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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接受美学的视角看 ,网络时代的文艺传播在电子传媒语境下 ,表现出文艺传播两大主体的非同时在场

性 ,传播信息的非确定性和流向性 ,文艺传播劝导作用的间接性和隐含性 ,文艺传播内容的混成性和娱乐性等四大

新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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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4年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 ,网络文艺已成

长为中国当代文艺一股强大的新生力量。网络已经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并且改变着人对生

活的体验和表达。网络文艺是中国人生存状态真实

影像的审美折射 ,是人与世界对话的主要途径之一。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态 ,它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样

式。网络时代的文艺传播表现出新的美学特征。

一 网络时代电子传媒语境的特征

所谓电子传媒语境是以电子传媒为主的 ,与多

种传统传媒彼此交错、相互发挥着作用 ,协同电子媒

介传播信息的语境。各种传播媒介和手段交互作

用 ,共同构架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传播网络 ,这使得

它的传播过程和手段多样化、层次化。在这个大熔

炉中 ,电子传媒技术占绝对地位 ,其他媒体处于传播

的边缘地位 ,是电子传媒的辅助媒介。英国人戴维

·莫利说过 ,这是一个“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和

文化边界 ”均在寻求“认同的空间 ”的时代 , [ 1 ]非常

形象地说明了电子传媒语境的“大熔炉 ”特征。吴

风认为电子传媒语境的特征有三个 :
[ 2 ]

1、电子传输信息的丰富多样性、无限性、易复制

性和多媒体性。电子传媒语境是由多种媒介交互作

用共同构成的 ,这使得信息量无限丰富多样。尼古

拉 ·尼葛洛庞蒂认为信息社会的基本要素是比特。

比特没有重量 ,易于复制 ,可以极快的速度传播 ,在

传播时可完全消除时间障碍。他说 :“比特会毫不

费力地相互混合 ,可以同时或分别地被重复使用。

声音、图像和数据的混合被称作多媒体。”[ 3 ]多种媒

体的功能在这里得到整合 ,传播信息的功能得到极

大地发挥。电子传媒的这种超高速超容量的传输特

征 ,有人称之为“信息超级高速公路 ”。马克 ·波斯

特在《第二媒介时代 》中描述了电子传输信息的特

性 ,“文字与图像以光速穿梭 ,其繁殖之快令人类难

以驾驭 ,按德勒兹和仅塔里的术语说 ,它们不是按树

型方式 ( arborially)繁殖 ,如在中心化的工厂中那样 ,

而是按根型方式 ( rhizom ically)在任何一个非中心化

地点繁殖。”[ 4 ]30根型方式正是对电子信息传输丰富

多样性、无限性的形象说明。

2、电子传播速度的迅捷性和传播时空的消融

性。在电子传媒语境中 ,传播速度异常快捷 ,文字与

图像都“以光速穿梭 ,其繁殖之快令人类难以驾

驭 ”。[ 4 ]30信息传播也不受意识形态、地理位置和时

间的限制 ,洛特非 ·马赫兹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 :

“在穿越这些辽阔的现在可以接触的空间时 ,不再

留意边界 ,并无视垄断。”[ 5 ]好像地理位置和时间在

电子传媒中消失了一样。这种传输的迅捷性和时空

消融性催生了传媒主体的交互性。也就是说 ,在电

子传媒语境中信息在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以双

向互动的方式传播。传播主体在传送信息给接受主

体的同时 ,接受主体也及时地把自己的意见反馈给

传播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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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接受的自由性与个体性。在电子传播语

境中 ,接受主体可以在自己许可的时间与地点接受

信息、消费信息 ,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自

由选择个性化的信息服务方式。

二 网络时代文艺传播的美学特征

文艺传播主要指文艺产品信息借助各类传媒语

境在生产者领域内、消费者领域内或二者之间的互

动行为。这里的互动行为决不是简单的互换或返复

的行为 ,它是对文艺产品信息解读、增删、扩缩或传

播的动态行为 ,具有极强的开放性、流向性。流向性

和开放性是文艺传播的主要特征。换一种角度说 ,

文艺传播的主要特征表现在 :文艺传播两大主体的

非同时在场性、文艺传播信息的非确定性和流向性、

文艺传播劝导作用的间接性和隐含性、文艺传播内

容的非明指性和娱乐性。

首先 ,文艺传播两大主体的非同时在场性。日

常生活中的交流双方是面对面的 ,两个主体是平等

的 ,同时在场的 ,信息流动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对话性

特征 ;而在文艺传播中 ,传播者和接受者往往具有不

同时在场性。这种主体的不同时在场性使得双方的

地位也并不对等 ;在某个传播节点上 ,文艺信息也呈

现出单向性流动 。文艺信息或文艺产品是为那些

基本上不在生产与传播现场的人们生产的 ,接受者

参与或介入传播过程的能力极其有限 ,从而也就很

难影响传播的内容。文艺信息传播并不像日常交流

那样具有即时性和现场感。比如 ,“读者对一部小

说的评价 ,可以看作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 ,但这

种交流至少发生在读者阅读欣赏了作品之后 ”。[ 6 ]

不过 ,文艺传播主体的非同时在场性在电子传媒语

境中有所改变 :不仅接受者与文艺作品之间 ,接受者

与创作者之间也可以相互交流和互动 ,呈现出“日

常交流 ”的态势。

其次 ,传播信息的非确定性和流向性。信息是

“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 ”, [ 7 ]是对不确定性的减少或

消除。但是 ,文艺信息是“不可靠 ”和“非真实 ”的。

它是与认识文艺情况有关的音信、情报和知识的总

和 ,
[ 8 ]是创作主体饱含着感情接收和获取的 ,并以

自己的审美经验以艺术的方式通过符码进行加工整

理的信息。因此 ,生产出来的文艺信息总是关于一

个多少变形了的世界 ,纵使这个世界也许和真实的

世界十分相近。文艺不承诺人们可以寻得历史事实

和作品内容之间严格的对应关系。作为“刻意编

造 ”的信息而非信史 ,文艺以生动感人而不是确有

其事为成立的指标。因此 ,文艺传播的信息具有明

显的非确定性。这种非确定性为其信息的解读提供

了多种可能 ,反过来增加和丰富了文艺信息的内涵

和所指。

在文艺传播活动中 ,文艺信息具有明显的流向

性。一般来说 ,它总是由强势语境向弱势语境传播。

何谓强势语境传播、弱势语境传播呢 ? 根据廷图米

的定义 ,弱势语境传播是指那种“具有线性的逻辑

互动、直接的言语交流、公开的意向表达以及传者的

价值取向等特征的交流方式 ”, [ 9 ]429而强势语境传播

是“一种具有螺旋性的逻辑互动、间接言语协商模

式、微妙的非言语辅助符号、对意图的反应性推断以

及以释码者的敏感为价值取向等特征的交流方

式 ”。[ 9 ]429爱德华 T·霍尔对这两种语境传播行为的

特征概括更能说明文艺信息传播的流向性。他认

为 :“强势语境行为的主要特征是 :大量已定信息存

在于接受者及其所处的语境之中 ,而传播本身所带

的信息是极少的。与此相反 ,作为弱势语境行为绝

大多数信息必须存在于传播过程之中 ,以补充语境

缺少的信息。”[ 9 ]429文艺信息正是在强势语境与弱势

语境间的流动中 ,一定文艺信息的积累、运演会使一

定的文化形成“‘高峰 ’态、‘凸起 ’状或超前性 ,容易

打破原有文化整体相对的稳定与均衡 ,其‘高峰 ’、

‘凸起 ’与超前部分或因素就必然要向其业已超出

的四围地带扩散与流布。这种扩散流动的过程就是

文化传播 ”。[ 10 ]文化的这种不断的高峰突现与平衡

传播 ,又加速了文艺信息的传播、扩散。从这一点上

讲 ,文艺信息传播渠道的畅通 ,将促进强势文化向弱

势文化的传播 ,进而促进后者的发展 ,加强不同文化

之间的交流 ,实现跨文化传播和交流。

再次 ,文艺传播劝导作用的间接性和隐含性。

劝世教化功能历来被看成文艺最主要的作用。在西

方 ,早在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就看到了文艺作品对

青少年健康发展的重要性 ,“我们不是应该寻找一

些有本领的艺术家 ,把自然的优美方面描绘出来 ,使

我们的青年像住在风和日暖的地带一样 ,四周一切

都对健康有益 ,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美的作品 ,像从一

种清幽境界呼吸一阵清风 ,来呼吸它们的好的影响 ,

使他们不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 ,并

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吗 ?”[ 11 ]而我国 ,早在上

古时期的尧、舜时代 ,统治者就自觉利用音乐的特点

来施行政治教化。可见 ,劝世教化是文艺本身就具

有的功用。勿庸置疑 ,传播具有协调社会内部力量

适应环境 ,促使人们选择行为的功能 ,具体表现为劝

服和诱导的作用。比如 ,广告促使人产生购买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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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欲望 ,政治宣传促使人支持某种力量而反对

另一种力量 ,道德训诫要求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文艺也常常介入到这类传播中。广告就是靠着有感

染力的音乐、极度美化的图像或“诗一般的 ”语言等

文艺信息的传递来增强宣传和诱导效果。埃利克 ·

吉尔的名言“一切艺术都是宣传 ”,正说明了文艺传

播具有劝导诱使作用。不过 ,文艺传播的劝导明显

区别于非文艺传播 ,它是隐蔽和间接的。其一 ,文艺

传播的劝导成分通常是寄附或隐含在文艺信息内传

播的 ,它的是非功利判断是含混的 ,常常有多种解读

的可能。其二 ,文艺传播的劝导作用是以潜移默化

或称为“濡化 ”的方式发生作用 ,并不采取直接的社

会行动。其三 ,与社会运动直接联系的作品 ,即使与

直接的社会行动剥离之后 ,作品中的文艺信息仍可

被当作一种普泛的艺术情感形态而获得相对独立的

流传。如在人类奴隶社会和封建时代形成的某些艺

术至今仍具有魅力。总之 ,文艺传播的劝导功能是

间接的、隐含的。

最后 ,文艺传播内容的混成性和娱乐性。文艺

传播内容的混成性是指它不是单一的、纯粹的某一

门类的知识 ,而是多门类知识的合成品。人类传播

促成人们交换消息 ,借鉴经验 ,传递文明成果 ,获得

各种知识、社会生产与生活技能。在这方面 ,文艺传

播无可厚非地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在人类的早期 ,

由于精神生产依附于物质生产 ,传播内容未及细分 ,

文艺信息和其他非文艺信息是结合无间的 ,天文地

理知识、历史知识和宗教、道德劝诫、哲学观念混合

于文艺性的想象创造中。文艺传播出现后 ,虽然经

历了和非文艺传播的明显分化 ,但文艺信息中仍常

包容着大量人类生活的经验与知识。《红楼梦 》这

部旷世奇作就被称为中国封建时代的百科全书。可

见 ,文艺传播的经验与知识通常不是以严谨的理性

规范和学理抽象的形式出现 ,而是活生生地撒布在

生活形态里。文艺传播给我们的最集中的一种知

识 ,乃是人类多种多样的世俗状态、心理过程、情感

表现和审美感知方式。文艺传播必然具有极强的混

成性。

文艺传播信息的非确定性和流向性、文艺传播

劝导作用的间接性和隐含性、传播内容的混成性又

展示出文艺传播的自由娱乐性。文艺以它的美学设

计得以创造一个不同于现实的世界 ,使我们得以在

现实规范之余闯入、感受另类人生。换句话说 ,我们

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轻易进人别人的私生活 ,但在小

说和戏剧中却可以 ;我们的一些行为和情绪涉及现

实的社会禁忌 ,但通过电影、美术、雕塑和歌曲等都

能得到某种程度的表达。我们于实际人生中的感情

缺失 ,可以在文艺欣赏中获得由想象替代的补偿。

这就是文艺学家姚斯 (H. R. Jauss)所谓的“艺术的

解脱作用 ”,即文艺的娱乐性。正是这种文艺性的

解脱娱乐性提供了一种让个人与社会、幻想与现实

在对峙中调适的心理空间 ,在这种空间里 ,文艺传播

得以发挥其特殊的现实认识、潜移默化的劝喻和文

明教化的功能 ,从而以娱乐的特殊方式完成着平衡

一般传播和丰富人生的功能。正如黄会林指出的 :

“在娱乐文化中 ,文化的政治功能、认知功能、教育

功能 ,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 ,而强化和突出了

它的感官刺激功能、游戏功能和娱乐功能 ,快乐成为

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文化标准。”[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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