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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 众” 为 王——“芙蓉姐姐”现象背后的网络传播控制缺失分析 

摘  要：随着“芙蓉姐姐”走红网络，引发了我们对网络传播的新的更深层面的思考，“芙蓉姐姐”现象

背后的第四媒体控制缺失现象，是否意味着以往传播学理论已经很难适用于第四媒体，我们又如何联系网络传播

实践重新诠释其传播模式与传播效果，本文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芙蓉姐姐” 网络传播  控制缺失  受众 

“我那妖媚性感的外形和冰清玉洁的气质(以前同学评价我的原话)，让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众人的目光

“无情地”揪出来。我总是很焦点。我那张耐看的脸，配上那副火爆得让男人流鼻血的身体，就注定了我前半生

的悲剧。我也曾有过傲人的辉煌，但这些似乎只与我的外表有关，我不甘心命运对我无情的嘲弄，一直渴望用自

己的内秀来展现自己的内在美。” 

以上是红遍网络世界的 “芙蓉姐姐”的一段“经典”文字。2002年9月初，芙蓉在北大未名BBS上发布了她第

一篇文章《北大，你是我前世最深最美的痛》。此文成为“未名”十大热门话题头条。 2003年12月，芙蓉姐姐的

第一张照片贴在北大“未名”的BBS上。2004年下半年，芙蓉姐姐以huobingker的ID开始在水木清华BBS的贴图版

贴图，姿势特别，成“S形”，引发众人回贴，成为BBS的十大热门话题之首。芙蓉姐姐给自己的个人博客命名为

“清水芙蓉＋黑桃皇后＋水媚妖姬＝火冰可儿”（水木社区）。短期内点击率超过了十万次。清华和北大的学生

为她成立了“芙蓉教”，编写了“芙蓉姐姐扫盲手册”。每天有五千以上的人同时在线等待有关她“妖媚的

pp”.。现在网上还出现了一系列好事网友制作的有芙蓉姐姐的“贴吧”，还有芙蓉姐姐的照片全集。在各个论坛

上，有她照片和文字的帖子，总会是这个论坛点击率最高、回复人数最多、讨论最为热烈、人气最旺的“四最”

帖子。如此声势浩大的网络传播运动已经引起各界关注。 
对于“芙蓉姐姐”现象，众多学者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文化心理学、社会经济学等各个角度加以了

解读，而作为一个鲜活生动的网络传播个案，其传播学研究价值不言而喻。“芙蓉姐姐”现象已经让中国的新闻

从业者真切看到，网络信息传播领域拥有着传统媒介未曾有过的种种信息传播优势，这些优势包括：传播信息的

速度十分迅捷；传播者和接受传播者的即时交互性；多媒体同时传送文字、图像和声音；超时空大流量的贮存信

息；低成本甚至于零成本的运行。 
然而，在网络传播工具多种优势的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中隐藏的新问题。从某种角度讲，芙蓉姐姐与其

说是被网络这个绚烂舞台捧红的明星，到不如说是网络传播自身失控诞生出了这个另类怪胎。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传播学角度，就传播者、传播媒介、受众环节来分析“芙蓉姐姐”现象背后的第四媒

体控制缺失现象。 
 

一． 网络传播中信息提供者与信息传播者身份重叠导致传者双重控制缺失。 
传播学家库尔特卢因把信息传播者定义为“把关人”，即采集、制作信息的过程中对各个环节乃至决策发生

影响的人，他可能是特定的个人如记者，编辑，主持人，也可能是媒介组织如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甚至

指媒介组织后面的特定的社会集团。其职能主要是对信息加以选择，删除，修改认为不符合要求的信息。在那

里，信息传播者或者根据新闻价值高低，或者根据"公正无私"的规定，或者根据把关人个人的意见，对信息是否

可以进入渠道或继续在渠道内流动做出决定。经过把关人的过滤和筛选，剔去那些被视为不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

人价值标准的内容，而将那些已包含着自身价值观念和主观态度的信息传达给受众。概括来说，传统意义上的

“把关人”的权利主要可分为两部分：传播信息和修改甚至删除信息。 
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全世界所有传播媒介上的信息都是经过“把关人”才能发布，而互联网则提供了一种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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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把关人的或者说信息提供者本人就是把关人，就可以直接向社会发布言论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省略了传播中间

最为关键的环节，即由把关人把持着的信息流动"关口"，使信息能直接从信息源传递给受众。在这种网络传播模

式中，“把关人”角色的弱化和在某些传播通道内与信源角色的重叠，带来了一种深层控制缺失。 
首先，把关人传播信息和修改甚至删除信息的权利几乎已经完全被大众所分享，即人人都有可能和能力在网

上传播信息，向大众传播信息已经不是专业传播机构的特权。加入电脑网络的用户，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介机

构，还是其他的机构、团体、小组或个人，均可成为信息提供者和传播者，以往传统媒介中的传者施控形态完全

缺失。 
其次，传播活动尤其是大众传播并非独立自发、随意而然的，平面、广播、电视媒体中的传者既是把关人、

施控者又都处在一种受控的网络中而被制约，其受控的基本形态包括政治控制、经济控制、受众控制、自我控

制。然而，网络媒体中的某些通道（例如网络论坛）却因其传者角色的模糊而回避了前三种控制形态，倘若信息

提供者恰好又不具备自我控制能力，千千万万个芙蓉姐姐、菊花姐姐、芙蓉哥哥涌现网坛都不足为怪。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一语道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人人都可以参与新闻的传播，而不可能

人人都具有职业道德，也难保证每个人都受到过新闻专业的严格训练，通过他们所传递的信息，很难说是真正的

新闻还是无知之见。互联网中“把关人”权利的削弱，使那些非理性、情绪化的言论得到传播的机会就会大大增

多。 
 
二． 网络传播媒介的信息多通道大流量流通方式导致媒介管理控制缺失 
电脑网络最初是作为一种通信系统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当电脑网络在世界范围兴起时，人们并未把它看

成是一种大众传媒，但是随着近年来因特网用户数量的激增及其功能的不断扩展，不管我们情愿与否，目前它已

经强势介入大众传播活动，而且，其信息传播流通方式也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大众传媒。例如，网上信息的

传递不需要借助于有形的实物而是通过无形的数字比特形式来实现，网上的信息内容可以来自四面八方，又可以

直接从无形的网络空间传向四面八方的用户，这使得媒介管理控制难以在网上奏效。这里我们可以以较受网民欢

迎的海融论坛为例：从2002年3月17日到4月17日，这一个月内，网民共上贴了94389条帖子，论题总数为9487个，

回复帖子的总数为84904条，平均每天4082条帖子，论题总数为402个，回复帖子的总数为3680条，平均每周22108

条帖子，论题总数为2338个，回复帖子的总数为19770条。而即使人气一般的“自由空间”论坛，也有8个讨论

区，1059名会员，每个会员平均发表11篇文章，每个讨论区平均1423篇文章，每个讨论区平均131个主题，总共发

表11387篇文章，主题总数为1044个。虽然各个论坛的总文章数和用户数量有多有少各不相同，但与传统媒体的报

纸和广播相比，其信息流通量都称得上是空前庞大的。 
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管理大众传播事业，都制定有一系列法规、条例。但面对开放的电脑网络，面

对网络传播多通道大流量的流通方式，以往管理传统大众传媒传播活动的有效方法，无疑将面临巨大挑战。 
 
三、网络传播中传者与受者角色重叠导致受众舆论引导控制缺失。 
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者，无论是特定的社会集团还是媒介组织或媒介工作者，都是传

播的主体，是传播行为的发起者，是通过发出的信息主动作用于他人的人。他们始终处于传播过程的首端，对信

息的内容，流向和流量以及受传者的反应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是传播特权的拥有者。来自各种不同信源的信息

总是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他们的手里，经过层层把关，筛选过滤和加工，制成符合他们标准的产品后再传输给受传

者。而相对传播者来说，受传者不过是被主体施控的客体，处于传播过程的末端，他们无法直接面对丰富的信息

资源，只能在传播者提供的信息范围内进行有限的选择。在这种传统线性传播链上，受者对传者的唯一影响是信

息反馈，也就是公众舆论。但由于受到传播方式的限制，这种反馈大多是事后的，缺乏即时性和直接性。 

所谓舆论“是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所普遍关心的某一有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

（甘惜分主编《新文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五月版，第37页）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既是强调公开

性。舆论总是要通过一定的形式（例如新闻媒体）对事态作出公开的评价，并且广泛流传。秘而不宣或者没有公

开表露出来的想法或者意图，只能算作情绪，不能成为舆论。在传统媒介环境下，能够使情绪发展成为舆论的公

开渠道完全被媒体所控制，公众意见反不反映，怎样反应完全由传者把握。换句话说，大众传播的反馈仍然是传

播者信息控制的手段，受众反馈信息的选择、发布权仍然掌控在传者手中，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大众传播中传

播者和受传者主客体的地位，大众传媒也正是通过这种特权地位实现了对舆论的引导与控制。 

然而，网络传播的最大特点是信息传播的双向（乃至多向）互动性。网络传播中的传播者和受传者不仅完全

处于平等的地位，而且可以在一定意义上互换，受传者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传播者也可以成为信息的接受



者，也就是说，网络传播中并不存在着一个固定的传播者的概念，受众”不仅从被动地接受信息变为主动地获取

信息，还进而发展成为主动地报道甚至发布信息。当传播者丧失传播特权，网络为受众提供了一个自由公开发布

信息、表达舆论的渠道的时候，以往传统大众传播媒介传播效果研究中的“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

论、“培养”理论就几乎完全失去意义。 
不仅如此，由于网络媒体的介入，传播权利的分散，传统媒介不仅丧失了对舆论的引导与控制能力，相反，

他们还将反过来受控于受众，被公众舆论所引导。从芙蓉走红过程可以看到，正是由于数以十万计的受众加入到

信息传播过程中，在网络上掀起了一波舆论高潮。在这种自发而强劲的舆论攻势之下，传统媒体不可能视而不

见，充耳不闻，不管其情愿与否，都必须履行反映舆论、监控环境的义务，因此，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报纸、广

播、电视都迅速跟进，加入到对芙蓉姐姐的报道中来。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能不说是对以往大众传播理论的一种

空前颠覆，值得当今传播学者进一步研究。 
传播学家拉斯韦尔的经典5w传播模式将信息传播过程分解为传播者、传播媒介、传播内容、受传者以及传播

效果五大要素，以往几乎所有传播学理论都是以此为基础展开加以研究的，但通过以上关于网络传播三个环节控

制缺失现象的分析我们可以感觉到，5w模式在网络传播领域应该有一种新的解读。事实上，传统的五大要素在这

里已经精简变异成了信息源——媒介——网众——信息源的循环链。在这条信息传播链条上，没有首端与末端，

没有控制与被控制，没有主体与客体，普通网众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也是信息的发布者，他们同时还操控着

舆论，影响着大众传媒，而以往大众传播中的把关人角色在网络传播中已经淡化甚至于完全被取代。 
 在2001年1月CNNIC公布的我国网络发展状况的最新报告显示：目前我国上网计算机数为1254万台，上网用

户为3370万人。专家预测，到2005年，中国互联网计算机将达到4000万台，互联网用户将达到2亿，上网人口普及

率将达到15％左右。网络用户的增长意味着网络的增长和网上信息资源的动态快速增加。第四媒体已经强势呼啸

而来，他将会对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践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应对网络传播的新特点、新模式，急待我们在今后的

传播实践中尽快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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