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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木子美事件看网络传播中的把关人 

作者： 吕艳  

关键词： 网络传播 把关人 木子美 来稿选登┊阅读：584次┊ 

[内容摘要]：本文从木子美事件入手，就新浪网对该事件的报道，通过分析网络传播的特征以及受众的特点，重新提出

了强化网络把关行为的必要性，并根据我国网络媒体发展的现状，简单指出了在内容、技术和网站设计三方面具体的把

关措施。  

[关键词]：木子美；网络传播；把关人  

前段时间，几乎所有的门户网站都在显耀的位置打出了三个醒目的字：木子美。一石激起千层浪，霎时，有关木子美和

博客中国的网站点击率急剧攀升，木子美“用身体写作”的行为吸引了众多网民的眼球！至11月11日零时30分，其性爱

日记《遗情书》的访问量已达162682次，成为中国点击率最高的私人网页之一。作为中国目前第一大门户网站的新浪网

也转载了《遗情书》的部分内容，其“大胆露骨的，令成年人都作呕”的细节描写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一位母亲在网上

呼吁：“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们是人，我们不是动物！是人，就要遵守社会道德。我女儿正在读高中，她说同学中

有不少女生每天都看木子美，有的女生甚至很崇拜她。这不能不令我担忧！”这段肺腑之言无疑给正轰轰烈烈、沸沸扬

扬的木子美事件浇了盆冷水，我也不得不怀疑木子美事件是否会是对网络传播中道德观念的挑战，把关人的缺失或失职

是否应该对尚不具备理性辨别能力的高中女生欣赏崇拜木子美的这一本不该出现的现象承担责任！  

一、 网络媒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渗入我们的生活  

在联合国新闻委员会1998年5月举行的年会上，秘书长安南正式提出了因特网是继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体之后

兴起的“第四媒体”的概念。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CNNIC）显示，截止到2003年6月30日，我国网民（平均每

周使用互联网至少一小时的中国公民）总数已达6800万，而去年同期则为4580万，一年之内就增长了48.47%（见表

一）。  

表一：近四年我国网民总数列表 

（资料来源：根据近四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整理而成）  

⒈用户的年龄分布方面  

第十二次CNNIC调查显示，我国网民仍呈低龄化的特征，30岁以下的网民占全部网民总数的73.4%，其中，18岁以下的占

17..1%，18岁到24岁的占39.1%，25岁到30岁的占17.2%，而30岁以上的网民只占26.6%（见表二）。  

表二：2003年我国网民的年龄分布状况 

（资料来源：2003年七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⒉网民的文化程度方面  

第十二次CNNIC调查结果显示，本科以下受教育程度的网民占据大多数，比率为71.9%，其中，高中（中专）以下占

13.9%，高中（中专）的比例最高，为30.9%，大专和本科分别占27.1%和25.5%，而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网民数仅占

全部网民的28.1%（见表三）。  

表三：2003年我国网民的受教育程度状况 

（资料来源：2003年七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⒊网民上网目的方面  

根据第十二次CNNIC的数据显示，获取信息仍然是网民的首选，选择这一上网目的网民占总数的46.9%，其次是休闲娱

乐，比例为28.6%。  

因此，受众对媒介最大的期待就是提供有用的信息。尤其是在我国目前青少年网民占多数的情况下，如何提供健康的，

2003-12-09

年份（年） 2000 2001 2002 2003

网民总数（万） 1690 2650 4580 6800

年龄（岁） 18以下 18---24 25---30 31---35 36---40 41---50 51---60 60以上 

比例（%） 17.1 39.1 17.2 10.3 7.4 6.0 2.1 0.8

受教育程度 高中（中专）以下 高中（中专） 大专 本科 硕士 博士 

比例（%） 13.9 30.9 27.1 25.5 2.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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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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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世界银行调查每天生活水准不

足1美元的6万名贫民，影响他们发展的

最大障碍是什么。回答不是食品、住房

或医疗卫生，而是自我发声的渠道。[1] 

如何在媒介生态的建设中，给弱势群体

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一种声音，…… 

· 浅谈网络传播与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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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

革命，正在引起生产方式、交往方式、

生活方式、管理方式、思维方式和社会

结构的巨大变化，其中不可避免地包括

政治资源地重新配置和政治革命方式的

革命性变化。尤其进入21世纪，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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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其成长学习的信息就应该是各大网络媒体的主要任务。  

二、网络为不良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庇护场”  

网络作为新兴大众媒体，给人们发布信息与言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伴随着这种传播的自由，也出现了泥沙俱下的

现象。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的肆虐，给网络的健康发展蒙上了阴影。  

⒈信息的开放性和匿名性导致“噪音”掺杂其中  

互联网带来了全新的交流方式，在网上，几乎所有的信息资源都是公开的，任何个人和机构都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网络

发布与接收信息。并且，任何信息的发布都不需要有大规模、有组织的专业审查和审核程序。网络空间的这种开放性为

多元化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网络空间的无政府状态也使旧的管理制度和措施无法对网上新闻传播进行有效控制。

1997年12月8日，由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审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

办法》第20条规定：互联单位、接入单位和用户不得制作、查阅、复制和传播防碍社会治安以及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

因此，即使有法可依，执行起来也困难重重。  

此外，网络传播中的信息发布者大多处于匿名状态，对于所传播的信息无须承担责任，传统的传播规范、传播公德在网

络上难以推行，缺乏保障。凭借着“在网络上无人知道你是一条狗”的信条，有些人便乘虚而入，为非作歹，在信息传

播中混淆是非，扰乱受众视线。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说：在网络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网络上种

种虚假、不良信息，以及不为广大受众所欢迎的信息构成了网上的“噪音”，污染了这个原本应该是纯洁的虚拟世界。  

⒉受众所拥有的主动性增大了不良信息的点击率  

在传统传播理论的研究中，从“魔弹论”到“有限效果论”，对受众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且随着社会发展

水平的提高，，受众日益占据主要地位。网络媒体的出现使受众主动性选择的功能得以进一步增强。过去，传统媒体是

将经过把关选择的信息“推”给受众，而现在，受众必须在浩如烟海的信息海洋中“拉”出所需信息。从这一点看来，

只要是受众想看的信息几乎都能找到。因特网从技术上为新闻信息的自由获取和言论自由市场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正如

闵大洪先生指出的：“让你知道什么，你就知道什么；让你什么时候知道，你就什么时候知道；让你知道多少，你就知

道多少---这种新闻报道的效果已因包括因特网在内的多种新传播技术手段的普及使用而正在逐渐消失”。由于目前多数

网民的受教育程度还不高，在大量刺激人的原始需求的“拷贝”面前，人类与生惧来的“窥私癖”会促使其在毫无道德

谴责压力的情况下点击不良信息。根据中国新闻网2001年7月3日的报道，台湾的一项调查显示，随着网络科技及复制技

术的日益发达，有12%的青少年在色情网站上透过网络的匿名性交易获得各式种类多样的色情光盘。关于这一点，木子美

的相关网站在短短几天时间里访客如流，甚至发生“交通堵塞”的现象已不言而喻了。  

⒊网络的交互性和迅速及时大大加速了不良信息的传播  

网络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最大最主要的特征便是其交互性。在网上传受几乎同步，互联网的速度快、范围广和超文本

链接等特征使得传播者在发出信息的同时可以立即得到反馈。原来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只要拥有一定的技术手段和硬

件设备，也可以随时在网上发布信息和修改信息，很容易地参与到网络媒体信息重组的过程中去。这在客观上也为不良

信息的快速繁殖创造了条件，使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扩大了影响力。尤其在目前的中国，大多网民不具有理性的辨

别信息的能力，这种不良的传播现象容易腐蚀人们的思想，危害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三、网络把关人：迫在眉睫，责无旁贷  

11月初，新浪网利用其网站首页推出《遗情书》的长篇连载，其中还附带照片和对作者的采访，致使其网站的访问量一

下子增长了1000万，并且该数字维持了10天左右。11月16日«北京晚报»猛烈批评了木子美，并指责新浪网通过推销木子

美来提高访问量。新浪虽然没有删除长篇连载，但是迅速将推广木子美的举动降到了最低程度。新浪网总编辑陈彤说：

“看了《北京晚报》后，我们意识到也许有些过了，所以撤回了原有计划”。  

客观地说，木子美事件的影响之扩大，新浪网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看，在此，是由于把关人的缺

失或失职，对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受众所面临的辨别信息的干扰增大。从网民的言论看来，网络把关行为的强化已被提上

了议事日程，我们迫切需要一批能扫除不良信息的把关人。  

1950年，传播学者怀特明确提出了新闻筛选过程中的把关模式，媒介组织通过把关来直接体现对新闻素材“新闻价值”

的判断。而在网络传播中，新闻网站所提供的内容相比要大大增加，人们可以自行选择内容的自由度也相应增大。传统

意义上的把关在此就要分解为两个层面：一种是微观的，即个别的媒体网站对于自己站点内容的把关；另一种是宏观

的，即在整个网络传播环境中的把关。从微观上看，任何一个网站和专业媒体虽然可以提供比过去多得多的信息，但这

些信息也是有选择的，是根据网站和媒体自身的定位从信息海洋中选出来，并运用各种相关的网络技术或编辑手段来体

现自己的意图。从宏观上看，虽然政府的直接控制力相对减弱，但为了在网络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保持自己的地位，政

府也在资金、政策上给予某些网站以扶持。因此，政府的把关仍然会以某种方式融入微观的把关。由此可见，在探讨网

络把关人时，我们还是应该将中心锁定在网站自身的把关上。  

⒈通过对网页内容的选择来把关  

在浩如烟海的信息前，要使受众在有限的时间内各“拉”所需，“拉”有所值，就必须以权威的声音消除传播中的噪

音。网站的生命力就在于内容，面对错误虚假的、对人类社会的思想和行为造成混乱的不良信息决不能“拉到篮里就是



菜”。  

上海的“东方网”就在内容筛选方面制定了“假不可用，长不可用，虚不可用，浅不可用，涩不可用”等“十不可用”

的原则，并根据稿源划分了新闻资源的“风险等级”。本着“求真实”的信念，东方网在常德大劫案的报道中独家发出

了真实的信息。  

⒉通过网站结构和内容的设计来把关  

我国目前大部分网站都不具有独立的新闻采编权，其内容多是完全的拿来、简单的复制，于是，同质化现象就异为突

出。无论传统媒体还是新闻网站，每天报道的重点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各网站编辑就不仅要考虑“说

什么”，还要探索“怎么说”，以突出个性，吸引受众。在这方面，千龙新闻网因其比较注重信息表现形式而成为可圈

可点的媒体网站之一。它24小时不间断滚动播出1000多条新闻信息，并推出“千龙原创集散地”，发表独家新闻、观点

和评论。  

⒊通过“推送”技术把关  

传统媒体主要是通过“堵”来把关，经过层层的过滤之后，把信息和娱乐简化为一套“要闻”或“畅销书”，再抛给不

同的受众。而在今天信息自由流通的情况下，传统的“堵”已失去意义，把关人应成为网络传播规范的自觉倡导者和监

督者，可以根据信息用户的具体使用要求，为用户网上信息查询和浏览提供向导，充当网络“指路人”，并通过选择规

范的信息，抵制不良内容的传播，为大众网络用户提供一种价值是非判断的参考标准，以促进网络传播的有序发展。根

据2003年七月的CNNIC报告显示，网民使用电子邮箱的概率已达91.8%，网民平均拥有1.5个E-mail帐户，平均每周收到

7.2封电子邮件。因此，各大网站可以积极利用电子邮件和将来可能出现的相应技术，把符合自己价值观并认为是最重要

的信息直接送给受众。  

在《知识经济---21世纪的信息本质》一书中有一段文字可以形象地说明网络时代的媒介和网民大众的关系：喷气式飞机

是一个技术上的飞跃，它大大提高了战斗机的速度，以至于飞行员已不可能紧跟着事件的发生作出恰当的反应。无疑，

作为“飞行员”的普通网民也已经无法稳妥地驾驭网络媒介，人们迫切需要能够“依靠技术手段捕捉一些关键的环境要

素，并将其用抽象的概念表示出来，以帮助人们理解”的把关人。同时，在信息充分自由流动的今天，我们也呼吁着以

新浪为代表的各大网络媒体能更好地行使把关的职责，把真正对人民有利的信息毫无阻拦地呈现在网民面前。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2003级研究生 吕艳 lvyan81@1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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