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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络信息诉求的非理性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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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络信息的价值祈向潜隐地规约着网民尤其是青少年网民的价值衍变,揭示网络信息的价值祈向,进而

剖析其成因,是网络健康发展并发挥其积极的社会功能的内在要求。诉求是网络信息价值祈向的集中体现,非

理性祈向是当下网络信息诉求的鲜明特点。网络信息诉求的非理性祈向,是网络管理缺位和网络经营利益驱动

合谋的产物。它折射着社会生活中非理性期求的指向,又催生了网民尤其青少年网民非理性期求的膨胀,为青

少年网民的社会化埋下了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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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网络发展以及由网络引发的问题已得到大量

研究不一样,网络信息的价值祈向仍是网络研究的

盲点。笔者以为,网络信息诉求是其价值祈向的直

接显现,非理性祈向是当下网络信息诉求的鲜明特

点。本文即从网络信息诉求切入,探讨了网络信息

诉求非理性祈向的表现形式、成因及影响。

一、诉求是网络信息价值祈向的集

中显现

截至2008年底,中国互联网网民规模达到2.98
亿人,网站总数达到287.8万个,网页总数超过160
亿个。[1]在网民、网站、网页数量几近天文数字的前

提下,如何赢得网站流量和网页点击率,取决于网络

信息诉求及其与网民需求、心态的契合度。可见,信
息诉求是决定网站流量和网页点击率的关键,直接

制约着网站的影响力和网络经营者①的赢利状况。

诉求(Appeal)通常指广告诉求,意指“通过广告

对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特点、优越性等进行诉述,

以谋求消费者对它的共鸣,刺激消费者阶层的购买

欲望。”[2](P281)。笔者以为:诉即诉说与展现,求乃期

望和谋求,诉求就是基于某一特定期求而精心策划

的信息诉说与展现。网络信息诉求就是为谋求网站

流量和网页点击率的提升而进行的网络信息选择、

组织、“包装”及展现。诉求点是“某商品或服务在广

告中所强调的、企图劝服或打动广告对象的传达重

点”[3](P183),也就是商品或服务的“卖点”。诉求点实

质上是广告主体通过解读受众期求与心态而作出的

预判,它直接制约着广告效果。因此,“诉求点不明

确的广告,不是成功的广告”[3](P183),广告诉求的关键

是确立诉求点。根据诉求点的差异,广告诉求分为

本质诉求、感情诉求、理性诉求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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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是网络经营者经营的主要“商品”,是
没有实体的内容性产品。就一般的实体商品而言,
广告诉求并不直接体现与决定产品质量。而对作为

内容性产品的网络信息而言,诉求是对信息内容的

高度提炼,是信息内容的精髓,直接决定着产品的质

量和“卖点”。网络经营者如何概括、提炼网络信息,
既取决于又影射着他们的价值祈向。综上,网络信

息诉求集中显现了网络信息的价值祈向,同时影射

着网络经营者和网民的价值祈向。

二、网络信息诉求非理性祈向的

表现

理性审视当下的网络信息诉求,非理性主义是

其鲜明的祈向。非理性主义本是指“一种强调直觉、
直观或无意识、本能、欲望、冲动、情感、意志、体验等

心理因素在精神活动中的作用与地位而否认或贬低

理性的相应地位的哲学学说。”[4](P34)在此,主要取其

强调、重视直觉、直观、本能、欲望、冲动、情感等因素

的趣向。网络信息诉求的非理性祈向,是指将网络

信息诉求点定位于感官刺激、本能冲动、潜抑情感、
非常态体验等因素的取向。

(一)信息的标题常常诉诸于敏感字眼

标题是文章的“精神纲领”。基于此,网民进入

网站面对眼前的大量信息标题时,通常依据信息标

题与自身期求的契合度,选择标题点击浏览信息。
信息标题因此成为网络经营者的“卖点”。为借助这

一“卖点”赢得流量和点击率,网络经营者通常会精

心设计标题。因此,标题是网络信息诉求的直接体

现。目前,网络信息的标题诉诸于敏感字眼的现象,
在网络空间中比比皆是。敏感是表示个人生理和心

理反应能力的概念。从心理反应层面看,敏感“是一

种隐含于人们内心深处无形的感情交流”[5](P927-928)。
敏感字眼是指能引起高度关注或唤起强烈情绪体验

的词语,通常涉及重要的政治、历史、社会事件或文

化禁忌。网络信息将标题诉诸于敏感字眼,可激发

网民的兴趣和动机,提高网民点击标题浏览信息的

可能性。譬如,“性”及其密切相关词语在我国社会

是敏感字眼,浏览网页时,常看到涉及“性”及其相关

词语的信息标题。从心理学的视角看,敏感字眼与

非理性心理期求存在深层的内在关联,它折射着在

现实社会中被压抑的欲望;将网络信息标题诉诸于

敏感字眼,是对“禁果效应”的刻意利用,旨在激发被

压抑的力量。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潜抑欲望通常是

由于偏离社会规范、伦理准则而形成的,以敏感字眼

为标题,唤起网民的潜抑欲望并以此作为动力,是越

轨的体现。显然,网络信息的标题诉诸于敏感字眼,
是一种非理性祈向的诉求。

(二)刻意突显奇异的信息

人们对未知的、新奇的、神秘的事物与现象具有

本能性的敏感和探索倾向,内容新奇、独特、神秘、怪
异的信息,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自然是媒体包括网

络传播的重要内容。网络空间中存在内容新奇、独
特、神秘、怪异的信息,本来是自然的、正常的。然

而,网络经营者却刻意高度强调甚至无限放大这类

信息。这具体体现在:第一,内容“新、奇、异”的信

息,不同网站的重复转载率非常高;第二,标题包含

“新、奇、异”的相关字眼,将“新、奇、异”作为重要的

“卖点”和诉求点;第三,在网页中,精心设置并突出

显示“新、奇、异”的信息。譬如,浏览网站或网页时,
网民常常不由自主地被醒目的、闪烁的、活动的信息

标题所吸引。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含有新奇、独
特、神秘、怪异相关的词汇,譬如探秘、揭密、内幕、奇
观、奇迹等,是这类标题的共同属性。出于研究的需

要,笔者曾特意点击浏览标题含有新奇、独特、神秘、
怪异相关词汇的信息,发现大多数文章都只是对

“新、奇、异”内容的简要描绘,而较少对其予以科学

的分析,真正解决网民的疑问与困惑。
网络经营者利用“强度大的、颜色鲜艳的、对比

强烈的、运动变化的刺激,容易引起人的无意注

意”[6](P185-186)的规律,突显或渲染含有新奇、独特、神
秘、怪异相关词汇的信息标题,突出或强调它们的重

要性;并刻意利用人们对“新、奇、异”信息本能的敏

感和探索倾向,获取网站流量和网页点击率;信息诉

说时片面强调、渲染网络信息内容的新奇、独特、神
秘、怪异,却缺乏科学分析,未能解决网民的疑问与

困惑,提升他们的理性。概言之,网络经营者将网络

信息诉求于网民的“好奇”,只是唤起了非理性,却不

以提升网民理性为目标,显然是非理性祈向的诉求。
尽管标题含有新奇、独特、神秘、怪异相关词汇的信

息,在网络信息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但网络经营者

的处心积虑、精心设计,却昭示了他们的价值祈向。
这恰如人们佩戴的饰物,虽小却代表情趣与格调。

(三)信息陈诉不合逻辑

逻辑是英文“logic”的音译,“logic”源于希腊文

的“logos”,后者有“原因、理性或论证;一般的原则或

规律;理性的力量;进行思考”[7](P420-424)等常见用法,
本文侧重其中的规律、理性之涵义。所谓“信息陈诉

不合逻辑”,主要指信息陈诉中以偏概全、以必要条

01



件代替充分条件或充分必要条件的现象。
以偏概全包括片面而非全面的呈现信息、用偶

发事件代替典型事件、由个案分析总结普遍原理等

具体形式。浏览网页或博客中关于时事、热点事件

的分析评论,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其中存在大量的、明
显的以偏概全的现象。以必要条件代替充分条件或

充分必要条件的现象,在网络广告信息中表现得最

明显。譬如,“牙好,胃品就好;吃嘛嘛香,身体倍棒”
的牙膏广告,“只要2元,你就能成为百万富翁”的彩

票销售广告,均以必要条件充当充分条件或充要条

件,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
“逻辑与理性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内在的关

联”[9],不合逻辑的信息,偏离了理性,属于非理性

的。信息作为网络经营者精心打造的“商品”,网络

经营者自然深知不合逻辑的信息所蕴涵的非理性因

素,却刻意选择不合逻辑的诉说方式,网络信息诉求

于非理性的祈向已昭然若揭。

三、网络信息诉求非理性祈向的

成因

网络信息诉求的非理性祈向是信息异化的具体

体现。关于信息异化的成因及根源,已有研究者探

讨。譬如,孙瑞英认为“信息异化的根源包括主体

(人)的主观原因和客体(信息)本身的客观原因两个

方面”[9],张立彬则指出“信息异化的形成原因是多

方面的,总的来说,人是信息异化形成的主体,技术

是其形成的基础保障,而社会则是其形成的环境支

持。”[10]笔者以为:网络信息诉求非理性祈向的形

成,其直接原因是网络经营者对网民非理性期求的

顺应;网络经营者之所以要顺应网民的非理性期求,
在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网络经营者能顺应网民的非

理性期求,在于网络管理的缺位。网民的非理性期

求、管理缺位和利益驱动是导致网络信息诉求非理

性祈向的主要原因。而就既有的研究文献看,管理

缺位和利益驱动是导致网络失范、信息异化的重要

原因,基本上已成研究者的共识,且已有较充分的阐

述。因此,本文对管理缺位和利益驱动不再赘述,而
重点探讨网民非理性期求膨胀的社会文化根源。

网络信息的诉求点契合网民的期求和心态,是
网民选择网站网页的主要原因。网民的非理性期求

是网络信息诉求于非理性因素的基础,而非理性诉

求成为网络信息诉求的祈向,则喻示着网民非理性

期求的膨胀。由此可见,网络信息诉求非理性祈向

的形成,其实质是社会生活中非理性期求的膨胀在

网络空间的凸显。我国社会何以出现非理性期求的

膨胀? 网络空间又何以成为膨胀的非理性期求凸显

的空间?
纵览人类文明史,以本能冲动、欲望、情感为内

核的非理性期求,是作为文明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一
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而未取得“合法性”,正如弗洛

伊德所言“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对人类情欲的压抑史,
这种 压 抑 到 了 文 明 时 代 变 得 有 过 之 而 无 不

及”[11](P37)。习俗、禁忌、道德、宗教、制度、法律等,都
是社会规约和压抑非理性期求的力量。本能冲动、
欲望、情感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当社会规约力量弱化

时,非理性期求就会冲破压制,由潜抑状态转为活跃

状态,通过非理性行为而得以凸显并不断膨胀。
当下的我国社会,非理性期求膨胀主要源于以

下几方面。首先,改革开放唤醒了“沉睡的自我”,自
我的觉醒为非理性期求膨胀奠定了基础。自我的觉

醒既激起了人们对情感、欲望等非理性因素的关注,
又诱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为消解习俗、禁
忌、道德等规约力量埋下了伏笔。其次,西方非理性

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为非理性期求膨胀提供了

理论依据。非理性主义强调意志、生命、无意识、存
在和人格,蕴涵深刻的人本思想,在这种意义上,“现
代西方人本主义也就是非理性主义”[12]。这同我国

社会自我刚觉醒开始关注个体存在的民众心态不谋

而合,以人本主义的名义在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知
识分子)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20世纪80年代的

中国大学校园,一度以谈论尼采、萨特、弗洛伊德为

“时尚”。非理性主义对意志、生命、无意识、存在和

人格的强调,其核心是对个体存在的强调,这与中国

社会规约情感、欲望的传统观念比如“少私寡欲”存
在深刻的冲突。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的

传播,消解了中国社会规约情感、欲望的传统观念,
削弱了由传统观念衍生的规约力量,其结果是,人们

对欲望、情感、感官享乐等非理性期求“由关注走向

专注”。第三,社会流动的急剧增加,为非理性期求

的实现提供了可能。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在我

国得以确立与推行,而人口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必然

要求。因此,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社会流动无

论是人口的地域流动还是身份流动都显著增加。人

口的地域流动解构了熟人社会,导致了身份的匿名,
非理性行为可据此避开源自习俗、道德等非强制性

的传统规约的责罚,这为人们根据非理性期求而行

动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在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我国

社会,身份变更具有尤为重大的意义,向上层身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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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欲望蕴涵着非同寻常的巨大力量。市场的介入

让金钱成为身份划分身份层级的重要“合法”依据,
为向上层身份流动提供了可能和“合法性”。这极大

的刺激了人们对上层身份的渴望,激活了蕴藏于人

们内心深处的力量。欲望的活跃与身份的匿名并

存,是导致非理性期求膨胀的重要因素。
综上,自我的觉醒,唤起了人们对自身存在状况

尤其是情感、欲望的关注,为非理性期求膨胀奠定了

基础;非理性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为个体重视存

在状况包括情感、欲望、享乐构建了文化的合理性,
并消解了我国社会非强制性的传统规约力量;社会

流动的急剧增加,解构了熟人社会,提高身份的匿名

度,激活向上层身份流动的欲望,实现了欲望的活跃

与身份的匿名并存,为非理性期求的实现提供了可

能。这三者合谋,以情感、欲望为核心的非理性期求

由被压抑逐步走向受关注、被专注、被激活,而非理

性期求的规约力量尤其是非强制性的传统规约力量

由正统逐渐走向被反思、被解构、被放逐,非理性期

求的膨胀得以实现。
膨胀的非理性期求需要释放空间,而现实社会

并不具备释放非理性期求的全部要件,角色规范、社
会评价、制度法律等,依然是释放非理性期求的“阻
力”。网络空间的诞生为非理性期求释放创造了得

天独厚的条件。网络空间具有虚拟性、开放性、即时

性、资源复杂性等特点。虚拟性从根本上消融了社

会规约、放逐了行为责任、消弥了评价焦虑,网民遵

从非理性期求采取行动时,几乎没有任何阻力和压

力,可“率性而为”或“为所欲为”。开放性和资源复

杂性,为非理性行为的对象供给提供了保障。即时

性意味着非理性期求可随时释放、及时满足,而无需

任何延缓。网络空间在根本上消融了释放非理性期

求的阻力和压力,并为其给予了对象保障和时间保

障,现实生活中被压抑的非理性期求在网络空间得

以充分的释放。非理性期求的实现,个体压力和压

抑的释放,反过来又能带来强烈的快感,并引发对强

烈快感的持续渴望或更强快感的期盼。因此,非理

性期求实现的同时,缔造了更大的期求,非理性期求

由此不断膨胀,而对强烈快感的持续渴望,使释放非

理性期求成为人们“执着的追求”。

四、网络信息诉求非理性祈向的社

会影响

在媒体高度发达的现代信息社会,媒体是促进

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力量,承担着促进青少年社会

化的历史使命。网络作为媒体行业的“新贵”,依靠

其功能优势,尤受青少年青睐并已拥有庞大的青少

年用户群。“2008年,网民规模达到2.98亿人,其
中,10~19岁网民比重达到35.2%,成为中国互联

网最大的用户群体;20~29岁网民所占比重为31.
5%。”[1]网络本可成为促进青少年社会化的中坚力

量。然而,网络信息诉求的非理性祈向,却为青少年

社会化埋下了重大隐患。
网络信息诉求的非理性祈向导致了网民尤其是

青少年网民非理性期求的进一步膨胀乃至泛滥。作

为网民中最庞大的青少年群体,处于身心剧变的“暴
风骤雨期”,本来就具有强烈的反权威、反传统的逆

反倾向,加之网络(包括电视等传统媒体)信息诉求

非理性祈向的“推波助浪”,极易导致他们的非理性

期求的膨胀甚至泛滥。青少年非理性期求的膨胀,
可触发其非理性行为譬如青少年犯罪,进而引发一

系列的社会问题。青少年犯罪逐年增多,既折射着

青少年非理性期求的膨胀,又侧面表现了非理性期

求膨胀的社会影响。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

资料表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

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少年犯罪

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13]

非理性期求的膨胀甚至泛滥,既反映了个体理性力

量的被侵蚀以至萎缩,宣告了自律的被放逐,也揭示

了社会规约的力量被消解与弱化。理性的萎缩、自
律的放逐、社会规约的弱化,侵蚀着人类社会赖以存

续的根基。让人不敢设想的是:在非理性膨胀与泛

滥的网络空间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少年,当他们成为

我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和脊梁时,会出现何种局面。
网络信息诉求的非理性祈向,还可导致网民尤

其是青少年网民对社会的认知扭曲。“2008年,网民

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进一步下降,高中、初中学历

所占比重继续提升;大专以下学历网民已达全体网

民的72.8%,其中,初中学历占28%,高中(中专)占

39.4%,小学及以下占5.4%。”[1]关注“新、奇、异”
是媒体的职业敏感,“新、奇、异”的事件只是非常态

的小概率事件;网络空间的非理性信息及其诉求的

非理性祈向,是网络经营者为追逐利益最大化而刻

意谋划的结果,是网络经营行为失范的体现;网络空

间的非理性行为,绝大多数只是现实生活中的压力

与压抑的释放,而非人的本性显现。对于网络非理

性现象的实质,在规模庞大、学历较低的网民中,绝
大多数恐怕难以认识并理解的。与此相反,低学历

网民可能错误的认为:“新、奇、异”的事件是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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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人的本性是非理性的,网络空间的非理性行为

是人的本性的“真实”显现。尤其是中小学生,受其

生活阅历、生活环境、心理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
常常根据网络、电视中的信息,对人和社会作出扭曲

的、错误的分析判断。对人和社会的扭曲、错误认

识,如果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社会影响不堪现象。
价值是文化的内核,价值衍变是在深层以潜隐

的方式实现的,并且具有滞后性、迟效性。价值衍变

的潜隐性、滞后性、迟效性,常常招致人们包括研究

者对价值衍变的忽视。时下,网络信息诉求于非理

性的价值祈向,可能对未来的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尚未受到人们包括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相对网络

空间的非理性期求的膨胀,社会和学术界对网络信

息诉求于非理性的价值祈向的忽视,更令笔者忧郁。

五、结语

信息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资源,信息产业是时下

公认的“朝阳产业”,信息化建设在现代社会中具有

极为重要的地位。网络作为新型的数字化信息存储

与传输平台,是信息产业和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和支

柱,大 力 建 设 网 络 势 在 必 然。梅 特 卡 夫 定 律

(Metcalfe'sLaw)指出“网络的价值与网络规模的平

方成正比”[14],我国网民规模的快速增长,推动了网

络价值的提升,并进一步增强了网络产业的扩张力

和吸引力。与此同时,网络犯罪、网络成瘾、信息异

化等社会问题也日趋严重,网络的“双刃剑”特性已

充分显现。就其内核而言,网络产业是内容型产业,
在扩张规模的同时,提高网络信息的质量是制约网

络发展的关键。而治理和防范网络信息异化包括网

络信息诉求的非理性祈向,进而提高网络信息的质

量,既急迫又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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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IrrationalOrientationofNetworkInformationAppeal

LIUJi-fu
(CollegeofPoliticsandPublicAdministration,JishouUniversity,Jishou,Hunan416000,China)

Abstract:Networkinformationisexertingasubtleinfluenceonyoungnetizensintheirvalueorientation.
Itisaresponsibilitytorevealthevalueorientationofnetworkinformationandanalyzethecauseforitto
developthenetworkinahealthyway.Appeal,astheconvergentembodimentofthevalueorientationof
networkinformation,presentlyisrepresentingin anirrationalform.As a product of deficient
managementandinterestdrive,theirrationalorientationofnetworkinformationappealreflectstheirra-
tionalexpectsinsociallife,andalsodeepenstheseirrationalexpectsfromthenetizens,especiallythe
youngnetizens.Therefore,theirrationalorientationofnetworkinformationappealisahiddenthreatto
thesocializationoftheyoungnetizes.
Keywords:network;information;appeal;irrational;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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