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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社会的发展, 人肉搜索愈演愈烈,已经由网络深入到

了社会生活的多方面。该网络活动之所以参与度日益走高,社会影响日益强化,除了相对于传

统网络搜索引擎的优势之外, 还与其自身特性密不可分。本文主要对人肉搜索的特性进行分

析,以期进一步了解人肉搜索的发展规律,兴利除弊,引导其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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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肉搜索起源于 �猫扑网  , 最初是猫扑用户

间自娱自乐的方式。猫扑网上有用户提出各种问

题,并用象征身份等级的 �猫币  奖励回答问题的
�赏金猎人 。于是, 提问的人得到了答案, 醉心升

级 �赏金猎人  得到猫币,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介

入现实社会的人肉搜索发端于 2001年的 �陈自瑶
事件 , 2006年的 �虐猫女事件  �铜须门事件  使

人肉搜索受到更多网民的追捧。此后, �华南虎事

件  �辽宁女事件  �天价烟事件  更是将其推向舆

论热点、社会焦点。2008年 6月, !中国青年报 ∀联
合 �腾讯网  的社会调查显示, 58. 7%的公众了解

人肉搜索, 13. 2%的公众曾参加过一次或多次人肉

搜索。迄今为止, 已有包括 CCTV !东方时空∀、凤

凰卫视 !文涛拍案 ∀以及 BBC、!泰晤士报∀!纽约时
报 ∀在内的 20 000家国内外媒体多次对人肉搜索

进行报道。人肉搜索凭借自身特殊的传播模式、高

效的运行机制以及强大的信息整合能力等优于传

统搜索引擎的诸多优势,在互联网上掀起了颇具影

响力的传播运动, 其影响已从虚拟走向现实, 成为

网民的意见表达平台和舆论监督利器,对中国社会

民主制度的发展起着推进作用。

一、人肉搜索的概念

关于人肉搜索的概念,目前学术界有多种不同

的说法。社会工程学从技术角度将其定义为 �利

用现代的互联网平台和信息技术,为了保证搜索信

息的完整和真实, 采用人工就近攫取信息的方法,

通过一方提问, 八方检索的回答方式,完成信息搜

寻的一种关系型网络社区活动。它是虚拟世界的

现实引擎。 从搜索主体角度出发, 陈力丹教授认

为, �人肉搜索实际上是一种信息渠道。它变传统

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的关系型网络社

区活动,在最短的时间内揭露事实真相、给出最有

价值的信息, 极大地满足了人们个性化的信息需

求,弥补了信息爆炸时代的信息匮乏。 

笔者从传播社会学的角度对人肉搜索作如下

定义: 在互联网时代, 人肉搜索是以信息技术为基

础,以人为主体, 以人机对话为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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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通过在网络社区集合广大网民

的力量,一方面可以获取信息、揭露真相,另一方面

也存在因过度参与而导致的侵犯隐私的现象。人

肉搜索的出现标志着互联网功能的新发展:不仅推

进了虚拟世界的真实化,而且对现实社会规则作了

维护、调整、改变和重塑。

二、人肉搜索的特性

人肉搜索之所以参与度日益走高,社会影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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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强化,除了相对于传统网络搜索引擎的优势之

外,还与其自身特性密不可分。人肉搜索的特性主

要有以下几点。

(一 )传播性

笔者把人肉搜索定义为具有传播性质和传播

功能的社会活动, 因此探讨人肉搜索的传播性, 也

是从其性质和功能两方面着手。

S. A. 西奥多森和 A. G.西奥多森认为, �传播
是人们通过符号、信号, 传递、接收与反馈信息, 是

人们彼此交换意见、思想、情感,以达到互相了解和

影响的过程。 人肉搜索的流程即传递交流信

息 # # # 梳理整合信息 # # # 展示发布信息, 传播者、

受传者、讯息、媒介和反馈五要素俱全。传播者和

受传者是网民, 与搜索目标相关的文字、图片、音

频、视频等内容属于讯息范畴; 媒介是人和网络, 即

人机互动;反馈则是网民根据已有信息作出的判断

或新的搜索策略。除此之外,人肉搜索还具有很多

不同于传统传播行为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其传播性

更加突出。

首先,传者与受者合一。传统的传播行为 # # #

传者和受者泾渭分明,而人肉搜索的参与者, 往往

既是传者又是受者。网民一方面发布已知信息, 另

一方面又接受来自其他个体、其他渠道的信息, 并

将之整合,再次发布。搜集和发布同时进行, 传播

和接受两个活动边界相互融合。

其次,信息渠道多元。搜索过程中的信息, 既

有来自物质层面, 即现实社会的, 也有来自精神层

面,即虚拟世界的。例如网民要确定一个人的身

份,既可以通过他的空间、博客、校友录这些网络

�证据 ,也可以通过现实生活中的电话、地址、工
作单位甚至亲友的情况来核实。精神层面和物质

层面的信息整合,提高了搜索效率。

再次,交换共享充分。任何一个可被验证的搜

索结果,都可以说是由无数信息堆积而成的金字塔

的塔尖。搜索过程中, 网民积极交换意见、共享信

息,通过推理、模拟、假设等手段把无数细小的信息

碎片拼接起来,一步步逼近真相、还原事实原貌。

搜索信息的工作完成之后,网民把这些信息进

行整理并展示、公布在网络上, 传达给公众,这既是

人肉搜索的最后一个环节, 也是其传播功能的体

现。值得一提的是,人肉搜索仅是展示和接近事件

真相, 信息一旦公布, 人肉搜索即画上句号。至于

如何应对这些信息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则属于相关

部门和责任人的职责范围,人肉搜索不予置评。因

此,网民对被搜索者的道德审判、批评谴责,并不属

于人肉搜索的范畴,其与人肉搜索的关系只能概括

为人肉搜索通过传播信息影响社会。

(二 )参与性

人肉搜索的信息来源于大量网民的亲自搜索、

挖掘和发布。这种需要亲自动手的高参与度,决定

了人肉搜索可以充分发挥网民的主观能动性,使大

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得到满足和尊重,网民的积极

性也随之高涨。

所有参与人肉搜索的用户, 无论是提问者, 还

是回答者, 没有条件限制。正如 �猫扑网 的提示:

任何人都可以请求人肉搜索引擎的帮助, 这里你

可以提出任何问题、请求任何帮助。而对于回答者

来说, 你可以没有专业知识,可以没有相关背景, 只

要愿意,每个人都可以是福尔摩斯。每次的搜索行

动中, 点击率、跟帖量、评论和回复的条数∃∃这些

可以量化的指标,就是参与性的最好证明。

人肉搜索的这一特性,既是体现了一种新的参

与式民主的形态,又使信息的 �易得性  空前提高。
只要发动网民, 即使足不出户也能得到想得到的信

息,从而形成一种 �个人 对 �个人  , �个人  对 �群

体  ,或 �群体 对 �群体  的协同和互助。
此外, 人肉搜索行动在很多时候使用的都是人

海战术,而正是这种零门槛的高参与度, 人海战术

才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搜索效率大大提高。同时,

大批网民的参与也扩大了人肉搜索的规模,增强了

其社会影响力。

(三 )集群性

在社会学中,集群行为是指形成群体的两个人

以上的类似行为。一般认为,集群行为具有以下特

征:自发性,即不是事先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

行为, 而是受到某种刺激后自发形成的行为; 狂热

性,即行为的方向目标不清,缺乏理智的思考,完全

被激情所支配; 非常规性, 即行为不受一般的社会

规范约束; 短暂性,即行为由一时的情绪冲动产生,

难于持久。一旦集群解散,成员的归属感和一体感

就消失。集群行为的发生是在高度刺激和暗示的

情况下产生情绪感染,最终导致情绪爆发。情绪感

染和模仿是集群行为形成的主要心理机制。

勒庞在 !乌合之众 ∀中探讨群体心理时也说
过, �有时, 在某种狂暴的感情的影响下, 一个偶然

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

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 以 �铜须门  事件为

例:该事件中,网民的行动并非有计划有组织,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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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偷情行为的憎恨,体现了自发性; 网民在行

动时过于冲动缺乏考虑,以致侵犯隐私, 体现了狂

热性; 人肉搜索发生在虚拟的网络世界, 不受一般

社会规范的约束, 体现了非常规性; 确认当事人身

份并对其进行声讨之后,搜索行动即宣告结束, 体

现了短暂性。整个事件过程: 当事人 �铜须 偷情

被曝光 (高度的刺激和暗示 ) # # # 网民震怒 (情绪

感染、情绪爆发 ) # # # 人肉搜索启动 (集群行为发

生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集群性既是推进人

肉搜索的行动力,又扩大了人肉搜索的影响力。

(四 )广泛性

人肉搜索的类型广泛, 包括整蛊恶搞、助人为

乐、惩恶扬善、揭露真相等; 人肉搜索的内容广泛,

涉及维权问题、婚恋伦理问题、道德品质问题等; 人

肉搜索的覆盖范围广泛, �不仅可以在最短时间内
揭露某某门背后的真相,为某人找到大众认可的道

德定位, 还可以在网络无法触及的地方, 探寻并发

现最美丽的丛林少女,最感人的高山牧民, 最神秘

的荒漠洞窟, 最浪漫的终极邂逅  ; 人肉搜索的参
与者广泛,具备初步网络知识和条件的人都可以参

与进来; 人肉搜索的答案具有广泛性,答案是由成

千上万的网民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给出的, 相比

传统网络搜索引擎给出的官方答案更具多样性和

趣味性。正如 �猫扑网  的提示: 即使大家跑题很

厉害, 也请别着急,既然你可以提任何问题,那别人

也可以有任何的回答;人肉搜索的性质广泛, 提供

答案时如同智囊, 惩治恶人时如同利器, 被商业化

的目的操控时则成为恶意炒作的工具;人肉搜索的

社会效应广泛,既有整合信息、规范言行、监测环境

等正面效应,也有侵犯隐私、诋毁名誉等负面效应。

�如果你爱他, 把他放到人肉引擎上去, 你很

快就会知道他的一切;如果你恨他, 把他放到人肉

引擎上去,因为那里是地狱。 这种调侃的说法, 正

是人肉搜索广泛特性的写照。

(五 )开放性

开放性是互联网最根本的特性, 整个网就是建

立在自由开放的基础之上的。作为网络时代特有

的现象,人肉搜索很好地发扬了网络的这一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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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把收集到的大量
急救医院和震区安置点的消息发布在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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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2009年上半年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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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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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社会性

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社会性理所当然成为人肉

搜索的主要特性之一。对该特性的分析,我们可以

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首先, 参与主体的社会性。人肉搜索的参与主

体是人,马克思说过, 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

基本的特性。人的社会性是指人作为某个集体中

的一员或社会的个体而进行活动时所表现出的特

性,如领导性、服从性、合作性等。人肉搜索的参与

者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分散于社会各个角落的异质

个体, 他们本身是互不相识的自然人,出于各种原

因,在特定时期内结成一个搜索团体,因共同的目

标而发生联系。这些个体有的作为号召者发布搜

索令, 有的作为领导者策划搜索方案,有的直接成

为主力军搜集信息, 大家分工协作各司其职, 形成

一个短暂却有序的系统。

其次, 国人特殊的社会文化心理。在中国, 自

汉代起,儒家思想就是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 时至

今日, 儒家的仁爱、礼义、道德等思想精髓依然在国

人心中根深蒂固。人们以此为基础,建构了成熟的

价值评判体系, 形成了共同的道德信仰和价值追

求。某些违背主流价值观的人物或事件,虽然与己

无关, 却能够迅速引起来自四面八方的网民广泛关

注和积极参与。人肉搜索强大的社会动员作用, 使

其在社会事件进程的推进方面有积极意义,如 �华
南虎事件  中网民的人肉搜索直接推翻原来的官

方信息,揭露事实真相。

此外, �钱军打人事件  中,网民对钱军的搜索

实际上是间接提倡尊老爱幼; �地震寻亲行动  诠

释了 �灾难无情, 人间有爱  的深刻内涵, 彰显出

�大爱无疆  的可贵精神。可见, 人肉搜索还能够

间接调适社会运行的方式,引导其朝着积极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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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发展,这也是其社会性的一个体现。

基于以上特性,可以说人肉搜索是目前最能充

分展示人类智慧的搜索活动。在各种网络空间的

行为娱乐中,人肉搜索赋予普通民众公正、自由地

表达意见及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也不失为构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领域的一种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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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m e intom any aspects o f soc ia l life. The reason for inc reasing ly enlarg em ent o f the partic ipants through th is netwo rk and its

soc ia l impact be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is that, in add ition to the relative advantages com pared to the traditionalW eb search en�

g ines, it& s also inex tr icably linked w ith its ow n charac teristics. Th is paper m a in ly ana ly ses the character istics o f hum an flesh

search in order to g et a better unde rstanding of the regu la tion of hum an flesh search, then prom o te the benefits and abo lish the

harm fu lness, wh ich gu ide its mov ing in a pos itive and hea lthy direction.

Key words: hum an flesh search; so cia l ac tiv ity; communication; netwo 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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