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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精神世界 的重建
＋

张桂芳 秦 关

［ 摘要 ］在 网絡 时代
， 世俗化 社会借 助着现代 网络 多媒体技 术 不 断加 大 对人们 精 神 生 活 的

“

物 化
”

渗透 ， 使精

神 世界 空 泛化 。 网 络文 化交 融 使 人 的 精神 世界 出 现 价值 乱 象 ， 乃 至 消 解主 流 意 识形 态 和核 心价值

观 ； 虚 无 主义 、 新 自 由 主 义 、 功 利 主 义 等 思 潮 植入人 的 精神 空 间
， 冲 击人 的传 统价值 观

；
网 络碎 片 化 的

阅读 导致 思 维 模式 的碎片 化 ，使人 出现
“

亚健康
”

精 神状 态 。 语 言 文 字 的 表达异化 、传统 文化 的部 分

基 因 突 变 、 网络 负 面心理 效应 ，
动摇 共 同 的 价值认 同 。 重 建 精神 世界

，
必须 强化 网 络超越 意识 和 网 络

全球 意识 、 升华 网络 哲 学世 界观 、解 构 网 络心 理 空 间 、 建构精 神 世界 的 文 化 、 语言 、 价值认 同 等 三 维 网

络场域 。

［ 关 键 词 ］网 络 时代 精神 世 界 重 建

随着互联 网 的 飞速发展 ， 特别 是移 动互联 网们生存现实 的手段 ， 仅仅使用精神世界的现象性

的兴起 ，虚拟化的 网 络使人的存在被还原成真实 结构这
一

内涵就足够了 ，换言之 ，
这种层次 的使用

的
“

数字化生存
”

， 网络对人的 精神世界 的影响力可以视为对精神世界范畴 的狭义 界定 。

” ？他们或

越发凸显 。 在此背景下 ，保持足够的批判性的反 从狭义的精神现象性视域 ，或从广义 的 内 心世界

省能力 ，
重建人的精神世界是

一

个紧迫而重要 的 视域来定义人的精神世界 。 笔者认为 ，
人的精 神

课题 。世界不能
一言 以蔽之

， 它既是对精神本身 及其所

反映的实践活动 的涵盖 ， 也是对
一

切属人世界 中
一

、 精神世界的含义及结构精神现象的总结 。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将人的精神世界分

精神世界并非虚无缥渺 ，不切实际 ，
而是对物 为意识 、前意识与无意识三个层次 ，并在此基础上

质世界的真实反映 。 学者陈定学运用神经生理学

与细胞生物学分析得出 ：

“

精神就存储在大脑神经

元的胞体之 中 胞体是存储精神 的微型仓库 。

” ①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

中 国 网络 先进 文化建设 的机

２
’

ＹＵ＾Ｊ 二＊制研究
”

［
项 目 编号 ： ２〇 １ １ ＢＫＳ０３ ８

］
的阶段性研究成 果 。

精神 １
ｌ

：ｔ界 ．是真正存在于人 的 对 客
① 陈定学

、
陈虹 ： 《 精神世界在 里》 ，载 《中州学刊》

２０Ｍ 年第 １ 期 。

观世界的实际反映 。 尽管有学者认为 ：

“

人的精神 ② 李永杰 ： 《重建精 神世界一自 我内 心和谐麵究 》 ， 载 《 中共

世界应该是包括
一切精神现象在内 的人的 内心世云南 省委党校学报 》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４ 期 。

界 。

”②也有学者认为 ：

“

精神世界概念作为考察人③ 张健 ： 《 精 神世界概念 》 ，
载 《肇庆学院学报》２謝 年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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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一

步得出
“

本我
”

、

“

自 我
”

以 及
“

超我
”

的精神人 识形态更容易满足人的精神世界 。 网络语言较之

格分析 。 笔者 以为 ，
人的精神世界结构 大致可分 于主流意识形态 的严肃 、 隐晦 、不易懂 ，

其轻松愉

为具有无意识特征 的感性层次 、 具有 自 我意识的 悦氛围更容易激发人的
“

无意识
”

表达 。 然而 ， 当

理性层次和既有 自 我意识又有 自 我理想超越的超 处于压抑状态过久的
“

无意识
”

突然面对外部纷繁

越层次 。 从无意识的本能反应到有意识的理性思复杂的世界 ，则 会因 为种种不适应而 引发精 神疾

考 ，再到 自 我反省理性升华的超越意识 ，
精神世界 病 。 这种潜移默化的语言变异对社会主流意识形

中 的三个层次逐层递进 ， 为我们应对外部世界与 态产生 了多重解构 ： 网络语言的随意性解构 了社

内心世界的冲突提供调解依据 。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稳定性 ； 碎片性传播解构 了社

会主流意识的 整体性 ； 戏谑性调侃解构 了社会主

二、 网络时代精神世界的空泛化流意识的权威性 ；
短促性解构 了社会主流意识的

延续性 。

网络时代精神世界开始呈现出 相应 的世俗化（
２

） 网络文化交融使人的精神世界出现价值

趋势 ，世俗化社会借助着现代多媒体技术不 断加 乱象 。 网络文化盲从盛行 ，从网络舆论视角看 ，

一

大对人们精神生活的
“

物化
”

渗透 。 正如许纪霖所 些网络
“

大 Ｖ
”

成为意见领袖 ，

一

些丧失 自 己 价值

言 ：

“

在物欲主义的世俗时代之 中 ， 不是没有 自 己判断的
“

粉丝
”

盲 目 跟风 。 从个体适应性而言 ， 有

的文化和精神生 活 ， 而是文化和精 神生活发生 了些人因无法适应网络社会环境而至精神上陷入迷

很大的世俗性转向
… …城市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文 茫和痛苦 ；有些人因 对各种网络思想文化激荡 和

化 ， 借助全球化的公众传媒 和 网 络世界的传播优 渗透无所警偈 ， 导致思想 困惑和矛盾 ；有些人无法

势 ，逐渐 占据文化的 主流 。

”

① 以 网 络工具为主要 适从网络价值多元化的现实 ，
乃至 出现认识上 的

传播媒介的网络时代以语言文字 、社会思潮 、 网络 混乱 、
疑惑和偏差

；
有些人因 网络的特性导致缺乏

化生活方式等为切人点 ，使人的精神世界空泛化 。 安全感 、
人际关系 冷漠 、

人格得不到尊重 ， 出现心

（
１ ） 网络语言异化对社会主流 意识形态 的解 理上的失落 、焦虑和烦恼 。

构 。 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主流意识形态受网（
３

） 西方社会思潮借网 络传播长驱直人。 在

络语言异化的事实基础 。 关于语言 ，
罗 素概括说 ：

抛弃传统与怀疑 未来 的纠结 中 ，
民众的精神世 界

“

语言有表达和传达两种功用 …… 有两种互相关 始终缺少着一种承接传统 、引 导现在的 精神体系 。

联的 优点 ， 它对
‘

思 想
’

提供 了共 同 的 表达方 而西方发达国家借助 网络传媒的空 间扩散性快速

式 。

”

②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传达形成 的结果之
一

，

占领这
一

精神空地 ，
以 其触及社会各个阶层 的 网

需要语言的初级表达 和传达功能 ， 语言的社会性 络空间 延伸和经过世俗化包装的大众式网络语言

与共同表达性也为其提供了传播的可能 。 但是语 文字表达 ，使得西方社会思潮渗人 中 国人 的精 神

言受传播者 的主观因 素影 响 ， 会增添遮蔽性 与虚 世界 ，传统价值观在西方社会思潮 冲击的过程 中

假性 ，
而同样具有虚构性的 网络为语言 的虚假性 被动摇 ， 同 时普通大众对于 网络传播 中 经过

“

改

再添一层隐蔽 ， 为虚拟语言 的传播 、异化 、
扩散提 良

”

的西方社会思潮缺乏
一

定的辨识能力 ， 网络中

供了 长期性的遮蔽场所 。 在过度物化的世俗 网络 的人云亦云更加减弱 其抵制 能力 。 于是虚无主

社会中 ，语言的异化初现萌 芽 ，遮蔽掉物质本身的 义
、新 自 由主义 、功利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在网络

同时传达着
一种虚 假性信息 。 原本可 以通 过语 的推动下得以植人人 的精神空间 ， 传统道德被边

调 、神态等现实表达捕捉到语言的真实面 目
， 如今 缘化 ，对传统价值观产生 了冲击 。

却被虚拟 的网 络世界与冰冷 的键盘屏幕所掩盖 ，


人们 的心、灵也在此得到 了释放 ，
正如有学者说道 ：

① 许纪霖 ：
《世俗社会的中国人精神生活 》 ，载 《天涯 》

２００７ 年第 Ｉ

“

在虚幻 的多媒体世 界里 ， 人们可 以不断更换装期 。

束 、飞檐走壁 、 肆意地创建或毁灭事物 ，
这些经历 ②

［英 ］ 罗

＾
《人类的知识》 ， 张金言译 ， 商务印 书馆＿ 年版第

都超越了现实 ，它 实际上在模拟
一些类似于 梦的

③ 徐春霞 ： 《

＇

网络世界与精神 世界 》 ，
载 《青年记者 》 ２００９ 年 第 ２３

意识形态 。

”

③相 比 于社会主 流意识形态 ， 虚假意期 。

２００





网络时代精神世界的 重建

（ ４ ） 网络所引发的
“

亚健康
”

精神疾病 。
？ 在 义 ，换句话说 ，转换会改变语义 。

”

？
“

网络语言 由

发达的网络时代 ，
人们接收 、传递信息更多地依赖日 常语言发展而来 ，它是 由在线流通 的文字 、 语

于便捷的网络平台 。 网络碎片化的 阅读方式所接 词 、图形等构成的符号 系统 。

”

⑤无论是传统的语

收到的信息往往是片面的 、 即时 的 、值得推敲的 ，
言文字 ，还是异化而来的网络语言 ，在交流表达中

这就遮蔽了原始信息 内容的整体性与真实性 。 人 都会借
“

隐喻
”

来遮盖其真实本意 ，

“

真正 的 隐喻

们因为这种网络碎片化的阅读方式导致思维模式 却是内嵌在语义之中 的
”

⑥
。 在语言哲学中 ，

“

隐喻

的碎片化 ；人们在这样的网络碎片化阅读空间 中 不仅属于语言 ，而且属于思想 、活动 、行为
”

？
。 网络

往往会因为同
一

信息的前后矛盾与不同信息的相 时代语言在隐喻表达的过程 中有意隐藏其深层结

互冲撞而陷人对现实的怀疑 、迷茫与焦虑之中 ，使 巧
，突出其表层结构 ， 同时在不断的语义转换中 进

精神世界陷人困境 。 网络化生活更是世俗化生活 行
ｆ
识形态渗透 。 因此 ，

民众在处于双重隐蔽下的

的
“

物化
”

升级版 ，在网络世界中 ，人们往往会因为 语言异化表达中 ，精神世界问题也因此产生 。

理想的过于丰满与现实的枯槁而陷人窘境 。 当（
２

）传统文化的基 因突变 。

“

基因论认为个

“

超我
”

（
人的理想 ）无法满足

“

本我
’ ’

（人的本质 ）
，

体上的种种性状都起源于生殖质内的成对 的要 素

而
“

自 我
”

（ 人的理性 ） 又因外部环境限制而无法
（基因 ） ，这些基因互相联合 ，组成一定数 目 的连锁

进行调节时 ，灘 、不安 、迷茫等
“

麵康
”

精神疾 群 。

”

？传统文化不仅是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柱 ，

病便悄然生长 。 正Ｗ诗鹏教授所言 ：

“

物化的精
诸＾？神基０发展＠传统根？ 。 在网％

神处境是－种矛顧和悼论式的处境……主体＃

赖于 、但从本质上又不可能Ｓ全同
－于这

－

世界 ， ＾
时俱进 ，

以

ｆ
统
，
基
，
内化于人＿神世

５

因而主体会从獅公理上拒绝甚至反抗物化 ？ ？ ？ ？ ？ ？

人既生存于物化世界 ， 又被抛于这
－世界

……？ 二Ｓ３
限处 ，

则是无望 、绝望及死亡感 。

” ②这种理想与现
＝

实的冲突使人们在醜时代 中显得更为焦躁 、畏
；

型

惧与无助 ，

“

亚健康
”

状的精神疾病成为 网络时代
离 。 不

上
于追求砸最大化而基酿細诚鎌失 、背信

二 酿＿鏟蚰卅規舣 、獅＿傅一系、歹丨腦紙 錢刷专

一 、

數化基 因与最初 塑造 的精神基因原型相差Ｓ
ｍｉｚｉｔｍｍ远

，原型突变使得 民众在集体人格塑造中 找不到

，＾可以遵循的原始痕迹 。

“

进化
一

定要通过基因 上
网络时代特有 的

“

亚健康
”

精神疾病 ’ 似乎￥
触化 ，才能进行 。 但是这不是说 ，这些进化性变

为精神世界问题的代名词。 网络时代人的精神世

界空泛化成因需从语言文字 、传统文化基因 和心

理空间三个层面进行全面立体的系统分析 。①
“

亚健康
”

精神疾病是指人们在物化世界 中 ，
因现实世界 的纷

（
１

）语言文字的表达异化 。

“

语言是一种心扰繁杂
，
而在精神世界中产生 的

“

亚健康状态
”

，是 物质世界 中

灵活动 ，是一种社会现象 。 而且 ，在所有心灵活动
ａ

② 爾鹏 ： 《现时代精神生活的物化处境及其批判 》
，
载 《中国社

和社会现象里 ，语Ｓ是最系统的 ，最适合成为系统

思考的对象 。

”

③＾言文字不仅是人类生存的交流③ 陈嘉映 ： 《语言哲学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２ 页 。

基础 ，更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外在表达 。 网络时期 ， ＾
＾＾＃ ， 胃 ２９４？。

⑤ 杨文华 ： 《网络语 言的流行对主流意识形态 的解构 》 ， 载 《深圳

语 目文字成为人类现代性的发 ｇ人 ，代表着层 出＾＾￥ ＞ ２０１ ２＿

不穷的新事物进行多元化的表达 ，语言文字 的 内⑥ 陈嘉映 ： 《语言哲学 》 ，第 ３７７ 页 。

在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化 。 乔姆斯基将语言结构分？＠１ 。

为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 ， 国 内有学者对此总结道 ：

^

“

深层语法不能充分确定语义 ， 表层结构影响语 ⑨ 同上书
，
第 ４８ 页 。

２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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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我们所看到的 由突变而来的变化是同
一

个东如
“

片面 、重复 、倒位
”

等负面认识效应便将 中 国人

西 。

”

①传统文化是
“

突变型
”

的延续 ， 处于精神世 原有的理性逻辑肢解成为完整性缺失的碎片化理

界中 的传统基因 ，在经历动荡时期后始终 未能再 性认识 偏激 、武 断 、情绪化
”

等负 面心理效应便

次被唤醒 。 这种
“

突变型
”

的延续也使得传统文化 对原有的理性心理空间进行挤压 。 最后
，
借助 于

在网络时代面临着
一

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 网络平 台进行意识形态扩散的西方思潮通过其意

如何与现代文明 进行精神层面的 良好衔接 。 摩尔 识形态 的渗透 ，对精神世界中 超越层面 的共 同认

根在《基因论 》
一

书中说 ：

“

遗传学证据 正在开始 知进行挤压 。

“

尽管人类获得 了关于 自 然界 的有

阐 明 ，
通过染 色体 内或群基 因位置上 的颠倒 … … 效知识……但却在功利性层面上理解人生的 价值

染色体都可 以重新改组…… 这类改变势必深刻地 与意义……使人迷失 了 自 我 、丧失了灵性 、忘却了

影响连锁关 系 ， 从而深刻地影响 各种性状 的遗传 人生意义的精神价值 。

”

⑥各种各样的意识形 态充

方式 。

”

②传统文化的 精华缺失 、 网 络文化 的快速 斥着 民众的 心理空 间 ， 使
一

部分人在理解与追求

易位 、
西方社会思潮的强行 占位 、精华与糟粕之间 共同的人生价值与意义中从超越层面 的共同 价值

的本末倒置
这些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 明间 的 认知转向选择

“

自私 、贪娈 、功利
”

等非主流的价值

‘ ‘

连锁关系
”

在 网络时代 出现断裂危机 。

“

基因 可 认知
，
这种冲击性的 负 面心理效应导致共同价值

以 由于其组织 内的
一

种变化而发生突变 ， 而不 必 认同被动摇 、认知 系统出现障碍 。

有整个基因的损失 。

”

？

（
３

） 心理空间 被负面效应挤压 。 随着 网络时四 、 Ｗ络时代精神世界的重建维度

代的发展 ，人 的精神世界在原有的 世界观之外逐

渐形成 了
一

个网 络世界 的
“

心理空 间
”

。 在这个重建精神世界需从内在 自 我修复及外在场域

“

心理空间
， ’

中 ，包含着人们的感性直觉 、理性认识 建构 出
＾

；
，从意识强化 、

哲学观升华 、
心理空 间解

以及超越认知 ， 等等 。 网络时代的诸多负面心理 构 、现实场域 四个维度展开 。

效应从感性 、 理性和超越三个层面逐层渗透进 中（ １ ） 强化两种意识 ： 网络超越意识和网络全球

国人的精神世界中 ， 对人的心理空 间进行负 面效
意识 。 网络时代 ，

人的 主体性 受语言异化与西方

应挤压 。 首先 ， 由隨快速传麵形細隱快 社会思潮齡酿击下 ，在意娜态親逐渐被

餐文化 ，麵视觉的冲击 ，与人原補離龍进
鹏 ， 作为主＿人也麵失去 自 我 。 我们应该

行碰撞 。

“

部分醜出麵Ｍ信息 、色情 、暴力 、

願哪超越意识与酶全球挪懸化来重建

赌博 、诈骗 、
不 负责健言论等不 冑 信細韻 ，

鼠的獅世界 。

“

从賴丽层砸 ，相特色

严重毒害瞻环境 ，獅 了麵 ，
倾染 了人働

人文變辟需要世界情怀 。

”

４肢 ， 我们应强

精神世界 。

”

〇由 于这种快速形成的直观信息未能
化
巧
络超

ｚ

越意识 。 对
，
络世 界 中 的不 实报道 、

垃

通过进－步的筛选便面向受众群体 ，所以诸如
“

冲
制言息进行 自

生
有效筛选

；
提尚辨＾力

、

，

，

准确辨

动 、浮躁 、盲 目
， ’

等负面心理效应便很容易在人们
认出 因＿各语 目 异化所产生 的

、 ，

‘

文字游戏
、 」

理性

无意识的祕猶贴赃 Ｉ

、

目瓶成力－贿 目
■絲前社魏麟娜麟舰 。 通删

的感性认识 。 其次 ， 由 网络碎片化阅读方式所形

成的跳跃性 、碎片化思 维对民众原有的理麵 ＝
］

＝巧
因论 》 ，第 ４８ 页

。

思维进行挤压 。

“

碎片 化 阅读时 由 于大都是借助 ③ 同上书 ，第 ６５ 页
。

于电子媒体 ，其表现形式较为丰富 ， 导致人在阅读④ 段笑那 ： 《 网络
“

去中心化
”

的影响及 对策研究 》 ，
载 《辽宁工学

时思维容易受到干扰 ……降低 了对核心 内容的专院学报 》■ 年第 ２ 期 。

、 、 ｕ＾⑤ 林茂 ： 《碎片化阅读风 尚 下 的
“

全民 阅读
”

文 化建设探析 》 ， 载

汪性……
一

些大 的 冋题难 以用更翔实的论据 、更？ ＊＾ ￡？
２０

１
３＾ １

８
Ｊｆｔ

：

精密严谨的 推理去论述得更加深人 ，
连续性被隔⑥ 张桂芳 ： 《论数字化技 术时 代的中 国 人文精神 》 ， 载李菁 华编 ：

断 ， 却更多了武断的 成分 ，
甚至走 向偏激 。

”

⑤这种ｆ

文化复

ｇ
人文学科的前沿思 考 》 ，上海 人民 出 版社 ２ 〇 ！ ２ 年

跳跃式的碎片化思维方式阻碍了受众群体在接收 ⑦ 雑芳 ： 《科学 发展观 视阈 下中 国特色 人文精 神之 培育 》 ， 载

信息后对其进行准确性与完整性 的思考 ， 所 以诸《社会科学 战线 》２ ００ ８ 年第 ５ 期 。

２０２





网络时代精神世界的重建

络超越意识的强化 ， 有效恢复精神世界中 因 网 络 现代网络文化 ，对其中与主流价值观相悖 的异化

世俗而逐渐丧失的超越性精神 ，重燃理想抱负 ，
使 思想加 以辨别 ，对与主流价值观相契合的部分加

民众不再沉迷于网 络时代所构建的虚幻世界 ， 为以提炼升华 ，丰富主流价值观 ， 消解异化思想 。 最

其精神世界中的感性直觉 、理性认识提供了保障 。 后 ，升华与时代契合的 网络哲学世界观。 在 网络

其次 ， 我们应强化理性传播的 网络全球意识 。 网 时代 ，
以

“

仁
”

育
“

人
”

，将传统价值观与网络时代

络时代是一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 ， 因此 ，树立并强 因素相结合 ，发挥人的主体性 ； 同时 ，对网络世界

化
一

种尊重整体 、理性传播的 网络全球意识尤 为 中有益因素进行提炼 ，予 以肯定 。 在时代的不断

关键 ：
强化人类共同体意识 ，在传播网络信息的时 变迁中 ，

以与时俱进的哲学世界观念对传统价值

候 ，要考虑到信息的真实性及传播后对他人 、社会 观进行完善与修复 ，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性继承

所产生的影响 ；
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意识 ， 塑 与发展 ，

以时代契合精神寻求
一

种上承传统 、下启

造一种 由 自 我精神世界内省而成而非 由社会精英 现代的共同价值观 。

专制统治而成的集体社会人格 。 在强化辩证识别（ ３ ） 解构
一

个空 间 ： 网络心理空间 。

“

电脑 、

信息的网络超越意识的 同时 ， 也要意识到 网络 时 因特网不是像
一

般的科技产品那样在传统时间和

代理性传播信息的重要性 。 以思辨识别 的网络超 空间下推动现代化进程 ，
而是创造 了

一

种新的时

越意识清晰辨别网络时代 中 隐含的虚假 ，
以理性 间和空间 ： 电脑时间 和空 间 ； 创建 了

一

个新的世

传播的 网络全球意识进行 网 络世界 中的平等交 界 ：信息世界 。

”

②网络时代在创建新世界 、新空 间

流 ，加强对网络信息的辨识能力 ，
自 律进行理性信 的 同时 ，也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形成了

一

个 网络心

息的传播 。 同时 ， 主体 自 主树立 、培养 、强化 网络 理空间 。 在信息世界诸多 负面效应的强行挤压

超越意识和网络全球意识 ，稳 固主流意识形态 的 下 ， 民众网络心理空间面临解构困境 。 贝塔朗菲

地位 ，从而进行网络时代民众的精神世界重建 。在其系统方法论 中将人看作是能动的人格系统 ，

（
２

）升华
一种理念 ： 网络哲学世界观 。 人的精 在解构 网络心理空间的时候也要以发挥人的主观

神世界重建离不开时代精神的精华
——哲学 。 马 能动性为出发点 。 首先 ，在感性层面严守

“

关卡
”

。

克思认为 ：

“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 自 己时代的精神 人的精神世界之所以在网络时代
“

易攻难守
”

，就

上的精华
… …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 ， 哲学 是因为感性层面过于薄弱 ，加之网络负面效应冲

正在世界化
，

而世界正在哲学化 。

”

①网 络哲学世 击之快 ， 以至于在最插直观感觉层面便被击破 。

界观的培育与升华不仅可以稳雖统价值观腿 眺 ，棚络心理空间中应離—个稳定 、成熟的

础地位 ，为现代文明 的多元化选择提供理性思考 ，

感性认识 ，能够理智地应对外部环境的千变万化
同时还 为人的精神世界提供哲学层

＾
的人文Ａｗ及维持心理空 间 的基本稳定 。 其次 ，在理性层

怀 。 升华 网 络哲学世界观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 麵体洞察 。 以 其缜密 的辩证思维 ，从外部剥去
手 。 首 ＃

醜时代潜雜傾输进細各种信息 与思潮 ，

巾
剥去在语言文字和网络环境双重遮蔽下的隐形外

；对西方社会思潮中 的可取之处与异化
衣

；
深人其中 ， 对其进行本质的分析 结构 的逻辑

思
巧
在网络上进行理瓶别

；
对〒文 明的喃 思考以及信息 内容 的优 良划分与择优选择。 最

多兀
＾
与背

，
时代性在网络上进行理性认识 ， 而

后 ，在繊层面高度升华 。 在感性层面与理性层

面
，对网络心理空 间最高层次的超越层面进行进

其次 ，升华逻賴細晴群世獅 。 在醜
—

細升华 。 餅进—步的升华是建立在感性认

识与雜认知二者稳棘础上難贯的凝聚升

华 。 这种升华不仅仅是提升在 网络时代鉴别信息
律 ，对精神世界中的精神要素进行主次排列 ，进打

内部结构的层次梳理 ，并对其中 出现 问题的部分
知 丨

、

丨 田 她
、

明姐 ｍ 田 八扣
、

口她 山 工①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 版第 第 ２２〇 页 。

加以心维逻辑上的 因果分析 。 分析Ｖ、辨出 隐藏于
② 王元丰 ： 《电脑 、 因特网的现代性 》

，
载 《 自然辩证法研究》 １ ９９９

网络时代与语言异化之下的异化西方社会思潮及年第 ２ 期 。

２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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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伪的识别能力 ， 更是在共同 价值观的构建 中形 值哲学在 网络 时代构建起一个基于 中 国现实 国

成一种集体高度 的 价值认 同 ， 将 民众精神世界 中 情 ，并从主体价值维度出 发的价值认同 网络场域

关于 自 己 、他人与社会的终极关怀意识唤醒 。

一

提供可能 ，形成 民众在网 络时代 的
“

社会性格
”

。

旦这种高度在超越层面形成 ， 那么在网 络时代 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网络时代现实活动的价

信息轰炸中 ，在超越层面升华成为
一种优质 的 、连 值引领 ，从国 家 、社会 、公 民三个层面 ，提炼出 人的

接古今的 、贯通中外的核心价值观 ，完整解构一个 精神世界在价 值 目标 、价值导 向 以及道德 准则上

因 网络时代异质 因 素影 响而形成 的 网 络心理空 的价值规范 。 在 网络时代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间 。对人的价值取 向 、价值活动提 出 了衡量 的标准。

（
４

）建构精神世界的三维网络场域 ：文化网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网络时代衔接传统文化与

场域 、语言 网络场域 、价值认同 网 络场域 。 首先 ，
现代文明 、 弥补二者 间

“

断裂
”

现象的核心认 同 。

以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建构一个独具创新的 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价值认 同的凝聚 以及价值

化网络场域 。 精神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活动 、价值取向的 引领 ，对建构中 国人的价值认 同

观中重要但被长期忽略的理论精髓 。 该理论最早 网络场域具有重要的意义 。

在《 神圣家族》 中使用 ，在 《 德意志意识形态 》 中进

丰Ｍ
、

＊流 丨

丨么格倌 ｆ田
、入 ＼ 出焰仆 安 ？ 蚌妯（ 张桂 芳 ：

上海对外经 贸大 学 马 克思 主 义学 院 教授 、硕
一

？ｔ１ｒ ！
蝴 师 ；杨 上海 对 外 经 贸 大 学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硕 士

生产理论在不断的深化发展 中 ， 逐渐倾向 于文化

领域 ，学者黄力之对此总结说 ：

“

马克思后来的精

神生产概念更接近今天所说 的 文化概念 ，
因 为它（ 责任编辑 ： 刘 成 军 ）

既与
一

般的物质生产作 了 区分… …又与 同属观念

形态的特定阶级 、阶层的意识形态作了 区分 ， 符合

文化的人类学特征 。

”

？精神生产主要是以脑力劳

动为主 ，在相应领域进行具有时代性创造的 精神

财富 。 在网络时代 ，
以精神生产理论中主客体 间

相互作用 、互相依赖 为支撑 ， 发挥主观能动性 ， 构

建 出
一个有效衔接传统与现代 ， 同时净化心灵世

界的高层次文化网络场域 。 其 次 ，
以心理语言学

建构
一

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语言网络场域 。 心理语

言学从人的心理动机及语言专业的分析角 度 ，
对

网络时代人的心理空间被挤压 以及语言文字异化

有着一箭双雕的重建调节效用 。 以网 络时代中 国

人的心理世界为重建领域 ，
运用 心理语言学对影

响心理动机 的语言文字进行分析 ， 规避其异化成

分对心理动机的误导。 以适用于网络时代且不失

本真的语言文字进行表达 ，
重新引 导 因语言文字

引起的错误心理动机 ， 构建
一

个从心理上能够 自

觉引导主流意识形态 ，
调节大众心理负面效应 ， 为

大众共同 自 愿所接受的 ，且符合 网络时代意义的

语言网络场域 。 再次 ，
以价值哲学为研究视角 ，基

于社会实践 ，从主体价值维度出发 ，对满足主体合

理需要的客体及客体如何满足主体合理需要的过

程进行价值意义上的评价与衡量 。 作为 网络时代 ① 黄力之 ：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 中的文化价值 问题 》 ， 载 《上 海

中国价值哲学的凝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价师范大学学报 》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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