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i 

 

致謝辭 

 

  寫謝辭應是充滿喜悅的時刻，慶賀人生的一段完滿，可以用昂首闊步的姿態

繼續這場未竟的旅程。但當我閉上眼，試圖沉澱這些年來靜好的歲月，甚至那些

令自我頹喪的黑暗，心中百感交集難以自己。因為我終於明白，這一切並非命運 

的偶然，而無論如何是自己的選擇，是自己的人生。緩步走過六年的光陰，不論

未來將如何看待此刻的心情，仍有太多感謝與虧欠。 

 

首先，感謝指導教授 馮建三老師。重回政大的日子，每天到新聞館跟老師 

道早安。馮老師爽朗的聲音、溫厚的鼓勵、藏書甚豐而略顯凌亂的研究室，都是

我每一日的精神補給，讓我從漫長反覆始終以逃避面對生活的迷惘中，抓緊繼續

堅持的動力。寫作期間常因能力有限遇上瓶頸，焦躁溢於言表，老師總是以一貫

溫暖關切的語調告訴我先寬心，再循循善誘之；論文口試階段，老師也未曾因我

的胡亂寫作而蹙眉，而是告訴我盡量求好的道理，信件往返時更不忘關心我的狀

況。在最窮漠孤單的低潮，我任性的對馮老師提出返校的要求，有老師的耐心，

才有今日的執筆，這份恩情，我無以為報。 

 

其次，也要向兩位口試委員吳筱玫老師、陳順孝老師致謝。寫作過程中筱玫 

老師以深厚的學養、精準的提問不斷幫助我找出論文中的結構問題並指出可行的

寫作方向。幾次在校園內偶遇，筱玫老師也不斷勉勵我繼續加油。阿孝老師則在

研究上提醒我網路媒介今昔相比的趨勢，並跟筱玫老師一起點出了論文中的諸多

疏漏。兩位老師以精湛的學識與思辨提出的建議，雖難以完全企及，仍將這本論

文從擲地無聲的貧乏提升到略有薄績的境地。這是我獨自一人絕難完成的任務。 

 

  接著，則要感謝在這段期間不吝辛勞撥出自己寶貴時間前來幫忙的博班學長

忠博及正於美國負笈求學的研究所同學國庭，這兩位我在政大的籃球夥伴。忠博

學長在這幾個月裡不厭其煩地陪我討論研究內容，更提點了許多我從未接觸過的

文獻概念，都為這本論文提供了極為重要的養分。國庭則在返國假期中特地回到

政大替我張羅計畫口試的大小細節。如此友情，是我這輩子最大的資產。 

 

再次，要感謝給我無限支持的爸爸跟媽媽。一直以來甚少跟他們溝通讀書求 

學、乃至人生的種種決定，也曾因無法坦承論文的遲滯而向他們隱瞞自己的生活，

我是個遠稱不上孝順、又讓父母操心的孩子。我由衷希望能藉著完成這本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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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們看見這個自小叛逆的男孩，終於蛻變成為勇敢獨立的男人。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妳。謝謝妳曾經的陪伴與溫柔，那是我這一生最珍重的

記憶。對不起，讓妳失望了。沒有妳留下的微光，我無法再次點燃自己對生命的

理想與熱情。有限的言語難以表達，於是引言： 

    

     “I have made the most important discovery of my career - the most important discovery of   

       my life. It is only in the mysterious equations of love that any logic or reasons can be  

       found. I am only here tonight because of you. You are the only reason I am. You are all  

   my reasons. Thank you.”                    

-----John Nash 《A Beautiful Mind》 

 

 

謹將這本論文，獻給妳。 

 

                                 則敬，于三十歲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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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不論是以電子民主、網路社運等詞彙定義網際網路在科技社會研究中於當代

政治場域帶來的衝擊與時代精神，都折射出各種以網路研究為名的分析與詮釋路

徑，也決定了「網路與社會運動」在研究者眼中的樣貌。當網路對長於資訊科技

時代的年輕人已是生命中的基本配備，切入網路與社會運動的關係，本研究選擇

回到社運動員的初始原點，探討個人如何從旁觀轉換為行動者的過程。從舊社運

先集合再分享到網路社運先分享再集合的邏輯變化中，本文欲回答現有研究文獻

中較少談及，卻逐漸成為社運與網路合而為一後不可忽視的特性，也就是社運組

織網絡外的鄉民行動者，其兼具主動與被動質性的「集結」問題。他們身處的社

運動員網絡為何？如何進入行動階段？又為何選擇打破旁觀以在場行動參與社會

運動？本研究在社會運動與網路的連帶中重新回到行動者層面，探討串聯社運生

手的資訊／行動網絡如何透過網路中介而成型，後以集體行動理論為對話起點， 

探訪當代社運青年其與網路實不可分的生命脈絡，以自我提問為衷，試圖描繪研

究者眼中的網路社運時代。 

 

 

 關鍵字：網路社運、集體行動理論、小世界理論、弱聯繫、連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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