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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张志安、林功成主编的《数字未来与媒介社会（2013 2重构行动者中国场域的传播研
究）》是国内20余位高水平青年传播学者集体合作的结晶。主题“重构行动者：中国场
域的传播研究”，具有前沿性和重要性，对中国当下新闻传播领域的行动主体、话语、
实践及其与结构之间的互动机制等问题展开深入分析，以期描绘当下并预测未来“行动
者”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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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阔的地理空间和舆论场域当中，起到重要的桥接作用。从网络科学分析，他们大多都不
居于本研究样本中的K壳核心群组当中，但事实上他们的粉丝数往往非常多，甚至达到
巨量的程度，在更广阔的互联网网络世界当中是一些具有更高中心性的节点。
第五类：乌坎事件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他们年龄一般较大，不擅长使用网络，居于
新媒体信息网络的边缘，有的还是在乌坎事件发生时才开始尝试学习使用互联网传播工
具，是新的微博注册用户。从网络科学分析，他们不居于K壳核心群组当中，连接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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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发布数都很小，但在现实社会网络中，通过人际传播方式居于重要的组织地位。
第六类：乌坎事件信息的积极传播者。他们的身份往往是村民，有的还在外地居住，都
是社会活跃分子和参与乌坎事件维权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们往往成为居于本研究样本中
的K壳核心群组当中，但他们的粉丝数不多，发布的原创信息内容也不多，但网络之间
互相关注度较高。
第七类：乌坎事件信息的一般传播者。他们是这个信息网络中的主体，身份都是村民，
性别年龄各异，他们不居于本研究样本中的K壳核心群组当中，他们的粉丝数不多，发
布的原创信息内容也不多，还夹杂着各种生活信息和个人信息，他们之间三五成群的网
络互相关注度较高。从网络科学分析，他们不居于K壳核心群组当中，网络连接度和微
博发布数都很小，在现实社会网络中也居于乌坎事件的非核心位置。
从以上分析当中可以看到，信息传播与现实行动之间并不完全一致，网络信息传播在乌
坎事件中主要起到对外传播的效果，引起全社会、全事件的普遍关注，现实维权的信息
传递主要是通过广场集会、人际传播方式进行，这些社会网络与互联网新媒体网络在有
些人那里是叠合的，而在有些人那里却由于传播技术壁垒、传播习惯和安全隐匿性要求
，并不一致。但从公开的信息传播活动和微博社交网络中，我们可以发现微博传播网络
中大致呈现了乌坎事件的传播行动者群像。
（三）乌坎事件新媒体信息传播网络中的“隐匿”领导者
在上述社会关系网络研究当中还存在一个缺失，就是无法将没有新浪微博账号的村民包
括在内，因此，很可能错失了重要的网络“隐匿”者。根据我们的实地考察和乌坎村在
村民中进行选举的结果来看，林祖恋先生其实在整个乌坎事件中是最有影响力的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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