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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事件”的微观话语公共性建构策略探究
———以“罗永浩砸西门子牌电冰箱”维权事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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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话语的微观层面，来分析作为自媒体的微博是通过何种话语建构策略，将个体话语推向网络公共空
间，并且形成公众广泛讨论的“微博事件”的。以“罗永浩砸西门子牌电冰箱”事件为案例，运用话语及物性分析、互文性分析、
元话语建构分析方法，探讨罗永浩微博文本的话语特征，及其在推动“微博事件”进入公共话语讨论空间中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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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新媒体以其终端开放性和人际交互性等传播特征，迅

速带领人们进入大众传媒的新时代。与传统媒体时代不同，

新媒体时代受众成为主角，他们在传媒内容生产、策划、传
播及消费等方面享有更多的主动权。更为重要的是，新媒体

为公民建构了平等的、直接的公共话语空间，使大家能够参

与不同形式的媒介内容制作，进行更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

文化实践，在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新媒体事件随着微博、社交网站的兴起而层出不穷。相

应的，有关新媒体事件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其研究成果已经

相当可观。作为新媒体事件典型代表的“微博事件”，近年来

集中爆发。因此，本文的研究起点就从一个具体“微博事件”
入手，通过剖析微观话语的建构特征及其具体策略，来探讨

“微博事件”背后所隐藏的话语建构机制，试图理清发端于

个体的“微博事件”是通过何种手段走到公共话语领域的中

心，进而演变成社会事件的。
从话语的微观层面来分析“微博事件”，在新媒体事件

的研究领域还比较罕见。本文以“罗永浩砸西门子牌电冰

箱”事件为案例，运用话语的及物性分析、互文性分析、元话

语建构分析方法，探讨罗永浩微博文本的话语特征，及其在

推动“微博事件”进入公共话语讨论空间中所发挥的作用。

二、罗永浩“微博事件”的发展进程

2011 年 9 月 27 日，罗永浩因自家的西门子牌电冰箱

门关不紧的问题，在新浪微博上发文，对该品牌电冰箱表示

不满，后经网友大量转发和评论，迅速成为热门话题。两天

后，西门子家电的官方微博作出回应，将问题推诿至用户使

用不当，激起西门子牌问题冰箱用户的极大不满。9 月 30

日，罗永浩在微博中贴出问题电冰箱门的自拍视频，引发具

有相同遭遇的网友群起仿效，佐证罗永浩对西门子牌电冰

箱的指责并非无中生有。
接下来的两周时间，罗永浩发布微博声明，如果西门子

公司继续回避问题，他将到其设在中国总部大楼门前砸掉

自家的问题冰箱。在西门子官方微博发表拒绝公开道歉的

声明后，11 月 17 日罗永浩来到西门子中国总部大楼门前，

将从网上征集来的有问题的西门子牌电冰箱当众砸坏，并

进行微博直播。至此，他将发生在线上的新媒体事件拉入线

下，并且引起传统媒体跟踪报道。
第二天，关于“罗永浩砸西门子牌电冰箱”的新闻迅速

占领媒体版面，新浪微博还开辟“微访谈”专区，邀请罗永浩

在线访问。陷入被动的西门子公司随即开始危机公关，于

11 月 20 日在其官方微博上发表声明，希望与“消费者以理

性沟通为基础，从而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至此，罗永浩完

成了个人话语的公共性建构。他以新浪微博为媒介，使个人

话语进入公共领域，引起网民广泛讨论。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 2011 年 9 月 27 日罗永浩发布

第一条关于西门子牌电冰箱问题的微博作为起始日期，统

计其每天发布有关微博的数量，截止日期为 2011 年 12 月

21 日。我们采用新浪微博高级搜索功能，总共搜到有效数

据 1596 条，随后将这些数据导入 SPSS 软件，进行描述性分

析，得到以时间作为变量的罗永浩微博发文数量统计，希望

通过数据分析来考察事件发生的关键节点。
罗永浩微博的第一个发布高峰期是 9 月 27 日至 30

日。由于每条微博的长度限于 140 个字，且“碎片化”特征明

显，短短一条微博不可能引起广泛注意，所以必须密集发

布，迅速吸引网友目光。这三天罗永浩微博发文数量的极大

值出现在 9 月 29 日，即西门子官方微博关于“冰箱门”发布

第一条声明之日。罗永浩对此声明很不满意，当天发布有关

微博 120 条，予以反击。
罗永浩微博发文的第二个高峰出现在 10 月 14 日，也即

他与西门子公关人员相互沟通的短信披露之日，称其被西门

子所玩弄。两个微博发文高峰都出现在罗永浩与西门子争辩

之时，可见话语交锋是推动“微博事件”进程的内在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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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7 日，罗永浩在西门子中国总部楼前砸掉冰箱，

本来影响已经回落的事件又回到公众视线。此时，他通过转

发大量传统媒体官方微博的报道，在自己的微博中再次形

成舆论场，从而引起更为广泛的公共讨论，持续放大“砸电

冰箱”报道的影响力。
在这起“微博事件”的发展进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

一，事件发展与话语之间的相互张力是分不开的，只要利益

双方就核心问题展开激烈争辩，其微博数量就明显上升，影

响力就越大。第二，要使个体话语成为公共空间讨论的话

题，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发酵，并注意微博发布策略，保证

在一个时间段内维持发布数量。

三、“微博事件”的微观话语建构特征分析

显而易见，罗永浩仅靠保持微博发布数量，还不足以建

构“微博事件”的话语场。现在我们深入话语内部，来窥视罗

永浩微博文本所采用的话语策略，探究“微博事件”的内部

话语建构机制。
（一）及物性分析
韩礼德（M.A.K. Halliday）创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把语

言功能概括为三大“元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

功能。①及物性是语言概念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

语义系统，其作用是把人们经验到的现实世界———感觉、见
闻、行为、情绪等划分为六个过程：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
系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存在过程。②

所谓及物性系统，就是句子的意义被表征的方式，表明

说话人是如何编码他们对现实的心理映射，以及他们是如

何阐述自己对于周围环境的心理活动经验。通过分析罗永

浩微博文本的及物性系统，可以描述出他在此次“微博事

件”中所使用的话语风格及其建构手段，从而分析其个体话

语进入公共话语领域的策略。
我们把罗永浩从 9 月 27 日到 12 月 22 日发布的原创

性微博作为研究文本，总共搜集到 110 条微博，将其划分

为 120 个过程小句。在这 110 条微博文本的及物性分布

中，物质过程 47 个，占 39%，言语过程 34 个，占 28%，心理过

程 21 个，占 18%。这样的话语及物性分布，与罗永浩在微博

中占据公共舆论场的目的相吻合，充分反映了“微博事件”
中个体话语的建构特征。

从普遍情况来看，任何语篇总会包含两种以上的及物

性过程小句类型，其中物质过程小句类型一般占有最大比

例。这是因为世界由物质组成，人的活动、体会及其言语，不

能脱离物质世界而存在。我们知道，物质过程通常是表示叙

述意义的，而关系过程和心理过程则是表示描述意义的。罗

永浩发布的微博文本，兼具叙述性和描述性，通过物质过程

来提供具体信息，对事件进行较为客观而理性的叙述，这是

其话语建构的基本特征。例如以下微博文本：

@罗永浩可爱多：刚到大中电器城试了一下，二十来种
西门子冰箱中，只有三款的门吸力明显不够（另有一款博世
也是如此），关门时会弹开。/（存在过程）但从手感判断，大
多数机型的吸力弱于摆在卖场的新飞、海尔、松下等冰箱。/
（物质过程）有可能是因为空冰箱门上没有放东西，所以相
对容易吸附。/（物质过程）因为店员阻挠没法录像，只拍到

每关必弹的一个机型型号。/（物质过程）
罗永浩在叙述西门子牌电冰箱门问题时，基本上采用

“物质过程”作为话语建构手段，以期能够客观地说明问题，

并且让大家相信他不是无理取闹。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使用

“物质过程”时，还使用“存在过程”小句，力图客观地反映事

实。这是微博文本话语建构的重要手段。
新媒体的交互性反映在单个微博文本的话语建构上，

是“言语过程”小句的大量使用。“言语过程”是通过讲话交

流信息的过程。③罗永浩在微博文本中使用大量“言语过程”
小句，不断引用别人的话来加强他与读者的互动，达到反映

自己观点的目的。还要注意的是，他在使用“言语过程”小句

时，也引用西门子官方微博的发言，并对其某些观点展开抨

击。这也是一种话语建构策略：在一个微博文本中，同时呈

现矛盾的两个观点，然后通过意义对比来呈现自己的观点。
我们来看具体例子：

@罗永浩可爱多：西门子居然弄到了我的电话号，一个
自称黄嬛的女人说是通过媒体的朋友弄到了我的号码。/
（言语过程）我不知道是哪个媒体的朋友给的，但希望你们
全家子子孙孙永远用西门子电器。/（言语过程）至于西门
子，请你们把心思花到产品质量上，而不是给关不上门的冰
箱配警报系统，或是给我打骚扰电话。（言语过程）/

@到大中买冰箱，跟卖国产和日本冰箱的大妈大姐探口
风，“好像听说西门子冰箱出事儿了？”/（言语过程）“是啊，门
关不上。”“啊？这么大一品牌还能出这么低级的问题？”/（言
语过程）“你们是怎么知道的？”“报纸都报了啊。”“那销量有
影响吗？”“哟，您想呢？”最后我说，“哦。”/（言语过程）

从上面列举的微博文本，可以看到罗永浩是如何利用

“言语过程”小句建构其话语体系的。第一条微博通过引用西

门子公关黄女士的话，来讽刺西门子售后服务方式的不妥。
第二条微博是借用他人之口来强化自己的立场，这样既显得

微博内容生动，也力求原汁原味地表达自己对西门子处理此

事的不满。从话语建构的策略来说，通过“言语过程”来建构

“微博事件”话语体系，一方面是口语化风格明显，符合微博

用户的阅读习惯，有利于信息的接收；另一方面也使自己文

本的话语源显得多元化，其传达的潜在意义是：对西门子牌

电冰箱表示不满的，不止我罗永浩一个，还有很多人。
此外，在这 120 个过程小句中，有 18%的小句使用“心

理过程”，这也是不能忽略的特点。“心理过程”是表示感觉、
反应和认知的心理活动过程，容易反映出发话人对所谈论

事物的感情色彩。④罗永浩在微博中使用“心理过程”小句，

将其戏谑、讽刺的话语风格发挥出来，这也印证了学者杨国

斌提出的新媒体事件情感动因的“反讽叙事”特征。
总之，通过对罗永浩微博文本的及物性分析，我们发现

他建构的微观话语有以下特征：1、在描述问题和遭遇时，采

用“物质过程”或“物质过程”与“存在过程”相结合的小句，

力图客观地叙述事实，获得更多人的相信与支持。2、为了引

起受众的共鸣，形成一定的舆论持续度，他在微博文本中多

采用“言语过程”小句，试图通过多种话语源的引用达到印

证其观点的目的；也通过引用对方话语源，以戏谑或反讽的

方式，达到否认其观点的目的。3、罗永浩的话语建构还呈现

“反讽叙事”特征，其微博的嬉笑怒骂为受众乐于接受，从而

占据了话语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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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文性与话语生产
以上是从单个微博文本的角度来分析罗永浩话语特征

的，现在我们从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来谈罗永浩微博话

语体系的建构机制。
从 9 月 27 日至 12 月 22 日，罗永浩发布关于西门子牌

电冰箱的微博总共 1596 条，其中原创微博只有 110 条，占

其微博总数的 7%，而 93%是转发别人的微博同时添加自己

的观点。也就是说，他是通过互文性建构公共话语场域的。
“互文性”即一个文本吸收其他文本的片段，它们可以

被融合或区分。克里斯多夫认为，互文性包含着这样的意

思，即“将历史（社会）插入到文本之中，以及将文本插入到

历史当中”。⑥也就是说，互文性概念指向文本的生产能力，

指向文本如何能够改变从前的文本，如何重建现存的习俗

（文类、话语），以便创造出新的习俗。
现在，我们回到这个案例的具体讨论中来。互联网文本

具有超链接的特性，可以把任何网上文本拉拢到一个文本系

统之中。微博文本与一般的网络文本不同，首先它受到字数

限制，不能发送长篇大论的文本；其次，微博文本生产量大，

容易淹没，因此也不能发送内容过于深刻的文本；再次，微博

文本相互转发，而博主转发时又会加上自己的观点，其互文性

特色鲜明。罗永浩在此次“微博事件”中，通过大量转发微博来

形成自己新的话语链，这种新的互文性建构策略值得研究。
本文认为，转发不只是把别人的微博嫁接到自己的微博

上，而是一种互文性的话语建构策略。这种策略在新媒体事

件中是常用的，会让网民不知不觉地参与到话语建构中来。
罗永浩关于西门子话题转发的微博，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转发网友关于西门子牌电冰箱存在技术性问题的证

据，包括文字、视频和图片。
2、转发网友对西门子产品的抱怨，期待西门子公司能

够解决实际问题。
3、转发传统媒体官方微博对此事件的报道和观点。
4、转发网友对其“微博维权”的观点，包括反对的和赞

成的意见。
如果说一个人的观点会让大家觉得单薄或主观的话，

那么罗永浩通过转发微博，将更多的声音聚合在一个互文

性系统中来。在这个系统中，无论持反对的或赞同的观点，

都会使西门子牌电冰箱成为显著话题，形成一种话语场。
罗永浩通过互文性话语建构策略，将西门子官方微博

文本、粉丝的微博文本整合到自己的微博文本中来，形成

有别于前文本的、涵意更为丰富的新文本。可以说，互文性

策略是构建话语系统的特殊途径，因为它强调内容或题

材———知识领域———只能通过它们的特殊建构的中介形

式才能进入到文本之中。⑦

微博文本的建构依赖于话语主体之间的互文性系统，

表现在该事件的微博文本中，即是罗永浩关于西门子牌电

冰箱而自创或转发的 1500 多条微博。这些微博依靠庞大的

互文性系统得到解释，而解释———证实、赞同、反对———则

在另一层面促成了这个“微博事件”的话语生产系统。在社

会语境的作用下，各个话语主体又不断地提供新的文本，使

整个互文性链条得以延伸壮大，从而提高整个话语系统的

生产力，推动“微博事件”向更为宏观的社会语境中发展。这

种一环套一环的互文性链条及其话语生产方式，推动了“微

博事件”的公共性活语建构。必须指出的是，这个公共性话

语建构是动态发展的，与“微博事件”的议题显著度、媒体关

注度、事件主体的冲突性密切相关。
（三）元话语建构策略
所谓“元话语”即“关于话语的话语”，是一种话语的固

定类型、范式和种类。元话语的表象是具有稳定性的、典型

的、反复出现的意向、象征、人物、母题或者叙述情节，具有

约定俗成的语义联想。
罗永浩在这起“微博事件”中，采取了什么样的元话语

唤醒策略呢？

在中国人的元话语系统中，“德国”是“品质”和“质量保

证”的代名词，人们常用“德国货”来表示对其产品质量的放

心。罗永浩正是利用这个元话语体系，采用“反元话语”的方

式来提醒网友：我们所信赖的德国产品，恰恰是有问题的。
认知协调理论的创始人费斯廷格认为，人们为了自己内心

的平静与和谐，常于认识中去寻求一致性，但是不协调作为

认知关系中的一种，必然导致心理上的不和谐，而心理上的

不和谐对于个人营造内心世界是有影响和效力的，所以常

常推动人们去重新建构自己的认知，去根除一切搅扰。⑧

作为“微博事件”的发起者，罗永浩抓住网友对“德国 /

品质”的元话语结构，采取一种对立的态度，挑战网友的原

有认知，从而引起公众关注。

四、结 语

本文从微观话语的角度，以“罗永浩砸西门子牌电冰箱”
的微博文本为例，通过及物性分析、互文性分析、元话语建构

分析的手段，探讨了个体话语的公共性建构。话语分析发现，

一个“微博事件”之所以能在庞大的信息空间脱颖而出，与其

鲜明的话语特色和话语主体之间的互动是分不开的。
在微博文本的建构上，罗永浩主要采用物质过程小句、

关系过程小句描述问题，以言语过程小句呈现话语交锋与

对立，以心理过程小句体现微博文本的特色。
从文本关系来看，罗永浩通过转发不同类型的话语源

文本，形成庞大的互文性体系，使各个话语主体在社会语境

中相互碰撞，从而补给和扩大话语生产，推动个人维权事件

朝着公共性事件方向发展。
在微博文本话语建构过程中，罗永浩使用“反元话语”

策略，明确指出“德国货也有问题”，让文本解释者产生认知

不协调，从而引起网友对该事件的关注和讨论。解释者对其

微博文本无论赞同还是抗拒，都会进入这起“微博事件”的
话语生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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