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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同与符号消费 ：

阅络自制节目中的符号建构研究
——以 《 奇葩说 》 为例

王树良 谌椿

摘要

本研究试以符号消 费及 自 我认 同相关理论为理论框架
，
基于网络文化背景

，

结合 《奇葩

说》 节 目 文本 ，
深入探讨 ： 网络 自 制 节 目 是如何进行符号 系统的建构并引起受众的符号 消 费

的 ？ 又是如何在互动 的过程中 引起受众的 自我认同
，

从而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的 ？ 通过分析

发现 ， 节 目 符号和 自我认同成为 了 网络 自 制节 目 与符号 消 费走向结合的连接点 。 因此
， 笔者

希望能紧扣 《奇葩说 》 中
“

符号消 费
”

与
“

自我认同
”

之间 的互动 关 系
，
通过文本研究来剖

析网络 自 制 节 目 文本 中的创新之处 ， 并从 中挖掘 出
一定的规律 ，

用 以指导媒介融合中 网络视

频 自 制 内容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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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缘由

（

一

） 网络自制节目 的崛起

新媒体时代 ， 媒介融合迎来了全面一体化整合的发展态势 ， 即时 、 互动 、 开放

的新媒体网络凭借着先进的数字技术 ， 已经全方位覆盖了现代人的视听生活 。 伴随

着新媒体的这种优势逐渐渗入至传统媒体的领域 ， 各大视频网站也开始努力打造
一

个以内容为基础的平台化生态模式 ， 将垂直化发展 、 互联网产品化 、 品牌效应等概

念应用到企业的发展策略之中 ， 并积极探索起 自制内容的发展之路 。 在这种背景

下 ，

一系列形式各异的网络 自制节 目得以诞生 。 而另
一

方面 ，

“

限娱令
”“

限广

令
”

等政策的出台对传统电视节目的生产制作造成了持续性的影响 ， 国民审美水平

的不断提高也使得受众不再满足于传统电视的文本内容 ， 转而将 目光投至创新力更

强的 网络 自制节 目 中 。 因此 ， 视频网站上
一

系列网络 自制节 目也在经过漫长的发展

期之后收获到 了广泛的影响力与不俗的 口碑 ， 它们个性鲜明 、 题材各异 ， 拥有强烈

的互联网文化特征 ， 与传统电视节 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在这些网络 自制节 目 中 ， 爱奇艺于 ２０ １ ４年推出的 《奇葩说 》 无疑是最为成功的

节目之
一

。 这档节 目 旨在寻找华语世界中观点最为独特 、 口才最为出众的人 ， 让他

们在节目现场就某一社会议题进行辩论 ， 完成观点的碰撞 。 自第一季开播以来 ，

《奇葩说 》 就凭借其强大的嘉宾号召 力 、 个性十足的参赛选手和辛辣的社会议题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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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了收视奇观 ， 节目热度持续攀升 。 而 ２〇 】 ５年开播的第二季更是火爆 ， 据统计 ，

《奇葩说 》 第二季前两期的总播放量三天就破了 ３〇〇〇万 ， 并连续十小时登上微博热

门话题榜前十 ， 成为了国内网络 自制综艺节目成功的典范 。

（二 ） 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

自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 的市场经济飞速发展 ，
与境外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也

日 益频繁起来 。 在迈入大规模消费时代的同时 ， 西方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也趁机而

入
， 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及价值观念 。

就现代消费的特点而言 ，
人们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满足生理需求转向至

满足精神需求 ， 甚至在某种习惯的牵引下变得
“

为了消费而消费
”

。 在这种情境

下 ， 消费成了人们存在的理由 。 这种现代消费与以往传统消费的不同之处在于 ，
它

并非简单地是受生物因素所驱动 ， 也不再简单地由经济因素所决定。 在整个消费过

程中 ， 商品在意识形态的浸染下逐渐符号化 ， 消费者也开始将消费视为
一

种地位与

身份的建构手段 。

对此 ， 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在他的著作 《 消费社会 》 中对商品欲望逻辑进行

了深入的探讨 。 他认为 ：

“

无论在符号逻辑里还是在象征逻辑里 ， 物品都彻底地与

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系 。 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它们对应的是另
一

种完全不

同 的东西
——

可以是社会逻辑 ， 也可以是欲望逻辑——那些逻辑把它们当成了既无

意识且变幻莫定的含义范畴 。

”

（ 让
？ 鲍德里亚 ，

２００ ０
： 前言 ） 可见 ， 在鲍德里亚

眼中 ， 现代社会中的人对物的需求实际已经演变成了消费者对商品的符号意义的需

求 ， 而不是对具体的使用价值的需求 。

当今社会 ， 从意识形态来说 ， 是被消费主义所主导 、 大众传媒所控制的社会 。

消费主义的扩散 ， 除了经济因素之外 ， 大众传媒也毫无疑问地起到 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 。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 ， 新媒体与消费主义的结合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引人注 目的

现象 ， 很大程度上来说 ， 新媒体已经逐渐成为了消费主义最重要的建构者与推行

者。

二 、 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目前国内学者对网络自制节目也给予以 了
一

定的关注 ， 但研究的视角大多集中

于网络自制节目本身的制作模式 、 营销策略及其发展态势等领域 ， 较少从微观角度

探讨这些节目究竟是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消费者 ， 如何影响受众的观看选择 ，
而其社

＿
会传播效果又是怎样的 。 另

一

方面 ， 在文化意义解读方面 ，
有很多学者从

“

符号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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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

消费主义
”

等角度对电视节 目的文本内容进行了分析与批判 。 然而 ， 这些研

究虽然以不同 的学理角度对节 目文本进行了分析与解读 ， 但却始终忽略了新媒体对

于节 目形态的侵入 ，
忽视了

“

网络 自制节 目
”

作为
一种新媒体下的产物 ， 其文本内

涵比常规的电视节目更为丰富与多样化 。

从西方符号消费的角度来看 ， 今天的社会已经步入了消费社会 ，
传统实体的

物的逻辑已经失去其主导地位 ， 而符号逻辑的意义正逐渐凸显 ， 开始占据统治地

位 。 法国社会学让鲍德里亚在其的经典著作 《物体系 》 《消费社会 》 中就借鉴了罗

兰 ． 巴特关于物的符号意义的分析上 ， 进行了
“

符号消费
”

的理论建构 。 在 《物体

系 》

一书中 ， 对于
“

消费
”

这
一

概念 ，
鲍德里亚认为

“

它是
一

个虚拟的全体 ，
其中

所有的物品和信息 ， 由这时开始 ， 构成了
一

个多少逻辑
一致的论述

”

， 并指出
“

如

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 ，
那么它便是

一

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
”

。 （ 让 ？ 鲍德

里亚 ，

２００ １
：２２３ ）

可以说 ， 通过上述理论视角对网络自制节目进行文化解读和文本分析是
一

个常

用且好用的研究方法 ， 有助于我们跳出传统的节 目学框架来观察网络 自制节 目及其

符号价值 。 但是 ， 上述研究大都是根植于西方语境下的理论论述 ， 并未对网络 自制

节 目的本土化实践予以充分的关注。 同时 ， 国 内现有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过分

强调了节 目符号的单向度影响 ， 从而忽视了其在传播过程中 与受众完成的符号互动

与受众作为消费者的反馈影响 。 因此 ，
在分析消费符号互动的过程中 ，

笔者认为 ，

也应该引入消费者的主观感受 ， 以其建构性过程来解读网络 自制节 目符号究竟是如

何形成并与受众产生互动的 。 本研究尝试引入
“

自我认同
”

这
一

概念对这
一

问题作

出分析和解答 。

本研究以符号学与消费社会理论为理论基础 ， 采用文献检索和文本分析的研究

方法进行探究 ，

一

方面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阅读与回顾 ， 另
一方面 ， 在确定基

本架构后 ， 采用文本分析法对节 目的符号进行深入±也分析 ， 以解读网络 自制节 目 中

的消费符号元素建构以及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符号体系显现 ， 并指出其与受众自我

认同之间的关系 。

三 、 符号系统的建构

自从文化研究学派开始在大众传播研究中运用文本概念 ， 文本分析在大众传播

研究中的应用便越加广泛 。 若将文本分析应用到节目研究中来 ，
便主要是要求研究

者对节 目 中的话语 、 图像声音 、 节目流程 、 人物设置等进行分析 ， 本文研究的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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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符号消费系统的建构 ， 因而主要是结合节目文本对该节目的符号意义进行分析与

解读 。 以下 ， 笔者将对 《奇葩说 》 节 目 中人物设置 、 话题选择及节目 的视觉效果等

进行深入的分析 ， 试图从这个三个方面解读整个节目 的符号元素 ， 进而对节 目如何

用文本符号对意识形态进行建构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

（

一

） 人物编码 ：

“

奇葩
”
一

词的符号建构

“

奇葩
”

，
原意为奇特而美丽的花朵 ，

常被用来形容不同寻常的优秀文艺作品

或者非常出众的人物。 然而 ， 近两年来 ， 随着网络文化的侵入与大众文化的盛行 ，

“

奇跑
”
一

词发生了
一

定的异化 ， 被人们赋予了新的意义 ， 代指那些思想行为较为

出格的人 ， 或者超出常人理解的事 。 这种带有浓烈后现代主义的词义异化使得
“

奇

葩
”
一

词被蒙上了一定的贬义色彩 。 而 《奇葩说 》 却反其道而行之 。 在首播之前 ，

《 奇葩说 》 就喊出 了 自 己的 口号——
“

寻找华语圈最会说话的人
”

， 并欢迎他们
“

用奇葩的观点征服导师 ， 为奇葩正名
”

。 节 目组利用了新媒体较为开放和宽松的

环境 ， 在节 目 的内容策划与制作生产中都紧扣
“

奇跑
”

这
一

互联网热词 ， 并通过节

目整体的意义输出赋予这个词新的含义 ， 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称之为符号的建构 。

“

从社会层面看 ，
人物价值表达及信仰维系的实现取决于于公众

‘

认同
’

所能达到

的程度 。 任何
４

认同
’

都是以特定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为参照而展开 。

”

（ 麦尚

文 ，
２〇〇９ ） 可见 ， 若想以符号建构获得消费者的 自我认同 ， 对

“

人物
”

的编码则显

得尤为重要 。

《 奇跑说 》 第
一

季节 目通过海选选出 了十八位参赛选手 ， 节 目组对他们的性

格 、 职业及经历进行了提炼式概括 ， 并结合网络热点总结出他们每个人的形象标

签。 同时 ， 这些选手的形象标签也会在节 目 比赛的辩论过程中 、 主持人马东及两位

导师蔡康永和高晓松的 引导 中被不断强化 。 如在 网络上拥有超高人气的选手范滟

滟 ， 她在节 目 中被贴上的标签是
“

麻辣御姐
”

，
而她在发言时豪放的作风 、 犀利的

言语和搞笑的天赋 ， 无
一

不在诠释着她
“

麻辣御姐
”

的身份特征
； 同时 ， 主持人马

东也常常用
“

泼辣
”“

剩女
”

这样的词与其打趣 ， 也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她的形象

特征 。 除此之外 ，

“

极品妖男
” “

绝世男闺蜜
”“

毒舌极品麻辣教师
”

等将网络热

点与个人特征相结合的词都成了选手的形象标签 ， 并在节目 中被反复提及 、 强化 。

法国社会学家罗兰 ？ 巴特在其 《符号学原理 》
一书中结合叶尔姆斯列夫的含蓄

意指符号学界定了符号意指的两个系统 ， 即直接意指第一系统和含蓄意指第二系

统 。 他认为
“
一

个被含蓄意指的系统是
一

个其表达面本身由一意指系统构成的系

４６

统
”

， 且
“

在含蓄意指的符号学内 ， 第二系统的能指是 由第
一

系统中的记号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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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

。 （ 罗兰
？ 巴特 ，

：

１ ９８８
： １ ８８

－

１ ８９ ） 可以说 ，
巴特对于直接意指与含蓄意指的

探讨使得符号学指向了文本之外的世界 ， 界定了符号表意系统的外延与 内涵 。 在

《奇跑说 》 中 ，

一方面 ，

“

奇葩
”一

词与十八位选手构成了
“

奇跑
”

的直接意指第

一

系统 ， 在这个系统中 ，

“

奇葩
”
一

词为能指 ， 而十八位选手为所指 ； 而另
一

方

面 ， 这十八位选手身上所拥有的特质与形象标签则丰富了
“

奇葩
”
一词的 内涵意

义 ， 构成了含蓄意指第二系统。 于是 ，
在含蓄意指这个层次上 ，

“

奇葩
”
一词的内

涵得到 了广泛拓展 ， 它 的所指不再是具象化地集中在某些
“

奇特的人或者事物
”

上 ， 而是泛化地指向 了这个社会中人们所共有的某些
“

特质
”

。

（ 二 ） 辩题编码 ： 社会议题的符号建构

社会学家卡西尔认为 ：

“

除了在
一

切动物种属中都可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

器系统以外 ， 在人那里还可发现可称之为符号系统的第三环节
”

， 并指出
“

人不再

生活在
一

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 ， 而是生活在
一

个符号宇亩之中
”

、

“

人是符号的

动物
”

。 （ 恩斯特
． 卡西尔 ，

２００４
：３３

－

３４ ） 可见 ， 卡西尔将社会中人类传播的意

义内容托付于符号这个表意系统之中 ，
使得符号的形式并不仅仅局限于文本 ， 而是

扩大至人类整个生存环境之中 。

在 《奇葩说 》 节 目 中 ， 我们可以看到 ， 每
一

期节目有一个核心要素贯穿始终 ，

它决定了 当期节 目的走向 ， 也支撑起 了整个节目 的内容 ， 那就是对社会议题的辩

论。 早在节目开播之时 ， 制作方就在网络平台上宣称 ， 这是
一

档
“

辩论节目
”

， 最

重要的内容是
“

完成观点与观点的碰撞
”

。 既然是辩论 ， 那节 目就必然会涉及到

辩题的选择 。 纵观 《 奇葩说 》 第
一

季 ， 我们可以看到 ，
所有的辩题都具有

一

个特

征——围绕社会热点展开讨论 。

“

遇到碧池 ， 是以牙还牙还是不
一

般见识？

”“

这是不是
一

个看脸的社会

呢？

”“

异性闺蜜到底是不是谎言？

”
……这些议题均来源 自社会热点 ， 并在网络

的加工下通过网络语言表现出来 。 然而 ， 此时的辩题还不足以被建构成为符号 ， 因

为它仅仅是对现象的
一个提问 ， 脱离掉了对现象的描绘 ， 不富有任何的 内涵 。

然而 ， 在节 目编导的编排下 ，

“

辩题
”

这
一

概念便逐渐被进行了符号化的编

码 。 这种编码体现在两个方面 ，

一

是正反双方对于辩题的多视角呈现 ， 使得每个

“

辩题
”

不再局限于
“

题
”

的概念 ， 而是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拓展 ；
二是节目选手

结合 自己 的经历对于辩题的具象化描述 ， 使得每
一

个
“

辩题
”

有了更为丰富的内

涵 ， 更加贴近符号互动论里的
“

个体
”

。

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来看 ， 事物本身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客观意义 ， 它是在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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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完成意义的赋予与增殖的 。 在这样的编码过程中 ， 每
一

个辩题

都从
“

辩题
”

的含义里抽离了出来 ，
回到其 自 身的社会意义之中 ， 成了描述性的现

象 ； 同时 ， 它们又统一于节 目 的
“

辩题
”

设置之下 ， 成为了
一

个符号 ， 有了更为广

泛的 内涵 ， 就是每
一

个个体在社会行为中所面临的事物与现象 。

（三 ） 影像符号 ： 互联网中媒体奇观的视觉建构

“

景观社会
”

这个概念是由法国思想家居伊
？ 德波提出的 ，

他以社会批判理论

的视角指出了现代社会中影像和真实的分离 。 道格拉斯
？

凯尔纳在其基础上发展出

了
“

媒体奇观
”

理论 ， 其中 ， 媒体奇观是指
“

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 、 引

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 、 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

象
”

。 （ 道格拉斯 ？ 凯尔纳 ，
２００３

：２ ） 可见 ， 在媒体的包围 中 ， 社会事件往往被

简化为形象 、 展览及故事 ， 被媒体的展现方式所支配 ， 而观众则脱离了事件原本的

情境 ， 以
一

种娱乐而猎奇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事件 。

在消费社会里 ， 各个领域的跨界融合越来越明显 ， 影像作为
一

个重要传播媒

介 ， 开始纳入了大量的美学生产形式 ， 用其生动逼真的音画组接 ， 支配着消费者的

眼球 。 为了吸引眼球带来消费 ， 《奇葩说 》 成功地运用 了
一

系列影像符号 ， 在节目

生产中构建出
一

个又
一

个媒体奇观 ，
而这些奇观又架构起了

一

个全新的娱乐化叙述

情境
， 使消费者能够摆脱辩论话题本身的严肃性 。

作为
一

档网络 自制节 目 ， 《 奇葩说 》 在节 目的
一开始就展现出了处处都有着网

络文化痕迹的舞台设计 。 绚丽夺 目充满年轻色彩的背景板 、 写上
“

Ｋａ
－

Ｐ〇
ｗ

”“

Ｕ

ＣＡＮＵ Ｂｆｆｉｌ

”

等网络用语的标语牌 、 色彩张扬且以舌头为标识的
“

奇葩说
”

 ｌ〇 ｇｏ等

等 ， 无一不充满了年轻人所崇尚的 网络文化气息 。

同时 ， 值得关注的还有每
一期节 目 中主持人 、 导师和选手所穿的服饰 。 与平常

大家所看到的节目主持人或者导师严肃 、 正经的样子不同 ， 《奇葩说 》 里的马东 、

蔡康永 、 高晓松 、 金星等 ， 都穿上了
一

些个性化甚至有些非主流的衣服 ，
比如在

《 奇葩说 》 第一季的海选录制现场 ，
马东 、 蔡康永 、 高晓松三人就穿上了苏格兰的

格子裙 ， 并配上了底裤与外套。 同时 ， 在选手中 ， 范滟滟夸张的挂饰配件 、 肖骁偏

女性化的服饰等都已经成为了节目特色
，
被观众所牢记。 这些服饰若放至现实生活

中 ， 必然会过于扎眼奇怪 ， 但若放在 《奇葩说 》 这个舞台上 ， 就显得浑然一体 ， 突

出 了节目极具网络化风格的特征 。

除了舞台与服饰之外 ， 后期特效也是构建这个媒体奇观的一大同谋 。 经过后期

４ ８
丨

之后 ， 我们看到的是经过完整剪辑与特效处理的节目 。 首先 ， 对动画的灵活使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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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说 》 的特征之
一

， 这些极具风格的动画既可以 出现在片头的特效中 ， 又可以

出现在节目 的花字中 ， 使得整档节目 的视觉表达更为生动 ；
其次 ， 节目对敏感词汇

的处理也十分巧妙 ， 它并没有全部剪辑 ， 而是用
“

哔
”

的声音来代替原声 ， 并在花

字上辅以提示性动画 ， 让观众可以通过视觉传达来理解这些敏感内容 。

“

如今 ，
互联 网 等新媒介构筑 了 展现视觉文化 的新平 台

，
赋予 了 能指 无限

的生命 力和表达能 力 。 这些平 台 的传播 ，
不仅依赖反映现实生活 的视觉符号 能

指
，
吸收 、 整 合 了 传统媒介的 信息表现优势 ，

也依赖着 由 数字技术制造 出 来的

虚拟符号能指 ，
成为 集 文字符号 能指、 声 音符号 能指 、 图像符 号能指 等 多 种符

号能指于一体的综合性媒介。

”

（ 隋 岩 ， 姜楠 ，

２０ １ ３
）

可见 ， 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建构 ， 《奇葩说 》 这档节目的网络特征与文化内涵都

在影像的处理中被无限放大 ， 形成
一

个个标识性的视觉符号 ， 而这些符号共同 角

力 ， 形成了一个
“

媒体奇观
”
——

在这个充满符号的奇观里 ，

“

奇葩
”
一

词的 内涵

得到 了视觉化的呈现 。 这样的媒介奇观往往建构出
一个非常虚拟的环境 ， 拥有奇特

性格特征的
“

奇葩们
”

不再充 当反面角色 ， 而是具有了更多的网络特征与文化内

涵 ， 形象从而正面了起来。 这并不符合我们的实际生活 ， 却以拟态环境的形式满足

了受众的消费欲望。

四 、 互动 ： 符号消费与自我认同

媒介技术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进
一步拓宽了文化空间 ， 使得社会个体对

于文化现象的追随可以表现在对某种文化和族群的认同之上 。 因此 ， 互联网视频产

业在发展的同时 ， 不仅要注重模式上的创新 ， 更应 当在内容上立足于
一

种共同 身份

的建构 ， 弓 Ｉ起受众的共鸣 ， 以形成独特的节 目魅力与持久的传播效力 。 而这种对于

共同身份建构 ，
即是所谓的 自我认同 。

学者简金斯曾以社会学的角度出发 ， 指出
“

认同的观念在人或事物之间确立了

两种可能的比较体系 ：

一方面是相似 ， 另
一

方面是差异 。

”

（ 理查德
？ 简金斯 ，

２ ００６
：５ ） 他强调 了认同是建立在与他人对照之后的所呈现出 的相似与差异之上

的 。 而在此前 ， 吉登斯曾 引入过 自我反思的概念 ， 拓宽 了
“

自我认同
”

的定义 。 他

认为 ：

＂

与作为一般现 象的 自 我相反 ，
自 我的认同假定 了 反 思性觉知的存在 。 或

者说 ， 就是在
‘

自 我意识
’

这个术语的意 义上 ，
个体具 有意识 。 换言之 ，

自 我

认同 并不仅仅是被给定的 ，
即作 为个体动作 系 统 的连续性的结 果 ，

而是在个体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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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思活动 中必须被惯例性地创造和维 系 的某种 东 西 。

＂

（ 安 东尼 ．

吉 登斯 ，

１ ９９ ８
：

 ５８
）

从吉登斯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知道 ， 自我认同是个体在 自我反思的基础上所形成

的认知 ， 它要求个体将
“

自我
”

作为客体置于社会关系之中 ／与他人的行为活动进

行对照 ， 完成主体 自 身思维意识的觉醒与转换 。 在整个过程中 ， 作为参照物 ， 他人

的行为活动可以以任何形式影响个体对于
“

自我
”

的感知 ， 这也为之后的
“

符号互

动论
”

提供了基础。 在
“

符号互动论
”

中
， 社会中的行为活动被囊括进

一

个符号系

统之中 ， 人对事物的认知就来自于这个系统中与符号的互动 。

从对个体的讨论抽离出来 ， 放眼至整体 ， 我们所需要意识到的是 ， 人类的行为

活动是跟随环境的变迁而逐渐改变的 ， 在经过多次工业革命后 ， 我们的行为空间早

已发生了
一

定的变革 。 对此 ， 曼纽尔 ？ 卡斯特尔在其信息时代三部曲之一 《认同的

力量 》
一书中就指出 ：

“

我们的世界 ， 以及我们的生活 ， 正在被全球化与认同的冲

突性趋势所塑造 ，
信息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的重新建构 ，

已经诱发了社会的新形

势网络社会 。

”

（ 曼纽尔 ？ 卡斯特尔 ，
２００３

： 导言 ２ ） 作为
一

个虚拟空间 ，

网络社会形成了
一

个全新的场所 ， 与我们的现实社会相互映照 。 在此 ， 人们的言行

举止被进
一

步放大 ， 并且具有了
一

定的网络化特征 ， 然而个体的经验始终来 自 于现

实社会 ， 网络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活动实则也是现实社会的
一种延续 ， 个体的

“

自

我
”

也得以在此投射 。

在此基础上 ， 网络 自 制节 目作为网络社会下的
一种话语传播场域 ， 也拥有着更

为深层的符号内涵 。

“

网络媒介让
‘

自我
’

通过再媒介化的过程 ， 可以跨越地域找

到对自 己有重要意义的
‘

泛化他者
’

。

”

（ 黄佩 ，
２ ００９ ） 通过节目方的编排与意义

输出 ， 人们的行为活动可以以符号的形式贯穿至整个节 目 当 中 ， 成为个体 自我主体

意识的参照对象 ， 从而诱发观众的认同心理 。 此时 ， 网络 自制节目不再简单的是
一

个进行讯息传播的网络产品 ， 它承载着更多的意义与价值 ， 满足了消费者的心理需

求 。 而在这整个过程中 ，
网络 自制节 目 中所具有明显网络特征的符号价值不断上升

至主导地位 ，
本质上作为商品的网络 自 制节目也诱导着作为消费者的观众完成了

一

次符号消费行为 ， 使其追随节 目的符号价值 。

符号消费是当今消费社会的重要景观 。 在消费社会中 ， 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

值 ， 还具有符号价值
，
个体与个体之间往往会以符号消费为纽带建立起

一

定的联

系 ， 形成群体
， 而这种纽带的实质往往是在符号消费上所体现出的 内部成员所共同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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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动经验与审美情趣 ，
且群体之间的不同也源 自于这种符号消费上的差异 。 同样

的 ， 在网络社会中 ， 面对各色具有网络化特征的商品 ， 人们在消费风格上的差异也

造就了不同网络群体的独特性 。 群体之中的个体也在与其他成员的对照中完成了对

集体的皈依与对自我的认同 。 由此 ， 我们可以说 ： 在消费社会中 ， 当
一

个符号系统

的内涵得到扩大时 ， 它就能调动更多个体的认同 ，
从而获得更多的消费 。

回到我们此次的研究主体 《奇葩说 》 ， 从前文中的分析可以得出 ， 《 奇葩说 》

节 目通过对人物 、 辩题及影像的编码建构 了
一

个庞杂的符号系统 ， 并统摄于
“

奇

葩
”
一

词之下 。 此时
，

“

奇跑
”

的内涵与意义得到了扩大 ， 它的所指涵盖了 网络社

会中大多数人们的行为活动 ， 并将其具象化 ， 调动起了受众的反思性意识
——

他们

通过选手的个性化特征联想到 自己 ； 通过辩题的社会化特征联想到 自 己的经历 ； 最

后再通过这个奇观舞台联想到 自己与
“

奇葩
”
一

词所契合的地方 ， 并满足自 己的表

达欲 。 在 《奇葩说 》 的传播过程中 ， 符号与人完成了
一

次互动 ，
如图 １ 所示这种互

动的过程包括了 自我认同意识的建构与对符号的消费 。 节目通过编码完成了符号系

统的建构 ， 从而诱发 了受众的 自我认同意识 ， 而这种认同意识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

着其主观能动性 ， 从而反作用于受众再次进行这样的符号消费 。 可以说 ， 《 奇葩

说 》 的传播过程是符号与人通过符号消费与 自我认同所完成的双向互动过程 ， 是个

体寻求群体归属的结果 ， 它促成了受众的物质消费 ， 也达成了受众的心理参与 。

网络社
“

奇葩
”诱发自我认同

会中人｜

们的行

为活动辩题编码受众
＞？

完成符号消费
影像编码
？

，

《 奇葩说 》 符号编码

图１ ． 《奇葩说 》 节目 的符号消费互动示意图

五 、 结语

在新媒体时代 ， 我国的网络视频产业面临着许多机遇和挑战 ， 其中 ， 机遇指的

是新媒体时代下我们所拥有的 良好的宏观经济发展环境 、 丰富的文化资源和高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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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国内外市场 ， 而挑战则在于如何将这些资源合理整合并与受众体验结合起来 ，

形成
一

种全新的文化传播格局 。 新兴媒介技术的 出现为我们带来了更为纷繁精彩的

视频内容 ， 受众的影像消费选择也随之更加多元 ，
可见 ， 社会生活的网络化已成为

现代生活的核心驱动力 。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 ， 如何掌握好网络内容的生产制造 ， 在

全球化与 网络化的世界中塑造消费者的 自我认同 ， 做到内容与受众之间产生真正的

共鸣与互动 ， 就成了新媒体时代每个媒体人所面对的重要命题 。

通过全文的分析 ， 我们发现 ， 《奇葩说 》 之所以能成为较成功的网络 自 制节

目 ， 是因为节 目从创意 、 编排到设计上 ， 都结合网络社会环境的特征 ，
抓住了人们

的需求或者说是潜在需求 ， 然后将这档节 目成功塞进已存在的网络文化意义体系之

中 ， 成功地扩大了
“

奇葩
”一

词的意义输出与符号建构 ， 唤起 了受众的 自我认同与

符号消费 。 事实上 ，
《奇葩说 》 的意义体系并不是节 目直接明显的传递 ， 而是通过

受众在消费的过程中结合 自身经历创造出来的 ，
其间消费者具有能动性的 自我认同

必然又反作用于他们的二次符号消费 。

（ 逛仟编糾 ： 陈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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