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
“

新媒体与社会发展
”

全球论坛

暨中美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双边论坛 ：

新媒体改变什么

主办单位 ：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 院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

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谢耘耕工作室

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

美国杜克大学 中国研究 中心

时 间 ： 年 月 日

地 点 ： 上海交通大学陈瑞球楼

论坛主席 ： 谢耘耕 （ 上海交通大 学人文 艺 术研究 院副 院 长 ， 远 东 书 院

院 长
，
教授 ）

主 持 人 ： 蒋 宏 （上海交通大学 文科建设处处长 ）

论坛嘉宾 ： （ 排名 不分先 后 ）

洪浚浩 （ 美 国 纽约 州 立大 学传播学 系教授 ）

苏钥机 （ 香港 中 文大学新闻 与传播 学院教授 ）

刘幼琍 （ 台 湾政治 大 学广播 电视学 系教授 ）

郑贞铭 （ 台 湾 中 国 文化衣 学新闻研 究所教授 ）

钟 瑛 （ 华 中科技大 学新 闻 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 ）

沈 阳 （ 武汉大学信息 管理 学 院教授 ）

彭 兰 （ 中 国人民 大 学新 闻 学 院教授 ）

杜登斌 （
人 民 网 舆情监测 室 副秘书 长 ）

蒋 宏 ： 我们的圆桌会议马上就要开始 ！ 有请洪浚浩老师 、 杜登斌老

师 、 彭兰老师 、 苏钥机老师 、 刘幼琍老师 、 郑贞铭老师 、 钟瑛老师 、 沈 阳

老师 。 （掌声 ） 请各位 同学再一次向在座的老师 、 专家表示谢意 ！ （ 掌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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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场 圆桌会议讨论 的题 目 是
“

新媒体改变什么
”

，
刚才我 已 经听

到 了一些专家提出 的新媒体产生之后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
——

新媒体在

改变着什么 。 下面我想请每
一位专家非常简短地 回答两个问题——你认为

新媒体现在正在改变我们社会的什么 ，
以及可能 未来会改变什么 ？ 前

一

个

问题是讲 已经改变 、 正在改变的 ，
后一个 问题是 回答未来 可能会 改变的 。

请每位专家都说一下 。

听 了他们演讲之后 ， 在座的各位同学可 以就上述问题 和专家的 回答畅

所欲言 ， 可 以补充 ， 可以质疑 。 下面请从洪老师开始 。

洪俊浩 ：
用一句话或者两句话概括肯定是有片面性的 ， 但不管有多少

负面性 ， 我还是尝试归纳 。 第一个改变是
一种规律结构的改变——人文技

术与传播信息的发展现状 。 在 社会最直接 、 最有影响 的变化是新

媒体 （互联 网 ） 在改变着我们接收信息 、 传播信息的方式 。

从宏观角 度讲 ， 第二个就是新媒体 ， 像互联网这样的 新媒体可能五年

以后都不叫互联 网了 ，
五年后可能我们都不使用互联网 了 ， 但是总会有一

种更新的媒体 。 这样的媒体从理论上讲 ， 它在不 同程度上 ，
以不 同 的方式

影响着社会的 组成结构和人 的思维与行 为方式 ，
从 而改变着我们这个世

界 。 这是我讲的两点 ，

一个从微观的 ，

一个从宏观的 。 谢谢 ！

蒋 宏 ： 好 ， 谢谢 ！ 彭兰老师 。

彭 兰 ：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 回答 ， 我觉得只用
一两句话很难把我对互

联网 的一些观察心得说得很到位 。 在此之前 ， 我在徽博上看到一句话很有

同感 ， 大家都知道麦克卢 汉说的那 句话
——

“

媒介是人 的延伸
”

。 但是 ，

今天有人说 ，

“

我们每
一个人 已经变成了媒介的一个延伸 ，

是媒介 的
一个

终端
”

。 我想这个可能是人和媒介 的关系 发生的一个变化 。 尤其以 后 ，
如

果互联网技术进
一

步发展的话 ， 这种终端技术继 续发展之后 ，
我想可能我

们随时随地就变成信息的终端了 ， 这是可能改变的一个方面 。

提及另外
一个方 面 ， 我记得有

一次 ， 祝建华 老师在会议上说 了
一

句

话——可能有些人不太认同 ，
他说他们做了个研究 ， 得到 的结论是互联 网

① 是相对 的新的一类互联网 应用 的统称 。 的概念 年始于出 版

社经 营者
’ 和 之间的一场头 脑风暴论 坛。 模式下 的互

联 网应用具 有用 户 分享 ， 信 息 聚合
，
以 兴趣 为聚合 点 的社 群 ， 开放 的平 台 等 显著 特

点 。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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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什么都没有改变 。 这个 听上去好像有点极端 ， 好像有点不可思议 。

我是怎么去理解他 这个观点 的 呢 ？ 其实我在一些 书和文章里面也提到过 ，

虽然互联网看上去改变了很多东西 ， 但是我们社会运行的 法则和公式其实

是没有发生本质变化的 。 尽管公式本身没有变化 ， 但是为什么看上去会有

很多不
一

样的结果 ， 为什么 网络舆论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 我想可能是 因

为这个公式里面某
一些变量的值在互联网 以及新媒体技术的影响之下发生

了
一些 比较显著的改变 ， 这样最后运行的结果看上去是发生了 比较大 的差

异的
； 但是运行法则本身 、 公式本身其实是没有发生变化 ，

我想这可 能是

变与不变的两个不同 的方面吧 。 谢谢 ！

蒋 宏 ： 刘幼琍老师 。

刘 幼琍 ： 好 ， 大家好 ！ 我想我对于这个新媒体的定义可能会跟大家不

太一样 ， 下午我会跟大家多做一些分享 ， 如果现在大家在谈互联网 的话
，

我想说新媒体包括 ，
这一类的

，
它包括不 同的平 台 。 如果是说

我们从整个互联 网的 角度来看 的话 ， 当然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其他 的像

社交媒体 ） ，

① 等 ， 好像在 这边是微博 ， 在 台湾

我们用 的多的是 脸谱 网 ） 。 但我要用
一

个英文字来讲它扮演 的

角 色跟它的影响 ，
就是 加上 变成的 个单

词叫做 。

因为现在的民众只 要能够上网 ， 就可以 自 己 写内容然后发 出去 ， 就像

一个制造者 。 除了
“

揭弊
”

以外
，
除了发表意见 以外 ，

很多人到

餐厅就
一

直拿着手机照相 ， 有时它可 以打卡 ， 也可以按
“

赞
”
——表示说

我觉得这家餐厅还不错——这就是 这一块 。 如果你把意见和经验

放在网站上的话 ，
跟大家分享 ， 你就可 以享受打折 。 所以 就是说 ， 它有不

同层面 的 ：
有政治的

，
有消 费的 。 我就简单讲这

一个 所带来 的影

响 ， 下午再多跟大家分享
一点 。 谢谢 ！

蒋 宏 ： 钟瑛老师 。

钟 瑛 ： 虽然我们每天都在谈新媒体给我们带来 了什么改变 ， 但是突

然面对这个 问题的 时候 ，
我感觉有点茫然 ，

我想了半天 ，
想到一个我最有

① 习 惯称 全称 社交 网络服务 。 编者

② 生产 消费者 ， 消费 自 己生产 的东西的 人 。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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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触的改变 ， 就是在新媒体时代 ， 知识更新越来越快了 。 可能在传统 的教

育时代 ， 每个老师经过几十年的训练 以后 可 以跟学生说 ， 我的导师就是这

样跟我说的 ：

“

我是一桶水 ， 你是
一

碗水 。

”

我给
一

个学生 舀
一碗水

，
我那

里总也舀不完 。 但是 到 了新媒体时代 ， 它就不
一

样 了 ， 因 为信息 的渠道 、

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了 ， 每
一

个学 生获取知识的方式都不
一样了 ， 老师最

多只是
一

个知识引导者的作用 。 不管是哪
一

个人在这个时代里面 ， 如果不

进行知识更 新的话 ， 他就会很 快成为一个落后 的人 。 所 以 这是一个很繁

忙 、 很累的时代 ， 这是我深有感触 的
一种改变 。

还有一种就是我很担优的改变 ， 就是谈到新媒体发展的 时候 ， 新媒体

往哪里发展 ？ 我老说它是一个时间 的概念 、 发展的概念 ， 但是它的终点在

哪里呢 ？ 我现在看到的最恐怖的一篇文章说 ，
以后人和技术能够在一起形

成一个很奇怪的
“

人
”

， 这种技术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 这是一种毁灭还是

一种更大的创新 呢 ？ 所以我非常担忧 。

蒋 宏 ： 苏钥机老师 。

苏钥机 ： 好 ， 大家好 ！ 我很快地讲两 个关键词 ， 第
一

个是
“

界限
”

，

第二个是
“

差异
”

。

“

界限
”

是什么意思呢 ？ 在 年代 、 年代 ，
电视打

破 了很多界限 。 今天互联 网代表另 外
一种革命 ， 技术的革命 ， 比 电视带来

的影响更大 ， 它打破了一些界限
，
也重构 了

一些界限
，
我觉得应该去思考

这个界限的重构与打破的观念 。

第二个观点是
“

差异
”

， 我觉得互联 网这种新媒体对大家有不 同 的影

响
，
对个人 ， 对群体

，

对社会都有不同 的影响 ，
对不同年龄的人的影 响都

不同 ， 对相同年龄的人也有很多不 同 的影 响 。 我与我同龄 的人使用新媒体

的行为都不一样 ， 但是这个异同在哪里 ，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 的思考方

向
， 我就先讲到这里 。 谢谢 ！

蒋 宏 ： 有请郑老师 。

郑贞铭 ： 这个主题放得非常广 ， 但是我简单谈两点 。 第一个我认为就

是对文化的影响 。 今天因 为新媒体 出现之后 ， 整个人类 的文化发展变成是

以大众文化为主流的一种文化 ，
这种文化基本上是

一种渗透性的 文化 ，
是

一种简化的文化 ， 是没有思考 、 没有太多深度 的文化 ，
所以使得很多人说

‘

“

我们的资讯有一公里长了 ， 知识只 有一英寸
”

。 我们越来越没有深度 ， 社

会越来越缺乏思考 ， 这是我个人很忧心的
一

个问题 。

圆桌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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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第二个影响是对下
一

代青年的影响 。 如果有人问 我明天的社会

将会怎样 ， 我认为只要看今天的社会青年 的价值观 ， 他们的 价值观就是明

天社会的
一

个主流文化 。 今天的青年确实往许多好的方面发展 ，
可是有没

有负面的发展 ？ 与过去的情况 比起来 ， 我们 的青年表现得如何 ？ 至少对于

我 个从事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教育工作者来说 ， 我们 觉得青年人在这

一方面有很多 的变化 ， 这种变化不全然是好的 ， 有很多让我们 优心 的部

分 。 所以这个 问题牵扯 的面很 广 ， 文化 问 题和青年 问 题是我 自 己 比较关

心的 。

蒋 宏
： 谢谢 ！ 有请沈阳老师 。

沈 阳 ： 新媒体在改变着人心 ，
人心变 ， 则社会变 。 新媒体 的 崛起加

速了我们的情感和共振 ， 加剧了
“

我们在一起
”

的这种共 同的
“

羡慕嫉妒

恨
”

。 我们可以看到 ， 当你面对这种
“

郭美美炫富
” “

官员 隐瞒信息
” “

城

管打人
”

的信息之后 ， 其实只要有一个正常的 、 普通的 常识 ， 那 么你会迸

发出相似的这种情感 。

另 外 ， 新媒体正在改变着男人和女人 ， 男人和女人 的
“

约会方式
”

也

在变化 ， 男人跟男人间
“

约架
”

的方式也在变化 。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 良

性的 围观改变中 国 ， 理性的微博改变了一切 ，
主流的 网络民意正在倒逼着

公权的改良 。

蒋 宏
： 好 ，

杜老师 。

杜登斌 ： 沈 阳教授刚才也讲到人心 ， 讲到政府 的执政能力 ， 所 以我想

新媒体对政府官员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产生 了
一些改变 ， 从而推进 了政

府的执政理念和执政的方式的改变 ， 推动了 中 国的 网络问政 ， 下一步有可

能推动 中 国的政治体制 改革 。 谢谢 ！

蒋 宏 ： 刚才八位专家用简短的话语 ， 把他们所看到的 、 所理解的新媒

体或者说以网络媒体为主的新媒体将会产生的一些发展、 正在发生 的事情 ，

谈了一些 自 己 的观点 。 我想大家都在思考 ， 有的是从社会生活层面来考虑

的
；
有的是从人际交往角度来考虑的 ；

有的是从未来青年人的行为走 向 、 知

识获取 ， 它如何来改造 自 己的价值观 以及文化等方面来考虑的 ； 有 的是从社

会政治层面来考虑的 ， 包括网络如何刺激集体行动 ， 网络 的行动 、 网络 的主

张如何对我们的公权力产生
一些影响 。 当然也包括最后谈到的网络也许能够

改变我们领导干部的学习方式 、 发布信息的方式以及互联网 出现任何事情之

圆桌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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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它会产生怎样的需求表达 ， 方方面面都谈到了 。

我想在座的各位思想开放的 同学们 ， 肯定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 我这边

先有
一

个提问 ， 就是互联网发展到今天 ， 特别是世博会以后 ，
我发现了

一

个问

题
， 就是我们的语言会不会消失？ 我们现在拼写文字已经很难了 ， 有时候都忘

了怎么写
， 就是打叉叉 ， 甚至连笔画都不知道怎么写 ， 从哪里开始写 。 如果用

互联网的方法 ， 就是用键盘的方式 、 触摸的方式的话 ， 未来计算机的方式会影

响到这
一

块
——

当然我们有时还是要用手写的方式来做的 。

但还有一个大的问题 ， 就是语音没有了 。 以前的人 古代的人还会摇头

晃脑来唱诗 ， 来 吟 诵 ，
现在基本上没有 朗诵 ，

现在都是速 读了 ， 是
“

读
”

了 ， 但是
“

速
”

了 ， 不是
“

吟
”

了而是
“

阅
”

了 ， 不会 摇头晃脑 地读书

了
——

当然也可能现在社会不允许 。 未来我们 中 国文化的 东西还会不会有 ？

最终会怎么改变 ？ 因为 中国的方块字消失之后 ，
我们 的行为方式 、 思维方式

就会改变 ， 对联想的文字表达还会不会有中 国式的幽 默 ， 等等 。 那么 ，
下面

我想请同学们有问题就提出来 ，
和我们的学者进行讨论 。 开始 ！

学 生 ： 我觉得刚才台上几位嘉宾都讲得都非常有道理 ， 我想要从两

点来讲 。 我个人的感觉 ， 第一点是时间 的变化 。 因 为在互联网发展早期可

以用
一

个英文单词 来描述 ， 也 就是 它把全世界 的信息都 传递到
一

块 ， 包括我们老师讲到 的文化 的交 流 ，
包括我们各种各样意识 形态 的 冲

击 ，
包括刚才最后主持人讲到 的所谓文字的 可能消融或者是可能 的变化 ，

那么这些是在早期出 现的 ， 但在今天不会再出 现了 。 今天进入到 了第二个

阶段 ， 第二个阶段叫做 。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产生 ， 随着个人的通

讯手段和互联网应用的 出现 ，
也和 刚 才几位嘉宾说的是

一

样的 ， 也就是说

每个个体成为 了网 络的末梢 ， 而且 网络今后 的发展是 围绕着 个体而产生

的 、 去增值的 。 在这个过程当中 ， 每
一个个体的需求 、 个体的未来对 网络

能力 的变化和他 自 身的要求与 网络 的未来发展是息息相关 的 。 在这个过程

当 中 ，
实际上网络提供了一个平台 。 我想这是第

一个在 时间上的变化 ， 它

实际上改变 了我们所有的生活的方式和情感方式 。

第二个是空间的变化 。 我觉得空 间 的变化主要是改变 了一个社会的 结

构
，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 个体和群体 、 社群和社会在互联网产生之后发生

了根本性的改变 ， 原有的人们之间 的关系和传统的 自 上而下 的关 系 ， 包括

信息传递的关系 、 权利输送 的关系 、 个人行为 的关系都发生了改变 。 我们

圆桌论坛



首届 新媒体与社会发展 全球论坛 暨中 美新媒体与

社会 发展双边论 坛 ： 新媒体改 变什 么

知道有
一

本书叫 《 世界是平的 》 为什么是平的 ？ 因为信息 的复制发生了

改变 ，
从而使得人们 的权力 结构发生 了变化 。 在这种情况下 ，

人们 的关系

和行为规则也在发生变化 ，
由 此必 然导致社会规则 根本性 的改变。 所 以

，

我觉得我们现有 的 法律体 系 ，
包括经济 体系 、 社会运行体系 是基于什 么

呢 ？ 是基于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 ， 对 于空 间 的合理运用 。 网 络恰恰给 了我

们
一

个最大的空 间 ，
这个空 间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在作为消费者的 同 时 ， 作

为生产者 ； 在作为信息接收者的 同 时 ， 作为传播者 。 从传统 的经济规则和

社会运行规则上来讲 ， 网络使得每
一

个信息 的 传递 ， 会 出现新 的规 章制

度 ， 所以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 。

学 生 ： 老师您好 ！ 我是来 自 西北大学的 一名 学生 。 刚才彭兰老师提

到
一

个全新的观点 ， 就是互联网其实什么 都没有改变 ，
因为社会的运行结

构没有改变。 但就事实而言 ， 我想就这个问题提
一

点质疑 。 我有同 学毕业

之后参加工 作 ，
主要是在 微博上开展 房地卢广告之类 的线上营销 。 我认

为 ， 社会的运行模式包括生产方式这
一

系列 ，
这样一种全新的线上营销会

不会是
一

种新的生产方式？ 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改变 ？ 这是第一个问题 。

第二个问 题就是在你们 的演讲 中提到 了几个技术方面 的词 ， 包括

这一类的 ， 我们平时没有特别关注 ，
而像客户 终端这些也是需要去关 注的

一

个全新概念 。 我想 问老师 ， 比如说造 纸术的发明 产生 了报纸 ，
报纸这种

传统媒体在现今受到了很多挑战 ， 也许可能 以后会消亡
， 但我觉得造纸术

并不会消亡 ， 它还能应用于很多方面 。 对于广播电 台 的技术 ，
也许广播电

台不那么受重视
， 但是它的技术也还是会继续 ，

包栝新媒体也会产生薪的

技术 ，
这些技术问题我想请你们再多说

一

点 。 谢谢 ！

蒋 宏 ： 好 ， 谢谢这位同学 ！ 看哪位老师来点评
一

下 。

彭 兰 ： 第
一

个问题是计对我 刚才说的话 ，
我说的运行法则可能是更

深层次 的运行法则 。 的确 线上 营销 ， 或者说今 天特别 火 的 一个词

在外表看都跟过去广告的营销模式是
一样的 ， 但是广告营销最重要

的是要研究人的心理 ， 打动人心才能把东西卖 出去
，
而人 的心理没有 随互

联网而发生变化。 更准确的回答应该是新媒体学家研究发现 的 ， 但是我个

① 《世界是平 的
：

一部二 十一世纪简 史 》 （
：

是由 汤马斯 佛里 曼 （ 所撰写 的畅销 书 ， 书中分 析 了 世

纪初期全球化 的过程 。 书 中主要 的论题是
“

世界正被抹平
”

。

——编者

圆桌论坛 丨



新媒体与社会 （ 第 三 辑 ）

人的感受就是互联 网从本质上并没有改变我们人的心理 ， 反而我们看到过

去有一些人说在互联网上是不存在从众心理的 ， 很多时候互联 网会把我们

心理本质的状态改变 。 实 际上有很多的 案例说明互联 网上不再有从众心

理 ， 但可能有的 时候它显示 的从众心理 比在线下的 时候更加明显 。 其实我

想不管是在线上还是线下
——可能是我个人比 较喜欢去关注

一些其他学科

的研究成果以及对我们研究 的启 发 ， 比如说心理学里面 的费斯廷格 的
“

认

知不协调理论
”

我发现很多东西都可以在他的 理论里面找到答案 。 但是

营销可能未必是他 的一个理论就可以作为依据
——

我说的 意思就是可能我

们本质上要去打动人 ， 不管是卖东西还是在社会实际等另 外层面上 ， 都是

和我们人的本性有关系 的 。 但如果人的本性没有因互联 网而改变 的话 ， 其

实那些本质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是难 以 出现 ， 难 以起到作用 的 ，
这是我所

理解的互联网没有导致社会发生本质变化的 含义。 这可能 只是一个角 度 ，

我们也不能够忽视那些 已经发生的外在 的变化 ， 外在 的变化的确很多 ， 有

的也是很深层次的 。 这是针对你的第
一

个 问题我 的
一

个 回答 ， 不知道你觉

得是不是能够解释你的 困惑 。

关于技术上的问题 ，
可能有一些 同学知道我 的 出 身 ，

我是学工科的 ，

学计算机的 ，
所 以在我们的课程里 面技术观念 比重大 ， 其实咱们在座 的沈

阳老师
一直比我更

“

工
”

， 他
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 。 那我们今天学新 闻传

播的人是不是可 以完全忽略技术的 细节 ？ 在今天技术领域对我们产生 了如

此重要 的影响 的情况下 ， 虽然你可 以不用去了解技术的
一 些最根本的 、 最

本质的东西 ， 但是技术的影响仍是需要关注的 。 你可以不知道造纸 ， 但是

你应该知道纸造 出来之后对我们人类产生 了什么样 的影响 ，
对我们传播产

生了什么样的影 响 。 你可以不知道 ② 的技术的 原理是什么 ， 但 以

①
“

认 知不协调理论 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费斯廷格 于 年提 出 的一种社会认知论 。

其前提是每个人 都努力使 自 己 的内 心世界没有 矛盾 ， 然而所有 的人 都无法使 自 己达 到无

矛盾状态 。 费斯廷格把
“

矛盾
”

和
“

无矛盾
”

换为 不协 调
”

和
“

协调
”

，
并据此对认

知现象进行分析 。

——编者

② 可 以是以下三个解释的其 中一个 ：

。

一般而 言同一 ‘种 的技术 ， 是

简易信息聚合 ， 也叫 聚合 内 容
，
是一种 描述和 同步 网站 内容的格 式 ， 被广泛运用于 网上

新闻 、 傅客等 。 使用 订阅能更快地获取信 息 ， 网 站提供 输 出 ， 有 利于让用 户获

取网站内容 的最新更新 。

——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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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 新媒体 与社会发展
”

全球论坛暨 中美新媒体与

社会发展双边论坛
：

新媒体改变什么

及大家现在使用最多的 下载① ， 它们的影响是什么 ， 我想这个是需要我

们去思考的 。 虽然你可以不去做一个技术人员 ， 但是保持对技术发展线索

的 了解 ， 并且在我们这个学科的视角 下去研究这些技术可能会带来什么 样

的影响 ，
还是有必要的 。 我们可以不用做技术开发者 ， 但至少我们要做

一

个应用者 。 我想其他老师还会进一步补充这个问题 。

蒋 宏 ： 好 ， 刘老师做一个 回应 。

刘 幼琍 ： 彭兰老师讲的是 那种非常基础的关于互联网方面的
一种

应用 ， 但是我对于新媒体 的定义绝对不只有互联 网 。 我举个例子 ， 下午我

还要提到 ， 比方说大家都听过在上海我们有 大家手机上 的不同 的

平台 ， 比如 ， 或者 、 联网 电视等 ， 我觉得它都是
一些新 的媒体

平台 。 那我就先补充这
一

点 。

蒋 宏
：
好

， 洪老师 。

洪浚浩 ： 我就谈一点对变与不变的 、 改变与没有改变的 看法 。 刚刚彭

兰老师截取了祝建华老师的一个观点 ， 也进一步解释了 。 那新媒体到底是

不是改变 了我们这个世界 ，
是不是在改变我们 ？ 这要看从什么角 度讲 ， 衡

量的标准是什么 。 每个学者用的衡量标准是不一样 的 ， 他得 出 的结论是不

—样的 。 如果从是否改变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法则的角度来说 ， 那我可 以说

①
“

下载
”

是 下的一个非 常有用的命令 ， 作用是用指定大小的块 拷贝
一个文

件 ， 并 在拷 贝 的同时进行 措定 的转换
。

是一个基于 无线路由 软体
，

操作 系统是 和 抗衡 的另一大流派 的操 作系 统 。 界面 可 以让无线路 由器

支持 宽带设置 、 过滤
， 优 化带宽并限制最大上行 、

下行 速度和最大 连接数 等
，

并可 以封杀或者加 速 、 电驴下载 。

——编者

② 即交互式网络电视
，
是一种利用宽带有线 电视 网 ， 集互联 网 、 多媒体 、 通信等多种

技术 于
一体

，
向 家庭用户 提供包 括数 字电视在 内 的多种 交互式 服务 的崭新技术 。 用户 在

家中可 以有两种方式享受 服务 ： （ 计算 机 ， （ 网络机顶盒 普通 电视机 。
——

编者

③ 此处 应该英文 的简称 ， 由 于 智 能手机 的流行
，
现在 的 多指智

能手机 的第三方应用程序 。

一开始 只是作为一种第三 方应用 的合作形 式参与 到互联

网商业活动 中去 的 。 目前 比较著名 的有 的 商 店里 面的 的

诺基亚 的 还有 用户 的 。

编者

④ 是 目前通 信行业非 常流行 的一个词汇
，
指 的是谷歌 、 苹 果 、 、

等利用其他运营商的宽带 网发展 自 己的业务 。 不少 服务商直接面 向用户提供服务

和计费
，
使运营商沦为单纯 的

“

传输管道、 根本无法触及管 道中传输 的 巨大价值 。 应用

商店是典塑 应用
，
例如苹果开通 的 ， 开通的 。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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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媒体都没有改变这个社会的 法则 ； 但是如果是从某个角度讲 ， 那 又是

另 外的结论 。 我前面讲到
一

个观点 ， 就是新媒体实际上改变了 两个东西 ，

一

个是人类 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
另
一

个是社会 的组织结构 ：
不管 哪

一

种改变都在这两个范畴当中 。

关于变与不变的问题 ， 我们看互联网这样一个新媒体 ，
在阿拉伯世界

改变了什么 ， 在美国改变 了什么 ， 在 中 国改变 了什么 。 首先从阿拉伯世界

说起 ， 前段 时间 的阿拉伯革命 、

“

茉莉花革命
”

它之所以产生 的根本原

因有三个 ： 第
一

个原 因是社会动荡 ， 社会动荡 主要是经济搞得一 团糟 ， 民

不聊生
； 第二个是新媒体的作用 ， 媒体在埃及这些 国家是受到相 当大的控

制 的 ， 但是新媒体 冲破 了 这 些控制 ， 外 面 的 信 息一 下子 冲破 了 这个堤

坝——就像之前有
一

位人 民 网的 老师所讲 ，

“

决堤 了
，
这个洪水就要 冲过

来了
”

； 第三个 因素是领导者处理危机不当 。 所 以新媒体在这个里 面的作

用
，
它本身不是

一个革命 的 主要力 量 ，
它 只 是一个催化剂 、

一

个促进力

量
， 它要有其他条件共同作用的时候 ， 才能产生这种原子弹爆炸的力量 。

前段时间美国有一个媒体采访我 ， 他说 ， 中 国 使用微博 的人这 么多 ，

也有这么多 的社会危机 ，
阿拉伯 国 家革命会不会在 中 国发生 ？ 我说不会 ，

不会在中 国发生 。 为什么 呢 ？

“

茉莉花革命
”

在 中 国不会发生 ， 因为发生

要具备三个条件才行 ，
它最前面 的那个条件就是 民不聊生

，
想推翻这个政

权
， 在中 国现在是不存在的 。 虽然我们打开微博 ， 看上去有很多负面 的东

西 ， 这是我们官方的媒体没有通过它的渠道把那些东西都报道 出来 ，
是我

们 自 己的 问题。 包括
“

温州 的高铁事件
”

等 ，
全部是徽博先捅 出来 。

一开

始我们领导人还要 出 来说他们 荒唐 ， 猜测 的荒 唐 。 那 你不说 ， 人家只 能

猜 ，
到最后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对 的 ， 都猜对 了 ，

所 以这是我们 自 己 有 问

题 。 但是我们后边及时地处理了 ， 所以第三条也不存在 ， 就是没有处理好

的问题我们现在也不存在 ， 我们 只是使用 的人多而 已 。 所 以
，
我说

“

茉莉

花革命 、 阿拉伯革命在中 国不会出现 。

那么在美国呢 ， 我有一个数据 ， 美 国人用 〔 推特 网 ） 和

① 年年底至 年年初
，
非洲国 家突尼斯 发生了 要求 总统本 阿里下台 的持续抗议活

动 ， 并演变 为持续骚 乱 。 总统本 阿里被迫选 择离 开突尼斯 ， 前往沙特 避难 。 总理加努

希 出 任临时总统 。 在阿拉伯国家 ， 这 是第一次 一个政 权 因 民众抗议 而倒 台 。 茉莉 花是 突

尼斯 国花 ， 这 次政权更迭也被称为
“

茉莉花革命 。

——编者

丨 圆桌论坛



首届 新媒体与社会发展
”

全球论坛暨 中美新媒体与

社会发展双边论坛 ： 新媒体改变什 么

脸谱网 ） 的第
一个功能就是转发美 国 主流媒体报道 的突发事件 ， 而

不是公众 自 己 去报主流媒体没有报道的突发事件 ， 也就是讲它的 主流媒体

已经在报道那些东西了 ， 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 ） 巳经在报 道这些东

西了 。 但是美国现在是有很多人不看 电视 、 不读报的 ， 所 以
一些看过报道

的人就把这些东西放到 上面。 恰恰相反 ， 中 国 的微博上报道量最多

的是很多官方不报道 的东西 ，
这是

一个最大 的差别 。 所以 你说变还是没有

变
， 看你是从哪个角 度讲 ， 是不是 ？ 所 以我觉得对于

“

新媒体是不是改变

了我们这个社会的 问题
”

我们不
一

定能取得
一

个统
一

的认识 ， 但是它在多

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社会 ， 在哪些方面改变 了我们 ， 这些改变能够起到什

么作用 ， 我们 只 能去 具体探讨 这些 问题 ， 而不一 定 大家就能得到 一个
“

变
”

还是
“

不变 的标准答案 ，
这个也没有什么 意义 ， 每个人 的看法 都

不一样。 我就补充这
一

点 。

蒋 宏
： 好 ， 非常好 ！ 老师有什么观点不一样 的地方 ， 或者还有什 么

需要探讨的地方也可以 的 。

钟 瑛 ： 我 年到密苏里学院去学习 的 时候 ， 就特别想知道别人是

怎么研究网络舆论的 。 我到 图书馆去查了 三天 ， 没查 到
一

篇像样 的 文章 出

来 ， 是因为他们表达舆论的 渠道非 常多 ， 而 我们就 只是集 中在 网 上去表

达。 跟我们一批 出 国 的
一个学计算机 的老师就问

一个美 国的 学生
：

“

你们

的 网络没有控制 ，
那你们看到在 网络上对你们政府 、 对你们领导人那种负

面的信息的时候 ， 怎么 办呢 ？

”

那个学生想都不想就 回答说 ：

“

那他说我不

好 ， 我就不看嘛 。

”

很简单就这样 回答 了 ， 脱 口而 出 。 当 时我看 了一些统

计 ， 我们是在全世界 国家的网络上负 面信息最多 的 ，
这还是有

一

些值得我

们思考的东西——我呼应一下洪老师 。

沈 阳 ： 谈
一下我的 了解 ， 我个人觉得互联 网在某种程度上放大 了人

的灰暗性 。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 你到 网站上点 到第二层就到处都是那种飘

来飘去的情色 图 片 ， 传统媒体上 不太可能 放 网站上这 些东西 。 另 外
一

方

面
，
包括我接触的

一

个朋友 ， 他是
一个兽 医 ， 最近他转行做互联网研究 ，

他就发现在匿名 的状态下人 同野兽非常像 ， 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放大 了人 的

这种兽欲沸腾 的状态 。

但是 ， 我们还要考虑是不是报道这些负 面信息就
一定会导致这种负面

的情绪 ？ 实际上我今天也发了 一个微博 ，
就 是谈

“

正能量
”

。 因为最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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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话题很火 。 在北京水灾事件当 中 ， 我觉得好人好事是正能量 ； 但是另外

一方面 ， 敢于思辨 、 勇 于求索也是一种正能量 ， 所以从这个角 度来看呢 ，

网络既有对负面的放大 ， 也有对正能量的放大 。

现在我们这个网络所包含的技术 内容可能会越来越多 。 可能原来有很

多偏文科的判断 ， 但现在可能会更注重数据 ，
更注重计算机方面的东西 。

所以我想 大数据
”

应该是未来 的一 个发展 趋势 。 这是我 的 一 个简单

体会 。

蒋 宏 ： 好 。

杜登斌 ： 我也谈
一

点体会 ，
因为我是负责 网络监控这

一

块 ， 所 以我也

联系我 的工作来谈论。 实际上
“

互联 网到底 有多大改变
”

， 我是赞 同洪老

师刚才的观点 。 从我们监管 的现状来看 ， 确实是要去改变或者需要去 改

变 ， 才有可能改变 ， 如果不是这样 ， 还不一定能改变得更到位 。 比如说政

府网络执政这一块 ， 随着 互联 网 的介入 ， 政府获得 了很多信息 、 很 多方

法
， 可以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 ， 但是它不改变执政的方式 。

蒋 宏 ： 很高兴听到老师们关于
“

变与不变
”

的很多说法 ， 我想很多

专家都是 出于这样
一

种想法 ，
就是变的东西 、 不变 的东西

一

定在于我们 内

心 、 我们的责任 、 我们的善 良 以及我们 自 身 的价值的判断 ， 这个可能是不

会变的 ， 即使每个人都有 自 己 的 活法 ， 这些也是不变的 。 那变 的是什么 ？

变的是整个社会 的生活 ， 节奏也会变 ， 结构也会变 ， 但是我们崇 尚 的东西

是不变的东西 。 刚才郑老师也
一

直在讲 ， 说我们 的青年是不是越来越没有

自 己 的思想了 ？ 在互联 网快餐文化之下 、 微博时代的影响之下 ，
我们 的媒

体是不是改变 了我们的行为思想方式 ？ 是不是阅读方式改变了 ，
对一些事

物的看法改变 了 ？ 是不是互联网 的很多东西影响 了我们 的判断力 ？ 这个东

西到底怎么来看 ，
到底是

“

浅阅读 还是
“

深阅读
”

？ 同学们也可 以来反

驳 ， 就是我们承不承认我们现在的 社会是
“

浅 阅读
”

， 我们怎么 样来看待

我们互联网的信息呢 ？

学 生 ： 各位老师 ， 各位专家好 ， 我是来 自 新疆大学 的 。 我认为充分

利用新媒体进行传播无疑能够促进社会的 发展 ， 但是在新疆有很多地区 的

少数民族 ，
他们都不懂汉语 ，

也不懂英语 ；
看不懂汉字 ， 也看不懂英文

；

甚至有很多解放前出生的少数民族连 自 己本 民族的语言 、 本民族 的文字也

不认得
，
他们接触外界信息 的渠道 只有 收音机 ， 甚至在新疆 的一些地区 ，

圆桌论坛



首 届
“

新媒体 与社会发展 全球论坛暨 中美新媒体与

社会发展双边论坛 ： 新媒体改 变 什么

收音机是卖脱销 的 。 在这样的媒介素养水平下 ， 新媒体的 冲击给他们带来

更多的可能是传媒 、 传播 方式 和 内 容 的不平衡 ，
这种获取信息 的 不平 衡 ，

很有可能会导致社会 的不稳定 。 从这个角 度 出 发
， 新媒体给管理 者也好 ，

给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者也好 ， 带来 的无疑是更多的难题和挑战 。 那 么我想

请教各位老师和专家 ， 如何看待在不 同 的地域空 间 、 不 同 的 传媒 生态下 ，

新媒体带来的这种越来越大的数字鸿沟 ，
以及面对新媒体的 冲击 ， 我们在

跨文化传播研究 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 谢谢 ！

蒋 宏 ： 好 ， 又 向我们学者挑战 了 。 在不发达 的地 区 、 不发达的 环境

之下如何来看待数字鸿沟 的问题 ？ 好 ， 刘老师 。

刘 幼 琍 ： 有关这个问题 ， 我给你举个 台湾 的例子 。 台湾为 了解决
“

数

字鸿沟
”

的问题 ， 制 定了
一个政策 ，

就是所谓 的普及服务 的政策
——

宽频

普及服务 、 宽带普及服务 的政策 。 换句话说 ， 就是政府订立 目 标 ，
然后做

到村村有宽频 、 部部有宽频 ，
然后 每

一

个村 、 每
一个部落最 少可 以 收到

宽带的速度 ， 这是关于政策的这个部分 。

因为 目 前我们都在讲互联 网扮演 的角 色 ，
它 的 变与不变 ，

它 的影响 怎

么样 。 我可 以简单地 、 很快地跟大家分享一下 台湾的情况 。 台湾最少体验

七八个 小时直播的新 闻频道 、 卫星新闻频道 ， 再加上无线电视台 ， 他们

在数字平 台上面也有做新闻 的频道 ，
我们加在

一起就可 以达到将近十 个这

样的新闻频道 。 那再加上其他的媒体 ， 刚才大家也用到全媒体这样的 一个

概念
， 不管是平面报纸 ， 还是 网络 、 电视等不 同的 平台 ， 他们都很欢迎大

家爆料 ， 或者有什么 意见给他们 ， 他们就敢播 ， 他们就敢报 。 所 以几乎没

有新 闻是他们不能播出来 的 。 但最 近有
一

条新闻 居然是在 上先播

出来的 ， 就是所谓的 《不能戳的秘密 》 。 有一个叫做李惠 仁的先生 ， 他正

好也是我的学生 ，
他发现 了感染 了禽流感 的鸡

——

存在疫情发生 、 病毒传

播的情况 ，
可是有关政府单位就很希望这个新 闻不要 曝光 。 有些主流媒体

因为对专业的不确定 ，
所 以官方说没有 ，

他们也不确 定到底有没有这个疫

① 《 不能戳的秘 密》 由李惠仁执导 ， 描述 自 年 至 年间 在 台 湾所发生之禽 流感 ， 因

存在政府官僚隐匿 甚至扭曲 实验数 据的情况 ， 导致病毒 演化 、 疫情 逐步扩散 。 该纪 录片

是探讨防疫缺失与责任归属 的调査 报道式议 题纪 录片 。 李惠仁 曾 向 媒体 表示 ， 影 片制作

完成时 ， 台 湾并没有主流媒体 的新 闻电 视台愿意播 出 ， 后来决定通过 以及 网络媒

体新闻——新头壳网 站将纪录片公开 。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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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 所 以李惠仁先生后来花了 多个 日 子
， 他一个人完成 了证据搜索 ，

最后他就丢到 了 上
，
还有新头壳 网 站这两个平台 上面播 ，

后来所

有的媒体 、 主流媒体就跟进了 ， 把他塑造成了
一

个媒体英雄 了 。 这个事情

在台湾是 比较少发生的 ， 所以说我在这里听大家讲这种影 响 ， 我想任何
一

个新媒体 、 新传媒的 出现 ，
也会因 为它 的社会背景不

一

样 ， 所以它所带来

的影响和 冲击是不
一

样的 。 当然在这里还有关于人 肉搜索这一类的 ， 我们

台湾 比较少一点 ， 但是看这边这个例子之后 ， 我发现台湾也有
一

些人 肉搜

索的例子 ，
我就做这两点小小分享 。 谢谢 ！

蒋 宏 ： 沈阳老师。

沈 阳 ： 刚才那位同学是新疆大学的 ， 因为我在新疆大学支教过 ，
所

以我就谈
一些我对新疆的看法 。 首先 ， 我觉得有两个新疆 ，

一个是令大家

非常羡慕变化的新疆 ，

一

个还是那种以前 的观念 ， 那种游牧或者说少数 民

族色彩的新疆 ， 我觉得我们不是要建构一个 ，
而是要建构两个新疆 。

我曾经在南疆调研过。 在南疆 的农民家里面 ， 我就问 他 ， 你们 了解外

面的事情
一

般是怎么 了解的 ， 然后他就告诉我
一些信息 ， 后来我发现他 的

很多信息不是那么准确 ， 我就问他你相信吗 ， 他说我信 ，
是我家二舅子告

诉我的 。 他这个
“

二舅 子
”

实际上是一 种人 际传 播 ， 所 以从这一 角 度来

看 ， 就是本身在新疆地区也好 ， 边疆地区也好 ，
我觉得首先相关部 门要加

大这种投入 ， 那么这样下去 ， 它的这个投人就跟 内地不太
一

样 ， 但是这些

东西也必须去做 。 其次 ， 就是在文化的 交流和交融上还要做很多工作 ， 比

如新疆到 内地很多地方去交流 ，
也有 内地到新疆去交流 。 再次 ， 我觉得政

府应该在评价机制上面做一些调整 ， 据我了解 ， 在 年代初期 ，
当时少数

民族的大学老师 ， 他会首先用汉语学 习一些文化 ， 然后他再用少数 民族的

语言讲比如 《三 国演义 》 这样的 故事 。 这样的话 ， 各个民 族之 间的 了解就

比较通畅 。 但现在可能 因为大学的评价机制 ， 现在老师可能更多的是搞项

目 、 写论文 ，
现在这种交流——通过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与少数 民族的普通

民众的这种文化沟通可能很缺乏
，
所以在这个方面 ， 我觉得还要加强 。 当

然新媒体在草原、 沙漠边缘应用的话 ，
网络和卫星通信技术是重点 。

洪浚浩 ： 我 回答 刚才那位新疆大学 的 同学的 问 题 。 从两个方面 ， 第一

个方面 ， 新媒体对社会 的 影 响取决于两 个 因素 。 其一 ， 在不 同 的 社会制

度 、 政治制度和不同 的社会结构 中起到 的 影响是不
一样 的

；
其二 ， 在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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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当 中 ， 当社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 新媒体所起 到 的作用和影响 力

是不
一样的 。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关心互联 网对中 国社会的影响 ， 但是五年

以后政治改革会不会真的放到互联 网上来 ？ 五年能见成效 的话 ， 那五年以

后互联网对 中 国的影响又是不一样的 。

第二个方面 ， 关于数字鸿沟①的 问题 。 前段时间 ， 我在韩 国开过一 次

会 ， 专门研讨高新技术对社会产生的 影响 。 我认为 ， 数字鸿沟这个问题不

光是在第三世界才产生的 ， 包括在美 国这样的所谓第
一世界 、 最发达的 国

家也有数字鸿沟的问题 ， 数字鸿沟是相对 的 。 社会上有
一些人往前走 ，

拥

有更新的技术 ， 拥有更多的信息来源 ， 比其他人相对多 了 ， 就产生了 数字

鸿沟 。 对于这个数字鸿沟不要指望两个星期 以后 ， 或者两年 以后社会就解

决 了
， 只 要 有 新技 术 出 现 ，

数 字 鸿 沟 就永 远 存在 ，
总 会 有 的 。 按 照

的理论 ， 这个社会当中 只有一小部分人拥有最先进技术 ， 然后

再慢慢推广 ， 总会有这么一个阶段
，
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当做

一个不得 了 的

大事情 。 但 是 ， 我 们也 不能 忽视 它 ，
因 为数字 鸿沟 是可 能造 成 社会 分

裂 的 。

从实际上讲 ， 包括美 国也有这个 问题 ， 就是 怎么 样采取
一些实际的措

施
，
怎 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

它也只能采取
一些相应的政治方面的措施 。

年代 ， 克林顿当政的时候就提出 要建造 这个大家都

知道 ， 就是有这个 硬性规定 。 美 国也有 相对落后 的 东部地 区 、
东西部 地

区
， 像美 国人开玩笑 ，

“

你一定是从东西部来
”

，
这是侮辱人 的话 。 那么 这

个硬性规定是全美国都要通过信息高速公路 ，
不光在宏观上规定 ， 还要具

① 根据联合 国经社理事会的文件 ， 数字鸿 沟指 由 于信 息和通 信技术 的全 球发展 和应用 ， 造

成或拉大的国 与国之间以及国家 内部 群体之 间的差距 。 它的产生 ， 从世界范 围看 ， 就是

由于发达国 家经济水平及信息 化程度与 发展 中 国家 之间所形 成的信息 不对称 ； 从 发展 中

国家看 ， 就是 由 于 地 区 、 行 业 、 所 有 制 以 及 企 业规 模 等 差 异
，
存 在 着 的 信 息 不 对

称 。 编者

② 美国传播学家蒂奇诺 曾提 出 知沟理论 （ 〉
，

“

由 于社会经济 地位高者

通常能 比社会经济 地位低 者更快地获 得信息 ， 因 此 ， 大众媒 介传送的信 息越多 ， 这 两者

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 的趋势
”

。
——编者

③ 又称 信 息高 速公 路。 年 ， 当 时 的参 议

员 、 美国前任副总统 阿尔 ■ 戈尔提 出美 国信息高速公路法案 。 年 月 ， 美 国政 府宣

布实施一项新 的高科技计划
“

国 家信息基础设施
”

（

旨在以 互联网 为雏形 ， 兴建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
——

“

信息髙速公路
”

， 使所 有的

美国人方便地共享海量 的信息资源 。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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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做到让所有的公众都接触 ， 就是你在家里不 能上 网 ， 至少在 学校能上

网 。 还有就是公共 图书馆 的建立 ， 就是你 在公共 图书馆里 面可 以 免费上

网 。 我原来在上海住 的那个 地方 ， 离上海 图 书馆 比较近 ， 对 当 地的 人来

说 ， 上网越来越贵 了
，

一

小时好几块钱还是挺贵 的 ， 如果你每天赚 块

钱 ， 上网就上掉 块钱 ， 这么算的话还是挺贵的 。 但是美国 的图书馆是硬

性规定的 ， 上网是完全免费 的 ， 这种措施可 以适当 减缓数字鸿沟 的产生 ，

或者至少减缓它造成的这种差别 。 我就补充这
一

点 。

蒋 宏 ： 好 ， 郑老师 。

郑贞铭 ： 我想提醒两件事情给各位 同学做
一

个参考 ， 新 的媒体 ， 它的

这种及时性 、 互动性对人性 、 尊严这些方面提供的贡献 ， 我们大家都是有

目共睹的 ， 同时也都了解 的 。 但就是 因为新媒体有这些特性 ， 有这么 大的

效果 ， 我认为我们对新媒体使用 者的道 德 、 伦理 的教 育是 非常重要 的事

情 。 所以媒介素养教育应该是现代的每
一个 国 民都应该接受的基础教育 ，

要使他对新媒体的影响 、 负面的影 响和可能 的影响都彻底地 了解 ， 加强他

使用媒体的道德感 ，
这需要从根做起来 ， 这是我第

一

个想提醒的 。

第二个我想提醒的 ， 就是当不断有新的媒体出现的 时候 ， 大家对这个

新媒体有非常髙的期待跟乐观 ， 有传播学者提出一句话 ， 认为是
“

天涯若

比邻
”

， 就是新媒体造成了 我们
“

天涯若 比邻
”

的情景 。 可臭现在也有学

者提出 质疑 ， 我们现在 的世界 ， 我们人 际 的关 系真 的是
“

天涯若 比邻
”

，

还是
“

比邻若天涯
”

呢 ？ 这是
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 。 特别是对于

今天在座的 同学 ， 你们是中 国未来青年的传播领袖 ， 那么我们做传播工作

到底是为什么 呢 ？ 我想读过基础传播学 的都 知道 ， 传播的 目 的就是要促进

人类的沟通 、 人类的思想 ， 增进社会 的和谐 ， 结果现在却出现 了很多很多

的 问题 ， 那我们还要不要这个传播 的专业 ？ 我们还要不要有专业 的道德 、

专业的伦理跟专业的精神 ？ 今天的 医学 、 法律等其他能被社会和大家尊敬

的专业 ， 就是因为它有一种精神存在 。 我们从事传播工作的 ，
在传播这个

行业我们还要不要有专业精神 ？ 还要不要有我们的伦理 ？ 还要不要有我们

基本的思考？

有人说今天时代的资讯信息发达 ，
知识却贫乏 ， 我们今天所流传的大

部分都是资讯 ，
我们真的有更多的知识吗 ？ 资讯不见得是知识 ， 我们怎么

使资讯进
一

步提升为知识 ， 使知识进一步提升为智慧 ， 这才是我们传播人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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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的使命 。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思考和前提之下 ， 我个人觉得柏拉图理想

国的思想 ， 才是我们做传播工作的应该去坚持的 。 具体是什么思想呢 ？ 我

认为 ， 第一是道德 ， 第二是勇 气 ， 第三是 自 制和反省 ， 第 四是公正 ， 这些

东西是新柏拉 图主义的理想 国 。 现在新媒体在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 ， 我

希望它对于我们整个 国家的贡献是尽可能朝着有贡献的一方面 、 有利 的一

方面发展的 ，
这样我们做传播的人才不辜负我们应该有的基本使命 。 我今

天特别要讲这
一句话 ，

一

般使用新媒体 的 、 使用网 络的我不讲 ， 可是你们

各位是未来 中 国传播业的新领袖 ， 应该有
一

种导引 的思想在前面 ， 我在这

里贡献给各位做
一个参考。

蒋 宏
： 好 ，

这边这个男 同学 。

学 生 ： 各位专家好 ， 我是来 自 台湾
“

建 国科技大学
”

的学生 。 新媒

体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
一

个方面 ， 也是让我这个月 忙得焦头烂额的
一个事

情 。 我本来打算出
一

本书 ， 但我联系 了三家出版社 ， 他们给我的反馈意见

就是现在新媒体的这种冲击使 出版业很低迷 ，
没办法帮我 出 版 ， 这是我最

近感觉到新媒体对我的生活 冲击最大 的
一

个事情 。 第二件事就是我从台湾

回来之后 ，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 就特别喜欢从事新闻媒体 。 我是学工科出

身的 ， 但是我现在阶段是学建筑的 。 我来 大陆之后 ， 之所 以对媒体感兴趣

就是因为新媒体的崛起使社会有更大 的变革的可能性 ， 给社会以保障 ， 比

如政府官员 的贪污问题被曝光 以及媒体拥有强大的言论空 间 。 像我们这种

不是学媒体专业出 身 的 ， 并且有想进一步从事媒体行业 的这种新 闻理想 ，

现在新媒体的崛起能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 的新闻从业状态 ？ 谢谢 ！

蒋 宏 ： 好 ， 刚才郑老师的发言 ， 其实也等于在 回答你的 问题 ， 就是

新时期的传媒素养该如何建立 ， 他的新柏拉图 的思想里 面也有关于新媒体

思想该如何建立 。 好 ， 还有同学吗 ？

学 生 ： 各位老师 ， 大家好 ！ 我想提
一个问题

，
今 天早上潘石屿 的老

婆张欣发了
一

条微博 ， 她说本周去伦敦现场报道 奥运 ， 当一 回奥运记者 。

我想 问一个很简单的 问题 ， 就是过 年或者 年 以后 ， 你们认为还有记

者这个职业吗 ？

刘 幼琍 ： 因 为刚才有 同 学提 问 了 ， 因为我还 没 回答 ， 简单 回 答 你
一

下
，
对于第

一个和第二个问题 ， 我想其他人都可 以 回答 。 在台湾除 了 主流

媒体 ， 还有其他的网络电视 ，
有公民新闻

， 你可 以看也可 以丢 ， 因 为 网站

圆桌论坛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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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有媒体办的新 闻直播 。 它还有另 外
一

个公 民新 闻的 平台就是新头壳 ，

至于未来有没有记者的话 ， 我觉得 每个人都有 自 己 的看法 ， 我就不 占用大

家时间 。

彭 兰 ： 我接着刘老师 的说吧 ，
这两个同学 的问题都很有意思 。 第一

个 同学的 问题 ，
刚才刘老师也做 了解答 ，

我从另外
一

个角 度来说 。 你第一

个困惑就是如何出本关于新媒体 的书 ， 其实现在能想到的渠道是通过 出版

社出版 ， 但是可能去年 的 终端提供商 ， 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

出版业现状 ， 它可 以通过和作者直接签约 ， 把出版社这个角 色淡化掉 ， 所

以 以后如 果咱们在座的 同学想 出 书 的话 ， 也可 以直接找到
一

个类似于

的这样一个终端的 提供商 ， 把 自 己 的 书放在这平台 上
“

出版
”

。 苹果

也是这样 ，
如果你学技术的话 ，

可 以 自 己做
一个 放在苹果的商

店里面 ， 你这本书可能也会很畅销 。 所 以我们传播业本身 的产业链条是 在

发生变化的 ，
这是你刚 才说的这个困惑 ，

也许过几年就不存在了 。

那么后面提到 的
“

未来还会不会有记者
”

， 我觉得是两种记者都会存

在 。

一方面是公民记者对我们整个传播业的 冲击是巨大的 ， 每个人在合适

的时 间都有可能成为记者
；
但是在另 外一方面 ，

我相信专业 的记者还会有

他们的价值 ，
可能他们 的任务更多是在发现碎片 、 整合碎片 以及解读这些

新 闻事件更长远的影 响 。 当然实际上我们 的 未来 除了人在扮演角 色之外 ，

实际上还有一个角 色可能会对新 闻 出版产 生作用 ，
刚 才沈 阳 老师也有提

到 ， 就是
“

大数据
”

， 实际上这也是我最近 比较关 注 的 领域 ， 我觉得
“

大

数据时代
”

还会带来很多可能性 ， 比如机器去进行数据的生产 、 挖掘 ， 或

者是机器去生成新闻的这样一种机制会慢慢地出现 。 因为我 已经看到美 国

的记者有
一

篇文章
——

他们当然是举 的
一些现实的 例子

——

美国有
一

个公

司 ， 去年它就是通过对
一个社会化平台 的数据进行挖掘 、 整理 ， 产生了几

十万条的新闻稿件 ， 当然它主要是针对体育领域的 。 我想这几十万条不是

太必要 ， 但是送反映了机器在今天做 的
一

件事情能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人

做的一些事情进行一些补充 ， 甚至在未来形成挑战 。 那篇文章还说道 ， 在

未来五年之 内 ， 他们预测这样机器生成 的新 闻会得到
“

普利策新 闻 奖
”

。

① 此处的 是 指互 联 网 出 版 ， 也 叫 网 络 出 版 （
、 、

是伴随着互联 网技术 的发展而出 现的 一种新型的电子 出版形式 。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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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仅仅是简单地做
一些动态消息 的整理 ， 更多的 是对大数据的挖掘 ，

它

会产生一种仅仅靠个人观察 、 调 査所达不到 的那样
一种对 新闻 解读 的能

力 。 虽然我不敢预测五年之内这个预言会不会实现 ， 但这种趋势是值得我

们关注的 。

此外 ， 就是主持人刚才提到 的 问题 ， 实际上我也很感兴趣 ， 就是您谈

到新媒体会不会改变人的行为方式 、 思维方式 ， 我个人感觉——虽然我说

人心可能不变 ， 但是外在 的东西 的确在发生变化 。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 的

现象 ， 就是我们现在的学生
——

我不是批评大家 ，
我只 是客观陈述

一个现

象
——逻辑 的表达能力好像是在下 降的 。 尤其是我在看论文 的时候 ， 我有

时候觉得特别不能理解的
一

个事情是我改论文 的第
一

个事情就是改语法错

误 、 逻辑的混乱 ， 还有改错别字等 。 这是 由 什么造成的 ？ 我想也许不是简

单的教育问题 ， 而是 电视媒体给我们带来 的影响 。 同样 的新媒体可能在这

个方面带来更多的挑战 。 我发现这样
一

种现象 ， 比如说你开会 ，
有很多嘉

宾在上面讲 ，
下面纷纷

“

微博直播
”

， 但是最后看到大家的直播五花八 门 ，

每个人对同
一

个演讲者会有不同 的文字记录 ，
有的 时候你会发现他在微博

上写 的跟你在台上讲的完全不一样 ， 今天的 这个直播可能也会 出 现同样 的

现象 。 为什么 ？ 我发现每个人只记住了某个专家所讲的 关键词 ， 然后他用

自 己 的想象 、 自 己 的理解去把这个关键词加 以延伸 ，
最后他实际上是在运

用 自 己 的方式在重新解读
一个讲演 ，

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 但是在另 外
一

个方面 ， 包括我在上课 ， 我也在怀疑我讲了 这么 多的信息 ，
个多小时滔

滔不绝 ，
到底你们能记住多少 。 我有

一

个不是特别科学的观察 ， 就是我们

现在接收信息 的时候 ， 其实你的理解和记忆能力 已经下 降到记忆一个词语

的级别 ，
所以有 时候我们连

一

句话可能都没有完整地记下来 ， 更别说去理

解 ， 或者说根据上下文去理解这句话 ，
我说 的不是批评 ，

包括我 自 已本身

也有这种毛病 ， 就是说信息时代给我们带来 了这样一个 问题 ，
那么 这个也

是需要我们以后去进
一

步研究的 。 谢谢 ！

蒋 宏
：
好

，
我们时间差不多 了 ， 请最后

一

位学生 。

学 生 ： 你好 ！ 我是云南师范大学广播 电视艺术学专业 的学生 。 我主

要问题是提给沈阳老师的 ，
因为 刚才看到您的微博 ， 我发现您在 点钟的

时候发了
一

条微博是关于我们这
一

次的论坛 的 。 您说 了这么
一

句话 ：

“

这

次的传媒领袖大讲堂很好很成功 ，
这次听课 的学生来 自 多个院校 ， 不

圆 桌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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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区隔
‘ ’ ① 和

‘ ’

。

”

您认为这是新媒体精神 的
一

个体现 ， 这样

非常好 。 那么我的疑问就是刚 才彭兰老师讲到
一

个问 题 ，
她认为我们的社

交媒体对于我们的人际交往的改变并不大 ， 就是从本质上来讲并不改变什

么 。 但是您的关于新媒体精神的体现这个观点 ，
让我觉得似乎您 的观点和

彭兰老师是相反 的 ， 就是您认为新媒体 ， 尤其是社交媒体是可以改变我们

人际交往的 。

因 为我本身也是属于西部院校 ， 参与这样论坛 的机会也很少 ， 所 以我

也很赞同您刚才说的那句话 。 我来 到这里之后 ， 认识 了很 多同学 ， 我也加

了很多同学的微博 ， 我们在群里讨论的时候也有很 多 同学发言 ，
所 以我认

为 ， 它是可以对我们人际交往有一个改变的 。 但是 ， 同样有
一个疑 问就是

我们到底是在人际交往的过程当 中扩展 了我们 的社交媒体圈 ， 还是我们的

社交媒体圈改变了我们的人际交往 ，
到底是 怎样的

一个辩证过程 ？ 我希望

沈阳老师对这个问题做
一

个专业的 回答 ， 另 外也请其他老师就这个社交媒

体圈子改变与否做
一个回应 。 谢谢老师 ！

沈 阳 ： 首先感谢你看我的微博 。 你 刚才提到 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在 网

络物理学 、 网络科学领域里有很多人研究过 ，
有很多科学家研究过现实 的

人际网络的很 多特点 。 我们把 现实 的 网 络 叫 做
“

度 的 同 配性
”

。 什 么 叫
“

度的 同配性
”

呢？ 就是说在 现实社会当 中 ， 人 的社会地位越高 ， 他就更

乐意与他同阶层的人去交往 ，
也就是说 ， 乞丐是跟乞丐交往的 ，

国王是跟

国王交往 的 。 但是也有其他的科学家发现在虚拟世界 当中
“

度
”

是
“

异配

性
”

的 ， 也就是说在 这种虚拟世界 当 中 ， 比 如说有 的 人是 多万 的粉

丝 ， 但是他也有可能去粉
一

个 只有三 四个粉丝 的人 。 所 以在互联 网 当 中 ，

实际上包括我们刚才谈到 《世界是平 的 》 ， 从我们人际关系 的 角 度也不像

原来那么陡峭 ，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
互联网确实是拉近了 人们之间 的距

离 ，
这是国外 的一个学理研究 。 看看还有什么 要补充 的吗 ？

①
“

工程 是我 国政府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 国际知 名 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而实施的髙等教育建设工程 。 年 月 日 ， 北京大学百 年校庆时 ， 教育部领 导在庆

典上建议 ， 今后连续 年 ， 政府每年拿出 中 央财政收人 的 作为中 国建设
“

世界一流

大学
”

的资金 。 建议得到了原则上 的肯定
，
这是

“

工程 的名称 由来 。

——编者

②
“

工程 是 中 国政府为了 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 面 向 世纪 ， 集 中 中央和地方

各方面 的 力 量 ， 分 期 分 批 地 重 点 建 设 所 左 右 的高 等 学 校 和 一 批 重 点 学 科 、 专

业 。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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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兰 ： 其实我刚才说 的并不是完全没有改变人际交往 ， 我是说熟人

圈子 的这种交往会变得更加牢固 ， 比如说你到这儿来 ， 看上去可能你是陌

生人
， 但是你跟同学认识 以后 ， 实际上慢慢就变成熟人了 ， 那么 自 然你们

再回到人人网的 时候 ， 回到徽博的 时候 ， 你 可能和这些你 已经认识 的人的

互动更密切 。 我并不是说我 们的交友方式没有改变 ，
而是就社会结构来

说 ， 还是会结成很多很多这样的小圈 子 ， 但对你个人来说可能是发生变化

的 。 但就另外一个层面来看 ，
人们 比较多的 在这种熟人 圏子

， 就像 刚才沈

老师说的 ， 在这种 同 阶层 的 圈 子交往还 是会更为 明显一些 、 更为密切
一

些 ， 哪怕姚晨现在有 多万粉丝 ， 但是实际上能跟她对话 的人可能还是

她那个 阶层的人 。 这是我 的观点 ，
可能我刚才表达得没有太清楚 ， 或者没

有充分地展开 。 谢谢 ！

蒋 宏 ： 好 ， 谢谢 ！

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啊 ， 我非常感谢在场的 各

位老师们 。 （掌声 ） 我们很珍惜与老师进行对话 ，
进行交流 ， 刚 才老师讲

了很多东西 ， 我再耽误大家几分钟 。 第
一

个就是未来的知识如何集 成 ？ 我

刚从新加坡 回来 ， 跟新加坡工业 大学在进行讨论 ， 其 中新加坡 的陈教授就

提出 如何将最新的知识进行集成的 问题 。 现在的学习方法转变了 ， 时间 和

空 间转变 了 ， 任何异地都可 以进行学 习 。 时间转变就是说我不
一

定上课时

间进行学习 ， 那我们该如何学习 、 如何形成知识学习 的集成平台 ？ 于是我

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平台谁来建 ？ 是学校建还是社会建 ？ 要是学校建

的话 ，
如何把全世界有用 的知识都集合在里面 ； 如果是社会建 ，

那如何来

避免很多掺杂的 、 乱七八糟的知识 ，
包括伪科学 、 伪知 识在这个平 台里面

进行 。 关于如何建立平台这是一个问题 。 那 么 ， 第二个是时间 和空 间 产生

的变化 ， 你随时随地都可 以 ， 你颠倒 时间也没问题 ， 时 间也没问题 ， 空 间

也没问题的 ， 关键是知识如何集成 ， 如何改 变 ，
如何组织 ，

如何控制 ？ 真

知识如何构成 ？ 真知识如何形成发展 ？ 知识系统如何形成发展 ？

接下来 ， 第二个话题就是刚 才很多专家讲到 的 ， 未来 肯定是数字化 、

数据时代的到来 ，
在数据时代里面我们要注 意几个事情 。 我们不断地看到

在社会科学里面用数据来佐证 、 证 明我的观点 的正确性 ，
这些数据越来越

支撑我们社会科学发展当 中 的重要 问题 。 现在用数据来表达证明这个东西

的科学性越来越强大 ，
因此很多 的新 闻会利用数据 ，

可能我们新 闻记者要

特别关注到未来数据时代 的产生 ， 数据生产力越来越大 的作用 。 社会是无

圆桌论坛



新媒体与社会 （ 第 三辑 ）

序的 ， 但是
一旦产生一定的概率就会形成

一

定的规律 ，
这是第二句话 。

第三句话是说 ， 在未来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
， 我觉得确确实实要求一个

媒体要有 自 己 的传播素养 ， 如何去接收信息是
一

个事情 ， 那是对一个个体

的要求 。 但是作为主体 ， 你去传播必须要有专业 的职业道德 ， 你必须要有

社会的 良心 ，
要有专门的学术的素养 。 我想今天的各位老师是这方面的

一

个奐范 ，
所 以我希 望同学 能够 比他 们做得更好 。 谢谢大家今天上 午的讨

论 ！ 谢谢大家 ！

整理人 ：
王 晶 高 云微 ）

丨 圆桌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