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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作为分配社会善的封闭单位 

陈德中 

论点摘编：现代国家是一种封闭的治理体系 ，“封闭性”乃其明显特征 。 

理性主义政治哲学忽视乃至敌视“封闭 性”，故而我们只能回到政治现实主义 ， 

以 “此时此地”的理论主张 ， 找回对于国 家“封闭性”的充分解释。在此解

释的 进路中 ，韦伯关于国家定义中的三个核心要素，即“至上性”、“疆域性”

与“正当性”共同构成了对于国家“封闭性”的完整说明 。“至上性 ”代表着

国家在“法理意义上的封闭性”，“疆 域性”代表着国家在“事实 意义上的 封 

闭 性 ，而 “正当性”则代表着现代政治对于国家的规范性要求 。如果同时满

足这三个要素，那么现代国家将变得“足够强大、足够统一、足够 规 范”。 

来源：《哲学研究》2015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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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 

易小明 

论点摘编：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正义理论，大都可从差异性正义原则与同一

性正义原则两个方面进行归纳和理解，这两种正义原则之间的张力成为推动人类

文明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差异性正义原则与同一性正义原则是人类历史长

期发展的产物，由于人类历史既是自然发展的历史，也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

且自然发展原则主要体现差异性原则，社会文化发展原则主要体现同一性原则，

因此，差异性正义原则与同一性正义原则的生成与统一，本质上是自然与社会文

化相互、共同作用基础上的生成与统一，这决定了差异性正义原则与同一性正义

原则发展的三个显著特征：从相互竞替到协同并存、从浑然综合到相对分工、从

自在运动到意识参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3 期  

 

分配正义与社会应得 

张国清 

论点摘编：应得是正义的核心概念，社会应得是分配正义的核心概念。分

配正义既涉及每个人的自我所有权，又涉及每个人可分享的社会公共资源，涉及

他从国家和社会中获取的社会权利和经济利益。每个人都拥有完全的自我所有权，

这种所有权是他享有很多权利的基础，但不是他享有社会应得的基础。社会应得

表示任何人都能够从社会中获得的公有价值或共享资源。社会应得的基础是人在

共同体中享有的成员资格，这种资格取决于他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中的地位。

社会公平意味着每个人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得其应得。社会应得理论是一种社会资

源分配理论，关注在社会基础资源分布、配置和分配中存在的社会公平问题。它

既主张全面保护每个人的自我所有权，慎重对待自我所有权的交易、变更和补偿，

又主张每个人均等地享有基本的社会资源，申明回到社会公平的起点，为缓和社

会矛盾提供可行路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5 年第 5 期 

 

泛在时代的“传播的偏向”及其文明特征 

李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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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摘编：哈罗德·伊尼斯在其传播学经典著作《传播的偏向》中提出传

播和传播媒介都具有偏向性，"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

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互联网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较之以前所有媒介发生

深刻变革，尤其是进入泛在传播时代，其传播模式是沉浸传播，在时间上无时不

在，在空间上无处不在，时间与空间二者较之旧媒介更为均衡。那么泛在时代的

传播是否还存在"传播的偏向"?如果没有偏向，那"传播的偏向"这一理论工具是否

过时?如果有"偏向"，那么互联网文明的偏向是什么?本研究对"传播的偏向"这一

研究工具进行批判性和发展性探讨，提出了泛在时代沉浸传播的偏向是"人"，并

据此推演出泛在文明的基本特征。 

来源：《国际新闻界》2015 年第 5 期 

 

互联网与信任重构 

胡百精， 李由君 

论点摘编：本文主要考察互联网对信任观念与机制的重构。作为一种人格

特质、理性选择和文化资源，信任是个体安全感的基本屏障，更是人际关系、社

会系统运行的内在基础。现代社会遭遇了普泛的信任危机，人际信任凋零，系统

信任压倒人际信任，而系统信任自身也陷于危脆。作为当今时代最重要、最显著

的变数之一，互联网带来了"不交往""浅交往"和"脱域交往"，放大了人际信任和

系统信任危机。同时，互联网也潜隐着建立纯粹关系、培育对话民主、重塑合法

性，从而构建积极信任的可能性。在对抗与对话、分裂与融合、消解与重构等多

重张力下，互联网在信任重构上的确定性、持续性实则取决于人。这意味着重返

现代性的核心价值，重申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创造充盈积极信任、值得拥抱的

互联网时代的新生活。 

来源：《当代传播》，2015 年第 4 期。 

 

自我传播与自我传播的前提 

陈力丹 

论点摘编：自我传播，又称"内向传播"或者"人内传播"，是一切外在传播的

基础。人需要通过自我传播构成对自己的看法，形成某种认识，赋予社会感知和

行为的连贯性。人在社会互动中关于活动、感受与经验的印象累积即记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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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对外界输入的信息的编码、存储和提取的过程，都离不开记忆。因而记忆是

自我传播的前提。如果丧失记忆，"主我"变成了一片空白，与"客我"失去了正常

对话的功能，自我传播也就无法实现。 

来源：《东南传播》2015 年第 8 期 

 

国际科学传播研究:立场、范式与学术路径 

朱巧燕 

论点摘编： 随着科学技术的专业化和复杂化，科学与公众之间的鸿沟似乎

越来越大。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科学传播发生了立场转向和范式变迁。以

2000 年英国上议院发布标志性报告《科学与社会》为界，随机抽取科学传播领

域的国际权威期刊《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2001 年-2013 年发表的学术

论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分析论文对科学的态度、研究的范式和学术路径，发现目

前国际科学传播研究的主流仍然是持科学主义立场的公众理解科学范式，但持人

文主义立场和更强调公众主体性的参与范式也在稳步发展。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 年第 6 期  

 

网络文学：批评的迷茫与清醒 

时世平 

目前，学者对于网络文学的研究，与对纸质文本的研究相比，连起步阶段都

不算，因为相比纸质文本丰富的研究内容与确定的研究对象而言，网络文学研究

甚至连研究内容是什么都还未厘清。是关注网络文学的生产模式，还是倾重于网

络文学的赢利模式？是关心网络文学的语言等外部形式，还是关注网络文学的内

容？是关心网络文学的读者反应，还是关注网络文学的“写手”群生态？……不

一而足的关注对象，各说各话的研究现状，造成了网络文学研究的碎片化、不系

统甚至驳杂的尴尬局面。那么，面对网络文学这个“庞然大物”，要如何下手？ 

批评与创作存在隔膜 

笔者曾在《去除批评的“自我言说”》一文中，指出批评与创作逐渐隔膜的

现象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理论与批评发生错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批评与创作

不再对话，而是各说各话。这种现象在纸质文本时代表现得还不突出，但网络文

学批评却将这种现象凸显出来。网络写手与批评家各行其是，写手只管写自己的

作品，至于自己的作品批评家们如何评价，根本不在他们考虑之内，因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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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赖以存在并得到收益的决定因素在于读者，批评家的作用在这里完全发挥不

出来。这种局面必须打破，否则，当网络文学成为新世纪文学发展的重要一极时，

评论界却不能对之作出应有的回应，这是一种遗憾。没有批评和甄别，网络小说

有可能成为贻害读者的一剂诛心毒药。 

网络文学呈现“青年化”倾向 

通过这四年的类型阅读，笔者发现，网络文学作为一种青年化的写作，其所

表现出来的恣意宣泄以及另类世界观、价值观值得批评界予以引导。 

网络写手的组成以青年为主，其中，“80 后”是主力军，而“85 后”、“90

后”也开始崭露头角。“80 后”与日新月异的高科技并肩成长，多元文化的土

壤使其思想开放、观念活跃，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彰显个性，具有“很我”

的风格。网络写手多半伴随着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动漫以及网络游戏而成长。

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学习背景，造成了网络小说不同的内容表达。网络文学

的内容与其写作者表现出了极其相称的青年特征，具体言之，可以概括为如下几

点：才子佳人式的“后宫”模式；落魄才子的“现代逆袭”；无所不能的全才；

个人强则国家强的个人英雄主义；独生子女式的社会关系；唯我独真的价值判断；

乐观的传统文化的现代复兴；非敌即友的“二分观”。这几个方面单就每一个方

面而言，都有着明显的青年化倾向。 

肆意宣泄的内容展现另类价值观 

所谓才子佳人式的一夫多妻制，是指在网络小说中，主人公身具“郎才”的

特点，而具有美貌的女子，不管出身贫困，还是富贵之家，都愿委身于他，这就

是才子佳人的故事模式。但不同的是，网络小说中的主人公不是与一个佳人互订

终身，而是与众多佳人互相爱慕，而且，这众多的佳人们还自觉地互相协调、和

睦相处，共同辅助男主人公（如《逍遥军医》）。才子佳人模式素来被历代文学

所表现，但网络文学中所出现的才子佳人模式的一夫多妻制的后宫式模式，是明

显的媚俗模式，这与传统文学经典中的经典爱情故事，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与林黛玉处理方式上大相径庭。没有了富有内涵的爱情桥段，网络小说也就沦落

成了只为收益而与“众”同乐的庸俗之作。这反映了青年一代处理此种情爱方式

的态度，值得从社会学角度予以反思。 

一般认为，青年更容易接受现代生活观念与价值判断，比如他们更爱圣诞节，

而轻视春节。实际不然，在医药类小说中，主人公或是黄帝之师岐伯附身（如《风

流医圣》），或是身具古医术传承（如《特种神医》），更有甚者在主人公的脑

海中寄生着一个古代超级医师。他们在现代，面对各种病症，以针灸、中药等处

理各种现代医学（更多的是指西医）解决不了的癌症、风湿病、心脏病等，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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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以医术扬名世界。在网络小说中，作为传统文化精华的传统中医的复兴，正代

表着青年对于传统文化复兴的期盼，但这种期盼更多的是乌托邦似的幻想，与现

实相比附，巨大的落差更增加了对于现实的不满，而不是像一些评论家所提到的

具有积极的正面激励作用。 

通过以上两点分析，我们看到，网络小说的内容观有着青年人的特色，他们

在小说中快意恩仇，热爱中华传统文化。但是，过于简单的想象和落实过程，过

于强调个人强则国家强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模式，过于弱化政府管理功能等简

单化的处理模式，与现化社会所要求的公正、公平以及和谐等不相符，这是网络

文学批评在内容批评中应该重视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 9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