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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提供了新的空间，网络交往在中国不仅越来越普及，而且已成为当代中国
人普遍接受的一种生活方式。
本书运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相关原理，结合网络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分析当代中国人在网络交往中的
行为特征、心理特点和基本模式，并由此透视当代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情感特征、思维方式和生活方
式。
    本书将网络作为一面镜子，从网恋现象的热议透视中国人情感需求的变迁；从网络社会化的结果透
视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变迁；从网络交友的多样化透视中国人行为模式的变迁；从网络聊天的盛行透视
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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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恋爱、择偶、婚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人生中的重大事件，因而这方面的话题成为网络聊天室内
的热门话题就不足为怪了。
难以想象的是，网民们在网上讨论婚恋择偶问题时，涉及大量的理论观念，很多讨论题都具有相当强
的学术味，即属于探讨婚姻观、爱情观、择偶观的理念层次。
1.婚姻观网络聊天室内有关婚姻观的讨论题看上去都很重大，有的大到涉及婚姻制度，譬如：一夫一
妻制合理吗？
有的话题看上去很理论化，譬如：谈传统婚姻与现代婚姻的理念区别。
有一些讨论题关注的是婚姻中的感情与利益的关系，诸如：世上有超越利益的情感和婚姻吗？
现代婚姻基础是物质还是情感？
婚姻是人生一笔最大的交易？
网友们在探讨婚姻观方面比较多的是关注婚姻的内涵、亲情与爱情，诸如：浅谈婚姻中爱的成分；有
人说婚姻：快乐+烦恼，谈谈你的理解；为什么说婚姻是一本书，第一章是诗，其余是散文？
完美的婚姻应当是既拥有亲人般温馨的亲情又拥有情人般炽烈的爱吗？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还是港湾？
最引起网友们热议的话题是婚姻与幸福、婚姻与责任、婚姻的持久性，诸如：为何说婚姻是赌博，男
人押上了自由，女人押上了幸福？
不爱妻子的男人却仍在维持没有爱情的婚姻，因为那是套在男人脖子上的责任的束缚吗？
婚姻中沉重的责任对人与生俱来的创造性就是一种毁灭吗？
结婚前没有感情基础婚后反而会长久，你认为这话有道理吗？
有人说爱只能持续三年剩下的都靠责任来维持，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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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社会学研究强调实地调查，强调第一手资料，也强调了解社会现实。
然而，这种强调在以往充满着一种等级意识，即研究者是位于被研究者和被研究现象之上，研究素材
是处于待挖掘的底层。
经过五年的网络实地调查之后，笔者深切感到，社会学研究还应该强调发现民间智慧和理解民间理论
。
这意味着，研究者要置身于被研究者之中，研究素材不仅需要挖掘出来，还需要反复研读、深入探究
。
从个人的兴趣来看，笔者比较喜欢搞社会调查，可以说是乐在其中。
当然，更喜欢阅读和写作，充满着精神愉悦。
只是对在调查与写作之间的工作内容比较缺乏耐心，诸如资料整理、编码分类、素材提炼等等，这些
工作内容不仅繁杂、琐碎、枯燥，而且耗费的时间太多。
每看一遍调查记录都会生发出很多新的感想、感悟，新的思路、思绪。
真希望能有更多一点的时间，以便把原始调查资料整理得更有条理，编码分类得更合理，对民间思想
概括得更准确，对民间理论理解得更透彻，从调查资料中提取的养分更充足，构建的理论解释更充分
。
本书用到的调查素材只是全部调查素材中的很少部分，剩余的原始素材还值得再研究、再整理、再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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