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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提升居民对不同类型文化和活动的满意度。其次，创新文化活动形式、增强文

化消费的场景性，促进居民将文化消费作为休闲娱乐、子女教育等日常生活实践的组织方式，培养广泛的文

化品味，提升居民对不同类型文化的理解和认同。第三，改进创新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机制，

引导居民对主流文化、传统文化和理想信念的认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中增强文化自信。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 “数字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研究”（２０２３ＹＺＤ０５１）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朱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数字社会文化发展新特征：基于文化生态理论视角

高文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是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文化建设首先要
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当前，人类进入数字社会，如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一样，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深

刻地影响着人类生产与生活，包括从文化生产、传播到消费的文化发展路径。在这一背景下，对数字时代文

化发展特点和规律的研究，成为社会科学所关注的研究议题，也是对如何进行文化强国建设的理论回应。文

化发展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关联紧密，很难独立于社会环境因素去对其进行。因此，本文试图在

文化生态理论视角下，构建一个框架来理解文化发展所要分析的问题，作为文化发展研究的一种策略。

一、文化生态理论视角看文化发展

文化生态理论视角借用生态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现象，主张从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因素交互

作用来研究文化生产、发展、变异规律。① “文化生态 （学）”（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的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斯图
尔特于 １９５５年在 《文化变迁理论》一书中提出，认为可将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生态学引入文

化研究之中，因为文化与环境之间的作用和关系与之类似，相似的生态环境会产生相似的文化形态，相异的

生态环境则形成相对的文化形态。② 后续的理论发展过程中，将文化生态理论视角的研究分为了两个方向：第

一种是将文化生态作为影响文化产生、发展、变化的外部复合生态环境，包括地理环境、气候、经济、政治、

教育、技术、社会制度、人口结构等③，研究这些外部生态环境与文化的关系。这与斯图尔特最初的文化生态

的理解相一致④。第二种则是将文化本身视为一种文化生态，其中包含各种文化构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

成的动态系统⑤，这种研究取向既研究文化与外部复合的生态环境的关系，又要研究文化内部构成的关系⑥。

数字社会文化发展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文化发展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还应包含文化内部不同构成的特点和

相互作用的探究。因此，本文将采用第二种文化生态的研究视角进行分析。

此外，在以生态学视角研究个体和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中，研究者还会将时间维度引入分析之中，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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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具有动态变化的特性，生态系统的各个构成之间的关系和作用会随时间而变化。① 文化的发展同样发

生于文化生态动态变化过程之中。因此，文化发展的研究框架中也应纳入文化生态的历时性分析。

二、数字社会文化发展的文化生态分析框架构建

本文将文化发展的分析置于文化生态框架中进行，文化生态包括影响文化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和内部文

化构成。外部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在纷繁复杂的环境因素中，本文沿着影响文化发展的 “背

景—形成—传承”脉络，重点关注了三方面的社会生态环境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可以反映文化发展所处一般

社会环境的社会形态。社会形态有不同的划分依据，鉴于社会形态是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本

文关注的又是数字技术变革下的文化发展。因此采取技术划分方式，以生产力和技术发展的水平以及与此相

适应的产业结构为标准来划分和理解社会形态变化。第二个因素是与不同社会形态相对应的，影响文化形成

的社会连接方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人类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相互连接的方式影响着社会互动和社会

关系，进而影响社会组织方式和运行逻辑②，这些是影响文化形成的人类活动基础。第三个因素是能够反映文

化传承发展的社会教化模式。社会教化是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主要指家长和社会如何教导和养育儿童。通

过社会教化，文化观念会深入人心，影响人们的认知、道德、情感、行为和人际关系等。③ 社会教化模式的变

化，既能反映出文化价值的新特点，又会通过文化价值的传递，影响文化发展路径。

内部文化构成方面，对文化的组成要素有不同的划分逻辑。从结构上，由表及里可划分为物质文化、制

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层面文化可理解为人类的物质性产品，最活跃、变化最快；制度文化或社会文化可

理解为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的共同准则，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继承性；精神文化是一套意义系统，是人们共享

的信仰、价值观和共同的行为图式，形塑人们思考世界的方式，提供理解社会的参考框架，更具稳定和持久

性。④ 这种常见的类型划分方式更偏向于静态，而在生态系统视角下去分析文化构成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有机协

同变化，还需要更易分析机制和动态关系的划分方式。胡安宁基于文化多层本体论的特性，区分了宏观层面

和微观层面两种文化本体论⑤，宏观层面文化类似于前述精神文化，是一套具有内部逻辑和语义一致性的系

统，是一个地区共享的文化体系。微观层面的文化是个体基于自身独有的经历所形成的独有的文化表现⑥，

也可以理解为个体内化和诠释宏观层面文化后的文化实践⑦。这样划分的优势在于，不仅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

层面分析文化构成特点、两者在文化外部环境的影响下有怎样的历时性变化，还可以探讨相对稳定的意义系

统和可塑性更强的文化行为实践之间的动态关联，以及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历时性变化。基于此，本文将沿

用这种划分形式，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文化生态中的内部文化构成特点。

基于此，本文对数字社会文化发展新特征的分析，是采取文化生态理论的分析框架 （见表 １）。通过分析
文化生态中，社会形态、社会连接以及社会教化模式三种文化生态外部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来探讨文化

生态内部文化构成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新特点。

表 １　 文化生态理论视角下文化发展分析框架

文化生态外部社会生态环境历时性变化 文化生态内部文化构成

社会形态 社会连接 社会教化模式

农业社会 血缘、地缘，熟人社会 传统

工业社会 ＋业缘，社会关系网络 传统—现代转化迭代

数字社会 ＋趣缘，个体化网络 深度多元化

宏观意义系统：多元交织与融合

微观个体文化：互构性与日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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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生态外部社会生态环境的历时性变化

（一）社会形态的历时性变化

如前所述，本文依据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来划分社会形态，在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形态的论述基础上①，

将社会形态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数字社会三个阶段。中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历史，在农业社会，

人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且往往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社会活动大多局限在土地所属区域开展。由于土

地产物和其他生存资源有限，为了促进集体合作、保证分配规则为人所接受、维护人际关系和谐，形成了一

种权威式的社会结构，并以当时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家庭为其基型。家庭以父子垂直关系为主轴，并把这

种父子式的权威关系扩展至形成整体看重上下地位关系的社会结构。② 人们由此形成一套适应权威式社会结构

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倾向，也就是宏观层面上的文化意义系统。

步入工业社会后，工业技术革命性的创新提升了生产效率，社会生产与生活的组织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

变化：首先，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集中于工厂所在地，摆脱了传统农业社会对土地的依赖，社会流动性增强，

城市化进程加快。其次，经典的工业社会存在一定的共性，包括社会分工更加精细，职业化程度增强，报酬

的分配依据贡献的大小，不同职业或专业群体间的经济关系增多。③ 最后，伴随着流动性的增加，社会的家庭

结构规模缩小，社会群体基本构成更多由家庭转为职业。④ 基于这些特征，形成了重视契约关系的平权式社会

结构。⑤ 为了在这种结构下运作，人们需要形成一套新的文化意义系统。

而在数字社会，又一次重组了生产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工业经济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为主导，数字经济

则以数字技术和数字化转型为主导，生产方式从倾向于线性和集中式、强调流水线作业和物理劳动，转向更为灵

活和去中心化、强调知识创造及共享的智力劳动和远程工作。这种生产方式变革也让组织方式不再受限于物理和

媒介，更为灵活化和网络化。⑥ 网络相连的个人成为生产数据的基本单位，同时也是传递数字信息和参与社会

互动的基本单位。⑦ 面对数字社会的新形态，人们又会形成一套新的文化意义系统来适应社会发展。

这三种社会形态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其历时性变化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地取而代之。相反，在社会

变迁过程中，不同社会形态会相融并存。⑧ 一方面，由于科技发展速度迅猛，社会形态发生转变，但不同地

方的变迁速度可能不一致。⑨ 多种社会形态会同时存在，相应的多种文化意义系统也是同时存在。比如，研

究发现，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黑龙江垦区和深圳存在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以第一产业、国有农场经济为主导

的垦区，更多表现出集体主义价值观，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经济的深圳，则更多表现出个体主义价值观。瑏瑠 另一

方面，就文化生态而言，其内部结构的变迁速度也不相同。根据文化 “堕距理论”，不同文化构成变化速率

并不一致，物质和行为等微观层面的文化更趋于表层，变化速度会较快；宏观层面的意义系统变化则较慢，

并且会不断制约和影响前者的变化。瑏瑡 在新的社会形态中形成的文化意义系统出现，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意义

系统的消失，两者往往会同时存在。而且文化本身具有传承性，传统文化意义系统可能在新的社会形态中以

新的形式发挥作用。瑏瑢

基于此，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社会连接和社会教化模式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既有旧形式的存留或转化，

也有新形式的涌现，构成了文化生态中多元化的社会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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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连接的历时性变化

从前述农业社会发展特点看，由于农业生产方式和地理空间限制，社会流动性很低，血缘和地缘是人们

形成社会连接最主要的形式，人际关系多是基于人们日常频繁交往而形成的稳定联系，形成费孝通所描述的

“熟人社会”和维持这一社会运作的重视服从权威、家族集体优先的传统文化体系。

工业社会，社会流动性增强，人们走出村落和家庭，进入工厂企业等正式生产组织，在精细化社会分工

的环境中开始通过业缘建立起新的社会连接，同时，在社会生活中结识很多区别于传统意义熟人的陌生人，

并与之进行社会交往，形成各种基于契约的关系连接。人与人之间通过远近亲疏的关系经营，或通过契约和

法规构建起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一关系网络中，随着业缘连接的出现，血缘和地缘连接虽然仍然存在，但一

方面可能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化，比如血缘连接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和家庭结构的改变，连接范围缩窄，更多

集中于小家庭而不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大家族。另一方面，血缘和地缘连接对行为的影响力有所减弱。重视自

主、个体优先的现代文化体系进入到了文化生态之中。

数字社会，在技术方面，数字技术和网络拓展了社会连接的边界、促进了社会连接的信息共享，提升了

社会连接的时效，每个人都可以借助数字技术绕过其他社会群体，直接进入社会连接之中①，这就让人可以无

需嵌入某群体或关系网络之中，就能与他人发生连接，形成个体化的连接网络。在结构方面，生产过程数字

化形成了新的数智分工体系，数字经济创造了一些新的职业类型，传统工业化时代的职业群体成员之间互动

发生变化，业缘连接有所减弱。在心理方面，在血缘、地缘、业缘这些基于社会人口属性的连接之外，越来

越多人开始根据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特征、兴趣爱好、行为偏好等形成心理群体认同，并且因为这种

连接更具主动性、选择性、参与性和建构性，对人的心理和行为影响可能超出血缘、地缘认同。在数字媒介

平台发展的推动下，这种基于 “趣缘”的社会连接越来越容易，也越来越常见。血缘、地缘、业缘等传统社

会连接的影响相应进一步减弱。注重个性、多元化的数字文化进入到了文化生态之中。

（三）社会教化模式的历时性变化

农耕文明下，中国传统的社会教化模式大多与两个主题有关，一是控制冲动，二是成就，这两个主题对

应中国传统的家训所对应的内容，即孝悌和劝学。② 如前所述，这种价值强调是为了维持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

活运作。传统教化模式中，父母往往一方面要求子女控制个体冲动、尊重和服从权威；另一方面重视子女学

业成绩而忽视其心理需求。通过这种教化延续传统价值观。

进入工业社会，家庭关系从传统走向了现代，父子垂直关系为主轴的传统家庭关系转向以夫妻水平关系

为主轴的现代化家庭关系，父系父权走向了夫妻平权和亲子平权，代际关系趋于平等，子女养育愈加获得重

视③，社会教化模式也发生变化，比如形成新的孝道观念，比如越来越重视儿童对独立人格和情感体验的需

求。但在一些家庭中，传统社会教化模式对家长的影响仍然存在，听话、上进的评价标准影响着现代社会教

化模式。④ 社会教化模式处于传统与现代并存、寻求有机融合、实现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

进入数字社会，传统社会教化模式又受到了新的挑战。在家庭之中，父母已经不再是知识、技能甚至观

念的绝对权威者，孩子们接收信息的渠道极大丰富，有了更广博的知识，接触到了更多元的文化和价值观念，

父母的 “教育者”角色受到挑战，如果扮演传统社会教化模式中的权威者，其说服力可能会受到质疑。难以

通过传统社会教化模式中的权威形象去评判孩子的行为。要想通过社会教化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就需

要文化表达和教化模式的创新，现代社会教化模式与传统社会教化模式的有机结合又会呈现更多形式，社会

教化模式进一步多元化。

总之，文化生态中外部社会生态环境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数字社会的变迁，影响文化形成

的社会连接方式以及影响文化传承的社会教化模式，都随着社会形态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化。在外部生态环境

的变化过程中，数字社会的文化生态内部的文化构成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９４１

①

②

③

④

王天夫：《数字时代的社会连接与研究转变》，《中国社会科学评价》２０２４年第 １期。
何友晖、彭泗清、赵志裕：《世道人心：对中国人心理的探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 １ １０页。
马春华、石金群、李银河、王震宇、唐灿：《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 ２期。
高文臖：《青少年网络游戏问题行为的文化—社会—个体三因素分析———基于网络游戏问题行为的 ９１个电话咨询案例》，《中国青年
研究》２０２１年第 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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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生态内部文化构成的新特点

（一）数字社会宏观文化意义系统的多元交织与融合特性

通过对外部社会生态环境变化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数字社会，同时存在为顺应农业社会形态、工业社

会形态和数字社会形态而形成的不同、甚至有冲突的文化意义系统。这些意义系统并不会按照出现顺序先后

而消失，而是呈现多元共存状态，但表现出以下一些特点：第一，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存续的强弱有所不同。

比如研究发现，有些价值是终极性的、与社会适应无关，比如真、善、美相关的价值，这些价值受外部社会

生态环境变化影响较小，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区别不大或变化很少。有些价值则是为了适应传统社会形态才形

成的，如遵从权威、孝亲敬祖、安分守成、男性优越，在现代社会形态中，这些价值观的强度会减弱，或内

涵会有所改变。而与之相对应的现代价值观念，如平权开放、独立自顾、积极进取、两性平等，则会强度逐

渐增强。① 但由于宏观层面的文化变迁速度较慢，这些价值观念的强度变化需要一定的过程。

第二，数字媒介能够助力传统文化构成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融合进新的文化意义系统。社会

经济、科技、物质转型往往速度较快，但文化意义系统变迁是缓慢的，因此就让当前很多人面对多元文化意

义系统无所适从，触发其民族文化自觉的需求，以解决价值认同的危机。数字社会网络平台提供了这样一个

机会，赋予人们生产或重构文化符号、意义和价值的能力。人们可以基于 “趣缘”在网络平台形成兴趣群

体，对感兴趣的传统文化生活方式、价值传统的象征意义进行重新创造，使其符合现代价值表达，融合进现

代文化价值体系中。比如 “汉服”就是由青年在网络平台创造的文化空间中 “被发明的传统”，被赋予了文

化共同意义，又因为能表达个性，最终融合进了现代文化系统中，成为流行的文化现象。②

（二）数字社会微观个体文化日常化与互构性特点

与宏观文化意义系统相比，微观层面的个体文化实践更容易受文化生态中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步入数

字社会中，个体文化实践形成了以下新的特点。第一，从文化实践场所来说，数字连接的便利性和广泛性让

很多文化实践活动都依托于互联网和数字媒介而进行。《第 ５４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
至 ２０２４年 ６月，我国网民规模近 １１亿人，占总人口 ７８ ０％。一项对全国 ３１个省 （区、市）３５６６８名 １８—７０
岁网民的抽样调查显示，９８ ６５％的网民都通过互联网参与过各类文化活动，如看短视频、看影视剧或综艺、
看新闻、听音乐、看直播、看书、线上看演出、社交媒体使用等。③ 第二，从文化实践的可及性来说，数字社

会文化活动通过网络已经嵌入日常生活之中，文化实践体现出了去仪式化和碎片化的特征，文化参与成为庸

常，日趋日常化。第三，从文化实践的主体看，由于数字社会的社会连接方式的变化，除了前述基于 “趣

缘”形成连接参与文化活动之外，人们还会通过媒体保持与他人、与世界的 “连接”④，只要习惯性地一触就

能看到他人的生活切片，也可一键发布自己的日常、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就引出了第四个特征，从文化实

践结果看，数字社会的文化实践活动不再是被动消费文化产品，还可以生产、创造和传播文化内容。人们作

为产消者 （ｐｒｏｓｕｍｅｒ）参与到文化产品生产创造之中，如在网上发表图片、文字或音视频、进行直播、发弹
幕、发表评论等，都可以成为文化空间的组成。文化生产和消费形成互构关系。第五，这种互构性还存在于

文化生态宏观和微观的文化系统之间，宏观文化意义系统指导、影响着人们的文化实践选择，而互构性的文

化实践又可能生成新的表层文化，如物质文化或新的文化实践形式。表层文化或亚文化达到一定规模之后，

有可能形成更深远的影响，比如影响宏观意义系统。

五、文化生态分析框架研究文化发展的可能方向

本文提出采用文化生态分析框架去研究文化发展的一种可行性策略，将文化生态区分为外部社会生态环

境和内部文化构成系统。外部社会生态环境分析了与文化产生背景、形成过程和传承相关的三种社会环境因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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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杨国枢：《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能否同时并存？》，载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价值观》。

杨雪、张冉、孔令旭：《“传统”的再造与流行———对青年汉服文化演变逻辑的考察》，《当代青年研究》２０２２年第 ２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报告：走向全面繁荣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４年，
第 ４４０ ４５３页。
何塞·范·迪克：《连接：社交媒体批评史》，晏青、陈光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 １０３ １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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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包括社会形态、社会连接和社会教化模式。通过分析其历时性变化，来探讨文化构成中宏观的意义系统

和微观的个体文化在数字社会所呈现的特点。在这种分析路径之下，未来可对数字社会文化形成和发展开展

系统化的研究。

第一，数字社会文化意义系统的形成和引导研究。文化发展的目标之一是促进积极的社会价值共识的形

成。依据本研究所提出的分析框架，数字社会、社会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受两种路径的影响。一是社会形态的

转变过程中，社会连接、社会教化模式也发生转变，为了适应这些变化，可能会形成新的文化价值或是重构

传统文化价值。二是数字社会，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的颠覆性变化，往往直接体现并作用于微观的个

体文化实践层面，作用于微观文化和宏观文化之间的互构机制，在此基础上影响到宏观文化意义系统。未来

可在文化生态分析框架下，对两种路径开展研究，寻求促进积极文化价值观共识形成的策略。

第二，数字社会文化生态外部社会生态环境的特点研究。以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为例，社会形态转变

的历时性过程中，不同社会形态中涌现的社会连接和社会教化模式是相融并存的，它们并存的情况如何？哪

些占据主导地位？如何相互融合？有哪些群体性和区域性差异？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厘清。对此，可采取

横断面和纵向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针对性研究当前文化发展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解释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和

阶段性，从根本上促进文化均衡发展。

第三，数字社会文化生态外部环境和内部构成之间的机制研究。根据文化生态理论，外部环境的变迁会

影响内部文化构成中各部分的变化。本文从整体上讨论了一些环境变迁，以及在这种变迁背景下文化的特点。

未来可以开展具体机制研究，比如外部社会生态环境中的某一变迁如何影响某一层面的文化？这种影响是否

会受制于文化生态中其他因素？由此，深化对文化生态变化的理解，更有针对性地制定文化发展政策。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 “数字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研究”（２０２３ＹＺＤ０５１）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高文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本组笔谈责任编辑：朱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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