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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孔雀》———劳伦斯哲学探索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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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劳伦斯的哲学思想贯穿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的第一部小说《白孔雀》则是他以文学的形式探索哲学的

起点。他的宇宙观是：宇宙是以对立物而存在的。他在《白孔雀》里着重探讨了理性与直觉、肉体与精神、自然与文明

的对立关系。正是这部作品为他今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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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49 09 :5;<5>?=）的作品充满了哲学思想，实际上他的整个文学创作过程就是哲学探索

的过程。他认为，哲学和文学应该“统一在小说之中”［$］（A9$%%）。不过，劳伦斯不像哲学家那样以抽

象的概念、范畴、判断和推理去建立一个思想体系，而是以具体的形象和生动的描写去揭示人与宇

宙的关系和人类世界的基本道理。《白孔雀》是劳伦斯的第一部小说。不管从艺术上看，还是从他

的哲学思想上看，这只“孔雀”均可以说是羽毛未丰。但我们应该承认，《白孔雀》在劳伦斯的整个创

作过程中是一部重要的作品，他的许多哲学观点在这部小说中已初显端倪，这是他将“哲学统一在

小说之中”的起点。他后来的小说实际上只是对这部小说未探明的哲学问题进行了更深入、更广泛

的探索而已。

一、对世界的认识

像世界著名的哲学家一样，劳伦斯对世界也有一个根本的看法。他认为，宇宙是以对立物而存

在的，各种对立的关系组成了整个宇宙，这就是劳伦斯的宇宙观。在他的眼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

对立面。水与火、生与死、光明与黑暗、太阳与月亮、有机物与无机物、理性与直觉、肉体与精神、自

然与文明、男人与女人，等等。同样在一个物体里，也存在着两个对立的方面，即使在一个人的身上

也存在着肉体与精神、本性和文明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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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孔雀》里，劳伦斯以直接的描写和象征的手法表现了各种各样的对立关系。小说一开头

就揭示了理性与直觉的对立关系。理性与直觉的对立关系一直是劳伦斯哲学探索重点考虑的问题

之一，这一对立关系涉及到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实际上，劳伦斯考虑的理性与直觉的关系也就是

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这也是 !" 世纪后半叶至 #$ 世纪中叶西方现代派文学重点反映的一个问题。

传统的西方哲学非常强调理性，许多哲学家认为感性是低级的、动物性的，只有思想才是可靠的。

而人尤其是有思想的人应该崇尚理性。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要摆脱肉体去认识真理。他的

前辈阿那克萨格拉则认为，“心灵”是推动万物变化的力量。而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更是认为，

“理念”构成“可知世界”，世界一切实物均由理念决定。

劳伦斯虽然也承认理性的作用，但他更相信直觉的重要性。劳伦斯在创作《白孔雀》之前，已阅

读了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著作。他们的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对劳伦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叔本

华认为，人是通过身体而非脑子，通过感知而非理智去体验现实世界的［#］（%& !!"）。尼采则在他的第

一部著作《悲剧的产生》一书里清楚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人不应该只注意理性主义，而非理性的激

情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驾驭激情才能产生艺术。悲剧正是这两者的结合才诞生的。青年时期的劳

伦斯虽未提出自己的非理性主义学说，但他已认识到理性与身体感知的对立关系。《白孔雀》一开

头就揭示了两者间的这种关系。

作品开卷的第一段描写了主人公西里尔对自然景色的感受：他的双眼看到鱼儿、树林和山谷，

耳朵听到细流“潺潺地唱出了生活的欢闹”，身体感受到“阳光的嬉戏”和风儿的微拂，甚至还嗅到芦

苇的清馨。这一切均出于一个人的感知。

紧接着，劳伦斯描绘起了另一个主人公乔治如何用手指挖泥土，以便弄明白泥中传来的轻微的

嗡嗡声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从泥中抠出了一个像纸一样薄的蜂窝，逮住了一只可怜的小黄蜂，接着

用一根草茎拨开了黄蜂原先合拢的蓝翅膀。他想看看黄蜂如果张不开翅膀是否就不能飞，不料却

折断了它的翅膀。接着他又察看起那些蜂卵，从已死的黄蜂身上抽出一些丝来。他想知道一些“昆

虫的知识”。这里，劳伦斯对乔治一系列行动的描写，并非仅仅为了表现他的性格，而是要与前面那

段自然景色的段落形成对比。劳伦斯是要以这种对比表现感知与理性的对立。理性注重分析，通

过分析、判断得出结论，并以此获得知识。乔治从幼蜂身上抽出一些丝来，仔细琢磨，实际上就是进

行分析判断的思维活动。这种理性活动在劳伦斯看来虽也能得到知识，但得到的实际上是一种“支

离破碎”的东西，而非完整的认识，更没有生命力和“活力”，这实际上是摧残生命和破坏生命完整性

的行为。

劳伦斯在后来的《恋爱中的女子》里，也描写了一个相似的场景：男主人公伯钦喜欢对一切事物

进行理性的分析，他常要把事情剖析得七零八落，为了弄明白花蕾，他就要把它掰开，好看个究竟。

可这样一来，花的生命就受到了摧残，花的美丽也不复存在，而人从花的分析中得到的，也只是各个

孤立的、破碎部分的知识。

劳伦斯认为，人不能只依赖理性去认识世界。有时候，人只能靠感知、直觉、甚至身体去认识和

理解事物。在第八章里，莱蒂教埃米莉跳舞的过程就是一个例子。莱蒂越是解释和讲解舞步和动

作，埃米莉就越无法理解，步子也越混乱。而当莱蒂带着她随意旋转，她倒反而能凭感觉大方自如

地旋了起来，“舞蹈的旋律、节奏和速度都是通过她的感觉而不是通过她的理解力来传递的”

［’］（%&!()）。

应该承认，劳伦斯在《白孔雀》里还只是提出了理性和直觉之间的对立关系，尚未找到如何使两

者取得平衡和统一的方法。这个问题只有到了他创作的后期才提出了解决方法。在后来的作品

里，劳伦斯把自己对肉体的感知和直觉的认识发展成了独特的“血性意识”的理论。那时，他认为人

除了大脑意识之外，还有一种“血性意识”，人可以凭血液的肉体来认识世界。他认为，这种认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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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直接，更为真切，也更为完整，而不像理性的认识那样，从支离破碎的剖析中得到知识。

二、肉体与精神的对立

在劳伦斯的作品里，人物的冲突主要表现在肉体与精神的冲突上，劳伦斯小说的情节往往因此

而被淡化。事实上，他更注重通过描绘人物自身和人物之间种种对立的关系表达自己的思想。劳

伦斯在构思《白孔雀》时就曾说道：“我不想要一个情节，那样我就会感到厌烦的。”［!］（"#$%）

劳伦斯一直认为，人具有肉体的自我和精神的自我，这两者是对立的，但又应该保持平衡。在

他看来，人作为一种动物自然就有他的动物性，在《白孔雀》里，劳伦斯就借人物之口指出，一个人应

该“做个好动物”。但人又是有思想的动物，人能进行思维活动，人能创造，有种种精神的生活，人身

上有一个精神自我。

在劳伦斯看来，一个人若要变得完善，最后臻于完美，他就得在精神和肉体的冲突中达到平衡，

并且还要与其他人取得和谐的关系，只有这样，他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劳伦斯的各类作

品中，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肉体和精神的对立关系一直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可以说，他的所有小说几

乎都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他希望男女在肉体和精神上的真正结合能使那种完美无缺的东西充实

起来，使人达到人生的目的。可是在写《白孔雀》时，他尚未解决婚姻生活中男女之间冲突的关系，

他只是提出了男女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对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就是在《白孔雀》之后

写的《儿子与情人》和《虹》里，他仍把婚姻看成是男女无休止的斗争的竞技场。在劳伦斯看来，如果

男女双方不能在肉体和精神上取得平衡，那么，这样的婚姻必然会产生悲剧，甚至带来死亡。只是

到了《恋爱中的女子》和《迷失的少女》中，我们看到他通过深入的探索后在这方面找到了一些希望，

并提出了他的男女之间如何在对立中取得和谐关系和人生价值的“极化”理论。惟有在他最后的一

部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里，他才最终觅得让男女双方实现“极化”的途径。

《白孔雀》的女主角是一位名叫莱蒂的妙龄女子，婚前的莱蒂倒是个肉体和精神初步和谐的人

物。她“窈窕轻捷，天生姿态”，“滚圆丰满的脖颈优美地展露到胸脯”。当然，莱蒂不仅是个肉体上

健美的女子，她还是个聪慧而富有知识的女性。她对各类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并按照自己的意愿

采取行动。然而，在劳伦斯看来，一个人自身肉体和精神上取得初步的平衡是不够的。一个人不管

是男是女，在爱情中他还得与对方发生关系。如果这个人不能与对方最终取得肉体与精神的平衡，

他就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莱蒂婚后却反而失去了自我，正如她在给哥哥西里尔的信里所说的，她“这一生无所事事，虚度

年华”。结婚后的莱蒂实际上失去了人生的意义。这一切均是因她与丈夫莱斯利在精神和肉体上

的失衡造成的。

她丈夫莱斯利是个体格健壮，精力充沛的煤矿主，但却是个肉体与精神严重失衡的人物。从他

身上，我们看到了劳伦斯后来的一部长篇《恋爱中的女子》里的煤矿主杰拉尔德的影子。这两人都

是煤矿主，都是只注重肉体而不关心灵魂的人。莱斯利想得到的就是莱蒂的肉体。他对她说：“我

赢了，赢得了你那些成熟的苹果———就是你的双颊，你的胸脯⋯⋯还有你的丰满、温暖和亲柔。”当

莱蒂要求他作些祷告，以让他那空虚的心灵能完全充实起来时，莱斯利却回答说：“该死的空虚灵

魂，莱蒂！我可不是你说的那种人。我不能忍受拉斐尔前派的作品。⋯⋯我认为触摸一下柔软、温

暖的肉体要比一次祷告更值得。我将用接吻来祈祷。⋯⋯我宁愿把你抱在怀里，我宁愿亲吻你那

鲜红的嘴唇，也不愿跟你在什么天国里唱赞歌”［&］（""#%&’ ( %&)）。

更糟的是，莱斯利那健壮的体格没有真正的“生命力”，因为他的身体已失去了自然的野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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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矿主已融入机器世界，他的自然属性已被异化。后来，莱斯利出了车祸，他的锁骨被撞碎，原本

已受到机器世界戕害的灵魂，此刻连肉体也受到了伤害，他已失去了一个男人应有的精髓，简直退

化成了“一个孩子”。受伤后的莱斯利使我们想到了劳伦斯最后一部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里的

煤矿主查特莱男爵。那个煤矿主在战争中失去了一个真正的男人必须具有的性功能。可以说，莱

斯利是查特莱男爵的前身，或者说查特莱是莱斯利的发展。像莱斯利这样一个失去了活力和灵魂

的人，显然是无法与对方在精神和肉体上取得平衡的。莱蒂原希望婚姻能使他强壮起来，能使他变

得充实，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然而事与愿违，莱斯利并没能在婚后重新成为一个男子汉。而莱

蒂与他结婚后则受到他的同化，使她原先自身保持的肉体与精神的平衡也受到了破坏，她的心灵也

像他那样变得空虚，失去了生活的目的和方向。

小说中的另一对男女乔治和梅格也是一对精神和肉体不平衡的夫妻。婚前的乔治是一个英俊

青年，他体格匀称，四肢健壮，天生的漂亮身体，“好像是个巨大的生命体”。劳伦斯是把乔治作为一

个与自然贴近未受机器世界污染的人物来描写的。乔治曾与莱蒂有过一段恋情，可是像他这样一

个穷小子是无法满足莱蒂这样一个追求现代物质文明的女子的要求的。后来莱蒂嫁给了富裕的煤

矿主莱斯利，乔治也只得屈服于现代社会，像莱蒂一样去找个有钱的配偶。他与那个身为酒馆女老

板的梅格结了婚。

应该承认，梅格也有与乔治相配的方面。她长得健康漂亮：“她的胳膊、她的胸脯以及她的颈项

都显示了丰满完美。”她那健美的肉体完全不亚于乔治，在这一点上他俩是天生的一对。乔治也对

她那成熟的肉体颇感兴趣。他对她说：“你真是个小美人儿，你就像⋯⋯像一只熟透了的李子！我

真巴不得咬你一口，你是那么可爱。”［!］（"# !$%）然而，梅格却是个不识字的女子，人类的文明几乎没

在她身上发挥什么作用。她只能为乔治提供肉体，而不能令他精神充实起来。婚后不久，她就给乔

治生了一对双胞胎。她婚后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生孩子和养孩子。对她来说，丈夫只起到满足她

的肉体生活，像动物一样繁衍后代的作用。

在劳伦斯看来，这种不是以得到肉体和精神平衡为目的，而是放弃自身价值的婚姻，显然不能

使人变得完善。男女双方也只能永远处于对立的状态而无法在对立中达到和谐，这样的婚姻用乔

治自己的话说，“与其说是两人之间的相亲相爱，毋宁说是两人之间的争斗”［!］（"#&’%）。

认为婚姻就是男女之间不断的冲突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劳伦斯哲学思想的一部分。我们知道，

劳伦斯认为宇宙万物均是由对立物组成的。那么，既然男人和女人是对立的双方，自然就存在着冲

突。关键是看这种冲突是以冲突———平衡———冲突螺旋式的形式做向上的运动，还是以冲突———

退让———冲突的螺旋式做向下的运动。在《白孔雀》里，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向下的退化的运动：莱

蒂在与莱斯利的冲突中，屈辱地嫁给了这个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戕害的男人，而这个男子婚后在与妻

子的对立中进一步丧失了他的男子气，屈辱地成了莱蒂的“孩子”，而莱蒂又在婚后进一步丧失了自

己的人生目的。同样，乔治和梅格两人婚后最终都退化到了动物般的生活地步：一个过起了只与自

己的狗和马为伍的生活，另一个只为了多养几个孩子而活着。

劳伦斯通过描写两对男女的不和谐的婚姻生活，揭示了男女对立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这里

我们承认，《白孔雀》里的两对男女最终落入这种结局，也反映了劳伦斯当时的思想状况，那时的他

尚处于人生哲学探索的初期，尚未找到如何让男女在对立中取得平衡的方法。正因为有了《白孔

雀》里的这种探索，他才能在后来的《虹》、《恋爱中的女子》、《迷失的少女》等小说里描写男女在对立

中做到了的螺旋式的向上运动。可以说，也正是有了《白孔雀》里的这两对男女的这种结局，才有后

来的厄秀拉和伯钦在对立中达到平衡并实现其完美的男女关系的可能，才有后来的爱尔维娜和西

西欧通过男女肉体和精神的结合，摆脱英国现代社会的摧残，最终实现人生价值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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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与文明的对立

自然与文明在劳伦斯的作品里总是以对立的关系表现出来的。自然始终按照自身的进程发

展，而文明则不断地改变自然，甚至压制和破坏自然。在《白孔雀》里，我们也看到了工业的发展给

自然所带来的破坏性的后果。而且，现代文明还会对人的自然本性造成损害。莱斯利就是这样一

位受害者。在他的身上，不仅肉体已受到机械文明的伤害，而且他的自然本性也受到了异化。

劳伦斯对自然有一种特别的喜好，在他的多部小说里，他都表现出了对自然，尤其是对树林、花

草和动物的喜爱之情，他格外怀念未受现代机械文明破坏的“罗宾汉时期的原始森林”。然而，劳伦

斯决不是一个一味强调自然而蔑视文明的人。他所反对的文明主要是指那种损害自然和人的本性

的机械文明，而对于人类的文化他从来都是肯定其重要意义的。他清楚地看到自然的进化过程有

其盲目性。如果自然不能与文明保持和谐的关系，那么，一切生命就不会得到保障，人也就会退化

成纯粹的动物。

针对自然与文明的这一矛盾，劳伦斯在《白孔雀》里表现出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达尔文的

进化论告诉我们，物种要生存下去就得适应环境，不断进化。我们看到，这种自然的进化过程是伴

随着大量的浪费现象的。有许多不适应的物种被淘汰，每天都有不少物种在消失。在《白孔雀》里，

我们看到动物之间弱肉强食，互相残杀，两只雄林鸽为了争夺配偶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最后强

者打死了弱者；野兔为了生存闯入农田啃食庄稼，而人则大肆追杀野兔等动物；植物也一样，常春藤

为了自身的成长，会紧紧地缠着树往上攀缘，直至最终缠杀了树木。

劳伦斯不仅在《白孔雀》里反映了达尔文的观点，而且也表现了他自己的想法。劳伦斯认为，自

然和人的本性无疑都非常重要，但人类文化和文明也很重要。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文明虽然是对

立的关系，但对立的双方也应保持平衡，不然人就无法成为完整的人。

劳伦斯在《人生》一文里进一步指出，人“生来的目的是要变得完善，以致最后臻于完美，成为纯

洁而不能缓解的生灵”［!］（"#$%）。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劳伦斯的观点与达尔文观点的区别。达尔文

的进化论表明，不管生物还是人，从自然这个角度来说，个体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群体和种类的生

存，个体的存在或活动都是以种类的繁衍为目的的。而劳伦斯却认为，人要成为一个“完整的自我”

和“真正的自我”。他强调的是个体的完整性。而要做到这点，一个人就得在肉体和精神上取得平

衡。因此，人只有自然本性或本能是不够的，因为“人不可能凭本能生活”。不然，“男人就变成街头

或室内的行尸走肉”，而女人则会变得“毫无生命，像一架琴键坏掉一半的钢琴”［&］（"#$$&）。

在劳伦斯看来，本能与文明失衡的女人，就只是一个像动物一样只为了繁衍下一代而活的人。

像梅格这样不识字的文盲，正是劳伦斯所说的“琴键坏了一半”的不完整的人。她虽然具有人的本

性或者说生机勃发的“动物性”，但她没有文化知识，她的生活只能像“自然过程”那样，没有真正的

目的。就连那位在婚前自我的肉体与精神基本平衡的莱蒂，婚后也因为既不能与丈夫取得“极化”，

又不能保持完整的自我，从而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她的生活也在日复一日的家庭事务中销蚀殆尽，

因此，她只“希望明年春上再生个孩子”。

这两位女主角婚后的生活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不能在自然和文明的关系上取得平衡，女人的

婚姻生活就只能是“虚度年华”，她个人只能在自然的过程中像动物一样为延续种群而活着，同样，

男子也有可能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乔治婚后的生活就是一例。他原希望通过婚姻使自己成为

一个完整的人，他说：“结婚会使那种完美无缺的东西充实起来”。殊不知，婚后他的问题变得更为

严重，因为梅格也是个没有知识、毫无文化、精神上有缺陷的女人。与这样一个女人结合在一起，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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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必然无法完善自我。他只能过着“毫无目的的可怕的生活”。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他对西里

尔说：“我似乎失去了平衡。⋯⋯我认为，真的，我应当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诗人或别的什么。⋯⋯

我缺少某种东西。得补充点什么东西”［!］（"# $%&）。在婚姻生活和文明社会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乔

治，只得从自然中寻求慰藉，只得把自己的感情投到了动物身上。那些牲畜对乔治也特别亲热无

比，他则对它们报以“激动的热情。它们已成了他新的乐趣所在”。他的妻子梅格不无讽刺地说：

“只要有可能，乔治就会躲开孩子。他老是呆在马厩里。”然而，这种完全脱离文明的生活也是不成

功的。简单地返归自然，或与动物为伍是行不通的。最后，乔治只能天天以酒来麻痹自己的头脑。

梅格则说他“灌多了就连畜牲也不如，往后叫人如何受得了。”［!］（"#$’&）

劳伦斯试图在《白孔雀》里通过看林人安纳贝尔来解决自然与文明的冲突。安纳贝尔虽然长得

膀阔腰圆，粗壮结实，天天生活在树林里，似乎是个与现代文明毫无关系的人，其实，安纳贝尔早年

曾在剑桥读过书，是一个受过文化熏陶、从事过文明工作的人。

后来，安纳贝尔来到了这个林子里当起了看林人，过起了原始人般的生活。因为他痛恨文化的

任何表现形式，认为所有的文明都是涂了“鲜艳色彩的霉菌”。他要让自己和孩子们都像动物一样

自然地生活。他的观点是“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做一个好的牲畜吧”！这样的人就不会“学着干恶事

来毁坏自己的名誉”。显然，安纳贝尔看到了现代文明的异化作用，他要返归自然，成为一个自然而

又自由的人，这样他和家人可以免遭现代机械文明的戕害，就可以“做一个好的动物，忠于你的动物

本能”［!］（"#$(&）。可以看出，劳伦斯是想把这个安纳贝尔描写成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一个既有文

化和知识，又崇尚自然，同时又反对现代文明的异化作用的人物。然而，简单地逃进树林，并不能解

决自然与文明的矛盾，也不能使一个人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样的人最终甚至不可能无忧无虑地生

活下去。因为脱离人类文明回归自然，只能使人失去另一半，而且人也“不能仅凭本能生活”。安纳

贝尔虽然在树林里过着自由的生活，但他的生活却是盲目和混乱的。尽管一如他自己希望的那样，

他成了个“好动物，已生育了好些孩子”的人，完成了大自然交给他的延续种群的任务，但他也逃脱

不了一般动物的命运，最终在一次山墙倒塌事故中死于非命。我们知道，自然界的动物要让种群延

续下去，靠的是大量繁殖后代。自然界的一大特点就是偶然性和盲目性，随时发生的天灾“人”祸都

可能会夺去一些动物个体的生命。安纳贝尔的悲剧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白孔雀》里的看林人使我们想到劳伦斯最后一部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里的看林人梅勒

斯。这两个看林人有着相似的经历，两人都躲进了树林，以免他们的自然本性受到现代文明的摧

残，但这两个人对待人生却有着不同的态度。安纳贝尔只是一味地消极逃避，只想做个好动物，最

后他也像动物一样死于非命；而梅勒斯通过与查特莱的夫人康妮的性爱，激发了对方日渐萎缩的生

命力，也增强了他本人与机械文明进行抗争的“活力”。他与康妮在肉体和精神上取得了和谐，康妮

因此成了一个完整的人，而梅勒斯也实现了自我完善的人生目的。通过这两个看林人的比较，我们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安纳贝尔是劳伦斯探索解决自然与文明的对立关系的一个试验性人物。虽

然这个人物未能成功，但正因为有了这位看林人，才有了后来的梅勒斯，劳伦斯才能在他的最后一

部小说里提出人如何在现代文明的影响下增强人的活力，如何使人与活的宇宙保持联系的理论。

这就是第一位看林人在劳伦斯的文学作品中的意义，也是《白孔雀》在劳伦斯的整个创作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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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网站的社区化建设

网络作为媒体，它在社区化的交流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更好地服务于大众，许多媒体网站一改过去那种

“面目可憎”的呆板风格，开始注重内容之外的服务，例如《人民日报》的媒体网站———人民网也开始为用户提供免费

的电子邮箱，在加强与用户的关系（而不是联系）方面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和一些优秀商业网站、国外的媒体网站

相比较，我国的媒体网站在社区化整体建设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

那么，我国的媒体网站在社区化的实际建设中应当注意哪些方面，网络社区建设的框架又应如何建构呢？

笔者认为，媒体网站的社区化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网络社区成员选择的多样化。选择的多样化主要指社区成员在媒体网站上内容的多样化选择，它是媒体

网站和社区成员之间进一步多维互动的基础。它主要包括：新闻、娱乐、多媒体、广告等几个方面。新闻内容可以从

地域上划分为当地、地区、国内以及国际新闻，也可以从内容的板块分为政治、经济、体育和服务等。新闻除了内容

要求全面、富有深度外，还应当尽力保证时效性、版面的刷新率，以及提供方便社区成员的新闻检索、满足网络社区

成员个性需求的新闻的个性化定制和电子期刊等功能。而以在线游戏为主要内容的娱乐不仅是维系社区成员的重

要纽带，而且往往也是网站的商业战略重地。此外，多媒体尽管目前受到网络基础设施不足的限制，但由于多媒体

具有能够满足网络社区成员的选择性和多维感受的优势，必然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这里的广告也不仅仅是传统

意义上“广而告之”的推销性广告，它作为网络社区生活和现实生活的交叉点、出入口，更趋向于为网络社区成员拓

展活动空间、提供便利等多项服务，它主要包括分类广告、产品的推介，包括衣、食、住、行等在内的信息服务以及积

极开展具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商务服务等。

其二，媒体网站和网络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建立。这一点主要是指媒体网站应当在站点设计中充分考

虑和网络社区成员建立方便、快捷的联系，包括网络成员的登录、提供媒体编辑部和各个版面版主的 +,-./0 或者其

他的联系方式，以及媒体工作人员代表整个媒体网站，以个性化的面目在诸如聊天室或 112 上，以类似主持人的身

份和社区成员保持紧密接触。媒体网站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表明自己不仅是内容的提供者，也是网络社区中的一

员。此外，媒体网站对社区成员的回应要尽量做到及时。

其三，媒体网站对于其他社区成员之间的交流关系的促进。我们过去“往往只是强调信息与用户之间那种信息

的提供者与信息的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上，网络的本质就是交流，而这种交流不仅包括媒体网站与社区成

员之间的交流，还应当包括网络其他成员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而网上的 112、聊天室及论坛的火爆场面，正为这一点

作了生动的注解。因此，在媒体网站上提供免费的联系信箱、112 论坛、聊天室等，加强网络社区成员之间联系和交

流的服务项目，是媒体网站社区化建设的重点之一。

其四，媒体网站版面设计的个性化和美观性，栏目和频道之间纵横联系的空间感，以及网站整体架构的合理性，

也是媒体网站社区化建设的重要指标。

以上几点是基于目前互联网技术和对互联网的认识而提出来的，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人们对它认识的逐步深

入，媒体网站在它的具体运营模式和建设方式上必然也会发生变化，但无论如何，网络就是交流的本质不会发生变

化，而网络社区化的交往方式也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因此，网站社区化建设的思路或许有益于媒体网站在

3 浪的浪尖上跳舞时踩准节奏。

（颜 伟，吴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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