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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tera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relationships formed in discussion on

BBS with the matrix method of studying social relationships.Analysis in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temporal-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BBS interaction mean that its constitutive elements are clearly different

from interaction in real situations and that BBS interaction requires four constitutive elements , namely ,

electronic space , topic , roles , and postings.BBS-based interaction greatly increases autonomy and

subjectivity ,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lead to passivity .Two basic types of BBS interaction ,

focused and unfocused , can be distinguished , which is roughly the same as Goffman' s classification of

interaction types.Focused interaction often corresponds to some “hot topic”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

while unfocused interaction is a form of interaction with a specifically BBS flavor.Due to the nature of

BBS postings , a participant on the BBS can enter multiple role relationships , thus having varied

interactive patterns.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re are five kind of major interactive patterns on the BBS.

①　电子布告栏(以下称 BBS:Bulletin Board System)
＊　本文得到美国福特基金和黑龙江省社科基金(批准文号:01B044)的共同资助。

一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初 ,一些社会学家先后致力于人际互动问题的研究 ,他们认为 ,社会结构最终是由个人行为

及其互动所构成和保持的 。互动理论自米德(G.H.Mead)开始 ,经布鲁默(H.Blumer)、库恩(M.Kuhn)、

戈夫曼(E.Goffman),以及晚近的斯特赖克(S.Stryker)、霍赫希尔德(A.R.Hochschild)、伯杰(J.Berger)等

人的发展 ,已经成为一种系统而成熟的社会学理论 。但是迄今为止 ,互动理论都是关于面对面互动关系

的 ,极少涉及非面对面互动以及借某种技术媒体为中介的互动问题。

因特网(Internet)的出现 ,使人类出现了一种新的生存状态和存在方式(陈志良 , 2000),同时也建构

了一种新型的网络互动方式。现存的网络互动方式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异时性互动 ,包括电子邮

件 、新闻组 、BBS 等;其二是共时性互动 ,包括网络聊天 、MOOS(Brenda Danet)等。其中 , BBS 互动是异时

性互动中较具典型性的一种交往模式。在网络互动中 ,电子布告栏是最能体现网上沟通特点 ,最具社群

性的沟通系统。参与 BBS的人将自己的想法和信息“张贴”到网络里 ,并就互相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 ,

这样 ,在 BBS上就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互动关系网络 ,我们将它定义为 BBS 互动 ,它是网络互动的一种类

型。正如陈立辉所言:“每一个成功的 BBS都会吸引一些固定的访问者和一些固定的积极参与者 ,而许

多人集中在一个电子空间里密集地互动 ,不可避免地要对参与者的思想造成巨大的影响 ,同时也使得我

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修改我们对人际间的交流互动的通常理解”(陈立辉 , 1998)。由网络技术所支撑的

BBS电子空间 ,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形式。人类在 BBS 提供的新的社会互动“场域”里 ,建立起一个

与现实社会网络并存的新的互动关系网络。在这个新的互动关系网络中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异步进

行的 ,并且要借助于网络媒体的中介作用。由于身体的不在场 ,因此面对面互动中的面部特征 、身体语

言 、身份等互动符号是缺失的 ,这就使得传统互动理论面临着解释力下降甚至失效的困难 。

为此 ,本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是:作为网络互动的一种类型 ,BBS 互动的结构性要素有哪些 ,其互动过

8

社会学研究 2003年第 5期



程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存在哪些一般性的理论问题 ?显然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利于丰富社会学的互动

理论;有利于认识目前还很神秘的网络生存方式。可以相信 ,随着这一学术论域的开启和积累 ,社会学

终会解开网络互动的“密码” 。

二 、研究设计

1.概念阐释

本研究的概念前提是“BBS 互动” 。BBS互动是网络互动的一种类型 ,它是指在 BBS 电子空间中 ,通

过发布帖子和对帖子的回应而在发帖人和回应者之间形成的一系列互动关系的总和 。与现实社会的面

对面互动相比 , BBS互动存在其独有的特点。

首先 ,它是以 BBS网络空间为沟通背景而形成的非面对面互动 。正如史蒂夫·罗伯茨所言 ,此时 ,

“地理位置是无关紧要的 。真正的友谊不受条件的限制 。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来自心心相印 ,而不是因为

他们住在一个城镇。而且 ,通过网络 ,人们无需见面便可以交流关系” 。网络交往的这种特性 ,在 BBS

互动中表现为互动主体的非面对面性。只要需要 ,人们可以在不同的位置进行实质性的互动 ,只需在同

一个 BBS站点登陆即可 。

其次 ,它是通过对已发布的帖子进行回应而形成的非口语互动 。信息沟通被学者们视为社会交往

结构的基本要素之一 。长期以来 ,口头语言始终作为第一载体决定着人类的互动行为。文字的出现 ,在

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人们原有的时空概念 ,使跨地域互动成为可能 ,但却因不快捷而难以建构起通达的互

动框架。BBS互动既承续了文字符号的沟通手段 ,又解决了信息传递的快捷问题 ,因而成为一种新质的

非口语互动方式 。

再次 ,它是一种借人机界面而实现的有中介的互动形式 。实际上 ,人类互动的“中介革命”已进行多

时 ,书信 、电话都是“中介革命”的成果 。“另一方面 ,人类互动关系的中介系统又是不同时代的基本特

征 ,沟通工具的变革反映着科学技术的水平和时代的进步”(何明升 、李一军 ,2001)。从这个意义上说 ,

BBS互动代表着人类沟通方式的又一次历史性进步 。

最后 ,它是一种有“时滞”的互动 。相对于书信而言 , BBS 是快捷的 。在一定条件下 , BBS 也可以实

现几乎同步的互动关系。但就一般状态而言 ,BBS 互动仍是一种有时滞的互动方式。当然 , “时滞”虽延

缓了互动过程 ,但却使互动者能够“三思而后行” ,因而使 BBS互动多了一分“成熟” 。

2.理论假设

基于 BBS 互动的新质特性 ,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论假设是:BBS互动具有与传统互动所不同的构成要

素 ,因而表现出其特有的互动过程 。在此过程中 ,因发帖者 、帖子内容的不同会产生“焦点互动”和“非焦

点互动”等基本形式 ,并表现为具体的 、多样化的角色关系和互动模式 。

3.样本的获得

本研究以哈尔滨工业大学(以下简称哈工大)校园网为依托 。哈工大校园网于 1997年建成 ,提供电

子邮件 、文件传送 、WWW浏览 、专线与拨号接入 、电子公告牌等服务 。

哈工大紫丁香 BBS 站(简称哈工大 BBS)设有系统讯息 、工业大学 、兄弟院校 、电脑技术 、休闲娱乐 、

文学艺术 、科学研究 、体育运动 、谈天聊地 、国内转信等 10大类约140余个版面 。自 2000年 5月30日起

至调查时日止 ,共有近 10000个注册用户 ,平均每天发帖 3000件左右。

为了更好地研究哈工大 BBS上的互动关系状态 ,本研究在 2000年 12月 15日进行了试调查 。在对

当日的帖子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发现 ,在诸如系统讯息 、站内服务等一些讨论区中 ,并没有通过回帖的形

式建立起互动关系 ,因此 ,这些讨论区可以排除在研究的范围之外。

正式调查的时间为 2001年 3月5日-3月11日。调查的范围是工大论坛 、飞扬的梦 、计算机学院 、

动画漫画 、音乐天地 、聚会生日祝福 、网络技术与应用及 CAD CAM 等 8个版面。这8个版分别代表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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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生活 、院系资讯 、体育运动 、休闲 、文学艺术 、交往 、网络 、电脑等八大分类讨论区 。在这 7天中 8个讨

论区共发帖 4068份 ,有作者 552人(包括回帖在 7天内 ,而主帖却在 7天外的作者), 552个作者就构成

了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和样本 。

4.样本的矩阵表示

本研究使用社会关系矩阵法来测量 BBS讨论关系的互动特征。因此 ,首先需要将通过回帖体现出

的讨论关系在关系矩阵中标示出来 。具体做法是:第一步 ,给样本编制1-552的序列号 ,并建立一个横

行为主帖者 ,纵列为回帖者的 552×552的关系矩阵图。第二步 ,将每一份帖子中反映出的讨论关系用

作者编号进行矩阵的坐标表示 ,例如 ,2号回复给 4号的帖子表示为(2 ,4);在这7天中无人回复的帖子 ,

用(i , i)表示 。例如 ,4号发布的某个帖子 ,7天中无一人回复 ,则此帖用(4 ,4)表示。第三步 ,将所有帖子

的坐标点在 552×552的关系矩阵图的相应位置标示出来 ,重复出现多次的坐标点按实际次数标明 ,没

有讨论联系的记为 0。以一个有4个样本构成的讨论关系为例 ,如果其讨论关系如下:2号回帖给4号 2

个帖子 ,4号发布的其他 3个帖子无人回复 ,3号所发的 2个帖子无人回复 , 1号回帖给 2号 1个帖子 , 2

号回帖给 1号 1个帖子 ,4号回复给 1号 1个帖子 。那么 ,其所有帖子用坐标点依次标示为:(2 ,4),(2 ,

4),(4 ,4)(4 ,4),(4 ,4),(3 ,3)(3 ,3),(1 ,2),(2 , 1), (4 ,1)。所有帖子在矩阵中的标示方法如表 1所示。

如此 ,4068份帖子中的每一份都可以在关系矩阵的相应位置标示出来 。

　　表 1　 样本的矩阵表示(示例) 　

样本 1 2 3 4

1 0 1 0 0

2 1 0 0 2

3 0 0 2 0

4 1 0 0 3

　　5.帖子的量化处理

BBS成员间的互动关系 ,实质是通过帖子与帖子之间

的互动实现的 ,因此 ,对帖子进行质和量的分析是测量互动

关系的主要指标 。在 BBS上发布的帖子都具有一定的主

题内容。所谓主题内容 ,是帖子中负载的信息类型。按照

帖子的这个特征 ,本研究对 BBS上发布的帖子进行了分类

(不在调查时间内的主帖不计算在内)。在分类中遵守了两

个原则:一是每一份帖子都必须仅仅只能归于某一类。这就是说 ,所制定的各种类别必须是互不相交的

或互相排除的。二是这些种类必须是穷尽的 ,即每一份帖子都可以归到某一类中。

按照这个分类原则 ,本研究将帖子分为 10 类。分别是:交往 、音乐欣赏 、体育论坛 、校园生活 、社会

新闻 、电脑网络技术 、寻求帮助 、心情宣告 、游戏娱乐和其他。由于有的帖子在主题内容上具有多重性 ,

因此 ,在根据帖子的主题内容进行分类的过程中 ,我们以其反映的主要内容为主 ,比如:我们将这份内容

为“请教 ,如何把WEB Compiler做好的 EXE文件还原……”的帖子 ,归为“寻求帮助”类 ,而不是“电脑网

络技术”类 。

一份帖子除了表现出内容特征之外 ,还蕴含着发帖者的目的特征 。所谓发帖者的目的 ,是作者发帖

的出发点 ,即是为了发布某些信息 ,还是为了回复他人的帖子 。值得注意的是 ,在 BBS 互动过程中 ,有

些成员之间不止进行过一次回帖 ,而且 ,在一个话题中的回帖也不止一次 ,即在有互动关系的成员之间 ,

其互动的频次是不同的。为了更好地把握互动关系的状态 ,本研究使用以下变量对帖子进行定量分析。

主帖:是 BBS成员自立主题发布的帖子 ,它既包括意在发起某个话题的独立帖 ,也包括本是为了回

复他人但却引起了他人的回复的帖子。即关系矩阵中该成员对应的列的格值之和。主帖可能得到了他

人的回复 ,也可能没有得到回复。

帖出:是 BBS成员回复他人的帖子之和 ,即关系矩阵中该成员对应的列的格值之和。在关系矩阵

中 ,除了(i , i)点外 ,该成员对应的列的格值之和即为帖出值。

帖入:是 BBS成员被他人回复的帖子之和 ,即关系矩阵中该成员对应的行的格值之和 。在关系矩

阵中除了(i , i)点外 ,该成员对应的行的格值之和即为帖入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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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果分析

1.BBS互动的构成要素

对实证资料的分析表明 ,BBS互动关系的建构至少需要 BBS 电子空间 、话题 、角色 、帖子等结构性要

素。实际上 ,正是这些结构性要素的相互耦合 ,才产生了 BBS的互动机制 ,并构成了 BBS互动关系。

(1)BBS电子空间

BBS最早是用来公布公众信息的 ,早期的 BBS 连文件传输的功能都没有 ,与街头公告栏性质相近 ,

不过是通过电脑来传播或取得消息而已 。随着 Internet的发展 ,今天的 BBS系统已经成为一种功能强大

的电子互动空间了。本研究以高校 BBS互动为对象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中国共有 300余所高等院校

与CERNET(中国教育科研网)相连 ,这意味着高等院校这一特殊的“社区”正在通过电脑网络实现其与

外界的联系。无疑 ,这为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联系提供了又一方便的条件。同时 ,我们也发现 ,

随着校园局域网的铺设和发展 ,校园 BBS闯进了大学生的生活 ,有的大学生甚至将浏览 BBS 作为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 ,在一定程度上 ,利用 BBS 交流 ,成为大学生又一新的交往形式 。这是

我们将研究的目光锁定在高校 BBS上的主要原因 。

BBS是高校校园局域网的重要功能之一 ,也是每一个高校网站的重要版面 ,可以说只要有网站 ,就

必有 BBS 。高校 BBS 的功能大体一致 ,一般支持分类讨论区 、处理信件 、上鹊桥 、工具箱 、系统资讯 、精华

公布栏等内容。其中 ,分类讨论区是 BBS 交流功能特征的集中体现 ,其意义在于任何上网的人都可以

通过电脑 ,将自己的想法和信息张帖(Post)到分类讨论区中 ,让其他人分享。同时也可以通过回复主帖

(Re)的形式与他人进行探讨 。在 Post 与 Re 的过程中 ,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互动关系———网上互动。

可见 ,每一个分类讨论区实际上就是一个 BBS 互动场所 ,它为网上互动提供了一个共享的交往空间 ,因

而是构成 BBS 互动关系的要素之一。表 2是本文所研究的 9个 BBS电子空间 ,其中全部讨论区是 8个

电子空间的集合 ,它实质上是一个“虚拟”的结构。

　　表 2　 BBS 电子空间及其成员数 　

编号 名称 样本数

B1 动画漫画 32

B2 计算机学院 153

B3 CAD CAM 22

B4 飞扬的梦 82

B5 工大论坛 301

B6 音乐天地 85

B7 聚会生日祝福 96

B8 网络技术与应用 37

B 全部讨论区 552

　　(2)话题

戈夫曼认为 ,“就连接性融合的基础来说 ,没有比对

话更具效率的了” ,因为它导致“说话者和听话者进入一

个同样的互动框架”(E.Goffman ,1981)。BBS 互动本质上

是一个对话过程 ,因而要以特定的“话题”为基础。这样 ,

话题自然就成了 BBS互动的结构性要素。

对于现实生活而言 , “话题”一般只在互动双方之间

进行交流 ,参与的成员越多 ,个人积极参与对话的可能性

就越小。而对于 BBS互动来说 , Internet系统不仅能支持

众多人参与的复杂互动 ,而且也实现了一种只“阅读”帖

子而不“发言” ,即“只看不说”的特殊参与方式。因此 ,

BBS中的话题源于发帖者发起的话头(footing)。按戈夫曼的观点 ,当个体说话的时候 ,就建构了一个“话

头” ,它是互动和对话所设定的根基(E.Goffman ,1981)。

本研究表明 ,BBS互动中的“话头”是大量存在 、流动多变的。其中 ,有些“话头”可以经“回帖”而转

化为“话题” ,有些“话头”因没有“回帖”而只能是孤独的一呼 。实际上 ,BBS互动中的许多问题 ,如互动

的密度 、对参与者的作用 、与现实生活的关联等 ,都与“话题”的特性有很大关系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

“话题”是 BBS 互动之魂 。

(3)角色

角色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结构的关键概念 ,也是互动理论的核心用语。特纳发展了米德的角色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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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行动者建构角色 ,并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告知对方自己在扮演何种角色 。他认为 ,人们就是在这种假

定———好像环境中的他人也进行着明确的角色扮演一样———的基础上行动着(Turner ,1968)。由于 BBS

的非面对面特点 ,其参与者更接近戈夫曼所说的“剧场中的自我展示” 。如果说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展示

可能是一种不自觉的角色扮演 ,那么在 BBS 互动中 ,人们则是很自觉地在扮演着某种角色。

从参与互动的形式看 ,BBS 互动中有三种角色:其一 ,发帖者 ,即某一“话头”的提起者 ,此类角色一

般要借所发的帖子来引起人们对相应话头的注意 。其二 ,回帖者 ,即对某一“话头”的回复者 ,在 BBS中

称为“Re” ,此类角色一般要借所回的帖子参与相应话题的讨论 。其三 ,读帖人 ,即仅阅读帖子而不参与

讨论者 ,在 BBS中称为“Guest” ,此类角色一般要借阅读帖子获取相应的信息。正是由于上述三类角色

的存在和交流 ,才构成了形形色色的 BBS互动关系。

从深层意义上看 ,BBS参与者通过发帖 、回帖 、读帖的互动过程 ,还在扮演着与其社会地位 、身份 、经

历 、追求相关联的角色 ,它是处于特定位置的参与者对自身行为的期待 。帕森斯认为 ,互动并非是人与

人实体上的互动 ,而是角色与角色之间的互动 。由于 BBS互动的匿名性 ,这一点似乎表现得更加明显。

另一方面 , BBS 互动的匿名性 ,也给了人们回归“真我”的机会 ,从而有可能接近人与人实体上的互动。

本研究的实证资料表明 ,代表着 BBS 互动者的“昵称”既可能是参与者的一种自我期待 ,也可能是回归

“真我”的一种流露。

(4)帖子

米德认为 ,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相区别的重要因素是语言。也许可以说 ,BBS互动与现实互动相区

别的重要因素是帖子 。因为 ,帖子不仅是一种承载交流信息的工具 ,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互动符号 。

作为 BBS 互动的一个构成要素 ,帖子是互动者的“信使” 。正是由于帖子的发出与回复 、帖出与阅

读 ,才建构了 BBS互动的特有模式 。一般认为 ,只有在交流各方不仅赋予自己的行为以意义 ,而且理解

或者寻求理解他人给出的意义的情况下 ,才能发生真正的交流 。在 BBS互动中 ,帖子是参与者相互理

解的中介 ,帖子的形式 、内容以及规则是参与者相互交流的机制 。

2.焦点互动与非焦点互动

(1)“话头”及其回复

BBS互动是借帖子的往复而实现的 ,而帖子又分为主帖 、帖出 、帖入三种 。其中 ,主帖意在发起某个

“话头” ;帖出意在回复某个“话头”(Re);帖入则是帖子所得到的回复(被 Re)。BBS互动总是因主帖而

起 ,但主帖能否被回复以及被回复的程度则决定着主帖所引起的“话头”能否成为热门话题。

　表 3　 样本被回复的状况 　

BBS

空间
样本数

有主帖的

样本数

无回帖

百分比

有回帖

百分比

B1 32 12 50.0 50.0

B2 153 54 55.6 44.4

B3 22 9 77.8 22.2

B4 28 21 28.6 71.4

B5 301 61 42.6 57.4

B6 85 27 29.6 70.4

B7 96 23 39.1 60.9

B8 37 8 75.0 25.0

B 522 179 31.3 68.7

　　表 3是各 BBS 讨论区帖子被回复的情况 。数据表

明 ,各讨论区有回帖和无回帖的百分比差异很大 ,说明其

互动密度是不同的。其中 ,许多“话头”被转换为“话题”

甚至热门话题 ,而自生自灭的“话头”亦相当普遍。

(2)热门话题与焦点互动

在一段时间内 , BBS 各讨论区会形成一个或几个热

门话题 ,这是 BBS 互动的特有现象 ,也是 BBS 功能的集

中体现。

由于 BBS 互动关系是通过回帖实现的 ,因此 ,回帖

的内容可以反映其互动关系的特征。在 BBS互动中 ,可

供其成员进行讨论的话题是多样的 ,这些话题得到的回

复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 ,哪些话题得到的回帖较多 ? BBS成员更愿意参与哪一类主题的讨论 ?他们

最关心的 BBS 讨论内容是什么 ?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本研究根据回帖数量的多少 ,分别排列出

10 、50 、100大热门话题 ,如图 1所示。

在讨论最为热烈的 10大热门话题中 ,校园生活 、社会新闻和交往类的内容分别占了 30%、3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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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在 50大热门话题中 ,以交往类 、校园生活类 、心情宣告类的内容居多 ,在 100大热门话题中 ,心情

宣告类达到了 20%,其他如交往 、音乐欣赏 、体育 、校园生活 、社会新闻 、寻求帮助 、心情宣告等七类内容

也达到了 10%。这 100大热门话题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 ,表明 BBS 互动的焦点同样广泛。

图 1.　热门话题的内容

　　在对热门话题进行深入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发现 , BBS 互动的内容 ,有相当一部分是与其成员的学

习 、工作和生活紧密相关的。他们不仅在评述社会新闻热点时直言自己的观点 、看法 ,而且对学校教学 、

科研 、管理 、生活后勤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在互动过程中 ,由于没有真实姓名 、所属院系等

身份特征的约束 ,成员之间可以无拘无束 ,畅所欲言 ,无论是从讨论的话题 ,还是从讨论的具体内容及其

深入程度 、语言的使用等方面看 ,都颇为自由 ,讨论亦更具民主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 ,网络技术提供的沟

通空间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哈贝马斯创设的理想沟通情境 。哈贝马斯建构的“理想沟通情境” ,是哈氏

在社会批判论中为心目中的美好和真诚的生活而创设的 。在哈贝马斯看来 ,真诚沟通不单是达致人类

相互了解的方法 ,其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共享的美善生活 。美好和真诚的生活是预设了一个没有内在

(internal)和外在(external)制约(constraints)的社会。哈氏的真理概念是由共识所构成 ,而共识是参与讨

论的人在没有外在和内在的压力和制约下进行讨论而达成的。很明显 ,这样的讨论条件只能够在一个

容许自由讨论的社会或“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才可以实现。亦只能由于此 ,人类的沟通是真诚的而

“非扭曲”的(阮新邦 ,1999)。

戈夫曼用“焦点互动”指称那些“当人们积极有效地在某一时间里 ,集中感觉和视觉的注意力于某一

焦点时发生的”互动关系 ,并认为它是人类互动的基本类型之一(Goffman ,1961)。显然 ,围绕热门话题所

进行的 BBS互动即是一种网上焦点互动。它使人们集中注意力于某一话题 ,并且具有最大程度的双向

性和开放性。致力于这种网上焦点互动的人会发现 ,它不仅具有开始 、结束 、退出的正式标识 ,而且存在

一系列对不正常互动行为的纠正措施。因此 ,BBS 中的焦点互动是一种有秩序的交互行为 。

(3)非焦点互动

在《公共领域里的关系》和《公共场所里的行为》这两本书里 ,戈夫曼创造性地探讨了非焦点互动问

题。在他看来 ,在非焦点环境下 ,人们相伴并存 ,却又不滞于延续的对话和“面子的相遇” ,因而展示了社

会学探索的一个关键主题 。

实际上 ,BBS互动也是一种“公共领域里的关系”和“公共场所里的行为” ,也存在着一种非焦点互

动。具体地说 , BBS非焦点互动大体上有两种:

第一 ,只有主帖没有回复。此时的情境类似于公共场所中的“演说” ,只有一人发出信息 ,而众多的

人只是接受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 ,一个主帖没得到回复 ,并不等于没有人去阅读它 ,在发帖者和读帖者

之间仍有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互动关系 。

第二 ,主帖得到的回复程度较小。此时 ,虽然有人对该“话头”进行应和 ,但形不成聚焦点 ,因而仍属

于非焦点互动。

与焦点互动相似 ,非焦点互动也具有其内在的结构 、规则和动力机制 ,并且也是网上互动的一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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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类型。本调查涉及的主帖中 ,没得到回复的相当普遍 ,说明非焦点互动数量众多 。实际上 ,非焦点互

动是一种数量占优 ,且具有独特效用的网上互动形式 。对于 BBS 参与者而言 ,其大量的注意力和兴趣

点在于阅读帖子 ,而不是回复帖子 ,而 BBS的功能以及帖子所携信息正是通过这种以“读帖”为代表的

非焦点互动得以发挥的。

3.帖子 、角色与互动模式

(1)帖子的性质

作为互动信息的载体 ,BBS 中的帖子具有不同的性质。简单地说 ,帖子分为帖出 、帖入和主帖三种 ,

分别用以回复或应和某个话题(Re)、得到别人的回复(被 Re),以及提起某个“话头” 。三种帖子的比例

分布可以从总体上说明 BBS 互动的状态 ,如表 4所示。

　表 4　 帖出 、帖入和主帖

BBS网

络空间
帖数

所占百分比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帖出 帖入 主帖 帖出 帖入 主帖
帖出

帖入
主帖 帖出 帖入 主帖

样本数

0 36.4 22.8 67.6

1 18.3 30.4 18.3
2 10.1 13.4 6.2

B 3 9.2 7.6 2.9 98 105 185 5.78 7.55 10.4 9.92 8.38 552

4 4.9 6.0 0.9
5 以上 21.0 19.7 4.2

0 43.8 31.3 62.5
1 18.8 21.9 21.9
2 6.3 15.6 6.3

B1 3 12.5 3.1 0 40 39 57 4.03 1.72 8.63 7.58 6.03 32

4 0 6.3 3.1
5 以上 18.7 21.9 6.2

0 41.2 28.1 64.7
1 19.0 33.3 26.8
2 18.3 19.6 5.9

B2 3 5.9 4.6 1.3 42 43 5 2.58 0.48 5.58 5.61 0.81 153

4 4.6 3.9 0.7

5 以上
0.7
10.5

10.5 0.7

0 50.0 36.4 59.1
1 13.6 36.4 36.4
2 13.6 13.6 4.5

B3 3 18.2 9.1 0 4 5 2 1.14 0.45 1.36 1.28 0.6 22

4 4.5 0 0

5 以上 0 4.5 0

0 35.4 12.2 74.4
1 20.7 47.6 6.1
2 11.0 11.0 3.7

B4 3 7.3 9.8 2.4 70 48 185 3.73 4.30 9.13 7.46 20.97 82

4 6.1 1.2 1.2
5 以上 19.5 18.3 12.2

0 43.2 17.6 79.7
1 19.6 41.9 14.6
2 10.3 15.0 3.0

B5 3 6.3 7.0 1.0 29 23 7 2.26 0.33 3.74 3.11 0.89 301

4 4.0 6.0 0.3
5 以上 16.6 12.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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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BBS网

络空间
帖数

所占百分比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帖出 帖入 主帖 帖出 帖入 主帖
帖出

帖入
主帖 帖出 帖入 主帖

样本数

0 21.2 20.0 68.2
1 34.1 30.6 21.2

B6 2 9.4 17.6 5.9 22 27 6 2.61 0.53 3.55 3.75 1.04 85

3 14.1 8.2 1.2
4 5.9 8.2 2.4

5 以上 15.3 15.3 1.2
0 35.4 17.7 76.0
1 15.6 32.3 16.7
2 9.4 14.6 5.2

B7 3 10.4 6.3 0 72 67 13 6.05 0.48 12.57 1.51 1.56 96

4 3.1 6.3 0

5 以上 26.0 22.9 2.1
0 40.5 27.0 78.4
1 21.6 35.1 21.6
2 13.5 13.5 0

B8 3 10.8 5.4 0 16 10 1 1.78 0.22 2.93 2.08 0.42 37

4 5.4 8.1 0

5 以上 8.1
8.1
2.7

0

　　表4提供的数字进一步展示出了 BBS中互动关系的状态 。从发布的主帖看(见第 5列数字),在全

部讨论区中 ,67.6%的 BBS 成员没有发过主帖 ,18.3%的成员发了 1个主帖 , 5.3%的成员发过 5个以上

的帖子。在各讨论区中 , 都有相当一部分人(占 60%左右)没有发过主帖 ,这部分人的比例在“网络技术

与应用”最高 ,占 78.4%,比例最低的是“CAD CAM” ,但也达到了 59.1%,可见 ,大部分 BBS成员更倾向

于回复他人的帖子。此外 ,除“飞扬的梦”占 6.1%外 ,发了一个主帖的讨论网成员所占的比例在 14%～

37%之间 。在“飞扬的梦”中 ,发布了 5个或 5个以上的帖子的成员所占的比例最高为 12.2%,在“CAD 

CAM”和“网络技术与应用”中没有人发过 5个或 5个以上的帖子。总的看 ,讨论网成员发布的主帖数量

相差悬殊 ,虽然大部分成员没有主帖 ,但是有的成员却发了 185个主帖 。

BBS成员的帖出和帖入的情况也不尽相同。首先 ,从帖出量来看(见第 3 列数字),在全部讨论区

中 ,36.4%的成员没有给他人发过回帖 ,发过一个回帖的占 18.3%,发过 5 个或 5个以上回帖的占

21.0%。在各讨论区中 ,都有一定比例的成员没有发过回帖 ,这部分成员所占的比例在“CAD CAM”中最

高 ,达到了半数 ,在“音乐天地”中比例最低 ,为 21.2%。其次 ,从帖入量来看(见第 4列数字),在全部讨

论区中 , 有 22.8%的成员没有收到过他人的回帖 ,收到 1个回帖的成员占 30.4%,收到 5个或 5个以上

回帖的成员占 19.7%。在“CAD CAM”中 ,没有收到他人回帖的比例也是最高的 ,为 36.4%。除“动画漫

画”外 ,其余各讨论区 ,收到 1个回帖的比例相对集中在 30%-40%的范围内。最后 ,经过比较可以看

出 ,无论在哪一个讨论区 ,收到过他人回帖的成员人数均大于给他人回过帖的人数 ,这进一步表明 , “他

人的主动”乃是 BBS 互动关系建立的主要方式 。同时根据帖出与帖入的最大值可以发现 ,有的 BBS成

员给他人发过 98个回帖 ,也有的成员收到了他人发给的 105个回帖 。帖入与帖出的均值是相等的 ,这

是因为 ,从 BBS整体看 ,一个人的帖出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帖入。

(2)角色关系

特纳认为 ,角色是行动者建构的。人们在三种意义上建构角色:(1)他们通常面临着一个松散的文

化结构 ,在这里 ,他们必须建构一个角色以扮演之 。(2)他们假定他人也在进行角色扮演 ,所以努力建构

隐藏在一个人行为背后的角色 。(3)在所有的社会情境中 ,人们都试图寻求为自己建构一个角色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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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向他人发出暗示 ,确认某一角色来实现 。这样 ,互动就成了角色领会和角色扮演过程的连接点

(Turner ,1968)。

BBS互动中的角色建构 ,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性的 ,它以发帖与读帖的特定技术规则为基础 。在此

基础上 ,BBS参与者之间会建立起各种相应的角色关系 。表 5列出了 BBS互动中可能出现的角色关系:

①主帖———帖出 ,即一方为主帖 ,另一方为帖出。它是由主帖提起某一“话头” ,继而引发他人的

“帖出”(Re)。这种角色关系的形成 ,是将“话头”转换为话题的关键 。

②帖出———帖出 ,即双方同为帖出 。它往往是对同一话题感兴趣的 BBS参与者进行深入讨论的互

动方式。这种角色关系的形成及其循环往复 ,一般是与“热门话题”相联系的。

　表 5　 BBS 互动中的角色关系 　

主 帖 帖 出 帖 入 读 帖

主 帖 ① ④

帖 出 ① ② ③ ④

帖 入 ③ ④

读 帖 ④ ④ ④

　　 ③帖出 ———帖入 ,即一方为帖出 ,另一方为帖入 。它一

般是 BBS参与者的两两持续互动。这种角色关系虽非热门

话题 ,但可能很深入地进行下去 。

④主帖 、帖出 、帖入———读帖 ,即由发帖人与读帖者所形

成的一种独特的互动关系 。此时 ,发帖人是信息的发送者 ,而

读帖人是信息的接收者 ,从而形成类似于演说者与听众之间

的角色关系。在 BBS互动中 ,这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角色关系 ,其社会功能也是不容低估的。

(3)互动模式

虽然 BBS 互动关系与现实社会中的互动关系都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为而建立起来的 ,但

是 ,BBS互动关系形成的过程却是不同的。在现实社会中 ,一个互动关系的形成过程是:互动者 互

动对象。所谓互动者 ,是需要与他人建立互动关系的人 ,是互动关系形成的始发者。而互动对象则是互

动关系中的被选择者 。在这个过程中 ,互动者有权选择与哪个人建立互动关系 ,其互动对象是明确的 、

可选择的 。但在 BBS中 ,互动关系的确立过程则如图 2所示:

图 2.　BBS 互动关系的确立过程

主帖者 ……广泛的互动对象

(互动者)

　　这里的主帖者既包括互动者 ,也包括主观上仅仅是为了发布某

些信息 ,并不需要与他人建立实质性互动关系的人。主帖者能否成

为互动者 ,关键在于是否被互动对象所选择。在此过程中 ,无论是哪

种意义上的主帖者在提出供讨论的“话头”后 ,并不能确定哪一个他

人可以与其建立互动关系。因此对互动者而言 ,互动对象是广泛而

不确定的 。但是 ,对于互动对象而言 ,却可以在众多供讨论的话题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进行回复 ,

进而与发帖者建立起互动关系 。这里 ,现实社会意义上的互动对象反而成了互动关系形成的确立者 ,而

被选择的发帖者仅仅是一个待选的互动者。可见 ,BBS 互动关系的确立过程与现实社会是完全不同的。

以此为基础 ,BBS互动的具体方式也存在与现实社会不同的特点 。BBS成员之间互动关系的形成 ,

归根结底是凝结在帖子与帖子的往复中的 ,而帖子与帖子的往复实际上是通过讨论话题连接起来的。

因此 ,成员之间对每一个讨论话题的回复 ,无论其经过多少次的循环 ,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互动模式。

在每一种互动模式中 ,可能只包括单向的选择关系 ,也可能既包括单向的选择关系 ,也包括互选关系 ,甚

至包括多次的互选关系。以一个有 6个成员参加讨论的互动关系为例 ,用图形表示其间的互动模式。

图中每一个圆圈中的数字表示一个互动成员 ,他们之间发生选择用箭头连接 ,箭头指向被选择者 ,如果

是互选则用双箭头;并且不同的“话题”用不同的线条表示。

①单中心互动模式:其互动关系是围绕一个话题确立的。此时 ,相应“话头”的发起者往往处于中

心位置 ,如图 3所示:

　　②多中心互动模式:其互动关系是围绕两个以上相互关联的话题确立的 ,或者在同一话题的讨论

中存在两个以上的意见领袖。此时 ,有两个以上的参与者处于中心位置 ,从而形成如图 4所示的多中心

互动模式 。

③跨网互动模式:其互动关系横跨不同的 BBS 讨论区甚至不同的网站。此时 ,每一个 BBS 讨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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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网站至少存在一个中心 ,而整个互动关系又呈多中心状态 ,如图5。

图 3.　单中心互动模式

图 4.　多中心互动模式

图 5.　跨网互动模式

　　④两两互动模式:其互动关系仅在两个参

与者之间确立 。此时 ,所涉话题往往是两者特

有且共同感兴趣的 ,因此要进行多轮的相互“帖

出”(如图 6)。

⑤宣告 —阅读互动模式:其互动关系呈单

向交流状态 ,一方是发帖者即发出信息 ,另一方

为读帖者即获取信息(图 7)。此时 ,发帖者可能

是在独自“演讲” ,也可能在进行互动“表演” ,而

读帖者则是听众和观众即“沉默的互动者” 。

图 6.　两两互动模式 图 7.　宣告—阅读互动模式

四 、简短的结论

基于 BBS 的人际互动符号化为帖子与帖子间的“帖际”互动 ,使我们不得不审视其间所呈现的时空

特征 。从空间上看 ,此时的互动关系跨越了地理界限 ,可以实现不在同一物理场景中的人际互动。吉登

斯在捕捉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时 ,使用了“时空的分隔”概念。他认为 ,在前现代社会 ,人类活动被“到

场”所支配 ,即对事物及人物之掌握要受制于当事人是否在场这个因素 。现代性的出现及科技之进步 ,

改变了空间与人类的关系 ,人际互动已不再受制于必然在场这个条件 ,当事人与“不在场之存在者”的联

系变得习以为常 。“地方”这个词汇已被冠以一个奇异的含义 ,因为在一个特定场所进行的活动可随时

受远方的人和事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他提出了“抽离”的概念 ,抽离泛指一个脱离了社交关系建构及人

际互动需要必然在场这个先决条件 ,反而在无限的时空中再将二者整合的过程(Giddens ,1990)。从时间

上看 ,BBS互动具有同步性与异步性并存的特征。在分析帖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某些回帖与主帖的间

隔时间非常短 ,仅仅几分钟(甚至是 1分钟内)就完成了一次回复 ,互动的即时性很强。但是 ,还有另外

一种情况 ,即某些帖子回复的是 1天 、甚至是更长时间之前他人发布的帖子 ,互动具有滞后性。在回复

之时 ,也许发布者早已退出了交流的场景 ,此时的人际互动变成了人 —帖子(符号)互动 ,可以说 ,BBS互

动的异步性特征更形象地表述了“缺场”的含义 ,此时与之互动的他人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存在 。

　　根据 BBS 互动同步性与异步性并存的特征 ,我们可以将吉登斯的“当事人与`不在场之存在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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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也是平常的”论断加以拓展 ,提出一个与此相补充的观点:当事人与“不在场之不存在者”的联系也

是可能的 。这样 ,吉登斯所说的“缺场” ,既可以表现为“他人”物理空间中的不存在 ,亦可以表现为他人

时间上的异步性 ,或是时间上的不存在 。于是 , “缺场”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来理解:从空间上看 ,

网络技术弥合了在场与不在场的界限 ,使空间与在场分离 ,它创造了一种面对的是没有“他人”存在的情

境 ,身体的空间性已不再成为互动的制约因素。从时间上看 ,实现了人际互动的同步性与异步性的统一 。

BBS互动的时空特征使其构成要素明显异于现实互动 。根据本文的分析 ,BBS互动关系的建构至

少需要四个结构性要素 ,即电子空间 、话题 、角色 、帖子 。

随着网络化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 “个人交往的独立性亦大大增强了。这是由于全球化客观上增加

了个体认同的选择机会 ,这便使个人主观上的自主性较之以往更加突出了”(Giddens ,1991)。网络互动

不再受到年龄 、性别等身份地位限制 ,而是按照自己的主观需要 ,自由地建立交往关系 ,因此 ,在线交往

可能对为了功利性目的而进行的“虚假交往”进行消解 ,易于实现交往理性的最高境地———心灵沟通。

但是 ,通过对 BBS互动关系的形成过程的分析不难看出 ,基于 BBS的网上交往在独立性与主观性大大

增强的同时 ,也表现出了被动性的特点 。其被动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作为仅仅是为了发布信息的

主帖者 ,主观上并没有与他人进行讨论的需要 ,但是却被动地成为了他人的互动对象。其二 ,在现实社

会中拥有建立互动关系主动权的互动者却成为了 BBS 互动关系中的被选择者 ,而现实社会意义上的被

选择者却成为互动关系建立的主导和关键。

虽然从总体而言 ,一个人的选择意味着另一个人的被选择 ,即个体的主动性意味着他人的被动性 ,

但是 ,从交往的始点 ———互动者在互动关系中的地位看 ,无疑 ,其被动性的特点更为突出。在 BBS电子

空间内 ,个体可以更加主动 、独立地与人进行交往 ,但是能否成为网络中的意见领袖 ,却取决于他人对自

己网络行为的认可。

根据帖子所引起的“话头”的被选择程度 ,BBS 互动可分为焦点互动和非焦点互动两种基本类型 ,这

与戈夫曼的分类大体一致 。焦点互动往往对应着一段时间内的“热门话题” ,而非焦点互动则是一种颇

具 BBS风采的互动关系 。

由帖子的性质所决定 ,BBS 参与者具有多种角色关系 ,进而会达成多样化的互动模式 。本研究发

现 ,BBS互动的主要模式是:单中心互动模式 、多中心互动模式 、跨网互动模式 、两两互动模式 、宣告 —阅

读互动模式。是否存在其他互动模式以及网络互动的其他形式(如聊天互动 、电子邮件互动等),是需要

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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