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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触及了网络政治学中的一个重大话题——网络空间中的私域与公域。
随着科技的进步，在信息时代的开端，公与私的含义和边界都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游移。
《众声喧哗》主要探讨，经由新的共有媒体的作用，传统的公私两分如何在社会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
产生消长和易位。
    作者把各种基于数字技术、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消解了传统的信息中介的媒体系统
，称为共有媒体，它涵盖了新闻和舆论、政治话语和叙事、社会交往和个人心理等多个领域。
本书指出，公域与私域不能看作结构性的东西，而必须视之为一种流和一种过程。
在网络时代，我们既要追求生机勃勃的公共生活，又要保证私人领域的一定的自主性。
在中国这样的公共领域并不发达的国家，互联网可能成为普通公民抵制信息垄断和发出声音的唯一出
口。
为此，对这种最具参与性的传播媒介的限制，应该明显低于对传统媒体的限制。
共有媒体也许不能一夜之间改变中国政治，但是却能够促进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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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泳，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美国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访问学者，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
的人士之一，2005年被搜狐评为“10年影响中国互联网的100人”之一。
发表论文数十篇，著作包括《网络为王》《黑客：电脑时代的牛仔》《另类空间》等，译作包括《数
字化生存》《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比特之城：空间·场所·信息高速公路》等，其中《
网络为王》是国内首部全面介绍互联网的诞生、发展、现状以及未来趋势的专著，《数字化生存》是
中国迈入网络时代之际影响最大的启蒙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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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研究问题的界定　　在以上数据中，我们见证了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等数字媒体的兴起，它
在传播媒体的发展历程中造成前所未有的突破性变化。
由于数字媒体兼具印刷、视听媒体的功能，并且还能发挥人际传播的功能（这是过去印刷、视听等大
众媒体做不到的），它很有可能“吞并”旧媒体，一改以往各种媒体各据一方的局面，形成数字化一
统天下的世界。
　　从超文本到聊天室，从讨论组（discussions group）到Wiki系统，从即时通信到点对点文件共享与
交换（P2P），许多新的数字化传播空间被开辟出来，对人们的沟通、表达、说服和论证方式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
近年博客的出现和扩散，更将传播、分享和社交融为一体，从而提供了新的公共讨论和介入的可能性
。
　　这些崭新的传播方式的共同特点是个人化，这种个人化包食3个层面：个人化的内容、个人化的
体验和个人化的服务。
内容生产、传布和使用（access）的工具现已被交到每个人的手中，信息权力被大大分散了（一种极端
的观念甚至宣称“处处皆中心，无处是边缘”），结果是改造了互联网、影响了政治、动摇了新闻业
，并使难以数计的普通人有了发言权和与他人交流的机会。
　　这些新的传播方式肯定是一把双刃剑：在最坏的时候，它产生的是喋喋不休的妄语累积成的一个
巨大的信息垃圾场；在最好的时候，它营造了一种良好的信息和思想交流的氛围和环境。
人们对这些传播方式的是与非尚在争论不休，但无可怀疑的是，越来越多的政治话语（political
discourse）将以新的传播方式出现。
这意味着一种更加个人化、两极化和充满争议性的对话，公共事务和繁复的私人意见在紧张的、快速
流动的媒体中缠绕在一起，难解难分。
　　网络的扩散引起了众多政治学者的注意，网络政治已经成为政治学中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例如，网络对政治制度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它对政治民主的内容和形式的冲击。
仅就此而言，“网络民主”、“数字民主”和“电子民主”都被用作学者专著的名称，这一方面反映
了政治学者对网络上的政治现象的敏锐观察，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对这些崭新现象仍然只有学理上的初
步梳理，还有众多问题等待诠释。
　　朱德米在《网络政治学：虚拟和真实》一文中认为，网络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网络空间中的政治问题，如网络空间是私域还是公域？
网络空间中权力归属于谁？
何谓虚拟国家？
（2）网络与政治的关系，即网络技术对真实世界政治的影响。
在网络技术的作用下，直接的政治参与是否成为可能？
通过网络传播信息对传统政治管理组织体制有何影响？
网络如何进一步促进自由和平等的政治生活的发展？
网络对国际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本书的研究范围特别集中于网络空间中私域与公域的问题。
随着科技的进步，在信息时代的开端，公与私的含义和边界都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游移。
新的传播手段把越来越多的人联系在一起，产生了流动于各种媒体之中的爆炸性增长的信息，人们用
各种各样的方式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在此情况下，“公众”失去了原有的实体性的意义，变得非实
体化和无形化。
新的公众不仅没有形体，甚至也没有空间位置。
构建它的是在社会的多样化空间中发生的公众谈话，有几乎无穷无尽的声音参与进来。
借用沃尔特·李普曼1927年的著作《幻象公众》的说法，公众现在成了一种“幻象”。
　　1989年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英译本出版，这是在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之
后，第一部引发我们对“公众”和“公共领域”在当代政治中的中心性的关注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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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学术界和传媒界所进行的公共领域讨论，是建立在我们对“公众”的理解之
上的。
随着公众的“幻象化”，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定义什么是“公共的”。
　　与此同时，什么是“私人的”也变得模糊难辨。
个人隐私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威胁的方式前人难以想象。
公共权威存在日渐扩散的倾向，它们越来越多地卷入个人事务中。
在总体文化上，对私人生活的侵人成为日常现象。
现代社会着迷于暴露，这种爱好被媒体和我们已经习惯的监视行为所滋养。
　　本书主要探讨，经由新的共有媒体的作用，传统的公私两分如何在社会变化和政治辩驳的双重压
力下产生、消长和易位。
我把各种基于数字技术、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消解了传统的信息中介的媒体系统称为
“共有媒体”。
如此共有媒体，即是指由所有人面向所有人进行的传播（communications for all，by all）。
本书把共有媒体作为一种多层面现象加以研究，它涵盖了新闻和舆论、政治话语和叙事、社会交往和
个人心理等多个领域。
共有媒体可能和已经对政治及新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这种媒体中，个人如何进行自主的信息发布和知识生产？
作为公众之声，共有媒体的力量和弱点何在？
能否形成充满活力的公共话语？
共有媒体超越传统媒体的界限，具备社区性、互动性和匿名性等不同面相，对这些面相该如何在理论
和实践上进行框定？
最重要的问题是，在经由数字网络而塑造的新的传播空间里，谁治理，以什么条件治理，谁受益？
这些政治的经典问题在电控空间（cyberspace）里和在传统的自然空间里一样重要。
　　电控空间现在好似一片信息丛林，各种相对开放和尚未完全商业化的新技术，模糊了公共话语和
私人对话的界限，造就了前人无法想象的辩论和讨论的论坛，也因此改写了传统的政治传播。
在共有媒体中，公与私的区分既不是决定性的，其各自的本质也不是固定化的，而是充满了流动性和
多变性。
本书希望指出，与其说公与私是完全对立的，不如说在不同的利益和行动者的推动下，两者互相作用
、互相影响。
为了给“幻象化”的公众注入新的生命力，滋养一个生机勃勃的公共空间，为了让普通人拥有自由而
有尊严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穿越和重新划定公与私、政治与社会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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