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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正如在 20 世紀裡出現的其他新傳播科技一般，網際網路擔負了
許多對於這個新科技如何衝擊社會生活的想像與疑慮。網路在人類日

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因為科技本身的發展尚未定型，也因此保留了

許多想像的空間。民族誌學對於陌生人事物的好奇，與對於產出微觀

資料的執著，都成了填補網路社會與文化意涵想像空間的最佳工具。

民族誌學對於特定生活環境的敏感度，以及尊重不同文化的相對價

值，都使其不會偏廢「人使用網路溝通」所產生的多元社會文化意涵。

本文探討民族誌學應用於網路研究的契機、問題，與挑戰。討論主要

區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份先處理民族誌學的認知轉變。其主要目的

在於探討民族誌學在建立「何謂代表他者的知識」過程中，如何因應

外在環境的轉變與學門內方法論的反省而產生的論述抗詰。第二部分

則討論網路的科技的特殊性與普遍性，重點在於強調網路在時空觀

念、主體認同，與社群意涵上，有其相異於過往傳播/溝通模式之處，
但此相異處不應被認定為網路社會「自成一格」的證據。第三部份則

探討民族誌學用於觀察網際網路的技巧與問題，包括田野觀察的時空

條件、身份建構的真實性，以及研究價值與倫理的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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