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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论传播中的 “蝴蝶效应”：

复杂性理论的传播学启示

戴月华

摘　要：互联网构筑了一个拟像世界，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通过对网络舆论传播的描述与分析，

指出网络舆论在传播中产生复杂性理论的 “蝴蝶效应”现象，即个别的、偶然的网络舆论，演变成巨大的

舆论势场，对现实社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从而彰显网络舆论的传播特性。针对网络舆论传播所显现的复杂

性理论的 “蝴蝶效应”，提出了三个层面的应对启示：①现实问题是网络镜像世界的根源，任何网络舆论

根本上是人们对现实诉求的网络表达。②舆论传播中的 “蝴蝶效应”促使管理部门积极地面对舆论传播中

的不确定性，培育对网络舆论的敏感性、开放性和包容性。③尊重并关注网络舆论中网民弱小又强大的

“蝴蝶力量”，促使 “蝴蝶力量”的良性显现，捍卫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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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网络舆论传播的研究出现了新热点，借助于前沿交叉学科的成果来分析舆论传播机制。其

中，以复杂性理论中的 “蝴蝶效应”来解读网络舆论的特质，成为舆论传播研究的新思路。但若要说

明网络舆论传播中 “蝴蝶效应”的合理性，就要描述网络舆论与传统舆论在传播上的差异，昭示网络

舆论在现代传播中的特性，进而说明混沌理论对网络舆论传播的启示意义。为此，本文作一尝试性

探索。

一、网络舆论传播中的 “蝴蝶效应”

“舆论”的产生是建立在自我意识的觉醒基础之上的，当个人能自由地、公开地表达自己对公共事

务的看法、意见时，才有可能产生舆论。因此，严格意义上的 “舆论”概念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

正是在近代社会开始拥有相对的个体主权和言论自由时，才有 “众人的议论”（《辞海》的 “舆论”解

释）、“公众意见”（西语 “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的内涵）所表达的 “舆论”涵义。不同的 “舆论”涵义具

有共同的特性，那就是强调对事件、问题关注、评价的各种意见的公开表达。从舆论传播技术方式看，

舆论可以借助于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及最新的网络传播展开。然而，当我们这

样描述时，易把舆论仅仅看成某种由不同传播方式承载的意见，传播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当说到网

络舆论是舆论传播的新方式时，还是没有彰显舆论内涵与网络传播的内在关系。

因为，一种革命性的传播媒介的诞生，常常使原来的媒介方式整合在新的传播方式之中，一种综合

性的传播方式在传播过程中不仅仅是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方式，而且也会使传播内容由于传播方式的提

升而发生传播学意义上的变革。因而，网络舆论是以互联网传播的方式凸现了舆论传播的新特质。

人们在一定生存空间中聚集，彼此交流越充分，具有相互认同或反对的可能性就越大，这种聚集与

交流使舆论成为一种让人明显感觉到的意见气场。舆论需要生成与传播时空，在相关时空中舆论所酝

酿、传播的强度与密度得以展现。“人员集结密度越大，也就越能构成人们交流意见的条件。许多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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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于一个场所，在多向交往中自由倾诉各自的观点，意见交融逐渐形成大体相同或相近的见解，而差

异大的意见不是走向统一，就是进一步背离，最终形成一种或多种共同意见。这样，一定聚众的场合，

人员相邻密度增大，表达意见活跃，对许多人产生感染和趋同心理，意见的扩展范围与速度就不可控

制。”［１］网络充分突显了这种传播的场所特点，成了人们表达利益诉求的窗口，为意见的自由表达提供

了现实可能。现代互联网传播使实体广场虚拟化为 “网络广场”，在舆论传播的速度、方式等方面产生

了巨大变化。

互联网的数字化传播是人类传播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革命。以 “比特 （Ｂｉｔ）”为信息传播的最小

单位，以光速为传播速度，互联网使网上用户连接成一个巨大的交流之网，特别是计算机的计算功能

和惊人的数据保存、处理能力，使互联网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传播方式。传统的文字、声音、

图像以全新方式传播，形成了综合性的拟像世界。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ＣＮＮＩＣ）发布的 《第２９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底，互联网普及率达到３８３％，中国网民已达

５１３亿人。我们不仅仅生活在通常的现实世界，而且也生活在似真的虚拟世界，表明人们从传统的人

与他人、人与自然交往中内置的信息中介具有波普尔意义上的 “世界３”、甚至海德格尔意义上的 “存

在之家”的可能性。

在这个世界中，身份的虚拟性和部分匿名性，传播的迅速、快捷，使网络传播倾向于开放性、流动

性，传统传播模式中的 “把关人”角色在网络世界中弱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传播主体中心化

倾向，使信息的发送者同时成为信息的接受者，使信息的消费者也成了信息的生产者。信息的发送者

和接受者的角色互置，使传播过程中以单点到多点的单向传播关系被多点对多点的双向、多向传播关

系所取代。于是，传播话语从中心到边缘的差序等级模式向无差序的反中心的网络传播模式转变。在

网络时代 “舆论”作为公开发表的意见才真正达到自己意见的比较充分的表达，使普通公民有望成为

公共信息的有力传播者。如，微博以短小精悍、方便转载的传播方式几乎实现了与现实事件的同步播

报的程度，创造了便捷的信息传播形式。马克·波斯特认为，“理论家们若把传播技术看成纯粹的效果

问题，便过分压制了源于电子传播的那些新问题，也就把这些新问题放到阐述口传文化和印刷文化的

旧范式之中。”［２］麦克卢汉看似怪异的 “媒介即是讯息”的观点，深刻地导出了互联网传播形式本身就

已经创造了一种伟大的民主化平等运动。因此，互联网通过信息重构了一个拟像世界，改变着人们的

生活方式。

在这个世界中，媒介议题成为利益与政治的话语表达。“到达读者手中时，每份报纸都已经是一系

列选择的产物，这些选择包括印什么新闻、印在什么位置，每条应占多大版面、各自的重点是什么等

等。这里没有什么客观标准。”［３］（２５３）在李普曼看来，报纸背后有政治利益集团为报纸设置议题和把关。

“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和我们的观察习惯。”［３］（６１）既然舆论是各种利益与政治集团的

意见表达，我们不可能要求人们以中立的立场来表达公共的利益诉求，但各方的意见在这种网络平台

所组成的自由市场上开展交流，这个虚拟公共领域成为舆论表达方式的一次革命。在这里，“以各种虚

拟空间的创建与虚拟社群的集聚为前提，向虚拟社群中所有参与者开放，以各参与者相互之间自由讨

论各种共同话题为主要内容的情感沟通、思想交流、精神交往的虚拟平台与公共场所。”［４］在公开表达

中各种网络舆论常常以 “蝴蝶效应”方式形成群体信息的分化，走向极端趋势的极化现象。

具体而言，舆论表达与传播的便利性，使互联网组成的网络世界更易集聚大量信息，信息流动瞬间

放大，产生了实体空间很难产生的能量瞬间叠加效应，弱化了传统信息传播的有序、确定、可预见性，

产生某种不确定、不可预见性的混沌现象，用形象的语言来描述就是所谓传播学中的 “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原指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在气象研究过程中对初始条件极端敏感的非线性现象的比喻式描

述。１９６３年，洛伦兹把温度、气压与风向等因素输入用计算机求解仿真地球大气的１３个方程式，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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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过程中把原来有效数从小数点后面的６位减少为３位后，演示结果完全不同：一开始的计算结果还能

维持稳定性，但当迭代超过一定值时，系统就走向混沌。这种现象的发生往往以某个初始条件敏感变

化为转折点，它在混沌理论上称为 “分岔点”。“通过迭代可以放大到出现岔道的程度，系统沿一个新

的方向发展，所以系统的分岔是至关重要的一刹那。”［５］在这一刹那，分岔点就如蝴蝶翅膀的瞬间振动，

使喧嚣的舆论朝一个方向发展，积聚为一种新形态，构成某种极化现象。为此，这个分岔点也可以看

作 “奇异吸引子”，“奇异”得无法精确预测。当然形成这种混沌现象需要一定的条件，网络舆论的自

身特点使舆论传播产生 “蝴蝶效应”的几率加大，特征更为鲜明。

网络舆论以 “蝴蝶效应”的方式显现了现代舆论传播的新质。某种虚拟化身份，使原来顾及身份

和害怕惩罚的思想观点在网络上得到了比过去更充分的表达。仅从技术角度看， “没有人控制着因特

网，至少迄今如此，它依赖用户之间开放地交流信息。在因特网及其子集万维网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ｗｅｂ）的

全球自组织中，无数的微小自组织随时绽现。……无论是谁在因特网上冲浪都会感受到进入了一个混

沌的动态开放系统，正所谓 ‘一发而不可收拾’。当然其中有某种秩序，而且是混沌的。”［６］（５３）也许皮

特的看法过分乐观，但网络内与网络外、网络内部之间构成庞大的交流空间，使网络传播具有开放的、

复杂的、非线性的混沌特性。如果说 “奇异吸引子”是复杂性理论发现的混沌现象之一，那么网络舆

论传播中某些敏感、争议的意见具有相类似的混沌现象。它们担当了舆论传播中 “奇异吸引子”的角

色，此类舆论的 “奇异吸引子”一旦具备相关传播条件，个别网络舆论演变成巨大的舆论势场，造成

强舆论效果，对现实社会具有实质性影响。

二、复杂性理论的传播学启示

蝴蝶效应是复杂性理论的生动描述。面对网络舆论传播易发生混沌现象，这种属于复杂性问题的

科学解决思路已不再是追寻网络舆论发展的确定性法则来消解蝴蝶效应 （事实上也不可能），而是在尊

重网络舆论蝴蝶效应的基础上争取积极的柔性应对。

通常，解释作为网络舆论传播的混沌现象是建立在对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理解基础上的，即在必然

性的框架下解释偶然性。其中，“必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确定不移的趋势，是由事物的根本矛盾决定

的，体现事物发展的本质联系和发展前途。偶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不确定的趋势，是由事物的非根

本矛盾和外部条件引起的，对事物的发展起加速或延缓作用。两者相联结而存在，必然性寓于偶然性

之中，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７］此观点认为，必然性就是在事物发展

过程中始终居于支配地位的确定性，而偶然性对事物的发展只起 “加速或延缓作用”的不确定性，偶

然性仅仅是必然性的开路先锋，是必然性之河泛起的无数偶然泡沫。于是，与此相关的真理观就是通

过偶然的、不确定的现象去认识内在的、确定的规律。

解释混沌现象的复杂性理论阐述了在混沌现象中的偶然性并不仅仅为必然性开辟道路的 “泡沫”。

从哲学思想的发生学视野看，偶然性、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参与到事件内在发生过程，构成事件发生意

义上的有机组成部分，未来是部分预知又不能完全预知的灰箱。正如什托姆普卡认为的那样，“社会生

活正是从未来不可知的这个至关重要而又不可避免的事实中获得深刻性。我们不能够获得关于未来

———甚至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决定所创造的未来———的充分知识。”［８］由此，我们所面对的具有混沌

现象的网络传播世界不可能完全依据过去的认识结果去推测不确定的将来，故需要策略的积极选择。

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认识方法是排除了偶然性内在意义的那种必然性追寻，而现代复杂性理论所表达

的是随着对混沌现象深化研究昭示的偶然性具有事物发展的内在不确定性，这使网络传播世界中柔性

应对蝴蝶效应的策略实施有了可能空间。

由此，在对复杂性理论的传播学借鉴基础上，针对网络舆论的策略应对提出三个层面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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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网络舆论传播的宏观面上看，混沌现象的产生是在一定现实问题的触发下产生的，网络舆

论作为人们公众意见的一种表达方式直接就是现实社会诉求的反映。不过，网络舆论的反应比传统的

思想表达更加快捷与敏感。伊丽莎白·诺尔·纽曼把舆论称为 “社会皮肤”，它能够感受外界的温度，

感受外界的处境，使我们这个社会避免危险，保持社会健康和个人幸福。在她看来，民意就是在冲突

的领域中，人们可以公开表达，而不至于被孤立的意见。因此，社会需要不同群体和个人真实意见的

表达，而网络的舆论使这种表达有了更为理想的场地。“社会皮肤”上出现的事件应该从 “皮肤”内即

“社会身体”内寻找原因。网络世界是现实世界问题的反映和理想化诉求，通过反映现实社会的热点问

题，凸显当代中国民众的自由诉求与权利意识。现实问题就是网络的镜像世界的根源。虽然不知网上

之人是谁，但无疑他首先是现实社会的人，然后才是网络世界中的网民。因此，任何网络舆论不过是

人们现实诉求和现实问题的夸张或变型的表达，多半是哈哈镜式的显现，而拟像世界的相对独立性，

使这种哈哈镜式的显现成为可能。

网络舆论传播的混沌现象的发生，从宏观面上看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的。设想人们在一块很开阔

的海滩上聚会，即便有人造谣 “海滩上失火了”，人们不大会惊慌失措。因为开阔的海滩失火不具有直

接危险性。如果在一个电影放映厅里，漆黑的空间就只有放映孔那儿来的一束光线，在此空间中 “失

火”的信息会立即引起恐慌。因为电影院相对封闭的、狭小空间的失火对人们的高危险性，使 “失火”

的信息高度敏感。舆论同样如此，一种舆论的迅速放大传播，实际上是现实问题的反映。特别是相关

问题构成一种现实的紧张、潜在的恐慌、极度的不信任时，网络舆论的 “蝴蝶效应”的发生中，即便

仅仅是谎言也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次，从网络舆论传播的中观层面上看，鉴于网络舆论传播产生 “蝴蝶效应”的几率加大的特点

要求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地面对舆论事件的偶然性、不确定性，重视对网络舆论的形成机制研究，对敏

感、典型、涉及民生问题的意见作出及时、恰当的反馈，提高管理部门在网络舆论世界中抗风险的

能力。

复杂性理论之一的控制论称良好的反馈为负反馈，如空调的自动调温器。当温度上升到某一点时，

自动调温器打开制冷装置；当温度降得过低时，自动调温器关闭制冷装置。这种负反馈形成恒温的良

性循环。网络舆论在反馈方面也相类似。针对某种典型、敏感的公共性事件的观点、意见，相关管理

部门的人员应具有舆论的敏感性、开放性、包容性。特别是重视 “民意”的舆论反馈，重视其对行政部

门及其相关人员所起的监督和咨询作用，从而达到网民参政、议政的作用，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

早在１９世纪，黑格尔就深刻地认识到公共舆论的价值。他说：“公共舆论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

意见的无机方式。……无论那个时代，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尤其在我们时代是如此，因为

主观自由这一原则已获得了这种重要性和意义。现时应使有效的东西，不再是通过权力，也很少是通

过习惯和风尚，而确是通过判断和理由，才成为有效的。”［９］（３３２）同时，他还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提出了人

们乐意发表意见，社会可能更安全。他认为，“现代世界的原则要求每一个人所应承认的东西，对他显

示为某种有权得到承认的东西。此外，每个人还愿意参加讨论和审议。如果他尽了他的职责，就是说，

发表了他的意见，他的主观性就得到了满足，从而他会尽量容忍。在法国，一直显得言论自由要比默

不作声危险性少得多，因为后面一种情形，怕的是人们会把对事物的反对意见扼在心头，至于论争则

可使他们有一个出口，而得到一方面的满足，何况它又可使事物更容易沿着本身的道路向前推

进。”［９］（３３４）为此，我们不必说黑格尔的１９世纪了，在互联网充分普及的今天，若无视各种网络意见的

表达、对舆论不敏感甚至漠视、压制舆论，就有可能使原来的意见极化，产生舆论传播的 “蝴蝶效

应”，造成群体性事件。仅仅从应对策略上说这种现象就是患了 “恐龙综合症”，即由于恐龙对复杂环

境的各种意外与危险不能做出迅速反应而危及恐龙生命的 “应对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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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舆论中的谣言传播作为舆论传播的一种畸变形态，对涉及的个体乃至社会都会造成伤害，特

别是网络加快了谣言传播、加大了社会危害。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因为谣言的存在而封闭舆论在

网络上的传播。正如桑斯坦所说：“不管是真实的消息，还是错误的消息，新科技都能加快它的传播速

度。……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只要有个完全的过滤机制，就一定会漏失某些重要的事情。从信息的角

度来看，即使传播选项增加是件好事，只要有完全的过滤机制，那就是一种损失。”［１０］桑斯坦对舆论谣

言流传的不良后果也许没有充分重视，但他也注意到充分公开信息传播并加以引导反而能促进网络舆

论传播的良性发展。网络传播的特点表明不可能完全消灭网络谣言，加上信息不对称，公民很难了解

事情的真相，就易为谣言所惑。因此，解决网络舆论中的谣言传播除了通过网民的自律，理性地看待

网络信息外，根本上要求公权力的运行规范化、法制化、民主化，让公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有效

避免网民的无端猜疑，消解可能产生谣言的土壤。

再次，从网络舆论传播的微观层面上看，复杂性理论发现了初始条件敏感性，表达了微小力量在舆

论处于动态的、不确定传播状态中扮演着不同于传统传播处境所赋予的新角色。由于网络虚拟世界的

传播特点，客观上具有比现实更大的舆论空间和自由度，这也是网络传播空间存在的合理性所在。中

国社会转型使利益诉求多元化、各种意见共存之时，在脆弱平衡态中，每个网民都有可能成为 “蝴蝶

力量”。“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具有传统意义上控制者的力量，但是我们都拥有微妙影响的 ‘蝴蝶力

量’。”［６］（３７） 《混沌七鉴》中以树根的分岔延伸的照片形象地说明了：“蝴蝶力量反映在演化系统的分岔

点上。微妙影响力影响着树根伸展的方向，根子的整体形状由无数微妙影响的结果所决定的。”［６］（４２）复

杂性理论为我们的认识提供了创造性的视野，表达了对网络舆论中偶然性、无序性、突发性的认知与

重视。它提醒我们在网络世界中相关舆论情境的改变，会有效影响现实世界。“我们今天认为不可思议

的事情，明天也许完全能做到。”［６］（４８）网络世界中某种敏感争议性事件与公众意见也常常担当舆论传播

中的 “奇异吸引子”角色，成为网络传播中的 “蝴蝶力量”，产生了人们起初难以预料的巨大作用，对

现实世界产生显著的实质性影响。譬如，２００３年３月大学生孙志刚未带身份证，在广州市被作为 “三

无人员”收容，死在收容所。 “孙志刚事件”率先于网络披露、报纸 “发酵”，引发舆论的 “蝴蝶效

应”，推动有关部门取消了收容制度，实行救助制。网络上的 “孙志刚事件”成为改变城市收容制度的

“蝴蝶力量”，推动了中国法制化进程。

总之，在网络民主化时代，针对网络舆论传播诱发 “蝴蝶效应”的事实，必须重视网络舆论中网

民弱小又强大的 “蝴蝶力量”，捍卫社会公平与正义，促使 “蝴蝶力量”的良性显现，促进社会和谐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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