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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播的历史上，英国人格兰威尔曾经提出 “以太”的观念。“以太”是一种心理物质和物

理物质的结合体。他认为一切进行传播的事物都以“以太”为载体。人类大脑的活动激活“以

太”，心理作用和物理机制借助“以太”实现融合。人们就是通过这种“液态媒介”，释放了

自身的心理需要。①且不谈格兰威尔思想中的唯心主义倾向，我们今天的确在科技进步的意义

上以“以太”为载体构建了把地球缩小为村庄的因特网。  

网络世界中“以太”满足了人类的心理寄托，网络舆论借助“以太”的无限承载性使人类的心

理感受得以无限延伸。美国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把人类的需要分为三大类别、七个

层次②A、基础性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B、心理性需要包括：归属和爱的需要、自

尊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C、自我实现的需要。根据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把当今网民使

用网络主要分为满足心理性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并以此构成了“以太”承载的主要内容。网民

借助虚拟身份畅所欲言，显示着“以太”巨大的包容性，这其中有理性的、建设性的看法和观

点，同时也充斥着非理性的个人情感宣泄。“铜须事件”中，参与者集体狙击被设定为“非

法”的猎物，甚至殃及人家无辜的女友和可怜的父母，这意味着猎杀不仅出于某种道德渴望，

同时也是集体娱乐的需要。郭敬明抄袭案败诉，“粉丝”们“抄袭有理”的声音理直气壮。好

象侵犯别人权益的人反而成了受害者，被侵权者反而成了罪人。网络中弥漫的这种看不见、说

不出的“戾气”，显示我们社会心理的脆弱，而不具有公民社会的“民意”的理性认识。如果

任由非理性言论发展，不加引导与控制，理性的声音则可能消沉下去，导致社会舆论的混乱。 

网络非理性舆论产生的心理机制 

网民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他们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

“满足”。网民的需求除与他的社会因素（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社会地位、价值观等）有关，

还和心理因素有关。 

1．大多数网民在接受信息时有“先入为主”的心理 

认知心理学有关注意的信息选择性原理告诉我们，人的大脑皮层上有一种特殊类型的神经元，

即“注意神经元”，也叫“新异特探测器”。该神经元将外来的刺激进行分析、处理，由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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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新异内容的刺激，“注意神经元”对有关信息进行选择和过滤，舍弃老调重弹、与己无关的

信息，以便有效地加工重要信息。这里受众注意的“激活”和“警觉”主要表现为对“第一

次”出现的报道的浓厚兴趣，即人们更愿意接受第一时间得到的信息。这就要求在网络高速更

新的信息流中，信息发布部门要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如果事件发生后，信息发布者失语或信息

延迟，就很容易为各种负面的、不负责任的信息传播创造条件，为以后扭转网络舆论方向增加

困难。 

2．网民把网络作为显示“本我”的窗口 

根据弗洛伊德的学说，人积累了心理能量总要找宣泄的出口，进而带来情绪上解放感。网络舆

论的主体是公众，是普通的社会成员。现代社会人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可能会遭遇各种挫

折，对现实环境状况心存愤恨不满，或由于自身认识的局限性而对社会问题缺乏科学判断。

BBS、ICQ、EMAIL、BLOG等网络舆论阵地恰巧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情绪发泄的空间。在网络上

把“东西”称为“东东”的“童语现象”很是普遍，很难想象这在网络以外的任何交流环境中

会出现。它折射出在当前这个高压力快节奏的社会里,人们对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的向往。而

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这样的情绪无异于向竞争对手、向社会示弱。在网络这个虚拟社会中，

没有人知道你的性别和年龄，没有人与你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竞争，网络便成了宣泄感情、显示

“本我”的最佳地点。 

3．部分网民的“意见领袖”欲增强 

网络给网民提供了陈述观点、发表评论的平台。网民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充当传者

的角色。部分网民希望成为主导社会话语权力的主体，渴望被社会注意、理解和认同。为了对

他人施加个人影响，他们直接表达对社会和生活的理解，着意与传统文化的含蓄、内敛与谦逊

相疏离，且乐此不疲甚至标新立异，以此希望成为享有声望的“意见领袖”。标新立异的另一

方面往往是视传统和权威于不顾,表现出完全的随心所欲来。“因此,他们常以出格的表达来达

到一种放松,并企望以此体验一种快意。言辞的出轨、观念的冒险,是青年人经常采用的一种炫

耀性的社会互动行为。” ③ 

4．网民有传播“轶闻趣事”的心理趋向 

网民的需求有高尚的，也有低俗的。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其人格结构分为本我、自我

和超我三部分。本我是其最原始的部分，包括以性冲动和侵犯冲动为主的本能冲动。本我由

“求乐原则”支配，追求享受。正是本我的“求乐原则”因素导致受者心理有着接受与传播媚

俗化信息的欲望。由此我们发现，受众天生有一种接受“轶闻趣事”的心理趋向。一些轶闻趣

事之所以能吸引众多网民的参与和注意，首先是因为网络信息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抓住了人们寻

求快乐、自我表现的本能，并且根据这种本能的需要，提供了一个能够让人们尽情表现自己的

舞台，满足了参与者的自我表现欲望和引人注目欲望，甚至于不少网民群体式娱乐，以“语不

惊人死不休”的网络生存方式寻求逞口舌之快。 

网络非理性舆论的引导策略 

新闻媒体只有了解受众，才能引导受众。网络媒体可以通过网上调查或交互式交流的方式，遵

循网民的普遍心态及兴趣，利用能够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信息来进行潜意识的文化与观点的渗

透。 

1、遵循“第一时间”原则。信息发布部门要及时地把处理相关工作的进展和各方面的“行动

信息”发布出去，这样既能赢得媒体和网民的信任，也能掌握舆论引导上的主动。对突发事件

要主动在第一时间做出正面回应。或在网上常邀请知名专家学者或政府官员以真名参与讨论，

强化正确的主导声音，促进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转化。 

 



2、营造多元意见空间。多元的意见空间，就是指在意见选择上，要破除单维度意见，给多维

度意见以更多的生长空间；在意见表述上，要采取多样的表述方式，客观上形成意见呈现的多

元化。舆论的一元空间是造成受众逆反心理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社会心理学的宣泄原理，有

节制地反映某些有强烈反应的消极社会舆论，使其适度宣泄，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化消极为

积极。当然同时也要把握好网上主流舆论，以营造一个既宽松又健康的舆论环境。 

3、吸引高端群体参与网络评论工作。领导者、管理者、资深专家教授和学者等高端群体大多

社会阅历和资历丰富、思想成熟，思辨能力强，他们对网上言论具有较强的辨别能力，也具有

全面、客观、理性的思维和眼光，如果经常邀请他们以网民的身份参与网络评论工作，在与网

友的讨论中，整合、梳理论坛上杂乱无章的信息，让主流、权威、真实、可靠的声音占领公众

意见市场，则将是引导网络非理性舆论的重要途径。 

4、增强文化亲和力。“引导”是要指引受众的需求良性发展。一味满足部分网民“轶闻趣

事”的心理偏好，传播势必走向媚俗化。而如果一味盛气凌人的驳斥，也难以被网民接受。这

就需要传者加强引导艺术。一方面可以利用我国长期已经形成的传统而又根深蒂固的观念、特

定的意识形态等民族文化来引导本站网民,使其产生文化亲和力；一方面以一种关爱帮助、解

决问题、平等理解的心态与网民自由交流，有时适当采取一些诙谐、幽默、调侃的方式还可以

缓解紧张气氛，更易被网民接受。 

虽然近来网络非理性舆论的案例越来越多，但网络舆论的有效引导与控制，将使它的正面作用

大于负面作用，它将使我们更真实、更全面地了解这个世界。刚刚，伴随着火热的德国世界杯

开赛，网络舆论再推央视名嘴黄键翔因口误而成就的“解说门”事件，这里因足球而泛化的民

族情结再显国民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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