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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爆与重塑》

内容概要

皮海兵的《内爆与重塑(网络文化主体性研究)》试图从美学及传播学的角度来考察网络文化主体。网
络文化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具有不同于现实文化的本质特征。网络文化主体也与现实主体不同，
其在网络文化空间中的实践活动区别于现实中的活动。而这种活动是在工具理性指导下的活动，主体
必然会遭遇不断被异化的困境。异化的结果就是自我的丧失，迫使网络文化审美主体寻求自我身份的
认同。怎样使网络文化审美主体走出这种困境呢？《内爆与重塑(网络文化主体性研究)》认为，实现
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型，才能构建完善的审美主体，创建和谐美好的网络文化空间，实现网络文化
审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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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爆与重塑》

作者简介

　　皮海兵，男，1976年生，湖南常德人，重庆邮电大学副教授，博士。2009年北京师范大学美学专
业毕业，长期从事网络文化、媒介美学方面研究。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网络文化与西南城镇文
化生活研究”、重庆市社科联课题“网络文化主体性研究”及其他课题“网络文化审美主体的当代转
型”与“网络文化审美主体研究”等。在北大核心期刊发表网络文化相关学术论文十多篇。

Page 3



《内爆与重塑》

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章 网络文化与主体性
　第一节 网络文化
　　一、图像的转向
　　二、图像的流变
　　三、网络文化的界定
　第二节 主体性
　　一、主体性的概念
　　二、主体性的历史考察
　　三、网络文化主体性
第二章 网络文化主体的实践
　第一节 虚拟现实
　　一、虚拟与现实
　　二、虚拟的现实与现实的虚拟
　　三、虚拟现实的内在逻辑
　第二节 虚拟实践
　　一、主体对网络媒介的体验
　　二、主体与网络的互构
　　三、虚拟实践
　第三节 虚拟实践的特征
　　一、虚拟性
　　二、互动性
　　三、多元性
第三章 网络文化主体的异化
　第一节 异化的概念与类型
　　一、异化的概念
　　二、网络文化主体异化的类型
　第二节 网络文化主体异化的表现及特征
　　一、图像的内爆
　　二、仿像内爆了主体
　　三、网络沉迷
　　四、主体异化的特征
　第三节 网络文化主体异化的本质
　　一、技术理性的人文缺失
　　二、技术奴役下的主体
第四章 网络文化主体的认同
　第一节 网络文化主体的认同危机
　　一、我是谁?我们是谁?
　　二、网络文化主体的认同分裂
　第二节 网络文化主体身份的建构
　　一、超媒体自我
　　二、个人主页的身份
　　三、交流中的身份
　第三节 网络文化主体认同的哲学分析
　　一、网络文化主体的自我需要
　　二、主体及其身份的虚拟性
　　三、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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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网络文化主体的重塑
　第一节 主体性的缺陷
　　一、主体性的退隐
　　二、网络文化主体性的没落
　第二节 主体性转向主体问性
　　一、主体间性
　　二、网络文化主体间性的生成
　第三节 网络文化主体审美自由的实现
　　一、交往理性与真善美
　　二、审美自由的实现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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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书试图从审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网络文化主体。首先网络文化是一个不同于现实文化的空间，
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质上是一种图像文化。本书在西方文论语境下，从艺术真实的角度出发，
把图像的发展和变化归纳为三个阶段：具象、影像和仿像。而网络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仿像为其
特征的图像文化。由此推之，网络文化主体也与现实主体不同，其在网络文化空间的实践活动区别于
现实中的活动。本书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梳理了不同时期的主体性及其特征，大致分为：传统的主
体性、现代的主体性和后现代的主体性。网络文化主体指的是网络里人的主体性而不是网络本身。本
书所要探讨的网络文化主体，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后现代主体的一种表现。然后进入网络文化主体的
实践活动的探讨。网络文化主体的实践活动是在虚拟现实里发生的，而且虚拟是网络化生存方式的逻
辑起点。主体的虚拟实践，包括主体体验网络媒介和主体与网络的互相建构，它具有虚拟性、互动性
和多元性的特征。而这种实践活动是在工具理性指导下的活动，主体必然会遭遇不断被异化的困境。
对异化和网络文化主体异化作出了界定，并指出了异化的表现和特征及其本质，由于图像的内爆，技
术理性的膨胀，导致主体对网络的深度沉迷。异化的结果就是自我的丧失，迫使网络文化主体寻求自
我身份的认同。网络文化空间出现了认同危机，主体也试图建构自我的身份，此种认同也具有不同于
现实认同的特点。怎样使网络文化主体走出这种困境呢？最后认为，实现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向，
是构建完善的审美主体的需要，是创建一个和谐美好的网络文化空间的需要，是实现网络文化审美自
由的需要。并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来更充分地说明问题和解决问题。对应于主要思路，全书主要
内容是：　　第一章对网络文化及主体性作出界定。第一节界定网络文化的内涵，从图像的转向谈起
，从艺术真实的角度，把图像的发展变化归纳为具象、影像到仿像三个阶段，并深入探讨了各阶段图
像不同的本质特征，揭示出网络文化的仿像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特征。在图像一统天下的文化社会里，
文学已经失去了主角的位置。在网络文化里，文学文本已日益变为图像，指出网络文化的实质就是一
种图像文化。第二节界定了主体性的定义，并指出网络文化主体性是指网络里人的主体性。按照历史
发展的顺序，梳理了不同时期的主体性及其特征，大致分为：传统的主体性、现代的主体性和后现代
的主体性。网络文化主体指的是网络里人的主体性而不是网络本身。本书所要探讨的网络文化主体，
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后现代主体的一种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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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皮海兵的《内爆与重塑(网络文化主体性研究)》认为，实现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型，才能构建完善
的审美主体，创建和谐美好的网络文化空间，实现网络文化审美自由，全书分为网络文化与主体性；
网络文化主体的实践；网络文化主体的异化；网络文化主体的认同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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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哲学性较强
2、一打开就是第9页,纸质页很粗糙,竟然还要寄回北京去换货!最失望的一次购物经历
3、说实话我觉得作者写的好混乱一点都没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有些地方是抄的也没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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