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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两大根基，二者既有

所区别，又相互交融。从相互交融的角度来看，技术

与文化表现为一种类似“一体两面”的关系：都是人

类智识的显性表达，表达于生产领域谓之技术，表达

于生活领域谓之文化；一方面技术为文化提供底层

支撑，另一方面，文化为技术设定价值导向和应用场

景，二者互为彼此的延伸和展开。①正是通过这种彼

此嵌套、互相融塑的互动关系，技术与文化或谓之

“技术—文化”，从历史逻辑上构筑了原始时代、农耕

时代、工业时代等不同样貌的文明发展阶段，而当下

则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建基于数字技术之上

的“数字时代”。

人类的数字化历程可追溯至二战时期，当时为

了破译德军的通信密码，受雇于英国军方的艾伦·图

灵、布雷契莱等人研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真正意

义上的计算机。②但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数字

技术仅应用于军事、工程、科研等特定领域，直到二

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互联网逐渐普及之后，数字技术

才与社会文化开始融合发展，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激

变效应，文化形式不断迭代，文化内容极大丰富。如

果说在数字革命之前世界的基本粒子是“原子”的

话，那么构成信息时代的基本粒子就是“比特”，“信

息的DNA”比特“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

基本要素”，数字技术未来“将决定我们的生存”。③

世界正在发生一场史无前例的“矩阵革命”，数

字技术不仅重塑了当代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也

在深刻影响和悄然改变着国际“技术—文化”格局。

中华文化曾是“人类文明中的大体量、长时段的文化

高峰”，④但自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国家凭借现代工业

所带来的新动能和新技术优势，迅速占据世界文化

舞台的“C位”，形成了事实上的“西方文化中心论”。

近二十多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世界“技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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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格局正在发生显著“位移”，中国已经逐步成长为

全球第二的数字大国与强国，成为影响当前世界格

局中的关键变量，在此情境下，数字时代中华文明复

兴的“技术—文化”逻辑也就成为我们当下亟需解答

的一个元问题。

一、世界“技术—文化”格局的历史变迁

在农耕时代，中华民族凭借先进的技术优势创

造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文化。夏商时期，我们的祖先

就已经掌握了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中华文化由此

开始萌芽，中华文化的核心要件“汉字”体系也是在

这一时期走向成熟；春秋战国时期，又掌握了生铁冶

铸技术、生铁柔化技术、制钢技术，铁制器具逐渐普

遍地应用于农业、手工业和军事领域，促成了社会经

济、政治制度的急剧变动，先秦诸子百家遂得以喷薄

涌现，这不但奠定了中华文明“元典性”的价值体系、

思维体系、语言体系和制度体系，还与西方先哲共同

构建了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秦汉以降的大一统

中国，更是以绝对的技术优势傲视天下，发展出了雍

容华贵、大气磅礴的中华文化体系，中华文化在这一

时期具化为丝绸、漆器、铜器等精美商品，通过丝绸

之路的商贸活动向中亚、西亚、欧洲诸国持续输出文

化影响力，彰显了“文明大国形象”“和平大国形象”

和“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

中古时期，中国实现了两项“文化技术”的关键

突破——造纸术和印刷术，使得书籍这一贵族文化

产品最早在中国转变成大众消费品，知识由贵族阶

层大范围向下流动，催生了文化更大的发展和繁

荣，所以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化能够相对

于其他地区始终保持着优势，不仅全面辐射了东

亚、东南亚地区，还远及西亚和欧洲，对西方的文艺

复兴和启蒙运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意大利人马

可·波罗旅华后写了《马可·波罗游记》，该书为处于

宗教禁锢、封建压制之下的欧洲打开了一扇新世界

的窗口，让西方看到了一个更先进、更宽容、更道德

的文明；16世纪后，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他

们将中华元典《易经》《老子》及宋明理学等文化介

绍到欧洲，引发了东方文化热潮，当时的中国被欧

洲人视为道德和理性的发源地，成为他们心目中的

“东方理想国”，“莱布尼茨、伏尔泰、歌德、巴尔扎克、

托尔斯泰等文化巨匠都从东方哲思中受到教益，获

得灵感和启示”。⑤

造纸术、印刷术不仅繁荣了中华文化，更是深刻

地改变了世界“技术—文化”格局。中世纪的欧洲文

化贫瘠，当时欧洲的书写载体是价格昂贵的羊皮纸，

每生产 10张左右A4纸大小的羊皮纸就需宰杀一只

羊，中世纪一部手抄羊皮纸《圣经》的价格就足以购

买一座葡萄园，昂贵的书籍成本使知识成为贵族阶

级的专有权利。羊皮纸还有一个问题——不适宜印

刷，“在羊皮纸上印的书远没有在纸质载体上印的书

着墨性好、字迹清晰，由于羊皮纸油腻松弛，承印压

力会使得纸张变形，所印之书往往排列很不整

齐”。⑥纸张的大规模使用彻底改变了这一窘境，在

12—13世纪，造纸术经阿拉伯传至欧洲，纸张以其低

廉的成本优势很快完成了对羊皮纸的取代，意大利

的热那亚、威尼斯、伦巴第等城市成为欧洲的造纸中

心，这也是欧洲文艺复兴在意大利率先兴起的一大

重要原因。

公元 1451年，德国人古登堡也发明了活字印刷

技术，尽管没有直接材料证明古登堡受到了毕昇的

启发，但古登堡印刷术的源头来自中国则是毋庸置

疑的。1585年西班牙著名传教士胡安·冈萨雷斯·门

多萨(Juan Gonzales de Mendoza，1545-1618)就在《中

华大帝国志》中写道：“显然，在中国人应用印刷术许

多年之后，才经罗斯和莫斯科公国传到德国，这是肯

定的……这样，就为古登堡这位在历史上被当作发

明者的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⑦在古登堡发明活字

印刷之前，欧洲被称为“文化荒原”，整个欧洲只有 3
万本书，活字印刷技术带动了欧洲的文化大发展，至

1500年时，欧洲已经有900万本书，1100家印刷厂遍

及200多座城市。⑧中国虽然发明了活字印刷，但这

项最新技术却未能取代雕版印刷在中国的主体地

位。新技术与文化产品(图书)深度融合的迟滞，也导

致了人类文化格局在后世的一系列变动，因为古登

堡的印刷术不但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先声，“甚至我们

可以说，它是诱发后来工业革命的关键性技术”。⑨

18世纪末，欧洲爆发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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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工业革命，此后百年又继而爆发了以电力和内燃

机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彻底颠覆了东西方文

明的格局。工业革命带来的声光电技术不仅改变了

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同时也改变了文化生产、传播

方式，“使得原先个性化、一次性的手工生产获得大

规模、批量化复制的机械生产力，机械复制成为一种

主导的文化生产方式”，⑩以工业技术为基础的印刷

机、电影、留声机、电视，以及汽车、火车、轮船、飞机

所承载的现代交通旅游业等等，更是极大丰富了文

化消费场景。

欧美话语体系也在工业技术所推动的文化生

产、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中确立了在世界范围内的

统治权力，形成了事实上的“西方文化中心论”，文化

被聚焦为“一个意义生产和争夺的重要场所”，一种

掌握世界的大国战略。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的“技术—文化”中心

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顺势构建起一套庞大的话

语传播系统，从政治建构到市场规则，从人文社会科

学到大众娱乐，“美国文化，无论雅俗，其对外传播的

力度是自罗马帝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罗马和苏联

的文化影响止步于军事边界，而美国软实力统治着

整个世界”。

西方“‘文化霸权’的存在，不仅是一个主观层面

的战略选择，也是一种客观层面的演进过程……他

们积累了经济、技术、科学、资本、规范等方面的先发

的优势。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背靠这种优势向全世

界渗透和传播”。以电影、电视为例，上个世纪美国

垄断了世界大部分地区 90%的电视新闻，还控制着

世界上 75%的电视节目生产和制作，虽然美国电影

的生产总量只占世界电影产量的 10%左右，但因为

拥有文化表达权力，其放映时间却占据世界总放映

时间的 50%以上。进入大屏幕时代以来，美国更是

依赖好莱坞影像产品成就了强大的“视觉文化霸权”

神话，“在好莱坞创造的这个世界性视觉场当中，各

种形象、意象、意义、价值观被生产出来，它们未见得

是真实、可信的，但却可以让世界范围的受众接触、

认知，甚至认同”。

电影、电视领域中的这种“视觉文化霸权”，其形

成的技术背景极其强大，如在电影产业领域，美国通

过技术垄断了标准，又通过标准垄断发展更先进的

技术：一是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院、迪士尼集团自

有六大研发机构、米高梅牵头七大制片厂成立的DCI
(Digital Cinema Initiatives，LLC)以及影视工程师协会

(Society of Motion Picture and Television Engineers，
SMPTE)和MovieLabs(Motion Picture Laboratories，Inc.)
等机构持续不断地提出电影发展的战略预测和行业

标准，牢牢掌控了全球影视产业的技术制高点；二是

推动电影的行业技术与工业通用技术紧密结合，持

续引领影像技术的发展。关于后一点，人们最为熟

悉的可能是数字时代工业光魔和皮克斯团队，如著

名的“光栅化渲染”(Reyes)就是电影行业技术与计算

机通用技术的深度融合的典范。其实，在“前数字时

代”电影史的两次重大变革中，有声电影依赖于GE、
西门子等工业巨头的全程参与，彩色电影则得益于

巴斯夫等化工巨头的全程介入。由上述事例可以看

出，美国最成功的做法就是在战略上始终重视并全

力推动电影技术与通用技术的融合，从而保证其长

久的“文化霸权”和由美国“制霸全球”的文化格局。

从“技术—文化”史的角度看，每一次科技领域

的巨大革新都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文化的兴衰。”

梳理近两千年来的东西文化演进史，可以得出这样

的结论：技术先进是文化发达的先决条件，技术的进

步必将带来文化载体和文化形式的革新，新兴的文

化载体和文化形式因为更好更大范围上满足了人的

物质精神需求，因而会风卷残云般取代旧的文化载

体和文化形式。换言之，新技术会无情地剥夺旧技

术的文化表达权，如果没有先进技术的加持，无论多

么深邃的思想、多么高妙的艺术、多么雄厚的历史积

淀，都将因失去表达权力而逐渐枯萎。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数字崛起”

2017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

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总书记的这一论断

是基于对国内外局势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的整体

性全局性判断。具体到“技术—文化”领域，我们认

为，中国的“数字崛起”是其重要表征。

中国的数字化历程远迟于欧美发达国家，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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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秉持积极的态度努力追赶。1994年中国实现了与

Internet的TCP/IP协议连接，开通 Internet的全功能服

务，成为“有互联网的国家”；1996年2月1日，国务院

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

理暂行规定》，为互联网产业良性发展打下了基础；

1997年被很多人视为中国互联网的元年，本年1月1
日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网进入国际互联网络，随后

搜狐、网易、四通利方(新浪前身)相继成立，标志着互

联网真正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中国开始步入“数字时

代”。也正是在1997年，文化的数字化问题被正式提

出，两院院士、电子学和信息学家罗沛霖最早注意到

这一课题，他认为“电子信息运作”是人类文化历史

中继语言、文字、印刷技术之后的第四个里程碑，“如

今电子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信息化特别是经济信息

化已经提到重要日程，文化信息运作数字化革命也

要提上同等高度……要大力发展汉语的互联网和加

速服务器的重点建设，以便国人使用”。

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里，中国凭借着巨大的体量

优势、文化优势和制度优势，逐步完成了从“数字小

白”到数字大国，乃至数字强国的华丽蜕变。

首先，在众多核心关键数字技术领域中完成了

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追赶及逆袭，这是中国实现“数字

崛起”的根本支撑。数字技术涉及硬件制造、软件开

发、通信、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我国一贯高度重

视技术战略自主，数字技术研发投入逐年上升，已经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5G通信领域实现技术、产业、

应用全面领先，对 6G加快研发布局，相关技术亦走

在世界前列；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新

兴技术跻身全球第一梯队，量子计算原型机、类脑计

算芯片、碳基集成电路等基础前沿领域均有了原创

性突破。更为关键的是，在被美欧等西方国家重点

围堵的集成电路、EDA、操作系统等领域也相继取得

重要进展，可以满足中国市场的大部分需求。据阿

里研究院、智谱AI联合发布的《2023全球数字科技

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已经成为数字技术专利第

一大国，专利数量全球遥遥领先：2012年1月至2021
年 12月的十年间，中国数字技术专利共 387 989件，

是排名第二的美国专利数量的2.9倍，是排名中国之

后九位国家总和的1.6倍。

其次，构建了一个全球最大规模的数字网络体

系，算力基础设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CNNIC)2023年3月发布的第51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信息基础设

施持续优化，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已建成全球规模最

大的光纤和移动宽带网络，截至 2022年 12月，我国

网民规模达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已达75.6%，即时

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用户规模则分别达到了

10.38亿、10.31亿和 10.12亿，用户规模居全球首位。

另据国家网信办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
年)》显示，截至 2022年年底，我国累计建成开通 5G
基站231.2万个，5G用户达5.61亿户，全球占比均超

过60%。全国110千城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千

兆光网具备覆盖超过5亿户家庭能力。移动物联网

终端用户数达到18.45亿户，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

首个实现“物超人”的国家。

最后，这一全球最大规模的数字网络体系，深度

重塑了中国的文化生态。数字技术全面渗透到文化

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引发了文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的新一轮变革，从文化生产环节看，数字技术提供了

迄今为止最大的摄取、生成、存储和处理各种文化元

素的能力，为文化表达提供了更加多元、更为丰富的

载体形态，极大提高了文化生产效率和文化产品的

迭代进程。从文化传播消费的环节看，互联网为文

化的大众传播提供了一个革命性的媒介平台，打破

了自上而下、由中心到边缘的传播路径，构建起多向

度、立体式、点对点的传播体系。数字技术与生俱来

地带有全球化乃至全时空的基因，其对文化传播最

本质的影响是使文化的传播彻底突破了时间与空

间的限制。受此影响，当代人的文化生活方式已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文化形

式被创生出来，如网络文学、论坛贴吧、短视频、自

媒体、电子游戏等等。就像造纸术、印刷术带来了

由于“文化下沉”而引发的文化大繁荣那样，“在以

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所搭建的‘大生产’环节

中，‘世界正在变平’，互联网抹平了生产者、使用者

之间的界线，以数字劳工形式海量存在的中小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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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实现了新技术环境下最广泛意义上的‘创意阶层

的崛起’”。此时，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化场域中发生

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新景象：文化产业空前繁荣、文

化自信日益增加、文化出海不期而成。从数字技术

平台来看，中国已经“实现了全球性的弯道超车”，爱

奇艺、腾讯、优酷等长视频平台的用户量均接近美国

最大的长视频平台NETFLIX(网飞)；从内容产品来

看，《甄嬛传》《人世间》《开端》等优质国产影视作品

开始进入欧美主流市场，向世界充分展现了中华民

族当代主流价值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域下，观察、研讨中国

的“数字崛起”，可以发现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自第

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通过

技术优势牢牢掌控了世界的文化霸权，这种状况已

延续数百年之久，它给世界各大洲、各种族、各文化

的人们打上了一个极为顽固的思想烙印——天然地

认为西方的一切都代表着“先进”，都具有“普世”性

质，而这一切正随着中国的“数字崛起”逐渐瓦解。

中国百年来走过了一段触底反弹式的V形曲线，从

落后疲敝的农业文明艰难转型为充满活力的工业

文明和数字文明，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仅完成了

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追赶，甚至在某些关键领域上还

实现了反超(如 5G、量子通信)，日益成为全球“技术

—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影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关键变量，将对促进国家间政治平等、打破

西方话语垄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的数字崛起

不仅仅意味着经济的成功、技术的发展，更深层次

上代表了一条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一种

人类文明和谐共存的新形态，正如美国学者迈克

尔·巴尔所说：“中国崛起不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还

是一个文化事件。”当前，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为宗旨，秉持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

在经济全球化、新冠疫情防控、气候治理、俄乌冲

突、地区安全与国际合作等重大问题上，屡屡拿出

有别于欧美霸权思维的中国方案，引发了世界上绝

大多数国家的热烈响应。这一点在国内也有具体展

现，一个有指标意义的现象是，近年来好莱坞大片在

中国市场的表现越来越差，固然这里面有审美疲劳

的因素，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日益觉醒。

三、中国文化复兴的“技术—文化”逻辑

纵观世界“技术—文化”格局的千年演变和中国

近三十年来的“数字崛起”历程，站在这样的宏观背

景下理解数字时代的中国文化复兴，其“技术—文

化”逻辑就十分清晰了。

(一)中国有14亿多人口为基数的海量数字网络

用户

在数字时代“规模即正义”，网络是数字时代最

重要的基建，不同于现实中的“铁公基”，网络具有边

际收益递增的特点：网络中的用户越多，信息就可以

更大范围地进行共享、交流与迭代，在此过程中，信

息不仅不会因用户的增加而减损，反而会不断增殖，

用户的效用不仅不会降低，反而会得到持续提升，美

国计算机网络先驱罗伯特·梅特卡夫据此提出了“梅

特卡夫法则”，即认为网络的价值以用户数量的平方

的速度增长。

庞大的人口规模曾经是中国工业化的重要基

础，依靠着人口红利我们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做起，逐

步升级并最终成长为全球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世

界工厂”，虽然现在由于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劳动力

成本上涨等因素，我国制造业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

减少，但是互联网的人口红利却依然在持续释放。

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其中有10亿多人已经成为互

联网用户，从咿呀学语的孩童到步履蹒跚的老人，都

卷入到这场数字潮流之中。10亿级别的用户规模

不仅构成了蓬勃发展的数字消费市场，同时也为数

字技术进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通过消费反馈提

供源源不断的数据支持，这奠定了中国在数字时代

无与伦比的规模优势。

目前中国的数字技术在众多领域已经跃居世界

第一梯队，甚至完成了对传统“技术—文化”霸权者

美国的部分超越，其重要根据就是来源于中国用户

的这一规模优势。以公众最常用的手机APP为例，

抖音海外版TikTok常期在海外占据下载量第一的位

次，以致美国政府都感到惶恐不安，对其进行毫无原

则的围堵打压。TikTok的成功并非出于偶然，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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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是被中国庞大的用户市场一步一步筛选、训练

出来的，在经过了数亿用户的“精雕细琢”之后，不论

在技术能力上，还是在对人性需求的把握上都可谓

登峰造极，具有极强的扩展能力。TikTok并非个案，

实际上进入2023年以来，中国APP逐渐呈现出一骑

绝尘之势，根据移动数据情报平台Sensor Tower发布

的数据，目前美国应用商店下载量排名前五的热门

APP中，来自中国的APP就占据了四个席位：拼多多

电商全球化业务Temu、字节跳动旗下的视频编辑应

用 CapCut 和短视频应用 TikTok，以及快时尚品牌

Shein。这些手机APP都是直接受惠于中国用户市场

的规模优势，是中国这片数字沃土中成长起来的参

天大树。

对于中国的这种数字技术的规模优势，大多数

人往往因为司空见惯而并未能清晰地认知和理解，

往往下意识地认为这种成就仅仅是基于中国庞大人

口规模而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情。其实不然，所谓“看

似寻常最奇崛”，中国之所以能具备这个优势不是凭

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两个难比登天的事实基础上：

一是中国历经数千年冲突融合方才基本告竣的思想

文化大一统，中国是一个高度均质化的文明体，大都

使用同一种语言(汉语)，书写同一种文字(汉字)，共享

同一种价值观体系(基于儒家学说的世俗主义价值

观)，故而很容易从同一个现实世界迁移到同一张虚

拟数字网络中，在这个迁移过程中，既不会因为语言

上的隔阂而产生信息断裂，也不会因为观念上的对

立而导致矛盾激化；二是中国历经百年革命斗争建

立起来集中高效的政治体制，这为中国在数字时代

能够集中力量进行中长期规划布局和高难度的技术

攻关奠定了制度基础。

(二)中国有古今一脉、未曾断绝的同一文化符

号——汉语和汉字

语言和文字不仅仅是文化，更是技术——对信

息的编码技术，学界公认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五次

信息技术革命，其中前两次信息技术革命的标志成

果就是分别诞生了语言和文字。汉语和汉字贯穿了

中华文明发展史，作为中华文明的技术编码元件，汉

语和汉字至少具有三个独特优势。

其一，高效率。语言的基础是语音，人通过调整

变换口腔、声带、唇齿间的互动关系发出不同的声

音，表达不同含义。在此过程中，一般的语言只有两

个关注要素——声母和韵母，而汉语的独特之处在

于它还具备第三个要素——声调，这就决定了在信

息编码能力上，汉语发音的表意能力比一般语言高

出一个维度，由于有了声调这个优势，理论上讲汉语

的传输效率最高可以达到一般外语的4倍。更为关

键的是，汉语的这个特性还通过汉字完美地复现出

来：世界上绝大多数文字都是以拼音形式线性展开

的，从视觉体验上说是一维的，汉字则不同——汉字

是二维的(纸张、屏幕的最大维度)，最大限度地利用

了载体的几何空间，极大提高了汉字的信息载荷，由

于汉字独特的形体样态，它具有远大于拼音文字的

构造信息冗余度和序列信息冗余度，因而汉字比起

拼音文字来，在复认行为中显得更容易，表现出一定

的易于认知的高效率特点。现代信息论的众多研

究已经充分证明，汉语(汉字)是当前世界主流语言

(文字)中信息熵最大的语言(文字)，沟通效率远优于

英语、法语、俄语等其他语言(文字)，这自然而然产生

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联合国工作文件中，同样的内

容中文版永远最薄。

数字技术天然追求效率，始终在“寻找”用更好、

更快速的方式来编码和传播，这与高效率的汉语和

汉字达成了一种深层而复杂的机制契合，毫无疑

问，在强调效率的数字时代，汉语和汉字将极大地助

力中国文化的复兴，这种助力往往是曲折地深藏于

逻辑链条的底层，很难为人所察知。但也有一些明

显表征，例如弹幕文化这一中国及深受中国文化影

响、同样使用汉字的日本所特有的数字生活方式，广

受青年人追捧，然而却在其他语言生态中根本无法

推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汉字高效率的信息传输

能力可以瞬时传输复杂语义，在极致状态下就算打

乱顺序也不会影响人们的阅读体验。

其二，高逻辑和高适变能力。在汉语生态中，作

为汉语的基本单位的语素(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其在

满足一定的语法逻辑下是可以自由搭配、组合成词

成句的，通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化，汉语(汉字)发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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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高度的逻辑体系，同一类词语往往遵循同一种建

构规则。在汉语中比比皆是的“猪肉、羊肉、牛肉”等

词语组合，在其他语言中极为少见，如英语将猪肉、

羊肉、牛肉分别称为 pork、mutton、beef，这三个单词

不仅与肉的统称 meat 没有任何关系，且也与“猪

pig、羊 sheep、牛 cattle”看不出什么联系。词汇在语

言体系中发展最快、变化最大，在数字时代，新生事

物、新生现象层出不穷，面对这些变化，拼音语言只

能通过新造词语来疲于应付，汉语则仅需重新组

合旧有语素就足以从容应对：如“计算机、互联网、

手机、手游”这些数字时代的新词汇，普通人根本不

需要刻意学习，就可以通过“观字识义”的方式自然

而然地掌握和应用。对于汉语的这种高逻辑、高适

变性，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曾感慨：“这是

一个非常完美的语言”，“中国文字的基础却似乎是

深刻的理性思考，它们如同数字一样能够唤起(事物

的)秩序与关系”。

其三，高稳定和高整合能力。语言本是一种善

变的文化，如果没有人为的干预，同一种语言在百十

年间便可能分化出不同的方言，与拼音文字配套的

语言、采用拼音语言的地区都有过这种分化经历，并

且一旦分化就很难再次统合起来，如曾经一度十分

强大、与汉帝国相颉颃的罗马帝国便是如此。幸运

的是，中国选择了汉字，在世界现存的 2000余种文

字中，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远古图画文

字”，它“音意分离”的特征决定了在时间上的稳定

性和空间上的普适性，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起

到了极其强大的统一和固化作用。中华文化之所

以能绵延五千年而不断绝，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

稳固的文化单元，与汉字的这一特点有着根本性的

关联。“在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汉字作为

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

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即便是汉字诞生几千年之后

的当代人，依然可以晓畅地阅读先秦经典和唐诗宋

词，依然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养分

以应对当代的发展问题。这在其他文明系统中几乎

是不可想象的。

要言之，语言和文字是文化的最基础载体，在数

字时代复兴中华文化必须要充分认知和理解汉语和

汉字的先进性。在当下所有的主流语言、文字中，汉

语和汉字最具有数字化特质，既可以与数字时代强

调效率的要求相契合，也可以通过自由组合新名词、

新概念的方式来容纳、消化信息和知识爆炸的冲

击。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数字时代的纵深化发展，人

类或早或晚必然面临“共同语言”的选择问题，长远

来看，具有高文化整合能力的汉语、汉字可能是人类

“共同语言”的希望。

(三)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文明都具有排他性，这既是

历史上冲突与战争的直接来源，更是当代国际关系

的重大挑战。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筑就了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的宏阔格局，中华文明具有和合包容的伟

大品质，能够为数字时代的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贡

献出至为关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中所指出的那样，“中

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

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

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在数字时代，各国间的

文化交流空前密切，坚持文明互鉴、坚持“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交流原则应当成

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遵循。

透过中国近年来文化出海的各种案例，可以明

显地发现：无论是政府主导的文化交往，还是企业主

导的文化贸易，我们总会高度一致地出于文化本能

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对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价值

取向予以尊重，并进而取得最终的成功。如中国游

戏在中东阿拉伯地区呈风靡之势，就是因为在游戏

中的世界观、剧情与人设等方面充分做到了真正的

“在地化”：不光游戏背景换成阿拉伯世界，文字换成

从右往左读，对当地忌讳的文化元素都会小心避开，

在斋月期间还组织开展各种活动。与之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欧美游戏厂商一直自视甚高，喜欢将自己的

价值观、审美观强加于人，在欧美游戏中阿拉伯人的

形象不是坏人就是毫无存在感的配角……种种细节

都暴露出欧美的文化傲慢，在数字时代的文化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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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种文化观念必然会将自己的路越走越窄。

“大道之将行也，天下为公。”中华文化具有超越

国家、超越民族的气度和格局，和谐共赢是其基本底

色，这种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发展智慧本身具有对西

方竞争型文化的哲学超越，但一直以来却因为技

术钳制丧失了表达权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历史关口，中国的数字崛起让中华文化再次绚烂

绽放，中华文化借助数字技术走出国门、走向世

界，打破西方文化代表先进的虚妄光晕。“中国式

数字文明秉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以义

为先、义利兼顾’的文明观，超越了西方‘零和博弈’

的丛林法则……为世界各国描绘了共同发展、互利

共赢的发展前景。”

(四)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累积的传统文化底蕴

“老祖宗的东西之所以能够接续传承、历久弥

新，就是因为在经世致用的过程中，经受了一代代中

国人生产生活的检验，又不断地融进一代代中华儿

女鲜活的生命体验。”中华文化的复兴不是一个抽

象的概念，归根结底要落实到一件件具体而微的项

目上，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中国累积的传

统文化底蕴可以为中国数字文化产品激发无尽的活

力：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大量超越时代的内容，如仁爱

思想、和合观念、包容精神、民本价值等，这些内容都

拥有超越时间的永恒价值，是当代文化产品不可或

缺的精神指引；传统文化中还储存着无尽的故事素

材，如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政治制度、风水文化、二

十四节气等，这些内容不但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共同

记忆，亦将为数字文化产品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创作源泉。

文化自信是任何国家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

沉、最持久的力量。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传统文化

无论在思想深度上，还是在富饶程度上都可谓首屈

一指，运用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可以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命

脉，坚实我们的文化根基，更是对人类精神文明的极

大丰富。

由于中华文化独具魅力，中华文化题材的数字

文化产品往往深受海外受众的追捧。如国产古装电

视剧《扶摇》《武动乾坤》《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

瘦》等在海外具有相当热度，广泛传播到全球数十个

国家和地区，在YouTube等欧美主流视频网站及东

南亚地区各大电视台热播。再如中国的网络文学，

在美国、加拿大、英国、俄罗斯、菲律宾、印尼、越南等

地都有庞大的读者群，截止到2022年，海外中国网络

文学用户数量已达1.5亿，市场规模超30亿元，“道

文化”“武侠”“修仙”等中国词汇流行海外，甚至有

人将中国网络文学与好莱坞电影、日本动漫、韩国

偶像剧等量齐观，视之为世界性文化输出的“四大

文化奇观”。中国的网络文学本来是服务于中国

读者的，并未考虑国外读者的文化背景与阅读兴

趣，但最终却能“无心插柳柳成荫”地在海外广为传

播，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复杂多样、博大精深的

文化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资源，使得中国的网络

作家可以从中汲取各色各样的文化瑰宝来充实自

己的作品。

总体来看，数字技术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发展，实

现了技术与文化的良性互动，加速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实现“双创”的更新频率。可以预见，依托先进数

字技术所带来的极限媒介效率，传统文化将会获得

更加便捷的生产与传播途径、更加丰富的表现手段，

实现前所未有的用户触达与文化感染，并最终引领

世界文化潮流。

(五)中国拥有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

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当下，数字技术正日益融

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改变全球竞争格

局的关键力量，抢占数字技术高地就是抢占新一轮

国际竞争的先机和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在欧美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技术的最

终掌控者，发展数字技术主要是为了攫取超额利润，

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片面逐利、寡头垄断、数字殖

民、理性暴力等不可革除的弊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基于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的领

导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进行宏观视野下的中远

期布局，不仅可以实现对资本和市场的双重超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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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为数字技术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和

资金人才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 2018年中美科技争端

以来，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局势深刻变革，重建中华五

千年文明的文化自信和建设“数字中国”同步上升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国策，成为新时代中国“技

术—文化”发展的鲜明指向。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

目标，中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数字技术与中国

文化融合发展的政策意见，举要而言，仅近年来就有

如下几个：2019年 8月，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

六部门共同颁布《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

指导意见》；2020年 11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

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21年，文

化产业数字化战略被写入《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022年 5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

化战略的意见》；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上述文件都是站

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统筹考虑了我国的“技术—

文化”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而做出的重大擘画，既

为中国的“数字崛起”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提供了关

键而具体的政策保障。可以说，经过二十多年的探

索，中国已经形成了从顶层设计到分级分类推进的

政策制定机制，并以五年规划等方式进行落地实施

与长期跟进，众多政策红利已经有效转化为发展新

动能，在数字领域取得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

丰收。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大力推进新基建战略，这对

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新基建”这一

概念最早出现在 2018年 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5G、工业互

联网、卫星互联网等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

的网络基础设施；二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融合基础

设施；三是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创

新基础设施。这三方面或为数字技术的先进代表，

或与数字技术紧密相关，新基建的全面铺开无疑将

再次引发数字技术的底层革新。当前数字技术领域

存在一个重要问题：行业内部标准不统一，产业链之

间技术壁垒森严，很难进行深度互联。技术的进步

总会曲折影响社会运作的底层逻辑，深刻而全面地

改造我们熟悉的世界，可以断言，随着5G、工业互联

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逐步深化，中国的数

字文化产业必将迎来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解构和

重构事件：在内容创作方面，从浅层的、个体的、手工

作坊式的文化内容创作转向深层的、群体的、工业化

的文化内容创作；在内容联结方面，割裂的、各自为

营的数字化平台搭建转向互通的、开发的数字化平

台共享；在文化消费方面，从单感式的数字化展示转

向全感式的沉浸和参与。新基建战略再次展现了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预见，通过这项国

家级“技术—文化”工程，将会为中国的文化产品和

服务新型应用场景提供更为先进的技术平台，中华

文化世世代代积累的深厚势能将获得巨大释放。“在

新基建带来的设施支撑、技术创新与应用环境提升

等背景下，整个文化产业领域的思维、技术、创意、资

源、企业、市场水平将会有实质性进步，甚至是代际

跃升。”

四、结语

技术发展的飞轮一旦转动便不会停止，在数字

时代，任何事物想要发展和前行，都必须自觉地、尽

快地去适应数字技术的运作逻辑。2023年6月2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指出：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

使命。”中国是一个均质化的超大规模国家，这种国

家“体质”天然适配于网络化的数字技术，鉴于数字

技术已经成为当代文化演化链条的主要技术支撑和

构成场域，践行“新的文化使命”要紧盯数字技术的

发展方向，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促进数字技术与

中华文化的融合发展。同时应清醒地认识到：在技

术层面，高端芯片、工业控制软件、核心元器件、基本

算法等关键技术领域我国仍然受制于人；在文化层

面，西方国家依然拥有强大的话语权，“欧美即先进”

的思想烙印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头脑中依然牢固；更

关键的是，英语作为世界语言已经具备了极强的网

络外部性，事实上形成了对非英语文化的网络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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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因而，坚定不移地突出“技术—文化”一体化的

发展理念，以数字高新技术赋能文化繁荣，以“高新

技术文化产业”推动文化强国建设，正是实现中华

民族文化复兴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学界对此已有较为充分的探讨，有人将技术视为一种

文化，有人将文化视为一种技术，如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的文

化定义中把技术看成是一种文化因素，而海德格尔则认为，

“文化的本质就是技术展现的过程和结果”。参见张明国：

《“技术—文化”论—— 一种对技术与文化关系的新阐释》，

《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6期。

②孙燕群、刘伟主编：《计算机史话》，青岛：中国海洋大学

出版社，2003年，第30-31页。

③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

南出版社，1997年，第15页。

④向云驹：《中国文化的极致性与传播魅力生成》，《文艺

报》2018年11月2日，第3版。

⑤冯天瑜：《古代中国“软实力”的世界贡献》，《文化软实

力研究》2018年第3期。

⑥万安伦、周杨、翟钦奇：《试论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与欧

洲文艺复兴之关系》，《教育传媒研究》2020年第1期。

⑦赵春英、张树栋：《中华印刷图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

社，2018年，第102页。

⑧葛洛蒂：《未来生存——通向 21世纪的超级文凭》，张

国治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99年，第261页。

⑨王一赫：《印刷述要》，赤峰：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年，第55页。

⑩章军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逻辑、演化趋

势与实践路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
第1期。

约瑟夫·奈：《软实力》，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3年，第16页。

王沪宁：《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刘丹凌：《图像时代国家形象视觉塑造的悖论》，《社会

科学研究》2013年第5期。

王育济、李萌：《数字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

产消机制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

3期。

2017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接见回国参加驻外使节工

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最早提出了这一论断：“放眼世界，我们

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后，他又在多个重要场合反

复阐述，如在 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

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2019年又在新年贺词中提到“我们

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

念峰会上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世界是一次严峻考验……”

罗沛霖：《迎接文化运作数字化革命》，《电视研究》1997
年第8期。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

告》，2022年11月16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96
53599993193415&wfr=spider&for=pc，2023年6月1日。

江小涓：《数字时代的技术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

2021年第8期。

王育济、李萌：《数字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

产消机制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

3期。

刘野：《国产剧出海展风貌》，《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
1月2日，第7版。

迈克尔·巴尔：《中国软实力：谁在害怕中国》，石竹芳

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前言”。

徐奇渊：《中国建设网络强国的优势与挑战》，《人民论

坛》2018年第13期。

按：这里仅就“语言”“价值观体系”两个底层、宏观维度

而言，固然，中文互联网上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细枝末节甚至是

荒诞不经的观点冲突，如典型的“甜粽子”与“咸粽子”之争，但

这只是表层的、局部的，与底层的、宏观的文化气质大一统并

不矛盾。

张其昀：《从信息论角度谈汉字的认知》，《扬州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例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旭红就认为汉语(汉字)具有

“量子思维”的特点，“中文应该是一种超越经典思维的语言，

更体现量子思维的特点，即其拥有更大的信息量和更多的可

能性……正像具有无限可能性的量子‘波函数’，因为你的观

察微扰，而崩塌变现为眼前的‘粒子’实在……在机械打字机

时代，中文输入远远不及英文，而在智能的电脑时代，中文通

过其联想的多样性和选择性，其输入速度超越英文及任何其

他文字，正是体现了量子逻辑的优势。”参见钱旭红：《新文科

浪潮与中国语言文学的先进性》，《中国教育报》2021年 10月
11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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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语为例，相关统计显示，1900年英语词汇量尚且仅

有 20多万，到 1990年就增至 60万左右，2009年更是突破 100
万大关。随着新生事物的不断涌现，像英语这类拼音语言的

词汇量必然会加速膨胀。

张西平：《莱布尼茨思想中的中国元素》，郑州：大象出

版社，2010年，第288页。

曹进、张硕：《汉字与中国文化的符号学解读》，《新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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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Culture" and the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Digital Age

Wang Yuji He Zhaoxu

Abstract：Chinese culture once stood at the forefro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since the
18th century, the West has established a dominant cultural hegemony through the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of the in⁃
dustrial revolution, exerting its influence over the world for hundreds of years. At present, China has achieved its digi⁃
tal rise, becoming a key variable in the unprecedented global transformation that will shape the world's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In the digital age, the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carries profound "technology-culture"
logic: the massive digital network users with 1.4 billion people as the base have formed a huge scale effect; the Chi⁃
nese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provide a deep "progressive" foundation for the digital revival of Chinese culture; The in⁃
clusive characte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determines its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interaction, communication, and inte⁃
gration, achieving a philosophical transcendence over Western competitive cultures; The accumulation of five thou⁃
sand years of civilization ignites boundless vitality for Chinese digital cultural products; And, most importantly, Chi⁃
na's socialist system possesses macro-level advantages in surpassing capitalistic frameworks.

Key words：technology-culture; digital technology;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rejuv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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