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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史以来，每一个时代都有其不同的文化现象，每一种新的文化现象都代表着新的时代内容，网络文
化就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而出现的融科技与文化于一身的新的文化现象。
这种文化现象打破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界限，在这个文化世界里任何一个人都
可以随时随地置身其中，大家都可以在这里尽情施展才华。
网络汇集了几千年来人类创造的优秀的文明成果，为人们提供了当代最为便捷的交流和认知途径，提
供了全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可以预言，网络文化对人类社会、经济、科技乃至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冲击和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北京邮电大学是一个以通信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主要特色的大学，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
们率先于2002年在我国高校中成立了第一个网络文化研究中心，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欣然担任了中心
的荣誉主任。
几年来这个中心在和文化部、中央电视台等上级领导部门和兄弟单位之间展开了有效的合作，围绕网
络文化热点问题举办多次重要学术会议，并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引起了同行们的强烈关注。
最近，他们又受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和财政部科教文司的委托进行了“中国网吧调查”的课题研究，并
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北京邮电大学不仅要在信息科技领域再攀高峰，而且
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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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主要界定何谓网络文化并揭示网络文化的特质；第二章着力描述网络舆论的特点、机制及社会
影响；第三章介绍网络人际交往与虚拟社区；第四章将形形色色的网络“客”文化现象尽收笔底；第
五章扼要讲述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视频和网络游戏等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样态；第六章对于网
络“人肉搜索”的起源、动因及良性引导问题予以特别关注；第七章针对瑕瑜互见的“网络聊天”做
出深度社会学解析。
    本书适用读者为大中学生、文化学者及IT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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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由此可见，网络博客与传统媒体报道相互补充，博客的影响力已经延伸到官员问责的现实领域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傅德志的博客点击率截至12月16日已达到240万次之多，其受关注程度之高显而易
见。
时评人童大焕在博客中国的个人专栏里共撰写了5篇与华南虎照事件相关的文章。
2007年11月12日名为“政府不能推诿回避虎照的真伪”的文章对事件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清晰地梳理，
并且呼吁：“面对公众的汹涌质疑，国家林业部门、公安和检察机构都有义务有责任站出来对照片真
伪作出鉴定。
”儿月20日，童大焕在了解到“周老虎”的原型来自年画后，发表了题为“没有真相就没有信任也没
有规则”的文章，结合报纸对事件的报道一步步阐明真相，试图揭露谎言，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11月23日的文章“虎照门事件到了该调查和问责的时候”，建议各级政府在查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
及时启动道歉和问责程序，以此挽回在海内外留下的巨大负面影响，同时也挽回民心，重建地方政府
的诚信形象。
11月30日，以当事人周正龙向网易索价为契机，呼吁摆脱地方保护，“独立第三方”主持正义，终结
“虎照门”事件。
这一想法得到一名网友的响应，他认为：“一些相关政府部门的消极行政，不作为行政以及一种官官
相护的潜意识，使得周假虎尘嚣直上，猖狂至极；强烈要求中央政府部门查清真相，查处周假虎的始
作俑者。
”12月7日，童大焕在“华南虎照事件触及国家核心命题”一文中，运用大量事实说话，针对国家林业
局在此事件上的暧昧态度引出了民众与权力的关系如何呼应与互动的问题，希望政府权力能够及时、
正确地回应民众期待。
一位游客随即回应道：“当权力不能及时、正确地回应民众期待时，我们能指望权力能够受到公民权
利的监督、制约与‘驯服’吗？
能指望民众与权力之间的裂痕不是逐渐加大而是逐渐弥合吗？
⋯⋯您是中国的良知，问得太好了。
”童大焕的每篇文章均以事实为基础，以建设性态度观察事件进程，并适时地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尽管童大焕这5篇博客的总点击量只有3052次（截至12月8日），但其极具说服力的评论所产生的传播
效果却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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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早在2002年，当我们率先在全国成立第一个网络文化研究中心时，大家就开始致力于这一全新研究领
域的垦拓。
经过几年努力，虽不能说硕果累累，却也收获颇多。
对于网络文化研究，我们已经从开始关注网络文化的一般表现形式，深入到对网络文化内容的分类研
究与探讨，并且将这一学术探索引入到研究生课堂教学之中，这部书就是在研究生的课堂上，研究生
们在讨论与争辩中逐渐形成的。
我们在确定书稿时，立足于明晰概念而不纠缠于繁琐的考辨，在突出个案分析的同时注重点面结合，
强调理论深度但决不拒人千里之外，不求“大而全”而宁可特色鲜明。
当然，限于我们的水平，本书难免存在不足，恳请读者朋友和专家批评指正。
由衷地感谢北京邮电大学党委书记王亚杰教授为本书的出版给予的关怀和帮助，感谢北京邮电大学出
版社社长代根兴先生和副总编辑周明女士对于本书出版的鼓励。
责任编辑陈瑶女士为本书的出版质量辛勤把关、操劳，她的严谨工作态度令我们感动，出版社的策划
编辑安耀东先生也在选题、成书过程中给予我们许多关怀和指导，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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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文化多棱镜:奇异的赛博空间》为网络文化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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