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百科知识的生产机制及其合法性建

构 ： 以维基
“

钓鱼岛
”

条目为例 Ｕ

甘捏 豪 庞艳 ２５

摘要 互联 网 时代
，
维基百 科全 书知识是人类社会知识的 重要组 成部 分

，
其合法性来 源 于

一

系 列 意识形 态

认 同 ：
认 同 互联 网 是民 主的

，

认 同 民 主能够 实现公平正 义
，

认 同 透 明 能防止操纵
，

认 同 群体思维优 于 个体

思维
，

认 同 流 动性的 辞 书 内 容能够克服空 间 、 时 间 和文化 带 来的 偏见
，

认 同 全球 网 民 不 分昼夜的 编辑 能

够 实现真正的
“

全 面 均衡
”

，等 等 。 然 而
，

从文本
、 用 户 和 平 台 规则 出 发

，
分析英文 维基百 科 中存 在主权

争议 的
“

钓鱼 岛
”

条 目
，
却 可以发现该条 目 正 文整体呈现 亲 日 的特征

，
编辑社群 中 亲 日 网 民 的编辑 次数和

数量大 大超越 了 亲 中 网 民
，
平 台 设定 的 管 理机制 无 法对 活跃 用 户 的 不 良 编辑行为 进行 实质 监 管 。

整体看

来
，

“

钓 鱼 岛
”

条 目 并不 能 实现 知识真正 的
“

全 面 均衡
”

。 在 这个意义上 ，
维基百科全书 不 仅仅是人类知

识储存 与 传播平 台
，

还是 国 际话语斗争与协 商 平 台 。

关键词 维基百 科
；

知识合法性
；

对外传播
；
国 家形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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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提出 ： 如何理解维基百科全书的
“

知识合法性
’ ’

建构

伴随现代社会的来临 ，
１ ８ 世纪以来百科全书编纂一直是人类社会知识合法

化的重要环节 。 百科全书编纂者通过对人物 、 事物 、 事件和概念等各种词汇的重

新定义和描述 ，
形成了不同群体 、 不同种族和不同区域知识共享的基础 。 从福柯

知识考古学的视角来看 ， 百科全书一方面形塑了各种科学知识 的意义内涵和研究

范式 ，

一方面也为国际秩序和国 内统治塑造了政治合法性 。 或者说 ，
百科全书可

以帮助读者重新整理他们的概念系统 ： 通过词条选取 ， 告诉他们哪些东西可以知

道
；
通过词条删除 ， 将不宜描述之物淡出读者视野

；
通过对词条定义 ， 告诉读者

如何理解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 ， 以及如何重新学习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 。 由此 ，

社会权力阶层可以利用辞书的科学性 、 严谨性和精英性的特征 ， 为 自身合法性提

供话语支撑 。

英国学者阿尔泰 （Ｊ
ｅｎｎｉｆｅｒ Ａ ｌ ｔｅｈｅｎ

ｇ
ｅ ｒ

） 从毛泽东时代名词词典所包含的知识

信息与权力的交互关系出发 ， 展现中国政治生态和冷战的分分合合对词典知识生

产的影响 ，
从而说明了词典的合法性问题和政治变迁以及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

［
１

］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词典部总编辑伯奇菲尔德也在 《词典与政治纷争》
一文中讨

１
）
基金 项 目

：
国 家社科基金项 目

“

中 国 国 家形 象在维基百 科词 条 中 的 建构 与 重 塑研 究
”

（
１ ８ＢＸ

Ｗ００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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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了编辑们如何在坚守编辑原则的 同时 ， 避免可

能引发的政治纷争 。 伯奇菲尔德指 出词典编纂者

必须非常小心编辑政治敏感词汇 ， 比如
“

犹太人
”

“

黑人
”

等称呼词语 ，

“

巴基斯坦
”“

巴勒斯坦
”

等争议地名 。 他举 了
一

个例子 ，

１ ９７６ 年 《简明牛

津词典》 将
“

巴勒斯坦人 （Ｐａｌｅ ｓｔ ｉｎｉａｎ）

”

释义为 ：

“

巴勒斯坦的 （本地人或居民 ）
；
试图驱逐以色列

人离开巴勒斯坦的 （人） 。

”

这个词条是按照圣经

文化惯习释义的 ，
却遭到 中东地区 的强烈反对和

抵制 ， 他们认为该词条使用
“

驱逐
”
一词 ， 有矮

化
“

巴勒斯坦人
”

的意义 ， 并威胁如果牛津 出版

社不修改词条 ， 将会遭到阿拉伯世界的联合抵制 。

最后牛津出版社屈服于压力 ， 被迫修改释义 ， 将
“

巴勒斯坦人
”

释义为
“

巴勒斯坦本地人或居民
”

。

可是这个修改 ， 立刻遭受 了犹太组织的指责 ，
认

为这种修改行为损害了英国的价值标准 ， 是为了

商业利益的政治绥靖 。

［
２

］显然
，
在这个案例 中 ，

词

典已经不仅是科学知识的储存场所 ，
而且变成了

政治话语的斗争场所 。 也就是说 ， 面对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牛津出版社 ， 政治冲突各方都试图争夺

话语权
， 将对己 有利 的释义渗透进象征规范与科

学的词典 中 。 而牛津 出版社编纂人员则面临编辑

原则与编辑技巧的选择与采用 ： 是遵守主流文化

的惯习
，
还是需要照顾少数群体 ？ 争议性词条略

带贬义的描述是否需要添加标签和注释？ 面对商

业和政治压力 ， 是否可以 随意修改词条 内容？ 词

典释义如何平衡
“

对词条 内容和背景详细介绍容

易引发争议
”

和
“

为避免争议 ，
却陷入泛泛而谈

”

之间的矛盾 ， 等等 。 总之 ， 在词典 的生成和消费

流程 中 ，
编辑词典动机和 出发点 ，

编辑人员 和 出

版机构选取 ， 词典编写原则确定 ， 词典条 目 选择 ，

词典释义方式 、 词典内 容审查 ，
词典分发渠道

（是否是 内参） ，
词典消费状态 （是否被抵制 ） 等

无时无刻不涉及政治 、 商业与文化权力的操控与

抵制 。 而这些权力亦无时无刻不都在影响着百科

全书知识合法性问题 。

２００ １ 年 ， 美 国人吉米 ？ 威尔士 （ Ｊｉ
ｍｍｙ

Ｄｏｎａｌ

Ｗａｌｅ ｓ
） 与拉里 ．桑格 （

Ｌａ ｒｒ
ｙ 

Ｓａｎ
ｇ
ｅｒ

） 两人创建了维基

百科全书 （
Ｗ

ｉ
ｋ

ｉｐ
ｅｄ

ｉ
ａ
） 。

“

Ｗ
ｉ
ｋ

ｉｐ
ｅｄ

ｉ
ａ

”一词是

“

Ｗ
ｉ
ｋ

ｉ

”

和
“

ｅｎｃｙｃｌｏ
ｐ
ｅｄ

ｉ
ａ
”

的合成词 。

“

Ｗ
ｉ
ｋ

ｉ

”

指
“

多人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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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编辑
”

的 网站核心技术 ， 而
“

ｅｎｃｙｃ ｌｏ
ｐ
ｅｄｉａ

”

是

百科全书的意思 。 和传统纸版百科全书
“

自 上而

下
”

的精英编撰出版模式不 同 ，
维基百科利用互

联 网优势 ， 允许来 自不 同 国家、 不 同教育背景 、

不同文化水平的普通大众
一起参与知识 的编辑与

发布 。 这种模式将
“

编辑
”

和
“

用户
”

合为一体 。

当
“

用户
”

发现条 目 内容不正确或者不完整时 ，

可以立刻变成编辑 ，
对条 目 内容进行增添 、 删除

和修改 。 当其他用户对该用户修改行为不满意时 ，

可以直接对条 目 内容进行修改操作 ， 也可以将不

同意见提交到讨论区 中 ， 大家公开辩论和论证 ，

最后通过协商和投票决定条 目 内容 。 这种编辑模

式解构了传统辞书编撰模式 中编者与用户二元对

立的关系 ，
不仅改变了百科全书的 内容生产与知

识传播模式 ，
更影响 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获取信

息的方式 。

截止 目 前 ，
维基百科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百

科全书 ， 共拥有 ９ ．７４ 亿编辑用户 ， 每月 大约有 ３０

万名 活跃编辑 ， 覆盖语言 ３０３ 种
， 共撰写超过

５０３６ 万个多语言版本的条 目 。

Ｈ从知识生成过程

看
，
维基百科全书的形成过程和传统百科全书非

常不 同 。 由 于维基百科平台资金来源于志愿者的

捐款 ，

且拒绝广告商的介入 ，
所以维基百科全书

能够避免政治权力机构和商业机构对条 目 内容的

影响 。 同时 ，
维基百科全书的开放性 、 公开性和

数字性促使其基本可以避免传统辞书销售过程中

的渠道分配和消费抵制等因素的干涉 。 正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 ，
维基百科创始人提出 了维基百科全

书的终极 目 标 ： 成为人类所有知识的总和 。 同时

他们还指出该百科全书应该成为
一

部
“

全面均衡
”

“

中立客观
”

的辞书 。 罗森茨威格 （
Ｒｏｓ ｅｎｚｗｅｉ

ｇ）

进一步指 出
，
虽然维基百科

“

所有的文章都是 由

人编辑的
”

，
而且

“

人人都有 内在 的偏见
”

，
但是

中立政策为维基人提供 了
一

个共 同的话语基础 ，

即他认为通过群体性编纂 ，
维基知识会往 中立的

方 向靠拢 。
［
４

］英国学者伯克则从知识科技化视角

认为维基百科值得印刷版百科全书学习 ，
因为其

技术与文化允许
“

自我批评主义
”

， 会在醒 目位

置标上
“

诸如本文 的客观性仍有争议
”

等提醒文

字 。
［
５

］

－ ４ ６ 
—



然而 ，
从哲学家古德曼的观点来看 ，

维基百

科创始人的宣言也许只是
一

个乌托邦式的美好愿

景 。 古德曼指出世界源 自 符号描绘系统和象征系

统的建构 ， 描绘系统具有多元性 ， 所以世界必定

具有多元性 。

［＜？也就是说 ，
维基百科知识内容无论

多么丰富 ， 只要用语言 、 图画 、 数据等符号呈现

出来 ， 就必定采取了某种参照系 ， 而该参照系描

绘的世界 ，
可能只是多元建构世界中的

一种 。 甘

夜豪 、 关永薜等选取英文维基百科的昆 明
“

３
－

１

”

事件条 目与伦敦
“

６
？

３

”

事件条 目 进行批评性话语

对 比分析 ， 发现虽然两个条 目 都描述了
“

极端分

子用刀砍杀路人
”

事件 ，
却分别建构了

“

民族冲突
”

和
“

恐怖袭击
”

两种极为不同的数字话语框架 。

ｗ

黄顺铭与李红涛亦通过文本分析揭示了在线记忆

社群通过协作与争论构建
“

南京大屠杀
”

历史事

件的过程 。

［
８

］在此基础上 ， 本文试图进一步探讨 ，

互联网 时代
，
在人类知识生成和存储技术转型的

背景下 ， 如何理解维基百科全书的
“

知识合法性
”

建构 ？ 具体来说 ，
这个问题可 以分解为 ： 维基百

科全书知识真是
“

全面均衡
” “

中立客观
”

吗 ？

面对争议性议题 ，
维基百科协 同编辑社群中不同

政治态度的 网民构成和编辑行为如何影响维基百

科全书的知识中立性和客观性 ？ 维基百科的平台

规则如何影响维基百科全书的知识 中立性和客观

性？

二 、 维基百科
“

钓鱼岛
’ ’

条 目与分析框架

目前 ， 英文维基百科全书有 ５ ８０ 多万个条 目 ，

内容包容万象 。 根据 网站 自 身 的知识分类列表 ，

其包括文化艺术 、 人物传记 、 数学和逻辑 、 地理

和地方、 健康和健身 、 历史和事件、 自 然和物理

科学 、 人与 自 我 、 哲学和思维 、 科学技术和应用

科学等多个方面 。 本文拟选取
“

地理和地方
”

列

表 中 的
“

钓鱼岛
”

条 目 进行分析 。 之所 以选取
“

钓鱼岛
”

条 目 ，
主要 因为

“

钓鱼岛
”

主权归属问

题长期以来是中 日 两国争执不下的难题 ， 也是国

际上较为关注的领土争端问题 。 而这种 国际政治

上的领土争端 ， 也影响到维基百科全书
“

钓鱼岛
”

条 目 的知识构建 。 基于此 ， 本文打算以
“

钓鱼岛
”

条 目 为切入点 ， 管中窥豹 ， 观察和描写维基百科

全书中的话语争夺和知识建构过程 。

（

一

）

“

钓鱼岛
”

争端与条 目介绍

钓鱼岛 （ 日方称为
“

尖阁诸岛
”

） 位于台湾东

北部 、 琉球群岛西南部之间 。 １ ８９５ 年中 日 甲午战

争后 ， 中 日签署 《马关条约》
，
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包括钓鱼岛 ） 被割让给 日本 。 １ ９７２ 年 ， 美国在撤

离琉球时 ， 将琉球 、 包括钓鱼岛的
“

行政管辖权
”

交给 日本 。 然而
， 中方认为美 日 私相授受钓鱼岛

这一行为是非法且无效的 ， 争议 由 此而生 。 ２０ １０

年 ，
日本与中 国渔船发生多次对峙事件 ， 并非法

扣押中 国渔船船长 １ ７ 天 。 同时 ，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 １２

年 ，

日本声称每年 向所谓的
“

岛主
”

支付租借岛

屿的租金 ， 并在 ２０ １ ２年欲通过
“

购岛
”

行为将钓

鱼岛
“

国有化
”

。 中 国对此行为强烈不满 ， 并声明

日本任何单方面的行动均属非法与无效 ， 并引发

一系列
“

保钓运动
”

。 之后 ， 中国对钓鱼岛 领海 、

领空开启常态化巡航和护渔 。 在此过程中 ， 与 日

本发生多次冲突 。

由 于英文维基百科条 目是用户 协同编辑后形

成的 ， 其 内容随时可能发生变动 ， 笔者拟选取论

文开始撰写月份首 日
（
２０２０年 ５ 月 １ 日 ０ 时 ０分 ０

秒 ） 的
“

钓鱼岛
”

条 目 正文区 、 讨论区和历史区

的文本和用 户 进行分析 。 在英 文维基百科中 ，

“

钓鱼岛
”

的条 目名称是
“

ＳｅｎｋａｋｕＩｓ ｌａｎｄ ｓ

”

 （下文

简称钓鱼岛条 目 ） 。 该条 目于 ２００ ３ 年 １ ０ 月 ２４ 日 由

一

位名叫 Ｍｅｎｃｈｉ 的网友创立 。 截止 ２０２０年 ５ 月 １

日 ０ 时 ０ 分 ０秒
，
条 目篇幅 由创建之初的 ２４ １ ０个

字符变化到 ６９５６８ 个字符 。 因条 目 争议性较为严

重 ， 现在条 目状态为
“

半保护
”

（
ｓｅｍｉ

－

ｐ
ｒｏ ｔｅ ｃｔ ｉｏｎ

）

状态 。 此条 目 共被编辑了３００５ 次 ， 并被 ３ １ ６个人

设置为监视页面 ，
即
一

旦其他编辑对条 目 内容有

任何改动都会及时通知监视者 。

（
二

） 维基百科条 目分析框架

雍和明从编辑者 、 词典和用户 三重视角 ，
研

究了词典编撰的各个环节 ， 并建构了
“

词典交际

论
”

理论模型 （图 １
） 。 该模型将词典视为编者和

用户之间 的交际媒介 ，
编者通过词条编写对用户

产生知识结构方面的影响 ，
用户 则可通过建议、

反馈等方式对编者在词典设计和选择方面产生影

响 。
Ｐ］



图 １雍和明 词典艾 际模式

然而 ， 该模
＇

型并不能直接甩来对维碁百科全

书进行分析 ，
囿为传统词典知识塵１

产过 ：程中 ， 用

户与编者彼此隔离 ， 减者进现宁不同的时空和培

境
：之．

中 ， 而维基百科平 合中 ， 用ｆ不仅可？直接

编辑条１±本， 成为编辑者
ｓ

还可在讨论Ｋ層其

他甩户宜相交渌 、 争 与协商 ， 从而影响文本的呈

现 。 此外 ， 雄基ＩＴ科平台所设计的程序 、 功能与编

辑觌则将直辏影响到编辑者的行为 ’ 从而间接影响

＿墓有科雜识的生成 ｐ 因此 ， 本文将平台＿素加人
“

调典交际槟式＇ 苘 日中将编辑和用户并置＾ 形成一

个新的
４

雄塞百科全书分析框架
”

Ｃ
，
ｆｆｉ ２

） ０

图 ２ 维基百科金 书分析柩架

三、 维基百科
“

钓鱼岛
”

条 目 的知识生产机制

根据
“

维甚育斜全书分析框架＇ ．本文从文本

讨论 、 编辑班户和乎台规贝 探讨
“

钓＆

島
】 ，

条１ 的知识鐵产机制及其
沉

合法性
Ｈ

构建。

“

钓鱼岛
”

条 目的争议点分析
“

争议点
ｘ’

＋

作为一＾修辞发明术语 ， 适用于易

引发认知分歧或冲突的 论题 ，
即争议双方 ．

围绕
ａ

争议点
”

组织各 自 的
“

论证框架
”

以达到说服的

效果， 该术语最早在亚里±多德的 ？修辞学》 中

涉及ｅ 随斿公５５前 ２ｔｆｌＥ ， 眷尔玛戈拉斯 （
Ｈｅｒ

－

以 ：法律修參为例 ｓ 鶴 ：南 四种鲁 齡１４方

式 ．

， 分别为
‘

＿等议点 定义争议）Ｔ
“

品

｜

｜
｜
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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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争议点
，

？
＇

和
“

表 ）ｔｔ议点 所谓
．

争议点
心

指围绕着拿实认定发生的盒见冲突 》 比姊裏实審

在熟 獺头为－何
５
何面导致 ，

产齡莉种馨晌 。 所

■
心

定义争议点ｍ事物存在或者雜发生不

存争议 ， 围绕这
一事物或者事件的本质属性以及

如何駿遂：

一事物或春件而发幽的意麗分駿与神

突 ， 比如一场
“

非正义
’
ｆ

的制裁 、

一次
＆

偶然的
”

事齡。 卿
，

補争议点
”

指当縫物 镇袢 ：）

的事实费＿都
一婧二藥 ， ．影响对它栂看法和

态琛 的各种相关调素而出现 的不 睛＃见 ，
比如

“

归因
， “

证据：

”

卿
‘

瑕静謙＇ 微对

处理分歧的＿攀＜规则和标准的有效性 ，
以及负

责裁决机构是否有足够的权威和能 力 等等的意见

冲突和分歧 ，

ｆ
１８虽然

“

争议点
”

理论脱胎于庭辩修

錄
，
継迤用范眉涉及整个修辞领域

，
《廣是争

夺适谱的合法性８ 维翁 论这保留了ｇ

．減。 藤
“

雛岛＇細猶区中存細争啟

嚴以及这些争议裒中何方观点进人３Ｈ文
＇

買
，
将有助

于了解维基爾全书知识饿性海生产过獻

１，事实争议点
”

分析 从
‘

拿喪争俯
’

视

隹眷ｓ

心

钧鱼岛 ＇条 目主要在中■历史上鋒濟翁

钓鱼岛进行过營霜翻题产生了较多魏

在历史眷辖知识方面
“

钓鱼岛
ｎ

条 昆正文

描述了卞述雜，

由 于 无 人居 住 的 小 岛 历来被 用 作海上敏行标

记
，

．

除 了 在 地 图 上标识地理； 位置Ｉ 中 国駐 ．歲球玉

国複者官方记录外 ，

它ｍ从表受到行政管控。
ｔ

ｉ ｉ
］

２０ １２年 ９ 月
’
针对５Ｅ文

“

从未受到行政管控
”

的说法， 网± Ｋｅｚｈｕ２０ １ ２指虫
“

无人展隹的
”

本等

于
Ｋ

未被占领的＇ 并在讨论更面提出反对意见 ：

正文 的 历 史郐分具有备度 的 镝 續 性 ，
许 多 实

际 的 Ｊ５ 史证据救忽视 ．… ． ．事 ＿上
，

日 本在 １：
８９５ 年

取得胜刹 时 占 ＿ 亨 这座 烏 屿
，

、 在 那之前 ，
它们是

中 國的 一部分 。

［网
：

显然 ， 该攀復点渉褒尹 日两Ｍ对钧金 ．每的主

权想象 。 日方认为钩－岛是
“

无主地＇奠理论根

户

－

４８ 

—



据来源于 日本外务省发表的 〈法于尖阁诸岛所有

权问题 的基本见解》 。 该文表 明 自 １ ８８５ 年以来 ，

日本政府对钓鱼岛进行过三次调查 ， 并确认这些

岛屿是无人居住的 ， 也没有发现清国统治的痕迹 ，

所以决定在 １ ８９５ 年建立 国标并正式纳入 日方领

土 。 由于 国际法中的领土取得方式包括
“

无主地

先 占
”

这一原则 ， 所 以 日本认为他们 占领
“

无人

居住
”

且
“

无清政府统治痕迹
”

的钓鱼岛是合法

的 。 然而 中 国政府认为
“

无人居住
”

并不等于
“

无主地
”

。 国际法对
“

无人居住岛屿
”

与
“

有人

居住岛屿
”

行使管辖程度 的标准是不
一

样的 。 通

常 ，
对

“

有人居住岛屿
”

的管辖权必须是连续不断

的 ， 而对于无人居住的岛屿 ， 关键在于确定主权属

谁 。 因钓鱼岛的 自然环境不适宜长期居住 ，
所以对

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判定 ， 关键在于
“

谁先管辖＇ 明

朝政府的 〈簿海图编》 明确将钓鱼岛纳人国家版图 ，

充分证明了中国最先对钓鱼岛进行了有效管辖 。

［
１３

］

然而
，
虽然网友 ＫｅＺｈｕ２０ １ ２依据中方观点质疑

了维基百科正文
“

未受行政管辖
”

的说法 ， 增加

了维基百科知识 的全面均衡性 ， 可是由 于他并没

有进
一

步寻找相关资料对 自 己 观点进行佐证 ， 并

修改正文 ，
从而造成 日 方的观点长期呈现在

“

钓

鱼岛
”

条 目正文中 。

２ ．
“

定义争议点
”

分析 。 从
“

定义争议点
”

来

看
，
网络编辑们对 日本是否对钓鱼岛产生

“

有效
”

的管辖进行过激烈争论 。 关于钓鱼岛 的归属争议 ，

日方主张
“

有效先 占论
”

，
即认为钓鱼岛

一直没有

被
“

有效
”

地管辖过 ，
直到 １ ８９５ 年 日本政府将其

划入 日本版图 ， 才对其长期实施
“

控制
”

， 从而进

行了
“

有效
”

的管辖 。

钓鱼岛条 目 正文涉及钓鱼岛被 日 本
“

管辖
”

问题的话语如下 ：

尖 阁 列 岛 是一群 自 １ ８ ９５ 年起就被 日 本控制 和

管辖 的 无人居住 的 争议 岛 屿 。

［
１４

］

２０ １ ０年 １ ０ 月 ６ 日某匿名 网友就正文动词
“

控

制
”“

管辖
”

使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 ：

我发现 正 文的 这
一

部 分 非 常值得 怀疑 ， 作 者

能 否 准 确 定 义
“

控 制 和 管 辖
”

的 含义
，
特 别 是

“

自 １ ８９ ５ 年 以来
”

这个 时 间修饰符 ？

１ ．控制
： 我 查找 了 韦 伯斯特 字典 。

虽 然 不 确 定

我是否 可以 直接应 用 字 典 中 的 定 义
，
我还是试 着

解释一 下 。

“

控 制
”
一 词是 否 意味着 曰 本 在 该地

有 军 事存在
，
未经 日 本允 许

，

人们 不 能进入该地

区
（从 １ ８９５ 年到现在 ） ？

如果情况并非 如此
，

那 么

请对 声 明 的 这一 部分作 出 解释 。 如 果没有 可接 受

的 解释
，

则 应删 除
“

控制
”

部分 ！

２ ．管辖 ：
这是否 意味着 日 本在 岛上对 自 然 和人

造 资源 有过一 百 多 年 排他 性 的 管 理 ？ 例 如
，
管 理

森林
，
保护 河 流

，

或 管 理
一 些人造 资 源

，

如 建筑

结构 、 铁路 、 学 校 、 邮政 、 法律或社会资 源 ？ 如

果没有
，
那 么 作者 可 以解释一下 自 １ ８９５ 年 以 来 曰

本如何管 理这些 岛 码 （

一 百 多 年 ） ？ ［
１５

］

该匿 名 网友质疑了正文对
“

控制
” “

管辖
”

这两个词 的使用 ， 他认为 日 本并没有对钓鱼岛进

行
“

实际的控制
”

和
“

有效的管辖
”

。 他陈述了两

点理 由 ： 第一 ，
日 本在钓鱼岛拥有军事存在 ， 并

不意味着是
“

实际控制
”

。 日 本不能阻止其他国家

进入该地区 。 第二 ， 从 １ ８９５ 年开始 ，
日 本并没有

真正进行过排他性 的管理 。 所 以他认为维基百科

并不客观 ，
请求删除这

一段论述 。

对于这部分质疑 ，
网友 Ｎｉｈｏｎ

ｊ
ｏ ｅ 并不认同 ：

有 关 陈 述 的 部 分肯 定是正确 的 。 如果 你 不 能

理解 一个 简 单 的 陈述
，
那 么 是你对 英语 的 掌握是

有 问题 的
，

而 不 是 陈 述不 真 实 。

“

控 制
”

意味 着

日 本对 岛 屿及其周 围地 区 实施物理控 制 。

“

管辖
”

意味着 它 管 理 并 负 责 日 常运行 岛 屿 。 请记 住
，
这

些 岛 屿 上 没有人居住
，

而 且 森林 、 河 流 、
人造 资

源 、 建 筑物 等方 面也很 少 。 大 多 数政府都是纸上

谈兵 。

［
１６

］

Ｎ
ｉ
ｈｏ ｎ

ｊ

ｏ ｅ 通过对
“

管辖
”

和
“

控制
”

重新定

义
，
反驳了匿名 网友的质疑 。 他指出

“

控制
”

应

该局限于
“

物理控制
”

，
而不是

“

人员
”

方面的控

制 。

“

管辖
”

局 限于
“

岛屿 自 然资源 日 常运行
”

，

而不一定要包括
“

人造资源
”

。 同时 ， 他指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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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也没有
“

控制
”

和
“

管辖
”

行为 ，
从而反证

了 日方
“

管辖
”

的
“

有效性
”

。

３ ．
“

品质争议点
”

分析 。 从品质争议点来看 ，

钓鱼岛条 目 中争议各方提交 了各种不 同 的
“

归

因
”

， 并对这些
“

归因
”

的合法 性发生 了争议 。

“

钓鱼岛
”

条 目正文部分介绍了 中 日发生争议的历

史背景 ：

１ ９６９ 年
，

联合 国 亚 洲 和 远 东 经 济委 员 会
（
Ｅ

ＣＡＦＥ
）
在 尖 阁 列 岛 附 近发现 了 潜在 的 石 油 和 天然

气储备 。 １ ９７２ 年
，

美 国 参议院 通过 了 《 冲 绳 归 还

条约 》
，

将 岛 屿 归还给 日 本控 制 。 １ ９７２ 年
，
中 华 民

国
（
中 国 台 湾

）
和 中 华人民共和 国 正式开始 宣 布这

些 岛 屿 的 所有权 。

［ １？１

显然
，
这段历史背景介绍 ， 首先提及钓鱼岛

发现油 田
，
其次谈到美国将钓鱼岛

“

归还
”

日本 ，

从而暗示 日方控制钓鱼岛的合法性 ，

２最后再叙述

中方对钓鱼岛 的主权宣示 。 这种描述顺序和 日方

政府报告陈述形式高度
一

致 ： 通过在上文提及
“

发现油 田
”

，
暗示中方是受石油利益诱惑才和 日

方争夺
“

尖阁列岛
”

的 。

对此
，

２０ １ ３ 年网友 Ｋｅ Ｚｈｕ２０ １ ２ 在谈话页面提

出质疑 ：

很 明 显
，
这 个部 分 的 创建 者偏 向 于 日 本

。 这

一

部分给人的 印 象是这 些 岛 屿 首先属 于 日 本
，

直

到发现石 油储备
，
中 国 才 开始 宣 称 它 。

［
１８

］

网友 ＫｅｚｈＵ２０ １ ２还援引了 日本国家档案馆明治

时期 （
１ ８６８－ １ ９ １ ２

） 的官方文件 。 这是
一

份 １ ８８５ 年

日本官方秘密调查岛屿后写给 日本外务卿的
一

封

信
，
信中写到 ：

近 日 清 国报刊 报道 了 我政府打 算 占 领 台 湾 附

近 中 国 岛 屿 的 谣 言
……如果这 时 我们 公然建 立 国

标
，

必 定会 引 起清 国 的 怀疑……
１ １９１

很显然 ，
Ｋｅ ｚｈＵ２０ １ ２试图通过这段文字 ， 提供

三个关键信息 ： 日 本在 甲午战争前已知钓鱼岛属

于中国 ， 并非
“

无主地
”

；

日本因怕引起清国的怀

疑 ， 所以 当时没有立即 占有钓鱼岛 ；

日本酝酿更

大的战略阴谋 ， 并在 １ ０ 年后通过 甲午战争窃 占钓

鱼岛 。 总之 ， 该网友指出 中国并非贪图石油利益 ，

而是 出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考虑 ， 宣称对钓鱼

岛拥有主权 。 也就是说 ，

正文将中 国对钓鱼岛宣

称主权的行为归因为贪图石油利益并不合理 ，
其

明显体现了 日方的立场 。

４ ．
“

程序争议点
”

分析 。 从程序争议点来看 ，

钓鱼岛条 目 网络编辑们对中 日双方依据合约的程

序合法性产生了较多争议 ， 比如 《波茨坦公告》

《关于琉球诸岛和大东诸岛 的 日 美协定》 （简称

《 日美协定》 ） 等国际协议 。 在钓鱼岛主权争议中 ，

中方认为 日 本通过 《马关条约》 割 占台湾及附属

岛屿 （包括钓鱼岛 ） 并不合法 ，
理应在二战后按

照 併罗宣言》 和 《波茨坦公告》
， 将岛屿归还中

国
；
而 日 方认为 １ ８９５ 年 日方开发 了

“

无主地
”

——

尖阁列岛 ， 战后美 日 签署 《旧金山和约》 使

美国获得尖阁列岛 的
“

托管权
”

，

１ ９７２ 年美国通过

与 日本签署 《 日美协定》 ， 将尖阁列岛的行政管理

权
“

归还
”

给 日本 ，
具有法理上的依据 。 而中方

并不认同 ，
认为 《 日美协定》 擅 自 将 中国钓鱼岛

划入琉球范围进行托管 ，
无 中方参与 ， 是美国出于

战后控制远东的战略需要 ， 与 日本进行的私下媾和 ，

违背了反法西斯联盟
“

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

或和约
”

的一致性原则 ，
因而无法律效力 。

网

钓鱼岛条 目 正文在
“

主权争议
”
一

栏 中谈及

《波茨坦公告》 时
，
甜吾如下 ：

《波 茨坦公告 》 指 出
“

日 本 的 主权仅 限 于本

州
，
北 海道

，
九 州

，

四 国 和我们 所 補 定 的 一 些 小

岛 屿
”

，

“

我们
”

指 的是在 波 茨坦会面 的 第 二次世

界 大战胜 利 者 。 日 本 在投降 时 才 接受 了 这 个
“

宣

言
”

的 条款。

［
２１

］

① 美 日 签署 了 《关 于琉球诸 岛和大 东 诸 岛的协 定》 。 在该协定 中
，

美 国 只是 将琉球群 岛 的行政 管辖权 交给 日 本
，
并 不 承认

曰 本 对其 的 主权
，
文件 中 也没有使 用

“

归还
” “

返还
”

等 词 汇
，

而 是使 用 了

“

放弃
” “

移 交
”

的 用 法
，

“

归还
”

是 日 本人对 此协 定

名称 的翻译
，
具有极 大 的主权 暗示 意 味 。

－ ５ ０ 

—



显然该正文前半 部分 内容 引 自 《波茨坦公

告》 ， 遵循了维基百科全书编纂的
“

可验证性
”

原

则 。 而后半部分巧妙地添加了网络编辑亲 日 的评

价 ， 话里话外都在告诉网友 《波茨坦公告》 是胜

利者制定的宣言 ，

日本被迫才承认其合法性 。

２０ １ ３ 年网友 Ｊｏ ｓｈＮ ａｒ ｉｎｓ 在讨论区进一步支持

正文
， 质疑波茨坦公告的合法性 ：

太 简 单的 解决 方案 ？

《波 茨坦公告 》 称
，

“

日 本控制 着
‘

我们所确 定

的 小 岛 屿
’ ”

，

“

我们
”

是 美 国
，

英 国和 蒋介石 的 中

国 。 １ ９７２ 年
，
其 中

一 个 实体放弃 了 对这 些 岛 屿 的

控制权 。 对我 来说
，
这似 乎就是 问题 的 终结 。

［２ ２］

在这段话中 ，
网友 ＪｏｓｈＮ ａｒｉｎｓ 引 用正文的话

语
，
指出 《波茨坦公告》 处理太过于简单 ，

暗示
“

钓鱼岛
”

归属权并不能以此为依据 ， 并暗 自庆

幸 ， 美国放弃了对岛屿控制权 ， 将岛 屿归还给 日

本 ，
问题就应该得到 了解决 ，

而毋须再讨论 。

然而 ，
２００６ 年 ， 网友 Ｈｏｎ

ｇＱ
ｉＧｏｎ

ｇ
早已在讨

论区阐明了相关亲中的观点 ：

美 国 在 自 身 没有 管 理权和 所 有权 的 情 况 下
，

将 旧 金山条 约 中这些 岛 屿 的行政权利 移交给 日 本。

日 本 的 领土 主张 完全基 于 该条 约 。 可是该 条 约是

由 美 国 和 日 本签 署 的 非 法条约 。
而 中 国 和 台 湾 的

索 赔是基于 有关 各方 签署 的 地理 、
历 史和 法律 国

际条 约 。

网

显然
，

Ｈｏｎ
ｇＱ

ｉＧｏｎ
ｇ
认为美 国和 日 本签订 的

“

日美协定
”

属于
“

私相授受
”

，
程序并不合法 。

对于 Ｈｏｎ
ｇＱ

ｉＧｏｎ
ｇ
的观点 ， 讨论区并没有出现反

驳 ，
可是这个观点并没有进入正文页中 。

总之
，
和传统百科辞书不同 ，

维基百科全书
“

多链接
”

属性促使
一

个条 目 ，
不仅有

“

正文页
”

，

也有
“

历史页
”

和
“

讨论页
”

。 从知识分布的视角

来看 ，
维基百科全书的

“

正文页
”“

讨论页
”

和

“

历史页
”

并非平等 ， 作为对条 目 内容 的权威解

释
，

“

正文页
”

内容处于
“

钓鱼岛
”

条 目 的首页 ，

即当用户 在维基百科搜索引擎 中搜索某条 目 名称

时
， 其首先将条 目 内容显示于读者面前 。 在正文

页有
“

历史
”

和
“

讨论
”

链接按钮 ， 读者点击进

去
， 就可 以看到 网友们协同编辑的历史过程 ， 以

及网友们就某个话题进行激烈讨论、 协商的过程 。

也就是说 ，

“

正文页
”

的知识被默认为是在经过
“

讨论页
”

的空 间讨论、

“

历史页
”

的时间提炼后

而形成的最科学的知识 ， 即正文页的内容 比讨论

页的内容更具有知识上的合法性 。

根据上文对争议点的分析 ，
我们可 以看出

，

虽然讨论页中亲中和亲 日 网友彼此陈述观点 、 论

据和理 由 ， 进行过激烈的话语交锋 ， 可是最终进

入到正文页的 内容却呈现出 明显的亲 日特征 。 也

就是说 ， 讨论区 的 自 由讨论和民主协商过程并没

有帮助维基百科全书拥有
“

中立性
”

特征 ，
成为

创始人所宣称的
“
一部全面平衡的百科全书

”

。

（

一

）

“

钓鱼岛
”

条 目 的编辑用户分析

里格尔在 《维基百科文化》
一书中将维基百

科全书和各种类型的全球百科全书 ，
比如大不列

颠百科全书 ，
进行对比后 ，

认为维基百科全书是

人类有史以来最开放 、 最 自 由 的百科全书 。

［
２４

］维基

百科创始人威尔士在 《创始人来信）〉 也说 ：

“

我们

的使命是将全世界的知识无偿送给这个星球中的

每
一

个人 。 以及每
一

个人都可以在 自 由 的环境中

选择 自 己 的语言 ， 随心所欲修改和改 编这些知

识 。

”

可见
，
从维基百科全书的理想来看 ， 创始人

希望通过网络用户 的协同编辑 ， 减少辞书的偏见 ，

共同提升辞书的质量 。 那么 为何维基百科全书钓

鱼岛条 目 正文会产生亲 日 的偏见呢 ？ 这就不得不

转向对钓鱼岛条 目 活跃网络编辑的政治态度和编

辑行为进行分析 。

维基百科社区是
一

个 由志愿者编辑群体所组

成的一个有序组织 。 维基百科平台工具栏 目 基于

自身数据库对
“

钓鱼岛
”

条 目 的版本内容和编辑

贡献进行了分析和统计 ，
发现条 目 中活跃过 ７６７

名 编辑 ， 当前正文版本共留存了２０５ 名 网友 的编

辑内容 。 在 ２０ ５ 名用户 中 ，

２３％的参与者 （
４７人）

贡献了９０％的内容 ，
而这 ４７ 名 编辑相对于整体的

７６７ 名编辑 ， 则是 ６ ． １％的编辑者贡献了 当前版本内

容的 ９０％
， 其中贡献版本内容超过 １ ０％的有两位 ，

分别是 
Ｅｎｋｙｏ２（

２１ ％
） 和 Ｐｈｏ ｅｎｉ

ｘ７７７７ （
１ ０％

） 。
［
２５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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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维義Ｗ科平台根据
“

ｍｉｒ 条 Ｉ韵编辑次数

对讀活跃的十个用户进行过分析 、 对比和展■

涵

讓１ｗ

Ｔｏ
ｐ

１ ０ｂ
ｙ 

ｅ ｄ ｉ ｔｓ

Ｅｎ ｋ
ｙ
ｏ２１ ２６

（
１７ ． ５％

）

Ｊｏｈ ｎ
Ｓｍ ｉｔｈ

＇

ｓ１
２３

（
１７

１
％

）

＃Ｗｉ

ｎ ｓ
ｔ
ｏ ｎ

ｌ ｉｇ ｈ ｔ
ｅ ｒ １ ０８

（
１ ５％

）

Ｓａｎ ９６６３６９
（

９
．

６％
）

Ｈ ｏｎ
ｇ
Ｑ ｉＧｏ ｎ

ｇ５４
（

７５％
）

０ 
Ｐｈ ｏｅｎ ｔｘ ７７７７ ５ ０


（
７％ ）

Ｐａ
ｌ

ａ ｃｅＧｕ ａ ｒｄ ００ ８４９
（
６ ．８％

）

ＳＴＳＣ４８
 （
６ ．７％

）

Ｃｈ ｒ ｉ
ｓ７３４７

（
６ ． ５％

）

？
ＤＸＤａ ｎ

ｌ４５
（
６ ．

３％
）

图 ３ 喲 皇备条 目 篆潘跃的十个 用 户

通过考察这些活跃用戶页面的 自我介绍 、 关

心议齄攻其在维纏转科平台的编辑毋史行为 ，
大

致可以判断他们的兴趣点和价值偏 向 。 — １ ）

在表 １ 中 ， 这些核心用户立场￥以分为 、

３势

泰 日 、 拿中：和中泣４ 下爾对编辑次数前 ３ 的栝跃

编辑进行介绍 ；

Ｅｎｋｙ
Ｑ２

ｓ＿钓鱼岛编辑两络中最核心的成员 。

＿
■在个人丰宽 中介绍 ｆｔ己用户名称来 自 甘本的年

每， 该用户不仅反对使用：

＇

中方侖名 ， 裳惠反对用

中性前
“

Ｄｉｓｐｕｔ
ｅｄＩｓｌａｆｔｄｓ

”


：乘代餐；

“

Ｓｅｎ ｌ
ｔａｋｕＩｓ

？

ｌａｎｄ＾
’

。 ，该用户引用来源多是貢本媒体 ， 如 球本时

报－、 今ｆｆ 日本、 ＿
Ｂ 新闻 ＃

ａ 可初步判 其为
Ｒ

蠢 日
＂■

的鱗。

ＪｏｈｎＳｍｉ ｔｈｙ 着遺：＿对地名名＿＿修或 。 拿

２０ １０年 １ （Ｘ．月 ６ 日餘一次编辑中 ＿将龙中对＿

聲命名较：：为中 ：叠猶
“

Ｄ＆ｐｕｔｅｄ Ｍａｎｄｓ

”

全
：

雖政为
“

Ｓｓ

ｅ
ｉ ｉｋａｋｕ Ｍｉ ｔｉｉｄ ｓ

”

， 共修壤了
８
处 ４他还把

“

Ａ／Ｂ
”

的命名形式改为只苕 玨方命名的形式 ， 如将附属

每晦
“

ＥｔｅｉＸｉａｏｄａｏ／Ｋｉ ｔａＫｏ
ｊｉｆｆｌａ

”

改翁
“


Ｋｉｔｅ ． Ｋｏ

ｊ
ｉ
－

ｍａ＇ 可初步判定其为
“

条『 编辑。

窮：ｎｇｔｐｎｌｉ
ｇｔｅｒｆ 个人ＪＨＫ３Ｂ较概显 ＇信默。 其＿

２〇 １０年 ９ 月 ８ 甘 开始参智
“

甸鱼馬
”

条 Ｐ的编撰 ，

叢
一次操惟是：将

“

Ｓ＾ ｉｉｋｄａｉ Ｍａｆｉ＜Ｊ ｓ

”

页肩转参ｐｊ

ＨＯＴａｃｌｅ Ｉｓ ｌａｎｄｓ

”

而面 ５
寝阐释中ｆｌ

“

搁甓争议
”

的＿识时 ， 萬蘅加１中＿政府的声青 ：

“

当时邓

小乎说 ：

‘

主载是我们的
”

、 该话语在雄＿社瓦

事衡Ｔ詹 一

両倒的言修。 Ｗｉｒｉｓｔａｎｌｉ
ｇ

ｌ ｉｔｅｒ餐爾泣

场？意《

表 １Ｔｏｐｌ Ｏ 最活载用 户 背景

用户名
编辑条 目

（
用户编辑最多的

３ 个条 目
）

编辑行为

Ｅｎｋｙｏ２

１ ．Ｏｒｄｅ ｒｏｆ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
ｇ 
Ｓｕｎ

（
旭 日徽章 ）

２ ．Ｗａ ｒａｒｔｉ ｓｔ（
战争艺术家

）

３ ．３４ｔｈ Ｇ ８Ｓｕｍｍｉ ｔ

（第 ３４ 届 Ｇ８ 峰会
， 日本举办 ）

？ 用户名 字来源于 日

本年号
？ 提 倡 条 目 命 名 为
“

ＳｅｎｋａｋｕＩ ｓｌａｎｄｓ
”

立场 ：
亲 日

Ｊｏ
ｈｎ

Ｓｍｉｔ
ｈ

’

ｓ

１ ．Ｊａ
ｐ
ａｎ （ 日本

）

２ ． ．Ｍ ａｏ
：ＴｈｅＵｎｋｎｏｗｎ Ｓ

ｔ
ｏ ｒｙ

（ 《毛泽 东 ：
不 知道 的故 事 》 ，

一

本在中国 的禁 书 ）

３ ．Ｍ ａｏ Ｚ ｅｄｏｎ
ｇ（
毛泽东

）

？英 国人 ，
会初级 日

语
？ 提 倡 条 目 命 名 为
“

ＳｅｎｋａｋｕＩ ｓｌａｎｄｓ

”

立场
：
亲 日

Ｗｉｎ
？

ｓｔｏｎ？

ｌ ｉ
ｇ
ｈｔ ｅｒ

１ ．ＫｏｒｅａｎＥｔｈｎｉ ｃ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ｉｓｍ

（
朝鲜民族主义

）

２ ．ＫｏｒｅａｎＮ ａｔｉ ｏｎａ ｌｉｓｍ

（
韩国 民族主义

）

３ ．Ｍ ａｎｉｌ ａＨｏ ｓ
ｔ
ａ
ｇ
ｅ Ｃ ｒｉｓｉｓ

（
马尼拉人质事件 ）

？ 提 倡 条 目 标 题 用
“

Ｐ ｉｎｎａｃ ｌｅＩ ｓｌａｎｄｓ
， ，

代 替
“


Ｓｅｎ ｋａｋｕＩｓ－

ｌａｎｄ ｓ

”

立场 ：
中立

Ｓａ ｎ９６ ６３

ｌ ．Ｐａｍｃ ｅｌＩ ｓｌａｎｄ ｓ（
西沙群岛

）

２ ．２０ １０ ＳｅｎｋａｋｕＢｏａｔＣ ｏｌ ｌｉｓｉｏｎ

Ｉｎｃｉ ｄｅｎｔ

（
２０１ ０ 钓鱼岛附近撞船事 件 ）

３ ．Ｓｅｎｋａｋｕ Ｉ ｓｌ ａｎｄｓＤｉｓ
ｐ
ｕｔ
ｅ

（
钓鱼岛争议

）

？ 主要对条 目 编辑规

范性发表评论。

立场 ：
中立

Ｈｏｎ
ｇＱｉ

Ｇｏｎ
ｇ

１ ．Ｈｏｎ
ｇ 
Ｋｏｎ

ｇ（香港
）

２ ．Ｏｃｔｏ
ｐ
ｕｓＣａ ｒｄ（香港八达通卡

）

３ ．ＴｈｅＲａ
ｐ
ｅ ｏｆＮａｎｋｉｎ

ｇ

（ 《南京大屠杀 》 ）

？首页写明是中 国人
？ 作 者 反 复 质 疑
“

Ｓｅｎｋａｋｕ Ｉｓｌ ａｎｄｓ
”

作

为条 目标题的中立性 。

立场
：
亲中

Ｐｈｏｅｎｉｘ

７７ ７７

１ ．Ｓｅｎｋａｋｕ Ｉ ｓｌ ａｎｄｓＤｉｓ
ｐ
ｕｔ
ｅ

（尖阁列岛争端 ）

２ ．Ｒ ｉｓｉｎｇ
Ｓｕｎ Ｆｌａ

ｇ（旭 日旗 ）

３ ．Ｌ ｉ
ｓ
ｔ
ｏｆＣ ｏｕｎｔ ｒｉｅ ｓｂ

ｙＬｉ
ｆｅ

Ｅｘ
ｐ
ｅｃ ｔａｎｃｙ

？国人 ；
口纖骞綱＿

？ 首页 自 我介 绍为 日

本人

？ 支持
“

Ｓｅｎｋａｋｕ Ｉｓ
？

ｌａｎｄ ｓ

”

作为条目标题

立场
：
亲 日

Ｐａｌａｃｅ －

Ｇｕａ ｒｄ

００８

１ ．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 Ｃ ｉ
ｔｙ （

紫禁城
）

２ ．Ｃｒｏｓｓ
－Ｓ

ｔ ｒａ ｉ
ｔ
Ｒ ｅｌａ

ｔ
ｉｏｎｓ（两 岸关

系
）

３ ．Ｃｈｉａｎ
ｇ
Ｋａ ｉ

－

ＳｈｅｋＭ ｅｍｏｒｉａ ｌＨａｌ ｌ

（
中正纪念堂

）

？首页写明是华侨
？ 提 倡 条 目 标 题 用
“

Ｐｉ ｎｎａｃ ｌ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

代

替
“

ＳｅｎｋａｋｕＩ ｓｌａｎ ｄｓ
”

？多次在讨论区中陈述

中国主权 申诉的理由

立场 ： 亲中

ＳＴＳＣ

１  ．Ｈｏｎ
ｇ
Ｋｏｎ

ｇ（
香港

）

２ ．２０ １４ Ｈｏｎ
ｇ
Ｋｏｎ

ｇ
Ｐｒｏｔｅ ｓｔｓ （

２０ １４

香港抗议活动 ）

３ ．ＣｏｍｆｏｒｔＷｏｍｅｎ （ 日 本慰安妇
）

？ 多次提 出标题应该

使用
“钓鱼岛

”

命名

立场 ：
亲中

Ｃｈｒｉｓ７３

１  ．Ｔｏｉｌ ｅｔｓｉｎ
 Ｊａｐ

ａｎ（ 日本的厕所 ）

２ ．Ｓｗｉｍｍｉｎ
ｇ（

游泳
）

３ ．Ｔｏ
ｙ
ｏ
ｔ
ａ（丰 田

）

？将 钓鱼 岛列 岛 的所

有中方命名改成了 日

方命名

立场 ：
亲 日

ＤＸＤ ａｎｌ

１ 

．ＳｅｎｋａｋｕＩ ｓｌａｎｄｓＤｉｓ
ｐ
ｕｔ ｅ（ 尖 阁

列岛争端 ）

２ ． １９５９Ｔｉ ｂｅｔａｎＵ
ｐ
ｒｉ ｓｉ ｎ

ｇ （ １９５９西

藏叛乱 ）

３ ．Ｅａ ｓｔＣｈｉ ｎａＳｅａ（
中国东海

）

？ 指 出亲 日 编 辑提交

各种 证据 的逻辑 漏

洞 。

立场
：
亲中

－ ｉｚ—



总之 ，
维基百科

“

钓鱼岛
”

条目前三位的活

跃编辑中 》 ． 奈Ｂ 编辑占据了前两位、。 正太版本贡

献超过 １ ０＃的西位编辑也—暴叢日 编辑。 同时
＞

：

编辑次数排名前 １０ 的用户 中 ， 亲 日编辑总体编辑

了３４６ 次 亲申 ：编辑总体编辑了１ ９６次 而爭立编

辑总体编辑了１７７ 次 。 从数
？

響
ｆ

． 亲Ｈ 風友整

体的编辑次数大太超越了寒中编辑 。 而李Ｈ和瑟

东拜（ Ｊｕｎｇ
ｌ＾ｅ，

Ｄｏ〇ｇ
Ｂａｃ ．

ｌｃ Ｓｐｏ） 对维屬育 ：斜修ｉ了次

数和条 目 内容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 ， 随着修订次

数的增加 ， 条 目 内容及其倾向 被少数镇跃编辑支

配的情况会越来越
ｐ ？］由此 ， 这也解释 ：ｒ为何

钓鱼岛条 目正文整体上呈现蠢
：

日 的释点 ６

（

一

）

“

钩鱼岛
”

条目 的平合规则分析

由 于维基百科基一＾开放、 自 由 的平台 、

，
允

许任何人对条目 内容随时进行修改 ， 所以影响条

ｇ＿容的核心ｗ素并不在宁募个政渰或商业权力

机关对编辑人员的刻意挑选和对编辑规则的严格

限定 。 相反 ， 争议各方人员对维基平台规则 的运

用更有可能影响维基条Ｉ知识内容＆生成 。 维：基

ｗ科平合规贝ｔｏ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 编辑人员的

费升规则 ； 维基社区 的编辑原测 ； 争议议题的解

决规则《

ｉ ．编辑人员的晋升规则 。 围绕社群内容的创

建
、、 监督与评佶 ， 维基百科己链建立 了较为成熟

的多层级权限分配机制 。 在维基百科社群里 ， 用

户有多个层鈒的划分 、

。 位于最處屬的是鲁通甩户

分为匿名用户雜ｌｉ册用户两种 。 两者在条 目编辑

中的权限是不一样的 ４ｇ名捃户的身份识别特怔

是 ＩＰ 地址 ，． 只可编辑未被保护的页面 。 迚册甩户

有专用的 网名 ， 在注册时间达 ７ 天且编辑次数达

５０次后可享用复多权限 ， 如编辑半保护页面。

再我上
一层是管理员湘行政员 《 管理员 ， 拥

有保护页面和解除保护 ， Ｂ退编辑 ， 用 户权限授

予等权限 《 管理：
摄一般需要風过一系列的社 区审

查和推挙巯糧表任命 。 通常来说 ， 只有在贡献时

长及编辑次数达到
一定条件时 ， 注册用户才有机

会被选为瞀理者？ 行政员 ， 是维基有科平台维护

的固定工作人员 ， 具有添加或删除管理员 ． 、 机器

人用
：

户 ， 设定管理员畀面．

，
执行仲裁委：员会决定

等权限 。 英文维翁百料述设立 了仲裁委员会ｓ 仲

栽委员会的最初成员－维基Ｗ科创始人鸯米
？威尔

士钰命 ， 随后敢为提名选举产生。 他们对社群内

部争议进行听证
，
并做出强制性的解决方案ｐ如

限制不 良甩户发蠡等 《 当其他方法调解争议都失

败对 ， 仲裁姜员会基各方诉诸的最后手段＇

。

管擊＿

注册用户
｜ ｜

匿名用户
｜

…

普通

图 ４维基百科志 愿者权限机潮

在英文維基百科社群中 ， 仲裁委员会最初设

定为 １２ 人 ， 他们 只接受长时间 、 大规模争议事件

的介人请
？

求 。 而臂理员人数则超过一千多人 他

们主要负责处理维基乎台 中的争议 ．

、 投诉和各种

被坏性編韻行为 Ｗ藥梅 （
Ｓａｎｍ ａｙ Ｄ＃ｓ） ｓＪＥ儉

（ＡＩｌｅｆｔ Ｌａｗｆｅ）和马利克： （Ｍａｌｉｋ Ｍａｇ如ｆｔ－ＩｓＭＫｄｌ） 隹

对维基百科管理员行为进行测量后发现 ， 有不少

贄通编辑被提升为管理员身份之唐， 他们会更多

地关注窠些有争狹的话题＊
Ｐ９

］这就意味着 ，

一些热

ｎ ， 争议性话题 ， 会词时出 现多名管理员 ？ 而这

些管理员常常无法就某
一

ｉ义题取得
一致意见 。 这

就导致 ，
当某编辑用 户发生不 良编辑行为时 ， 管

理员往往无法
一致对其采敢管制措施 」

在钧鱼岛条 目 中 ， 亲 ａ 用戸 为数众多 ，
常常

违规进行各种编辑操作， 可是管爾员裉本天法对

其进行管制 。 比如条 目 中最为活跋的 ：

Ｅｎｋｙ〇
２

， 是
一

个狂热 的 曰本民族主义者 ， 其频繁依据 ０本立

场修改钓鱼岛条 目ｆｆｉ文 ， 而且在讨论区没有磨成

共识时情况下 ＞
就将钓鱼蛊条 目标题最初的台湾

名
“

Ｄｉａｏｙｕｔａｉ ｉｓｌａｎｄ
”

修魂成 日本名
＊ ‘

Ｓ
：

６ｎｋａｋｕ ｉｓ
＿

ｉＭｉｄ

”

， 葬多次难请實调保护 ， ［

ｌ
｜化

“

Ｓ６ｎｋａｋｕ ｉ
ｓ－

ｌａｎｄ
”

命名 《 然面这种不符合维基社厘文化的编辑

行为虽然遭到其他网友的质疑 ， 祖由 于意见无法

统一 ， 管理员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管作用 ， 从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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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维基百科中某些带有偏见的活跃用户 的 观点和

态度决定了维基百科条 目 内容的倾向性 。

２ ．维基社区 的编辑原则 。 维基百科社区要求遵

守三大主要编辑原则 ：

“

中立观点 、 可验证性和

非原创研究
”

。

“

中立观点
”

是指维基百科条 目编

辑必须中立 、 平等 、 成 比例且不带偏见地表达观

点
；

“

可供查证
”

是指所有内容 ， 都必须有可靠 、

公开的来源 ，
以供检验 ；

“

非原创研究
”

指维基

百科不能发表原创观念 ，
不能在引用已发表材料

时加入个人分析和总结 。

［
３ °

］这三大方针相辅相成 ，

“

中立观点
”

是维基百科的核心编辑原则 ， 而
“

可

供查证
”

与
“

非原创研究
”

避免了编辑者个人观

点的带入 ， 保证了
“

中立观点
”

的顺利实现 。

同时 ， 为 了防止用户之间发生编辑战 ，
以及

维基条 目 遭受大规模 的破坏 ，
维基百科平台还推

出 了各种编辑规则 ，
尽量促进维基用户之间顺利

达成共识 。 这些编辑规则通常是用户在编辑实践

中 ，
总结经验 ， 自发撰写而成 。 值得注意 的是 ，

这些编辑规则也以维基百科条 目 的形式 出现 ， 接

受全体维基人的检验和修改 ， 比如
“

维基政策与

指导方针
” “

维基五大支柱
”

等条 目 。 这些涉及

规则的条 目
一旦获得共识 、 稳定下来 ， 就具备了

对全体维基人进行约束的力量 ，
即维基百科编辑

在发生争议时 ，
可以引 用这些规则作为反驳对方

最有利的武器 ，
而管理员和仲裁员 在对争议进行

裁判时 ，
往往也会引用这些规则作为裁判理由 。

钓鱼岛条 目 中对条 目标题命名 的争议最为激

烈 。 不同立场的编辑群体经常引用维基平台 的各

种编辑规则 ， 指责对方 ， 增加 自身观点的合法性 。

比如下面这段话摘 自 讨论区对页面移动和定 向 问

题的一轮讨论 ：

Ｋｕｓｕｎｏ ｓ ｅ
： 虽 然 移动者说 明 讨论 区

“

对他 移动

的行 为 没有异 议
”

，
我还是 审 查 了 这次把尖 阁群 岛

页 面 定向 到 钓 直 台 群 岛 页 面 的 编辑行 为 。 我 注意

到 虽 然 最近 没有
“

维基政策 ：
文章命名

”

问题 的

争论
，
但之前 的 一次谈话 已经 决 定该 条 目 应该 定

向到
“

尖 阁群 岛
”

页 面 。

ＯｈａｎａＵｎ
ｉ
ｔｅｄ ： 我在 这里征求 了 意见

，
可是 １ ５

天都没 有人评论 ，

而你 指 出 的 那 次谈话链接发 生

在 ２ 年 多 前 。 我 移动 页 面 的 原 因基于
“

维基政策 ：

文章命名
”

，

也是基于在 Ｇｏ ｏ
ｇ

ｌｅ 搜索 这两 个 术语
，

和非 争议 国 家使用 这 两个术语的 结果。

Ｋｕｓｕｎｏ ｓｅ
： 我 相 信 尖 阁 群 岛 在 符合

“

维基政

策 ：

文章命名
”

政策方 面 更胜
一筹 。 对 于谷歌 的

搜 索数量
，
我 的 搜索 结论和你 的 结 论不 相 同 。 我

的 结论是
“

尖 阁 列 岛
”

（ ２６ ，
４００ 页

）
超过

“

钓鱼 台

群 岛
”

（
６

，
８ ５０ 页

） 。 无论如何
，

搜 索 引 擎测 试也并

不 能作 为 修改依据
；
另 见

“

维基政策 ：
针对 外 国地

理名 称的搜 索 引 擎 问题
”

。

［
３ １

］

这一段讨论发生于 ２００９年 ９ 月
，

ＯｈａｎａＵｎｉｔｅｄ

不赞同把
“

钓鱼台群岛
”

页面定向到
“

尖阁列岛
”

页面
，
于是在讨论区征询意见 １ ５ 天后

，
见无人 回

应
， 就修改了链接 ， 将

“

尖阁列岛
”

页面定向到
“

钓鱼台群岛
”

页面 。 这样条 目 标题就从
“

尖阁列

岛
”

变成
“

钓鱼台群岛
”

了 。 也就是说 ， 如果用

户在搜索器中搜索
“

尖阁列岛
”

，
维基百科会 自动

跳到
“

钓鱼台群岛
”

页面 。 对于 ＯｈａｎａＵｎｉ ｔｅｄ 的修

改行为 ，
Ｋｕｓｕｎｏｓ ｅ 并不认同 。 于是 ，

ＯｈａｎａＵｎｉｔｅｄ

就用
“

维基政策 ： 文章命名
”

进行反驳 。 他指出

根据谷歌搜索 ，

“

钓鱼台群岛
”

是个更普遍的名

字 。 对此
，

Ｋｕｓｍｗｓ ｅ 也运用
“

维基政策 ： 文章命

名
”

指出根据谷歌搜索结果 ，
应该是

“

尖阁列岛
”

比
“

钓鱼台群岛
”

普遍 ，

ＯｈａｎａＵｎｉｔｅｄ 的修改不合

理 。

从这段讨论 ，
我们可以看出两位编辑都在运

用维基政策来为 自 己 的编辑行为和观点提供合法

化依据 。 这也就进
一

步说明了 ， 编辑用户对维基

政策 的熟悉度 ， 决定了他们在讨论区的辩论能否

取得胜利 。 从谈话可 以 看 出
，

Ｋｕｓｕｎｏｓ ｅ 比 ０－

ｈａｎａＵｎｉ ｔｅｄ更熟悉维基政策 ，
从而造成 ＯｈａｎａＵｎｉ ｔ

？

ｅｄ
移动页面的企图失败 ，

“

钓鱼 台群岛条 目
”

重

新定向于
“

尖阁列岛
”

页面 。 也就是说 ， 钓鱼岛

条 目标题名称最终显示为 日本名称 。

３ ．争议议题的解决规则 。 维基百科平台有
一

套

解决争议的程序 。 首先网络编辑可以直接对正文

进行修改 。 在修改时 ，
这位网络编辑通常要说明

自 己修改 的理 由 。 如果修改部分和修改理 由不被

其他 网络编辑认同 ， 其他编辑则可能直接将其修



改内容回退到之前的版本 。 如果该网络编辑又不

认同 ， 试图再修改 回去 ， 这时维基百科为避免发

生编辑战 ， 就有
“

维基政策 ： 修改 ３ 次原则
”

， 也

就是说 ， 来 回修改三次 ， 争议双方最好先进入讨

论页面
， 就该问题达成共识后再修改 。 在讨论区

中 ， 所有网友可以就该议题进行讨论 ， 各 自 陈述

理 由
， 努力促成共识 。 而如果在争论过程中 ， 某

些编辑的言语或者行为违反了维基社区的 编辑原

则 ， 则可能会被提交给管理员们裁决 ，
最后

， 管

理员会对该用户 行为进行讨论 ， 或者投票表决 ，

形成评估结果 ， 比如决定该用户 能否继续发言 ，

是否需要给予警告 ，
等等 。 而如果某议题反复长

期陷入争议 ， 或者涉及条 目 中有经验的资深编辑 ，

则可能会 申请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 确保条 目 内

容保持稳定且质量提高 。

一旦接受 了请求 ，
委员

会将创建专门的案件页面 。 仲裁案件当事人及其

他对争议有意见的各方会被邀请参与 ，
在仲裁工

作区 中进行观点和证据 的陈述 。 最终 ， 仲裁委员

会对案例 中涉及的争议议题单独投票 ，
以

“

四票

净票
”

或
“

绝对多数
”

的投票计算方式裁定结果 。

①

最后案件处理结果会在案例页面结尾进行陈述 。

大卫
．

Ａ
．

霍夫曼 （
Ｄ ａｖｉｄＡ ．Ｈｏｆｆｍａｎ

） 和萨利

尔
？

梅赫拉 （
Ｓａｌ ｉ ｌ Ｋ．Ｍｅｈｒａ

） 通过对 ２ ６８ 个仲裁案

件的测量与研究 ，
发现仲裁委员会的争议解决方

案往往会 回避对争议 内容进行裁决 ，
而是侧重于

对用户行为进行管理 。

［
３ ２

］显然
， 管理员和仲裁委员

会为了维持 自 身中立性和客观性 ， 并不关心争议

各方的观点和态度是否真实 、 合理 ，
而是着重维

护现成的维基社区规则 ， 并以此规范网络编辑们

的行为 。 由此
， 当某条 目 内容受置于某些资深网

络编辑的偏见性观点时 ， 仲裁委员会并没有足够

的能力帮助条 目 回归平衡 ， 实现真正 的 中立性 。

相反 ， 当新用户或少数派对条 目 内容进行质疑并

修改时 ，
这些资深用户 由于深谙维基平台各种规

则 ，
往往会利用仲裁委员会的弱点 ，

“

有礼貌
”

地坚持 自 己带有偏见 的观点 ， 有时还以编辑行为

不规范为理由 ，
对新用户或少数派进行打击 ，

从

而在条 目 中进
一

步固定了 自 己 的观点 。

在钓鱼岛条 目 中 ，
由于钓鱼岛命名长期冲突 ，

持各种立场的编辑彼此无法达成共识 ， 造成条 目

质量长期无法提＿ ， 结果网友 Ｑｗｙ
ｒｘｉ

ａｎ 将此问题

提交到仲裁委员会进行裁决 。 可是在听取各方声

明后
， 仲裁委员会根本无法对钓鱼岛命名 冲突和

条 目 内容做出决定 ， 而是考察了持不 同立场活跃

用户 的编辑行为 ，
针对这些编辑某些不符合维基

社区礼节 的编辑行为 ， 分别进行处罚 （在
一段时

间内禁言 ） 。

［
３３

］这就导致 ，
维基百科条 目 内容最终

取决于持某种立场用户 的数量多少 、 编辑频率快

慢和编辑时间长短等 。 由此 ， 亲 日编辑用户 占优

势的钓鱼岛条 目 的正文长期呈现亲 日 的特点 。

四 、 结 论

虽然维基创始人桑格别 出心裁用否定句 向公

众定义维基百科的特点时 ，
明确宣称

“

维基百科

不是
一

部纸版百科全书
”

，

［
３４

１但是从条 目 的数量和

涉及广度来看 ， 其应该是全球最大的电子百科全

书 。 既然是百科全书 ，
它就应该具有辞书的权威

性 。 传统百科全书的权威性来源于
一系列的意识

形态认同 ， 比如认同条 目数量和意义具有 固定性 ，

认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是真理 ，
认同

词汇和语音单位具有清晰的界限 ，
认同民族 、 国

家概念具有合法性 ，
认同一些经典作品对词汇的

解释是最权威的 ，
认同编纂辞书的精英学者具有

权威性 ，等等 。 相比传统百科全书 ，
维基百科全书

的权威性来源于
一些迥然不 同 、 甚至相反的意识

形态认同 ， 比如认同互联网是民主的 ，
认同民主

能够实现公平正义 ，
认同透明能防止操纵 ，

认同

群体思维优于个体思维 ，
认同流动性的辞书 内容

能够克服空 间 、 时间和文化带来的偏见 ，
认同全

球网 民不分昼夜的编辑能够实现真正的
“

全面均

衡
”

， 等等 。

显然 ， 钓鱼岛条 目 知识合法性的建构亦源 自

这些意识形态乌托邦 。 全球网友都可以随意删减

和修改钓鱼岛条 目 内容 ， 促使网友认为钓鱼岛条

目知识代表了全球网 民的共识 。 历史页保 留 了网

友们 的所有编辑操作行为 ， 并完全公开开放 ， 随

①
“

四 票 净 票
”

指 支持或反对 票数至 少 有四 票 的 差值
。

“

绝对 多 数
”

指 支持或反对票数大 于仲裁 员 总数 的 ５ ０％
，
不 包括任何

被 回避 、 弃权或 非 活跃的 仲裁 员 。



ｉ

｜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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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接受任何人的检验 ， 促使网友认为钓鱼岛条 目

知识源 自 客观 、 无私利的编辑行为 。 讨论区允许

所有网友 自 由 发言 ， 陈述 自 己 观点 ， 并充分公开

地辩论 ， 促使网友认为钓鱼岛条 目 知识来源于辩

论纠偏后的真理 。 仲裁委员会从全球网友中 民主

选举而出 ， 其往往和争议议题无利害相关性 ， 促

使网友认为钓鱼岛条 目 知识接受第三方的公正审

判 ， 符合中立客观的特性 。

然而
，
从钓鱼岛条 目 的编纂实践来看 ， 讨论

区的议题往往受少数核心用户设定 ， 各方争议的

观点能否进入正文 ， 通常取决于支持该观点 的资

深网络编辑人数的多少 。 维基社区 中的管理层级

往往无法履行 自 己 的职责 ： 管理员意见不易统
一

，

无法对不 良编辑行为进行实质监管 ； 仲裁委员会

的裁定往往无关于内容 ， 而局 限于网友的 编辑行

为 。 也就是说 ， 如果资深网友善于利用维基百科

各种编辑原则为 自 己观点背书 ， 管理员 和仲裁委

员会将无法在提高维基百科条 目 的质量上发挥作

用 。 从钓鱼岛条 目 的编辑效果来看 ，
由 于西方主

流舆论支持 日 本 ， 中 国政府对维基百科全书平台

的网络封锁 ， 英语并非 中国网 民母语 ， 中国 网络

文化 尚未形成
“

宽容 、 共识和妥协
”

的传统 ， 以

及中国网民
“

集体协作 、 无偿分享
”

意愿不足
，

网

造成钓鱼岛条 目 中 ，
亲 日 活跃用户 比亲 中活跃用

户具有较大优势 ，
从而造成正文历史事实的介绍 、

修饰语和动词的感情色彩 ，
文本整体框架都偏向

亲 日派的观点 。

总之
， 作为互联网时代现代知识传播的最大

载体 ， 虽然维基百科平台诞生于创始人
“

自 由分

享所有知识总和
”

的美好愿景 ，
但是

“

在维基百

科这
一全球性记忆空 间里 ， 集体记忆实践仍然有

着非常强烈的 民族国家之身份认同边界
”

，

ｍ这就

导致维基百科全书无法实现其
“

全面均衡
” “

客

观中立
”

的初衷 ，
反而可能成为国家或者社群建

立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传播媒介平台 。
［
３ ？

］

由此
，
维基百科全书如何

一

方面保持开放度 ，

一

方面采取措施来限制各种破坏条 目 的恶意编辑

行为 ？ 如何面对编辑们利用
“

中立性
”

和
“

均衡

性
”

等平台编辑政策作为政治资源为 自 己 的观点

背书 ？ 如何在深刻了解维基百科全书知识生成机

《新闻界 》 Ｉ ＳＳＮ １００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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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基础上 ， 合理解决各种政治纷争 ， 有效塑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 ？ 这一系列的 问题都需要学界进

一步讨论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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