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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 2001年的 �陈自瑶事件  到 2010年的 �日记门事件  ,人肉搜索走过了十年的历

程。其间,人肉搜索历经不同角色的转变,从简单的网络话语平台演变成揭发真相、道德讨伐

的利器。对于人肉搜索正负效应的争论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本文主要从其正效应角

度出发,通过分析搜索事件的整个过程,试图理清人肉搜索的网络舆论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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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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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2001年人肉搜索第一案 �陈自瑶事件  到

2008年引起社会极大关注的 �天价烟事件  再到
2010年的 �日记门事件  , 人肉搜索历经不同角色

转变, 俨然已从最初的网民发布信息、寻求解答这

一网络话语平台, 演变成了网民揭发真相、道德讨

伐的利器,人肉搜索以一种不期然的方式进入了社

会公共事务。总结人肉搜索历次事件,不难发现这

样一个规律:当人肉搜索被用于公共事务而不是指

向个人隐私时, 它便会展现出其善的一面。

本文主要站在人肉搜索的正效应角度,通过分

析搜索事件的整个过程, 理清人肉搜索的网络舆论

运行机制。

一、网络搜索启动阶段

要引发网民大规模的 �人肉搜索  , 首先要有
一个诱发因素, 或者说一个刺激性事件或人物。通

过归纳 2001年到 2010年国内著名的 �人肉搜索  

案例 (见表 1 ~ 4), 在引发人肉搜索的 24起事件

中,涉及道德失范的有 12起,涉及违法犯罪的有 7

起,涉及娱乐的有 4起,涉及公益的有 1起。

表 1

事件 陈自瑶事件 虐猫事件 铜须门事件
功夫少女

事件

钱军打人

事件
海艺辱师事件

性质 娱乐 道德失范 道德失范 道德失范 违法犯罪 道德失范

表 2

事件
史上最毒

后妈事件

华南虎

事件

死亡博客

事件

天价头

事件
兰董姐姐事件

红衣 MM

事件

性质 道德失范 违法犯罪 道德失范 违法违规 娱乐 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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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事件
� D ie豹 

事件
辽宁女事件

菊花香香儿

事件

郭文珺

寻父事件

林嘉祥

事件

周久耕

事件

性质 道德失范 道德失范 道德失范 公益 违法犯罪 违法犯罪

表 4

事件
虐杀流浪猫

事件
录音门事件

女子掌掴

老汉事件

杭州飙车

撞人事件

日记门

事件

犀利哥

事件

性质 道德失范 道德失范 道德失范 违法犯罪 违法犯罪 娱乐

� � 新闻价值由五个因素构成:时新性、重要性、接

近性、显著性和趣味性。在这 24起事件中,绝大多

数都不属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没有重要性、显

著性可言,很难被传统媒体所关注。然而, 这些事

件普遍具有十分突出的接近性和趣味性, 许多事件

本身就是普通民众日常关心的话题, 比如家庭伦

理、社会道德、公平正义、贪污腐败等。

(情绪 )启动效果理论 ( prim ing effects)认为,

当人们通过大众传媒观察到、阅读到或听说某事件

之后, 一些有着相似意义的观念就在短时间中被激

活, !!这些思想随后可能激活那些与之有语义关

联的想法和行为趋向。

人肉搜索是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应运而

生的, 它除了具有网络媒体的普遍特征外, 还具有

参与性、集群性、目的性等特征。当虐猫、辱师、天

价理发、官员猥亵女童、飙车撞人等事件被公布于

网络之后,一方面由于它们极具 �接近性  的特征,

本身就很容易引起广大网民的关注; 另一方面, 这

类事件又容易触动人们的道德观、利益观和法制

观,特别是当传统媒体对该类事件报道缺位、监督

空白, 而事件又超越了人们普遍能够接受、能够容

忍的底线时,将之曝光、呼吁群起而攻之的想法自

然就被激活了,于是网民就会发出人肉搜索令。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心理学原理 ∀ ∀ ∀ 自我实现

理论的角度来分析人肉搜索为什么能够启动。一

个人做出一种行为,总是有他的动机。动机是人类

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而需要则是动机产生的基

础和源泉。挖掘人肉搜索产生的内在原因,最基本

的动因应该来源于心理需求,即自我实现。

通过归纳历年来人肉搜索的著名案例,我们可

以总结出人肉搜索的三种主要类型: 惩恶扬善型、

助人为乐型、揭示真相型。类型虽然不同, 但我们

都可以从心理需求角度找到它们的根源。惩恶扬

善型体现了共同的价值观,即对人性的自我完善、

弘扬美好、抨击邪恶的追求; 助人为乐型则致力于

帮助某些网民解决实际问题, 体现了一种奉献精

神,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之一;揭示真相型具

有舆论监督的特点, 随着真相被一步步揭露、谎言

被一次次戳穿, 在其中贡献力量的每一位网民都会

产生一种愉悦感和自我满足感。正是这种自我实

现的心理需求, 成为推动人肉搜索的强大内在驱

动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大体可以得出人肉搜索启

动的原因所在, 作为搜索事件的启动阶段, 它为人

肉搜索网络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二、网络舆论形成阶段

舆论是社会或社会群体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

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网

络舆论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关注某一特定事件的群

体在网络上形成的共同意见。

要形成舆论, �议题  、�群体 、�共同意见  是

不可缺少的要素。议题即某一有争议的社会问题,

人肉搜索一旦启动, 实际上议题就已存在了, 所以

我们探讨人肉搜索是如何形成网络舆论的,关键要

看另外两个要素 ∀ ∀ ∀ �群体  和 �共同意见  是如何

形成的?

群体指的是 �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归

属感、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的集合体  。以

2009年发生的 �杭州飙车撞人事件  为例, 当富家

子飙车撞死大学生谭某后,一篇题为 #富家子弟把

马路当 F1赛道,无辜路人被撞起 5米高∃的帖子出
现在网上, 引起了广泛关注。富家子无视交通法

规、轻视生命的行为立即引发了网民极大的愤慨,

对富家子的人肉搜索也随即启动,关注这一恶性驾

143

第 4期 � � � � � � � � � � � � � � � 陈绍富:人肉搜索的网络舆论运行机制探析



车撞人事件及其处理结果的网民不断激增,网民就

富家子展开搜索, 就其行为进行声讨。在信息搜

索、发布及意见表达的过程中, 形成了一个关注此

事件的群体,而由于事件的特殊性和恶劣性, 网民

较集中地发出了一种声音, 即依法处理肇事者、依

法赔偿受害者。至此,围绕该事件展开的人肉搜索

就形成了网络舆论。最后,该事件的处理也正如网

民的预期,富家子胡某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刑 3年并

赔偿受害人人民币 113万元。

当然,网民的意见并不都是像上述事件中那样

很快就能达成一致的, 比如 �华南虎事件 。在陕

西省林业厅宣布陕西发现华南虎,并公布周正龙于

2007年 10月 3日拍摄到的华南虎照片之后, 立即

引起了广大网友的质疑。随着关注 �华南虎事件  

群体的形成, �挺虎派  和 �打虎派  的声音也在群

体中各自传播, 面对传统主流媒体的肯定声音, 少

数持怀疑态度的网民并没有沉默,而是积极搜索真

实可靠的证据。质疑虎照真伪的少数网民在舆论

的螺旋中逐渐开始上升,并最终达到螺旋顶部, 形

成了 �沉默的反螺旋 。这是与 �沉默的螺旋 不同

的另一种舆论形成过程,即由少数人意见向多数人

意见演变的舆论机制。

三、网络舆论转化阶段

这里所说的网络舆论转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的内容:

(一 )网络舆论向社会舆论的转化

根据议程设置理论,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重

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

存在着一种高度对应的关系, 传播媒介作为 �大

事  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

的意识中。

这里所说的议程设置指的是传播媒介和公众

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媒介间也存在着议程设置。媒

介议题不仅仅会影响受众对事件的认知, 还会影响

其他媒介对事件重要性的认知。

一部分媒介最先报道某事件后, 其他媒介也会

跟进报道。意见领袖的媒介通常是传统的建制媒

介 ( estab lished med ia) , 跟进的媒介是另类媒介

( a lternative med ia) ,这类议题流动方向被称为 �共

鸣效果  。与 �共鸣效果 相反,议题也可以由另类

媒介流向建制媒介, 这类议题流动方向被称为 �溢

散效果  。

在人肉搜索事件中,一方面存在着媒介对公众

关注议题的设置,另一方面通过 �共鸣效果  和 �溢
散效果  的作用,议题既可以从传统媒介流向网络

媒介, 也可以从网络媒介流向传统媒介。在这种动

态互动的过程中,人肉搜索事件成为公众和媒介共

同关注的 �大事  的可能性就增大了, 关注程度越

高,就越容易形成社会的公共议题。这样, 一些传

统媒体原本不会关注、不愿关注的事件, 在经过人

肉搜索放大之后,就更容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网

络舆论的声势可以促使传统媒体的跟进,传统媒体

的跟进又会激发网络舆论的上升, 如此循环往复,

人肉搜索形成的网络舆论就会转化为整个社会的

舆论。

(二 )网络舆论向社会现实行为的转化

如果人肉搜索事件在网络舆论形成之后,得到

了符合群体意见的有效解决, 那么事件将逐渐淡

化,最终退出人们的视野。但如果事件没有朝着群

体意见所预想的方向发展,则会出现两种情况: 其

一,因为事件只关系到极少数人或事件尚在全社会

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还不足以引起网民更加激烈

的情绪或共鸣, 之前的群体行为和群体意见将逐渐

趋于缓和。其二, 事件涉及社会多数人的利益, 或

触犯了人们普遍接受的道德观、价值观, 超过了社

会能够容忍的底线, 网络舆论将会继续增加强度,

迫使行为主体或第三方做出回应。如果网络舆论

达到顶峰, 事件仍没有得到合理解决, 参与 �人肉

搜索 的网民将会选择更直接和激烈的方式, 由网

络行为转向现实行为。

以 �周久耕事件  为例, 网友对 �抽天价烟  、

�戴名表 、�开豪车  的房管局长周久耕发起了人

肉搜索,在网友的纷纷 �爆料 及舆论压力面前, 南

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及周久耕本人起初都采取了回

避态度,这激起了众多网友的愤怒,于是他们开始

向南京市纪委举报,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南京市纪律

检查委员会自称 10号的接待员采取了不作为的态

度,这就更加激怒了网民。在一片质疑、讨伐声中,

�周久耕事件  及其产生的恶劣社会影响, 终于引

起了江宁区委、区政府的重视, 最终迫使有关部门

介入调查并对周久耕依法进行了处理。

通过这起事件,我们看到了人肉搜索产生的网

络舆论向现实社会行为的转化,网络舆论具有强大

的监督功能,在舆论压力的作用下, 任何部门、机构

或行为主体都无法忽视民意的存在。

通过上文的分析, 我们简单地从人肉搜索启

动 ∀ ∀ ∀ 舆论形成 ∀ ∀ ∀ 舆论转化这条线性流程中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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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了人肉搜索网络舆论的运行机制, 但现实情况远

非如此简单,伴随着人肉搜索事件的发展, 网络舆

论可以说是一个不停歇、不间断、不断叠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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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Human F lesh Search OperationM echanism on Public Opinions

CHEN Shao�fu
(S ch ool of L itera ture and Jou rnalism, Ch ong qing Technology and B usin ess Un 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 ina )

Abstract: H um an F lesh search has exper ienced ten yea rs since Chen Z iyao Event in 2001 to D iary Event in 2010, dur ing this

per iod, hum an flesh search exper ienced ro le transfo rm ation from sing le comm en ting platfo rm to revea ling the truth and condem n ing

immo ra l th ings. Human flesh search has been debated on its positive e ffect and negativ e e ffect since its eme rgence. F rom the an�

g le of positive e ffect, th is pape r ana ly zes thewho le process of the search and tries to c lar ify netwo rk operation m echan ism on pub�

lic opinions.

Key words: hum an flesh search; network on pub lic opin ions; operation mechan 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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