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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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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文化底蕴的古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和以数字化为特

点的网络文化并存是我国当前的文化存在形式。两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儒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

受到网络文化的强烈冲击，网络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从表象来看，网络文化的传播

方式、表达和存储方式与传统文化形成了冲突的局面。实际上，两种文化在碰撞的过程中正在朝着融合

的方向发展。从网络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含义和特征出发，研究两种文化在冲突中相互碰撞，相互融合，

对发扬我国传统文化和构建网络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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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进入经济信息时代，网

络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社会发展让广

大网民喜欢通过上网的方式解决生活中的诸多问

题。比如交友，购物，学习等都可以通过网络实现。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网络传播以方便、快捷等优势

迅速被我国网民所接受，为现代文化发展开辟了新

的道路。现在，网络文化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无

时无刻不充斥着人们的生活，网络文化的兴起对传

统文化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本文将从网络文化与传

统文化的特点进行详细分析，希望从中找到解决二

者的冲突和融合问题的方法。 

一、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含义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文化像一场风暴席

卷我国。近年来，我国网络发展一直呈上升趋势，

迅速成为网络大国。人们通过网络传递信息、实现

商品交易，上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刚接触

网络的时候，人们需要懂得基本的计算机操作能力，

现在，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们只需手指轻轻一

按就可以实现不少生活需求[1]。网民可以利用大量

的碎片时间打开手机阅读网络资料，便利的上网方

式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不仅是一场机遇，也是

一种挑战。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智

慧的结晶，是影响了中国几千年思想的民族精神。

现在，这两种文化出现了强烈的碰撞，一方面人们

追求时尚、追求效率，对传统文化出现了弱化现象；

另一方面人们在忙碌中更关注道德的回归，对网络

文化存在的价值和蕴含的精神内涵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网络文化的内涵 

对于网络文化的定义，争议很多，至今也没有

一个明确的界定。对于网络文化内涵的理解，有人

认为只要是和网络有关的文化产品就叫做网络文

化，也有人认为网络上首发的作品才是网络文化，

不管是怎样的观点，网络文化都摆脱不了网络和文

化这两个要素。网络具有方便性、先进性等特点，

在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优势逐渐得到了网民的

认同，因此，我国的网络发展速度惊人，网络以不

可抵挡的姿态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

移动网络的普及，让更多的手机族随时随地都可以

上网，都能够感受到网络文化独特的魅力。尽管每

个人对于网络文化的理解不同，作为一种新兴的文

化存在方式，它有着独特的表达形式。简单来说，

网络文化就是以计算机或者手机为载体，以网络为

平台，依靠发达的信息传播系统，运用各种语言符

号传播思想、发表看法、传递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一

种全新的表达方式。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沟通、

购物、讨论⋯⋯可见，网络的功能非常强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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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发展前景一片大好。 

（二）传统文化的内涵 

传统文化是植入中国人骨髓中的民族精神，以

儒家思想为核心理念的传统文化以其强大的生命力

和丰富的内涵弘扬于世，绵延至今。我国的传统文

化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的产生、发展的历史，作为

传承几千年的传统思维方式、价值观、道德标准等

渗透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中。中国人走到哪里

都有别样的个性和气质，这来源于受到几千年文化

的熏陶。因此，传统文化是我国民族精神的核心，

是我国人们践行的道德目标和依托的精神家园。 

二、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特征 

网络文化和传统文化并存的现象悄然影响着人

们的生活，二者的融合也逐渐被人们认同。二者相

互依存，充分利用彼此的优势寻找最佳的契合点，

分别在我国文化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网络文化的特征 

网络文化以信息高科技为基础，和传统文化相

比有其独特的特征。网络文化是在计算机普及的前

提下发展起来的，网络的诞生、发展和普及过程中

必要的条件是技术的革新。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为

网络文化发展提供了条件，各种软件的开发和利用

为网络文化的传播构建了平台，因此，网络文化首

先表现出技术特征。网络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通

过技术处理，将传统的图片、文字信息转化为数字

形式，经过分析后传递到网络上。由此可见，网络

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数字形态的表现，由于实现了数

字化传输平台，影像、图片、音频等复合而成的多

媒体传输让网络文化内容更加丰富，这体现了网络

文化的数字化特征。除此之外，网络文化还有虚拟

性的特征。网络的普及让人与人之间的联络更方便，

人们通过QQ、微信平台、淘宝等应用程序可以实现

聊天、交友、购物等形形色色的生活需求[2]。互联

网上的资料是可以虚构的，匿名的现象让更多人喜

欢上这种隐秘的方式。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可以

在网络上扮演自己喜欢的角色，和其他人进行文化

交流，从而获得各种需求的满足。网络文化具有的

开放性和平等性等特点也是吸引众多网民的地方，

在互联网上，人们可以把自己剥开展示出最真实的

一面，心里的烦恼可以在这里倾诉，传统文化中一

些羞涩、隐晦的话题可以在网络上放开了聊，人与

人之间虚拟的角色中的交流是平等的，彼此可以敞

开心扉，互相缓解工作、生活压力。网络文化还有

一个特点就是多元化，尤其表现在内容的多元性。

人们在网络中根据自己的需求大多能够找到自己需

要的资料，因为网络中所包含的文化包罗万象，涉

及到文学、哲学、天文学等多个领域，并且其传播

方式是多元的，满足不同形式的互动[3]。 

由此可见，网络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多元化的文

化载体，可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地域

的群体的需求，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二）传统文化的特点 

我国传统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精髓影响了一代

又一代的人。其传播方式主要以书本、报刊杂志和

广播电视等传统的传播方式进行传播。传统文化的

传递也大多通过教育教学和民间的口头相传，学生

在进行九年义务教育过程中，所受到的道德标准、

价值观、人生观的影响，都是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

神，爱国主义精神等宝贵的精神财富。蕴含着传统

文化正能量的书本是传统文化的载体，课堂教学是

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学生是传统文化的受益者。

教师作为传统文化的践行者从言谈举止中体现出传

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但是，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

依然有很大的弱点。比如传统文化的传播速度慢，

传统文化的作品要经过编辑出版之后才能够在人们

手中传播，传播方式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其次，传

统文化的思想内容充满正能量，带有很深的哲理，

给人以深思和启迪。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学习，

目前以中老年人群为主要群体，年轻人对传统文化

的研究较少。这不是说年轻人不喜欢传统文化，而

是传统文化的内涵深邃，要理解传统文化需要一定

的文学素养、鉴赏能力，也就是说需要一定的文学

底蕴才能够把传统文化的精神理解清楚。因为传统

文化作品的作者大多具有很高的创作水平，经历了

很长时间的历练，如果读者不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

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涵就不容易读懂。 

三、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网络文化和传统文化并存的现状已经是我国文

化主流形式，两种文化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态势

已经形成。两种文化在发展和传承过程中各具优势，

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对网络文化和传统文

化融合的研究首先要分析两种文化存在形式上的 

差异。网络文化和传统文化相比有很多的不同。从

传播速度和方式上网络文化具有很大的优势，然而

从思想内涵上来看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远比网络文

化大。下文将从两种文化的优势和缺陷进行比较分

析，强调突出两种文化在相互影响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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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文化的优势和缺陷 

网络文化的优势在于快捷、方便、实惠、开放。

网络文化是借助现代化的通讯工具来进行传播的，

传播速度远远高于报纸、书本[4]。报刊杂志从创作

到出版需要很长时间，而网络文化从创作到发布只

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可能更短时间。快捷传播是网

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相比最大的优势。其次，网络文

化容量大，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网络文化作品的

读者量没有限制，只要能够上网，满足一定的条件

之后就可以阅读相关文字。而传统文化的作品需要

人们购买才能阅读，比如报刊杂志，由于印刷数量

有限，阅读的对象也相对较少。从经济实惠的角度

来看，网络文化更实惠，网络阅读只需要缴纳上网

费，有的网站需要一定的费用而外，没有其他收费

项目了。也就是说网民只需要支付少量的费用就可

以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比如知网的资料检索下载，

每个月只需要些许费用就可以阅读里面的文献资

料，而且内容非常全面。传统文化作品不花钱能阅

读的只有图书馆，但是不能保存，网络上的资料还

可以下载下来，作为永久保存。网络文化更开放体

现在创作过程中，广大群众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

进行创作，实现自己的文学梦。人们可以在上面发

表自己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好友进行及时交流沟通。

而传统文化的阅读过程在相对封闭性的环境中进

行，即便是有感想也不能及时和朋友交流，更别说

和作者交流了[5]。在网络文化中，读者还可以给作

者留言，作者在方便的时候还可以一起探讨作品中

的文学问题。 

然而，在网络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西方文化

的影响，网民可以在网络上自由发表言论。由于网

络是个开放的平台，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发表自己

的言论，可以上传资料信息，无形中给一些低俗的

人提供了传播庸俗信息的平台。网络上不负责任的

言论、虚假信息、不文雅的广告等严重地污染了网

络文化。网络普及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有很

多陷阱。近年来网络诈骗和信息犯罪的案例越来越

多，这就说明网络这个虚拟空间给犯罪分子以可乘

之机。尤其是网络舆论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极少

数心理变态的人利用网络文化在舆论场所兴风作

浪，治理和整顿舆论市场便成为当下全球共同关注

并十分头疼的问题。 

（二）传统文化的优势和缺陷 

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

具有了深厚的文学底蕴，尤其是在思想政治的熏陶

方面，对华夏子孙具有引领性的作用。传统文化中

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思想从商周时代延续至今，

是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中华儿女永远继承和

发扬。其次，在对待个人生命和自由的问题上，我

国传统文化中追求自由、独立、民主的思想给人们

带来深深的感受。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最大的优势在

于对待个人和集体的问题上，中国传统历来尊崇顾

全大局、胸怀天下的责任感和全局思想。文天祥“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范仲淹的“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诠释了朴素的爱

国主义情怀，折射出了我国先哲们强烈的爱国情怀。

在对待人与自然的问题上，我国自古以来具有崇尚

自然，追求个性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的

喜爱和赞美的文学作品太多，不仅体现了中国人对

环境保护的朴素意识，也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思想。 

但是，在传统文化和网络文化的博弈中，传统

文化有很多地方处于被动地位。比如时效性、开放

性等方面明显差于网络文化；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

和网络文化相比也显得单一，在传播和互动方面也

没有优势。 

四、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 

网络文化作为快餐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对

于网络文化和传统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网络作为

传统文化的载体和宣传平台，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提

供了便利。传统文化为网络文化内涵的提高提供了

保障和条件。因此，作为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

合，应该从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一）加强网络管理，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不可回避和否认，网络上现在还有很多低俗和

虚假传播的现象玷污着网络文化市场，这需要广大

网民自觉维护网络的纯洁性。网络作为信息传播的

主要阵地，需要更多的有价值的传统文化精髓作为

支撑。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网络文化的影响下得以传

承和发展，网络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底蕴中形成丰富

的内涵。因此，从网络管理的角度来说，要尽量避

免低俗的信息进入网络，让互联网上的文化充满正

能量。网民在上网过程中要注重自己的言行，不利

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话不说，未经证实的消息不传

播。提高全面素质，让互联网展示中国人的风采，

展示中国气派。因此，规范网络管理，引导网络文

化健康良性发展是未来网络文化发展的方向。 

（二）汲取文化精髓，提高网络文化内涵 

网络文化是一种零门槛的，没有限制的沟通和

交流。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结晶的传统文化以全新的

方式融入网络文化中，不仅提高了网络文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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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保障。应着力提高传统

文化的质量，增强人们的认同感，让正确的舆论导

向来引导网络文化的传播。其次，要发挥传统文化

优势，我国传统文化的最大优势是具有深厚的文化

底蕴，在广大网民心目中具有权威性，是一代又一

代中华儿女的精神食粮。网络文化汲取传统文化精

髓，可以提高其自身的文化底蕴。 

（三）发挥网络优势，宣传传统文化 

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

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许多困境。如何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值得深思的问题。随着网络社会的

到来，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网络优势来传播优秀的传

统文化，将传统文化精髓发扬光大。传统文化最突

出的特点是丰富的民族精神，很多人只能通过电视、

电影、报刊杂志、广播等方式获得传统文化的知识。

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网络优势，

扩大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力

度。这就需要各传媒机构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微博、

微信、百度等各网络平台丰富我国传统文化在网络

中的知识，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关注我国传统文化。

网络文化宣传机构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手段，丰富多

彩的方式吸引广大的网民自觉加入到学习、宣传和

分享传统文化的活动中，让传统文化在网络的推动

下得到创新性的发展。 

综上所述，网络文化和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

各有特色，如果把网络文化比作流行音乐，那么传

统文化就是民族音乐，流行音乐与民族音乐的融合

体现出音乐醇厚绵长、耐人寻味的文化底蕴。因此，

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就像鱼儿与水的关系，彼此相

互影响，实现优势互补。只有实现了两种文化的有

机融合，才能创造出更丰富的文化氛围，为建设我

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文化和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1] 廖礼平 . 中国传统文化的网络传播 [J]. 唯实 . 

2010(12): 38-42. 

[2] 王树亮. 中国网络政治文化建设研究[D]. 兰州: 兰

州大学, 2013.  

[3] 谢英香. “90后”大学生网络社交中信任关系的研

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4] 姜申. 论新媒体视域下民族文化的当代传播[J]. 贵

州民族研究, 2014, 35(11): 116-120. 

[5] 高卫华.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三个传播断层反思[J].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2(11): 21-26. 

 
 

Conflict and Fus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ternet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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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thousands of years’ history. Nowadays, traditional culture coexists with 

digital internet culture.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a strong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culture. 
Conversely, internet culture has been affected by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propagation. On the 
surface, the Internet culture conflicts with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ctually, two kinds of culture are integrating in 
the long way. The research of two kinds of culture has a significant importance to carry forwar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et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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