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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在界定网络舆情反沉默螺旋概念的基础上指出传统媒体的能量、网络的特性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是网络舆

情反沉默螺旋发生的主要原因,运用定性的方法对网络舆情反沉默螺旋主体的类型进行了划分, 包括信息优势者、

信念坚定者和利益驱动者,并对 �中华女事件 网络舆情沉默螺旋的产生、消解和反沉默螺旋的形成作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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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四媒体  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使人们突破时间

和空间的限制以较低的成本发表自己的看法, 促进

�超级意见市场  的形成和发展。 �超级意见市场  以

其自由性和包容性吸纳各种想法和评论, 网络民意也

得以多样化的呈现。这些民意通过分化与聚合, 形成

具有倾向性和影响性的网络舆情, 从而获得大量的注

意力资源,乃至进入政策议程。近年来学界也出现了

网络舆情研究热,传播学的沉默螺旋理论受学者关注,

并产生了一定的争论,在此过程中反沉默螺旋现象时

有发生,沉默螺旋理论在网络社会的适用性受到质疑,

如在网络上沉默螺旋的核心假设社会孤立动机是否存

在等。尽管如此,对于网络舆情反沉默螺旋的研究却

没有形成理论体系。笔者试图对网络舆情反沉默螺旋

的概念、原因和主体类型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解读

�中华女事件  网络舆情反沉默螺旋的形成,以深化网

络舆情反沉默螺旋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1� 网络舆情反沉默螺旋的界定

沉默螺旋理论来自伊丽莎白 ∀ 诺艾尔 - 诺依曼

( 1974; 1984; 1991)多年来发展并验证的民意理论
[ 1]
,

其核心是个人因害怕被群体和社会孤立, 在表达意见

前会预先估计民意的气候,当意识到自己的意见与大

多数人相同时,便会在公众场合公开自己的观点,反之

则会隐藏观点,这一趋势呈现螺旋的过程。

在网络传播环境下, 社会孤立的动机已经基本消

失,从众心理明显减弱,网络空间的少数派意见明显增

强。因而 �沉默的螺旋  产生了失效的表现, 呈现出

�反沉默螺旋  特征 [ 2]
。网络社会中,自我确信度高的

特定 �少数派  通过网络发表的与媒介舆论相悖的意

见,往往会引起受众的反向思维,从而使 �沉默的螺

旋  迅速 �倒戈  ,形成 �反沉默螺旋模式  [3]
。此外沉

默螺旋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也遭到削弱。 �范跑跑

事件  在形成舆论的整个传播过程中用传统的 �沉默

螺旋  理论已经不能解释 ! ! ! �倒范  的声浪没有使大

众一边倒,而是形成各方观点的汇合
[ 4]
。因此通过对

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反沉默螺旋的提出不

仅是沉默螺旋理论指导实践过程中部分失效的结果,

而且有浓厚的时代背景和强烈的现实需求。

反沉默螺旋是指在网络传播时代,受众的参与性

大大提高,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受众可以自由发

表或支持 �少数  意见,此种 �少数  意见被更多的网民

接受,可能发展为与 �多数  意见势均力敌甚至超越和

改变 �多数  意见的情况 [ 2]
。国内现有的反沉默螺旋

研究文献多以个案切入为主, 2007年的 �虎照事件  、

2008年发生的 �家乐福事件  和 �范跑跑事件  都被当

做典型来研究。关于反沉默螺旋产生的原因,学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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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网络特性和中坚分子的存在获

得较多认同。中坚分子可以对 �多数派  产生有利的

影响,甚至可以改变群体已有的合意并推动新的合意

的形成
[ 4]
。

为便于研究我们借鉴王琦对反沉默螺旋的界定,

认为网络舆情反沉默螺旋是指在互联网虚拟社区诸如

b log、bbs、sns上, 少数人不会因为自己的看法与主流

�意见气候  相左而隐藏自己带有倾向性和影响力的

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 事件讨论的深入, 这些少数观

点被更多的网民接受,进而与 �多数  意见势均力敌甚

至超越和改变 �多数  意见的现象。

2� 网络舆情反沉默螺旋的原因

� 2. 1� 传统媒体的能量 � 网络媒体伴随互联网的发

展而兴起,瓦解了统一舆论,每个网民都是 �没有执照

的电视台  ,信息生产的权力逐渐平民化,打破了前互

联网时代传统媒体信息垄断的特权,改变了信息来源

途径单一化的情形, 形成多中心立体化的信息源。然

而网络信息传播的高速性削弱了把关人的作用, 为虚

拟空间大量真伪难辨的信息垃圾的存在提供土壤,降

低了信息的可信性。当大多数人对某事件的信息极度

渴求时,虚假信息乃至谣言就可能趁虚而入,成为共同

分享的信息以暂时缓解因信息缺乏导致的紧张心理。

如果大多数群体成员分享着某个信念,其他成员或者

持有少数观点的人就不会说出看法,大多数实际上不

喜欢成为独立的异议者。真相往往由于时间上的延误

慢于谣言,而成为少数人持有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仅凭网络媒体和网民的自由发

展,谣言则会演化为真相。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结

合将改变事情的发展趋势,使得真相不再沉默。前互

联网时代,传统媒体是信息的生产者,垄断信息的发布

权,报纸、广播、电视成为人们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传

统媒体把关人对信息的严格审查保证了信息的真实

性,从而维护传统媒体的权威性。所以当虚假信息因

时间上的空窗成为 �认知核心  ,真相成为 �认知边缘  

时,传统媒体以其一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介入并大范

围报道,能够扭转真相的不利局面,反沉默螺旋的形成

成为可能。

� 2. 2� 网络的特性 � 互联网社群的特别之处在于,网

民的意见表达和信息传播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传统

�把关人  的审查,把个人电脑变成了公共生活的 �介

面端  ,在卧室、办公桌、网吧等幽暗处就可以 �公开喊

话  [ 5]
,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保持或者断开

连接,从而方便 �台前  和 �幕后  的切换, 而且随着互

联网的发展,网民可以选择和使用的匿名技术也越来

越高。因此网民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尤

其是在现实社会中因种种原因而被迫隐藏心底的意

见。时空限制的突破使来自不同群体、不同地域的信

息汇集在互联网上,相关事件的真相也因超载的信息

有可能不被大家立即关注,这时持有这些信息的人就

被称为 �认知边缘  ,即他或他们的信息仅为自己所持

有,而不被群体成员所分享和认同,虽然事情的解决对

这些信息有较高的需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持有这些

信息的人就此沉默,互联网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多元

化的渠道,桑斯坦甚至将互联网比作 �公共论坛  ,人

们可以自由的发表演说,接近想要接近的人群。所以

�认知边缘  作为少数派坚持自己的看法时,或者总能

找到属于自己的领地并发展壮大成为 �认知核心  ,或

者随着其他势力的介入而成为多数派。少数派成为多

数派的过程也就是网络舆情反沉默螺旋的形成过程。

� 2. 3� 社会环境的变化 � 改革开放以来,主流价值观

和思想观念一统天下的局面被逐渐打破, 各个领域的

相继解禁使得压抑已久的人们争相表达自己的观点,

张扬自我的个性,以从传统社会条条框框的束缚中解

脱出来。过去被主流社会所责备的言论和行为, 随着

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也逐渐为人们习以为常,受

到大家的宽容和理解。当代社会激烈的竞争也迫使人

们积极表现自我,从而在众多竞争者中脱引而出,以获

得更多的机会。互联网的兴起加速了社会的变革,网

络社会也初具规模,注意力就更加成为极其稀缺的资

源。大量信息充斥在网络世界,人们只要动下鼠标就

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廉价甚至不需成本地获取自

己需要的信息,个人偏好被无限放大。个人发布的信

息要在网络社会海量信息中成为焦点,引起关注,就必

须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随波逐流只会被网络信息海所

吞噬。丰富的网络语言、标签化的网络新闻在某种程

度上都是人们张扬个性,标新立异的结果。这种社会

氛围的形成也有利于人们在处于弱势时仍勇于表达出

自己的看法,以自身的价值观衡量事情的是非,选择忠

于内心言论的阵营, 而不被他人所左右。这在正是网

络舆情沉默螺旋的消解,反沉默螺旋的形成过程中所

需要的品质。

3� 网络舆情反沉默螺旋主体类型

本研究主要基于 �认知核心  和 �认知边缘  来对

网络舆情反沉默螺旋主体类型进行分析, 因此有必要

对其进行清晰描述。 �认知核心  为拥有与所有或大

多数群体成员相同的信息的人;而 �认知边缘  则是指

其他群体成员的的知识只是自己持有
[ 6]
。基于此我们

认为 �认知边缘  要转化为 �认知核心  至少应具备两

个条件,即信息有价值和信息被共享。而当虚假信息

被共享时, �认知核心  也可能转为 �认知边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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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认知核心  和 �认知边缘  示意图

� 3. 1� 信息优势者 � 信息获取的即时性和高质量性

是信息优势的主要体现。信息优势者凭借时间和空间

的优势,能够掌握大量没有经过加工和过滤的资料,群

体的渴求使这些信息富有价值,关键在于信息能否在

最短的时间内被群体成员分享,从而使这些有价值的

信息产生影响力,因为信息的影响力取决于给出信息

信号的人的数量和质量。正常情况下,信息优势者获

取信息后立即通过各种媒介传递给其他成员,成员接

收信息后经过讨论,分化,聚合通常形成具有一定倾向

性和影响性的观点和意见,即网络舆情,并随着时间和

关注度的变化而高涨、衰弱直至消失,也就不会存在反

沉默螺旋的现象。但是,在事件发生后信息优势者发

布信息前有一段时间空窗,在这段时间内各种掩盖事

件真相或部分事实的信息借助网络把关人的缺失、网

民的信息渴求以及网络哄客和推手的参与很容易居主

导地位,成为 �认知核心  ,推动与事件真相背离的网

络舆情的形成。信息优势者虽然拥有真实信息, 可因

错过时机导致信息未被分享而成为 �认知边缘  ,但并

不会就此沉默,因为他了解事件的真相。随着时间推

移,当传统媒体或者网络新闻发言人参与进来揭露事

情概括为网络舆情反沉默螺旋的形成过程。信息优势

者从 �认知边缘  过渡为 �认知核心  ,成为反沉默螺旋

的主体,整个过程如图 2所示。

� 3. 2� 信念坚定者 � 信念坚定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人,对自己拥有高度自信的人和对事件具有深度成见

的人,他们共同的特点便是信念坚定,不轻易改变自己

对事件的观点和看法,还会通过各种方式维持既有的

认知,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互联网的发展在方便信

息扩散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维持既有观点的机

会。网络技术的发达足以使得人们根据自己的偏好从

网络海量信息中拉取去出与自己价值观, 过去经验和

既有认知相一致的信息,定制成 �我的日报  ,筑起 �信

息茧房  。 �如果公司建立了信息茧房, 就不可能兴

隆,因为其自己的决定不会得到内部的充分挑战。一

些公司就由于这个原因而失败。如果政治组织的成

员 ! ! ! 或国家领导人 !! ! 生活在茧房里,他们就不可

能考虑周全,因为他们自己的先入之见将逐渐根深蒂

固  [ 6]
。当事件发生后, 网民出于对信息的渴求往往

表现出非理性思维,对信息被过滤和真实与否予以忽

略,从而形成与事件本身不符的网络舆情。这些偏离

事实的网络舆情便是网民的非理性被删减过的视频和

部分信息失实的帖子激发的结果。这种情况下如果信

念坚定者支持主流舆情声讨的对象 (其实正常来说此

时被声讨的对象应成为主流舆情支持的对象,但是集

体的非理性使主流舆情偏离了事实 )便成了少数派,

外部世界与内心认知产生了不一致, 从而促使他们采

取行动维护自己的观点,如通过各种渠道挖掘最接近

事件真相的信息,找出主流舆情支持对象的过错等等。

尤其当他们发现存在失真时, 会在各种公开场合 (论

坛、虚拟社区等 )予以发布, 以引起更多的关注,维持

既定的立场乃至和其他成员分享自己的观点,当更多

的力量参与进来时, 新的网络舆情便会逐渐形成。因

此信念坚定者是反沉默螺旋不可缺少的主体。

� 3. 3� 利益驱动者 � 人们是否透露自己所拥有的信

息取决于透露的个人收益与个人成本。 �他人的陈述

使你认为自己的观点是错的或者是无益的,那么透露

的私人收益就会更加减少。在这种情况下, 你有理由

认为透露根本不会改善群体的决定。如果反对明显的

一致意见的人受到名誉损害,事情会更糟。在这种情

况下,私人的计算很直白:沉默是金  [ 6]
。相反如果个

人坚信透露信息有利于改善群体的收益进而增加自己

的收益,则会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见解,从而使个人持有

图 2� 信息优势者与网络舆情反沉默螺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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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获得群体成员以及更多人的关注。网络推手是

网络舆情反沉默螺旋形成过程中比较特殊的利益驱动

者,他们以发帖、跟帖为职业, 发帖和跟帖的速度远高

于一般网民,而且帖子的内容完全听从于雇主的安排。

当雇主所安排的内容恰好促进沉默螺旋的消解, 推动

反沉默螺旋的形成时,网络推手便在无意识的情况下

发挥着作用。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利益驱动者在反沉

默螺旋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错综复杂的,而且最

摇摆不定。当透露信息的利益不足以满足个人的利益

或者随着时间的增长这种利益所带来的效用降低时,

人们往往容易放弃先前的立场,或保持沉默成为旁观

者,或吸纳主流的观点成为大多数中的一员。

4� 网络舆情反沉默螺旋现象解读 �中华女事件  

� � 2010年 3月 23日贵州电视台法制频道记者在配

合执法的过程中被一名违法中华牌轿车女司机殴打。

当天晚上 #强悍 �中华女  郭丽当街暴打贵州电视台女

记者 ∃的帖子出现于各大网站, 女司机和该事件分别

被网友和媒体标签化为 �中华女  和 �中华女事件  。

值得关注的是,在 �中华女事件  的发展过程中, 网络

舆情的指向发生了明显的裂变和转化,由初期的 �认

知核心  声讨中华女转变为后期的声讨女记者, 完整

的展现了网络舆情反沉默螺旋的形成过程。

� 4. 1� �认知核心  声讨 �中华女  阶段 (沉默螺旋形

成 ) � �中华女  事件发生后, 贵州法制网充分发挥地

理空间的优势,以事件知情人的身份,结合网络媒体新

闻报道的便捷性,将因被过滤而部分失真的新闻和视

频发布在网络上, #强悍 �中华女  当街暴打女记者 ∃的

新闻成为网民和其他网络媒体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以该新闻为依据的转帖 #强悍 �中华女  郭丽当街暴打

贵州电视台女记者 ∃也在事发当天晚上出现, 并被转

载于各大网站和论坛,引起网民的广泛讨论,跟帖和转

帖,原始新闻和帖子也不断升级, 事件标签由最初的

�中华女  、�暴打  和 �强悍  发展到 �无牌豪车  、�曝

光  、�耳光  、�暴打  等,在网络转帖和网络媒体报道

相互作用下,网民根据接触到的信息做相关的评论,逐

渐形成共同倾向,即 �中华女  太无耻, 应该用法律严

惩,甚至有网友主张人肉搜索。以网友只看风景 3月

24日在新华社区发的 #什么背景? 女子开无牌豪车被

电视台曝光狂扇记者耳光 ∃帖子为例,大多数帖子都

从各个角度表达对 �中华女  的不满, 如网友 fine132

指出 �这分明是在抽法律的耳光,真厉害,继续疯狂  。

网友俺是屯里人认为 �这样的人太嚣张, 以为有钱就

很了不起, 鄙视!  网友箭之殇更是质问 �上面有硬

人?  。部分失真的信息被大多数人接受后,传统媒体

也开始以报道视频和转载网络新闻的形式跟进, 以争

夺稀缺的注意力资源,却对信息的失真没有过多关注。

事件发生初期,网民、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集体非理

性促成了网络舆情的初次形成,这一阶段以中华女被

治安拘留而推向高潮。少数支持 �中华女  的声音并

没有被群体所分享,成为 �认知边缘  , 他们或保持沉

默,或者改变立场。

图 3� �中华女事件  沉默螺旋形成示意图

� 4. 2� �认知核心  支持 �中华女  阶段 (沉默螺旋的

消解、反沉默螺旋的形成 ) � �中华女事件  经过几天

发酵,网民也渐趋理性, 传统媒体、事件知情人和网络

媒体对事件的还原使得更多的信息被挖掘出来。浙江

卫视率先将完整视频播出,网民将浙江卫视播放的视

频和最初的视频相比较发现女记者并不娇柔,而且经

过对视频的仔细研究发现女记者问话方式相当业余。

天涯社区网友 jam ezhou888作为事件知情人对事发道

路情况提出质疑,帖子 #�中华女事件  新暴料! 贵阳

交警也搞钓鱼执法 ∃引起广泛关注, 访问次数达到

205 767,跟帖达 1 609, 大多数人转而支持 �中华女  ,

如网友 851198704的 �打得好打得妙打得呱呱叫,中华

姐我爱你!  ,网友天然的冬虫夏草更是 �旗帜鲜明地

支持中华女!  午夜的甜心号召 �强烈建议贵阳人去围

观开庭,建议声援中华女  。网络媒体的跟进,使得大

量支持中华女的网络新闻呈现在网民面前。如人民网

的 #�中华女  郭丽为何暴打女记者 ∃、法律界的 #贵州

中华女事件:记者才是可耻的 ∃、网易的 #打记者的 �中

图 4� �中华女事件  反沉默螺旋形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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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女  为何赢了民意 ∃、燕赵都市网的 #�中华女  为何

得到网民同情 ∃等等。网民、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

立体化报道扭转了事件初期多数人声讨中华女的情

形,初期的少数派也大逆转为 �认知核心  , 他们的信

息得到更多人的分享和认同。

5� 讨 � 论

网络舆情作为反映社会动态的晴雨表受到政府和

学界的广泛关注,沉默螺旋理论也成为学者研究网络

舆情的视角,然而对于网络舆情反沉默螺旋的研究却

比较少,舆情的动态性增加了研究的难度。笔者尝试

着对这一现象作出相关探讨, 在界定网络舆情反沉默

螺旋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网络舆情反沉默螺旋的原

因和主体类型,并以定性的方法结合 �中华女事件  剖

析了反沉默螺旋的形成,以期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产生

积极效应,拓宽研究的视野。对于 �中华女事件  缺乏

定量的分析可能是文章的不足之处, 这也能成为后来

研究者的研究方向。此外网络舆情反沉默螺旋的形成

也受到网民心理的影响,网民心理在反沉默螺旋形成

过程中的作用也值得我们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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