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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讨论的是文化领域的价值冲突问题，因此，又涉及文化概念的理解问题。在我看来，文化本
质上是创造价值的活动及其成果，是凝结于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中的，以一定价值体系为
核心的一整套规范的结构和功能的统一。　　文化是有结构的，一定的价值系统构成文化结构的核心
。构成文化核心的价值系统不是纯粹观念的东西，例如，某些论者所谓“文化心理结构”，而是由一
定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所客观规定的，以一定的目的一手段关系为内容的客观价值关系体系，是贯穿
于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决定着活动目的和方向的能动的生命要素；同时，它也制
约着文化的社会化形式和个性化形式。　　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的，文化
结构及其核心——价值系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应于马克思所说的三大社会形态，就有三种不同的
价值系统和文化结构。　　人类最初的社会形态处于人的依赖关系之中，自然经济处于主导地位。此
时作为文化结构核心的价值系统中，人是目的，生产是手段。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人本身的发展“
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这里，人本身“在一定范围内可能有很大的发展。个人可能表现为伟大的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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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安全研究》讨论的是文化领域的价值冲突问题，因此，又涉及文化概念的理解问
题。在我看来，文化本质上是创造价值的活动及其成果，是凝结于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中
的，以一定价值体系为核心的一整套规范的结构和功能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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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互联网上反映的价值冲突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交往手段不断发生变革。信息技
术的发展使交往活动的手段从符号化向数字化转变，于是产生了互联网这种崭新的交往手段。所谓“
信息高速公路”就是在全球范围以光速传播没有重量的“比特”，这可以说就是商品交换中“不同的
质向量的比例关系”转化方式的继续和延伸；它在“投入”和“产出”的关系上极大地降低了交往的
成本，因而对于经济和文化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革命意义。同时，互联网也为文化帝国主义推行世界
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战略提供了强大的手段。　　西方国家在互联网技术、制度、语言等层面的“高
位势”，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互联网信息的内容、流动方向以及传输速度；互联网更多地成为发达国
家传播资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如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诋毁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从发展趋势看，随着信息技术的继续发展，交往手段的
进一步更新，有可能将所有传播媒体、文化产品全部移植到互联网上，实现几乎不受带宽限制的网络
文化战（实质上是网络意识形态战）。对此，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　　在当代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
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价值冲突中，社会主义的中国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坚持独立自
主的原则，把反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维护自己的文化安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的道路，作为和平崛起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针对帝国主义
在文化上的奴化毒化政策，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
消灭民族爱国思想，摧残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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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可以借鉴某些观点，值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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