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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红从网络争论的研究入手，从人际传播的角度提出用”对话“”交流“这样的含义来理解传播，
并指出一切传播最终都会体现为交流和对话的过程。但是”控制“这一传播概念一直以来的主流内涵
仍然得到了大量学者的支持。争论并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从多个角度去认识传播却是值得肯定
的。本文将尝试从”控制“和”交流“视角来对”公关“进行思考。 
一、公关的起源和发展的另一种视角 
1992年，李普曼出于对公众、民主、媒体各自的局限的考虑，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其一是以宣传和
说服形塑社会认同。其二是在统治者和公众之间，插入少数”专业精英“以弥补以上三者的局限。与
之同期的伯内斯则认为：鉴于宣传和说服在现代社会中的特殊性，有必要创造一个新名词“公共关
系”。 
有学者认为，如果抛开传统成见，把眼光转向问题，那么李普曼和伯内斯提出的嵌入少数人的社会安
排，既非权宜之计，亦非操纵之策，而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种弥合协调机制。这种机制以彼此沟
通、相互调整为使命。它应当培育一类人、一个行业，即公共关系及其从业者。 
“公共关系专家”扮演了社会对话中的“居间人”。他们要创造良好的环境、要促成“上”与“下”
的对话。如果单单只从这一角度看，公关的精髓在于“交流”。但是正如福柯所说，权力无处不在，
主导性的话语意味着权力甚至意味着真理。而反过来，权力同样可以带来居中者的偏移。哈贝马斯毫
无疑问的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公关是启蒙运动以来最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之一。而公关策略可以帮
助政客和商人，获得封建试的声望。当权力成一边倒式的倾斜，交流不会出现，公众只会以客体的形
式出现成为被控制的对象。而公关则从居中者的角色偏移为控制者的利器。 
米勒的宣传分析研究所正是创立在这类情境之下。战争让国家的力量得以集中，社会控制也随之加
强。因此IPA对宣传策略的研究最终进入政府和企业的宣传教科书也就不足为奇。而随着个人权利意识
的逐渐强化，公共关系也完成了从宣传范式、说服范式到双向均衡范式和对话范式的变迁。这样学术
范式的变迁将公关学者们从“控制”到“交流”这一思考角度的变化表露无疑。那么在现有环境下
“交流”如何可能成为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哈贝马斯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交流”这一人类
“生活世界”面临两大挑战：外部环境的控制和内部交往的困境。 
二、公共领域存在的可能性 
（一）中国公共领域的萌芽 
针对外部环境的制约，哈贝马斯提供了“公共领域”这一解决方案。他认为个体家庭私人领域和国家
之间存在一个有关公共事务、公共舆论、和政治生活的“公共领域”。有些时候，这个领域就是公共
舆论领域。 
相比于西方新闻媒体用专业主义抵抗政治经济因素对公共领域侵蚀。在我国传统大众传媒从来都是作
为党的喉舌被国家所控制，成为国家政治传播、意识形态渗透、维持政治权威的工具，在这种状态下
市民社会缺少话语权，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舆论也就很难形成。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私有经济获得飞速发展，个人自由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民间组织的广泛兴
起，这一系列变化都促进了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推动了我国市民社会的孕育成长，大大拓展了私人
领域和社会公共空间，也促进了政府角色转型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自由化、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
推动了公共领域的兴起{1}。 
（二）公共领域的网络契机 
真正的改变源自网络的高速发展，尽管当前网络仍处于极强的监管之下。但网络媒体和身处其中的网
民共同孕育着一种潜能。这种潜能足以使得这个舆论领域中的各方力量达到平衡。从而达到哈贝马斯
所说的“公共领域”的效果。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拉开了网络恶搞的序幕。有学者认为：网络恶搞可以被看作是对大众文化的
解构，是反对传播控制最为革命的因素{2}。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约定俗成的神圣性的对象成为恶搞
目标，通过模仿，恶搞在瞬间抽掉这些神圣物脚下的圣坛。对神圣的解构仅仅是网络力量的冰山一
角。 
在网络时代，那些位于各个接收终端的呈原子态分布的个体即使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也会立刻飘散在
信息的洪流之中。但是这些个体一旦通过价值的共享结成价值上的共同体。他们的声音则是任何一个
组织所无法忽视的力量。 
在网络世界里，来自草根阶层的大众对于权利和经济这一事实层面上的优势占有者有着天然的排斥。
事实上这样一种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网络中的延续。明朝时著名的官员海瑞曾这样的概括其断案
的凭据：“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与其屈贫民，宁
屈富民；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完全置事实于不顾的断案方式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其原因就在这
种对传统道德的维护和社会弱者的同情与维系乡土社会的传统价值完美契合。 
因此不难发现，对统治的反抗、对道德的守护、对弱者的同情成为网络中最为朴素而原始的价值隐藏
在每一个网民心中。而他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形成一个最为原始但也最具力量价值共同体来对抗侵蚀
这一领域的政治、经济因素。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使得网络舆论领域产生追寻平衡状态的可能。这样
的平衡状态将使得这一领域在效果上摆脱了各方权利的侵蚀。各方利益竞争将有机会逐渐靠近公共利
益。多元意见角逐也存在着至少达到最低共识的可能。 
三、内部交流的可能性 
主体间性，这是哈贝马斯针对内部交流困境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其要求公共领域的对话者，彼此建构
主体——主体的关系。要求对话者之间缔结非强制的、内在自由的、平等交往关系。这一条件依赖于
普遍理性的确立。最终体现于对话者彼此间的同意，普遍接纳。自觉遵守的共同规范。由上面论述我
们已经知道，当前的网络领域具备成为公共领域的可能，那么在这一领域中，主体间性又如何实现，
交流又如何可能呢？ 
（一）狂欢的战场 
巴赫金曾经指出中世纪的人们实际面对两个世界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进蹙眉头
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
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不拘交往。 



第二种生活在网络领域中大量存在。在消费型社会中科技对人的压迫和对经济效率的追求导致了生活
节奏的加快，人的生理与心理超负荷运转。于是，在文化生活的消费上出现了逆反现象，人们追求轻
松与享乐，这一追求表现在信息的选择与关注上就是人们的趣味中心向娱乐性、趣味性、消遣性的话
题转移。大量信息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对低俗性与平庸性的追逐。这些信息除了提供娱乐外回答不了
人们任何问题，而面对这一现象人么也无须做出回应。除了自身的意义丧失外，这些数量巨大的简单
重复的关于性、暴力、黄色语言、娱乐谣传、花边新闻的话题，更是将众多信息量丰富，极具意义的
话题挤出了人们有限的关注空间，从而让它们埋没在网络的信息海洋之中。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给网
络留出了权利无法侵蚀的空间，但是这样洋溢着狂欢气息的空间和领域却在意义的丧失中，最终失去
了交流的可能。 
（二）争论的彼岸 
美国社会语言学者德波拉.坦南在《争论文化：停止美国的口水战》一书中指出，媒体具有一种制造冲
突的娴熟手法。这样的手法经常被运用于新闻报道和社会问题的讨论之中。她认为是媒介让这些虚假
的争论变得合法化。争论无疑可以吸引眼球，但是争论的终点在哪里？ 
对于网络争论，王怡红认为有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强化二元思维模式和交流者之间的对立关
系；另一种是争论会失去其严肃性，变成一种笑谈和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随意行为或变味的口水仗
{3}。西方有句古话叫“辩论无输赢”。但在中国，认同这一点的人真的不多。放弃细节的描述而寻求
价值层面上的包装，放弃理性言说走入情绪宣泄。直至最后，共同挑出问题走向彼此间的人身攻击。
争论本身成为了争论的唯一意义。 
（三）走向对话的选择 
在网络领域里，无意义的狂欢和无意义的争论对于公共利益来说同样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双方不站在
两极之间，只有善意的倾听、理解，对彼此人格、观点或者看法相互尊重，才能到达认识问题的彼
岸，也只有这样的路径才能使得网络中公共领域的产生成为可能。 
四、结语 
作为传播学实务的公共关系在概念上同样也可以从“控制”和“交流”这两个内涵来进行诠释。公共
关系范式的转变恰好反应了公关学者对概念诠释角度的变迁。在中国这样一个媒体受到全面监管的社
会里，以“交流”为目的的公共关系也逐渐萌芽并伴随着网络的出现而发展。“交流”的可能不仅取
决于网络中各方力量是否能通过博弈创造平衡，更取决于网络中的各方面力量通过“对话”展开公共
关系和议程管理。 
注释： 
{1}马长山.公共领域的兴起中的法治诉求【J】政法论坛 2005（5） 
{2}胡翼青.传播内涵的再思考 国际新闻界 2008（1） 
{3}王怡红 “争论”能为人类交流做什么 现代传播 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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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百精 《政府公共决策中的议题管理研究——思想史、范式、路径》人民大学博士论文 
【2】余建清 《网络恶搞：仪式下的狂欢》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3】王怡红 《“争论”能为人类交流做什么》现代传播 2008 1 
【4】胡翼青 《传播内涵的再思考》 国际新闻界2008 1 
【5】马长山 《公共领域的兴起中的法治诉求》 政法论坛 2005 5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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