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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的阌像行动主义 ：

中 络Ｗ族主义的
一

种视觉传播视炻

周逵 苗伟山

摘要

视觉 文本和民族认 同 、 民族主义之间
一

直存在着 密切的 互动 关 系 。 传统的 学术路径

关注 国 家 、 政府和精英 的 角 色
，
体现 为 国 家 民族主 义的控制

；

互联 网赋予 了 民众 以 自 我

表达和诉求的 空 间
，
由此产生 了 大众 民族主义 的抗争 ， 网 络视觉话语建构过程本 身成为

网 络民族主义的重要话语资源 ，
区 别 于传统的 国 家神话叙事 架 构 ，

在 包括权力 结构 、 民

间 、 不 同 地域人群的 多元主体架构 下
，

结合 了视觉 混搭 、 网络亚文化 、 网络迷因 等全新

的传播特征。

本文 以视觉 传播的 独特视 角
，
试 图 理清如今 网 络 民 族主 义 中 的 多 元主体 围 绕 着

视觉 资源进行 竞 争性叙事 的动 态机 制 。 受 启 发 于邱林 川提 出 的
“

图像驱 动 的 民族主

义
”

（
ｉ
ｍａ

ｇ
ｅ
－

ｄｒｉｖ ｅｎ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ｉ ｓｍ
） ， 本研 究认 为

，

进入Ｗｅｂ２ ．０时代后
，
图 像文本不仅仅是 网

络民族主 义的
“

唤起机制
”

， 多视像文本的 生 产和叙事在民族主义 身份认 同 动 态过程

中 ，
形成 了

“

图像竞争的 民族主义
”

（
ｉ
ｍａ

ｇ
ｅ
－

ｃｏｎ
ｔ
ｅｓ ｔｉｎｇ

ｎａｒｉｏｎ ａｌ ｉ
ｓｍ ） 的新模式 ，

凸显 了 多

元主体对象征性符号 资源 的竞争性表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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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视觉文本和民族主义
一

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 视觉象征符常常以地图疆域 、 国

家图腾 、 领袖形象等形式 ， 成为想象共同体的领土边界 、 集体身份认同和社会动员

的重要资源 。 在现当代中国 ，
民族主义和身份政治

一

直是纠缠着中国现代性的核心

问题之
一

。 不少学者试图从复杂的 民族 、 种族 、
族群的身份认同动态过程中界定中

国的
“

民族性
”

和
“

民族主义
”

问题。

伴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发轫和普及 ， 民族主义问题不可避免地溢出到虚拟的网络

世界中 。 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 以来 ， 随着 １ ９９６年 《 中国可以说不 》 的热销 、 １
９９８年的

印尼排华抗议 、
１９９ ９年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的事件 ，

这一

些列事件通过网络新闻组 （ Ｕ ｓｅｎｅ ｔ） 、 论坛 （ 如
“

强国论坛
”

） 、 ＱＱ群等形式发展

起来 ， 尽管早期的传播主要是基于文字文本 （ 如新闻 、 评论 、 跟贴 、
回帖等 ） ， 但

１ ３０ 相关视觉符号已经开始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
如印尼排华等事件中受害者的照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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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广为流传 ， 直接唤起了网民的强烈情感。

２０００年后 ， 随着新浪 、 搜狐 、 网易等商业门户 网站 、 新闻网站的兴起 ， 特别是

２００ ４年博客的迅速崛起 ， 极大地激发 了社会公共参与的兴趣和热情 。 网络民族主

义也从上世纪以大学论坛 、 技术社区为基础的小部分精英人群 ， 扩展到大众参与

层面 ，
这也带来了和以往不同特点 。 ２００ １年的 中美撞机事件 、

２００ ５年的反 日示威活

动 、
２００８年的抵制家乐福事件 ， 大众通过上传手机拍摄的照片或视频的方式 ， 参与

到 网络民族主义的活动中 。 邱林川认为这其中既有手机 ／数码相机普及的原因 ， 也

和
“

无图无真相
”

网络视觉文化的兴起密切相关 ， 同时也是伴随８０后这批偏好视觉

表达的 网络重要群体的崛起有关 。 为 了 凸显视觉符号在网络民族主义事件中的重

要作用 ， 邱林川提出
“

图像驱动的 民族主义
”

（
ｉｍａｇｅ

－

ｄｒ ｉ
ｖｅ ｎ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ｉｓｍ）（ Ｑ ｉ ｕ

，

２０ １ ５） 。

随着 ２００９年新浪微博的异军突起和２０ １ １年微信的普及 ，
中国进入了社会化媒体

的新阶段 。 新的媒介平台带来新的社会交往方式 ， 也带来了 网络民族主义的新的特

征和互动方式 。 ２０ １ ０年的反 日大游行和６ ．９圣战 、 ２０ １ ２年钓鱼岛事件 、
２０ １ ６年的表情

包大战和南海事件等等 ， 这些事件的发生中视觉符号扮演 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同

时 ， 我们也从近年来的网络民族主义事件看到 ， 围绕着的视觉文本的建构和解构 ，

形成了 网络民族主义的新的角 力场 。 视觉图像的刺激不再单纯是
“

图像驱动式
”

网

络民族主义应激的重要
“

唤起机制
”

， 在进入以 用户生产内容 （ ＵＧＣ ） 为特征的

Ｗｅｂ２ ．０时代 ，
网络视觉话语建构过程本身民间的网络民族主义的重要话语资源 ，

区

别于传统的国家神话叙事架构 ， 在包括政府 、
民间 、 不同地域人群的多元主体架构

下
， 结合了视觉混搭 （ ｖｉｓ ｕａ ｌ ｒｅｍ ｉ ｘ ） 、 网络亚文化 （ ｃｙ

ｂ ｅｒ ｓｕｂ
－

ｃｕ ｌｔｕｒｅ） 、 网络迷因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ｍｅｍｅ） 等全新的传播特征 。

沿着媒体技术的演进脉络 ， 特别是从Ｗ ｅｂ ｌ ． Ｏ到Ｗｅｂ２ ．０的转变背景下 ，
本研究

试图探究网络民族主义中的多元主体如何围绕视觉资源开展竞争性网络行动 ， 这其

中有哪些主体 ？ 在互动中又有什么具体的策略 ？ 而过程中是否呈现出新的机制或模

式？

二 、 文献讨论

（

一

） 多元主体竞争视阈下的网络民族主义

关于民族主义的传统研究关注来自 国家 、 政府和精英的影响 （ Ｂｒｅｕ
ｉ ｌｌ

ｙ ，１ ９９３
；

Ｂ ｒａｓｓ
， １９ ９ １ ）

， 民族主义被精英当作鼓动大众的工具 ， 目 的是为 了争取民族独立 、

１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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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强化政权合法性或者转移公众注意力等 （ Ｎａ ｉ ｒｎ
，２０ ０３

；Ｋ ｅｄ ｏｕ ｒ ｉｅ
， Ｉ＂３

；Ｌ ｅ ｖｙ ，

１ ９８９ ） 。 这种 自上而下地的研究路径忽略了社会大众的主动性 ， 因此有学者提倡关

注普通大众视野下的民族主义 （ Ｓｍ ｉ ｔｈ ，２００ １） 。 在网络时代 ，
民族主义这种 自下

而上的路径显得格外突出 ，
因为互联网赋予 了社会大众摆脱政治精英的操纵的可

能 ， 传统的霸权话语面临着挑战 ， 大众民族主义开始相对独立地表达其 自我的诉求

（ Ｇ ｒ ｉ ｅｓ
，

２０ ０５ ） ， 互联网 因此变成 了民族主义进行再界定 、
表达和操练的新领域

（ Ｚｈｏｕ
，２０ ０５ ） 。 在这种情况下 ， 学者们开始关注在新媒体环境下 ， 由网民 自发形

成的大众民族主义事件 ， 如 ２００ ５年的反 日 游行 （ Ｌ ｉｕ
，２００６ ），２０ １ ０年的六九

“

圣

战
”

（ 时嵩巍 ，

２０ １ ０ ） ，
２０ １ ６年脸书

“

帝吧出征
”

（ 陈子丰 ， 林品 ，
２０ １ ６ ） 。

然而 ， 正如杨国斌指出的 ， 中 国的网络行动主义是基于多元主体的互动过程

（ Ｙａｎｇ ，２００９ ） ，
这种思路同样适用于网络民族主义 ，

正如有研究指出的 ， 在社交

媒体的时代 ， 中国的大众民族主义是由国家主导的爱国教育运动 、 基于传统文化的

民族主义和网络民族主义三种相互交织的力量共同形塑 ， 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已

经融合 了个人主义 、 跨国主义和普世主义等多种相互竞争的元素 （ Ｄｕ
，

２０ １ ４ ） 。

如果将网络民族主义视为话语实践 ， 民族主义不同面向之间的张力 ， 如国家民族主

义和大众民族主义 （ Ｍ ａ ，２０ １ ５ ） 、 国家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 （ Ｔａ ｎ＆Ｃ ｈｅｎ
，

２０ １ ３ ） 等 ， 他们如何在互联网空间展开叙述竞争 、 妥协或合作？ 彼此运用 了哪些传

播的资源 、 策略和行动 ？ 同
一

资源如何被不同主体挪用并赋予新的蕴含 ？ 这种基于

竞争性的视角 ， 超越 了传统的 自上而下或 自下而上的单方向路径 ， 有助于我们考察

其在互联网空间中的动态博弈过程。

（ 二 ） 民族主义的视觉想象

如果将网络民族主义作为
一种话语叙述

——有关民族主义的信息流动 、 话题讨

论 、 身份建构 、 行动组织等都可以看作是基于互联网的话语实践 （ Ｍ ａ
，
２〇 １ ４ ）

——

我们则发现过往的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文本话语上 ， 但是视觉表达却处于相对被忽

略的位置 。

事实上 ， 在想象共同体建构过程中 ， 视觉传播赋予想象的边界以实在的可视

化呈现 ， 有学者研究了地图作为
一

种被建构的疆域与 民族主义的关系 （ Ｂ ａ ｔｕ ｍ ａｎ
，

２０ １ ０ ） ， 指出地图不仅仅代表着对现实的科学的抽象化 ， 在
一些特定的历史中 ，

地

图先于空 间现实而存在 ， 对于新的行政机构和要支持其领土主张的军队而言 ， 行政

和军事行动不仅以地图话语 （ ｄｉ
ｓｃ ｏｉｍｅｏｆｍ ａｐｐ ｉｎ ｇ ） 为其运作其中的典范 ， 而且同

时为这个典范服务 （安德森 ，
２００５

：
１ ６ ３） 。 有学者从图像史的 角度 ， 考察了大众艺

１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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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民族主义的呈现 （ Ｈ ａｒｇｒｏｖｅ ＆ ＭｃＷｉ
ｌｌ ｉ ａｍ

，

２００５ ）
； 有学者考察了作为国家图

腾的视觉象征 ， 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 Ｄ ｏｍｉｎ ｇｕ ｅｚ ，１ ９９３ ） 。 彼得 ？ 伯克就从图 像史

的角度 ， 论述了路易十四的如何利用油画 、
版画

、 雕刻 、 文学 、 纪念章 、 戏剧 、 芭

蕾 、 歌剧等 １ ７世纪的视觉传播手段 ， 如何以意识形态 、 宣传广告 、 操纵民意来包装

君主 ， 清晰地呈现了权力 与艺术的互动关系 。

视觉符号的表达也
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中国的革命时期 ，

版画 、 海报 、 宣传画等视觉宣传 ， 成为低识字率的底层动员的重要手段 （ 周海燕 ，

２０ １ ３ ） ， 建国后政府将意识形态在视觉和叙事层面转化为具体的 日 常生活形态 ， 充

分发挥了视觉文化的政治功能 （ 朱其 ，
２０ １ ５ ） 。

在互联网时代 ，
视觉表达不仅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 如图片 、 视频 、

动漫 、 游戏 、 虚拟现实等等 ） ， 也极大地改变了 网民的传播行为 、 社交方式 、 集

体行为与历史回忆等等 ，
因此也引发 了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关注与讨论 （ Ｂａｍｈｕｒｎ

，

Ｖａ ｒｉ ＆Ｒｏｄｒ ｉ

ｇｕｅ ｚ ，２００４
；
Ｍ ｉｉＨｅ ｒ ，２００７

；
Ｇｒｉｆｆｉｎ

，Ｂａｍｈｕ ｒｓ ｔ ： ＆Ｃｒａ ｉ ｇ ，２０ １ ３ ） 。 近

些年 ， 视觉表达也逐渐成为网络民族主义事件中最具冲击力的传播符号 。 １ ９９９年南

联盟大使馆被炸 、
２〇〇８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中残疾人金晶保护奥运圣火 、

２０ １ ２年钓

鱼岛事件中街头抗争等等 ， 其中涌现出的大量视觉符号和表达 ， 成为了唤起大众情

感 、 塑造身份认同和动员行动的重要工具 。

三 、 视觉民族主义的传统模式 ： 图像驱动下网络民族主义

前文所述 ， 网络民族主义的
一

个重要特征就是其多为历史 、 现实政治相关的外

部刺激造成应激性的反应 （ ｄｅｆｅｎｓ ｉ ｖｅａ ｃｔ
ｌ〇ｎ ） 。 而视觉文本因为其直观性 、 冲击力和

感染力在网络时代天然地具有高传播性 ， 从而成为激发起网络民族主义事件的重要

动因 。 邱林川认为在近年来多次的网络民族主义事件都可以被概括为
“

图像驱动性

民族主义
”

（ ｉｍａｇｅ
— ｄｒｉｖｅ ｎｎａｔ

ｉｏｎ ａｌ ｉ ｓｍ）〇

Ｗ ９８年被称为
“

中国互联网元年
”

，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 ＣＮＮ ＩＣ ）

统计 Ｉ＂ ８年 ６月我国互联网用户首次突破
一百万大关 ，

而在同
一

年 ， 印尼爆发大规

模排华事件 。 大量血腥残酷的图 片陆续出现在中国互联网 ， 并常常见诸于民族主

义的论坛
， 刺激唤起了 中国大陆最早的网络民族主义 。 １ ９９９年中华网

“

强国论坛
”

建立 ，
更被认为是网络民族主义活动固定化的重要标志 （ 王军 ，

２００ ６） 。 此后
， 在

２００ １年南海撞机等多起事件中 ， 相关事件的图片广泛地传播于刚刚肇始的中国互联

网的虚拟疆域中 ， 并很快成为
一

个全球性的话题 。

１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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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族主义在２００３至２００６年间在中国成为了
一个广泛的社会政治现象 。 虽然

此间 中 日 经济关系不断加深 ， 两国 的敏感问题和历史争论时时触动着最敏感的神

经 。 例如 ，
日 本首相小泉纯

一

郎 自 ２００ １年 ８月起对靖国神社的参拜行为严重影响 了

中 日关系 。 ２００３年中国多地进行了大规模反 日游行。 小泉纯一郎 ２００ ５ 、 ２００６年坚持

第５次 ， 第６次参拜靖国神社 ， 更引 起了 中国网民的强烈抗议 。 ２００ ３年 ８月 ４ 日
， 黑龙

江省齐齐哈尔市 日 本关东军遗弃的化学毒剂泄露 ， 导致３６名工人中毒 ，
其中一人死

亡 。 《 中国青年报 》 于同年 ９月 ７号
－

１０月 ５号的调查显示 ８３％的投票民众认为该事故

损害了 日本的形象
；
对于未解决的赔偿问题 ，

８６％的投票者认为 日 本在逃避二战的

罪行责任 。 几家中国 门户 网站收集了
一百万余人的签名 ， 公开要求 日 本政府赔偿受

害者 。 这是
“

网络爱国主义
”

（ ｉｎｔｅｒｎ ｅｔ
ｐ

ａ ｔｒｉｏｔｉ ｓｍ ） 第一次在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里

出现 （ Ｋｕｉ
，

２０ １ ５ ） 。

图 １ ：引发巨大争议的 曰本浮世绘 ， 平壤会战被俘的清军战俘遭曰 军斩首。

原图名
“

暴行清兵斩首图
”

２ ００ ４年发生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

文化视觉化
”

公开课的
“

历史版画辱

华
”

事件 ， 更是将这
一

阶段的网络民族主义推向了
一

个高潮 。

１

当静态的历史图像

成为 网络公开课的素材 ， 当历史和学术的语境遭遇网络传播的
“

去语境化
”

特征

以及中 日 紧张的政治关系的
“

再语境化
”

之时 ，
百年版画中的视觉表达才能够成

为触发跨越太平洋两岸的 中国学生及更大的社会群体群情激 昂的国际事件的现实

动因 （ 如图 １ ） 。

在Ｗｅ ｂ ｌ ． Ｏ的互联网技术特性下 ， 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第
一

个阶段的模式如图 ２

ｗ
所示 ， 在这个模式下 ’

网络民族主义的唤起 、 传撕几制有如下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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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在创伤性集体记忆的语境下 ，
视觉文本成为了刺激网络民族主义的重要

来源 ， 亦或说 ： 图像驱动的应激性反应 （ ｄｅ ｆｅｎ ｓ ｉｖｅ ） ， 这
一阶段的多起网络民族主

义事件大多属于与中国历史 、 现实政治相关的外部刺激造成 ， 而视觉文本在这样的

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情感唤起作用 ；

（ ２
） 视觉文本刺激下 ， 公众产生了强烈的应激性集体心理反应 ， 并且进而转

化成线上的网络民族主义的行动 ， 甚至在特定的情形下 ， 转化为线下的游行 、
示

威 、 抵制等集体行动 ；

（ ３ ） 基于网络技术扩散的时间节点 ， 最早的网络民族主义者多是 ＩＣＴ精英 ， 他

们多在大学的ＢＢＳ 、 技术社区等Ｗｅｂ ｌ ． Ｏ时代典型的网络社区 中进行表达 、

一些虚拟

社区的命名本身甚至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 ， 如
“

强国论坛
”

、

“

铁血论坛
”

等 。 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 网络民族主义逐渐从精英式的走向了草根式的大众民族

主义 ；

（ ４ ） 图像传播中 的失真与误读 ： 视觉传播的感情唤起具有天然的非理性特

征 ， 来源不明的血腥图片 、 真假难辨的
“

现场
”

、 在去语境化的传播生态中 ， 往往

最具耸人听闻的感染力 ，
迎合了根植于集体记忆中的

“

受辱
”

的百年历史 ， 在现实

政治隐秘的驱动之下 ， 形成了巨大网络民族主义声浪 ；

（ ５ ） 政府常常挪用此类视觉文本 ， 并试图通过宣传和官方话语实践 ， 将其收

纳到官方爱国主义的叙事中 ， 并且小心翼翼地试图将包括网络民族主义在内的大众

民族主义收编入官方的价值观体系中
；
而 网络民族主义具有天然的草根性 ，

和对现

状 （ ｓｔａ ｔｕｓ
ｑｕｏ ） 的挑战性 ，

因此和官方的爱国主义叙事存在竞争关系 。

集体创伤性记忆语境

（ Ｃ ｏｌｌ ｅｃ ｔｉ ｖｅ Ｔｒａ ｕｍａ ｔ ｉｃＭ ｅｍｏｒ
ｙＣｏ

ｎ ｔｅｘｔ ）

图２ ： 图像驱动型网结民族主义模式 （ Ｉｍａｇｅ
－

ｄ ｒ ｉｖｅｎＣｙｂｅ 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 ｉｓｍＭｏｄｅ ｌ ） １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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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视觉民族主义新模式 ： 多元主仰下的竞争性图像行动主义

目前针对国内 网络民族主义的研究多数止于上文所述的第
一

阶段 ， 尤其是对进

入微博 、 微信 、 脸书为主要平台的社交媒体时代的 网络民族主义少有涉及 。 视觉传

播与 民族主义的互动关系在Ｗｅｂ２ ． ｆ ｌ时代得以延续。 因网络亚文化 、 网络迷因等新特

征的 介入 ， 使得图像文本不仅仅成为新网络民族主义肇始的动因 ， 并且成为网络交

锋的手段和资源 ，
这都是传统网络民族主义研究少有着墨的 。

如果从抗争性的角度考察视觉表达的功能 ， 视觉符号不仅经常被用于形塑公众

的政治态度 （ Ｅｄｅ ］ｍａｎ ， ２００ １ ）
， 甚至是抗争过程都可以看过是

一场永无休止的关

于图片不断争夺 、 改变 、 消除和取代的博弈 （ Ｋｈａ ｔｉｂ
，２ ０ １ ２ ） 。 从美国占领华尔街

中的
“

Ｖ怪客面具
”

到泰国抗争中 的
“

白衬衫
”

， 从台湾学运中的
“

太阳花
”

到香

港占领中环中的
“

雨伞
”

，
以及埃及抗争中

“

我们都是哈立德 ？ 萨义德
”

（
Ｗ ｅａｒｅ

ａ ｌ ｌＫ ｈａ
ｌ ｅ ｄＳａ ｉ ｄ

） 的视觉运动 ，
视觉在抗争中的丰富意义引 发了学术界关于图片事

件 、 图片政治的大量研究 （ Ｄ ｅｌ ｉｃ ａ ｔｈ＆Ｄ ｅ Ｌｕ ｃａ ，２００３
；
ＣＪｒａ ｂｅ＆Ｂ ｕｃ ｙ ，２００９ ） 。 实

际上 ， 视觉表达与抗争密不可分 ， 行动者借助视觉符号进行表达 ，
这种行动又被呈

现在包括图片 、
视频等视觉再现中 ， 最终赋予了抗争在更大社会情景中 的视觉可

见度 （
Ｄｏ ｅｒ ｒ ，Ｍ ａ ｔ ｔｏ ｎ ｉ＆Ｔｅｕ ｎｅ ，

２０ １ ３ ） 。 从中国互联网的竞争性话语实践来看 ，

基于视觉文本的公众舆论和政府宣传存在着比单纯文字文本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 。

基于此 ， 本文提 出竞争性视觉行动主义机制下的 网络民族主义新模式 （ 如图 ３ ）

（ ｉｍａｇｅ
—

ｃｏ ｎｔｅｓｔ ｉ ｎｇ
ｖ ｉ ｓｕａ ｌａｃ ｔ ｉｖ ｉ ｓｍ

） 
〇

^

？
？？ｉ ｔ

＊＊＼

ｍｎ，


－

ｑ＼

＆ｊ
＼／…

ｙ ｜ ｔ＊＊／

吾
｜

̄

图 ３ ： 竞争性视觉行动主义 （ ｉｍａ ｇｅ
－

ｃｏｎ ｔｅｓ ｔ
ｉ ｎｇ ｖ ｉｓ ｕ ａ ｌａｃｔ ｉｖ ｉｓｍ ）

模式下的网络民族主义

（ 其中Ａ ｌ ＼Ａ２＼Ａ３ ． ．Ａｎ代表多元的权力机构主体 ，
Ｐ ｌ ＼Ｐ２＼Ｐ３ ． ． ． Ｐｎ代表多元的公众群体 ， Ｖ １Ｗ２Ｗ３—

１ ３６Ｖｎ代表多元的视觉符号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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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竞争性图像叙事主体的多元性

中国的 网络行动主义是基于多元主体的互动过程 （ Ｙａｎｇ ，２００９ ） 。 这样的多元

主体性在对新的视觉修辞的竞争性表达中 ， 既体现在权力机构的多元主体性中 ， 也

表现在公众群体的多元主体性上 。 与以往在民族主义 、 爱国主义等问题上强调
“

舆

论
一

律
”

的图景不
一

样的是 ， 在近年来诸如
“

南海仲裁
”

、

“

抵制肯德基
”

等类似

事件中 ， 体现出更多的
“

舆论不
一律

”

。

１ ． 多元的公众主体

首先从多元公众主体的角度来看 ， 不少学者试图将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进行类

型学上的区分 ， 如将民族主义中的 身份政治与认同分为公民性 （ ｃｉ
ｖ

ｉ ｃｎａｔ ｉｏｎ ａ ｌｉ ｓｍ ）

和族裔性 （ ｅｔｈｎ ｉ ｃｎａ ｔ ｉ
ｏ ｎａ

ｌｉ
ｓｍ ） 。 公民性的民族主义者认为 ， 民族认同的合法性来 自

于其共同体成员对一＇

系列政治原则和建制 自愿的加入 （ ｖｏ
ｌｕｎｔａｒ

ｙ
ｓｕｂｓｃ ｒｉ

ｐ
ｔｉｏｎ） 。 而

相反的是 ， 族裔性民族主义者认为 ， 民族认同的合法性来 自于由
“

天然性因素
”

决

定的 自我身份 ， 这些天然性因素包括共同的语言 、 文字 、 祖先等等 。 因此 ， 公民性

民族身份来 自于后天有意识地权衡结果 ，
而种族性民族 身份则来 自于长期的文化和

历史的 自然演化 。 但也有学者指出 （ Ｚ ｉｍｍｅ ｒ ，２ ００３ ） 在这样的二分法下 ，
无法准

确描述竞争性的身份认同形成当 中过程的动态性 ， 因此提出了边界机制 （ ｂ ｏｕｎ ｄ ａｒ
ｙ

ｍｅ ｃｈａｎｉ ｓｍ） 与象征性资源理论
（
ｓｙ
ｍｂｏ ｌ ｉ

ｃｒｅｓｏ ｕｒｃ ｅ） 。 在公民性民族主义和族裔性民

族主义身份竞争性建构的动态构成中 ， 双方彼此都会去调动象征性资源 ， 这些象征

性资源包括文化 、 价值观 、 历史和地理等 。 Ｚ ｉｍｍｅｒ（２００３ ） 认为 ， 民族身份的建构

过程不仅仅关乎行动者调动 了哪些象征性资源 ， 更关乎他们如何创造性地使用这些

资源 。

类似的多元主体的价值认同的差异性在网络民族主义的历次争论中都是身份政

治的核心议题 。 在公民性的认同 中 ，
强调的是对特定政治价值观及制度的 自愿加

入
， 是主体选择性认同的结果 ；

而在族裔性的认同中 ，
强调的是前现代的血源性关

系
， 话语策略多涉及

“

情同手足
”

、

“

血浓于水
”

等 。 这样的 身份认同差异体现在

中国大陆内部的相关网络议题讨论 ， 也更体现在中国大陆和台湾 、 中国内地和香港

的
“

斗图
”

式竞争性讨论中 。 如在脸书表情包大战的案例中可以发现 ， 大陆网友的

视觉叙事策略常常诉诸于使用
“

祖国大好河山
”

、

“

各地美食
”

、

“

父权暗喻
”

等

象征性图像资源
；
而 台湾网友的竞争性策略则 常常采用制度认同等公民性象征资

源 。

２ ． 多元的权力机构主体
１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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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机构的多元主体性问题是
一

个新的显性问题 。 传统上的官方爱国主义叙事

通常被认为是统一声音 ， 但权力系统的结构性演进 、 系统内结构性关系的演变和新

的权力主体进入 ， 导致
“

统
一

”

声音背后的多元性问题 ， 从
“

隐性的多元
”

变为
“

显性的多元
”

。 几乎在所有的网络舆论事件中 ， 我们都可以看到 ： 中央政府和地

方政府 、 各地方政府间 、 各层级的权力机构部门间都会透过新的传播渠道与平台 、

借用新的叙事资源和策略 ， 进行主体性的表达 。 而在民族主义的框架中 ， 围绕着民

族主义事件的诠释和行动 、 官方反应策略及评价都会形成复杂的多元主体竞争性表

达 。

造成这
一

现状的重要原因是各权力系统和各层级权 力机关对于 自媒体的使用 ，

造成原本统
一

的宣传途径和宣传纪律如今被多元渠道 、 多元权力机构的主体性表达

取代 。 在近期南海仲裁引发的
一

系列民族主义事件中 ， 共青团 中央的微博与人民 日

报的宫方微信公众号
“

侠客 岛
”

就出现了差异性极大的
“

舆论不一律
”

， 甚至有前

者的粉丝指责后者为 《人民 Ｈ 报 》 中的
“

莆田系
”

； 再如在前不久的雷洋案中 ， 警

察系统的 自媒体发声成为 了对外界舆论批评和质疑的
一个重要反应 。 作为

“

想象的

共同体
”

的权力机构的多元主体性多次成为显性的现象 ， 从中央到地方 、 各个权力

系统和机构之间以及各层级之间的权力机构都会通过 自媒体的方式 、 新的叙事资源

和策略进行主体性的表达 。

（二 ） 竞争性图像叙事的多元策略

１ ． 协商 。 在以ＵＧＣ为特征的Ｗ ｅｂ ２ ． ０时代 ， 政府再难垄断所有的象征性符号资

源 。 高高在上的
“

官媒
”

架子 、 官腔官调的
“

八股
”

文风 、 刻板说教的
“

灌输
”

模

式 ， 久而久之使得受众对主流媒体敬而远之 、
厌而弃之 。 当前 ， 打通两个舆论场 ，

提高舆论引 导力 ，
已成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迫切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现实问

题 。

２

这意味着在
“

打通两个舆论场
”

的诉求下 ， 权力机构不得不放弃 自 身原有的话

语模式和路径依赖 ， 以协商式的动态过程中 ，
重新塑造和获得图像的象征性符号资

源和叙事方式 。

２０ １ ３年 ，
有官方背景的

“

复兴路上工作室
”

推出了网络短视频 《领导人是怎样

炼成的 》 ，
２ ０ １ ５年末 ， 复兴路上工作室又推出英文版的

“

十三五之歌
”

弓
丨海内外关

注。 该歌曲以欧美乡村音乐的曲风和活泼的视觉叙事 ，
成为政治传播修辞策略变化

的一个重要案例 ， 并引发国 内外媒体关注。

“

五年计划
”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

初学习前苏联式
“

五年计划
”

的社会组织和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方法 ，
从制度设计

ｄ。
到宣传上都极具前苏联特征 。 而如今再到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宣传策略来看 ， 已经

１ ３８



国际新闻界 ２０ １ ６ ． １ １本期话题 ／帝吧出征与网络民族主义

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 。

２０ １ ３年 １ ２月 ２８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办副主任丁薛祥的陪伴下 ， 走进了

庆丰包子铺 ， 排队 、 点餐 、 付钱 、 吃饭 、 和其他食客交谈 、 合影 。 １ ２ 月 ２８ 日 下午 １

点２ （ ＞分 。 加Ｖ认证为
“

时事评论员
”

的
“

四海微传播
”

在 自己的新浪微博上首发了

这条消息 。 他称网民为
“

亲们
”

， 并不无激动地说道 ：

“

我没看错吧？ ！ 习大大来

庆丰吃包子啦 ！ 果断上图 。

”
一分钟后 ， 有 ９００万粉丝的新华社认证账号

“

新华视

点
”

转发了这条微博 。

一

般来说 ， 即使是国家领导人临时起意的
“

自选动作
”

， 也

得等新华社或者是中央 电视台等中央级媒体统
一

发布消息 。 不过这次 ，
习近平总书

记突然来到庆丰包子铺的 ， 最先是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揭开和传播起来的 。

１

＇

＾ｆ ９

ｉ ｌ ｌｎＰｒ ｉＨＩＳ
图４ ： 新的视觉修辞下的政治传播

２ ． 收编 。 对面
一

些网络 自 发出现的亲体制的视觉资源 ， 权力机构越来越多地试

图将其收编到 自 己的话语体系中去 。 比如由 网名为
“

逆光飞行
”

的军迷 自 己创作的

爱国主义题材的漫画 《 那年那兔那些事 》 ， 将中国近现代史中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国前后的
一

些军事和政治的重大事件通过漫画的形式表现出来 。 从２０ １ １年漫画

出品起便吸引 了大量网友的关注 ， 目前在网络上 ，

“

兔子
”

已经成为中国爱国人士

的代称 ，
几乎颠覆了传统以

“

龙
”

、

“

狮
”

或
“

熊猫
”

为主要形象的国家图腾 。 该

作品不但得到
“

共青团 中央
”

、

“

环球时报
”

等微博官方账号的力捧 ， 同时兔子的

形象还被收编如官方爱国主义的表达中 （ 如图 ５） 。

正如
“

共青 团中央
”

微博所说 ：

“

网 民为什么会把 中国称为
‘

兔子
’

？
‘

兔

子
’

／
‘

我兔
’

所代表的那种爱国主义 、 民族主义的情绪与表达方式 ，
是今天这个

时代才可能出现的 。 它是官方话语与网络话语的奇异共振 ， 是
‘

主旋律
’

与
‘

萌文

化
’

的双面体 。

”

在
“

共青团 中央
”

的另一条微博中说到 ：

“

《花千骨 》 、 《那

年那兔那些事儿 》
……都属于网络文艺 ，

２０年前它伴随网络出现而诞生 。 （ 兔子图

标 ） 如今随着网络已变得无处不在 ， 越来越火 。 ９月 １ １ 日 ， 中共中央政治局 召开会

议 ， 审议通过了 《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 ， 意见特别提出要大力发展

网络文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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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 由网名为
“

逆光飞行
”

的军迷自己创作的爱国主义题

材的漫画 《那年那兔那些事 》

３ ． 挪用 。 视觉文本的多义性特征 ， 使得不同主题挪用 同样的视觉符号进行符合

自 身价值立场的主观性诠释成为可能 。 如ＦＢ表情包大战中 ，
不少大陆帝吧出征的网

友使用的表情包中包含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 艺人黄子韬以

及 曰 本熊本县地方吉祥物等等 。 这样混杂的图像文本
“

为我所用
”

客观上说明这些

的视觉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发生了断裂 ， 变成了
一

种公共性符号资源 ，
即便这个原来

的能指是所谓的
“

敌类
”

， 但依然也可以拿来
“

为我所用
”

。 在表情包大战中 ，
通

过多义性的图 像文本加上文字说明 ， 锁定
“

所指
”

的指向 ， 将被挪用的能指定向为

策略性的 目标方向 。

ｍｒｎｍｍｍ
１１少来倒貼我 ．

一

图６ ： 通过多义性的图像文本加上文字说明 ， 锁定
“

所指
”

的指向 ，

将被
“

挪用
”

的能指定向为策略性的 目标方向 。

４ ． 对抗 。 因为图像文本本身在审查的难度上要远远高于文字性文本 ， 因此这导

致了传统官方民族主义对大众民族主义的收编难度增加 。 视觉文本也是网络民 间舆

论场传播的另类路径 。 民间舆论场和社会抗争中 ， 也因视觉图像可以暂时性地避开

文字文本为主的网络治理 ， 而将视觉传播作为常用手段 。

五、 结论

本文以视觉符号的独特视角 ， 试图理清如今网络民族主义中的多元主体围绕着

１ ４〇

视觉资源进行竞争性叙事的动态机制 。 受启发于邱林川提出的
“

图像驱动的民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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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

（
ｉ
ｍ ａ

ｇ
ｅ
－

ｄｒ
ｉ
ｖｅ ｎｎａ ｔ

ｉ
ｏ ｎａ ｌ

ｉ
ｓｍ ）

， 本研究认为 ， 在Ｗｅ ｂ ｌ
． Ｏ时期 ，

网络民族主义事

件大多是因为外部的刺激引 发的 ， 视觉符号在这个刺激反映过程中起到 了重要的情

感唤起作用 ，
而公众强烈的情感反应又导致了线上线下的行动 。 在这个阶段 ，

视觉

图片在去语境化的传播环境中 ， 通过视觉符号的冲击力和情感诉求 ， 往往与集体记

忆的社会心理共鸣 ， 形成强烈的网络民族主义情感浪潮 。 相应地 ， 在这个时期 ， 主

要的角 力者是政府和社会公众 ， 两者各 自 建构的官方爱国主义和网络民族主义相互

争夺权威性。 而在Ｗｅｂ２ ． ０时代 ， 因为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对于符号资源的争夺 ， 形

成 广
“

图像竞争的 民族主义
”

（ ｉｍａｇｅ
－

ｃｏ ｎｔｅｓ ｔ ｉ ｎｇ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ｉ ｓｍ ） 的新范式 。 在这里 ，

这种多元竞争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且多层次 ，

一

方面 ， 社会公众展现出公民性和族

裔性的分化 ， 在网络民族事件中体现出不同的视觉符号偏好
；
另
一方面 ， 政府并非

铁板
一

块 ， 新媒体赋予这个复杂权力机构不同主体发声的机会 ， 也折射出其内部的

差异性 。 而这些特定的多元主体在进行视觉资源的争夺时 ， 则依照具体的社会情

境 、 话题性质 、 以及彼此关系等 ， 展现出囊括协商 、 收编 、 挪用和对抗等多样化的

策略 ， 这突破了 以往Ｗｅｂ ｌ  ．０时期控制
－

对抗的二元模式 。

以视觉图像为切入点 ， 本文沿着中国 网络民族主义的历史脉络 ， 基于既有研究

中辨识出的
“

图像驱动的民族主义
”

， 提出了
“

图像竞争的民族主义
”

， 凸显了多

元主体对象征性符号资源的竞争性表达 。 在近些年来的网络民族主义中 ， 随着新
一

代年轻网民的成长 ， 新媒体技术对视觉材料的流畅支持 ， 以及越来越活跃的网络视

觉文化 ， 视觉图像正在成为网络民族主义竞争的新场域 ，
这呼唤来 自学术界的更加

深入和多元化的探索 。

（ 贞任编糾
：
个绝艳 ）

［
Ｎｏ ｔｅ ｓ

］

１ ．２００４年 ，

一张题 为 《斩首暴行清兵图 》 的 木版画描绘了
一

位 日 本士兵威风凛凜地挥刀将砍中国

囚徒的头 ， 地上滚着几个鲜血淋漓的长辫子头颅 ， 背景里还有几排等待处决的长辫子囚徒和

骑着高头大马 的日本将军 。 图 片源自麻省理工学院 （Ｍ ＩＴ ） 网络开放课程 （Ｏ
ｐ
ｅｎＣｏｕ ｒｓｅＷａ ｒｅ）

的
“

文化视觉化
”

（
Ｖ

ｉ ｓｕａ ｌ ｉ ｚ ｉ ｎ
ｇ
Ｃ ｕ ｌ ｔｕ ｒｅｓ ）

—

课 。 当时Ｍ
ＩＴ的

一些中国留学生见后义愤填膺 ， 消

息很快在校内外网民中传播开来 。 Ｍ ＩＴ在几天内接到了来自 美国 、 中国和其他国家数以千计的

邮件 、 电话和论坛帖表示抗议 。 此番强烈抗议让两位主持该课程的教授Ｊｏｈ ｎＤｏｗｅｒ和 Ｓｈｉ

ｇ
ｅｍ

Ｍ ｉ

ｙ
ａ
ｇ
ａｗａ将网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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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于网站所刊登的图 片 ， 将事件解读为 日本对战争罪行疏于反省和西方国家的漠然态度。 而以

《高等教育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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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ｈｅ ｒ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 ） 为例的美国媒体则以中西文化冲突为切入点 ，

质疑中国学生未能尊重美国高校所秉持的学术自由 。 １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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