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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新媒体事件
”

的视觉表达与公众参与
４

庞 弘

摘 要 ：

“

新媒体事件
”

伴随 当 代 中 国 社会 转 型 而迅速 崛 起 ， 并

极大地促发 了 公 民 的 自 主 性和参 与 意 识 。 新媒体事 件植根于 互 联 网

这 一母体 ， 网 络 空 间 的 交 互 性 、 虚 拟 性 、 超 文本性 和 可分有 性不仅

为 新媒体事件提供 了 独特 的 视 觉 表 达 方 式 ， 亦 为 公众 参 与 提供 了 丰

富 的路径 与 契机 。 在新媒体事件 的 多 元 化参 与 中 ， 群体性 的
“

围 观
”

占据 了 核心位置 。 围 观使普 罗 大众有机会 见证 社会 事 件 的 整个进程 ，

并 能 够在 一定程度上 维 护 权 益 、 揭 露 丑 恶 、 匡 扶 正 义 。 通过对公 众

参 与 的 激活 与 调 动 ， 新媒体 事 件体现 出
“

公共领 域
”

的 某 些 趋 向 与

潜 能 ， 但仍 不 免暴露 出 诸 多 难 以 忽视 的 悖谬 。

关键词 ： 新媒体事件 公众参与 互联网 围观 公共领域

近十年来 ， 在中 国政治 、 经济 、 文化全方位转型的背景下 ，

“

新

媒体事件
”

（ ｎｅｗｍｅｄ ｉａｅｖｅｎｔ ｓ ） 异军突起 ， 带来了令人耳 目
一新的

媒介文化景观 。 所谓新媒体事件 ， 即依托以互联 网 为主导的新媒介

形态 ， 在社会范围内广泛传播 ， 并引起轰动效应的系列公共事件 。

？

新媒体事件之
“

新
”

不仅体现在其技术手段的新变 ， 还体现在它对

主体能动性 （ ａｇｅｎｃｙ ） 和参与意识的大 幅度提升 。 丹麦学者延森

（Ｋ ｌａｕｓＢ．Ｊ ｅｎｓ ｅｎ ） 坚信 ， 以新媒体为标志的大众传播
“

第三维度
”

的岀现 ， 使传统意义上
“

作为已完成的产品
”

的文化迅速被
“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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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虽然新媒体的广泛影响早已家喻户晓 ， 但作为学术范畴的
“

新媒体事件
”

却直到 ２ １ 世纪初才

正式出现 。 香港学者邱林川于 ２ ００６ 年首次提出
“

新媒体事件
”

， 技术和社会组织两个向度着眼 ， 对新

媒体事件的基本内涵和属性做出了界定 ， 并将当前中 国的新媒体事件划分为民族主义 、 权益抗争 、 道

德隐私 、 公权滥用四种基本类型 。 参见邱林川 、 陈韬文 ： 《迈向新媒体事件研究 》 ， 见邱林川 、 陈韬文

主编 ， 《新媒体事件研究 》 ，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年 ， 第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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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４ 中外文化与文论 （ ４ ２ ）

开放式的传播过程
”

的 文化所 隔 断和超越 。

？ 美 国传播学家戴扬 （ Ｄａｎ ｉ ｅ ｌ

Ｄａｙａｎ ） 指 出 ， 在当代社会 ， 新媒体以不拘一格的视觉形态瓦解了主流媒介营

造的集体性 、 同质化文化想象 ， 进而有力地宣称 ：

“

大众也可以是表演者 ， 大

众也可以是 自 己形象的创始人 。

”？—言 以蔽之 ， 在新媒体这片 自 由 、 开 阔 、

充满生机的场域 ， 公众已不再是精英主义视域中消极的
“

乌合之众
”

， 而是摇

身一变 ， 成为 自 由表达 、 积极介人的主体 。 这种激情洋溢的公众参与 ， 肇始

于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当代媒介变革 ， 具体表现为诸多别具一格的参与方式和

路径 ， 并最终有可能导向
“

公共领域
”

的生成 、 发展与建构 。

一

、

“

新新媒介
”

与公众参与的形成

美国媒介学家莱文森 （ Ｐａｕ ｌＬｅｖ ｉｎｓｏｎ ） 曾提出 ， 媒介文化的发展可 以分

为
“

旧媒介
”

（ ｏ ｌｄｍｅｄ ｉａ ） 、

“

新媒介
”

（ ｎｅｗ ｍｅｄ ｉａ ） 和
“

新新媒介
”

（ ｎｅｗ ｎｅｗ

ｍｅｄ ｉ ａ ） 三个阶段 。 其中 ， 旧媒介主要指书籍 、 报刊 、 电视 、 电影 、 广播等互

联网 出现之前的一切媒介 ， 这种媒介 的使用者只能依照预先设定的时空秩序

（如报纸的排版或电视节 目 表 ） 对其按部就班地接受 。 新媒介涵盖了 电子邮

件 、 网上书店 、 网络视频 、 论坛 、 聊天室等第一代互联网产品 。 在新媒介阶

段 ， 人们虽然拥有某些选择的可能性 ， 但他们的选择仍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

内 ， 无法摆脱诸多若隐若现的规定和约束 。 在以博客 、 微博 、 播客等为代表

的新新媒介阶段 ，

“

每一位消费者都是生产者
”？

， 从而也获得了接近 、 进入 ，

乃至再度创制信息的最大限度的 自 由 。 正因如此 ， 莱文森才会毫不迟疑地宣

称 ：

“

新新媒介的用户被赋予了真正的权力 ， 而且是充分的权力 。

”④

新新媒介的特质在新媒体事件中得到了生动反映 。 在面对新媒体事件时 ，

公众并非被动 、 机械地接受 ， 而往往会不 由 自 主地表明 自 己 的立场 ， 并通过

多种方式参与事件发展的整个过程 。 他们可 以用如转发 、 分享或置顶等简单

方式 ， 使某个视觉形象进人更多人的视野 ； 可以采用跟帖或 留言的方式 ， 就

某些图片或视频做 出估量 、 评判和补充 ； 可 以利用相对便捷的技术手段 ， 对

既有的影像素材加 以戏仿或颠覆 ； 可 以将观看体验转换为具体的
“

线下
”

行

①克劳斯 ？ 布鲁恩 ？ 延森 ： 《媒介融合 ： 网络传播 、 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 》 ， 刘君译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年 ， 第 １ ０ ９ 页 。

② 丹尼尔 ？ 戴扬 、 邱林川 、 陈韬文 ： 《

“

媒介事件
”

概念的演变 》 ， 郑芯妍等译 ， 《传播与社会学

刊 》 ， ２００ ９ 年总第 ９ 期 。

③ 保罗 ？ 莱文森 ： 《新新媒介 》 ， 何道宽译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年 ， 第 １ 页 。

④ 保罗 ． 莱文森 ： 《新新媒介 》 ， 何道宽译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年 ， 第 ３ 页 。



视觉文化与当代 中 国研究 １７５

动 ， 进而实实在在地影响每一个普通人的 日 常生活…… 当然 ， 上述各种方式

时常紧密结合 ， 共同演绎特定视觉文本 。 ２ ００ ９ 年的杭州
“

７ ０ 码
”

事件 中 的肇

事者与同伴在事故现场喧哗 、 嬉闹 的情景被拍摄并上传后 ， 很快便引 发无数

网友的大规模转发 ， 进而受到声讨与斥责 。 不少人在关注案情进展 的 同时 ，

还主动搜索犯罪嫌疑人的背景资料 。 种种现象相互交织 ， 全方位地呈现 了公

众对交通安全以及
“

富二代
”

违法乱纪等热点 问题的忧虑与反思 。 正是在这

种多元化参与的推动下 ， 新媒体事件不再局限于一块小小的长方形屏幕 ， 而

是成为动态的 、 充满活力的场域 。

在新媒体事件对公众参与 的催化中 ， 互联网及其裹挟的技术变革起到 了

不容忽视的作用 。 马诺维奇 （ ＬｅｖＭａｎｏｖｉ ｃｈ ） 断言 ， 网络
“

将一位观看者转

化为 了实际的应用者
”

， 从而改写了人们关于形象的观念 。

？ 澳大利亚学者特

纳 （ＧｒａｅｍｅＴｕｒｎｅｒ ） 不乏欣喜地指 出 ， 互联 网使那些过去被压抑 、 遮蔽的
“

沉默的大多数
”

发 出 了声音 ， 并 由 此
“

为公民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媒介参与

度
”

。

？ 作为新媒体事件赖以存在的基点和
“

母体
”

， 互联网为相关视觉形象的

演绎搭建了广阔平台 ， 同时 ， 网络空间所独有的组织 、 构造和编排方式 ， 也

促使公民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新媒体事件生成 、 传播与流变的整个过程中 。

互联网主要从如下几个向度保证了公众参与 的展开 ：

首先 ， 网络从来就不等 同于静止 、 封闭 的实体 ， 而总是蕴含着一个强大

的
“

召唤结构
”

， 总是期待并刺激着人们的投入与交流 。 这一点尤为突 出地体

现在界面 （ ｉ ｎｔ ｅｒｆａｃｅ ） 的功能和文化效应上 。 所谓界面 ， 通常指计算机显示器

上直接呈现于用户眼前的屏幕状态 ， 它不仅是网络空间被感知的最重要依据 ，

同时 ， 也进一步在人与机器 、 人与人 ， 乃至机器与机器之间建立起相互指涉

的紧密关联 。

？ 必须注意 ， 界面在发挥中介与枢纽作用的前提下 ， 不断诱导着

主体接近并进人视觉文本的 。 具体说来 ， 当人们借助界面来把握相关信息时 ，

便已被先在地置入了一个浓重的参与性氛围 中 ， 他们必须不断移动 鼠标 （或

敲打键盘、 滑动屏幕 ） ， 通过点击等方式打开一个又一个新图像 ， 以此换取即

时的 、 丰富的视觉资源 。 由此可见 ， 正是在界面的促发下 ， 观看者与行动者

之间的界限才逐渐消弭 ， 而受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也随之得到极大的提升 。

其次 ， 互联网 的一个鲜明标签是符号交换的虚拟特质 ， 这种与生俱来的

①ＬｅｖＭａｎｏｖ ｉ ｃｈ ， ＴＴ ｉ ｅ 〇／ Ｃａｍｂ ｒ ｉｄｇ ｅ ， Ｍａ ｓｓ ， ：Ｍ ＩＴＰ ｒｅ ｓ ｓ ， ２ ０ ０ １ ，

ｐ
． １ ８ ３ ．

② 格雷姆 ？ 特纳 ： 《普通人与媒介 ： 民众化转向 》 ， 许静译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年 ， 第 １ ０ ４

页 。

③Ｎ ｉ ｃｈｏ ｌａ ｓ Ｇａｎｅ ， Ｄａｖ ｉｄＢｅ ｅ ｒ ， ｉＶｅｗ ：ＴＴｉ ｅ ＫＶ
：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ｅｒｇ ， ２ ０ ０ ８ ， ｐ ． ５ ５ ．



１７６ 中外文化与文论 （ ４ ２ ）

虚拟性为公众参与定 了基调 。

一方面 ， 网络空间 由无以计数的虚拟符码连缀 、

拼接 、 叠加而成 ， 因而始终处于某种悬而未决的不确定状态 。 故而 ， 在网络

文化中 ，

一切视觉文本只有经过主体的见证和感受 ， 只有在
“

被复制或修改 、

被一次次转换
”？ 的过程中 ， 才能依稀显现 自身的真实存在 。 另

一方面 ， 虚拟

性还对个体的身份定位产生了影响 。 无需赘言 ， 任何人只要接人互联网 ， 便

立刻被置换为一连串 比特式信息单元 ， 在这样的总体背景下 ，

“

你能够变成
‘

任何你想成为的人
” ’？

， 而真实与虚构的固有标准也由此变得愈发模糊不清 。

同样 ， 在脱胎于网络的新媒体事件中 ， 观看者的性别 、 种族 、 年龄 、 职业等

常常被汹涌的数码洪流所遮蔽和湮没 ， 他们就如 同 出席化装舞会一般 ， 隐藏

在各种昵称或头像背后 ， 随心所欲地参与新媒体所建构的形象体系 ， 而不必

担心与实际形象或规范不协调 。 以上两个环节相互呼应 ， 使新媒体事件成为

一片开放的 ， 充满无限可能的场域 ， 使人们有机会摆脱现实生活的沉重躯壳 ，

无所顾忌地表达真切的情感 、 体验 、 想法和需求 。

再次 ， 如果说传统媒介展现的是某种凝定的 、 循序渐进的叙述姿态 ， 那

么 ， 网络空间则携带
“

超文本
”

（ ｈｙｐｅｒｔｅｘｔ ） 式的 、 立体而生动 的修辞技法 ，

这种超文本性同样促进了主体参与意识的持续增强 。 所谓超文本 ， 是网络文

化中最不可忽视的语法之一 ， 其基本运作原理是 ， 特定 网页上的任何因素都

能够以一种无顺序方式与其他页面连接 ， 进而衍生 出跨越时空 ， 不断更替 、

流变的
“

可能性
”

。

？ 超文本一方面与人类特有的动态 、 游移 、 变幻莫测 的生

存境遇相呼应 ； 另
一方面 ， 也将观看者

“

从铭刻在线性文本之中 的 ， 等级森

严而又一成不变 的思维模式 中解救 出来
”？

， 并不断给人以新的感受和 冲击 。

在新媒体事件的视觉表达 中 ， 超文本性得到 了格外清晰的演绎 。 在 当前各大

热点新媒体事件的相关信息页面上 ， 通常分布着大量以超链接形态存在的视

频或图片 ， 其内容多与该事件的主题类似或相关 。 在不同文本的交织中 ， 人

们很容易将零散个案拼接为普遍的社会事实 ， 不仅扩充 了单一文本的信息涵

盖面 ， 还有可能揭示错综复杂的现象表层背后 的深层动因 ， 并 由此引发进一

步的思考和参与 。

最后 ， 还需强调的是 ， 在互联网这片无远弗届 的疆域中 ， 创作者身份的

①马克 ？ 波斯特 ：
《互联网怎么了 ？ 》 ， 易容译 ， 河南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０ 年 ， 第 １ ８ 页 。

② 约斯 ？ 德 ？ 穆尔 ： 《赛博空间的奧德赛 ： 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 》 ， 麦永雄译 ， 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 ２００ ７ 年 ， 第 １ ８ ４ 页 。

③ 罗杰 ？ 菲德勒 ： 《媒介形态变化 ： 认识新媒介 》 ， 明安香译 ， 华夏出版社 ， ２ ０ ００ 年 ， 第 ３ ７ 页 。

④Ａｎｄ ｒｅｗＤｅｗｄ ｎｅｙａｎｄＰｅ ｔｅｒＲ ｉｄ ｅ ， ＴＴｉｅ ｉＶ彻Ｍｅｄ ｚａ 是 ． 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Ｒｏｕ ｔ ｌ ｅｄｇｅ ， ２０ ０ ６ ，ｐ
． ２０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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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化和所有权危机 ， 使全民参与具备了充分的有效性和真切 的可行性 。 如果

说 ， 在未来学家托夫勒 （Ａ ｌ ｖ ｉｎＴｏｆｆ ｌｅｒ ） 所展望的
“

第三次浪潮
”

中 ， 消费者

依托高度发达的技术装置而
“

更紧密地卷人 了生产过程之中
”？

， 那么 ， 上述

构想在网络时代则得到 了更集 中 、 明确 的贯彻与体现 。 在崇 尚
“

普遍分有
”

和
“

高度共享
”

的网络空间 ， 被浪漫主义奉为圭臬的
“

原创性
”

遭到 了更猛

烈的削弱 ， 其结果是 ， 特定视觉文本一经上传 ， 便不再是凝聚着作者意志 的

神圣整体 ， 而是成为
“

异质同构
”

的存在 。 这样的局面不仅唤起了观看者主

动介人和多元解读的热情 ， 也鼓励人们不断发掘 图像 自 身的断裂 、 矛盾与悖

谬之处 ， 利用反讽 、 降格 、 篡改 、 拼贴 、 移置 、 戏仿等五花八门 的视觉策略 ，

不留余地地戏谑 、 扭 曲 乃至消解原作 。 最终 ， 正 如新媒体艺术家戴维斯

（Ｄｏｕｇ ｌａｓＤａｖ ｉ ｓ ） 所言 ， 在新媒体事件的形象体系 中 ，

“

死去的复制 品和活着

的 、 真正的原作融为一体
”？

。 当代人心 目 中 日 渐黯淡的
“

光晕
”

（ ａｕｒａ ） 也将

由此得到值得玩味的还原与重构 。

综上 ， 新媒介时代的来临 ， 不仅塑造了新媒体事件独有的视觉表达模式 ，

也真正将公众的观看与行动整合为一体 。 戴扬和卡茨 （ Ｅ ｌ ｉｈｕＫａ ｔ ｚ ） 曾指 出 ，

以 电视直播为主导的传统媒介事件更多呈现出单声部 、 同质化的
“

独 白
”

状

态 ， 即通过预先编排的 、 仪式化的公开表演 ， 赋予事件主人公 （ 如政治家 、

运动员 、 影视明星 、 宗教领袖等 ） 以超凡的魅力 和不容置疑的合法性 ， 从而

于无形中将某种象征秩序融人每一位观众的精神结构 ， 并最终
“

唤起人们对

社会及其合法权威的忠诚
”？

。 然而 ， 在新媒体事件中 ， 上述程式却发生 了革

命性逆转 。 正是在新媒体的烘托与渲染下 ， 媒介事件极大地摆脱 了封闭 、 静

止的局限性状态 ， 它固然关涉受众对视觉文本的单向度接受 ， 但同样 凸显 了

观看者对形象的积极 回应乃至反作用 。 于是 ， 传统意义上作为独 白而存在的

媒介事件 ， 也便成为一个去 中心 的多声部对话动态体系 ， 成为所有人都可以

置身其中 的集会 。

①阿尔文 ？ 托夫勒 ： 《第三次浪潮 》 ， 朱志焱等译 ， 新华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６ 年 ， 第 ３ ０ ４ 页 。

②Ｄｏｕｇ ｌａ ｓＤａｖ ｉ ｓ ，

“

ＴｈｅＷｏ ｒｋｏ ｆＡ ｒ ｔ ｉ ｎ ｔ ｈ ｅＡｇｅｏｆＤｉｇ ｉ ｔ ａ ｌＲ ｅｐ ｒｏｄｕｃ ｔ ｉｏｎ
”

，
Ｌｅｗａ ｒｄｏ ， １ ９ ９ ５ ，

Ｖｏ ｌ ． ２ ８ ，Ｎｏ ． ５ ，ｐ
． ３ ８ １ ．

③ 丹尼尔 ？ 戴扬 、 伊莱休 ？ 卡茨 ：
《媒介事件 ： 历史 的现场直播 》 ， 麻争旗译 ， 北京广播学院出

版社 ， ２ ０００ 年 ， 第 ９ 页 。



１ ７８ 中外文化与文论 （ ４ ２ ）

二 、 群体性
“

围观
”

： 公众参与的独特形态

前文已经提到 ， 新媒体事件所带来的公众参与具有鲜明 的多元化特质 。

然而 ， 在驳杂 、 丰富的参与行为 中 ， 最具震撼性和感染力 的 ， 莫过于群体性

的
“

围观
”

。

① 在人类文明的漫长进程中 ，

“

观看
”一直都占据着至关重要 的位

置 。 意大利学者布莱恩蒂 （ Ａｎｄ ｒｅａＭ．Ｂｒ ｉｇｈｅｎｔ ｉ ） 便谈道 ：

“

当我们注视某

人 ， 而对方又转过头来 回望我们时 ， 上述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一切社会

的开端 。

”② 米歇尔 （Ｗ ．Ｔ ．Ｍ ｉ ｔｃｈｅ ｌ ｌ ） 更是直言不讳地指 出 ， 观看有必要

成为
“

与各种阅读形式 （破译 、 解码 、 阐释等 ） 同样深刻的一个问题
”？

。 在

这样的背景下 ， 依托新媒体事件形成的大规模围观 ， 无疑体现出重要的参照

性意义 。

作为以视觉为主要感知方式的参与活动 ， 围观的 出现根源于新媒体事件

的传播方式和 内在特性 。

一方面 ， 新媒体与生俱来的 自 主性和便捷性有利于

使用者将身边的经历与见闻转化为图像 ， 并在第一时间公开发布 ； 另一方面 ，

互联网又几乎没有 门槛和限制 ， 任何人只要拥有相应 的设备 ， 掌握简单的操

作 ， 便可 以随意获取相关影像资源 。 在这样的状况下 ， 特定视觉信息一旦被

新媒体编码 ， 就有可能在极短时间 内吸引大量观看者的注意 。 于是 ， 新媒体

事件常呈现出 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物 、 事件 、 场景 的争先恐后的 围观景象 。

在 ２０ １ ３ 年 ７
—

１ ２ 月 ， 笔者 曾 以全 国颇具影响力 的视频 网站
“

优酷 网
”

中 的

“

拍客频道
”

为对象 ， 对该频道在半年内单周点击量最高的网友原创视频做统

计。 其中 ， 最受 网 民瞩 目 的视频为 《实拍多人闹洞房猥亵伴娘 。 习 俗 ？ 犯

罪 ！
》 ， 点击量高达 １ ７ ７ ６ ２ ７ ７ ０ 次 。 点击量最低的视频为 《 ２０ １ ３ 南京大学中秋晚

会 ， 多国语我的歌声里 》 ， 但也达到 了６ ７ ３ ０ ７４ 次 。
２ ６ 个拍客原创视频的平均

点击量达到了２ ６ ０ ６０ ３ ９ ．８ ８ 次 。 以上统计数据充分说明 ， 较之其他任何形式的

观看 ， 网络围观的覆盖面和影响力都是非同寻常的 。

当然 ， 必须承认 ， 在人类历史上 ， 围观并不是一种罕有 的现象 。 从古代

群臣对君王的顶礼膜拜 ， 到现今追星族对偶像的疯狂热捧 ， 以至对重大体育

①严格说来 ， 英文中没有可以同
“

围观
”

相对应的语汇 。 表示围观的
“

ｃ ｉｒｃｕｓｅｅ ｉ ｒ＾
”

实际上是中

国网民原创的 ， 将表示
“

马戏团
” “

环形广场
”

的
“

ｃ ｉｒｃｕ ｓ

”

（带有
“

围
”

的意味 ） 和表示
“

观看
’ ’

的
“

ｓｅ ｅ ｉｎｇ

”

相结合 。 不过 ， 在围观之风愈演愈烈的当下 ，

“

ｄｒｃｕｓｅ ｅ ｉｎｇ

”

无疑已具备写入词典的资格 。

②Ａｎｄ ｒｅａＭ．Ｂｒ ｉｇｈｅｎ ｔ ｉ ，Ｖｉ ｓ ｉ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ｉ ｎＳｏｃ ｉａ ｌＴｈ ｅｏ ｒｙ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 ｌＲｅｓｅａ ｒｃｈ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 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 ｃｍｉ ｌ ｌａｎ ，２ ０ １ ０ ， ｐ
． １ ．

③ Ｗ ．Ｊ ．Ｔ ． 米歇尔 ： 《 图像理论 》 ， 陈永国等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 ６ 年 ， 第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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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的收看 ， 其中都有无数人的视线对极少数个体的包围与缠绕 。 但新媒体

事件中的围观却体现出独特的意涵和指向性 。

首先是围观的对象 。 在传统意义上 ， 作为公众 目 光焦点 的被 围观者基本

上都会做一系列 的加工与修饰 。 如演员对 自 己 的神情 、 妆容 、 姿态的反复雕

琢 ， 仪式主持人对走位的刻意考究等 。 在新媒体事件中 ， 这样的加工与修饰

被削减到了极致 。 新媒体的使用者通常从当下感受出发 ， 截取生活 中 自 己心

仪的片段 。 形象生成上的随意性 ， 加上剪辑等专业化处理的缺乏 ， 使得最终

出现的视觉形象带给人直观 、 质朴 、 粗粝的视觉体验 。

其次是围观的实际行为 。 传统意义上 的 围观暗含着合作的态度 ， 或如英

国文 化 批 评 家霍 尔 （ ＳｔｕａｒｔＨａ ｌ ｌ ） 所 言 ， 持 一 种
“

主 导
－

霸 权 立 场
”

（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

ｈｅｇｅｍｏｎ ｉ ｃｐｏｓ ｉ ｔ ｉｏｎ ） 。 如在 目睹残酷的刑罚时 ， 人们往往会 由 于受

刑者鲜血淋漓的惨状而心生畏惧 ， 进而将这种畏惧置换为对统治者威权的无

条件服从 ； 在追逐好莱坞商业大片时 ， 人们又可能 因为震撼的视觉奇观而沉

醉其中 ， 进而更加心甘情愿地投身汹涌 的消费洪流 。 在新媒体事件 中 ， 围观

却更多倾向 于持不合作 的态度 ， 或霍尔所谓 的
“

对抗立场
”

 （ ｏｐｐｏ ｓ ｉ ｔ ｉｏｎａ ｌ

ｐｏｓ ｉ ｔ ｉｏｎ ） 。 具体说来 ， 人们的观看大多 同某种怨愤情绪紧密相连 ， 而这种情

绪的矛头恰恰对准了那些在 当前资本和权力分配中 占优势的人物 。 在
“

天价

烟局长
”

事件 、

“

房叔
”

事件 、

“

不雅视频 门
”

等新媒体事件 中 ， 正是人们的

猛烈声讨将少数人的不轨行为置于公众批判 的风 口 浪尖 。 在 ２ ０ １ １ 年 ，

一

名 自

称
“

中 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

的女子郭美美在微博账号
“

＠郭美美 Ｂａｂｙ

”

上多次发布 自 己 的玛莎拉蒂跑车 、 卡地亚名表 、 爱马仕手提包的照片 。 这些

影像一旦浮现于网 民的视野 ， 就立即穿越虚拟 的符号层而强烈地作用于现实

生活 ， 不仅引发了社会范围 内针对当事人的尖锐讽刺与激烈斥责 ， 甚至还令

红十字会陷入了空前的信任危机 。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 了新媒体事件中 的 围观

在当前所具有的难以阻遏的对抗性力量 。

再次是围观的效果 。 传统意义上的 围观只会直接影响被围观者本身 ， 在

新媒体事件中 ， 围观则可能产生更广泛而深刻的轰动效应 。

一位 昵称为
“

白

小刺
”

的网友走访河北霸州 、 江苏高邮 、 浙江湖州 、 陕西宝鸡 、 内蒙古鄂尔

多斯等地 ， 陆续拍摄了３ ２ 张各地地方政府豪华办公大楼的照片 ， 并将其上传

到 自 己 的个人网站 。 这些图片激起了人们对连年增长的行政经费的深切反思 。

作为对这一热点事件的 回应 ，
２ ０ １ ４ 年底 ， 中 央电视台在与 中纪委 、 宣传部合

拍的电视专题片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 中 ， 特别对部分地区 ， 尤其是部分

贫困县市的政府机构在
“

三公
”

经费上的铺张做点名批评 。 网络围观在制造

公共议题并激发社会反响方面的 巨大潜能 由此可见一斑 。



１ ８０ 中外文化与文论 （ ４ ２ ）

对每一位新媒体事件的亲历者而言 ， 围观不仅意味着观看人数和观看机

会的大幅度增长 ， 还暗示 了权力关系 的激进调整 。 在某种意义上 ， 围观可以

同 法 国 哲 学 家 福 柯 （ Ｍ 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 ｌ ｔ ） 笔 下 的
“

全 景 敞 视 监 狱
”

（Ｐａｎｏｐ ｔ ｉ ｃｏｎ ）
？ 相对应 。 在福柯的理论视域 中 ， 全景敞视监狱所奉行的是一

种
“

多数服从少数
”

的观看范式 ， 其 中 ， 少数人高高在上 的监控使一种泾渭

分明的等级秩序得以贯彻 ， 进而为一个现代规训社会的形成铺设了道路 。 新

媒体事件的兴起则强有力地打破了上述秩序 。 传播学家喻国 明提出 ， 新媒体

时代带来的是一种同全景敞视监狱大相径庭的
“

共景监狱
”

， 其最显著标志是

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个体的凝视 、 监管与约束 ：

“

人们不再一如既往地凝神聆听

管理者和传媒的声音 ， 人们在
‘

交头接耳
’

中沟通着彼此的信息 ， 设置着社

会的公共议程 ， 质询 ， 甚至嘲笑着处于公共视野之 中 的领导者或者媒体 。

”？

在新媒体事件中 ， 共景监狱的运作逻辑得到 了集 中而明确的演绎 ： 在全景敞

视监狱中无法观看的大批
“

被看者
”

获得了观看的权力 ， 从而有可能将过去

秘而不宣的人或事尽收眼底 ； 曾
一度居于瞭望塔顶端的居高临下的监视者 ，

则降格为无数人质询乃至审判的对象 。 上述局面无疑为 中 国媒介文化的既有

图景增添了深刻意义 。

在 ２ ０ １ ２ 年陕西
“

微笑局长
”

事件中 ， 围观式参与的力量得到 了淋漓尽致

的体现 。 ２ ０ １ ２ 年 ８ 月 ２ ６ 日 ， 延安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 ， 遇难人数达到 ３ ６

人 。 但在这一重大事故的现场 ， 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却露出 了不合时宜的

笑容 。 记录杨达才微笑表情的照片被上传到 网上后 ， 很快便招来了上千万网

民的竞相围观 ， 以及义愤填膺的声讨和谴责 。 不久以后 ， 便有 网友爆料 ， 杨

达才曾在不同场合佩戴多款价值不菲的手表 、 眼镜和腰带 ， 并附上照片 以资

证明 。 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 ，
２０ １ ２ 年 ８ 月 ３ ０ 日 ， 陕西省纪委正式做出 回应 ，

宣布对杨达才进行审查 。 ２ ０ １ ２ 年 ９ 月 ， 陕西省政府经研究决定 ， 撤销杨达才

安监局局长 、 书记职务 。 ２０ １ ３ 年 ９ 月 ， 陕西省 中级人 民法院宣布 ， 因受贿 、

①
“

全景敞视监狱
”

来源于英国功利主义者边沁 （ Ｊ ｅｒｅｍｙ
Ｂｅｎｔｈａｍ ） 的设想 ， 它的基本构造是 ：

一

幢巨大的环形建筑 ， 被分隔为无数狭小的 、 视野逼仄的 囚室 ， 每间囚室中关押着
一

名犯人 ， 在建筑

的 中心地带 ， 则高高耸立着
一

座瞭望塔 。 这样 ， 即使只有
一

个人驻守在塔楼顶部 ， 他也能轻易将所有

囚犯的一举
一

动尽收眼底 ， 而同时 ， 犯人们对塔上的情况却所知甚少 。 福柯认为 ， 全景敞视监狱
“

在

被囚禁者身上造成
一

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 ， 从而确保权力 自动地发挥作用
”

。 即是说 ， 由于犯

人们时刻都处于
一

种可能被监视的惶恐之中 ， 所以 ， 即使在看守者心不在焉甚至
“

缺席
”

的情况下 ，

他们也不得不在内心深处默认这种监视的持续存在 ， 不得不将外在 目光的胁迫转化为内在的 屈服与顺

从 。 在福柯看来 ， 全景敞视监狱所蕴含的观看模式已潜移默化地渗入了人类 日 常生活的每
一

根毛细血

管 ， 并
“

注定要传遍整个社会机体
”

。 参见米歇尔 ？ 福柯 ： 《规训与惩罚 ： 监狱的诞生 》 ， 刘北成等译 ，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２ １ ９
—

２ ５ ６ 页 。

② 喻国明 ： 《媒体变革 ： 从
“

全景监狱
”

到
“

共景监狱
”

》 ， 《人民论坛 ２ ００ ９ 年第 １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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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重大经济问题 ， 判处杨达才有期徒刑 １ ４ 年 。 纵观整个事

件的经过 ， 不难发现 ， 新媒体事件中 的 围观绝不是简单的起哄和
“

看笑话
”

，

而是蕴含着积极的社会建构力量 。 正是在围观的强大威慑下 ，

“

权力 的秘密性

及政治场面的神秘性完全暴露出来
”？

， 公民对信息对等的需要 、 对社会正义

的要求也相应得到了满足 。

当然 ， 围观行为并非没有缺点 。 如前所述 ， 网络空 间是一个虚拟场域 ，

围观者的真实身份被掩盖 。 这一方面有助于他们摆脱现实约束而畅所欲言 ，

另一方面 ， 又使他们缺乏责任感 ， 不对 自 己 的言论负责 。 对此 ， 胡泳有较清

晰的认识 。 他强调指出 ， 正因为在网络文化中人们不必为 自 己说过的话负责 ，

所以在论辩与争鸣 中 ， 胜出 的往往是更尖刻 、 刺耳 ， 而非更理性 、 克制 的声

音 。

？ 同时 ， 在热闹非凡的 围观中 ， 个体私人空 间亦遭到 了 隐性的蚕食与侵

蚀 。 施沃恩等人 （ＡｎｎｅＳｃｈｗａｎ ） 基于对福柯文本 的重读 ， 揭示 了规训权力

（ ｄ ｉ ｓ ｃ ｉｐ ｌ ｉｎａｒｙｐｏｗｅｒ ） 与新兴社交媒介的微妙关联 ：

“

在现代规训体系 中 ， 我们

可以说 ， 被标记为拥有一个身份 ， 是丧失权力 的一个征兆 。

……在互联 网上 ，

人们展现出 自 己 的好恶 ， 这难道不会招致他人对我们的评判与隐性规约 ？ 通

过对我们的个性加 以公开展览和持续记录 ， 我们难道就不会使 自 己 身 陷 囚

笼 ？

”？ 诚然 ， 人们在享受互联网带来的快感的同时 ， 极有可能在不知不觉间

将 自 己 的动机与诉求暴露于
“

全知全能
”

的 电脑数据库之中 ， 从而再度面临

一个数码版本的全景敞视监狱的威胁 。

？
由此足见 ， 新媒体所引发的围观还停

留于偶然 、 随意 、 无秩序的状态 ， 成熟 、 健全的公民参与意识远未形成 。

三 、 从公众参与到
“

公共领域
”

在声势浩大的公众参与 中 ， 新媒体事件 已 自 然而然地指 向
“

公共领域
”

（ ｐｕｂ ｌ ｉ ｃｓｐｈｅｒｅ ） 的建构 。 按照哈贝 马斯 （ Ｊ ｌｉｒｇｅｎＨ ａｂｅ ｒｍａｓ ） 的理解 ， 公共领

①彼得 ？ 科斯洛夫斯基 ： 《后现代文化 ： 技术发展 的社会文化后果 》 ， 毛怡红译 ， 中央编译出版

社 ， ２０ １ １ 年 ， 第 ４ ７ 页 。

② 参见胡泳 ： 《 网络政治 ： 当代中 国社会与传媒的行动选择 》 ，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４ 年 ，

第 ３ ６ 页 。

？Ａｎｎ ｅＳｃｈｗａｎ ｔＳｔ ｅｐｈｅｎ Ｓｈａｐ ｉ ｒｏ ？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ａｄ Ｆｏｕｃａ ｕ ｌｔｓ
＾

Ｄｉ ｓｃ ｉｐ ｌ ｉｎｅａｎｄＰｕｎ ｉ ｓｈ
＊ ＊

．Ｌｏｎｄｏｎ ：

Ｐ 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 ｓ ，２０ １ １ ，ｐ
． １ ２ ７ ．

④ 美国媒介批评家安德鲁 ？ 基恩 （ＡｎｄｒｅｗＫｅｅｎ ） 谈道 ，

一位渴望婚外情的 少妇在尝试出轨前

曾在互联网上寻求帮助并倾吐 自 己的苦闷 ， 而正是通过其捜索引擎所留存的记录 ， 她的哪怕是最难以

启齿的隐私都有可能被他人纵览无余 。 在网络围观中 ， 上述状况将有过之而无不及 。 参见安德鲁 ？ 基

恩 ： 《网民的狂欢 ： 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 》 ， 丁德良译 ， 南海出版公司 ， ２０ １ ０ 年 ， 第 １ ６ ３
－

１ ６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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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是一个介乎国家和市 民社会之间 的相对独立的存在 ， 在这个松散而 自 足的

空间 中 ， 作为个体的公民
“

可以 自 由地集合和组合 ， 可 以 自 由 地表达和公开

他们的意见
”？

， 进而围绕某些社会公共议题展开论辩 、 沟通与协商 。 众所周

知 ， 在传统的舆论场中 ， 自 上而下和 自 下而上这两条渠道是不平衡的 ： 位于

顶端的官方媒体主导话语 ， 它们 以维护社会稳定和意识形态安全为 目 标 ， 担

当国家意志的代言人 ； 位于底部的广大民众则被隔离在舆论中心之外 ， 无法

获取倾诉与表达的权利 。

？ 依托得天独厚的技术条件 ， 新媒体不仅反转了主流

传媒中
“
一对多

”

的单向传播模式 ， 亦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了隐含其中 的封闭 、

凝固 、 滞重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 向 ， 为大众提供 了分享观点 、 交换信息乃至

展开争鸣的广阔平台 。 由 此看来 ， 新媒体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 了公共领

域的潜质与发展可能 。

当然 ， 较之当前文化研究关于网络与公共领域的讨论？
， 新媒体事件在 向

公共领域的趋近中 ， 体现 出一些个性化的 内涵和 品质 。 其最鲜 明 的表现在于
“

形象
”

（ ｉｍａｇｅ ） 的核心地位 。 法 国哲学家维利里奥 （ Ｐａｕ ｌＶ ｉｒ ｉ ｌ ｉｏ ） 宣称 ， 在

高度视觉化的 当代社会中 ， 形象 已压倒物质空 间 的实在性 ， 体现出汇聚公众

意志的强大力量 ，

“

如今的林荫大道和公共广场 已经被电视屏幕和电子显示屏

所超越
”？

。 落实到新媒体事件中 ， 形象同样是难 以替代的枢纽 ， 它不仅以别

具一格的形式吸引 眼球 ， 同时也刺激无数人各抒 己见 ， 由此逐渐构筑起一个

类似公共领域的独特存在 。 在此基础上 ， 借助不 同于语言文字的 ， 直观 、 质

朴 、 生动的视觉表现形式 ， 新媒体事件还恰到好处地触动 了人类心灵中敏感

而柔弱的部分 ， 契合 了每一个普通人最真切 、 细腻的文化定位与 自 我想象 。

因此 ， 新媒体事件的公共性也就不完全等同于精英主义视域中纯粹的理性思

辨 ， 而是掺杂着丰富的情感体验以及难以穷尽的感受 、 想象与纷争 。 英国学

①尤根 ？ 哈贝马斯 ： 《公共领域 》 ， 汪晖译 ， 见汪晖等主编 ， 《文化与公共性 》 ， 生活 ？ 读书 ？ 新

知三联书店 ， ２００ ５ 年 ， 第 １ ２ ５ 页 。

② 参见祁林 ： 《喉舌与专业主义——报纸新闻探微 》 ， 见周宪 、 刘康主编 ， 《 中国 当代传媒文化研

究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年 ， 第 ２ １ ２ ２４７ 页 。

③ 英国学者巴克 （ Ｃｈｒ ｉ ｓ Ｂａｒｋｅｒ ） 相信 ， 网络时代所昭示的 ， 是
一

个不受任何外在力量干预的 ，

自 由 、 开放 、 独立的新的公共领域 ， 它的出现
“

将使扩大公共民主的彻底分散和互动的沟通形式成为

可能
”

。 上述看法基本上代表了现今文化研究者对所谓
“

网络公共领域
”

的最普遍理解 。 参见克里斯 ？

巴克 ： 《文化研究 ： 理论与实践 》 ， 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第 ３ ４ １ 页 。

④ 保罗 ？ 维利里奥 ： 《视觉机器 》 ， 张新木等译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４ 年 ， 第 １ ２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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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麦克盖恩 （ Ｊ ｉｍＭｃＧｕ ｉｇａｎ ） 所憧憬 的
“

文化公共领域
”

 （ 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ｌｐｕｂ ｌ ｉ ｃ

ｓｐｈｅ ｒｅ ）
① 随之显露端倪 。

在新媒体事件与公共领域的相互指涉中 ， 公民 的主体性建构呈现 出某些

新的面貌 。 周宪认为 ， 当前中 国 的媒介文化已陷人
“

政治需要
”

和
“

娱乐要

求
”

相分离的诡异格局 。 其中前者多着眼于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 目标 ， 对任

何同政治有关的 内容都严格控制并慎重审査 ； 后者始终 以商业消费主义为宗

旨 ， 强调一切媒介话语只要与政治无涉 ， 便可 以纵情娱乐 ， 哪怕
“

娱乐至死
”

也在所不惜 。 上述分化的最直接后果 ， 便是公 民政治热情的冷却 以及对社会

公共问题的淡漠 。

＠ 在此 ， 新媒体事件无疑激活 了人们 的 当下意识与社会关

怀 。 基于接受者对相关影像或信息 的积极 回应 ， 曾经沉默失语的公众真正进

人了舆论中心 ， 不仅能够以集体话语的形态围绕特定议题展开讨论 ， 更有机

会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并督促有关部门落实政策 ， 从而声援弱者 、 揭露真相

或惩恶扬善 。 在近年来广受好评的
“

微博打拐
”

行动 中 ， 无数热心 网 民在微

博上发布行乞儿童照片 ， 有力呼应了公安部对被拐儿童的寻找 。 在 ２ ００ ７ 年轰

动全国的陕西
“

华南虎事件
”

中 ， 人们更是主动聚集在各大网络论坛 ， 对虎

照的可疑之处做不厌其烦 的分析 、 推敲和求证 ， 不仅发现 了 大量
“

周 老虎
”

造假的可靠证据 ， 亦传递 了公民对知情权 、 监督权以及 自 由表达权的热切呼

唤 。 此外 ， 依凭其开放 、 多元 、 包容的视觉表现形式 ， 新媒体还
“

在交互作

用的参与者之间促发了一种连贯性
”？

， 使来 自 天南海北的人们在对特定形象

的处理过程 中产生情感上 的契合 ， 进而形成强烈的精神共鸣与身份认同 。 概

言之 ， 新媒体唤醒了公众的 巨大潜能 ， 而公民意愿的表达又反过来推动 了这

种媒介的不断演进与扩张 。

然而 ， 从根本上看 ， 新媒体所整合并塑造 的 ， 只不过是一个带有公共领

域特点的虚拟场域 ， 隐含其中 的仍然是大量难 以遮掩的局限和偏颇 。 首先 ，

在新媒体事件开放 、 民主 、 平等的表象下 ， 潜藏着一条难以逾越的
“

数字鸿

沟
”

（ ｄ ｉｇ ｉ ｔａ ｌｄ ｉｖｉｄｅ ） 。 换言之 ， 人们只有拥有一定的经济 、 文化 、 技术资源 ，

①麦克盖恩所强调的文化公共领域 ， 主要突出 当代媒介文化 （尤其是网络文化 ） 在生产 、 流通

与消费中所凝聚的情感 、 想象 、 梦幻 、 直觉 、 欲望等形而下的非理性因素 。 这些非理性因素有助于弥

补传统公共领域过度理性化的缺点 ， 使其呈现出更丰满的面貌 。 可以说 ， 新媒体事件恰恰呼应并践履

了麦氏的理论构想 。 Ｓｅ ｅ Ｊ ｉｍＭｃＧｕ ｉｇａｎ ，

“

ＴｈｅＣｕ ｌ ｔ ｕ ｒａ ｌＰｕｂ ｌ ｉ ｃＳｐｈ ｅ ｒｅ／
’

ＥＭ ｒｏｆｅａｎＪ ｏ ｕｍａ ／ｏ／ Ｃ ｉ／＂ ｕｒａ ／

Ｓｔ ｕｄ ｉｅｓ ，２ ０ ０ ５ ，Ｖｏ ｌ ． ８
，Ｎｏ ． ４ ？ｐｐ ． ４ ２ ７

—

４ ４３ ．

② 参见周宪 ： 《 当代中 国传媒文化的景观变迁 》 ， 《文艺研究 》 ， ２０ １ ０ 年第 ７ 期 。

③Ｇ ｌ ｙｎＤａｖ ｉ ｓ ，

“

ＦｒｏｍＭａ ｓ ｓＭｅｄ ｉ ａ ｔ ｏＣｙｂｅ ｒｃ ｕ ｌ ｔ ｕ ｒｅ

”

，
ｉ ｎＭａ ｔ ｔ ｈｅｗＲａｍｐ ｌ ｅｙ ，

ｅｄ ． ， Ｅｊｃ
／

ｊ ／ｏｒｆｗｇ

＊

Ｖｉ ｓｕａ ｌＣｕ ｌ ｔｕ ｒｅ ：Ｄｅｆｉｎ ｉ ｔ ｉｏｎ ？Ｃｏｎ ｃｅｐ ｔ ｓ ，Ｃｏｎ ｔ ｅｘ ｔ ｓ ．Ｅｄ ｉｎｂｕ ｒｇｈ ：Ｅｄ ｉｎｂｕ ｒｇｈ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ｙＰ ｒｅｓ ｓ ，２ ００ ５ ，

ｐ
． ６ ４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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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资格参与多样的新媒体事件 ， 而那些不具备相关技术储备或知识积淀 ，

不符合
“

准人标准
”

的人群 ， 则无法获得参与机会 。 其次 ， 在新媒体对公众

参与的激发中 ， 同样存在着话语权不对等的 问题 。 互联网所构筑的 ， 是一座

复杂的
“

交叉小径的花园
”

， 在这个扑朔迷离的空间 中 ， 海量的视觉信息无限

堆积 、 叠加 、 蔓延 ， 常常使观看者迷失于形象的汪洋 中而失去了方 向 。 在这

样的情势下 ， 少数掌握更多信息的
“

舆论领袖
”

很容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

实现对舆论的操控 。 如此一来 ， 在新媒体事件中 ， 貌似充满生机的多声部合

唱就被一个独断专行的
“

大我
”

所取代 ， 而陷人传播学上著名 的
“

沉默的螺

旋
”

（ ｔｈｅｓｐ ｉｒａｌｏｆｓｃ ｉｅｎｃｅ ）
？

。 再次 ， 网络空间是一个信息更迭极度频繁的场

域 ， 无数视觉资源在其中 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切换 ， 因而 ， 人们所获取的多半

是肤浅的感观体验 ， 他们就如 同
“
一个摩托快艇手 ， 贴着水面呼啸而过

”？
，

很难进行持续的 、 有深度的探究 。 具体说来 ， 观看者在面对某一类视觉资源

时 ， 往往会爆发出极大的参与热情 ， 但一段时间过后便兴味索然 ， 转而追逐

下一个视觉焦点 。 综上 ， 新媒体事件依然同哈贝 马斯理想中的 以理性 、 真理 、

自 由为飯依的公共领域相去甚远 ， 而这样的公共领域的建构无疑是一项充满

挑战的规划 。

？

作者简介 ：

庞弘 ， 博士 ， 四川 师范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 ， 主要研究方 向 为西方文论和 视觉文化

理论 。

①这一命题的提出者是德国传播学家诺依曼 （ Ｅ ｌ ｉ ｓ ａｂ ｅｔ ｈＮｏｅ ｌ ｌ ｅ Ｎｅｕｍａｎｎ ） 。 诺依曼认为 ， 在特

定观念或信息的传播中 ， 通常存在着
一

种根深蒂固的从众心理 ： 当人们的意见得到旁人的青睐和认可

时 ， 他们往往会表现出超凡的主动性与 自信心 ， 并不遗余力地扩散这种观点 ； 当人们的意见 （即使是

正确意见 ） 在群体内部无法得到响应时 ， 他们则多半变得瞻前顾后 、 谨小慎微 ， 甚至不惜放弃原有立

场而支持那些流行的错误见解 。 这样 ， 在公共舆论的形成中 ， 便出现了某
一

种声音愈发强势 ， 而另
一

种声音则不断消退的
“

螺旋式
”

的进程 。 类似的现象在新媒体事件中常常出现 。 参见伊丽莎 白 ？ 诺尔
＿

诺依曼 ： 《沉默的螺旋 ： 舆论一我们的皮肤 》 ， 董璐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② 尼古拉斯 ？ 卡尔 ： 《浅薄 ： 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 》 ， 刘纯毅译 ， 中信出版社 ， ２０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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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正因为如此 ， 才会有学者认 为 ， 新媒体所塑造 的其实是
一

个可 以随意进出 的
“

公共空间
”

（ ｐｕｂ ｌ ｉ ｃ ｓｐａｃｅ ） ， 它无法与 哈 贝 马斯意 义 上 以理性和批判 为 旨 归 的 公共领域相 提 并论 。 Ｓｅｅ Ｚ ｉＺ ｉ

Ｐａｐａｃｈａ ｒ ｉ ｓｓ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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