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解微  代的微文化

◆ 陶东 风

今 人 我们 匕 经进人 了
一

个 名 副 其 在并将继续让我们感到 紧张 、 压抑 、 沉

实 的
“

微 时 代
”

。 微 陴 、 微 信 、 微 贷 、 闷 甚至恐怖 ,

“

大
”

开始 走 向 蠤 笨 、 尤

微屯 影 、 微 小 说 、 微媒体 、 微广 告 、 微 个性 和 篇
一 律 。 我 们 逐渐 汗 始 厌 倦

支 付 、 微信 丨
、 微竹观 、 微投 资 、 微生

“

大
”

, 因 为
“

大
”

已 经 越 来 越 远 离 人

活 … … 所 有 这吟 以 去 中 心 化 、 动 态 化 、 本 身 。

碎片 化 、 芩敗 化 、 即  化 和赛博 化 为特 在新世纪 ,

“

大
”

经 洱 足 无争

征 的新 兴的传播 方式 、 文 化形态 乃 至经 议 的一 个褒义 词 。

济活动 形态 、
丨 丨 常生 活形 态 , 已经 在潜 与此 同时 , 后 工业社会 、 后现代社

移默化 叫 哦新足 义 了 我们 的 时代 。 会 、 信息 社 会 的 来 临 却 让 我 们 发 现 了

 以 说 ,

“

微
”

经成 为理解我 们
“

微
”

的魅 力 和
“

小
”

的 美 好 。 首 先是

这 个时 代的
一

个 关键词 。
互联 网 技 术的 飞速发展把我 们带人 微

曾 几何时 我们 的文 化是 以
“

大
” 交往 、 微传播 和信息微循环时代 , 为微

为特征 、 以大 扣怀榜 的 。 在以 福特 主 义
文化捕 速 发展的 翅膀 。 随 矜这种

为纲 领的现代化 大 业  期
“

大
”

成

为 济受 推识 的发觇 方式 、 文 化 诉求 和 c

学现念 。 在现代性的旗 帜上写肴
一 个大

大 的
“

大
”

字 。 在 唯
“

大
”

是求 的发展

模式 下 , 我 们创 造 了 大 城 市 、 大工厂 、

大烟 闵 、 大 流 水 线 、 大 托拉 斯 、 大 广 塞
基

本 学
场 、 大楼 、 大 马 路 … …

可是 与此 同 时 ,
;

我们 也必须忍受 大污 染 、 大拥堵 、 大强 题 论

度甚至 大混乱 , 以至 于
“

大
”

成 为 典型

的
`

`

现代 文明病
”

。 就此而言 , 可 以说 ,

对 于
“

大
”

的迷思在很大程度 上恰恰 是

现代问题 的 症结所在 。

“

大
”

曾 经 、 正



技术 向社会 文化和 日 常生 活其他领域的 微叙事 , 众声喧 哗 , 张扬个性 , 崇 尚 自

渗透 , 我们 逐渐体会 到 ,

“

微
”

其实 是 由 , 它是一种祛魅时代的平民 文化 , 去

一种 更亲切 、 随 和 、 灵活 , 更个性化和 精英化时代的草根文化 ,

“

微
”

文化的

人性化 的 生 活样 态 和 文 化风格 。

“

微
”

重要特征之一就是 由于低 门槛和便捷所

可 以让我 们放松 , 微
”

可 以让我们从 带来 的 信息生 产 和传播 的 自 主性 。 同

容 ,

“

微 可 以让我们 回 归 我 们 自 身 , 时 , 它还打破 了传统大众传播方式 ( 比

“

微
”

时代的来临 带给我们会心 的微笑 , 如 广 播 、 电视 等 ) 信息 单 向 流动 的 特

给我们无微不至 的关怀 。 点 , 打破了信息 的传播者和接受者 的界

应该说 ,

“

微
”

不仅是
一种文化理 限 , 实现了信息 的充分交流 、 互动 和对

想 和审美理想 , 更标志着我们这个时 代 话 , 建构 了
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 。

政治 、 经济 、 文化和生 活形态 的转 型 。 微文化也是
一种充满青春朝气的生

在政治层 面上 ,

“

微 时代
”

的 政治 动 活泼 的文 化 。 在这个科技 日 新 月 异 ,

不再是宏 观政治的一统天下 , 更加世俗 生活方式 、 交往方式 、 生产和传播方式

化和平 民化的微观政治 正在 改写我 们 的 日 新 月 异 的时代 ,

“

微
”

文化 已经成为 社

政治话语 , 重新设 置 我 们 的政 治 议程 , 青年 亚文化的天堂 , 青年成为
“

微 文
自

丰富着我们 的政治参 与方式 。 微观政治 化 的 天然主体 。 注

使得
“

政治
”

的含 义变得更加 多元 , 政 当然 , 微时代并不是
一个新的乌托

治 的内 容 与 日 常生活建立 起 了更 大 的相 邦 , 微 文化也绝非完美无缺 。 微技术在

关性 , 政治 的参 与途径变得更 加 多 样 、 方便信息 发布的 同 时 , 也制造 出 大量的

快捷 , 参与群体也 更加草根化 。 在微时 信息垃圾 、 瞬间 信息 , 也使谣言传播更

代 , 权力 更加分散 , 参与 更加便捷 微 加容 易 。 它在扩大信息交流 、 拒绝信息

时代的微技 术使得真正的草根政治成为 自 上而下灌输 的同 时 , 也造成 了人际交

可能 。 往的 部落化 、 江 湖化和小圈子化 。 被消

在经济层 面上 ,

“

微时代
”

的经济 费主 义裹挟的微生活则可能使我们过度

是 后福 特主 义 的 经 济 , 是 以更 加 个性 迷恋私人生活 中 的
“

小物件
” “

小玩意
”

,

化的产 品 和 服 务 为 导 向 的 经济 , 是 更 从而 丧 失 了 现代公 民所应该 具备 的 责

加 关注 品 质 而 不是 一 味 追 求 规模 的经 任 、 理想 、 视野和胸怀 。

济 , 是绿色环保的经济 , 是 互动 、 对话 总之 , 我们 要充分认识微时代微文

和共贏的经济 。 微经济更加 尊重每个 消 化的特征 , 充分肯定它 们 的积 极意 义 ,

费 者 的耑 求 , 它 提供 的 服 务 史 加 无 微 也充分警惕其消极后 果 。

不 至 。

在文化和 日 常生 活层 面 上 ,

“

微 文 作者 单位 : 首都师范大 学

化
”

是不 同 于现代性大叙亊的小叙 事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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