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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播学角度看“网络推手”的溢散功能 

——以“李刚门”、“小月月”等网络事件为例 

徐丹妍 

(南京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摘  要：自媒体时代，不像早期传统主流媒体对议程设置的主导，网络媒介背后的“网络推手”有意无意地向电

视、报纸等传统媒介输送了议题，形成了媒介间的“溢散效果”。“李刚门”、“小月月”等网络事件，都有着“网

络推手”操控的痕迹，证明了网络媒介的威力，网络媒介也有成为“意见领袖媒介”的趋势。“网络推手”大大缩

短了媒介间议程设置的时间，迎合了人们的心理需求，但其背后潜在的商业利益有可能导致社会话题的沦陷，需

要网络推手们的自律和公众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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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ll-over effect” of network horsevaulting from the view of communication:Taken Li gang 

event and Xiao yueyue event as examples 

XU Dan-yang 

(School of Design Art & Media,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Technology，Nanjing 210094, China)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era of traditional media, when the agenda was set by the mainstream media, in the era of we 
the media, the network horsevaulting behind the network media sends agenda to television and newspapers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and thus forms the “spill-over effect” among media. The Li gang event and Xiao yueyue incident proved 
the power of network media to people again. Network media also have the trend to be "opinion leader media". Though the 
network horsevaulting has greatly shortened the time of agenda-setting between media，the potential commercial interests 
behind numerous network events may lead to vulgarity of the topics of society which may be prevented by the 
self-discipline of network horsevaulting and the public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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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推手”是一个近几年来新兴的网络名

词。网络推手的第一次出现可追溯到“天仙妹妹”

事件。三位资深网友自发策划了这次炒作后，在

2005 年 10 月接受上海《解放日报》采访时第一次

使用了这个名词。从此，这个网络时代应运而生

的词汇迅速被媒体和公众传开。它形象地诠释

了网络推广从业者的角色，也使这一职业在网络

悄然盛行。在百度上，由于竞价排名，输入“网络

推手”后搜索出的网页排名中，前几位都是近年来

发展壮大的网络推手公司所做的网站或广告，有的

堂而皇之地打着“五万元让你变红”的口号，颇为

嚣张。“根本上，未来新闻的科技正在酝酿某种新

兴的东西——某种草根基层扮演关键角色的对

话。”[1]网络推手从 初的后台隐蔽运作，到现在的

放开广告式运作，其作用已经不仅仅如当初的网络

炒作那么简单，它虽然仍然需要做到“不着痕迹”，

但已渐渐涵盖产品、企业、品牌推广等领域。显然，

网络中的草根媒介已经研习透了如何从底层疾呼、

网络爆红到传统媒体报道的炒作途径，并可以为商

业利益有偿策划一个又一个事件。笔者拟运用有关

传播学理论，结合“李刚门”、“小月月”等网络事

件的发展过程谈谈“网络推手”在媒介间所引发的

“溢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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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事件的发展过程看“网络推手”
的作用 

1. “小月月”事件发展过程 

(1) 网络舆论起源。2010 年 10 月 5 日在天涯

网发表的一篇题为《感谢这样一个极品的朋友给我

带来这样一个悲情的国庆》的帖子迅速被人人网、

开心网及各大门户网站论坛转载，“小月月”这一

人物在网络疯狂走红。 

(2) 网络舆论发展。当网民都被“小月月”的

行为雷到时，网友们怀疑事件背后有强大的网络推

手在策划。此后有众多炒作团队纷纷主动跳出为此

事件负责，其中有一家资深网络推手称此事件是温

州某富豪书商为其女儿出书所做的策划。 

(3) 传统媒体介入推动事件发展。此事件随后

成为众多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关注热点，传播

广的是湖南某报纸的一篇题为《700 万人次网上围

观“小月月”上海游记》，《扬子晚报》、东方卫视、湖

南卫视等媒体也对“小月月”做了报道。 

(4) 舆论回落平息。10 月 15 日，“小月月”帖

子的撰写者蓉荣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表示个人是此

事件的创作者，并决定走出网络澄清此事件。虽然

蓉荣的一家之言仍不足以证明她的话属实，但“小

月月”的故事渐渐平息。 

2. “李刚门”发展过程 

(1) 网络舆论起源。2010 年 10 月 16 日晚，保

定市北市区公安局副局长李刚之子李启铭酒后在

河北大学内飞车送友，将两名女生撞飞，致 1 死 1

重伤。在撞人欲逃被截之后，口出狂言“有本事你

告去，我爸是李刚。”此事件被网络报道，立即受

到了网友们的围攻。 

(2) 网络舆论发展。19 日，“我爸是李刚”被

网络推手、自发的网友们捧红成为 新的网络流

行语。网友们除在网上抨击“官二代”“富二代”

等特权阶级的嚣张言行之外，还展开了“我爸是李

刚”的造句风潮，将“李刚门”从网络热议话题迅

速引至现实社会的言论。李启铭在被刑事拘留后，

保定市公安局迅速作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回

应，表示将依法处理此事件，然而，这并没有平息

大众的言论。 

(3) 传统媒体介入推动事件发展。李刚父子迫

于言论压力，21 日下午接受了央视的独家采访，在

视频中，李刚父子声泪俱下地表示悔意。这一行为

并未挽回民意所向，网友纷纷指责父子俩“作秀”，

并更爆料李刚拥有 5 套房产、对此事件一直持隐瞒

态度的河北大学校长涉嫌抄袭等人肉搜索结果。这

些“升级猛料”马上被 10 月 24 日《现代快报》报

道。 

(4) 舆论回落平息。“李刚门”所引起的舆论压

力迫使保定市司法部门有关人士表示，为增加此次

案件审判工作的公开度和透明度，此案采取异地审

判的方式，届时将邀请法学界专家和河北大学部分

师生听审。此事件还在进一步发展中。 

“小月月”、“李刚门”事件，同之前许多网络

事件，诸如“贾君鹏”、凤姐事件，乃至更早的“周

久耕”天价烟事件、许霆案等事件一样，都是成功

的由网络热议转为传统媒体报道的事件。网络热议

话题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论坛、博客和刚刚兴起

的微博等自媒体形式的草根媒体，成为 初推动事

件发展的中坚力量，其中“网络推手”在其中制造和

加速了这个过程。然后，当舆论从虚拟网络四散至

真实社会，传统媒体的介入报道也迅速推动此事件

向一个正常的、合乎法治的方向发展。这时传统媒

体的介入对缺乏有效约束的网络媒体来说，起到了

为天马行空的列车加上轨道的作用。 

早期许霆、周久耕案事件与后来的“小月月”

等事件相比，前者是确有其事，网民自发推动事件

发展的成分较多，而网络推手只是从社会道德、网

民大多数意见的方向起到了顺水推舟的作用；而后

者往往是一个为炒作刻意生成的人物形象，甚至是

一个虚拟的网络人物，其中“网络推手”所起的作

用已经不再遮遮掩掩，而是为捧红而捧红，甚至利

用了人们的审丑、反感心理，如凤姐、“贾君鹏”、

“小月月”事件等。网络推手 初的炒作方式也很

简单，无非就是用雇佣一些网民发帖、刷人气的方

法将一个话题在各版面中置顶，引起人们关注；而

现在，网络推手的网络策划推广行为已经渗透到了

初的创意、舆论初期推广、舆论发展各过程，从

而达到全方面有效的“推手”作用。起初，网络推

手可能仅仅是因为看到了网络舆论的强大，而想利

用它将一些有意义的议题从海量的信息中推至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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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注目的位置；而现在，“网络推手”不仅对这种

炒作模式驾轻就熟，而且对利益的追求表现得更明

显。当然，随着嗅到网络商机的人越来越多，人们

的审美情绪也容易产生疲劳，现在网络推手想要真

正达到预期的轰动效果，炒作成功一个事件，也比

以往要困难得多。 

二、“网络推手”产生的时代背景 

作为传播学经典理论之一的“议程设置”，表

明了媒介议程对于公众议程的影响。一般认为，大

众媒体用其特有的话语权促使公众将注意力转向

它们报道的话题。而事实上，议程设置理论并不仅

仅存在于公众与媒介之间，影响媒介议程的一支很

重要的力量来自其他媒介的内容，也就是说，媒介

与媒介间同样存在议程设置。这一现象被称为媒介

间议程设置，是丹尼利恩和瑞斯(Danielian & Reese)

于 1989 年提出的一个传播学概念。 

在当时，“被称为精英媒介或主流媒介的大通

讯社、有威望的报纸，往往为众多的或者较小的媒

介设置了议程，因为前者的可信度高于后者。”[2]丹

尼斯和瑞恩注意到，媒介之间的议程设置的影响力

一般是从《纽约时报》流向其他媒介；总体看来，

是印刷媒介引导电视网的议程设置，而不是相反。

终，不同媒介之间共同设置的议程，形成了大众

传播的意见交汇和整合，影响了公众的注意力。因

此，那些时常为其他媒介设定议事日程的媒介，诸

如《纽约时报》等有威望的报纸、大通讯社，在整

个媒介领域起到了“意见领袖”的作用。可见，从

媒介间议程设置理论又引出了“意见领袖媒介”这

一概念，即媒介之间也存在着“意见领袖”。“意

见领袖媒介”往往使其他媒介关注和报道自己报道

过的新闻和议题。“意见领袖媒介”引领舆论，发

表举足轻重的新闻观点和社论，从而使整个社会舆

论风潮向这种主流观点倾斜。这种由主流媒体引起

而在媒介系统中产生一连串报道的连锁反应，就是

“共鸣效果”。在网络媒体出现之前，大多数新闻

报道、社会热点议题都遵循“共鸣效果”的规律。

这是由于在当时的社会中，传统媒体仍然镇守着媒

体的权威与主流地位，媒体对受众的信息传播一般 

为“一对多”的传播形式，且缺乏迅速有效的互动 

机制。 

而在网络日益兴盛的时代，情况已经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诸如BBS、e-mail、博客、微博、播客

等日益兴盛的自媒体形式，给予人们更多自我表达

的平台，加上其中可能出现的“网络推手”精心策

划操控整个舆论事件的发展，一个议题很容易被所

谓的自媒体，也就是草根媒体推上社会舆论的风口

浪尖，从而被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关注。可见，

时至今日，传统的“意见领袖媒介”不再具有主导

地位，“边缘媒介”也变得不再边缘，网络媒介已

逐步扮演了“意见领袖媒介”的角色。正如纽约大学

杰伊·罗森所言：“新闻权威的本质正在转移。”这种

媒介议题由边缘媒介流向主流媒介的过程，被 1991

年学者Mathes和Pfetsh称之为“溢散效果”理论。

“Mathes和 Pfetsh的研究内容，是反公娼、抑制国

民IC卡等‘反对性议题’从成为公众议题到进入媒介

议题，再进而变成政策议题的全过程。”[3]研究表

明，在这个过程中，整个信息流动违背了从精英媒

介到其他媒介的方向；不仅如此，网络上的言论在

整个舆论发展中往往起到主导作用，当边缘媒介报

道的议题在社会渐渐升温时，主流媒体也开始加入

关于这些反对性议题的报道， 终影响到整个事件

的发展。 

“李刚门”事件中，网民们对此事件的关注以

及由此衍生的对“官二代”特权的关注，使有关部

门公开表示将采取异地审判并欢迎各界旁听和监

督；“许霆案”使对网络媒体上对此案一审结果不

公的言论占据了一边倒的形势，在案件 后的判决

中许霆从无期徒刑改判为 5 年有期徒刑，改判的过

程中不可谓不存在舆论所造成的影响。这一切都离

不开背后宏大的网络背景。网络时代，人们对新媒

体的使用和依赖渐渐形成，使用网络等媒体获得信

息的比例大大增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0年 6月底，

中国网民规模达到了 4.2 亿，突破了 4 亿大关，较

2009 年底增加 3600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

31.8%。许多在现实社会无法获得记者身份的人可

以充当新闻发言人，记录生活中的事件，发表自己

的观点。网络媒介转为“多对多”的传播方式，众



 
 
第 11 卷第 6 期                  徐丹妍  从传播学角度看“网络推手”的溢散功能                           103 

多不同的网民发布了海量的信息，又由众多不同的

网民接受，通过留言、跟帖等方式反馈。在这个过

程中，“网络推手”起到的作用是制造一个容易引

起其他网民关注的议题，并在传播初期将这此议题

推入更多人关注的视野。 

三、“网络推手”制造和加速议题“溢散”

的策略 

随着网络媒介成为“意见领袖媒介”，它们对

其他媒介的议程设置作用也将日益明显。“网络推

手”在这样一种话语权回归的背景中应运而生，并

在网络媒介向传统媒介设置议程的过程中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网络事件的运作规律也使得越来越多

的人成为职业的网络推手。 

1．“网络推手”惯于生成“反对性议题” 

网络媒体在“溢散效果”中发起的话题，大多

是一些“反对性议题”。从 初的孙志刚案、许霆

案，到 2008 年的周久耕案、2010 年的“李刚门”，

网民们 初发出的是与权威部门不一致的反对声。

甚至如“小月月”、“凤姐”、芙蓉姐姐等新近的

网络红人，她们走红的方式也不是遵循一种主流的

审美形式，而是以另类的言论、怪异的行为赚取大

众“审丑”的眼球效应。网站乐意制造这样的人物

来吸引网民眼球，获取点击率。网民们在利用各种

网络自媒体平台表述自己立场时，都高声疾呼着反

对之音。而网络推手们则惯于利用人们的“反对性

心理”，通过雇佣一些底层的发帖、刷帖者，迅速

将所需话题置顶、推为精华帖，从而吸引更多网民

的点击和关注，炮制了一个又一个“小月月”似的

人物。 

与以往自然生成网络议题的方式相比，这样一

种传播方式将网络舆论生成的轨迹大大缩短。网络

舆论生成后，便快速通过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等形

式进入现实社会，从而引起社会公众议程。在现实

社会中，根据温特和伊尔的结论，某议题从媒介议

程转向公众议程之间达到 强烈的相关程度需要

4~6 周时间。而在网络社会中，这一时间被大大缩

短了。“小月月”事件中，整个话题从国庆长假 10

月 5 号走红到 8 号被湖南某报纸报道，所用时间不

过 3 天。“李刚门”中，从事发的 16 日晚到 21 日

接受央视采访也不过 5 天时间。可见，在网络媒介

这个平台中，信息流动的速度超越了传统的流动方

式。“网络推手”从 初的推动意见生成，到现在

创造议题，推动议题走红，无疑将网络意见集中、

公众舆论生成的速度大大提升。 

然而，网络推手们在利用人们“反对心理”的

同时，将网络上虚实不分的特点运用灵活，在追求

利益的时候却往往把社会公德、道德底线抛之脑

后，也在一次又一次地触碰人们道德、审美、隐私

权的底线。因此，在人们提及“网络推手”时所带

有的抵触和反感心理也会随着各种事件、各个“门”

的走红逐渐加强。如果任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也许

有一天，网络推手这个职业将如今天的娱乐记者一

样，让人们在听到各种娱乐新闻的时候第一反应就

是“是不是炒作”，毕竟，网络环境与真实环境相

比，所具有的约束还太少，且太不具有法律效力。 

2. 导向需求促成“溢散效果” 

麦库姆斯和韦弗认为，人们对导向需求不一

样，这是能否产生议程设置效果的决定性因素。而

导向的需求基于两个因素：信息对个人的相关性和

消息的不确定程度。信息的相关性越大，事物的不

确定程度越高，那么，人们对导向的需求就越大。

“李刚门”中，信息与个人的相关性很大。李刚只

是一个正科级干部，他所代表的是中国官僚体系中

成千上万个基层小官这个群体。恰恰是这个群体，

对于普通民众有着密切接触，他们的所作所为关系

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因此与作为社会一员的普通

网民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而“小月月”事件显示出

人们对事物不确定时的导向需求。“小月月”这样

一个人物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存在，所以除了

“反对性心理”“审丑心理”的驱动外，网民们急

于证明这样一个人是否真实。在这种需求下，网民

们积极展开人肉搜索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 

网络中谁来完成导向作用呢？可以是网民自

发的行为，也可以是“网络推手”行使这一职责。

但在当下这个把网络舆论当作无限商机来运作的

年代，网络推手们在很多事件的发展中为网民设置

了议程，起到了导向作用。即使在早期的“许霆“案、

“孙志刚”事件等网络议题中，也不乏追求责任感

或领袖感的网民来充当“网络意见领袖”。网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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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日趋成熟的今天，“网络推手”的导向作用日趋

明显，他们为达到某种宣传目的，甚至还利用了网

络媒介中“魔弹论”似的传播效果，伪造出一些虚

拟的事件和人物，如贾君鹏、“小月月”等，推动

网络舆论的形成和发展。无数网民作为一群受众，

也作为议题的再次传播者，继续推动舆论的走向。

终，网络舆论在主客体生成了网络媒介议程。 

当网络媒介议程将之通过网民与社会之间的

真实互动，形成社会热议的话题，就会得到电视、

报纸等传统媒体的关注，从而形成媒介间的议程设

置。在网络议程形成时，传统媒体有必要跟进报道，

采取一种理性的、辩证的思维方式，维持自己主流

媒体的公正性和客观性，还原事情的真相，让受众

了解真实，并探讨事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四、结语 

在自媒体时代，网络中虽然也有诸如“版主”

等不同形式的把关人，但数量庞大且积极表达的网

民群体其实已经成为传播的主体。在诸如“李刚

门”、“孙志刚”事件、“周久耕”案等网络事件

中，网络媒介为传统媒介设置的议程引起了人们对

权利、道德、人性的思索，促进了社会法制健全的

发展进程。 “网络推手”可谓功不可没。然而值

得一提的是，网络的利益空间是相当有潜力的，当

那些起初可能只求刺激的“网络推手”发现了其中

的商业利益时，更需要保持一定的社会责任意识，

因为网民的“反对性心理”、“审丑心理”让他们

乐于点击满足他们心理需要的内容。网民在接受新

闻议题时，容易被网络推手精心制造的话题所蒙

蔽，失去辨别真伪的能力。有良知的网络推手应该

看到，在炒作的背后所带来的有可能是整个社会话

题的沦陷，引来传统媒体的关注。在这个新闻娱乐

化的时代，坚守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是很有必要

的。这不仅需要网络媒体中各层把关人的把关，还

需要网络推手的道德自律，更需要传统媒体的监督

和公正客观的报道来为受众擦亮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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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从两个维度表达了巴赫金对世界的哲学思

考。巴赫金强调，个体生命须具有独立地位，才能

在平等、自由的交往和对话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人的存在是一个不断交替、更新的过程。人只

有在与他人交往和对话的过程中更新换代，焕发出

新的生命力，才能稳步迈进生存的理想境界；个体

的人是众人群体的组成部分，个人的生存状态必然

关涉到全人类的生存状态。巴赫金以一个人文学者

的开放和宽广的胸怀，为整个人类构建了一幅理想

的生存图景，即人人的自我价值都能得到充分实现

的终极和谐状态，表现了他对人类生存状态寄予深

切关爱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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