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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小时候就开始控制他们的上网时间，

规范孩子的上网习惯，让他们养成自我

管理时间的能力；努力培养孩子广泛的

兴趣，避免让孩子为打发空虚的时间选

择网络游戏作为娱乐项目。

第二，学校要做友善的引导者。很

大一部分网络游戏成瘾者沉迷于游戏，

是为了逃避学习给自己带来的压力，逃

避老师的责备，寻求解脱。学校对于学

生参与网络游戏的行为也不能全部排

斥，应该看到网络游戏也存在正面德性；

学校应开设专门的网络游戏或者网络德

性规范的课程，提高学生的心理自控力

和自我管制能力；学校应关注学生的心

理健康，帮助学生尽快解决问题，走向

健康的生活方式；学校应开展丰富多彩

的活动，为学生创造人际交往的机会；

学校应加强对网络游戏成瘾的干预，科

学引导，合理督促，成立夜间检查组，

每晚进行严格的查宿；同时，学校可以

定期开展网络知识和电脑技能方面的比

赛，培养学生正确的上网习惯。

第三，社会要做网络游戏环境的净

化器。网络游戏成瘾现象已经引起了众

多人士的关注和研究，但是目前关于成

瘾的干预措施还不成熟，防范举措也不

够多元和有效。网吧的经营秩序混乱是

网络游戏成瘾的重要原因之一，预防和

减少网络游戏成瘾必须从严格规范网吧

秩序开始。规范网瘾预防和治疗机构，

创新网瘾治疗方法，可以充分运用厌恶

法、讲座法与实地观察法相结合的综合

性预防方法。社会上的网瘾预防中心应

该定期对青少年主体进行“网瘾危害和

预防”的主题讲座，并带他们去治疗中

心体验网瘾受害者经受的精神折磨和治

疗的痛苦，让他们产生心理抵抗，自觉

远离网络游戏。当然，治疗中心必须制

订合理有效、以人为本的方法，以高标

准、严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

艺术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

准号：09BZX060】

注释：

①马立新：《论数字艺术德性机制》[J]，《理

论学刊》，2012 年第 12 期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 王  舜

网络环境下议题属性显要性的“曲线变革”
——以 2012 年两会浙江代表团“旗袍秀”事件为例

在
网络环境下，议题属性显要性并

不总是由媒介决定，议题属性议

程设置成为一个非闭合的流程。本文尝

试以 2012 年全国两会期间浙江代表团

“旗袍秀”事件为例，探析网络环境下

议题属性显要性转移的路线，并以此观

照个体、社群、媒介、公众、政策等之

间的议题属性议程设置新特点。

浙江代表团“旗袍秀”事件

与议程设置

1. 第一阶段：议题的媒介显要性获

得和转移及属性显要性设置

2012 年 2 月 29 日，浙江在线刊登

了一篇题为《百年华装看旗袍 丝博中

国旗袍百年展 3 月晋京展出》的文章，

文末透露：3 月 5 日，两会浙江女代表

委员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入口处上演真

人旗袍秀，之后还将亮相《华装风姿——

中国旗袍百年展》开幕式。

3月 4日，即两会开幕前夕，一则《浙

江女代表委员将身着高级定制旗袍亮相

大会堂》的报道见于《钱江晚报》，主

要信息与上述相同。

因浙江在线的报道，浙江代表团“旗

袍秀”事件获得媒介议题显要性，进入

了媒介议程，该报道文首处有“浙江在

线·教育 02 月 29 日讯”字样，行文中

对旗袍及相关设计者、设计作品极尽溢

美之辞，看似新闻语言却又极具公关色

彩。这一典型的地方媒体宣传性报道并

没有获得舆论关注。

《钱江晚报》的二度报道因两会召

开的特殊背景迅速被各大新闻媒体转

载。3 月 4 日，与此事件相关的日新闻

报道量由 2 月 29 日的 3 篇迅速攀升至

132 篇。随着这一事件在媒介议题中显

要性的增强，议题显要性开始从媒介议

程向公众议程转移，舆论四起。

上述报道中，事件部分属性得到强

调，如“令人期待”等，这为事件预设

了语境，如果关于某个议题的媒介属性

议程是政治权力的体现，以上报道则多

少折射出地方政府的意志和公关意图。

2. 第二阶段：议题属性显要性转变，

个体、群体议程与媒介议程融合并影响

政策议程

3 月 4 日，浙江代表团“旗袍秀”

事件顺利地实现了议题显要性从媒介议

程到公众议程的转移，并进行了属性显

要性设置。然而，媒介议程的属性显要

性并没有影响公众议程的属性显要性。

该事件进入公众议程后，“令人期待”

等特点并没有与公众产生共鸣；与此相

反，“时装秀”、“谁埋单”、“奢侈”等

属性获得公众关注，成为增强议题显要

性的雄辩证据，个体或社群均以此为焦

点，意见领袖也从以上各角度发表观点，

构建出公众对这一事件的讨论框架。

相关调查显示，5 成多网友反对女

代表委员两会集体秀旗袍，超 6成网友

支持浙江叫停并建议严查。与网友观点

相似，媒体评论也几乎倒向了反对“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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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秀”，认为代表委员专心履职才是关

键，类似的、带有宣传性质的“秀”大

可取消或叫停。3 月 5 日，浙江团女代

表委员身着正装亮相人民大会堂。“旗

袍秀”的设计者和发起人吴海燕公开回

应称，旗袍费用完全由其工作室承担，

撞车两会纯属巧合而非炒作。3月 6日，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

奇等人也证实，旗袍都是代表委员自掏

腰包，“三八”妇女节，浙江女代表们

会穿旗袍亮相。3 月 8 日，妇女节“旗

袍秀”再度落空，活动被叫停。

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议题属性显要

性被重新设定，公众议程上的属性显要

性影响了媒介议程上的属性显要性，网

友观点与媒体角度重新达到统一，个体、

群体议程与媒介议程在第一层面（传统

议程设置）和第二层面（属性议程设置）

皆实现融合，并最终影响到政策议程，

浙江叫停了“旗袍秀”的相关活动。

3. 第三阶段：信息减弱，议题更替

浙江女代表“旗袍秀”活动被全面

叫停后，女代表一句委屈的“我们不是

政治花瓶”又在短时间内再度吸引了媒

体的目光，相关新闻的报道量在 3 月 9

日有所回升。3月 10 日后，事件从个体、

社群、媒介及政策议程中淡出。信息减

弱意味着公共矛盾的消解，议题更替。

两会开幕前及之初，各类新闻报道

及媒介关注焦点往往集中在非中心议题

的边缘信息上，如代表穿着、代表名单

等，继“旗袍秀”事件逐渐淡出后，代

表委员的高档着装和配饰又成为媒体及

公众关注的焦点，也成了备受争议的话

题之一。但会议一旦启动，两会的核心

信息便向参政议政转移，社会道德建设、

食品安全监管等成为更吸引媒体及受众

的信息集散区域，议题顺利更替。

网络环境下，个人及社群介入新闻

报道，议程设置效果发生作用或作用消

失的时间间隔大大缩短，“旗袍秀”事

件中，议程设置效果的形成及减弱均仅

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尽管议题更替了，

但在一定时间内，属性议程仍发挥着辐

射作用，具有相同属性的议题能更快地

获得关注。“旗袍秀”事件的“时装秀”

等属性从浙江代表团迁移至所有代表委

员，媒介与公众一齐发现许多代表委员

都是名牌加身，高调亮相，两会俨然成

了奢侈大牌的又一次风光“秀场”。

网络环境下议题属性显要性

的“曲线变革”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媒介、公众、政策三大议程上，

某个议题获得客体显要性并完成属性议

程设置后，其属性显要性并不总是保持

最初设定的状态，沿最初设定的路线前

进，其有可能在议程设置各环节的融合

过程中“曲线变革”。议题一旦进入媒介、

公众、政策三大议程或其中之一，要么

实现顺利转移，要么消亡；而三大议程

上对某个客体属性的强调，并非直接转

移至另一议程，转移过程中属性显要性

可能发生变化。（如下图所示）

 

网络环境下，议程设置过程中客体

显要性的转移，并不意味着属性显要性

的必然转移，与客体显要性转移相伴随

的往往是属性显要性发生“曲线变革”，

议题没变，但议程中议题的核心要素发

生了改变。具体受如下因素影响：

1．认知因素

网络世界去中心化的特点使公众有

了更广泛的表达权和参与权，“沉默的

大多数”这一群体规模不断缩小。公众

对世界的认知一部分根植于自身的知识

结构，另一部分参考意见领袖的独立发

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媒介信息传

达的影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决定了

网络平台上公众对某一事件的看法，以

及对这一事件各属性重要性的判断。个

体与社群一旦介入某个事件的讨论，便

会从各自对事件的认知出发，构建该事

件的讨论框架，且与媒介的关注方向形

成差异。

2．情感因素

个体是理智与情感的结合体，社群

同样如此。因此，在对事件的判断中，

情感因素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当下，因

政府公信力缺失、财政审计制度不完善

等而导致的“仇官”、“仇富”心理不断

放大，这成为“旗袍秀”事件属性显要

性转变的根源，也是后续对两会代表委

员使用奢侈品普遍关注并引发争议的原

因。甚至在这一事件中，情感因素的影

响比其他因素更大。公众所担心的是“旗

袍秀”意味着又一次公款消费，担心相

关利益群体搞公关推广，担心两会女代

表委员忙于“旗袍秀”而不尽心尽力履

行参政议政义务。因此，原有的媒介属

性议程进入公众视野后无法引起共鸣，

共鸣的缺失又必然地引起影响力的削

弱，最终被新的属性议程所替代。

3．公共矛盾与公共辩论

新的属性显要性取代原媒介议程属

性显要性，本质上是一个公共矛盾凸显

并逐渐消解的过程，公众、媒介、意见

领袖等在同一个网络平台上充分展开观

点博弈，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公共辩论的

过程。事件客体中因公共矛盾的存在，

导致消极因素被放大，相关利益方成为

众矢之的，公众、媒介、意见领袖等在

博弈中趋向融合，并达成统一。公共矛

盾消解后，议题也顺利更替，被新一轮

公共辩论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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