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 　焱

深化对信息社会主流文化的研究

———信息文化与信息文化学初探

摘　要　信息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信息文化。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在对信息文化进行探讨研

究。信息文化有其特定概念和结构 ,有一批急待研究的课题 ,应加强研究 ,以构建信息文化学

体系。参考文献 9。

关键词　信息文化　信息文化学　体系结构　研究课题

分类号　G201

ABSTRACT　In this paper ,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mainstream culture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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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concept and structure. We should deepen our study of issues concerning information culture

and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studies in information culture. 9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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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人们逐渐认识到单纯依靠技术不能解决信息

社会发展的全部问题时 ,便开始关注信息社会的主

流文化 ———信息文化。近年来 ,在论著中使用“信息

文化”一词的情况逐渐增多 ,不同领域对该问题的分

散研究逐渐形成热点 ,研究者从各自的领域提出了

许多相同的与信息文化有关的问题 ———全面深入地

研究信息文化及其与人类信息行为的关系 ,构建信

息文化学体系 ,从而深化对信息社会及其文化的研

究的时机已经成熟。

1 　信息文化研究概况

111 　国外信息文化研究进展

从文献回溯来看 ,国外提出“Information Cul2
ture”概念约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 ,最早是企业管

理信息系统 (MIS) 研究中的概念。它研究企业采用

计算机系统进行管理后 ,形成的新的企业文化与传

统企业文化之间的区别。例如 : Donald L . Koch 和

Delores W. Steinhauser 的 Changing the Corporate

Culture(1983)一文中指出新的信息文化的特点是 :

以人为中心 ;技术使心灵更加自由 ;强调结果 ,但这

种结果不刻板地依附于标准 [1 ] 。

后来 ,“信息文化”概念扩大了使用范围 ,被用来

分析信息化社会中信息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的影响。David Lyon 在“The Root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dea”(1995) 一书中将信息文化研究的起源

追溯到丹尼尔·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研究 ,并

且提出 ,信息文化应当考虑三个问题 :关于计算机和

远程通信的问题 ;计算机和通信渗透的影响是否在

事实上改变了社会和文化经验 ;研究信息文化却不

研究它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方面 ,那么 ,这样的研究是

不完全的[2 ] 。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Heather E. Bellows 的

博士论文《信息文化与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型 :以苏联

为案例》(1991)提出 :创建信息文化对于苏联经济未

来及其在经济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十分重要。全球化

的信息革命对于苏联社会的变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

用[3 ] 。

俄罗斯信息学家 A. B. 斯克沃尔佐夫在论文《信

息文化与国家安全》中提出 :对国家安全现代条件的

理解与信息文化某些问题的解决有关 [4 ] 。

日本在关西地区建设的新世纪通信网实验基地

提出了这样的口号 :“创造一种新的‘信息文化’和商

业机会的基础结构。”[5 ]

由此可见 ,人们已经广泛使用信息文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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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笔者所掌握的国外文献皆未对信息文化概念

做出明确的定义 ,而是将其作为不言自明的概念来

使用。

112 　我国信息文化研究进展

在我国 ,“信息文化”和“信息文化学”的提法最

早见于卢泰宏的《信息文化学导论》(1990) 。该书较

系统地研究了信息文化的各个方面。他提出 :“信息

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 ,正在逐渐形成一

种新文化形态 ———信息文化。”[6 ]虽然卢泰宏未明确

给出信息文化的定义 ,但我们可以归纳出他的观点 :

信息文化是信息技术发展形成的社会文化 ,是信息

社会的文化形态。

严康敏、赖茂生《信息高速公路 :面向未来的震

荡》(1996)一书第五章的题目即为“信息文化”,专门

探讨了信息文化的概念 ,认为信息文化就是电脑空

间文化 ,并指出 :信息文化“大致上用来表示两方面

的含义 :一是指原有的各种文化内容以及活动方式

因被纳入到‘信息高速公路’系统进行制作、加工、传

递和交流而发生变化 ,即所谓原有文化的‘电脑化’

和‘信息化’;二是指随着人们越来越经常和更大规

模地运用‘信息高速公路’系统从事各行各业 ,以及

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活动 ,这种运用方式本身势必越

来越丰富多样化 ,进而形成一种崭新而独特的文化

形态”[7 ] 。

董焱在《开展信息文化学研究》(1998) 一文中提

出 ,信息文化指信息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

度文化。信息文化学是用“信息”及相关概念体系重

新阐释有关文化现象、解释信息社会文化的科学体

系。信息文化学研究的课题包括信息环境、人类生

存状况、电脑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传媒文化、

知识与权力、意识形态多元化、社会控制、科学发展、

信息伦理学等[8 ] 。

党跃武在《信息文化简论》(1999) 一文中提出 :

“信息文化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内容和表现手段的文

化形态 ,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依赖于以信息、信息资

源、信息技术为支点的信息活动而创造的物质和精

神财富。因此 ,广义的信息文化同样可以从四个方

面来把握 :作为物质形态的信息文化 ,作为社会规范

的信息文化 ,作为行为方式的信息文化和作为精神

观念的信息文化。”[9 ] 文章还探讨了信息文化的特

征。

113 　与信息文化相关的研究

不采用信息文化概念但与此相关的研究也非常

活跃 ,如对“赛博文化”(网络空间文化) 、“网络文

化”、“信息技术文化”、“电子信息文化”等的研究。

这些研究在范围上通常较“信息文化”狭窄 ,但有的

研究实际上与信息文化的范围大体上是一致的。

2 　信息文化概念及其结构

211 　信息文化定义

信息文化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信息

文化定义从宏观角度对信息社会的文化加以界定 ;

狭义的信息文化概念则是指企业或团体内部在信息

技术影响下所形成的新型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通

常 ,人们是从广义上来理解信息文化的。

信息文化是人们利用信息、信息资源、信息技术

进行信息活动中创造的不同于自然界的物质和精神

财富的总和 ,是信息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样式。

如同农业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主流文化 ,工业文

化是工业社会的主流文化 ,信息文化则是信息社会

的主流文化。在认识信息社会时 ,人们不能仅从技

术层面去理解信息社会 ,只有从信息文化的角度才

能全面把握信息社会发展的状况和趋势。但信息文

化并不是在信息社会中才生发出来的 ,信息文化是

人类信息活动长期发展和积累的结果 ,在人类较早

期各社会形态中 ,信息文化处于潜文化或亚文化状

态。

212 　信息文化的结构

信息文化可分为四个子系统 ,即 :信息文化的物

质文化子系统、信息文化的精神形态子系统、信息文

化的制度规范子系统、信息文化的行为方式子系

统。　

21211 　信息文化的物质形态子系统

信息文化的物质形态子系统包含两个方面的内

容 :一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环境世界 ;二是信息活动的

物质条件。

(1)人类生活的物质环境世界。

人类创造的不同于自然界天然存在物的物质产

品 ,其中无不凝结了人类的知识、经验 ,因而这些物

质产品 ,是物质与信息的同一体 ,其中凝结了大量的

信息 ,成为人们感知并获得信息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同时 ,物质产品是人类文化成果的结晶 ,其中所凝结

的信息对文化的其他方面及社会成员的心理具有很

大的影响。

(2)信息活动的物质条件 ———信息技术条件。

信息技术 ,是信息活动的物质条件 ,是人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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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物质子系统最重要的一部分 ,也是衡量社会

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从早期记载在天然物质上的

文字符号 ,到印刷书籍 ,再到电报、电话、无线电广

播、电视 ,发展到今天的数字化技术的网络 ,以及将

要到来的数字化的虚拟化空间 ,形成了作为人类环

境的物质化的信息文化空间。它们是信息社会的物

质基础 ,信息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不同于此前各个

社会的文化状态 ,主要原因就在于生成了新的物质

环境 ———在信息社会中 ,由计算机、网络、虚拟现实

等构成的物质环境 ,对于文化和心理的影响更为明

显。

物质形态的信息文化对于人类精神观念、心理、

行为等方面的影响不容忽视 ,它可以起到潜移默化

的 ,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例如 ,当物质形态的

信息产品较少时 ,少数占有信息的人就能够对他人

实行信息垄断 ,并进而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的垄断 ,

而网络技术则使得社会成员可以更有效地接触和获

得信息 ,参与同信息相关的活动 ,促进信息民主 ;信

息技术不发达时 ,艺术成为少数人的专利 ,成为贵族

文化、精英文化 ,而信息传播技术发达后 ,艺术在社

会成员中普及 ,大众文化兴盛 ,艺术趣味和艺术标准

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21212 　信息文化的精神观念子系统

信息文化的精神观念子系统主要包含两方面的

含义。

(1)人类文化中的精神观念文化 ,从思想观念、

政治、宗教、历史、科学到文学艺术等 ,无不是人类知

识的具体表现 ,而语言文字等 ,更是信息交流和文化

信息传播的重要手段 ,因而 ,精神文化是信息文化的

重要表现形式。

(2)信息技术及其产品 ,如文献、大众传播媒介

等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技术及其

产品不断地充实和丰富着人类社会的精神文化 ,改

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

21213 　信息文化的制度规范子系统

信息文化的制度规范子系统 ,是伴随着人类信

息活动形成的、用来调控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人

与团体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等的各种信息关系的

规则、制度和行为规范 ,是关于信息的价值、信息活

动、信息分配等的伦理与法律的信息文化。信息文

化的制度规范子系统主要通过确立人类信息活动的

道德准则和法理制度 ,以信息伦理和信息法规的形

式 ,用非强制的和强制的力量维系社会信息生产、交

流和管理活动。

21214 　信息文化的行为方式子系统

信息文化的行为方式子系统 ,是由信息文化影

响而形成的人的信息需求、信息意识、信息能力、信

息心理、信息活动等信息生产、传递、选择、接受、利

用等行为方式的总称。

从广义上看 ,人类的各种活动 ,包括物质产品的

创造活动和精神产品的创造活动 ,它们增加了人类

文化的信息积累 ,因而 ,都可以看作是信息创造的活

动。

从狭义上看 ,信息行为指的是与信息活动各个

环节相关的人类心理与活动。

不同阶段的信息技术和手段 ,改变着人们的行

为方式。不同历史阶段人类信息行为呈现出不同的

特征。例如 ,人类早期 ,只能靠语言传递信息 ,人类

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 ,文化信息的积累非常缓慢 ;随

着文献的出现 ,信息可以突破时空传递 ,人们逐渐扩

大了活动范围 ,文明发展的速度随信息量的积累而

加快 ,机械印刷文献的发展 ,更促进了启蒙运动和西

方资本主义的发生 ;通信技术、大众传播媒介的发

展 ,使得地球变成了世界村 ;现在 ,网络又极大地改

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信息活动方式 ,人们可以足

不出户从事办公、购物、商贸等活动。

3 　信息文化学研究的意义

信息文化学是研究信息社会的主流文化 ———信

息文化的概念、结构、特征、价值 ,以及信息文化与人

类信息行为的互动机制的新兴学科。

信息文化学研究的意义 ,表现在以下一些方

面。　

311 　信息文化学提供了考察信息活动与文化关系

的研究框架

信息活动是人类活动非常重要的类型 ,在信息

活动背后决定信息活动样式的是社会的信息环境 ,

社会信息环境背后的深层次结构是文化。信息文化

是信息社会特有的文化形态。但是 ,由于人类文化

的发展历程同时又是社会信息不断增长和积累的历

程 ,信息文化学研究可以从信息活动角度研究人类

历史上各个阶段信息活动及由信息活动生成的人类

文化 ,以及文化对于人类信息活动的影响 ,特别是信

息社会中信息文化与人类信息活动的互动机

制。　　

312 　信息文化学提供了用信息概念研究文化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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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

信息现象及人类文化的发展向我们展示 ,信息

与文化事实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文化以一定

的信息符号呈现出来 ,信息是文化传播和文化功能

发挥的工具 ,二者在本体论上是同一的。从信息角

度审视文化 ,通过“信息”的框架去描绘文化的景象 ,

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得出许多有启发意义的研究

结果。

313 　信息文化学研究对与信息社会相关的现象提

供合理的解释

各国社会信息化的步伐正在加快 ,正处在社会

发展的转型期 ,出现了许多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 ,其

中不少现象与社会的信息化息息相关 ,如“大众文

化”和“消费文化”的冲击、西方文化的入侵、意识形

态的多元化、财富创造手段的变移、择业观念的变

化、人文精神的危机、工业企业中心地位的下沉 ⋯⋯

等等 ,用传统的研究视角和伦理学观念 ,很难对这些

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阐释 ,信息文化学研究则可以

对上述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

314 　信息文化学研究为信息社会的发展提供合法

性辩护

信息科学技术的进步 ,促进了社会经济、科学、

文化等的快速发展 ,也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造成了负

面影响 ,引发了人文科学家对于信息技术与文化的

批判 ,某些从道德理念出发的批判甚至认为信息技

术的发展将危及人类的生存。信息文化学研究可以

使人们认识到 ,信息科学技术同人类历史上的每一

项科学技术一样 ,具有两面性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利

用其促进社会的进步 ,同时警惕技术滥用造成的社

会危害。尽管信息社会及其文化存在着这样那样的

问题和缺陷 ,但信息社会与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逻辑结果 ,是一种客观存在 ,并且它优于此前存在过

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及文化形态 ,信息文化学研究

将为信息社会的发展提供合法性辩护。同时 ,信息

文化学研究通过对信息社会及其文化的历史定位 ,

肯定信息文化发展的大方向 ,从而使社会成员自觉

溶入信息社会的主流文化之中。

315 　信息文化学研究可以预测信息社会发展趋势

人类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虚拟化趋势已经显

露 ,信息社会的文化具有全新的特质 ,但同时又是人

类生产、传播、利用信息历史的逻辑延续 ,信息社会

及其文化是人类文化史发展的延续 ,网络技术也不

过是人类信息技术最新发展的成果。信息社会及其

文化并不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断裂 ,在新的特质中包

含着人类文化的逻辑发展 ,其特性和趋势是可以把

握的。因而 ,从文化角度来研究虚拟世界特性、信息

资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预测信息社会未来趋势 ,也

是十分重要的。

316 　信息文化学研究的课题是不同学术领域共同

关注的热点问题

目前 ,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各

自领域中文化与信息交流活动问题 ,这些研究呈现

出较强的专业性 ,如计算机文化、网络文化、大众文

化、传媒文化等 ,彼此之间所采用的概念有较大的差

异 ,但讨论的许多现象却是共同的 ,如交流与全球一

体化、文化霸权 ,信息、知识与权力 ,传播与自由等。

信息文化学打破学科界限 ,在统一的信息科学体系

下考察人类信息活动与文化的互动关系 ,因而具有

较大的研究价值。

317 　信息文化学研究可以促进图书馆学情报学研

究

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发展 ,不仅促进了图书馆和

情报机构信息服务的发展 ,也为图书馆学情报学提

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业界人士就信息机构的未来 ,信

息资源共享、信息立法等展开热烈讨论和深入研究。

这些课题所涉及的某些研究不仅是技术问题 ,同时

也是文化问题。由于人们更多地关注了研究问题的

微观的技术方面 ,而对于其宏观的文化方面较少涉

及 ,这样所提出的某些解决方案缺少实用性。现实

要求我们超越传统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提供新

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基础 ,信息文化学则是这个

新的理论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4 　信息文化学研究课题初探

尽管信息文化研究已有约 30 年的历史 ,但对信

息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学科体系及主要研究课题的

探讨却并不多见。笔者在这里对于信息文化学的主

要研究课题进行初步探讨 ,以抛砖引玉。

411 　信息文化学基本问题研究

包括信息文化学的概念、研究范围及体系、研究

课题 ;信息文化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信息文化学研

究方法 ;信息文化学与相关研究关系探讨。信息文

化学基本问题研究的目的是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基

础。

412 　信息文化研究

探讨信息文化的概念、特性、结构以及信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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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子系统的相关课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信息文化概念及其界定 ;信息文化与相关概

念的研究 ;信息文化的结构。

(2)从信息特性和功能角度研究信息文化形成

的机理。

(3)考察信息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即人类历史

各阶段信息文化的特征。

(4)考察信息化、信息社会与信息文化的关系。

(5)从总体上研究信息社会的信息文化特点 ,信

息文化的正面影响及负面影响等。

(6)信息文化的物质形态子系统研究。包括 :信

息技术文化、信息文化环境、赛博空间文化、物质文

化子系统对信息文化的影响等。

(7)信息文化的精神观念子系统研究。包括 :与

信息文化相关的时空观念、信息崇拜、科技文化的影

响、大众文化、图像信息文化与虚拟经验等。

(8)信息文化的制度规范子系统研究。包括 :信

息与权力、越境信息流与信息霸权、信息伦理、信息

法律的文化基础等。

(9)信息文化的行为方式子系统研究。包括 :信

息文化对于人的信息行为的影响总体研究 ,信息人

及其信息行为构成等。

413 　信息文化对人类信息活动的影响研究

探讨信息文化对于人类信息行为的影响 ,包括

对于信息生产、传递、选择、使用及控制管理等方面

的影响 ,提出促进人类信息行为的有效的措施。包

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

(1)信息文化对信息生产机制。

(2)信息文化与信息传递机制。

(3)信息文化与信息选择机制。

(4)信息文化与信息使用机制。

(5)信息文化与信息审查机制。

(6)信息文化与人类信息活动的社会保障机制。

(7)信息文化与信息资源建设与管理。

(8)信息文化与图书馆情报机构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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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首都图书馆承办的全国图书馆特色服务与实践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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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研讨会特向全国图书馆工作者征文。

11 征文主题

总主题 :21 世纪图书馆特色服务发展与研究。

分主题 : ①图书馆特色文献建设与发展 ; ②图书馆特

色数据库建设 ; ③图书馆特色服务与管理。

21 征文要求

字数控制在 4000 字以内 ;观点和内容要有创新

与深度 ;统一用 A4 纸打印 ,提供打印稿 2 份 ;论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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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图书馆学会 　李海虹 　汪淑梅 (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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