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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发展：文化共享工程效果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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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社会学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差序格局理论为工具，对文化共享工程的效果问题进行探讨。 研究认为，从人的

发展角度思考文化共享工程的效果，应构建政府组织与家庭相结合的扩散模式，以赢得更多的采纳者，促进文化共享工

程的广度发展；应将文化共享工程与日常生活方式相结合，以形成对先进文化接受和认同的文化基础，促进文化共享工

程的深度发展；应通过数字化生活提升社会弱势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和适应信息社会的能力。 只有定位于人的发展，文

化共享工程才能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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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文化共享工程基础设施

和文化资源建设已初具规模。 在新的发展阶段，需

要将文化共享工程置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从

理论上审视、反思已经走过的路径，思考、明确新阶

段的目标定位，为文化共享工程的深入持久发展提

供理论依据，这就是效果研究应承担的使命。

１　 文化共享工程效果研究：人的发展视角

文化共享工程效果研究的重要依据，是由其本

质所决定的。 社会转型期的背景，赋予了揭示文化

共享工程效果的重要视角，即人的发展视角，因为

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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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共享工程的目标本身就包含着“人”对效果的

基本诉求［１］ 。 这一视角阐释了文化共享工程的目

标、价值、意义以及文化共享工程的本质：效果问

题，实质是人的发展问题。 突出了人的发展，文化

共享工程就应是一个赋能赋权的扩散过程。 这意

味着文化共享工程扩散的效果研究，不仅仅是指对

受益人群及其使用效果的探讨，更是希望从人的发

展角度探讨，在社会转型期，如何通过文化共享工

程提升人的自我发展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以及

如何给予、支持、保障弱势群体这一权利。

在人的发展框架下分析文化共享工程的效

果，不难看出，这一重要命题在其中没有得到充分

重视和体现。 文化共享工程的主要受益群体是农

民工、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等少有机会接触

到文化信息资源的人群。 文化共享工程的应用隐

含着信息技术、知识、能力的要求，这些客观条件影

响其扩散效果。 因而，效果研究需要从人的发展视

角对文化共享工程扩散的广度和深度进行反思，以

确定新阶段发展的目标定位。

２　 效果与扩散：广度的反思

文化共享工程的受益群体决定了其扩散的广

度，也决定了最终的成败。 罗杰斯创新扩散理论认

为，创新事物在社会系统中形成扩散的前提是必须

有一定数量的人采纳这种创新事物［２］３０９。 在发展中

国家，人际关系渠道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２］１７８。 创

新扩散理论提出的采纳人群及人际关系渠道的问

题是效果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问题［２］２１。 但文化共享

工程的扩散模式是否注意到社会基层人际关系渠

道？ 是否注意到我国人际关系扩散渠道的特殊性，

这些特殊性又是如何影响扩散效果，文化共享工程

又应以怎样的扩散模式赢得众多的采纳者？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

结构和人际关系，是以“水波纹”的方式即差序格

局扩散开的，居于水波纹中心的是基于婚姻和血缘

的家庭［３］ 。 以家庭为中心的扩散，实质是基于家庭

成员的人际关系的扩散，对信息的接受采纳主要依

赖于家庭成员的意见和经验，因而家庭是其成员获

得外部信息非常重要的渠道。 在社会信息化的进

程中，社会沟通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在

我国农村和贫困、边远地区，由于生活结构还是以

社会—家庭—个人为主，家庭是家庭成员间、家庭

成员与社会成员的联结中心、交流中心和信息扩散

中心。 特别是受年龄、性别、文化水平、亲缘信任关

系、社会接受能力、沟通能力与交往能力等因素的

限制，家庭依然是这些人群与外界沟通传播的重要

渠道，差序格局现象依然存在，而且越是在社会基

层这一表现越是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扩散模

式，依照的是社会—家庭—个人的差序格局结构，

扩散动力是靠人们生活需求产生的内力推动，这种

自发、自觉、自愿扩散的模式具有广泛性和持久性。

但人际关系渠道的扩散模式是一种自发、被动、低

效的扩散模式，作为文化共享工程，其扩散如果仅

仅依靠人际关系渠道的扩散模式，会影响和限制其

发展速度和效果。

政府主导的文化共享工程的扩散模式，其结构

是由全国文化共享中心—省文化共享中心—县文

化共享分中心—基层文化站构建的金字塔式的层

级结构，扩散的动力主要是靠行政命令与行政权力

的外部推动，这种以层级组织为节点逐级推动扩散

的模式具有主导性、主动性和快速推动的特征，是

典型的组织渠道的扩散模式。 但由于这种组织扩

散模式忽略了作为人际关系渠道中非常重要的家

庭人际关系渠道，一方面与当前社会基层以家庭为

中心的扩散模式之间缺少衔接，使得组织渠道的扩

散系统在社会基层出现了脱节，对扩散的广度产生

了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依赖于组织扩散渠道的系

统缺少了生活需求的内在动力，易偏离人们真实的

生活需求，造成组织目标与人们实际需求的脱节，

使扩散的效果受到影响［４］ 。 面对“差序格局”的现

象，可利用差序格局理论构建适应于农村、贫困和

边远地区的扩散模式，将两种不同扩散渠道结合在

一起，即将组织扩散渠道延伸到家庭，将家庭作为

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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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共享工程扩散系统的单元、载体和结合点，通

过基层文化站与家庭的连接，形成全国文化共享中

心—省文化共享中心—基层文化站—家庭—个人

的扩散模式，借助家庭人际关系渠道促进文化共享

工程的扩散。 只有将文化共享工程的扩散嵌入到

具体的家庭生活活动中，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提

高人们的生活能力，文化共享工程才有了扩散的现

实基础。

以家庭为扩散单元引发的变化，首先是文化

共享工程服务内容的变化。 文化共享工程的基层

工作站，除提供文化信息资源的服务之外，还应成

为家庭信息技术能力培养和数字化生活的扶助中

心。 如利用文化共享工程可以帮助农村留守家庭

学习网上视频聊天、手机通话及短信收发等，以便

于实现信息交流与沟通；可以帮助家庭网上挂号、

网上订票、网上购物，获取打工信息、农产品买卖信

息、实现影视娱乐等，以达到文化信息资源的获取

和利用。 以家庭为扩散单元，可以扩大社会弱势群

体人际关系的沟通渠道，对人们的交往、参与、信任

和自我认同产生积极影响，成为社会弱势群体融入

信息社会的有效方式［５］ 。

其次是扩散结构的变化：扩散结构从单一的

政府组织面对个人的扩散结构，转变为政府、企业、

社会团体共同面对家庭、家庭面对个人的扩散结

构，形成多元的扩散渠道。

（１）家庭及其成员扩散渠道。 家庭是文化共

享工程扩散的重要节点，家庭成员及家庭间相互影

响、带动，有益于形成人际关系渠道的再次扩散。

一个家庭或家庭成员对文化共享工程的采纳意愿，

可以影响到其他家庭和家庭成员的采纳意愿；一个

家庭成员的上网意愿，可以带动其他家庭成员的上

网意愿。 家庭成员、家庭间的互动，可以带动家庭

数字化生活能力的扩散，许多技术的普及过程都证

明了这种家庭间传播扩散的有效性［６］ 。

（２）学校扩散渠道。 在社会基层，中小学具有

发挥文化共享工程效益的最佳优势，是文化共享工

程应用的参与力量与扩散力量。 以学校为文化共

享工程的扩散渠道，可以形成以教师带动学生、学

生带动家庭中的老人、妇女的传递链，推动文化共

享工程的扩散［７］ 。 此外，文化共享工程的文化信息

资源可以极大地丰富教学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贫困地区教学资源不足的问题。

（３）企业扩散渠道。 文化共享工程不仅需要

大量的硬件与软件资源的支持，也需要大量的人力

资源支持。 企业扩散渠道可以弥补文化共享工程

人力资源的不足，发挥企业在人才、资金、技术、知

识方面的优势，扶助社会弱势群体。 如电子产品生

产、销售企业在推广电器产品的同时，可以对购买

其产品的用户进行操作和应用培训，通过电子产品

的应用，带动文化共享工程资源的应用，通过提高

家庭对电子产品的应用能力，提高家庭对文化共享

工程资源的应用能力，为家庭人际关系渠道的扩散

提供支持。

（４）大众媒介扩散渠道。 在文化资源扩散方

面，大众媒介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特别是电视媒

介，已经成为社会基层家庭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因而，借助大众媒介特别是电视媒介对家庭的影响

力，可以促进文化共享工程的各种资源更加广泛地

传播，促进人们对文化共享工程的认同［２］３１８。 如文

化共享工程可与电视媒介合作，为文化共享工程开

设固定的电视频道，借助成熟的电视网络，既能节

省人力物力，又能促进文化信息资源的广泛传播。

文化共享工程效果的发挥，无疑与参与者、使

用者有关。 参与者越多，推动力量越大，带动效果

越明显，扩散效果越显著。 多元化扩散结构，提供

了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共享工程的发展空间，即文化

共享工程不是简单地依赖于政府组织的推动，社会

力量以及社会弱势群体也将成为扩散的推动力量。

为此，文化共享工程应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扩大

参与主体，共同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扶助服务。

３　 效果与扩散：深度的反思

文化共享工程的实质是关于人的工程，扩散的

０２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卷　 第二一○期　 Ｖｏｌ ４０ Ｎｏ ２１０

过程也是先进文化的认同、接受与融合的过程，这

一过程决定了文化共享工程的深度，也决定了对人

的发展的作用与效果。 关键是，文化共享工程应如

何完成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从表层到本质、从认知

到内化的深层次扩散，并选择什么角度来扩散？

文化共享工程的扩散模式，应是一种基于人

们生活方式、对人们产生潜在影响的模式。 人们只

有接受了一种先进的生活方式，对其蕴含的先进文

化的接受才是主动的、自觉自愿的行为。 如果可以

把文化理解为人类活动方式、思维方式和能力的总

和，那么文化与生活方式就应是一致的［８］ 。 一方

面，文化是既有生活方式的积淀和选择，可规范、指

引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生活构

成了文化的基础和根本。 人们的衣食住行形成了

自然稳定的日常生活方式，反映了人们生存本能，

表达了风俗习惯、传统和经验、家庭和血缘、意识和

情感的内涵，这就是文化的根基，是对人们产生深

层次影响的文化根基。 如果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

不被触动，仅仅靠外力推动先进文化的扩散，必然

受到传统日常生活方式的排斥。 因而，文化共享工

程只有扩展到人们的生活层面，促进传统生活方式

的改变，对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意识的改变才可能

从表层进入深层，才能真正触动文化的根基，形成

对先进文化的接受和认同，对人的改变才可能是深

层次的改变。

信息社会的文化，是人们借助于信息、信息资

源、信息技术，从事信息活动所形成的信息社会所

特有的文化形态，人们在信息社会中的生活样式，

是数字生活的样式，具有沟通、互动、创新的特

征［９］ 。 一位农民工描述自己在数字化生活中的状

态是：电视机顶盒设置不了，拿着电子产品说明书

不会操作，不会网上买票，不会网上购物，不会预约

挂号，以前只能跟人家拼体力，现在体力都没得拼

了，真的感觉像是要被社会淘汰了［１０］ 。 这意味着，

人们对信息社会的适应与发展，需要挣脱传统日常

生活模式的羁绊，对传统的超越，还需要借助信息

技术对传统日常生活方式进行改造与重建。

针对这一问题，文化共享工程要承担的，不仅

是文化传承和文化娱乐，不仅仅是文化信息资源的

提供与利用，还应包括对先进文化的引导、培育、解

释和说服，即用信息社会的数字化生活方式影响、

替代传统的生活方式，通过数字化生活方式形成接

受先进文化的生活基础，将数字化生活作为先进文

化扩散的最重要的载体，以个性、创新、竞争、参与、

互动的文化根基动摇落后封闭的文化根基，逐步完

成对数字化生活的认知、内化，从而实现对先进文

化的认知、内化，最终实现先进文化的扩散［２］４２６。

（１）认知数字化生活方式，接受先进文化。 人

们对数字化生活的认知，是将数字化生活所提供的

知识和技术吸收到个体原有的知识结构中的过

程［１１］ 。 数字化生活给予人们新的认知资源、认知

渠道，以及数字化生活方式所蕴含的价值观，在此

过程中逐步形成接受信息技术和先进文化的愿望、

需求和动机，获得对文化共享工程创新的认知，对

先进文化的认同。 例如信息技术在数字化生活中

的应用，是表达知识的重要方法，也是促进人们认

知的重要方式［１２］ 。 网络视频以真实的场景实现了

跨越地域的“面对面的交流”，扩大了获取、交流知

识的范围；多媒体技术以形象化、可视化的知识表

达，弥补了传统语言、文字表达形式的不足，对文化

程度低的人群如老人、低龄儿童更适用；交互技术

提供了交流工具，可以帮助人们传播交流信息、获

取知识，也为人际关系扩散模式提供了实现途径。

从这个意义上，数字化生活为接受先进文化提供了

认知基础，有了数字化生活能力，弱势群体才有了

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２）内化数字化生活方式，实现先进文化内

化。 在认知的基础上，内化数字化生活方式的文化

内涵，是文化共享工程深度扩散最重要的环节，也

只有通过先进文化内化，文化共享工程对人的发展

的深层次效果才能体现。

数字化生活的文化内化，是人们将认知转化为

内部思维的过程，也是主体应用知识自我建构、形

成其人格一部分的过程［１３］ ，是主动接受与参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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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过程［１４］ 。 完成这一过程，需要人们真实、反复

地体验数字化生活方式的特征，并逐步内化为个人

的自然意识和文化素质，从而影响人们的思想、观

念和行为，形成新的价值观。 在这一过程中，数字

化生活的真实环境为人们内化先进文化提供了生

活基础，有利于人们将数字化生活潜在的知识文化

转化为主体自身的知识文化，最终提升人的能力，

完成先进文化的深层次扩散［１５］ 。 由此可见，数字

化生活方式是实现先进文化内化的重要途径。

４　 结论

人的发展，是评价文化共享工程效果的核心。

首先，社会发展的关键是人的发展。 文化共享

工程通过先进文化的扩散促进人与社会的适应，促

进人的能力的提高，实现人的发展是文化共享工程

的起点与归宿。

其次，扶助社会弱势群体融入信息社会生活，

是文化共享工程的重要责任。 数字化生活是社会

弱势群体接受先进文化的载体，也是提升其适应能

力、发展能力的有效途径。 文化共享工程应该从生

活方式即文化根基对人们思想、意识和行为潜移默

化地进行深层次改变，通过提高人们的数字化生活

能力，提升人们对先进文化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提

升人的发展能力。

以家庭为单元的扩散模式，是与农村、贫困和

边远地区现实生活相适应的扩散模式。 这种模式

可使文化共享工程的组织目标与社会真实的生活

需求紧密结合，为文化共享工程的发展提供坚实的

社会基础和社会支撑。

综上所述，文化共享工程的效果问题不仅是

文化信息资源的需求、选择、获取、利用问题，其实

质是人的发展问题，是先进文化和先进生活方式对

人的培育问题，是扶助社会弱势群体融入信息社会

的问题。 文化共享工程在新的发展阶段，其目标应

该也必须定位于促进人的发展。 只有如此，文化共

享工程的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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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徐益．内化对信息素质教育的诠释［Ｊ］．情报科学，２００７，２５（５）：７９５－８００．（Ｘｕ Ｙｉ．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２５（５）：７９５－８００．）

曹　 凌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通讯地址：西安市长安区郭杜学府大道 １ 号。 邮编：７１０１２７。

杨玉麟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通讯地址同上。

林　 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助理馆员。 通讯地址：西安市西沣路兴隆段 ２６６ 号。 邮编：７１０１２６。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０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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