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熵，是由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于 1 850 年提

出的一个概念，用来表示任何一种能量在空间分布的均匀

程度，能量分布得越均匀，熵就越大。20 世纪，熵在控制论、
概率论、数论、天体物理、生命科学等领域都有重要应用。比

如，在系统论中，熵作为系统中无序或无效能状态的度量，

用来描述事物不确定性的表象。如果把有规则或有序的状

态称为“低熵”，那么无规则或无序的混乱的状态就可称为

“高熵”。熵是无序性的定量量度。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结论是，在孤立系统中，实际发生的

过程总使整个系统的熵值增大，此即熵增原理。换句话说，

在排除其他干扰因素的孤立系统中，发生的永恒变化是：由

有规则有序向无规则无序发展，即由“低熵”向“高熵”发展。
这种热力学定律在科学上应用于物质领域，它同样可

以应用于社会领域，用来解释人类社会，以及社会群体性

事件。

一、低熵与高熵：群体性事件存在的必然性

从群体性事件的表征来看，它是由一定数量的群众参

与实施的，采取游行示威、静坐、上访请愿、聚众围堵、冲击、
械斗、阻断交通，以及罢工、罢课、罢市等非法手段，对社会

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群体行为。①它表

现出一定的对抗性、危害性、变异性、突发性、混乱性。这种

无序的混乱状态对应了热力学中的“高熵”，如果政府、媒
体、其他群体不干预，整个事件形成的体系则表现出一定

的相对孤立性。在这种体系中，熵增原理将起作用，熵值将

无限增大。也就是说，如果不受外力干预，混乱程度将持续

存在。
从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主体来看，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的

发展，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分化，打破了原有的社会资源分

配格局，并形成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产生了特殊获益者群体、
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社会底层群体。②由于

利益分配不均衡，处于不同等级的群体，为获取利益彼此进

行博弈和争夺。而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往往成为群体性事件

的发动者和主要参与者，社会底层群体与普通获益者群体

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主要支持者。如果将整个社会看作一个

孤立体系，这种由利益不同产生的等级结构，则是一种典型

的“有规则”状态，对应了热力学中的“低熵”。按照熵增原理，

这种“低熵”必然向利益相对均衡的“高熵”发展。群体性事件

参与主体在整体社会由“低熵”向“高熵”发展过程中，仍然起

着主要参与者的作用。
从群体性事件涉及的领域来看，近几年我国群体性事

件发生范围涵盖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教育、社会管理、社
会保障、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城市建设等社会生活的各个

领域。这些领域发生的大小问题，如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征

地补偿、集体财产管理、基层民主选举、企业改组改制、环境

污染、食品健康安全、民族宗教问题、医疗卫生事故、建筑工

程质量等等，只要矛盾激化，都有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
从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原因来看，近几年我国群体性事

件的发生，有群众合法利益受到侵害的因素，有群众利益诉

求渠道不畅、矛盾无法正常调解的因素，有官员腐败、官僚

主义的因素，有群众缺乏法治观念的因素，有受到传言蛊惑

及各种不正确心理影响的因素，等等。但诸多因素背后，更

深刻的社会根源在于等级社会必然产生等级利益矛盾。群

体性事件是等级社会的产物，只要有等级存在，就相应表现

出“低熵”。在大社会的孤立体系中，熵增原理的不可逆转性

告诉我们，如果要呈现出利益均衡人人平等的“高熵”，必然

会由“低熵”向“高熵”过渡。

二、增熵：群体性事件激化因子解析

理论上，熵增原理仅适用于孤立系统，孤立系统就是不

与外界发生作用的系统。人类社会显然不存在完全不受外

力作用的孤立系统，某种孤立系统只能理论上存在于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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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排除外力作用的相对状态中。在现实社会中，把某一事物

从自然界中孤立出来是带有主观色彩的。当系统不再人为

地被孤立时，它就不再只有熵增，而是既有熵增，又有熵减。
“熵增”与“熵减”是一种结果，这种结果需要靠熵的增加或

减少来完成，即“增熵”与“减熵”。
在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系统中，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利益

诉求的普遍化、多样化、复杂化，使得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

体的各种能量比较充分地释放出来；而不健全的社会规则

体系难以有效整合来自各种渠道的、性质不尽相同的能量，

于是，社会能量的释放容易演化为多种负面的力量。在群体

性事件发生后，促成这种能量转化的因素是多元的，如：

司法部门与群众之间的摩擦。2005 年池州事件中③，公

安部门处理方式不妥，与现场群众产生摩擦，造成事件升

级。第一，民警既没有给肇事者带手铐，也没有把他们押上

警车，反而开着肇事者的车到派出所，使得现场的群众怀疑

公安部门能否秉公执法。第二，当肇事者的保镖在派出所门

前拿出管制刀具威胁围观群众时，警察竟不加劝阻，使得群

众更加坚信警商勾结。第三，个别警察在劝阻围观派出所的

群众时，态度粗暴，激怒了围观者，导致警民冲突，使得事件

的矛头发生了转向。第四，在围观者附近调集武警，出动消

防车，使围观者误以为要对他们采取强制性措施。
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摩擦。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

政府与官员无视群众的正当利益诉求，随意剥夺群众利益，

随意派出警力打压群众，往往招来更大规模群众的聚集，使

群体性事件升级为暴力性的打砸事件。如 2007 年 5 月 23

日，广西博白县打出“对不自觉落实环扎及缴费的对象，坚

决实行实物抵顶、断水断电、封屋捉人等强制措施”的口号，

引发群体性事件。
信息沟通产生的摩擦。2008 年贵州瓮安事件④发生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信息不够公开透明，公众缺乏正式且

便捷有效的信息渠道。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瓮安县委、县政

府对信息公开问题重视不够，没有及时公布信息，导致谣言

跑在真相的前面。一个女孩溺水身亡，流言很多，群众情绪

激动，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各种传闻不予正面澄清，而是任其

流传，蛊惑人心；当事件发生后，公众急需知道事情真相，政

府采取近乎笨拙的方式遮遮掩掩，反而激起公众的愤怒，这

是事件最终激化的重要原因。
网络的快速集散催化。在群体性事件中，互联网对来自

不同地域、不同形态的媒体新闻进行整合，同时链接论坛和

博客评论，表现出快速的集散催化功能，对舆情发展产生重

要影响。2009 年 6 月湖北石首事件中，从 1 7 日事发到 20

日政府发布公开信的约 80 个小时内，据不完全统计，体现

政府立场的新闻稿只有 3 篇，而一网站的贴吧中就出现近

500 个相关主贴，还出现多段手机拍摄的视频。⑤由于政府

方面对信息公开不够及时，导致互联网上真相与谣言混杂。
在石首事件中，约 7 万民众走上街头，与数千名武警对峙，

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街头骚乱。
群体间循环刺激催化。在群体性事件体系中，群体的兴

奋力量随着彼此循环刺激呈几何数上升。2009 年 6 月 7 日

凌晨，河南省开封市杞县利民辐照厂在完成辐照辣椒粉作

业后，由于事故原因，装有放射源钴 60 的放射盒，无法正常

回到铅井内，使放射源一直处于工作状态。6 月 7 日至 1 0

日，关于“辐照中心出事”的说法口口相传，并且通过网络论

坛开始传播，各种猜测愈演愈烈，杞县民众人心惶惶。6 月

1 4 日 1 5 时许，辐照室内接受辐照加工的辣椒粉，因放射源

的长时间照射，温度过高而自燃。于是，猜测舆论进一步升

级。之后网络上相关内容被删除，民众更缺乏安全感。“现在

科学家已经没有办法了，许多外国的科学家都过来了，可还

只是坐以待毙！都没有招了，有些科学家来到后，看到没有

办法弄好，都吓的饭都不敢吃，当天来当天坐飞机走！生怕

核气传到他们身上……”7 月 1 4 日，互联网上的一些传言

把杞县人原本焦虑的心彻底搞乱了。7 月 1 7 日，大批群众

逃离家乡，前往附近县市“避难”。
集群心理的能量聚合催化。在特殊情境中，公众会产生

一些不受通常行为规范所指导、自发的、无组织的、无结构

的、难以预测的群体行为方式，这是社会心理学所说的集群

行为。实行集群行为的群体当时的心态就是集群心理。集群

心理由于其不可预测性，往往容易走向极化，在群体性事件

中起到极化催化作用。2009 年 7 月吉林通化钢铁公司股权

调整引发职工不满，民营企业派驻的总经理被活活打死。新

闻跟帖几乎一边倒地赞扬通钢“工人阶级了不起”，幸灾乐

祸于“打死个把资本家有什么了不起”。
当代冲突理论认为，冲突和危机固然是一种消极力量，

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受到阻碍，是导致不稳定的重要根源，

但没有一个社会系统整合得十分完美，包括群体性事件在

内的社会系统的冲突普遍存在，通过释放积累的不满情绪，

可在新的基础上构建更加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群体性事

件发生以后，通过各种利益集团间的摩擦或其他因素的催

化，使原有能量在群体性事件的整个系统中得到更大规模

的释放，这种能量释放过程就是“增熵”的过程，其导致的结

果就是使整个系统中熵值无限增大，混乱程度加剧，符合热

力学第二定律的变化规律。

三、减熵：群体性事件系统平衡的合理性

橡皮筋的分子结构，在放松的时候如一团乱麻相互交

织，而橡皮筋被拉长后，那些如同乱麻的链状分子，就会沿

着拉伸的方向比较整齐地排列起来。⑥前一种状态，物理学

中称为自然或自发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结构呈“混乱”或
“无序”状。后一种状态是在外界拉力作用下的状态，这种状

态下结构呈“规则”或“有序”状。相应地，前一种状态表现出

“高熵”，而后一种状态表现出“低熵”。在现实社会中，并不

存在不与外界发生作用的孤立系统，很多种外力都有可能

作用于系统，这些外力就像拉伸橡皮筋的力一样，使系统在

某个时期产生“熵减”的结果。借用外力形成“熵减”结果是

合理的，也是必然的。
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由 1 993 年的 1 万多起增加到

2004 年的 6 万多起，2005 年一度下降，2006 年又开始上升，

2007 年上升到 8 万余起，2008 年以来数量持续增多，规模

持续扩大，特别是规模在千人以上的重大群体性事件连年

出现。因此，需要借用外力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平息，以形成

暂时“熵减”结果，使群体性事件体系呈现“规则”或“有序”
状态。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应遵循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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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重视他们的言语反应能够帮助记者呈现危机成因，揭示

敏感问题，并对事件作出客观、可靠的评价。
危机的爆发、处置、善后都备受公众的高度关注，其后

果和影响也具有扩散性，如果能在媒介危机话语生成中重

视亲历事件的普通公众的言语反应，将会增加媒介话语的

沟通效果。媒介、记者或者权威人物都只承担着一部分话语

建构责任。普通公众的描述在危机报道中变成了鲜活的、清
晰的危机场面，带给读者直观真实的危机感受。例如 201 2

年普利策突发新闻奖作品飓风袭城报道中的一篇文章《生

还者爬出碎石堆》，采访了 1 6 位亲历飓风灾难的生还者，引

述他们的话，再现灾难来袭时的场景：“树根被拔起。每个物

体都在移动。房子被破坏了。我们不得不从窗户爬出去”；
“我转过来看见一团黑云落下并贴近地面。其余两个烟柱在

旁边出现”；“我看见它正朝我们而来并且将碎片吐到各

处”；“我姐夫喊着并说它直接冲着我们而来，我往窗外看去

发现它在湖上盘旋”；“它特别巨大，你所能看见的只是黑色

的，而它将树木和物品吐到各处”。这些言语反应从不同侧

面对飓风来临时的可怕景象进行了描述，呈现了危机的客

观现象和细节，使读者获得直观真实的体验。
从宏观角度看，言语反应对主题的实现也有重要价值。

言语反应会配合主题，呈现相应的言语信息，在克莱蒙斯案

报道中针对罪犯犯罪历史和背景、美国司法制度漏洞等主

题，言语反应也相应地呈现了罪犯家人、被害警员亲友、司
法人员和政府公务人员的言语信息。其次言语反应还会反

复出现，强化主题，如针对霍克比对克莱蒙斯的减刑，其中

一组言语反应“那将是阿肯色和华盛顿两州刑事司法体系

一连串失误的结果”，被三次引用，暗示了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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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原则：

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当矛盾

在少数人操纵下开始恶化时，地方党政领导要统一指挥，大

胆工作，防止破坏行为的发生。各职能部门充分发挥作用，

高效开展处置工作。同时，党政部门要将责任落实到单位、
落实到人，不把问题推向社会。

防止矛盾激化原则。大部分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仍属于

人民内部矛盾，在处置过程中要注意工作方法和策略，综合

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

法，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

盾，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
坚持“三个慎用”原则。“三个慎用”是指慎用警力、慎用

警械、慎用强制性措施。处置群体性事件要把握好时机和尺

度，既要防止警力和强制性措施使用不当而激化矛盾，也要

防止当用不用而使事态失去控制。要根据群体性事件的起

因、规模、影响以及现场情势和危害程度，决定是否动用处

置性警力、是否采取强制性措施以及采取何种强制性措施、
是否使用警械以及使用何种警械。

依法果断处置原则。在群体性事件中，既有群众合法的

行为，也有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国家的法律法规是处置群体

性事件的重要依据。对发生暴力行为或者严重损害社会治

安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群体性事件，要及时果断采取措

施，坚决制止违法行为，尽快平息事态。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变化规律，状态总是由有规则

有序向无规则无序发展，即由“低熵”向“高熵”发展。因此可

以确定的是，这种通过外力作用从而使系统在某个时期产

生“熵减”结果的方法，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符合热力学

永恒变化规律，只能起到暂时的缓解作用，系统发展的最终

结果，仍然要超越由这种表象的暂时的有规则有序向更深

层的更高级别的无规则无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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