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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华优秀传统⽂化教育 

当传统⽂化遇到新兴媒体和⽹络世界，会出现什么样的⽕花？过去古⼈在

交流中⼤多只有两种⽅式：⼀是书信往返，⼀是⾯对⾯交谈。随着通信软件的

发达，QQ、微信等软件出现后，全世界被信息所淹没。整体来看，⽹络与⼿

机已成为⼤众⽂化，与时髦、流⾏并列，改变了⼈们的价值观，成为当代⼈的

社交媒体与⼯具。其中使⽤⾼阶或最新型的电⼦产品已变成⾝份与地位的象征，

这些产品也⼏乎成了每个⼈⽣活必需品的代名词。对许多⼈来说，没有社交媒

体，就缺少了沟通渠道，⽣活也缺少了便利性。同时，⽹络世界更蕴含着⽆限

的商业机遇与挑战，也开启了21世纪“⼀机在⼿，掌握天下脉动”的时代。 

⽹络⽂化有何特征 

⽹络⽂化是⼀种新型的沟通形式与⽂化新载体，它的发明让⽂化从头到尾

产⽣重⼤变化。在⾯对⽹络这种新的发明后，传统⽂化产⽣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这样的变化，到底对传统⽂化产⽣正向影响，还是会加速传统⽂化的消失？

确实值得关⼼与讨论。 

⽹络⽂化有⼏个特性： 

⽹网络具有“去中⼼心化”“平⾯面化”趋势 

⽹络⽂化的“去中⼼化”具有可以去除任何形式的⽂化中⼼与内涵的⼒量，

从⽽重构整个世界，使世界变得多元化与碎⽚化。传统⽂化被改变成⼀种“随意”

且“松散”的⽂本游戏，让传统⽂化失去过去的权威地位⽽出现“平⾯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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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可匿匿名隐藏 

⽹络世界中彼此不见⾯，使⽤者可以躲在暗处，⾃觉安全，不必负责任，

导致⽹民话语愈加危⾔耸听。⾔语愈⾟辣，才越有追随者。在⽹络世界中，每

⼀个⼈都有机会成为领头⽺，只要⾔论有追随者即可。所谓“君⼦慎独，不欺暗

室”“君⼦又恶居下流”，但⽹络容易造成君⼦道消，⼩⼈道长。 

⽕火星⽂文成为中⽂文⽹网络特⾊色 

⽹络世界充满各式“⽕星⽂”，这种⾃创的⽂字最早出现于台湾，流⾏于中

国⼤陆和海外华⼈社会。随着⽹络的普及，年轻⽹友为求⽅便或彰显个性，开

始⼤量使⽤同⾳字、⾳近字、以特殊符号表⾳的⽂字。它们与⽇常⽂字不同，

⽂法奇异，难以读懂，显出“地球⼈看不懂的⽂字”讽刺效果，故被称为⽕星⽂。

⽹网络世界充满从众与孤⽴立的情怀 

⽹络世界中⼈们常会担⼼“错过任何讯息”，所以希望不断保持与他⼈及团

体的互动。尤其热衷社交⽹络“脸书”“微博”者，不少对现实⽣活与社交现状不

满，觉得⽣活压⼒⼤。美国媒体为“害怕错过某些新奇好玩的事物”的现象造了

新词“FOMO”（“Fear of Missing Out”的缩写，意思是害怕错过）。如果⼈格特

质中带有“害怕错过”的焦虑感，在现实⽣活中压⼒越⼤，就可能在社交媒体上

越活跃。⽽使⽤的时间越长，忧郁度可能会越⾼。 

过度依赖⽹网络⼼心理理 

过度的⽹络依赖，又称“⽹络成瘾”，与⼀般的“⽣理上瘾”不同。⽹络成瘾

⼼理上的依赖程度更深，如随时随地⼿持⼿机，连“睡前再困也要看⼀会⼉⼿机，

醒来后还眯着眼，⼿就已经⾃动搜寻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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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车⽂教基⾦会2017年的调查指出，台湾⾼中⽣持有⼿机⽐例为94％。

其中使⽤WiFi上⽹的⽐例占49.5%、限额费率上⽹为17.4%，上⽹“吃到饱”则是

27.5%；62.5％的青少年会因⼿机没电⽽感到不安，37.5％则会因没带⼿机⽽焦

虑。此外，为了回宿舍拿遗忘的⼿机⽽迟到，甚⾄缺课，上课偷偷滑⼿机、⾛

路也看⼿机的现象也愈加严重。 

崭新与怪异的沟通模式 

平板电脑、智能⼿机等移动⽹络⼯具已成为⽣活的⼀部分，形成“新指尖运

动”与“低头族”现象。指尖滑动已成为⼈与⼈互动的潮流，“⼿忙眼乱”的数字互

动模式，更成为⼈与⼈沟通的重要渠道。例如，家⼈的沟通⽅式由过去⾯对⾯

的谈话⽅式，变为实时通信软件的交流。甚⾄在聚会中，⼈们不再看着彼此的

⾯孔交流，⽽是选择低下头来，使⽤各⾃的⼿机与他⼈交流。这些新的通信⽅

式，已完全改变了⼈们相处的形态。 

⽹网络原住⺠民(internet native) 

⽹络原住民的概念最早由教育游戏专家马克·普伦斯基提出，即出⽣在信

息发达的21世纪的新⽣代，他们善于使⽤电⼦科技产品，勇于接受新的挑战。

相反，⽹络移民（internet immigrant）是指成长过程中尚未有⽹络发明，及⾄

成⼈之后才开始接触新的⽹络科技，以致有时⽆法适应科技产品⽇新⽉异的变

化，甚⾄出现与⽹络时代格格不⼊的⼈群。 

相对于⽹络移民世代，⽹络原住民有着⾃我中⼼、反叛与喜欢与众不同的

特征，外表客⽓内⼼却反叛。在⽹络上反叛张扬，更喜欢颠覆传统，视传统为

保守与落伍。 

⽹络对青少年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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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络信息中⼼（CNNIC）曾发布信息，截⾄2017年6⽉，中国⽹

民规模达7.51亿，互联⽹普及率达到54.3%，半数中国⼈已接⼊互联⽹；中国⼤

陆⼿机⽹民规模达7.24亿，相较于2016年年底增加2830万⼈，⽹民中使⽤⼿机上

⽹⼈群占⽐由2016年年底的95.1%提升⾄96.3%。 

相较于成年⼈来说，⽹络世界对青少年的影响⼗分深远。根据瑞⼠⼼理学

家⽪亚杰的理论，⼉童的发展有4个阶段，分别为感知运动阶段（0—2岁）、前

运算阶段（2—7岁）、具体运算阶段（7—11岁）和形式运算阶段（11—16岁）。

每⼀个体都可以运⽤与⽣俱来的⾏为模式，通过观察与学习，来了解并适应周

围的世界。从具体到抽象，从感官到与⼈互动，甚⾄发展出更⾼层次的认知与

思考能⼒，这些都须逐步学习与发展，⽆法跳过任何⼀个阶段。 

因此，孩⼦如果过早沉迷于⽹络虚拟世界，便会错过许多在这个年龄应该

学习的东西。例如，许多幼⼉还不会拿筷⼦与⼑叉，便学会了使⽤（滑）⼿机

屏幕，⽽逐渐偏离了⽪亚杰发展理论中许多⼩时候应该发展的能⼒与学习。 

另⼀个影响是⽹络⾊情。根据⾹港《2016年青少年与性研究》调查，3907

名中学⽣与1239名18⾄27岁青年接触⾊情信息和⽹络性爱的情况增加，性知识

⽔平下降，对多元性倾向的接纳程度上升，对结婚和组织家庭等传统理想抱犹

豫态度。 

同时，“⽹络直播”随处可见。但直播内容多为“⽹美”的穿搭、化妆，甚⾄

在镜头前吃饭的场⾯，却少有正⾯内容。更有⼀些主播在直播时⾐着暴露，传

播淫秽、⾊情的讯息，对⼼智尚未成熟、凡事好奇的青少年，⽗母不得不当⼼。

⽹络⽂化与传统⽂化有何冲突 

相对于以往的传统⽂化，⽹络⽂化对于传统⽂化具有以下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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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文字的简化和沟通的图像化、暗喻化 

当⼿机与计算机成为现代⼈主要的办公⼯具，越来越少的⼈愿意拿起笔和

纸记录⾝边的⼀切。现代⼈在汉字学习与书写练习上逐渐遇到障碍，在⾹港《星

期⼆档案》节⽬中，节⽬组访问了⾹港正在推⾏智慧教学的⼀所学校，该校学

⽣⼈⼿⼀台平板计算机作为教学辅具。在测试他们的写作能⼒时，⼤多数学⽣

遭遇书写⽂字的困难与挑战。 

年年轻⽹网络世代的⽂文化疏离感 

⽹络世界充斥着西⽅⽂化霸权与价值观，年轻世代也愈加对传统⽂化感到

疏离。古⼈云：“熟读唐诗三百⾸，不会作诗也会吟”“书画同源”“诗中有画、画

中有诗”“⽅⼨天地见乾坤”……这些传统诗词、书法、篆刻等⽂化魅⼒的倾情诠

释，却与许多当代年轻⼈形同陌路，成了永不相交的并⾏线。 

传统⽂化与经典等内容，甚⾄变成了年轻⼈戏说、娱乐与解构的对象。例

如，2012年是诗圣杜甫1300周年诞⾠。该年杜甫突然“蹿红”⽹络，关于他的涂

鸦图⽚在微博上疯转。很多⽹友对出⾃⾼中⼆年级《语⽂》⼈教版（必修三）

课本⾥的⼀幅杜甫半⾝画像插图，进⾏了“再创作”。在这些涂鸦“作品”中，杜

甫或扛机枪，或挥⼑切⽠，或⾝骑⽩马，或脚踏摩托，或摆摊卖西⽠……这⼀

系列图⽚被⽹友戏称为“杜甫很忙”。 

2004年⼀家出版社出版的“逗你玩系列——暴笑⽆厘头作品”类图书更是让

⼈惊诧，《三国志》变成了《三国痣》,《西游记》则变成了《嘻游记》。也有

⼀些作品封⾯公然写着，“⽆厘头PK经典名著喷饭爆肚绝对让你疯狂”。 

在此氛围下，⽂化变成消费的逻辑，传统节⽇也随之失焦。⼈们只记得⽤

粽⼦和游⼭玩⽔“拥抱端午”，却忘了“祭祖”“插艾”这些传统习俗，端午节沦为“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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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不仅仅是端午节，中秋节、元宵节也纷纷沦为“⾆尖上的节⽇”。这些都

可以看出⽹络世代对于传统⽂化的戏谑与怪异解读，令⼈担忧。 

同样是⾯对⽹络的冲击，韩国对于传统⽂化却极⼒予以保存，⽽且注意结

合⽹络时代的特征。如2010年韩剧《成均馆绯闻》采取与中国科举制度有关的

时代社会背景；2013年播出的《来⾃星星的你》中，叙述着从元代⾄今的故

事……这些电视剧的题材都具有⽂化传统意义，也容易进⼊青少年的世界，为

他们所接受。 

传统⽂化如何在⽹络世界突围 

⽹络世界中充满着后现代主义“去中⼼化”“平⾯化”“复制性”和“消费性”的⽂

化逻辑，处处在挑战传统⽂化的中⼼与权威，更消遣精英⽂化的正统与正经，

形成了价值多元的各种恶搞⽂化与次⽂化。相对于传统⽂化中重视⼈与⼈之间

的伦常与规范，⽹络世界却处处呈现“缺德”，且⼏乎超越国界，⽆法可管。国

际上近年来针对⽹络犯罪与个⼈隐私资料的外泄等失范⾏为，⼈们不断提出“⽹

络⽂化的法律与规范何在”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尤其是，在⾝⼼尚未成熟的青少

年⽹络素养⽋缺、戒除⽹络成瘾的医学研究不⾜、⽹络跨越国界、超越国家治

理范围等限制下，究竟该由谁来制定⽹络规范与道德？由谁来管理⽹络世界的

秩序？这些都是⽬前⽹络世界⾯临的困境与迷思。 

⾄于传统⽂化如何在⽹络⽂化中突围，⾸要问题是，正视⽹络的发展为传

统⽂化带来的强⼤助⼒和冲击，利⽤⽹络不同的载体，来保存与传播传统⽂化。

不仅是教育界，各⾏业都在为保留与继承传统⽽付出⼼⾎。例如，台湾的

⽅⽂⼭与周杰伦的作品《青花瓷》《菊花台》等，都保留了许多中国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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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元素，以流⾏歌曲的形式，通过⽹络世代喜欢的沟通⽅式，让传统⽂化能吸

引新族群。 

我们也必须承认传统⽂化的限制，破除空间限制，让地域界限的世界缩⼩

成村落，让不同国家间的⽂化传统、价值观念在同⼀平台上充分交流，以打破

⽂化传承与传播的地域限制。 

在⽹络时代，传统⽂化的深度与历史意义，已被商业化、娱乐化与消费化

取代。厘清⽂化和经济的界线，不让⽂化纯粹变成“⽂化产业”，也是我们应该

奋⽃的⽬标。 

传统⽂化⽹络突围的机会 

在⽹络时代受到冲击的不仅是传统的⽂化，家庭教育更是受到极⼤挑战。

过去的家庭教育是在三代甚⾄四代同堂的⼤家庭中学习如何为⼈⽗母，也在不

断的失误学习中吸取经验，与孩⼦⼀同成长。但时⾄今⽇，信息科技的发达、

社会的竞争化与忙碌的职场，⽆⼀不拉远了⽗母与孩⼦的距离，新⼿⽗母更是

不知道该如何教育⼦⼥，因此“⽗母学”的建⽴就⼗分重要。应在⼤学开设跨领

域的“⽗母学”课程，抑或成⽴社群，让⽗母进⾏知识与经验的交流，让家庭教

育不再是⼀场孤独又迷茫的旅程，⽽是在爱与分享中共同进步。 

尽管⽹络⽂化横扫全球，但我们的⼤脑还是偏爱纸本，这也给了传统⽂化

⼀个突围的机会。⽗母仍是影响孩⼦使⽤⽹络与否的关键性⼈物，如果可能，

最好延迟学龄前⼉童接触或使⽤电⼦产品的时间，让他们有机会去学习更多⽹

络虚拟世界以外的东西，如书法、阅读诗词、户外运动、群体的接触等。最后，

⽗母对于稍⼤⼉⼥的⽹络监管，也是对⽹络世代⾮常重要的教养⽅式。只要⽗

母能让孩⼦⾃⼩接触传统⽂化，学校中重视传统⽂化的保留与传承，⽂化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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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与⽹络⾏业愿意融⼊传统⽂化的元素，传统⽂化仍旧有突围与脱胎换⾻的

机会。 

原⽂文網址: http://www.jyb.cn/zgjyb/201809/t20180920_12284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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