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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作为与人类生活密不可分的媒介，作为维系社会

关系的信息装置，对社会关系产生了影响，使社会关系呈现出

一种不同以往的面貌。文章探讨了互联网对人及社会关系所

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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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说：“我爷爷这一辈子是靠报纸

决定未来的，我父亲是靠听广播的，我们这一代是看电视的，

而八九十年代的孩子是伴随着网络成长的。互联网时代，将

彻底影响我们的生活，社会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消弭了空间和时间的互联网像是一种新的社会黏合剂，

改变着人类社会，改变着既有的社会结构，使社会关系呈现一

种与过去大不一样的面貌。

1　社会关系概述

社会关系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称。指社会大众

在共同认可及遵守的行为标准规范下的一种互动，这种互动

因个人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扮演不同的角色。

对于社会关系的类型，社会学有多种角度进行区分。从

结成社会关系的主体来划分，可以把社会关系划分为：个人与

个人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群体与群体的关系以及社会

现象之间的关系四种。其中个人与个人的关系，是全部社会

关系的起点，是社会中最简单、最基本的关系。

数字时代，作为维系社会关系的信息装置，互联网对社会

关系产生了影响。互联网之所能够被认为改变了世界，就是

因为它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建构世界的方式。在互联网

技术出现之前，无论是电报或电话，技术上虽方便了人的行

为，但在社会层级与认知原点方面都没有任何改变，因此这些

技术不足以被称为“改变世界”，而互联网不同，在互联网上，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认知原点，以自己为原点重新建构社

会层级。如网络游戏可以让人成为游戏世界的冒险王，满足

个人价值代偿；博客技术可以让人有机会向世界表达自己的

想法，以自己为中心设置话题进程；搜索技术可以让人迅速掌

握信息，以个体的理解解释周围。正是这些能够帮助个体重

新建构世界的技术，让互联网在人类之中迅速普及，对人类社

会产生影响。

下面分别来看看数字时代，互联网对人类及其社会关系

产生了哪些影响。

2　互联网对人的影响：数字土著 VS 数字移民

研究显示，以电脑、网络、智能电话、电子游戏、谷歌和雅

虎等搜索引擎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世界，也

对人的思维和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数字技术其实是首先

影响大脑，然后才改变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美国著名的神经学家盖瑞·斯默尔把从小接触数字技术

的年青一代称为“数字土著”，只在成年后才接触计算机和网

络的人则称为“数字移民”。他认为在当今的数字环境下，因

特网成为大脑的首要刺激源。随着大脑的进化，其焦点逐渐

向新的技术性技能转变，数字土著大脑中的神经网络和“数字

移民”大脑中的有着显著的差异。

在过去传统的交谈中，人们是面对面的，双方都会观察对

方的面部表情，或把握对方一个微妙手势所包含的情感内涵。

但是，成天只在键盘上与他人交往的数字土著，就有可能让人

们丧失大脑这种察颜观色的能力。这让科学家担心，随着控

制人类交流的神经回路的退化，人们的社交技巧将变得笨拙

不堪，我们会经常曲解甚至忽略微妙的非语言信息。如果大

脑的社交能力进一步退化，在 10 年后的一个国际首脑会议

上，一个被误解的表情或手势就可能造成军事冲突的升级。

不过，数字化对人类大脑的影响其实更多的是使我们的

智商更高。人们在电脑上进行网页浏览、收发电子邮件、开视

频会议、即时通信和网上购物等，无一不在刺激大脑，这些刺

激加速了大脑的反应速度。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个人每天接收的信息量

比 17 世纪的人一辈子接收的信息量还多。搜索引擎的使用，

使我们从大量信息里筛选出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的能力增强。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可以一边用新

iPod 练习上传，一边用笔记本电脑即时通信，一边打手机，一

边复习功课。同时处理多项任务，这对数字土著来说是容易

的，他们很快就会改变大脑回路，重新分布线路，恢复一些正

在减少的神经通路。新的技术性回路使人的大脑具有了特殊

的潜力。这等于是一种新的大脑进化。大脑将产生神经递质，

形成新的树突和轴突，以适应更高级的形态。最终，这种进化

性的改变将影响今后几代人。

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年轻人的神经回路有更高的可

塑性，如果每天花七八个小时在网上，他们的大脑反应将更为

迅捷，智商会更高。而且，一些视频游戏可以使其认知能力和

同时执行多项任务的技能提高。而对大多数字移民来说，让

大脑同时做多项工作是极不适应的，而且效率极低，因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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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育和成长的过程中大脑的神经回路没有接受过这种同时

做两项以上工作的训练和适应。

同样，数字技术也轻而易举地改变了数字土著认识世界

的方式。一名 14 岁的女孩可以敲击键盘，同时与 10 多名同

学聊天，并在几秒钟之内就知道谁和谁闹僵了。这并不需要

打上 10 个电话，或者等明天上学和他们聊天。

当然，另一方面，神经学实验显示，长期地同时处理紧张

的多项任务可能延迟大脑额叶的充分发育，这就可能造成数

字土著在完成任务的前瞻性(科学规划)、完成任务的强烈欲

望和完成沉闷乏味任务的耐心上有所欠缺。数字土著通常不

能集中注意力很长时间。

3　互联网对个人与个人的关系的影响

3.1　弱连带关系的增多

斯坦福大学教授格拉诺沃特（Mark S. Granovetter）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了弱连带优势理论（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他以个人求职行为为主题完成了他影响深远的

博士论文《找到工作》。这篇论文向人们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

象：一个人在寻找工作时，对他找到新工作最有帮助的信息

往往不是来自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亲戚或朋友（强连带关系），

而经常会来自与他关系一般的亲戚朋友或者熟人（弱连带关

系）。因为，根据社会交往理论，一个人往往只与那些在各方

面与自己具有较强相似性的人建立比较紧密的关系，但这些

人掌握的信息与他（她）掌握的信息差别不大；相反，与此人关

系较疏远的那些人则由于与此人具有较显著的差异性，也就

更有可能掌握此人没有机会得到的、对他（她）有帮助的信息。

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弱连带关系是个体融入社会或社区

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它能给人们带来意外的信息和机会，它的

又是来自于具备联系不同社交圈子的能力，并且具有较低的

可传递性（即熟人的熟人之间很可能不是熟人）。

简而言之，我们认识的人的多少，代表一个人的人脉，或

者说社会资本。认识的人越多，人脉就越强。社会资本就越

丰富。在过去，人脉关系的发展受限于地域、时间等条件，比

较亲密的关系无法得到有效拓展，建立广泛的弱连带关系更

是困难重重。在网络时代，人脉关系的建立方式已经发生了

转变。网络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它从一种应用、一个工具，

逐渐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不可或缺。互联网沟通改变了人

们相互之间联系的方式。一方面，互联网沟通提高了亲友间

联系的频率，使人们的强联系得到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还

增加了人们弱连带关系的数量。网络社区打破了人与人之间

沟通交往的藩篱。由于网络社交的便利性，让现在的年轻人

建立关系的成本越来越低，而同时断绝关系的成本也越来越

低。通过 SNS 社会化网络，特别是社交网站里，社交的概念

得到凸显，虚拟社交与现实交往出现交叉，线下真实的人际网

络被复制到了线上，低成本人际关系管理成为社交网站的核

心价值。而网络社区实际上已经开始改变年轻人关系网的结

构：越来越少的强连带关系，以及越来越多的弱连带关系。

3.2　草根文化的盛行

各种论坛、博客、播客等网络文化传播方式给普通民众提

供了一个自由的网上言论空间，逐渐释放了底层人民的话语

权，让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网络所搭建的是

一个草根与精英共舞的公共领域。所有网民都可以通过网络

直接向全世界发表言论和作品，这在过去只有精英并通过大

众传媒才能做到。

“草根”直译自英文的grass roots，在社会学领域，“草根”

被赋予了“基层民众”的内涵。草根文化则是一种平等、民主

的平民文化。草根文化现象，正是伴随着思想的解放、意识观

念的革命、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带来了一些社会大众道德观念、

爱好趣味、价值审美等一些变化，出现的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趋

势，在民间产生的大众平民文化现象。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其实是社会民众的一种诉求表达，折射出社会民众的一种生

活和消费需求，以及存在的心理需求。

在网络时代，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很大的发挥，在一个

追捧明星的大众娱乐时代，平民可以转瞬成为英雄，边缘可以

很快成为中心，弱者也可以悄然成为人们的焦点，这就是网

络，满足了人们普遍表达自我的愿望，表达着人们千百年来对

思想禁忌的冲突和对于平民英雄情结的需求。

“草根文化”的风起云涌，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补充

了人们的精神需求，体现了价值观和文化的多元化，文艺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主流文化进行了辅助和补充，对一

些主流文化的普及和弘扬也是一种挑战。如社科院信息化研

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所说，“专家比不上草根，全球网络变成

全球大脑。”

4　 互联网对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的影响：无组织的组
织力量

33 岁的英国作家保罗·史密斯，成功畅游欧洲、美国和新

西兰 30 天，全程却没花一分钱！听起来匪夷所思，他不过是

坐在电脑前，在一个 SNS 网站 Twitter 上声称自己想环游世

界，需要大家帮助。消息发出以后，立刻得到世界各地网友的

回应，有人向他提供免费机票，有人提供免费火车票，还有人

向他提供免费的旅馆房间……就这样，靠着网友提供的免费

帮助，他完成了环球之旅。

在大洋彼岸，一位名叫伊凡娜的妇女丢掉了手机，拾到者

不还。这件小事在网上迅速成为人人关注的热点。一群志愿

者以一种看不见、无组织的组织力量联合起来，将手机从盗窃

者手中夺回。

不论在何处，你都能看见人们走到一起彼此分享，共同合

作，或是发起某种公共活动。“600 万红心照耀中国”、“华南

虎照事件”和“许霆案”的舆论压力、人肉搜索，等等。这一而

再、再而三出现的公众事件已然不是来自草根的随兴狂欢，而

是昭示着一种变革未来的力量的崛起。未来的人类社会关系、

文化，都因为网络而改变。不是出于利益，也不是出于强制的

契约，而是基于爱、正义、共同的喜好和经历，人和人可以超越

传统社会的种种限制，灵活而有效地采用即时通信、移动电

话、网络日志和维基百科等新的社会性工具连接起来，一起分

享、合作甚至展开集体行动。这就是“无组织的组织力量”。

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社会化软件及社区的发展，终将带

来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人性化。而互联网社区化的表现，体

现在了人肉搜索，图片、视频分享，人人 Blog，维基百科式的

协同生产，互联网社区带来的高效的线下活动组织能力，开源

软件开发等。

维基百科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它把一群对知识与教育

怀有理想的人汇聚在一起，为一部全球性的百科全书做贡献，

并彼此监控这些贡献。其权威性来自参与的广泛性。它允

许任何人无限制地编辑所有内容。在大量编者的参与下，维



-      -89

2010 年第 24 期
（总第 159 期）

NO.24.2010
（CumulativetyNO.159）

基百科的准确性与大英百科全书不相上下，但是其内容的丰

富性已经超过了具有 238 年历史的无比权威的《大英百科全

书》，而且对公众免费提供查阅。最关键的一点是，维基百科

全书的内容是鲜活的，分分秒秒在增长，不断吸收最新的知识

成果，而且在经过了众多用户的编辑、评价和分类以后，具有

了高度的条理性，更容易被普通用户吸收。它堪称“无组织的

组织力量”的最佳显现：由于无须担心机构成本，人们不必追

求效率，而只要讲求效用。

我们一向被告知说，人类是自私自利的、理性的行动者，

在市场上彼此交集。但网络显示了，人人都具备那些社会性

的、充满移情能力的关系，以及真正深刻的、与交易和花费无

关的动机。我们的社会性工具正在把爱与关心变成可更新的

建筑材料。“做我们愿意做的”自由正在向“做我们需要做的”

责任转变。

曾经，西方工业理性在带来伟大进步的同时，越来越多的

负面因素正暴露出来。工业化如同一台烘干机，把社会关系

中一切带有人情味的东西都烘干了。个体之间靠的是契约的

方式连接起来。制服了人性中的洪水的同时，也带来了人性

中的沙漠。

而在数字化时代，在云计算中，人与人之间，恢复了部落

社会才有的湿乎乎的关系——充满人情、关注意义、回到现

象、重视具体。人与人像日常生活那样联系，凭感情、缘分、兴

趣快速聚散；而不像机关、工厂那样“天长地久”的靠正式制

度强制待在一起。上百万的人共同推动一项巨大的事业，不

是为了钱，而是出于爱。

互联网的人文含义，就是社会的加湿器，就是协同合作的

态度，是思维范式从一维到多维，文化从一元到多元，是交流

空间打破鸦雀无声，走向众声喧哗。互联网时代就是一个不

断变化的时代，它对人的心理、观念甚至价值观，以及对社会

的重构都是革命性的。它对人类社会关系的改变还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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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xWorks 在中高端路由器中的应用（原型机开发）

本 VxWorks 原型机是基于三星的 4530(arm7) 的平台的

硬件来实现的，在系统分析结束后的任务是从硬件描述的移

植开始的。在移植了系统硬件描述后，vxWorks 的基本系统

包中并不包含快转的模块，将 vxWorks 的快转模块顺利装载

成了首要任务。

1.1　快转模块在 vxWorks 原型机上的实现

1.1.1　简介　VxWorks WindNet Router Stack Fast IP 

Forwarding ，基本的 VxWorks 包里面没有，需要自己去查找

装载点来装载，作者在原型机创作的初期完成了该部分的分

析和装载。

IP 报文快转，其设计思路都是大同小异，主要思路就是：

(1) 待转发的报文第一次走进程交换，走完进程交换后，

把这条路由信息 ( 目标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地址、网关 MAC)

记到 route cache 中。

(2) 下次到相同目标地址的报文来到时，支持从 route 

cache 中获取转出去的接口、网关 MAC 等信息。

(3) 修改 IP 报文头信息，用网关 MAC 组帧 ，从相应该的

接口发出帧。

1.1.2　WindNet Router Stack Fast IP Forwarding的启用　

以两个以太网口为例说明如何启用Fast IP Forwarding，一定

要按照以下顺序来执行：

(1) 调用函数 ffLibInit() 初始化 fastPathLib。

(2)调用函数ffInit，初始化一个IPV4的例程，在这个例

程里，我们首先通过函数 ipv4FFInit 完成实例空间的申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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