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４４ 中外文化与文论 （ ３ ６ ）

互联网传播中符号的生产与传播

范 明

摘 要 ： 符号 意义不 仅跟 它 自 身 有 关 ， 而且通过 与 其他符 号 的

关联产 生 了
一个联想场 。 互联 网 群体传播 为 联 想场提供 了 比 以 往更

为 广 阔 的平 台 ， 众人参 与 到符号 意 义 的 主 动 建构 中 ， 生产 出 比 过去

任何 时候都 要 丰 富 的 符 号 。 合理化联想 的 一个 重要表现是在个体 与

群体之 间 寻 找共 同 点 ， 建 立相 似 性 ， 进 而 营造 出 一种 身 处群体 的 参

与 感和充 实感 。 然而 符 号 的 联想也有 非理 性 、 极端 化 的
一 面 ， 尤 其

是在情感 刺 激下 网 络语 言 的 变 异 ， 走 向 极端 化 。 从传 播 的 角 度看 ，

网 络符号在框架 的作用 下 采 用典 型化叙事 的手 法 ， 强化 符号 留 在人

们 心 中 的 刻板 印 象 ， 不 断放大社会结 构 中 存在 的 二 元 对 立冲 突 ， 从

而 产生 强 烈 的传播效果 。

一个完 全不 同 于传统媒体 的 传播逻 辑 的 网

络传播环境正 在形 成 。 传统 媒体 强调 中 立客观 的 原 则 以 树立权 威 ，

而 以关 系 为核心 的 网 络传 播却 力 邀 网 民 的情 感参 与 ， 传播 的 目 的 更

多 的 是把 弱 关联转化成 强关联 ， 网 络符 号传播的 独特性 由 此产 生 。

关键字 ： 网络符号 联想场 典型化叙事 情感调动

一

、 网络符号的意义生产 ： 联想场构建

联想本属于心理学范畴 ， 指认知主体 由
一

件事物想到另
一

件事

物的思维活动 。 研究词汇的语言学家借用这个表达提出
“

联想场
”

（ ａｓｓｏ ｃｉ ａｔ ｉｖ ｅｆｉｅ ｌｄ ） 的概念 ， 即
“

以某一概念为 中心 ， 联想到与其有

关的其他概念 ， 然后聚集在一起构成一个联想场
”？

。 从语言学角度

看 ， 每个词汇 ， 或者语言符号处在
一

个联想场中 ， 跟周围的其他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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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发生纵向聚合或横向 组合 的关系 。 这些符号有 的直接呈现在表达方式 中 ，

有的 以隐身的方式发挥作用 。

一些联想是 以意义的相似为基础的 ， 另一些联

想是以纯粹形式为基础 的 ， 还有一些联想既 以 意义 为基础 ， 又 以 形式为基

础 。

？ 我们在近些年层出不穷的各种网络符号中可以明显地观察到联想场的这

些特征 。 比如非常流行的表情符号 ， 以 图形模拟身体语的方式进行形式上的

类 比 ，
而像灌水 、 楼主 、 沙发等词汇则通过意义引 发联想 。 再比如近几年迅

速蹿红的 网络名人王思聪 ， 是典型的富二代符号 。 提到他 ， 人们 可能会联想

到他炮轰梢江南董事长张兰造谣 ， 讽刺某些演员是
“

毯星
”

， 嘲笑小米董事长

英语不地道 ， 指责京东店大欺客等事件 ， 也可能会将他与其他富二代作横向

对比 ， 比如巴菲特之子霍华德 、 成龙之子房祖名 ， 或者从 《非诚勿扰 》 走红

的刘云超 ， 这些符号既不同 于王 思聪 ， 但又在富二代这个语境下彼此关联 。

无论哪种方式的联想 ， 都离不开联想场符号之间 的互动关系 。 这些符号好像

被无形的绳索串连起来 ， 牵一发而动全身 ， 形成
一

个暗中 的磁场环境 。 从心

理学角度看 ， 联想是认知 主体的思维活动 ， 引起认知主体的
一

系列记忆和情

感活动 ， 引导人主观能动地去理解符号 。 联想过程都需要人的积极主动参与 ，

每个人的联想方式不尽相同 ， 亚里士多德就 曾提出相似联想 、 对比联想和临

近联想 。

？ 对于王思聪的走红 ， 有的人艳羡 ， 有的人厌恶 ， 有的人好奇 ， 有的

人嘲讽 。 从信息传播的效果来看 ，
无论哪抻情感反馈 ， 只要进行了联想 ， 就

会引发关注 ， 在不知不觉 中完成符号的传播 。 网络 的 出现给联想场提供了 比

以往更广阔的平台 ， 更多的人参与到这种对符号的积极主动建构中 ， 生产 出

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要丰富的符号 。

（
一

） 合理化联想带来群体归属感

合理化联想的
一

个重要表现是在个体与群体 、 部分与整体之间寻找共同

点 、 建立相似性 ， 进而营造
一

种身处集体的参与感和充实感 。 非洲裔美 国诗

人布鲁克斯说 ：

“

必须考虑的不仅是经验的复杂性 ， 而且还有语言之难 以控

制 ， 它必须永远依靠言外之意和旁敲侧击 。

”？“

你懂的
”

暗示 的就是言外之意

和旁敲侧击 ， 表达了各主体间 的心照不宣 。 要想懂得
“

你懂的
”

， 必须回 归具

体的语境 。 在不雅照事件中 ， 楼主喊
一

声
“

要 图留 邮箱 ， 你懂的
”

， 其中
“

你

懂的
”

暗示了 图片不宜公开甚至非法的含义 。
２０１ ４ 年全 国政协会议新闻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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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吕 新华在回答有关反腐的提问时表示 ：

“

我们所说的不论是什么人 ， 不论其

职位有多高 ， 只要是触犯 了 党纪 国法 ， 都要受到严肃的追查和严厉 的惩处 ，

绝不是
一

句空话 。

”

紧跟着又加 了
一

句 ：

“

我只能 回答成这样了 ， 你懂的 。

”

人

们立即听 出 了弦外之音 。 在这里 ，

“

你懂的
”

的直接意指并不明确 ， 但却 以缺

场化在场 （ａｂ ｓｅｎ ｔ
ｐ ｒｅｓ ｅｎｃ ｅ ） 的方式支配着人们丰富的联想 。 在大力反腐的社

会背景下 ， 人们通过对这个符号含蓄意指的联想组成了互联 网时代 的
“

想象

的共同体
”

， 从而掀起 了使用某个流行语的 网 络热潮 。 人们在使用语言符号

时 ， 通过合理化的联想寻找彼此的认同 点 ， 能够听得懂这些 网络
“

行话
”

的

人们就有 了
一

种无形的归属感 ， 形成 了
一

个默默存在 的舆论场 。 发声的和不

发声的网 民都在构建着这个联想场 ， 卷人其中的网 民数量越多 ， 联想场的范

围和影响力就越大 。 各种 网络兴趣小组 ， 多有 自 己常用的 词汇和语言 。 文艺

青年偏爱 的天涯 、 豆瓣 、 知乎 、 果壳 ， 影视爱好者常聚的各种字幕组 、 弹幕

网 、 视频库 ， 网络购物剁手党光顾 的淘宝 、 京东 ， 爱 吐槽和社交的 网 民 的博

客 、 微博 、
朋友圈……都形成了各有特色的网络组群 ， 穿梭在其中 的网 民用

语言和行动表达着对这个群体的认同和参与 。

一

大批 与正统语言明 显不 同 的

网络语言和符号不断产生 ， 吸引着更多 向往 网络的后继之人 。 今天人们 日 常

交谈中都少不了 当下流行的 网络用语 ， 像
“

ＰＫ
”“

补刀
”“

回血
” “

秒杀
”

这

些词汇原本是游戏 中 的用语 ， 是游戏玩家 的身份标识 ， 随着联想场的不断扩

大 ， 现在 已经充满整个语言环境 ， 成为普通 的大众词汇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网络本身 已经构成
一

个松散而巨 大 的联想场 ， 跟传统的话语场拉开距离 ， 同

时又保持着
一

定的互动关系 。

（二 ） 情绪推动产生非理性联想

语言的联想有非理性 、 极端化的
一面 ， 尤其是情感刺激催生 了 网络符号

的变异 ， 网络符号走 向极端 。 在
一些突发事件的推动下 ， 非理性的 网络语言

容易成为当前社会矛盾的放大器和助燃剂 。 ２０ １３ 年
一

张引发热议的 网络照片

中 ，

一座楼房的顶层搭建起两层违章建筑 ， 还做了很多景观设计 ， 俨然
一个

空 中花园 。 新闻 的本意是揭露违章建筑 ， 然而网 民 热议的却是房屋所有人的

身份 。 网络刊载新 闻时只提到 了北京教授 ， 并未提及哪所大学 ， 但网 民 很快

就将矛头指向北大教授 ， 甚而开始责骂北大校长 。 从
“

北京教授
”

到
“

北大

教授
”

再到
“

北大校长
”

， 与其说是因为网络快餐文化 中容易产生的误解 ， 不

如说是因为 网民 的有意联想 。

“

北大教授
”

比
“

北京教授
”

响亮得多 ， 更引人

注意 ， 更能刺激网 民感情 ， 迎合人们对结构性冲突 的非理性联想 。 近年来频

现的对大学教育 、 教育公平 、 名校建设 、 师德等 的不满情绪 ， 借此新 闻 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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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泄 。 这种非理性的联想更多是在情绪的推动下产生 的 。 比如 网络语言的两

种句式——
“

今天 ， 我们都是某某人
” “

关注某某事件 ！ 今天你不转发 ， 明 天

你就是他
”

， 表达的就是超真实的群体情感 。 这种以群体压力的方式引发的联

想 ， 将情绪的极端化发展表现得淋漓尽致 。

二 、 网络符号的传播手段 ： 典型化叙事

网络符号的传播离不开框架的影响 。 框架这个概念 由社会学家戈夫曼提

出 ， 指人们用来解释外部客观世界的心理模式 ， 人们使用框架来归纳 、 结构

和解释各种现实生活经验 ， 框架使我们能够确定 、 理解 、 归纳 、 指称事件和

信息 。

？ 新闻媒介中 的信息传播实践离不开框架的影响 。 媒介的框架就是选择

的原则
——

刻意强调的 、 阐释的和呈现的符码 。 媒介生产者惯常使用这些框

架来组织产品和话语 。 这些框架成为大众媒介文本编码的一个制度化了 的重

要部分 ， 而且可能在受众解码的形成中发挥关键作用 。
？ 网络符号虽然不是像

传统媒体
一

样经过专业人士把关 ， 但背后依然存在着框架影响 ， 无论是符号

的发出者还是接受者都在框架 的制约下 。

“

城里人真会玩
” “

有钱就是任性
”

“

世界那么大 ， 我想去看看
” “

人丑就要多读书
”

等网络流行语言涉及的 内容 、

表达的情感各不相同 ， 但都在 网络的框架下诞生 ， 隐藏着同样的逻辑线索和

传播手段 。 典型化叙事就是最常用 的
一

个框架 ， 网 民通过对网络符号的创造

和参与在不断地建构并强化这个框架 。

（
一

） 体现二元对立认知模式 的典型化叙事手段

列维
－

斯特劳斯的神话理论揭示出 ， 深层结构 的二元对立是符号力 量的

源泉 ， 对立越是鲜明 ， 人们的焦虑感就越是强烈 ， 调和矛盾的符号也越有力

量 。 因此 ， 在戏剧表现中 ， 塑造反面人物和先进典型变得
一

样重要 ， 甚至可

以说 ， 没有极端的反面人物就凸显不 出极端的典型英雄 。 亚历 山大指 出 ， 从

符号学意义上说 ， 恶是善所必需的对照物 ； 从叙事动力学意义上说 ， 只有通

过设置反面人物 ， 戏剧 的张力 才得 以展现 ；
而从仪式上说 ， 正是恶 的潜在污

染性 ， 使净化仪式在文化上成为必需 。

？ 于是 ， 通过典型化 ， 对立双方的 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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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激烈 ， 受众的焦虑感和关注度更高 ， 神话也就更有力量 。 典型化叙事的

成功之处不仅在于树立
一

个榜样 ， 更在于打造榜样所处 的二元对立的结构 ，

唯有在这个结构 中 ， 榜样才能体现出极端化了 的神圣性 。 网络符号是意义再

生产 的过程 ， 从
一

个无人重视或毫不知 晓的符号开始 ， 通过联想与其他意义

发生关联 ， 然后在典型化叙事的影响下增强传播效果 。 通过运用典型化的手

法 ， 网络社会事件中最具冲突性 、 最吸引眼球的元素得到强调和放大 ， 同 时 ，

一些冲突不够激烈 、 不够典型的细节则 被省略或者改造 ， 从而生产 出非真实

却比真实更
“

真实
”

的符号 。 之所以说比真实更
“

真实
”

， 是因为它的细节虽

然不真实 ， 但它意指的整个社会心态 、 社会情感都是真实 的 。 也就是说 ， 它

是由 网 民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创造出 的
一种符号化的超真实 。

以沈阳商贩夏俊峰刺死城管案为例 ， 这个网络符号 的流行过程 中多次呈

现出典型化的叙事结构 ， 经典的英雄和反面人物多次发生了现实 的转置 ， 找

到了现实的对应 ， 具有 了神话力量 。 第
一

次是小贩夏俊峰被英雄化 ， 而两名

被刺城管被塑造为
“

抗争剧 目
”

中的反面人物 ， 英雄与恶霸 的激烈冲突构成

了夏俊峰案这个符号结构的第一组二元对立 。 根据蒂利 的定义 ，

“

抗争剧 目
”

（ 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 ） 指
“
一种地方性的 、 为人熟知的 、 在历史中形成的 、 群体性的诉

求伸张活动的表现形式 ， 也是一种在大多数条件下 由投身于斗争政治 中 的人

们 自行界定和发挥的斗争手段
”？

。 有学者进
一步指 出 ， 网络事件总是 由

一系

列的剧 目构成 。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抗争剧 目是互联网典型化的
一

种外在表现

形式 ， 典型化是抗争剧 目 的
一种

“

老法新用
”

。 第二次转置中 ， 在一部分媒体

和网 民 的合谋下 ， 英雄和恶霸不再代表他们 自 己 ， 而是代表了 所属 的群体 ，

即具有 了普遍的代表性 。 在夏俊峰案 的报道中 ， 不少媒体强调双方身份 的代

表性 ， 比如有的专题取名
“

带着
‘

獠牙
’

的城管难获同情
” ？

， 刻意强调在社

会中多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城管身份 ， 使
“

强 ？５ ；． 弱
”“

官 ｖ ｓ． 民
”

的二元对立

得以凸显 ， 在本身就充满冲突性的事件 中进
一

步将对立 冲突推向 极致 。 在激

烈冲突的叙事下 ， 夏俊峰的刺杀行为被隐喻为 勇 于反抗强权 ， 契合了弱势群

体的普遍诉求 ， 建立起符号的相似性联想 。 夏俊峰由 此与同样身 为弱势群体

的草根网 民紧紧联系在 了
一起 ， 引发 了弱势群体的 自我代人 。 正如有 网友评

①查尔斯 ？ 蒂利 ： 《政权与斗争剧 目 》 ， 胡位钧译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２０ １ ２ 年 。 书中指 出
“

ｒｅｐｅｒ
ｔ〇 ｌｒ ｅ

”

有两种翻译法 ， 另一种为
“

行动剧目
”

， 本文结合典型化叙事的表现 ， 更倾 向于选择
“

抗

争剧 目
”

的译 ／
去 。

② 曾繁旭 、 钟智锦 、 刘黎明 ： 《 中国网络事件的行动剧 目
——

基于 １ 〇年数据的分析 》 ， 《新闻记

者 》 ， ２０ １４ 年第 ８ 期 。

③ｈｔ ｔ
ｐ ； ／／ｖ ｉｅｗ． ｎ ｅｗｓ． ｑｑ ． ｃｏｍ／ｚｔ ２ ０ ｌ３／ ｂｔ ｑｃｇ／ ｉｎｄｅｘ．ｈ 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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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

我们不是同情夏俊峰 ， 而是在同情我们 自 己 。

”

夏俊峰个人所受的伤害

超出事件本身 ， 被弱势群体视为集体创伤 ， 进
一

步凝聚集体 的创痛感和共同

命运感 。

“

小贩被城管打骂 ， 小贩不堪其辱奋起反抗刺杀城管
”

的典型化叙事和结

构性冲突塑造 了夏俊峰的悲剧英雄形象 ， 而情感代入又使夏俊峰 的遭遇成为

弱势群体普遍化 的体验 ， 最终引发 了 网 民的同情和声援 。 同时 ， 典型化遮蔽

了中间的共性细节 ， 使得复杂的事件各 因素被符号化为相对简单封闭的二元

对立结构 。

（
二 ） 典型化叙事常 出现刻板印 象

典型化叙事在突出 二元对立 的 同时 ， 也在强化双方的刻板印象 。 悲情人

物必须是底层的 、 可怜的 、 无助 的 ， 恶霸势力则一定是强权的 、 蛮横的 和咄

咄逼人的 。 在 日 常语境 中 ， 人们
一

看到有
“

官员 自 杀
”

就想到
“

畏罪
”

和
“

掩盖
”

，

一看到
“

临时工
”

就想到替罪羊 ，

一看到
“

名人嫖娼
”

就想到
“

肯

定是被迫害
”

。 类似的符号在
一次次的联想过程中反映出非理性想象在公共舆

论中的累加效应 ， 这样的累加效应造就了人们对此类事件或符号 的刻板印象 。

２０ １５ 年天津大爆炸引发网 民对马云逼捐事件的热议 ， 反映出人们对金钱财富 、

富人的道德观和社会准则等方面的诸多刻板印象 。 网络文化 ， 尤其是娱乐文

化盛行的 网络环境中 ， 另
一个 明显 的刻板印象就是对容貌的要求 ： 年轻 男艺

人必须是
“

小鲜肉
”

， 女性成功若不靠容颜则
“

人丑就要多读书
”

。 这些标签

既是由特定事件产生 的 ， 同时又具有放大镜的作用 ， 不断催化社会情绪 ， 进

一

步强化 、 加固刻板印象 。 联想总是倾向 于
“

最有冲突性和刺激性的符号
”

，

甚至形成了某种条件反射 。 于是 ， 在负面联想的作用下 ，

一个模糊的网络符

号很容易被置换 ， 转而强化大众对官员 、 权威 、 名人 、 富商等传统强势群体

的负面的刻板印象 ， 形成高度简单化的先人为主的思维定式 ， 最终 ， 强化了

社会内在的结构性冲突 。

（三 ） 典型化叙事下的传播效果

网络传播的时代看似带来价值的多元化 ， 实则是典型化叙事 的手法依然

畅行无阻 ， 甚至产生更大的影 响力 ， 左右着整个网络舆论场的走向 。 在多次

发生的舆论审判案例 中 ， 可 以清晰地看到 网络语言背后 的同
一

套典型化叙事

手法。 ２００ ３ 年黄静被发现全身赤裸地死于 自 己 的单身宿舍 ， 先后三次法 医鉴

定均未发现异常 ， 警方据此得 出
“

黄静属于正常死亡 ， 不予立案
”

的结论 。

黄静妈妈黄淑华将此事件搬上网络 ， 使用
“

为你鸣冤叫 屈
” “

特大贪官
”

等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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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化叙事的语言表达 ， 突 出事件背后可能隐藏的二元对立 ， 使黄静之死迅速

成为各大论坛的热门话题 。

？“

我爸是李刚
”

事件则开启 了舆论对
“

官二代
”

“

富二代
”

的审判 ， 并深刻影响了其后发生 的药家鑫等案的舆论导 向 。 在这两

起案件中 ， 两位肇事者
一

位
“

态度特别 嚣张
”

，

一

位
“

手段特别残忍 、 情节特

别恶劣
”

， 与事故受害者的无辜也构成了极其鲜明 的对 比 。 而且 ， 受害者的诉

讼代理人等律师们也主动加入媒体和部分意见领袖利用舆论造势的队伍 ， 为

刑事案件安置阶层斗争的框架 ， 并且有意识地强化框架 内 的 冲突 ， 形成
一股

典型化叙事的合力 。
虽然后来加诸药家鑫

“

富二代
”

和
“

官二代
”

的背景被

证明并不存在 ，

“

我爸是李刚
”

的许多细节也与媒体最初 的报道有较大出 入 ，

但这些已经不是 网络符号传播的核心 内容 ， 留在人们心 中的依然是对
“

官二

代
” “

富二代
”

的刻板印象 。 在符号的生产层面 ， 群体事件性网络语言结构中

的矛盾冲突和现实生活 的结构性冲突之间有
一

定 的相似性 ， 并被典型化叙事

所放大甚至夸大 。 在典型化的叙事层面 ， 网络舆论符号的本质不是反映真实 ，

而是表达诉求 、 发泄情绪 。 网络传播甚至不惜牺牲信息的真实 、 客观和准确 ，

而在典型化叙事的推动下单纯地追求网 民 的关注 ， 用极端化的方式扩大传播

影响力 。

三 、 网络符号的传播逻辑 ： 情感调动

从传播方式看 ， 流行的 网络符号经过人际互动和群体传播得到广泛的认

同 ，
最终实 现了 大众传播 的效果 ， 但正 如社会心理学家勒 庞 （Ｇｕ ｓｔａ ｖｅｌｅ

Ｂｏｎ） 所言 ，

“

群体可 以先后被最矛盾 的情感所激发 ， 但他们又总受 当前刺激

因素 的影响
”

。 在群体传播的起始和发展阶段 ， 网络语言获得 了极髙 的 出现率

和使用率 ， 不少网络语言更进入大众传播 ， 被商业媒体竞相使用 ， 进一步扩

大了传播范围和认知度 。 人际传播则体现出 网络语言的到达率和受欢迎程度 。

一个网络语言能够从线上到达线下 ， 在人际传播 中得到使用 ， 也就具有 了强

符号的神话力量 。 与此同时 ， 网络语言的社交属性也规制 了人们对网 络语言

的使用 。 在群体传播中 ， 越会使用时髦 网络语言的人越受欢迎 ， 也越能引领

小圈子的潮流 ， 反之 ， 完全不懂最新网络语言的人 ， 可能在交流 中遭遇尴尬 ，

很难成为 内部圈子的话题引领者 ， 也免不 了担心 自 己被群体孤立 。 这也激发

了群体传播对网络符号更新 、 更快 、 更个性化的追求 ， 使网络语言的生命周

期更短 ， 更换频率更高 。

① 卜 昌坰 、 栾慧 ：
《每份判决书都少于 １ ４ ０ 字 》 ， 《博客天下 》

，
２ ０ １ ３ 年第 ２ ５ 期 ， 第 ５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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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原则是客观 、 中立 、 及 时 ， 以权威和独家的新闻打

动观众 。 互联网传播 中 ， 传播时效 已经不在媒体的掌控之中 ， 新闻事件都是

最早的当事人或 目击人即时传播的 。 多种声音下 ， 权威 的树立变得异常艰难 ，

而换取网 民的情感认同才能成为传播 的助推器 。 从群体传播方式看 ， 部分网

民在匿名评论 、 互动性和弱把关？的掩护下 ， 不看是非 ， 只看站队 ， 然后断章

取义 ， 上纲上线 ， 群起而攻 ， 用极端的所指发泄极端的情绪 ， 由此生产出 一

批带有鲜明极端性特征的网络语言 。 单
一网络语言的传播看似无序 ，

“

却处于

被某种特定价值观或权益支撑起来的相 对稳定的结构 中 ， 正是这
一

结构的 支

撑 ， 成为个体积极参与传播行为 的动力
”？

。 换言之 ， 极端且多变的 网络语言

同其他符号
一

样 ， 具有相对稳定 的符号结构 ， 在草根 网络舆论场 的语境 中 ，

建立起诸如
“

官 ｖ ｓ
． 民

” “

贫 ｖｓ
． 富

”

等二元对立模式 。 在进
一

步的符号强化

过程中 ， 网络语言被同构 出意义 的唯
一

性 ， 意义 的唯
一

性又凸显 了结构性的

冲突 ， 使结构性的冲突远大于社会问题中实际的冲突和分歧 。 极端表达 由此

形成 ， 意义的唯
一性本身也成为极端强符号的结构性诱因和神话力量的源泉 。

网络传播一个更 明显的特征是粉丝效应 。 不仅是娱乐 明星有粉丝 ， 媒体

的追随者也成为粉丝 ， 各种社会化媒体 的参与者都以 粉丝 的面 目 呈现 。 传统

媒体的权威效应在网络传播 中 的粉丝效应 中瞬间坍塌 。 网络传播的逻辑完全

不同于传统媒体传播的逻辑 ， 在这个新 的市场意见领袖 变得更为重要 ， 因 为

他们犹如明星般的吸引力能带来更多的 粉丝 ， 而粉丝 的数量决定媒体的影响

力 ， 在传播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
因此 ， 传播的 目 的更多的是把弱关联转化

成强关联 ， 即把受众的关注转化为
“

粉丝
一

明星
”

般的强关系连接 。

由此看出 ，

一

个有着完全不 同于传统媒体的传播逻辑的 网络传播环境正

在形成 。 过去受众和媒体是相 向 而立 ， 站在信息链的两端 ， 受众对媒体不需

要情感上的付出 ， 只需要建立信任关系 、 媒体的客观 、 中立 、 及时报道原则

就是为了建立并维护这种信任关系 。 而现在的网络传播使社会化媒体 中 的群

体传播成为主流 。 在群体传播 中 ， 人们 已经天然地拥有
一

种信任关系 。 信息

的传播不再依赖传播主体的权威 ， 而是看受众喜欢不喜欢 ， 因此情感的投人

会更多 。 意见领袖在网络传播 中发挥出 更为突 出 的作用 。 意见领袖的意见不

再以权威和中立为本 ， 而是要个性鲜 明 、 观点 明确 ， 以情感感召力吸引追随

者 。 网络符号的产生方式更多的是联想 ， 这是跟个人情感直接相关的认知方

式 。 网络符号的传播环境是群体 ， 在群体中情绪 的感染力影响最大 。 网络符

①隋岩 、 李燕 ： 《从谣言 、 流言 的扩散机制看传播的风险 》 ， 《新闻大学 》 ， ２ ０ １ ２ 年第 １ 期 。

② 隋岩 、 张丽萍 ：
《从

“

蚂蚁效应
”

看互联网群体传播的双重效果 》 ， 《 新闻记者 》
， ２ ０ １ ５ 年第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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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 内容组织方式是典型化的叙事结构 ， 它挑动着人们的每一根神经 。 因此 ，

网络符号的意义生成和传播都力邀情感参与 ， 这和传统媒体传播的 中立客观

原则有很大不同 ， 网络符号传播的独特性 由此产生 。 网络传播中 ， 即便是吐

槽 ， 带来的传播效果也是非常明显 的 。 眼球或者说关注是网络传播最重要和

最稀缺的资源 ， 无论受众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传播主体或 内容 ， 只要有关注 ，

能吸引 眼球 ， 就能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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