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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族主义、

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
*

王 军

内容提要 近年来, 网络空间下中国大众民族主义逐渐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和

中国外交的新因素。从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政治社会属性和作用上看,它正拓展着中

国的公共领域 (以国家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为核心议题 ) ,催生着中国市民社会

的新构造,反映着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推动着网络内外中国大众的民族主义行动。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 中国大众的网络民族主义因其信息获取能力增强、社

会动员能力增强、所涉问题敏感程度较高、引发国内外媒体介入以及决策者执政理念

和方式的变化,从而能够影响中国外交进程与决策。由于一些原因, 这种影响仍是有

限的,但它还是意味着中国外交决策面临新的环境和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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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在中文互联网中已有十余年历史。& 十多年来,它起起伏伏并逐渐成为

影响中国社会与中国外交的新因素。目前,国内外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与分析中国

的网络民族主义, ∋但从国家 -社会框架下分析其意义及其对中国外交的作用的文献

还比较少见。本文在问卷调查、访谈、网络观察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将网络民族主义

纳入国家 -社会的分析框架中, 阐释了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与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相连

接的表现和特征,进而探讨了作为社会思潮或社会运动的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影响中国

外交的基本机制和限度。

一 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所涉及的公共领域:特征与性质

近年来,网络空间下中国大众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引人瞩目。( 这一思潮和运

动既体现了中国社会力量的成长,又涉及诸多公共议题, 因此有必要探讨网络民族主

义与中国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发展的关系。然而, 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在使用公共

领域与市民社会两个概念时显得异常谨慎,因为它们主要源自西方的历史经验和思想

史的探索,它们是否适用于中国, 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中国的实际, 委实需要细致研

究。下面先分析公共领域引入中国问题 (包括网络民族主义问题 )研究的合理性,并

以民族主义网站为基点来分析其所涉及的公共领域的特征和性质。

(一 )公共领域引入中国问题研究

公共领域 ( public sphere)成为一个广为运用的学术概念, 很大程度来自于尤尔

根 %哈贝马斯 ( J rgenH abermas)的卓越贡献。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在英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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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学者邱林川认为,中国最早的网络民族主义可追溯至 1997年。参见邱林川: !中国的因特网: 中央

集权社会中的科技自由 ∀,载 [美 ] 曼纽尔% 卡斯特主编,周凯译: !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 ∀, 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28页。

目前,最详尽地阐述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专著是: Xu Wu, Ch inese Cyber Na tional ism: Evolu tion, Charac

teri stics and Implication s, N ew York: L it tlef ield pub lishers, 2007。也有一些论文谈及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 譬如,

Jack L inchuan Q iu, Ch inese N ationa lism on the Ne t: An Odd My th w ith N orma lcy, Unpubl ished M anuscrip t Sub

m itted to International C omm un icat ion A ssociat ion Annual Con ference of 2001; Chou Pei H a, # In ternet Activism

and Tran s- n at iona l Pub lic Sphere: In tern et as S tate Activation Apparatu s in the Ant i- Japanese Protests, ∃ Paper

Presen ted to the 47 th Annual ICA Conven tion, San D iego, U SA, M arch 22- 25, 2006。还有一些文章专门分析

中国互联网上的反日民族主义以及军事网站上的民族主义,参见 Sh ih- D iing Liu, # Ch ina) s Popu lar N at ion alism

on th e In tern et, R eport on the 2005 An ti- Japan N etw ork S truggles, ∃ In ter - A sia Cu ltu ra l S tud ies, Vo.l 7, No. 1,

2006, pp. 144- 155; Yongm ing Zhou, # In form ed N at ion alism: M i litary W ebsites in Ch inese Cybersp ace, ∃ Jou rnal

of Con temporary C hina, V o.l 14, No. 4, 2005, pp. 543- 562。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教授戴维% 哈罗德 ( Dav id H ero ld)甚至在与笔者的邮件沟通中指出, 中国的

网络民族主义是世界上最为有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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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学术界均引起巨大争鸣。& 但将公共领域概念运用于中国,却存在着一些障碍

和困境。一方面,哈氏所言的公共领域乃指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 另一方面,该概念背

后有着很强的自由主义的假设, 它依托于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那些支持将公共领域

概念运用于中国的学者,则从理论类型和历史类型的角度区分了哈氏的思想, 即哈氏

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包含了哲学与社会学两个不同层面, 从哲学层面说, 哈氏将公共领

域视为一种信息交流和沟通的网络, 于此可以形成公共判断。公共领域涉及人的理性

与沟通能力,他相信理性的人们具有 #未失真的沟通 ( undistorted commun ication) ∃能

力,在理想的公众沟通情形下,人们可以相互理解与诚实,这是现代公民的能力。∋ 而

他对西方社会公共领域转型的分析, 则主要是从历史学和社会学角度进行分析。也就

是说,从社会学层面而言,哈氏的公共领域思想可以延伸出广泛的意义,在非西方的地

区使用并无不当。玛丽%兰金 (M ary B. R ankin)指出, #由官方和平民共同承担的、

公开的、公众主动的中间舞台的概念 ∃,可能适用于中国, #这种领域要求国家的在场、

一定程度的自治或主动的社会参与、对政策的社会影响以及公共利益的合法化∃。(

在此基础上,兰金使用公共领域的概念来观察清朝晚期的一些社会发展情况。

互联网产生后,已有一些中国学者探讨它对中国公共领域形成的作用。有研究者

以人民网 #强国论坛∃为例, 认为网络民意 (包括网络民族主义 )具有强大的政治批判

和监督作用,网络中的论坛已不只是虚拟的网络社区,而是已经具有现实的公共领域

的特征,监督国家权力并影响国家的公共政策,是 #一个公共权力的批判领域∃。∗ 齐

立强指出了中国建构公共领域的困难,但也注意到了网络发展所带来的刺激和积极作

用。+ 唐大勇和施喆也以 #强国论坛 ∃为案例, 论证了 #强国论坛∃关于 #中美撞机事

件 ∃的讨论中存在 #虚拟社群∃,而虚拟社群的存在是对公共领域的拓展, 具有积极的

%143%

&

∋

(

∗

+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专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中, 参见 [德 ]尤尔根% 哈贝马斯

著,曹卫东等译: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0年版。在英语世界中,克雷格% 卡尔霍恩 ( Craig

C alhoun )等人深入地讨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参见 Craig C alhoun, ed. , H aberma s and the Pu bl ic Sph ere,

C am bridge, M IT, Press, 1992。

尤尔根%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 1990年版。

[美 ]玛丽% 兰金: !中国公共领域的观察 ∀,载黄宗智主编: !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 ∀,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97- 198页;赵文词 (R ichard M ad sen )也从道德的层面讨论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

想对中国的启示,参见赵文词: !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和道德共同体 , , , 当代中国研究的研究议程 ∀,载黄宗智主

编: !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 225- 240页。

蒋亚平、王君平: !虚拟的网络社区现实的公共领域 , , , 浅谈强国论坛对公共领域的重构抑或转型 ∀,

2004年 4月,该文尚未正式发表。转引自赵金、闵大洪: !对话闵大洪:网络舆论 , , , 民意表达的平台 ∀, h ttp: / /

new s. xinhuanet. com /newm ed ia /2004- 10 /22 / con ten t_2115745. htm。

齐立强: !新媒体条件下公共领域在中国的前景 ∀, h ttp / / ruan zix iao. myrice. com。



意义。&

(二 )涉外民族主义网站的公共领域特征

将兰金的公共领域定义以及前述中国学者的观点推演开来, 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也具有鲜明的公共领域的特征。那么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所涉及的

公共领域具有何种特征呢?

中国的民族主义网站主要是社会力量自办的网站。从类型上说,它包括国家民族

主义网站和族裔民族主义网站, 前者以涉日民族主义网站为典型, 但涉美的反 CNN网

站 ( http: / /www. anti- cnn. com )的社会影响力最大;后者是中国国内不同民族所创办

的具有族裔民族主义特征的网站,以汉民族主义网站数量最多, 影响也比较深远。两

者均涉及公共领域,但所涉及的议题差别甚大, 其中国家民族主义网站与中国外交关

系更为密切。下面以涉日民族主义网站为案例来展示其所涉公共领域的特征。∋

第一,涉日民族主义网站的公共领域功能主要体现在网站论坛上。从各网站设置

看,虽然各网站内容不尽相同,但栏目相似度较高, 整体上呈现出 #首页∃加 #论坛 ∃的

模式,且论坛占据绝对优势。网站 #首页 ∃的功能在于提供信息与资讯, 是静态的,包

括时政新闻、网站主题 ( #保钓 ∃、对日索赔、抵制日货 )、组织概况、爱国活动、侵华史

实、社会捐助等。 #论坛∃则为网友提供沟通与交流的平台, 是动态的。网友可以通过

注册成为网站会员,并在论坛中公开发帖,网站的各种宣传动员往往也是通过论坛发

帖实现的。

第二,论坛内容以中日关系和涉日议题为主,但也包括其他议题。然而,涉日民族

主义网站论坛的主题讨论区受关注度较低, 网站主题在论坛讨论区中优势不突出,甚

至长期落后于非专题讨论区。例如,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论坛的优势讨论区并非

是紧贴网站主题的 #索赔相关∃, 其 #时事综合∃区以 55. 6%的主题数和 43. 7%的帖数

位列各讨论区之首,远远高于 #索赔相关∃ 28. 6%的主题数和 30. 7%的帖数。民族产

业网反日货联盟论坛中, #民族产业∃区的主题数和帖数更是以 3. 1%和 3. 6%位列各

区排行末位。与之相比,位列前两名的 #中国与世界 ∃区和 #文化休闲∃区, 主题数与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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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勇、施喆: !虚拟社群抑或公共领域 , , , 以强国论坛 #撞机事件 ∃的讨论为例 ∀,载邓昕昕、李兴国主

编: !网络传播与新闻媒体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1年版,第 393- 411页。

涉日民族主义网站主要有:沈阳 9% 18历史博物馆网、九一八战争研究会网、9% 18事件纪念馆网、中国

保钓志愿者网、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网、中华保钓协会网、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网站、南京大屠杀史实网、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网、上海淞沪会战纪念馆网、广州市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网、抗日战争

史实维护会网、纪念抗日受难同胞联合会网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网、中华抗日同盟网、中国抗日网、大中

华抗日爱国网、东北抗日论坛、江西抗日联盟论坛、X riben抗日论坛、japanover日本完了网、反日右翼联盟网、反日

先锋网、爱国者同盟网论坛、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网、民族产业网、血铸中华网、中国 9% 18爱国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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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分别为 39. 1%、22. 1%和 31. 5%、48. 6%。& 这意味着论坛和网站的主题关联度比

较低,网站的主题探讨有待深化。

第三,论坛的兴衰深受中日关系的影响,特别是一些事件的刺激。不少中国网民

高度关注中日关系, 一旦网民认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其 #反日∃情绪便会一触

即发,既而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并迅速蔓延到其他网站。

第四,论坛的参与者主要是年轻人,特别是在校大学生,虽然他们可以自主发帖和

参与讨论,但事实上他们也深受网站维护者和创办者的影响。网站与论坛大多会根据

网站主题、自身立场和观点对散布于互联网中的信息进行筛选,为了引发舆论关注或

造成社会影响,网站与论坛通常会采取一些技巧性措施。比如,对中日关系中的某一

问题进行热点关注,设置专栏并通过大量连续性的报道和评论使之成为网友心目中的

#热点∃;关注中日关系的负面新闻或 #非主流∃信息, 渲染或扩大中日冲突与矛盾。此

种方法往往引发网友大量偏激、狂热的言论,甚至导致 #一边倒 ∃的舆论倾向。

第五,该公共领域的运行还受到诸多力量和因素的影响和限制。目前, 主要的挑

战包括资金来源有限、技术和维护的限制、黑客的冲击和政府的监督,一些网站与论坛

(如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网等 )受上述因素制约而不得不暂时甚至永远关闭。

(三 )民族主义网站:公共领域与社会行动者的复合体

除具有公共领域的功能外, 民族主义网站还显示出社会行动者的特质。民族主义

网站主要是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或个人所创建和维护的,它们不是大型的门户网。虽

然这些网站对海内外的网友持开放态度, 但网站的宗旨、原则是由具有独特价值偏好

和利益偏好的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确定的,其主题鲜明且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其

板块构成、网络活动与网络交流也受到这些组织、团体和个人的影响乃至控制。在一

定程度上,这些网站只是上述社会组织、团体和个人实现其目标的工具而已。当上述

组织、团体和个人充分利用民族主义网站来推进其事业与理念时, 民族主义网站也就

是上述行为体的延伸,从而显示出社会行动者的特征。从这一意义上说,民族主义网

站是公共领域与社会行动者的复合体。

由于民族主义网站的行动者特征,中国的职能部门才更加关注它们的网络内外行

动以及民族主义动员, 也才会出现相关网站频频被关闭的后果。从传统媒体和网络媒

体的报道来看,由于不同的原因,职能部门阻止了一些民族主义团体或网站发动 (或

推动 )的、由积极的核心网友参与的网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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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阅时间为 2008年 8月 5日。



从民族主义网站所主持和推进的网络内外的社会行动来看,它涵盖了马克斯 %韦

伯 (M arx W ebber)所说的四种类型的社会行动:工具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性

行动和传统性行动。& 这主要是由民族主义行动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 即民族主义行

动可能是某种物质利益诉求驱使的, 也可能是某种理念价值推动的, 还可能是民族情

感决定的,也可能是传统社会中形成的习俗塑造的。∋ 在上述行动中, 网站扮演了特

别的角色。

第一,网站为相关行动提供了便捷而低成本的平台,因此它整体上强化并放大了中

国大众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行动。第二, 由于互联网虚拟实在的特征,情感性民族主义行

动在网络内外更为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当然,具体的民族主义行动还得在具体社会环

境下加以把握,譬如中日关系出现某些冲突或争议后,在中国大众的日本观的影响下,如

果互联网特别是民族主义网站进行组织动员和推动,网络内外的相关行动便可能星火燎

燃,规模庞大。从这一意义上说,网络民族主义仍然只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维度,它不

是完全虚拟的,而是嵌入到整个社会中,是在网络内外联动的。第三,民族主义网站是一

个扁平结构,具有去中心、去科层化、去地域的特点,这使得上述四类民族主义行动可以

跨地域 (乃至跨国 )地渐次展开,从而形成约翰%阿尔奎拉 ( John A rqu illa)和戴维%龙费

尔特 ( Dav id Ronfeld)所说的 #蜂拥 ( swarm ing) ∃行动模式,它不同于以往的波浪式社会运

动,因为在网络动员环境下,分散的个体、小团体能够按照预定计划或动态联系来调整行

动,并从不同方向聚集于一地或多个场所。( 从阿尔奎拉和龙费尔特的界定看, 上述民

族主义网站所推动的社会行动或社会运动, 属于社会层面的网络战 ( netw ar)的构成部

分。它是发生在网络层面的社会冲突, 其行动与影响必定溢出网络,但它们有一套自己

的学说和行动方略在互联网内外推行。这一网络战是信息时代诸多行动者 (包括国家与

非国家的行为体 )在网络空间实现自己的价值和存在,并展开软实力较量的体现。因此,

民族主义网站具有双重身份,即它既是网络战的舞台,又是网络战中一部分涉日民族主

义者和汉民族主义者增强自身软实力、实现自我目标的行动工具。考虑到涉日民族主义

网站主要由社会小团体主导和控制,因此网站的公共领域的功能事实上有些弱化,而其

社会行动者的功能被强化和凸显了。

综上所述,互联网为中国的公共领域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而各种民族主义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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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马克斯% 韦伯著,杨富斌译: !社会科学方法论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年版,第 59- 61页。

民族主义理论中所涉及的工具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情感论和民族主义是古代以来的社会现象等论断

便分别支撑着上述不同类型的社会行动。

John Arqu illa and Dav id Ronfeld, # The Advent of Netw ar( revised) , ∃ in John Arqu illa and David Ron feld,

eds. , Ne tw orks and N etw ar: The Fu tu re of Terror, Crime and M il itim cy, 2001, Rand Paper, pp.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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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论坛则推进了与民族主义议题相关的公共领域的发展。从涉日民族主义网站与

论坛的发展看,它显示了部分中国青年民族主义者对涉日议题的关注, 他们的交流深

受中日关系特别是相关事件的刺激, 他们虽然自主沟通交流,但在议题设置等方面也

深受论坛管理层和创办者的影响。这一公共领域的运行还受到资金、技术、黑客和监

督者的制约。民族主义网站和论坛虽然具有公共领域的特征,但它还同时具有社会行

动者的特征,情感与理性杂糅其中,远不是哈贝马斯所说的 #未失真的沟通∃。

二 网络民族主义造就中国市民社会构造:在运动与组织之间

用市民社会概念来观察近代中国曾在学界引起过诸多争讼,但用它来观察当代中

国则已没有多大分歧, 国内有学者从市民社会角度考察过中国外交环境的变化以及它

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有关互联网对中国市民社会形成的积极作用,杨国斌等人也做

了有益的探讨。∋ 本文将网络民族主义与市民社会联系起来, (并认为,就中国的经验

而言,网络空间下中国大众民族主义的某些思潮和行动既处于网络市民社会中, 它同

时又生成了一些类型独特的市民社会构造 ( f iguration)。

这一判断包括了两个层面的内涵:其一, 中国的大众民族主义思潮和行动弥漫于

各种类型的论坛和网站中,这些论坛和网站等具有市民社会的特质。其二, 互联网中

形成的民族主义 QQ群、民族主义网站 (如诸多涉日问题的爱国主义网站 )、民族主义

论坛甚至某些人气极旺的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帖子,都是以民族主义为主题的市民社

会构造。这些网站、论坛甚至某些帖子拥有相对固定的成员参与讨论和阅读, 具有相

关的讨论主题和旨趣, 具有一定交往规则、交往方式和固定的交流场所,他们相对自由

地表达和交换意见。

据前文的分析可知,上述网络市民社会构造还不够稳定,其组织化的程度也比较

低,参与者理性辩论的程度也有待推进。∗ 而且,由于这种网络市民社会构造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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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舟: !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 ∀,载!中国社会科学 ∀, 2000年第 3期, 第 28- 38页;郝雨凡、林甦主编:

!中国外交决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析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

Guob in Y ang, # Th e C o- evo lut ion of the In ternet and C ivil Society in C h ina, ∃ A sian Surv ey, Vo.l 43,

No. 3, 2003, pp 405- 422.

一些人从理论上质疑民族主义与市民社会的共存性,因为在民族主义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 民族主

义与市民社会关联紧密的个人主义、多元论相背离,因而两者实际上是对立而不是交融的。笔者认为两者间可能

存在亲和性,但这里限于篇幅而不展开论述。

根据笔者对中华网军事论坛帖子标题和帖子内容的抽样分析,这些帖子具有以下特点: ( 1 )语言的情感

性与暴力性明显; ( 2 )偏爱强硬立场; ( 3 )一定程度上喜欢批评本国政府; ( 4 )一定程度上将主帖议题与国内无关

的问题关联起来; ( 5 )自组织与参与方式具有多样性; ( 6)跟帖内容欠成熟与深入。



参与主体和议题具有多样性,这些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和行为所生成的网络市民社会能

构造出也呈现出多样性,有的相对稳定,有的变化性较大。一般而言,民族主义网站和

论坛所生成的网络市民社会能构造出具有相对稳定的载体、议题和交流平台, 但参与

者的流动性比较大;民族主义 QQ群的稳定性要弱一些,它们要么过于依赖事件的刺

激,要么主帖者缺乏专业知识、精力和策略来凝聚人气, 推进问题的探讨。&

这里使用的市民社会 #构造 ∃一词,是受到了社会学家诺贝特 %埃利亚斯 ( Norbert

E lias)的启发,埃利亚斯用 #构造∃而不是 #系统∃一词来界定由相互依赖的个体构成错

综复杂的社会 , , , 从大的到小的,从生命力悠久的到昙花一现的。他选择这个词有很

多理由,其中之一是它的含义比较开放, 有动态特征。∋ 我们知道,西方市民社会多以

类型多样的社会组织为核心特征,而中国市民社会的组织形态特征较弱,政府对于市

民社会组织的建立顾忌较多、限制较多。魏斐德 ( F rederic W akeman)曾指出, 要想在

中国的语境下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 必须强调其行为 (而非纯组织的 )含义。( 换言

之,要辨别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因素和特点, 需要将中国市民社会的因素置于社会运

动之中而非正式组织范畴。这一运动态势说明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动态性与不确定性,

因此 #构造∃一词仍可体现其特点。但与魏氏所言不同的是, 通过考察中国网络民族

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论坛的变迁和民族主义网站的演进, 笔者认为, 中国

市民社会除了仍然具有社会运动的特征外,它业已在运动和组织化之间找到了一个机

制化与准组织化的构造与生存方式, 这恰恰是使用 #构造 ∃一词的关键所在。

说其具有社会运动特征,是因为中国市民社会往往是在社会运动中体现出来的,

而这些社会运动经常由事件刺激生成。就网络民族主义所推进的市民社会而言, 我们

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特点。譬如,大众民族主义的 QQ群、论坛在前文所阐释的事件刺

激中红火一时,而事件平息下来后则大大弱化;又如,一些民族主义网站也因社会运动

或重大事件而获得更强大的生命力和关注度, 一旦事态平息后,它的浏览量、网民的参

与度便大为下降。∗

然而,更为值得期待也更为重要的现象与发展趋向是,由于民族主义论坛、民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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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网军事论坛编辑封立鹤在接受笔者访谈时表示,他一共有 200多个 QQ群, 因为有大量的网友邀请

他参与,但他只是参与其中十多个 QQ群的讨论和活动。

[德 ]斯蒂芬% 门内尔、[荷 ]约翰% 古德斯布洛姆: !导言 ∀,载 [德 ]诺贝特% 埃利亚斯著,刘家林译: !论

文明、权力与知识 , , , 诺贝特% 埃利亚斯文选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31页。

魏斐德: !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论争 , , , 西方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 ∀,载黄宗智主编: !中

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 ∀,第 140页。

国外有专门的网站 ( h ttp: / /www. alexa. com )检测网络排名、网络使用数据。使用 A lex网站检索系统,可

以看到反 CNN网站、中华网访问流量的衰变。笔者在访谈中华网编辑时,也得到了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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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网站的存在和持续发展, 中国的市民社会在运动和组织化之间找到了一个机制化与

准组织化的构造与生存方式。说它是机制化的,是因为民族主义论坛、民族主义网站

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稳定而开放的平台来探讨相关的民族主义议题,一些核心网友长

期在这些论坛上发帖子、跟帖,引领网友交流和讨论,构造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价值

的多元价值体系。它们甚至开展一些网外集体活动 (譬如, 代表网友向相关部门乃至

外国在华使领馆进行交流和沟通 )或其他公共活动 (在小圈子内就公共议题进行交流

或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公益活动、研讨会等& )。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看,以民族主

义话题为切入点的民族主义论坛和网站加强和扩大了同类群体的弱纽带 ( w eak tie)

联系。如曼纽尔 %卡斯特 (M anue l Caste lls)所言, 互联网特别适用于发展多重弱纽

带。互联网的优点是容许陌生人形成弱纽带, 因为平等的互动模式使得社会特征在限

制甚至阻碍沟通上没有什么影响。∋ 无论他们是在线网络空间还是下线后的网外社

会,这些旨趣相似的民族主义者相互连接,各自扩大了社会交往,超出了原有的行动边

界和认知边界。这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乃至国家利益的维护都是有益的,也为个人

主义扩张的当代社会增加了集体感知并强化了民族国家的社会纽带。

说它是准组织化的,主要考虑到以下几点:其一,某些民族主义网站本身是社会组

织 (的门户网站,它带有组织性。其二, 有些民族主义网站是个人或一些群体所创办

的,但它不像影响力比较大的门户网站那样具有鲜明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其民族主义

宗旨明确,网站运行目标明确,在一部分理念类似的核心管理层的掌控下, ∗民族主义

网站也已经具有准社会组织的特征, 它们在网站上表达其思想,在网络内外组织活动,

并进行社会动员。至于那些民族主义论坛 (如中华网军事论坛 ) ,也在较小程度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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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军事论坛编辑和核心网友还组织召开过军事网站发展、信息安全发展学术研讨会,会议赢得了政府

职能部门的关注与积极评价。譬如, 2007年 8月 4日,由全球防务网、亚东军事网、鼎盛军事网主办的 #第一届中

国军事网站发展研讨会 ∃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国内主要军事网站负责人或者军事频道主编。会议以 #中国

军事网站的发展与合作 ∃为主题,围绕 #军事网站未来发展前景、军事网站之间的合作、如何解决个人军事网站运

营中的难题与困境、个人军事网站与媒体合作的可能性与可操作性 ∃进行了探讨。 2008年 10月 23- 24日,全球

防务网、飞扬军事网、亚东军事网、鼎盛军事网在北京联合举办 #中国防务新媒体安全论坛 ∃。上述会议说明,网

络空间下成长与活跃的具有民族主义特征的社会性力量与政府部门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参见李健: ! 2007年

第一届中国军事网站发展研讨会圆满结束 ∀, h ttp: / /www. d efence. org. cn /art icle- 14- 67693. h tm ,l 2007年 8月 5

日;李健: !关于举办 #中国防务新媒体安全论坛 ∃的通知 ∀, 2008年 9月 17日, h ttp: / /www. defence. org. cn / article

- 14- 91235. h tm l。

[美 ]曼纽尔 % 卡斯特著, 夏铸九等译: !网络社会的崛起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444- 445页。

这些社会组织往往没有通过民政部门的审核认可,或绕开民政部门的限制在中国香港等地成立。

就汉民族主义网站的变迁来看,原有网站的核心管理层如发生大的理念与利益的分离,相关人员可能会

出走,并建立自己掌控的主题类似的网站。



示了准组织的行动特征。

总之,网络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网络空间下中国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

发展,由于互联网的独特性,它又塑造出独特的网络市民社会构造,并在运动型市民社

会和组织型市民社会之间找到了机制化与准组织化的运行模式。

三 涉外网络民族主义影响中国外交:机制与边界

毛泽东时代,中国官方的民族主义与大众的民族主义高度重合, 频繁出现的大众

民族主义行动大多是政府组织的, 但同时也是当时大众真实的情感表现。邓小平时

代,中国基本取消了政府组织的针对外国的大众民族主义示威游行, 大众民族主义运

动进入低谷。冷战结束后,由于中国社会力量加速成长、社会力量多元化以及互联网

等因素的影响,国家已经很难控制大众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大

众网络民族主义也直接或间接地介入中国的外交进程, 并成为影响中国外交的新因

素。下面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来阐释网络民族主义影响中国外交的主要机制以

及这种影响的有限性 (见图 1)。

图 1 网络民族主义影响中国外交的机制

(一 )国家 -社会互动之一: 政府决策理念变化与互联网治理职能

作为社会力量的民族主义大众在网络内外表达主张、展开行动能够影响中国外

交,与政府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调整息息相关,它是中国外交决策部门理念变化

的结果。王逸舟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领域正出现悄悄的转型与革命:

强调 #以人为本、外交为民 ∃的理念, 与中国大力强调民生相一致,越来越注重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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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海外权益的保护;在强调 #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之必要性的同时, 自身也更加注重

外交学习与制度创新,越来越认真地在国内推进外交决策民主化 (特别是大众参与的

进程 )。&

具体到民族主义议程上,目前,中国外交部注意到了网络中的大众民族主义思潮

和行动,并有专门的机构了解网络上的民意。外交部官员们还通过在线交流等方式与

网友对话,其目的既在于与网友沟通、向网民学习, 也在于疏导网民情绪,让网民有一

个适当的表达渠道。譬如, 自 2001年 11月 28日开始, 外交部网站开辟了 #外交论

坛 ∃,会有一些外交部官员不定期地与网友在线交流,到 2010年 9月,已有 42次嘉宾

在线访谈。 2003年年底,外交部长李肇星在外交部网站上接受网友提问,成了外交部

#网上做客∃的最高层政府官员。外交部长助理沈国放曾指出,外交部的公众外交处

每天都在下载网络民间声音给部领导看, 外交部在制定外交政策时, 或者是在研究对

问题的处理方法时都会考虑到来自民间的呼声和看法。∋

为了不影响中国外交大局, 为了平息网络空间内外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关部门采

取了引导、管理等手段,履行网络治理职能。在中日关系问题上,考虑到民意以及网络

民族主义者可能的消极影响,政府必须关注、疏导网络内外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宣部和

外交部在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中国的相关部门还抑制了部分网络民族主义运动

的进一步发酵和升级。譬如, 2002年 4月 21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事先没有征兆

参拜靖国神社后,中国部分黑客拟对日本网站发动进攻。中国互联网协会与信息安全

工作委员会和中国计算机网络应急协调中心合作,召开会议部署应急防范措施。2002

年后,中国民族主义黑客大规模的对外攻击没有再出现过。由这一表态和相关事态进

程可知,中国政府是比较理性地从法律层面看待民族主义黑客行动的, 也遏制了民族

主义黑客的行动。

2008年,由于 #西藏问题∃以及中国举办奥运会的争议, 中法关系恶化, 中国民众

在海外通过互联网等手段表达了爱国热情, 并有一些人通过互联网动员来抵制法国。

在形势日趋紧张之时,中国有关部门采取了各种手段和措施来降低和预防冲突的烈

度。譬如,有媒体报道, #家乐福 ∃最近成了热门词汇,相关信息大量涉及中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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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独∃等字样,可能存在涉及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所以被屏蔽了。&

(二 )国家 -社会互动之二: 大众民族主义动员能力强大且所涉问题敏感

网络空间下中国大众民族主义的社会动员能力强大, ∋所涉及的问题大多敏感且

比较棘手,它既经常关乎中国的形象,又频频牵涉重要的中国国家利益,这对中国政府

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政府不得不审慎对待。

网络民族主义包含了社会思潮和社会行动两个不同的面向,它们往往与中国外交

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因此正成为中国外交新的舆论环境和行动环境, 政府需要审慎

对待。譬如,九一一事件后,不少中国大众在互联网内外公开赞扬恐怖袭击,这样的言

论有损中国形象,中国政府不得不对此加以引导并加强互联网上极端反美言论的管

理。又譬如,在对日关系上,民间 #保钓∃等行为 (包括网络内外 )给政府外交造成了巨

大压力。2004年 3月 24日, 16名民间 #保钓∃人士到达钓鱼岛,但其中 7人被日本警

方拘留。这在网络上引起了大规模的 #保钓 ∃行动。中国政府最初对此非常低调,一

些民间力量批评政府过于软弱, 互联网中反日网站因应剧增。网络内外的舆论让政府

陷入困境:一方面,如果对 #保钓 ∃事件过于低调,则得不到大众的理解, 如果对民间

#保钓∃采取压制行为,则会激起民怨、激化社会不满;另一方面, 外交部等机构如果采

取高调而强硬的做法, 则会激化该问题,进而影响中日关系。但在两天后,中国政府严

正交涉并要求日本政府认清形势的严峻性, 无条件释放被捕中国公民, 否则问题会变

得越来越复杂,进而损害中日关系,由此引发的后果必须由日本承担,给人的印象是积

极回应国内大众的诉求。(

大众民族主义的压力是后冷战时期中国外交必须面对的新形势。由于信息技术

的发展,该机制的作用力日益彰显。互联网时代, 当发生了某个与中国外交相关的事

件后,大众很快通过该平台获得信息,而中国外交的应急管理体系有时表现较滞后,这

会引发大众的批评与不满。而中国社会的不满情绪以及政府对稳定的关注,强化了大

众民族主义作为压力性因素。

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和行动并不止于网络空间,由于大量签名、请愿、递交意见、游

行示威动员等行动,网络民族主义在对日关系中的诸项敏感问题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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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网络民族主义业已对铁道部的决策 (京沪高速是否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 )产

生了重大影响,由此也对中日政治经济关系产生了影响, 给政府的外交决策和行动制

造了压力。

(三 )国家 -社会互动之三: 大众获取信息的能力增强导致国家社会关系的嬗变

互联网为普通大众迅捷地提供诸多外交信息, 这意味大众的权力相应提升, 它将

影响着国家 - 社会关系的运行。社会权力有诸多来源, 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 %曼

(M ichea l M ann)曾从四个维度探讨社会权力的来源,即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方

面的发展。& 曼是从领域的角度来探讨社会权力的来源的,他并没有直接讨论信息与

权力的关系,但在国际关系学和传播学领域, 越来越多的人强调信息获取是权力的重

要来源,强调知识就是权力。约瑟夫 %奈和威廉%欧文斯 (W illiam A Owens)指出,知

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代表权力,一个领导信息革命的国家将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加拥

有权力。∋ 未来学家阿尔温 %托夫勒 ( A lv in Toffler)预测了人类历史进程中权力基础

正发生巨大而实质性的变化,以知识为基础的权力结构正在形成。( 卡斯特甚至以网

络社会来界定后工业社会,进一步从社会理论层面显示了当代社会中信息的重要性。

理论上,信息既是知识的一种表现形式, 又是知识生产的利器。互联网的出现让普通

网民很快可获得高质量的信息, 这迫使国家外交更加透明化, ∗国家外交的神秘色彩

弱化,这对现代国家的监控和决策而言是一个巨大冲击。

安东尼 %吉登斯 ( Anthony G iddens)曾精辟地分析了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区

别,标志之一是前者的监控最大化。在现代的、和平的国家里,信息控制连同其迅捷的

通讯、交通体系以及复杂的隔离技术,能够直接用于监视人的一举一动,因而产生出高

度集中的国家权力。但吉登斯同时认为, 监控是国家行政力量的必要条件, 不管这种

力量的目的何在。它不仅与多元政治有密切联系,而且同公民身份权利的实现有特殊

的关系。+

互联网出现后,国家行政力量难以全方位控制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的渠道, 普通

网民可以获得大量的、前所未有的各种信息资料。虽然行政机关获得信息的能力也在

增强,但大众获得的信息能力增长更快,这是国家 -社会关系变迁中一个新的维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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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者的权力关系构成了新的冲击。

(四 )国家 -社会互动之四: 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引发国内外传媒议程介入

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往往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报道和分析, 媒体

的介入扩大了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社会影响力,增强了大众民族主义者的话语权,迫

使政府不得不关注它并与之互动。

第一,国外媒体的介入。中国外交系统强调外交无小事,当国外媒体和各种力量

已经强烈感受到中国大众民族主义者通过互联网释放出能量并加以报道和讨论后,外

交部门势必密切关注这一日益活跃、自主甚至有些 #刺头∃味道的社会力量。除美国、

日本、英国等国家的媒体多次报道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外,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经

常遭遇世界各地记者就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现象所提出的问题。根据中国外交部网

站上提供的各种资料, 我们可以发现有两种类型的网络民族主义是西方媒体比较关注

的:其一,怀疑与指责中国的民族主义黑客 (民间与官方 )对西方的攻击 (缺乏足够证

据支持 )。其二, 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海外传递过程中, 中国的大众民族主义者在互

联网内外对法国、美国等国家和一些势力的挑战做出的激烈回应。

第二,国内传媒的介入。虽然互联网是一种新媒体, 但网络民族主义的社会作用

还有赖于中国传统媒体的介入和持续报道,而互联网等因素推动的中国传统媒体的转

向也是影响中国外交的一个因素。

中国媒体功能与特点近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新

的影响。& 中国传统媒体功能发生变化是众多因素推动的,而互联网的竞争及其提供

的机会也是影响因子之一。近年来, 中国互联网发展非常迅速,而网络社会能就敏感

问题自由且大胆地加以讨论,这一趋势会倒逼传统媒体跟进报道。另外,网络上的热

点问题也可以成为传统媒体报道的新素材,由此我们可以在传统媒体上看到大量关于

网络空间下的民族主义黑客、汉服运动、涉日民族主义、涉美民族主义的报道, 这些报

道一定程度上放大了网络民族主义行动的社会影响力,加强了网络民族主义思潮的舆

论地位。

(四 )大众民族主义影响中国外交的有限性和边界

虽然中国网络民族主义从多个层面介入、影响了中国外交的进程与外交决策,但

我们要注意到,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中也不乏一些值得警惕和关注的消极因

素,这些因素侵蚀了网络民族主义的积极作用,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在与政府互动中

的地位。另外,大众网络民族主义与中国政府的互动仍然存在着不少缺陷。目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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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民族主义与政府的互动还处于机制化的初级阶段,尚未出现良性的国家 -社会力量

的互动模式。一方面, 就社会力量而言, 网络民族主义所涉及的公共领域远不是 #未

失真的沟通 ∃,即情绪性张扬而理性沟通不足,网络民族主义所造就的市民社会构造

也只是为运动型市民社会向组织型市民社会演进提供了中间环节,它远未成熟; 另一

方面,就政府而言,虽然政府的决策理念发生了一些变化,政府与网民之间业已建立一

些互动途径,但它不足以促使相关政府部门就涉外议题与网民展开制度化、规范化的

沟通。换言之,现阶段,它们之间的互动呈现出单向权力关系与弱相互制约关系的特

征,即网民难以真正在权力关系上制约政府,它彰显的是表达权,但知情权与监督权却

难以具体实施。在外交为民和电子政务的推动下,政府常以学习者和引导者的姿态出

现,常出现网民情绪 #热烈∃而政府相对 #冷淡∃的局面,政府部门可以选择性地回应与

处理民族主义的网民的情绪和意见, 因此这样的政治参与具有不对称性。对此, 诸多

网友称自己的爱国主义涉外运动是 #白开水 ∃, 难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以上情况均

说明网络民族主义影响中国外交的有限性和边界。

四 结论

中国大众的网络民族主义正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和中国外交的新变量。从公共领

域的角度看,民族主义网站及其论坛推进了与民族主义议题相关的公共领域的发展,

但远未形成哈贝马斯所说的 #未失真的沟通∃。由于民族主义的情感底色,完全的 #未

失真的沟通 ∃也只是一种理想类型而已。我们在讨论民族主义网站和论坛的公共领

域的功能与特征时,还要注意其社会行动者的特征,民族主义网站是公共领域与社会

行动者的复合体,它不同于一般的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的角度看, 网络民族主义在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 由于互联网的独特性,它又塑造出独特的网

络市民社会构造,并在运动型市民社会和组织型市民社会之间找到了机制化与准组织

化的运行模式。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因其信息获取能力

增强、社会动员能力增强、所涉问题敏感程度较高、引发了国内外媒体介入以及决策者

执政理念和方式的变化进而能够影响中国外交进程与决策,但这种影响仍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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