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舆论喧嚣到理性回归>>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从舆论喧嚣到理性回归>>

13位ISBN编号：9787561444740

10位ISBN编号：7561444745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时间：四川大学出版社

作者：殷俊

页数：39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舆论喧嚣到理性回归>>

前言

网络媒介发展普及至今，已经不满足于被称为主流媒介之外的新兴媒介，而是更多地与我们称之为主
流媒介的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分庭抗礼。
当电脑替代了电视，当新闻网页替代了报纸，麦克卢汉所说的第三次媒介革命悄然到来时，网络媒介
“使我们在人类的传播和文化中传统的时空观念完全过时，线性和理性的思维方式遭到挑战，审视世
界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也遭到了挑战”。
网络这一科技产物对于人类传播行为而言，其最大的变革莫过于创造了一个便捷获取海量信息并且能
使人跨越时空界限进行实时信息交换的媒介平台。
在网络世界的相当一部分传播行为中，传播者与受传者并不再是传统媒介时代多为单向化的“施”与
“受”的关系，而是随时随地进行“施”与“受”的切换来达到信息共享的目的。
基于这种流动性和自主性极强的人际传播式信息交流，丹.吉尔默在2004年提出了“wemedia”的概念
，即以个人信息和草根化的信息传播为主体的，自下而上地影响主流媒介观点的信息传播方式和信息
传播媒介。
在传统媒介时代处于受众地位的读者和观众在“wemedia”的时代成为主导信息传播甚至舆论的重要
力量。
人肉搜索即是“wemedia”时代不容忽视的重要产物之一，它发源于我国，最初仅是寄托了参与者求
真惩恶的美好诉求，是一种受社会道德规范所影响，基于娱乐目的之上的一种草根化的信息传播行为
。
发展至后来，逐渐成为一种在网络受众群体中广为人知的信息获取和传播方式，并日渐成为影响主流
媒介意见和社会舆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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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是国内研究网络人肉搜索的第一部专著。
人肉搜索发源于我国，是主体庞大、机制独特、影响广泛的传播社会活动，其目标指向社会事件的真
相或本质，对社会舆论流变的作用力相当强大。
该书从传播、经济、文化、政治、法治、社会、舆论等视角研究人肉搜索，提出了促进其良性发展的
主要对策。
另有附录，收集了近年来国内人肉搜索的主要案例。
该书适用于新闻传播学师生，党委政府新闻管理人士，媒体机构人员和对人肉搜索有兴趣的广大读者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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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六）开放性作为网络时代特有的现象，人肉搜索很好地发扬了网络的开放性。
人肉搜索的信息对所有人都是公开的，无论是提问者还是回答者，都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讨论，整个
搜索过程完全透明，彻底实现信息共享。
从某种程度上说，人肉搜索是信息民主的一种体现，是社会进步的产物。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主题为“地震寻亲行动”的人肉搜索立即启动，网民把收集到的急救医院和
震区安置点的大量消息发布在网上。
通过这样的信息共享，许多人查询到了亲属的下落，体现了人肉搜索“开放、互助、共享”的精神。
2009年上半年被热议的上市公司遭人肉搜索的现象，也从侧面体现了人肉搜索的开放性。
股民把自己知道的上市公司的相关信息发布在网上，大家共同分析讨论，以避免投资失误。
这种开放的方式，让不少人从中受益。
人肉搜索的开放性是参与性和广泛性形成的基础，也是人肉搜索能够如此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七）目的性网民发动每一次人肉搜索，都是在事先已经明确了搜索对象和搜索目的的基础上才展开
的搜索行动。
可以说，人肉搜索具有较强的目的性。
在单纯的知识问答活动中，提问者发动人肉搜索只是为了获取答案，目的单一且简单，一旦满意的答
案出现，人肉搜索即达到目的并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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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传播方式的变革总会给社会带来多层次的影响和作用。
作为全新的传播方式，人肉搜索在2001年猫扑网的“陈自瑶事件”中崭露头角，当时它只是猫扑用户
之间解疑释惑、自娱自乐的方式之一，参与人数不多，影响力有限。
它真正引起社会关注并进入公众视野源于2006年4月的“虐猫事件”，而其后发生的“铜须门”、“死
亡博客”等事件使人肉搜索受到重视，“华南虎”、“辽宁女”、“官员猥亵女童”、“天价烟”等
事件后，人肉搜索成为社会热点，它推动了传统媒介生态的转型。
本书对人肉搜索的定义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个人为主体，以网络中人机对话为渠道，跟踪事件
进程、追查事件真相或本质的具有传播性质和传播功能的社会活动。
我们尝试多维度解读人肉搜索与社会的关系，落脚点是降低喧嚣状态下人肉搜索的“暴力”因素，寻
求提升人肉搜索舆论引导力的对策，使其恢复理性状态。
我带领的科研团队立足于新媒体传播学和文化产业的研究，致力于对新媒体新兴部类的探索。
可以说，本书对人肉搜索传播现象的系统研究是首开国内先河的。
探索特征明显，是贯穿全书的一根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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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舆论喧嚣到理性回归:对网络人肉搜索的多维研究》：新媒体传播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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