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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众妙之门：中国互联网事件研究》是国内首部系统研究互联网事件的著作，回顾总结了中国互
联网公共事件18年的发展历程，对个案事件进行了事件与社会、媒体、技术和观念之间的多关系分析
，提出了“信息羊”、“事件与观念互塑”、“个人性与公共性共构”等观点；同时，在分析互联网
多元价值的基础上对如何建设未来网络公民社会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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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智斌，1969年生，江西人。
南昌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南昌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
研究员。
主讲传播学、受众研究、新媒体实务等课程，出版《中国发展传播学（江西卷）》、《飘在网海》等
著作4部，近年来发表新闻传播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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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网络事件与网民的关系 在中国，网络媒体特别是主流新闻网站担负着党和政
府与公众沟通的重要平台作用，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高度重视网络媒体和网民舆论。
的确，作为社会公众突出代表的网民在重大公共事件中日益发挥着复杂而重要的作用。
 1.围观者和言说者 网民是网络事件中最基本的行动者，关注、品评事件是其最基本的参与方式。
在汶川地震期间，人民网、新华网和新浪、搜狐等八家网站的有关新闻的点击量高达116亿次，跟帖量
达1063万条，而通过论坛、IM、博客、播客等方式扩散的地震信息则浩如烟海。
在新浪、搜狐和网易三大门户网站，网民博客发表的有关抗震救灾文章总数超过233万篇，点击量
达23.6亿次，跟帖量高达6132亿条；论坛发布帖文149万条，点击量2.3亿次，跟帖量760万条，可见网民
参与事件之热烈。
这些网民活动极大地扩展了网络媒体报道的样式，向人们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信息，有助于更全面
地掌握地震与救灾的真实情况，网民的参与本身就是事件的影响力。
 2.亲历者和推动者 网民也是事件的亲历者。
这种“亲历”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见证、围观和言说事件的行为，这些行为本身既是源事件的延伸
发展，也是网络事件构成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事件的主要事实；二是网民具体进入事件本身的进程之
中，比如发起线上线下的援助救助、开展真相调查等等，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网络事件。
也就是说，通过互联网这个特殊的时空与交流平台，网民以参与事件传播、介人事件发展过程的方式
成为事件的亲历者和推动者。
 3.报道者和讲述者 2005年以来，随着博客的大众化，播客、视频分享的流行，尤其是2009年以来微博
在国内第二轮爆发与普及，自媒体、私媒体、草根媒体、公民媒体、独立媒体、参与式媒体等新概念
不断出现，普通个人得以更方便且深入地亲身参与到公共事件当中。
人即媒体，人人拥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编辑，这就是Web2.0环境下网络传播的一个基本现实。
 汶川地震期间，不少身处灾区的地震亲历者、家乡在灾区而身处外地的网民，或参与现场救援救助行
动的人（包括名人、记者、医护人员、心理专家和大量的民间志愿者），以及其他有特殊信源的网民
，事实上都成为事件的报道者、内幕的曝料者和灾区故事的讲述者，为人们提供了及时、丰富和鲜活
的第一手现场信息，发挥了草根记者的积极作用，有的网民还以自身专业知识承担了“意见领袖”的
作用。
有人对此评价说，中国互联网展开了一场Web2.0式的抗震救灾。
今后，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进一步普及，草根媒体将在热点事件报道中有更加突出的表现。
 4.当事人 如今，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百姓都成为网民，任何个人都可能因为自身的特殊经历、特异言行
或隐私、丑闻等，不经意问就成为网络事件的主角。
例如2006年女子虐猫、2008年姜岩发表死亡博客、2009年王帅发帖被捕和杭州飙车案，以及2011年在新
浪微博上某网民直播自杀、郭美美炫富等，无不是典型。
值得指出的是，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因不当言行成为负面事件的当事人，例如2011年某官员在微博
上闹出的“开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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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众妙之门:中国互联网事件研究》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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