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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4年4月20日，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一书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中国实现了与互联网（Intemet）
的全功能连接，从而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互联网的国家。
　　互联网刚登陆中国的时候，对寻常百姓而言，它还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
面对昂贵的电脑价格和上网费用，多数人只能把它当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水中月、镜中花。
即便是少数使用者，面对缓慢的网速和单调的功能也总是牢骚满腹、怨言有加。
十几年来，互联网在中国实现了超常规的发展，如今，当人们看到寻常百姓习以为常地敲打着键盘抒
发情怀的时候，当人们听到普通网民海阔天空地纵论国内大事和国际风云的时候，我们可以深切地感
受到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毫无疑问，互联网正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互联网的登陆和市场经济改革是20世纪末中国最有影响的两件大事，如果说，市场经济改革冲破
了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藩篱和“姓资”、“姓社”的思想束缚，为中国补上了“市场经济”这一
传统课程的话。
那么，互联网的登陆则极大地加快了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迈进的步伐，为中国
补上了“信息化”这一现代课程。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舆论引导与和谐论坛建设>>

内容概要

《网络舆论引导与和谐论坛建设》是以“网络牢骚”为切入点。
导入构建“和谐中文网络论坛”这一核心命题的。
为了切实做好研究，作者选择了强国论坛、天涯社区、凯迪网络、中国改革论坛、乌有之乡、毛泽东
旗帜网、天涯论剑（人民网海南视窗的论坛，现更名“海之南社区”）、上饶之窗（市级）、鹤舞论
坛（县级）等一些网络论坛作为长期的观察点，同时也兼顾了其他一些知名网络论坛。
从选点来看，作者既关注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论坛，也关注具有地方性影响的小论坛；既关注政府和
传统媒体的网络论坛。
也关注一些商业化运作的民间论坛；既关注整体观点较为激进的论坛，也关注整体观点较为保守的论
坛。
为了更好地实现与网民的互动，作者还先后以“田野”为网名在上饶之窗担任过“献策建言”的栏目
版主（现为该论坛的荣誉版主），又以“天意”为网名在天涯论剑担任过“新海口论坛”的栏目版主
，这种长期观察和担任版主的实践为本书的创作提供了实践经验和鲜活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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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天意，男，1964年生，江西鄱阳人。
1986年毕业于江西大学哲学系。
1986-2003年，在中共上饶市委党校工作，现任中共海口市委党校副校长。
主要研究领域：社会学、政治学。

    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项；参与国际合作项目研究3项；作为主要参加级重大课题多项。
出版专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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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导论　第一章　网络舆论研究综述    一、引言    二、牢骚与网络牢骚的研究    三、互联网
与中文网络论坛的研究    四、结语　第二章　互联网对中国的影响与挑战    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
程    二、互联网对中国的全方位影响    三、网络时代与中国面临的挑战　第三章　中文网络论坛的发
展    一、中文网络论坛的发展历程    二、中文网络论坛的分类    三、中文网络论坛的特点    四、中文网
络论坛的主要功能　　五、中文网络论坛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  网络舆论的现状及引　第四章
　网络舆论：概念特征、变迁历程及生成逻辑    一、舆论的概念及特征    二、网络舆论的概念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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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舆论：功能、社会影响及引导    一、网络舆论的功能    二、网络舆论的社会影响      三、网络舆
论的引导　第六章　网络牢骚：定义、类型及特征    一、网络牢骚的定义、类型    二、网络牢骚的基
本特征    三、网络牢骚的社会效应　第七章　网络牢骚：宣泄方式、逻辑归宿及应对策略      一、网络
牢骚的宣泄方式    二、网络牢骚的逻辑归宿    三、应对网络牢骚的策略　第八章　网络恶搞    一、网
络恶搞的出现及盛行    二、网络恶搞的类型和基本特征    三、网络恶搞流行的心理分析    四、网络恶
搞所带来的挑战    五、网络搞笑的边界规范　第九章　网络牢骚与网络恶搞的现实根源    一、生存危
机导致的社会不满情绪-    二、分配差距导致的社会不满情绪    三、安全危机导致的社会不满情绪    四
、政策不当导致的社会不满情绪    五、腐败现象导致的社会不满情绪    六、强势人群的霸气导致的社
会不满情绪第三部分　和谐中文网络论坛建设　第十章　构建和谐中文网络论坛的理论框架    一、网
络论坛——世纪之交兴起的公共话语空间      二、构建和谐中文网络论坛的理论框架　第十一章　构建
和谐中文网络论坛的现实路径    一、和谐中文网络论坛的共建力量      二、构建和谐中文网络论坛的运
行机制    三、构建和谐中文网络论坛的保障措施　第十二章　构建和谐中文网络论坛的实践探索    一
、网民互动教育的实践探索    二、网络伦理建设的实践探索　　三、网络执法的实践探索    四、“四
个结合”　第十三章　构建和谐中文网络论坛的意见和建议    一、高度重视中文网络论坛对中国现代
化进程中的重大作用    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化网络舆论的正面引导    三、加强网络法
制建设，强化对网络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    四、抓好四支队伍建设，形成网络公共治理的骨干力量      
五、加强主流网络论坛建设，形成一批健康向上的网络言论主阵地附录：“桉树之争”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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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导论　　第一章　网络舆论研究综述　　一、引言　　1994年4月，当人们以一种好奇
的目光看待互联网在中国登陆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至2006年7月，中国
上网计算机总数达5450万台，上网用户总人数达12300万人，网站总数达78.84万个。
而且，这些数字还在无时无刻地发生变化。
难怪有人惊叹：“10年来，互联网在中国得到了爆炸式的大发展，并将中国社会进一步引入网络时代
”。
　　互联网被人们称为第四媒体，它与报刊、广播、电视登陆中国一样，得到了国人喜爱。
所不同的是，互联网的登陆突破了传统媒体在交流和传播方面的种种限制，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公众的
表达渠道，使公共话语空间的容量变得越来越大，交流变得越来越便捷，话语变得越来越开放。
随之而来的是，它也使社会舆论变得越来越呈现出多样性。
对中国而言，互联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些敏锐的学者试图从不同视角来解读这一新生事物，分别
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现代传媒学等视角对互联网进行了跟踪研究，也取得了一些初步
成果。
本课题重点关注网络世界中的互动交流平台——网络论坛，这个千年之交在中国雨后春笋般地诞生，
且使众多网民魂牵梦绕的公共话语空间。
据《第十八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论坛?BBS?讨论　　组”已成为中国互联网中最
为热门的服务项目之一，12300万网民中，经常上网络论坛的占网民总数的43.2％，人数约达5313.6万
。
而且，这个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不断增加。
可以断言：“网民”——这将是新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过程中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一个群体。
　　在网络论坛，网民充分展示了日益强烈的表达欲望和参与意识，这也使网络舆论越来越具有影响
力。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以网络论坛为主阵地的网络舆论将会成为社会舆论的主
要表现形式，其影响将会超过任何一种传统媒体。
近些年来，网络论坛的发展日新月异，但也面临诸多问题，特别是随着各种网络牢骚铺天盖地而来，
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充斥网络论坛，不禁让人经常思考这样几个问题：我们到底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
应对复杂多样的网络言论、行为及其影响？
网络牢骚和网民的不满情绪需不需要疏导和控制？
构建和谐中文网络论坛究竟有没有必要？
有没有可能？
等等，这些疑问也驱使笔者构思了本课题的基本框架。
本课题的研究主题是“网络舆论的引导与和谐中文网络论坛的构建”，而切入点却是从纷繁的网络牢
骚及各种各样的网络社会问题开始的。
　　可以这么说，“牢骚”与“中文网络论坛”本属于两个不同的研究范畴，但在互联网尤其是网络
论坛的发展过程中，两者却又是如此息息相关。
目前，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把“牢骚”与“中文网络论坛”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还比较鲜见。
在笔者于2004年12月正式发表《网络牢骚的疏导及控制》（《红旗文稿》2004年第24期）之前，搜遍
各类学术期刊和互联网中文网页，“网络牢骚”与“和谐中文网络论坛”的概念并没有出现。
当然，学者们关于“牢骚”、“网络舆论”和“网络论坛”等领域相关或相近的前期研究还是不少的
，也积累了一些成果。
尤其是近两年，网络牢骚开始成为人们常常提及的话题，有的网站还专门推出了“牢骚怪论”栏目，
并出现了不少有关网络牢骚的话题，这些都为本课题的深人研究提供了支持和借鉴。
　　二、牢骚与网络牢骚的研究　　作为一种突出的社会心理现象，“牢骚”早已为人们所关注，一
些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从不同的视角对此进行过研究。
心理学家偏重从个人的视角来解读“个体牢骚”，即从人的心理特征和内在动机来考究“牢骚”层次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舆论引导与和谐论坛建设>>

、特点、强度以及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影响；社会学家则偏重从社会整体这个视角来解读“群体牢骚”
，探究“群体牢骚”的表现形式、社会根源、宣泄方式以及“群体牢骚”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一）从心理学视角对“牢骚”的研究　　从心理学视角研究“牢骚”的学者，最著名的莫过于
“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马斯洛（Abraham h.maslow）了，他用动机理论来解读人类的“牢骚”，认
为牢骚的水平，即一个人的需要、渴望、希望的水平，可以用来表示他生活的动机层次。
马斯洛还以人的需求层次及满足程度为标准将牢骚区分为“低级牢骚”、“高级牢骚”和“超级牢骚
”。
他认为：“低级牢骚”属于缺乏最低层次的基本需要（如贫困、甚至纯粹的饥饿）而至的牢骚；“高
级牢骚”属于在尊严、自发性、自我尊重、他人尊重，还包括价值感、获得赞扬或奖赏的感情以及成
就和荣誉等等方面的不满足而至的牢骚；“超级牢骚”属于更高的一个层次，倾向于自我实现的生活
里保持的超越性动机，如对于完善、正义、美、真以及其他类似东西的超越性需要而至的牢骚。
在马斯洛看来，人类将总是抱怨，因为社会发展和人的自我实现不可能尽善尽美，所以人的“牢骚”
只有水平高低之分，但决不会中止和消失，牢骚的层次越高，说明社会越发展越进步了。
他认为：人们决不应期待牢骚的中止，只应期待它们会变得越来越高级，也就是说，这些牢骚将从低
级牢骚发展到高级牢骚，然后再从高级牢骚发展到超级牢骚。
马斯洛对“牢骚”的解读启发了人们对“人”自身的关心，使人们渐渐以一种理解而不是指责的心态
来对待形形色色的牢骚。
其相关理论也成了研究“牢骚”的经典，得到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国内学者王树茂对“牢骚”也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他主要从“人在遭受挫折后消极反应行为
模式”的视角进行研究，王树茂指出，人在受到挫折后消极反应的规律是：受到挫折—一心理痛苦一
行为偏离，在这个反应过程中，牢骚也就产生了。
在揭示牢骚心理根源的同时，他对“牢骚”的特点进行探究和归纳，并指出“牢骚”具有指向性、自
发性、情绪性、辐射性和偏激性等五个特点。
此外，国内还有些学者从生理的视角对“牢骚”（或情绪）与人的身心健康的关系进行研究，如孟昭
兰、韩德俊等就特别强调对牢骚和不良情绪心理调适的重要性，他们强调：“情绪的自我调节是促进
心理健康的重要方式之一，调节的方式包括控制调节、预期调节和探索性调节”。
（二）从社会学视角对“牢骚”的研究　　社会学家偏重从“群体牢骚”的视角来研究牢骚，他们更
关心的是“群体牢骚”对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影响。
在这类研究中，有两种研究方向值得关注：　　1.立足“社会稳定”的视角研究“社会不满情绪”。
在这一方面，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和笔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孙立平教授在《机制与逻辑：关于中国社会稳定的研究》一文中对“苦难——不满——抗拒意识——
抗拒行为”的逻辑关系进行过分析。
他在肯定一些学者对不满情绪来源分析的同时，却不同意有些学者对“不满”情绪必然导致社会抗拒
意识和抗拒行为的逻辑分析，也不认同一些人对中国社会稳定形势的悲观估计。
孙立平教授认为，“牢骚”或“不满”并不必然导致抗拒意识和抗拒行为，并提出了“腐败很难成为
社会动荡的直接动因”的观点。
他指出：“现实的社会中存在许多让人不满的因素，但与形成现实的不满情绪是两回事；而形成现实
的抗拒意识和抗拒行为就涉及更多的因素”。
在此基础上，他得出了“苦难——外部归因与不满情绪——抗拒意识的形成——现实的抗拒行为”和
“苦难——自我归因与默认——抗拒意识难以形成——无抗拒行为”两个基本结论。
　　笔者则对社会不满情绪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进行了探究，侧重分析了不满情绪的三种宣泄方式：“
牢骚式宣泄、背逆式宣泄和暴力式宣泄”。
指出：牢骚式宣泄是社会不满情绪最基本、也是最直接的表现方式，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满，牢
骚式宣泄都伴随着它的始终；背逆式宣泄是指由社会不满情绪导致的人们行为方式的背逆，这种背逆
行为往往违背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纪律等社会行为规范和公共道德准则；暴力式宣泄是指用各
种暴力手段来排泄心中的不满情绪，它是社会不满情绪最为剧烈、也是破坏性最大的表现形式。
并分析了这三种宣泄方式对现实社会稳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疏导和控制社会不满情绪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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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路径。
　　2.就“社会牢骚”的命题展开的研究。
这类研究与上述对“不满隋绪与社会稳定关系的研究”有相通之处，两者都关注不满情绪或“牢骚”
的现实社会根源及其危害。
两者有所不同的是，在就“社会牢骚”命题展开的研究中，更加突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对
“牢骚”进行定义。
如邵道生和周毅等对“牢骚”提出了一种与辞海中有所区别的定义：“牢骚指的是一个人在受挫折时
的一种抑郁不平的精神宣泄”。
对此，笔者并不认同（将在第六章：网络牢骚中具体论说）。
二是对“社会牢骚”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概括。
邵道生把“社会牢骚”看做是五种“旧的，落后的病态心理”之一，他对其表现形式做了这样的概括
：“发牢骚的方式方法还很有‘特色’：顺口溜、歌谣、怪话、打油诗来宣泄自己内心的不满”。
并侧重分析了社会牢骚的危害性。
此外，丁立平（2001）、柳伍氏（2005）等也对“社会牢骚”的内涵及表现形式做了相似的概括；三
是对“社会牢骚”类型、特征等方面进行探讨。
丁立平在研究“牢骚”从个体到群体发展时，对个体“牢骚”的时效、强度及发展趋势，对“群体牢
骚”中的“真从众牢骚”和“假从众牢骚”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解说。
在他看来，社会主流牢骚必有其积极意义，同时牢骚对个体和群体的负面作用也很明显。
因此，他主张提升牢骚的水平以达到个人与社会发展的提升，这种分析与马斯洛的思路有相通之处。
四是就如何看待“社会牢骚”的社会效应及主流社会如何对待“社会牢骚”进行了分析。
如李中民（2001）提出“领导者要把牢骚当成一面镜子”，毛政相（2002）提出“正确认识和对待群
体牢骚”，蔡朝阳提出“辩证对待牢骚”等等，他们从不同侧面分析了“社会牢骚”正、负两个方面
的效应，并阐述了正确面对“牢骚”的重要意义。
（三）“网络牢骚”的初步探究有关“牢骚”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研究积累了一定的前期成果，
但这些研究多数还局限于口头牢骚和传统媒体这个视角。
那么，牢骚是怎样向互联网的论坛渗透的？
网络牢骚的表象、特征和根源是什么？
它有什么特点与社会效应？
网络牢骚需不需要疏导和控制？
能不能疏导和控制？
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国内外还很少有人直接提出。
2004年12月，笔者第一次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网络牢骚”的概念，指出：“网络牢骚是一种
以网络为载体的不良社会心理现象，是网民抑郁不平的情感在网络中的抒发，是不满情绪在网络中的
宣泄”。
并以“牢骚”的内容为标准对“网络牢骚”进行了初步分类，将其概括为网络政治牢骚、网络社会牢
骚、网络文化牢骚、网络生活牢骚等四种类型，亦侧重对网络牢骚的偏执性、发散性和破坏性等特点
进行了初步分析，同时也提出了疏导、控制“网络牢骚”具体路径。
此后，王献伟、程红卫二人合作在《政工学刊》2005年第8期发表了一篇《网络牢骚对官兵的影响及其
对策》，和笔者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并把网络牢骚与军营的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进行了论述。
以上是当时各类公开刊物关于“网络牢骚”最早发表的两篇论文。
当然，与此相近的研究还是较多的，众多的学者也都关注到了网络中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和网络病态
，并对如何做好网络舆论的引导工作进行过探讨。
　　三、互联网与中文网络论坛的研究　　互联网的前身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防部的阿帕网，20世
纪90年代以前，网络的使用仅限于政府机构、大学及与从事计算机研究的相关组织，1992年万维网在
美国得到广泛应用后，互联网才渐渐风靡全世界。
互联网正式登陆中国始于1994年4月，至1999年以后在国内开始普及。
　　互联网诞生后，随即出现了一种令人瞩目的公共话语空间——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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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S（Bulletin Board System，电子公告板，电子论坛）是一个由有兴趣的使用者共同组成的以计算机为
基础的交流传播系统，是“计算机中介传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
早在互联网盛行之前，“拨号BBS”（以电话线——调制解调器——计算机的连线方式）已经发展成
为一个比较成熟的网络。
中文BBS出现稍晚，1983年，BBS传入台湾，1991年，国内开始有了第一个BBS站（长城站）。
经过三四年的发展，直到1995年BBS才逐渐被国人所认识，至1999年，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
近些年来，网络公共话语空间还有不断拓展延伸之势。
　　网络论坛（BBS）依附于互联网产生，与互联网的发展亦步亦趋。
对网络论坛的研究自然也离不开对互联网本身的研究，笔者的综述也就是围绕“网络社会一虚拟社区
网络论坛”这样一种逻辑线条来展开的。
　　（一）网络社会的崛起与社会变迁的研究　　国外关于互联网与社会变迁的研究起步较早。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就致力于探究从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变迁，对网络社会的
崛起与现实社会的变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为网络论坛的研究夯实了理论基础。
如哈佛大学贝尔（Daniel Bell）教授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1973）和《意识形态的终结》（1988）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Alvin loftier。
）的《未来冲击》（1970）和《第三次浪潮》（1980）等著作的问世，就对信息社会所带来的社会生
活中各个方面的冲击进行了论述和展望，他们的著作影响了一代人。
20世纪八十年代，这些著作在中国产生了极大反响，它勾起了中国人对现代科技的强烈兴趣和对信息
社会的无限憧憬。
不过，他们的研究只是互联网与网络社会研究的前奏：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尼葛
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数字化生存》（1995）一书的出版，将人们的视线带到了网络的虚
拟空间，这方面的研究才真正拉开了序幕。
此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开始出版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网
络社会的崛起》（1996）、《认同的力量》（1997）和《千年终结》（1998）。
曼纽尔?卡斯特在他的著作中宣称：“我们对横越人类诸活动与经验领域而浮现的社会结构的探察，得
出一个综合性的结论：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
三部曲的出版使人们注意到了计算机网络作为一种社会空间的存在和网络社会崛起的现实，标志着互
联网社会学研究的开始。
在此期间，西方学者们对网络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变迁进行
了广泛研究。
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网络造成的数字区隔和全球数字区隔以及网站在吸引访问者注意力方面
的不平等；网络使用对人们的时间利用、人际关系以及对社会资本的影响；网络对政治的影响以及由
此可能导致的私人领域被侵入的问题；网络对组织的生存、发展和对经济制度的影响；网络对文化参
与和文化多样性的影响；等等。
　　国内互联网与社会变迁的研究是最近十年才开始的，学者们关注到互联网对中国社会变迁的意义
，也注意到其带来的社会问题。
在这一方面，冯鹏志就《网络化的特征及对社会发展的意义》课题进行了系列研究，先后发表了《数
字化的“泡沫”：网络社会张力及其表现形式》（2000）、《迈向共生的理想》（2000）等论文，产
生了较大影响。
他认为：“网络以及相应的网络生活的出现，既为人类展现了一种美化的‘数字化生存’的前景，同
时也导致了各种各样非秩序化的、病态的网络行动和网络社会现象——网络社会问题的出现”。
但无论怎样，学者们对互联网在中国已经构成“一场正在发生的社会变迁”是没有太多异议的。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一批敏锐的学者开始潜心这一领域展开研究，如戚攻、崔嵬、童星、黄少华、林
闽钢、王卫东、李一、王守光、谢海光、刘少杰等。
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领域：互联网对中国的社会变迁及对传统社会学的影响，网络社会学的构
建问题；网络社会的性质以及与现实社会的区别问题；互联网所带来的特有的网络社会问题和相应的
社会控制；互联网对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影响；网络中需不需要“秩序”和网络舆论导向问题；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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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成年人的影响问题；等等。
（二）虚拟社区的研究虚拟社区研究是网络社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网络论坛研究则是虚拟社区
研究的延伸。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国内一些学者的视角渐渐从社会变迁与网络社会学的构建等奠基性的理论
研究转到了对虚拟社区的实质性探讨上。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青年学者特别是一些在读的相关学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也加入了虚拟社区研究的
行列，有的直接以此作为自己学位论文的题材，并取得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如崔嵬、王卫东、龚洪训
、杨文茜等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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