化作品，从而有力的树立网络文

化新风气，推动传统地方特色的文化瑰宝和当代精

品文化有效结合，并促进它们发展与传播。应推动

传统文化产业和网络文化产业的相互融合，积极发

挥人民群众在网络文化建设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创新，从而不断提高网络文

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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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wadays, network culture is 

influenc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day by day, so it is needed to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the concepts, the 
characteristics，and the developmental rules of both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network culture.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network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innovation and tradition, virtuality and reality, 
instantaneity and closeness，and diversity and uniqueness. Certainly they integrate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It is 
needed to explore a path for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network culture so as to eventually realize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network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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