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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网络传播的普及，促使人类的信息世界走向公开透明；互联网基于其可提供双向乃至多维沟通的手段
，试图催生一个全新的、没有中心的平等信息空间。
“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潮流，已将网络生存带进“丛林时代”，互联网因此正变为一种全民化的舆论
工具——各个群体都能利用网络信息手段发声。
如我在本书第三版序言中所言，与Web 2.0的应用发展直接相关的议题，就是网络公民新闻的兴起。
推广而言，网民作为网络传播的主体、个体作为网络服务的本体，已成为互联网发展的重要景观之一
，也是我们在今天讨论网络传播时不得不反复提及的主旋律。
与此同时，我们在新近的几年间所观察到的另一个重要景观，是网民作为一个整体所呈现的社会性，
特别是在种种非常事件中活跃着的网络集群行为，为中国社会的批判、变革与进步书写了诸多浓墨重
彩的篇章。
人是社会的动物，集群行为是其社会化本质的一部分。
18世纪末，佛里与雷班观察法国大革命发现，各种人一起行动的行为有着不同于单个人时的特征和结
果，由此，这种行为开始被称之为“群众行为”（crowd behavior），后经麦孤独修改为“团体行为”
（group behavior）。
1920年，罗伯特·帕克在《社会学导论》一书中提出“集体心理”（colleetive mind）的概念。
此后，将这种现象称为“集群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或“集合行为”、“集聚行为”，并被学术
界约定俗成地沿袭了下来。
帕克认为，“集群行为是在公共和集体冲动的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换句话说，那是社会互动的结
果”。
N.J.斯梅塞尔认为，集群行为是“在重新规定社会行为的信念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动员”。
戴维·波普诺则指出，集群行为“是在相对自发、不可预料、无组织的以及不稳定的情况下，对某_
共同影响或刺激产生反应而发生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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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传播的普及，促使人类的信息世界走向公开透明；互联网基于其可提供双向乃至多维沟通的手段
，试图催生一个全新的、没有中心的平等信息空间。
“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潮流，已将网络生存带进“丛林时代”，互联网因此正变为一种全民化的舆论
工具——各个群体都能利用网络信息手段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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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以多媒体形象出现的互联网融合了一切传播技术，将电视、电信、电脑、电子消费品、出版和
信息服务尽数纳入了自己的世界。
在这样一种虚拟文化的世界里，现实以数字化形式得到了保存，并供给人们消费。
无差别存贮的性质和超复制性，使网络生产出了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消费品。
这种消费品对一般大众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并进而衍生出一种网络环境中所特有的视觉和听觉文化
的占有形式。
网络文化与艺术在音乐方面，互联网音乐传播的代表类型MP3是才问世数年的新的数码音乐技术，它
带来了音乐传播历史上的一次革命。
MP3是一种音频信息的压缩编码，最大的优点就是压缩比率很高，而音质仍可与普通CD相媲美，它使
得在网上传播音乐成为现实，数字化音乐的制作也因为技术的发展而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
而古今中外的艺术作品、社会自然景观、海报广告、人物写真等等一系列形象都没有逃过数字化的追
击，统统被摄入平面的二维空间，以无差别的形式被复制、保存、传播。
此外，互联网的多元性和开放性，还把文学从少数作家的专利变为大众共享的权利，这导致了传统作
家身份特权的局部消失。
如果说传统文学体制之下的作家是文化权威的象征，那么，网络空间的写手不再承担文化英雄的职责
，作家的身份、荣誉、权力无法在网络空间提供的生态环境之中延续。
网络让文学返回了它的最初状态，文学重新成为大众共享的一种文化和精神活动。
更为重要的是，网络写作还使得许多受既定文学体制压抑与遮蔽的声音得到出其不意的释放。
它的无功利性和自由的文化状态恰恰是现代文化工业所缺乏的。
网络娱乐在电视消费方面，数字电视是电脑与电视的“杂交”产品，这一“杂交”优势使数字电视所
向披靡，一通百通——不仅可以看电视、录像，而且微机、互联网、联网电话、电子信箱、电脑游戏
、家居购物和理财都可以用。
数字电视的到来，使电视的概念也进一步拓展：不仅可以像以往一样收看节目，还可以自己点播，不
受时间和内容的限制；未来的数字电视节目可能为你编辑特定的新闻，并在需要的时候送到你的电脑
里；当观看一个实况转播时，你可以选择观看的位置、角度、镜头的远近等等。
、此外，“数字一族”大放异彩——用数码照相机不需要洗照片、存相册，照了相直接存人电脑或刻
写在光盘中。
这些照片通过电脑可以浏览，通过互联阚可以送人，通过彩色打印机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印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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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编写这部全新结构的《网络传播概论》的初衷是：为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学生及相关业界人员，提供能
真正反映网络传播知识广度和知识深度的基础教材。
本书的目标效用被界定为：对网络新闻传播类大部分专业课程的学习均能产生导读的效用，同时，文
本价值取向应力争达到学理性、实用性，工具性、前沿性，延展性、交互性的统一。
2001年年底，在福州，全国多所重点高校联合举行了“大学新闻专业网络传播教材编写会议”。
会上，代表们确定了以上编写理念。
从那以后，诸多同人孜孜以求，几近一年的推敲论证，日以继夜的编写修订，即是为了这一理念的实
现。
按照既定的设想，这本新教材必须全面吸收多学科研究成果，因此，我们希望为本课题搭建一个好的
研究及写作班底。
在此之前，南京大学的一个网络传播研究小组正在讨论教育部和江苏省的两项重点课题，成员本身来
自不同学科；为了本教材的编写，在各高校以及诸多学长们的关心下，出版社又邀请到了各著名院校
的众多学人加盟。
最终，有总计9所院校共18位成员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本书编写工作。
其学科背景更是横跨新闻、传播、广告、计算机、信息管理、行政管理等学科。
其中，各位成员大多已在网络研究的不同学术领域拥有值得称道的学术成就——或是发表过有关其编
写章节内容的长篇论文、论著、编著，或是其所提交的书稿本身即是参与专项学术课题研究的最新成
果。
在类似的教材编写工作中，这样的团队合作规模还是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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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传播概论(第4版)》：大学新闻专业网络传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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