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网络文化 •

 

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

□谢玉进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摘　要]    网络空间催生全新网络意识形态和传统意识形态通过网络化而成为网络意识形态是网

络意识形态生成的两条基本路径。网络意识形态就是适应网络社会变迁，在网络空间中以数字化感性

展现为主导形式的，以广大网民为对象言简意赅且相对稳定的价值信念。它具有“草根崛起”带来主

体多元化、数字化中介系统塑造形式感性化、比特化实现传播即时化与全球化、去中心格局凸显个体

化、信息海量共振彰显复杂化等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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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Ideology

XIE Yu-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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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yberspace spawning a new network ideology and the traditional ideology becoming the network
ideology through the network are the two basic paths of the network ideology generation. The network ideology is a
concise  and  relatively  stable  value  belief,  which  adapts  to  the  change  of  network  society,  makes  the  digital
perceptual  display  as  its  dominant  form in  cyberspace,  and  takes  the  majority  Internet  users  as  the  object.  It  has
many bas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subject diversity brought by “grassroots rise”, the formal sensibility created
by the digital mediation system, the instant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implemented by bitalization,
the  individuation  caused  by  the  decentralized  structure,  and  the  complexity  manifested  by  information  mass
reso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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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意识形态是什么”这一问题如同“意识

形态是什么”一样，是一个抽象、复杂且充满争论

的概念。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形态概念过于复杂，所

以深度追问网络意识形态内涵的学者并不多，有分

量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这意味着网络意识形态的

内涵研究仍存在较大的空间。与此同时，面对网络

空间中纷繁复杂的网络意识形态现象和日趋激烈的

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深刻把握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涵

及其特征不仅必要而且紧迫，是亟待突破的课题。

一、理解网络意识形态发生的两个基本维度

回答“网络意识形态是什么”首先要感性地梳

理“网络意识形态是怎么来的”，通过把握网络意

识形态的发生过程来研判网络意识形态的生成方式

和存在状态。具体而论，网络意识形态的发生可以

从两个基本维度把握：

一是互联网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催生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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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全新网络意识形态的内在需求。巴拉达特在

《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一书中间接阐述了意识形

态发生的内在机制，揭示了意识形态就是对社会变

迁的“解释并合理化”。他说，“在18、19世纪期

间以粗暴方式完成的城市化与工业化，造成了多数

人心理上沉重的惶惑与不安。一般民众因失去方向

感而感到惊恐不已……学者、哲学家和政治家纷纷

埋头于梳理、解释并合理化这些现象，同时寻求因

应这些现象所引起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其中用来提

供合理化的理论，就变成了政治意识形态。”[1]从

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产生是以社会变

迁为现实依据的，同时以解决民众对于社会变化产

生的困惑为出发点。这告诉我们，意识形态不是无

病呻吟，而是以社会现实的变化和民众的内在心理

需求为根据的，这一点也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

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不谋而合。因而，从这一分

析路径出发，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互联网对人们社

会生活影响的日益深刻，广大民众对互联网带来的

剧烈社会变迁也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困惑。对

于互联网带来的变革，迈克尔•海姆说，“技术的

危险在于它能改变人类，它能使人类行为和希望彻

底扭曲……它进入人类的内心深处，改变着我们的

知、思、欲的方式”[2]。曼纽尔•卡斯特说，“我们

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已经随着因特网的普遍深入

使用而改变了”[3]。网络剧烈的社会变迁冲击民众

心理，滋生各种困惑，进而产生强烈的消解困惑的

内在需求，而网络空间内生的各种“合理化解释”

就成为了网络意识形态可能的来源。

二是各种传统意识形态认识到网络空间争夺的

重要性，积极推进意识形态的网络化。面对网络空

间中各种信息对人们意识的冲击甚至是重组，传统

意识形态逐渐认识到来自网络空间争夺的重要性，

并积极寻求对策。概括来讲，传统意识形态要在网

络空间中能够加入多元意识形态的斗争、争夺，首

先就必须解决自身“进网络”的问题。“进网络”

不是简简单单地“照搬”到网上，而必须进行积极

有效的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的改造，这个复杂的改

造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网络化”。所以，网络意

识形态发生的第二条基本路径就是各种传统意识形

态通过网络化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网络意识形态，

其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化显示度最高，它生

成的主流网络意识形态处于较为强势的地位。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网络意识形态的发生有两

条基本路径，即网络空间催生新意识形态的产生、

传统意识形态通过网络化而成为网络意识形态。前

一条路径产生的是“原生性的”网络意识形态，后

一条路径产生的是“输入性的”网络意识形态。

二、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涵解析

网络意识形态发生的分析告诉我们，网络意识

形态是互联网时代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新样态，对

网络意识形态的概念不能回避，也不能简单化处理，

而应深入把握其特殊性，并深刻揭示其新内涵。

揭示网络意识形态的新内涵需从考察网络意识

形态的鲜活实践出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

克思恩格斯指出，“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

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这段论述对意

识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即研究抽象的、

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应从鲜活的意识形态实践出

发。揭示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涵也是如此，我们需要

从网络实践出发理解网络意识形态。具体而论：

其一，网络意识形态是网络实践发展的产物。

“内生”的网络意识形态和“输入”的网络意识形

态都是网络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前者反映

了网络实践从物质生产实践深化到社会生活实践尤

其是精神生活实践，反映了人们精神层面对新意识

形态内容的需求；后者则反映了各种传统意识形态

的传播者意识到了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发展的新生

长点，看到了网络空间拓展意识形态传播的必要性

与可能性，继而主动对传统意识形态进行改造。不

管是“内生的”还是“输入的”，都反映了意识形

态对实践发展的主动适应，因而可以说网络意识形

态是适应网络社会变迁而产生的。

其二，网络意识形态是感性形式主导的。刘少

杰认为，“虽然理论对实践有指导作用，但理论对

实践的作用一定要同实践中的感性因素联系起来才

能发生作用。如果意识形态的产生根源和存在基础

是实践，那么意识形态中一定包含着实践本身所固

有的丰富的感性因素或感性特征。”“在影视媒体

和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当代……意识形态改变了存在

形式。”[4]在网络空间中，有效的意识形态出场往

往都是以感性形式呈现的，无论是吸引眼球的议题

设置，还是图文并茂的内容展开，或者时髦的微视

频、动画等，都紧紧抓住人们的感性喜好，通过感

性的形式承载抽象的意识形态内容。当然，网络空

间中也存在传统意识形态纯文字的传播方式，但相

比较而言，感性传播方式占据了明显的主导地位。

其三，网络意识形态是指向广大网民的。网络

空间中的意识形态虽然是感性的，有草根的“恶

搞”，有蓄意的“炒作”，有搞笑的“调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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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感性形式都不是为娱乐而娱乐，而往往承载着

其明确的意图，蕴含着显著的社会动员的诉求。因

而，网络意识形态是指向广大网民的，肩负着吸引

网民、教化网民的目的。即便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的宣传也很明确的表明其目的，诚如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的，“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

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

哪儿去”[5]336。这种鲜明的群众指向性，在网络空

间中就表现为紧紧把握网民这一对象，从网民出

发，并集中解决网民的意识形态需求问题。

其四，网络意识形态传递的是明确的价值信

念。对于意识形态的内容定位在学界一直存在争

议，从特拉西的“观念科学”到马克思批判的“虚

假意识”，再到列宁把意识形态变成一个描述性的

概念，认为资产阶级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

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

识形态。这些都指向于认为意识形态是理论化、系

统化的阶级意识或思想体系。其实，在现实生活

中，有许多非理论化、非系统化的观念也往往能够

起到意识形态的作用，发生意识形态的效用，这些

具备意识形态功能的感性化观念也应纳入意识形态

的范畴。因为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不仅指系

统化和理论化的思想体系，还包括各种特殊的仇

怨、忧虑、希望、偏见、幻想、同情和信念等尚未

上升到概念系统的感性意识活动。”[6]不管是理性

的意识形态，还是感性的意识形态，它们都有明确

的、相对稳定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指向。因而，为了

更好地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从工作实效的角度出

发，应把意识形态研究的重点放在梳理意识形态鲜

活的实践中，并在实践中来理解和反思意识形态，

把它感性的部分和理性的部分都纳入审视的范围，

只要它事实地发挥了意识形态价值导向的功能，我

们都可以将其作为意识形态的研究对象。借用《意

识形态起源和影响》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即“通常

是针对人民大众的言简意赅的陈述”[7]271，笔者认

为，网络意识形态的重要内核就是针对广大网民的

言简意赅的价值信念。

综上，笔者认为，网络意识形态就是适应网络

社会变迁，在网络空间中以数字化感性展现为主导

形式的，以广大网民为对象言简意赅且相对稳定的

价值信念。

三、网络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

网络意识形态作为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的新样

态，有着不同于传统意识形态的鲜明特征。

（一）“草根崛起”带来主体多元化

互联网具有强大的赋权效应，互联网的开放使

得所有人都有机会进入互联网世界中，只要有上网

的意愿和基本的上网条件，人人都可以成为网民，

在网络的信息海洋中自由冲浪。这样的低门槛进

入，使得网民具有普遍的强烈的被接纳感，并让网

民本能地意识到上网是我的基本权利，这必然强化

网民的权利感。同时，互联网不仅准许网民进入，

而且进入后几乎“一视同仁”地赋予每个网民享用

网络信息的权利，也即网民可以在网络空间中自由

地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这样慷慨的“赋权”也使

得网民在网络空间的权利感倍增。网民权利意识的

觉醒带来的是主体性的极大增强，进而草根也愿意

走到舞台中央，表达自我、张扬自我，生成了网络

世界一派“草根崛起”的磅礴景象。对于互联网强

大的赋权效应，“数字化时代的教父”尼古拉•尼
葛洛庞帝曾说，“我的乐观主义更主要地来自于数

字化生存的‘赋权’本质。数字化生存所以让我们

的未来不同于现在，完全是因为它容易进入，具备

流动性以及引发变迁的能力。”[7]寥寥数语，揭示

了数字化所赋予人类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草根崛起”具体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表现为

国家逐渐丧失了对意识形态资源的垄断，在人人都

“自带麦克风”的网络时代，意识形态发声不再受

权力等级制约，人人都可以成为意识形态的制造

者、传播者、消费者，一言以蔽之，网络意识形态

的主体极大地多元化了。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为多样

化的价值观念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平台，

每个网民个体的观念需求被激活，表达欲望被激

发，每个网民都事实上成为了个体意识形态的生产

者、传播者，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主体。面对互联网

时代意识形态主体的多元化，习近平总书记说，

“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包括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

络‘意见领袖’在内的网络人士大量涌现。在这两

个群体中，有些经营网络、是‘搭台’的，有些网

上发声、是‘唱戏’的，往往能左右互联网的议

题，能量不可小觑。”[5]335这段论述充分反映了网

络意识形态主体的多元化。

（二）数字化中介系统塑造形式感性化

网络意识形态活动本质上也是一种实践活动，

较之传统意识形态活动，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实践

中介系统的变革，即数字化中介系统的出现。数字

化信息中介系统从根本上变革了人机之间的中介方

式，进而变革了人类网络时代的实践方式。陈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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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从“人类中介系统的革命”的角度对数字化中

介系统的变革进行了描述，他认为，从人类的思维

中介系统的发生与发展过程来考察，应该说发生了

三次革命：行为中介，语言符号中介，数字化中

介。数字化中介是通过二进制的表达方式实现的。

“二进制的数字表达方式，是把思维从头脑中、从

思维空间中解放出来的中介方式，是思维行为化的

中介工具……思维成为如同行为过程一样的实实在

在的系统，它是看得见的，可重复的。”[8]这样的

变革对人类的生存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具体在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上，数字化中介系

统造就的思维的可视可感必然带来意识形态展现形

式的感性化。齐鹏说，“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意味着

人类由读写时代进入到了视听时代，表征着人类正

面临着一场真正的革命，而革命的起点则是人的感

性的革命。”[9] 这种感性革命是立体的，通过数字

化中介系统，网络意识形态的出场不再以单调的文

字为主，而是在各种信息终端感性的界面上呈现多

媒化的感性的意识形态信息。比如2013年有一则视

频名为“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非常火爆，两天内

播放100多万次。在这则被网友认为“尺度很大”

的5分多钟视频中，习近平以卡通形象出现，以他

的晋升之路为例介绍了中国领导人的选拔过程，并

与英美等国的领导人产生机制进行对比。这既是中

国的干部选拔制度首次通过讲故事形式介绍，也是

中国的国家领导人首次以动漫卡通人物的形象出现

在公众面前。在网友发表的400多条评论中，多数

认为视频生动、有趣，没有刻板严肃，是“跟得上

时代的宣传片”。这则视频十分生动地诠释了网络

意识形态的感性化，另外还有类似的如《十三五之

歌》《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跟着大大走

博鳌篇》等，都用感性的新语态传递了意识形态，

受到广大网民的热烈欢迎。网络意识形态的感性化

形式可以说是借助数字化的力量达到全媒体综合、

全对象覆盖、全感官刺激的程度，可以使得感性化

的网络意识形态信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实现全

渗透、全融合，可以极大地提升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三）比特化实现传播即时化与全球化

网络空间中信息以比特为单位，而比特的属性

赋予了网络意识形态特殊的传播效应。“比特没有

重量，易于复制，可以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在它传

播时，时空障碍完全消失。原子只能由有限的人使

用，使用的人越多，其价值越低，比特可以由无限

的人使用，使用的人越多，其价值越高。”[7]3这种

信息传播方式较之传统意识形态通过文字、纸媒、

广播、电台、电视等载体传播可以说实现了革命性

的变革。

具体来看，其一，比特传播消除了地理阻隔。

从空间的解构看，“网络是四下弥漫的——并不存

在于某个特定的地方，但却同时出现在每一个地

方。”[10]在网络空间中地理已经失去了原子的唯一

性，而转化成一般意义上的比特，跟其他一般信息

一样，对网民主体没有任何地理限制意义。一定程

度上可以说，在网络空间中地理消失了，比特可以

抵达任何地方，而任何的意识形态信息它只要一出

现在网上，就意味着它产生了世界影响，因为世界

互联网的任何角落都可以搜索到这一信息，只要网

民愿意。所以，网络意识形态的信息一经被生产出

来，就成为了全球化的信息，这种传播广度是传统

意识形态难以企及的。

其二，比特传播打破了时间序列。“网络空间

中各种时间混合创造了一种时间拼贴。不仅各种类

型的时间混合在一起，而且不同类型的时间在一个

平面上同时并存，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更没

有序列。”[11]网络空间的时间是一种典型的“无时

间的时间状态”，比特传播在任何时间都在进行，

没有停歇、没有被安排也无需规划。相比较而言，

传统意识形态的传播是受时间因素影响的，报纸的

发行有明确的时间安排、电视节目的播放以节目表

计划的时间为依据、各式的宣讲更需要照顾主讲人

与听众的时间，甚至书籍的阅读也大都与读者的作

息时间吻合。但在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的信息只

要被发布，它在任何时间都可以被提取、被阅读、

或者随时被投放、被推送，时间序列对于网络空间

的信息传播已变得毫无意义。比特传播对于时间序

列超越的突出表现是信息的瞬间即达，也即传播的

即时化。传播的即时化一方面意味着比特传播效率

极高，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比特传播使得意识形态信

息的影响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需要全新的应对机

制和策略。

（四）去中心格局凸显个体化

互联网时代是凸显个体的时代。尼葛洛庞帝宣

称，“真正的个人化时代已经来临了”[7]193。对网

络意识形态而言，“个人化”进路也将是网络意识

形态对个体发生作用，并展现其自身生命力、影响

力的重要维度。网络意识形态只有抵达个人、说服

个人，并被个人自觉转化为个体认同的意识形态，

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完成其应然的使命。

网络意识形态在没有中心而人人又都是中心的

传播格局中，其“个人化”的特征可以从如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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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其一，“个人化”门槛极低。传统时空中，

我们想到“私人定制”“个人化服务”，首先联想

到的是高昂的成本。而在数字化的生存时空中，

“个人化”几乎是零成本、零门槛的，在这个无比

开放的生存时空里，每个人只要愿意进入，就能够

轻松地实现进入，而且进入后的个体都是平等的，

具备平等地实现个人化诉求的机会。其二，“个人

化”资源是共享的。在实体空间中，资源往往是排

他性占有的，只有一个苹果的话，A吃了，B就没

得吃，因而，资源的有限性导致“个人化”，“个

性需求的满足”只能在某些个人身上得以实现。但

在数字化的时空中，数据资源是可以无限共享的，

而且越共享资源越丰富，每个个体都能够平等地享

用资源，按需供给，各取所需。其三，“个人化”

体现个性化需求。一旦“个人化”容易进入且能无

限满足，那么网民就可以变得“任性”起来，可以

根据个性化的需要来选择意识形态信息，自由地找

寻符合自己个性需求的信息。其四，“个人化”精

神生活方式的建构。互联网重组着人们的精神生

活，广大网民也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互联网建构着

自己的精神生活方式，而这种方式也必然是个人化

的。意识形态作为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也必然对

人们的精神生活造成深刻的影响。而在选择自由、

意识形态信息海量的环境中，网络意识形态要想

“被选择”，则必须在传播过程中研究个体、了解

个体，使自身经过“个人化”的改造，才能实现与

网民“个人化”精神需求合拍，而直抵人心，形成

深度影响。

（五）信息海量共振彰显复杂化

网络意识形态较之传统意识形态而言所处的信

息生态已截然不同。网络空间的信息是海量的，互

联网上一天产生的信息量有多少？中国工程院院士

邬贺铨表示约有800EB，如果装在DVD光盘中要装

1.68亿张、装在硬盘中要装80万个。2015年在互联

网上一秒所传视频需要一个人花5年时间才能看

完。如此巨大的海量信息，使得网络意识形态的信

息在网络空间中就是“沧海一粟”，一定意义上可

以说“微不足道”，相比较传统意识形态在国家垄

断的强势媒体发布而言，其显示度是不可同日而语

的。就是在这样残酷的信息竞争生态中，网络意识

形态天然地具备了竞争性和复杂性。

与此同时，网络空间是开放的，信息进入几乎

是“零门槛”。这意味着多元的意识形态主体可以

自由地生产和传播意识形态信息，而且一经信息被

生产就可以即时传播并且到达全球的任何角落。这

样的传播门槛和传播效率较之传统意识形态信息生

产的严把关、严控制而言，多了许多的自由度和随

意性，这必然加剧意识形态信息的复杂化。因此，

网络意识形态的信息不仅在海量的一般信息中存

在，而且也在极其复杂的意识形态信息中存在，这

些信息交融交汇交锋，使得网络意识形态的斗争局

面空前复杂化。复杂化也成为了网络意识形态存在

状态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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