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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记录

网络时代的文化传承及其挑战
　　海峡两岸亚文化冲突的反思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刘　国深

　　东亚地区是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圈，作为东亚文化的两大

主要载体，中华文化和日本文化有着1000多年的交流交往历史。在没有现

代化交通工具、没有电子媒体，甚至没有发达的纸质媒体的唐宋以及后来的

元、明、清时代，中华文化依然东渐日本，成为当今日本文化的构成要件（如

儒家文化和汉字东传日本）。时移势转，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文化创新与发

展也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变迁产生深刻影响，日本文化对当代中华文化的发展

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清末的变法图强运动和日语汉字对现代汉语词汇的

影响）。历史上东亚文化在东亚各国之间的传承与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虽然有如涓涓细流，却是旷日持久、日积月累，总体上呈现出一个交融互鉴、

相得益彰的历史画卷。

　　当前，世界各国已进入互联网时代，文化传播的工具已非现代化的飞机

轮船可以比拟，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传播速度已进入“秒传”时代，山高水

远也不能阻隔跨文化的共时性。东亚各国人民可以同步接收同一新闻事件，

青少年可以在网上进行跨国电子游戏竞赛，大学教授可以借助互联网进行即

时的跨国研讨文化交流⋯⋯甚至离开互联网我们已难以正常生活。然而，网

络时代各国内部和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传承与发展，绝对不仅只有畅快的速

度和海量的信息，一场不知不觉的挑战正在降临之中：网络文化的快捷和极

简化正在让人们疏远于逻辑思维和理性思考，各国正在陷入误解与情绪化冲

突易燃易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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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时代的“去权威化”趋势

　　人类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在知识爆炸的网络时代，人类个体的知识变

得更加渺小。著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教授说过：我们人类的肉眼能看

到的宇宙万物仅仅其中的4%；另外还有23%的物质虽然肉眼看不见，但现

代科学仪器已经可以发现并测量它们的存在。但是，仍然有73%的宇宙物

质明明存在着，人类至今无法感知和测量它们的存在。近年来量子通讯的话

题引发中国舆论界热议，“隔空传物”竟然从神化变成现实。随着更多量子

科学技术被“翻译”成普通人的知识，我们对这个世界感到更加震惊，我们

不得不对专业知识和未知世界保持更大的谦卑和敬畏之心。虽然受惠于教育

的普及，越来越多人获得了博士学位，但相对于海量的网络信息，博士们的

知识储备更显“只专不博”。对于我们多数人来说，超出自己的专业，基本

上没有评价是非曲直的能力，对于专业以外的社会事务基本上只能跟着媒体

“随波逐流”。

　　互联网+媒体所打造的网络平台已经是我们获得新信息和知识的主要途

径，互联网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想躲也躲不掉。我们身边的不少人家

里已不装市内电话，连电视机都不装，基本上不看纸质媒体，他们天天拿着

手机看新闻。的确，没有比手机上网获取知识更方便的途径了，我们家中的

台式电脑也越来越陷入“闲置”状态。今天的中国城市可以说是：手机在握，

什么都有。从小学生到九旬老人，都成为通过手机互联网与外面世界进行联

系的人群，人们获取新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依赖于网络。这本身就是一种新

的文化现象，透过网络进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方式，必将成为跨越世代的时

代潮流。

　　文化传播手段的飞速发展，必然使各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海量知

识来袭的巨大压力，无论多么知名的专家、学者、教授，他们个体的知识储

备和传播能力在互联网面前都显得沧海一粟。其结果，过去的文化权威光环

不再，文化的“去中心化”不可避免，连带引发各领域的“去权威化”趋势。

而100多年前就已遭受过一次西方文化冲击的东亚文化圈，又将如何应对互

联网时代圈外文化的挑战？东亚传统文化的传承过程历经千年，内容相对有

限和单一，是非优劣易于评判；网络时代的文化传播不仅是巨量的，而且是

碎片化的。面对典范的消失，普罗大众如何进行价值规范的取舍？是放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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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还是建立规范、趋利避害？对于东亚各国来说都将是艰难的选择。

二、网络时代文化传承的问题

　　在20世纪之前，全世界的学科分类还是比较有限的，人类社会的知识

相对容易为少数文人学者所驾驭，知识体系的传承相对系统和完整。以儒家

文化为主体的东亚文化传承在内容方面更容易定于一尊，人们的认知、情感

和价值取向相对来说是比较相似的。20世纪以来，学科分类越来越多，各

学科的知识体量也急剧膨胀，文人学者越来越分科化、专业化，隔行如隔山

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进入网络时代以后，知识大爆炸已到了“核爆”的级别，

互联网上各种信息和知识呈“短平快”之势在喷发，结果是良莠不齐，“泥

沙俱下”，教师等专业的文化传承工作者在文化传承中的角色重要性正在持

续下降。很多新闻报导揭露，大学课堂中教授在卖力授课，台下的学生们却

在网络中流连忘返。

　　由于信息更新的速度飞快，网络时代的文化传播走向快餐化、浅碟化、

娱乐化，网络文化趋于高度简化和具像化。网络世界提供的文化信息充斥着

表象化、极端化、娱乐化的文化产品，许多内容往往经不起事实、理性和逻

辑的检验，用“视觉爆炸”、“标题党抓眼球”、“腥膻色当道”来形容当前的

网络文化样面貌并不为过。去规则化、去标准化和“无厘头文化”竟然成为

新的时尚。在商业规则的驱动下，低制作成本的文化产品更易于行销，商品

的包装比产品的实际内容更重要，就像中国大陆市场中低价的掺假蚕丝被挤

垮高价的手工蚕丝被一样，纯正与否并不重要了。当前的文化知识传承为了

适应网络文化传播的法则，必须采取短小精干的方式进行行销，这样更容易

得到网络受众的喜爱，往往越是稀奇古怪、越是耸人听闻的文化产品就越有

卖点。而真正建立在深入、系统、全面、辩证的分析基础上的研究，已越来

越难以被网络受众青睐，长篇大论的学术文章不仅非专业人士不愿看，即使

同一专业领域的学者之间也很少有人认真研究同行的专业研究论文。

　　文化快餐化的结果是，所有的文化知识正在被简化、碎片化，人们的知

识将越来越多由碎片化的知识片断所构成。在战争和敌对环境下，“短平快”

的知识和信息有利于快速动员和有效执行，其结果就是成王败寇，民众付出

的代价将极其惨重。在和平与合作的时代环境下，知识和信息的过度简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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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不利于包容与协作，而且由于不求甚解而难以解决复杂的问题，更有可能

因为误解使和平与合作的进程突然中断。在多元文化的冲击和文化碎片化的

打击下，当前我们已真真切切面临着网络时代的严峻挑战，传统的知识体系、

话语体系、政治社会化途径、社会治理方式等等，都将面临挑战。伴随着各

国之间的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进程，加上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一个全新的表

相化和碎片化的跨文化体系正在形成，既有的国内（境内）文化结构面临新

的挑战。

三、网络时代的海峡两岸亚文化冲突

　　网络文化的负面影响正在海峡两岸中国社会蔓延开来。媒体人是网络文

化传播最主要中介，两岸媒体人的网络文化角色非常重要，关系到海峡两岸

的前途命运。问题是，媒体人和互联网要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精神食粮？网

络文化将把海峡两岸带往何方？过去，新闻记者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仍然有

“媒体是台湾社会的最大乱源”的说法。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媒体从业人

员没有准入门槛，网络社会将更加混乱。最近中国南部某特别行政区陷入“动

乱”，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媒体缺乏社会责任。据说当地的记者证只

要一份学生证复印件和几十元就可以办出来，这些所谓的“记者”正在乱世

中推波助澜。有一种新流行说法：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这一说法已

足以颠覆人们对媒体行业神圣性的认知，而那些拿着几十元就可以换来的媒

体专业人员证书的“记者”，很难让人相信会生产出够专业的资讯。

　　在媒体早已成为“无冕之王”的台湾，社会大众更难获得权威性的信息。

2000年，在观察和研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台湾社会

充斥着各种似是而非的现象。有那么多“见庙就拜”，见人说人话、见鬼说

鬼话的政治人物，虚假资讯层出不穷⋯⋯我在一次演讲中有感而发：台湾的

新闻真实未必是政治真实，台湾的政治真实未必是社会真实，台湾的社会真

实未必是人心的真实，今天的台湾人心真实未必是明天台湾人的人心真实

⋯⋯2020年以后，这种情况好转了吗？没有，进入互联网时代后，虚假的

信息只有更多没有更少。我相信在座的两岸的媒体朋友们都无心做假新闻，

但是，各位只凭善良的愿望就可以告诉受众吗？我们除了将自己听到、看到

的政治和社会现象准确地“复印”“影印”给受众外，能否进一步帮助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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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清晰准确地了解现象背后的本质呢？

　　再以台湾地区盛行多年的“民意调查”新闻资讯为例，当复杂问题被简

单化处理后，精确的科学计算只能是进一步放大错误的信息。用量化统计的

手段研究人们的政治行为倾向，本来是社会科学化的一种努力，可以朝这个

方向努力，但不能滥用，更不能故意误导。行内人都知道，民意调查有很多

局限性，什么时候问、问谁、谁来问、怎么问，结果都会不一样。在两岸关

系问题上，有更多复杂的政治问题被所谓的“民意调查”和网络文化高度简

化了。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中的问题大多有多个面向的样貌，而且表象之下

的实质不易察觉。如果媒体从业人员缺乏对问题的专业理解，他们的传播只

能在这些可能被计算机简化和极端化的结论基础上再进行放大传播，这样的

网络文化对于两岸分歧的化解没有帮助，反而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对于民

众素质的提升不仅没有帮助而且有害。市场导向的网络文化很难接受冷静理

性的专业意见，往往是哗众取宠的极端化言论更易于受到追捧。

　　回顾近10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历程，我们一次次看到网络文化在两岸

关系重大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就往往经不起一个网络

事件的冲击，例如：2013年12月的“张悬事件”、2016年1月的“周子瑜事件”、
2017年的“刘乐妍风波”、2018年的“九二面包风波”和2019年的“欧阳娜

娜事件”、“台湾水果茶风波”等等，一次次的网络新闻事件都被有心人士“火

中取栗”，激化两岸民间情绪对立，最后由全民为冲突对立买单。2014年台

湾地区的“反服贸运动”、2016年1月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选举、

当前的两岸紧张对立态势，无不与激情的网络事件密切相关。网络时代已是

既成的事实，两岸关系研究工作者只有顺应这个时代趋势，反求诸己。笔者

担心的是，海峡两岸网络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否也会在东亚其他国家出现，

甚至影响到东亚国家间的文化传播。

四、网络时代文化传承的出路

　　与其他文化相比较，网络时代的政治文化传承面临的挑战更加急迫。由

于政治文化传播主体多元化，政治社会结构必然走向碎片化，政治权威可能

走向崩解。东亚国家要时刻警惕出现社会失序状态，一旦政治上缺乏一个强

有力的政权实行有效的治理，政治和社会秩序将荡然无存。比较一下中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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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和台湾地区的发展历程，我认为中国大陆这40年的安定团结才是人民得

以安居乐业的秘诀；而盲目追求被扭曲的民主、自由则是台湾地区相对衰败

的根源。当前中国南部某个特别行政区出现的问题，正是过度的文化多元化

造成的结果，那里的一切权威正在受到挑战。如果过度强调局部和个人需要，

缺乏整体和国家的意识，这样的社会是不会有希望的。

　　注重儒家伦理和家族社会关系的东亚文化还是需要强调集体意识和社会

责任的，否则社会秩序一定瓦解。有社会责任的媒体除了满足受众的需求，

还要承担教化责任，引导社会大众追求社会公共利益。台湾地区在过去的

30多年来，在所谓的民主、自由口号之下，越来越“碎片化”，台湾已难再

成就什么大业了。多年前台湾社会流传过的话：“台湾社会有两大乱源：一

是立委、一是媒体”，作为一位长年从事台湾问题研究的专业人员，我认为

这话说得够狠够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诚如台湾政坛某一位大老在厦门

大学台湾研究院演讲时所说的：搞垮中国大陆，不需要千军万马，只要把台

湾的选举和“新闻自由”搬过来就好，三个月就垮了、乱了。

　　话说回来，网络时代的文化传承机会与挑战并存，注重理性和逻辑分析

的专业研究人员和文化传播者还必须学会网络时代的行销策略，如何将自己

的研究成果用通俗、易懂、抓眼球的方式，运用网络平台推销出去。

　　而东亚文化在面对全球化网络时代挑战时，自身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势的

再现代化问题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今天的东亚文化究竟还有哪些值得传承和

发展的文化价值和表现形式，这个问题有待专业的东亚文化研究者去回答。              

（2020年9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