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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公共领域成为当代大学生表达爱国情感的重要渠道。在媒体数字化进程中,大学生网络话语表达的娱乐化、视觉化和非理性化特

征显现,基于“泛民主化”意识渗入,大学生自觉带入公民主体角色,在对内与对外的情绪性话语表达中形成体制批判下的极端忧患意识和个体

与政府间的隐形对抗。基于此,为打破非理性沟通下造成的政府内外决策困境,爱国主义教育、网络法治规范、理性引导舆论、强化沟通机制成

为正确引导大学生在网络公共领域中话语表达的必要之举。 

[关键词] 网络公共领域；网络爱国主义；爱国主义话语表达；大学生爱国主义 

 

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爱国主义是一个人对其祖国的挚爱之情,

其中暗含着一种随时准备以行动去保卫祖国,并且在其他方面支持祖

国的意义。谬塞尔·亨廷顿也指出,爱国应该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

以祖国的荣耀为己任,时刻关心祖国的安危,凸显了以维护民族利益

为首要任务的爱国主义内涵。[11]我国的爱国主义是置身于我国这一政

治文化共同体环境中,公众基于一定的认识而产生的以维护国家利益

和加强国家建设为要主要目标的情感和行为,且基于我国特色的政治

话语环境,爱国爱党和爱社会主义具有一致性。 

网络公共领域,是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通过共同的同侪生产而打

造出的“网络化公共领域”,是公共话语、政治争论以及社会动员等

互动的替代性舞台,并且包括其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实践、组织与传统

媒体的直接或间接交互的集合。[13]在此设想的网络化公共领域中,淡

化了意识形态性,更加强调其在虚拟空间维度上的延伸性。 

随着信息生产流动逐步多元化、去中心化和分散化,理想型的

网络公共领域渐趋解构,加之非主流化与群体盲从的另类空间的

兴起和公众民主化意识的泛化,大学生在网络公共领域中的政治

话语表达,间接影响着网络公共领域的话语合法性和集体性的理

性思考。 

1 网络公共领域中大学生表达的话语特征 

1.1娱乐化 

对权威性称呼的“萌化”转变。[10]在一个主流文化已经被分解为

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和偏好的世界中,曾经“亚文化”与“主流文化”

之间的界限渐趋解构。青年亚文化开始不断突破地域和年龄的界限,

成为不再抑于“道德恐慌”之下的全球性景观,媒体与亚文化的关系

逐步突破媒体的“威权共识”,从对立走向了共谋。[5]而青年亚文化

视角下的粉丝文化,强化了边缘性文化与媒介的共生。《人民日报》顺

应我国当下追星热潮,将祖国亲切的称呼为“阿中”,引来了青年大学

生一众的追捧。主流官方媒体逐渐走下权威性政治话语平台,渐趋迎

合青年受众心理认同,实现了边缘性亚文化与媒体的共生,成为强化

共同体凝聚力的助推力量[3]。 

在爱国主义论战中的戏虐性表达。大学生在网络中的政治话语表

达逐步脱离传统的严肃性话语体系,将自嘲、调侃、贴标签等戏虐

性的表达形式呈现出来,运用草根的话语体系来表达自身的爱国立

场。这种泛娱乐化的表达方式与政治正确相交融,成为当代大学生在

网络公共领域话语表达的显著特征。 

1.2视觉化 

青年大学生的生活已经逐渐嵌入社交媒体的虚拟现实中,在这个

虚拟空间,视觉修辞已经无可争议的成为公共话语空间构成的主要修

辞手段,[14]表情包与图片、视频逐步成为他们表达爱国主义情感的重

要载体。 

由文字向表情包的转变。表情包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已经成为一种

通用的、流行的表达方式,是独立于文字传播的全新话语体系,对表情

包的运用,在呈现直观图像和幽默画风的同时,其也营造出了一种强

烈代入感的对话场景,是对文字情感表达的延伸。 

由文字向图片、视频的转变。基于新媒体环境下融图片、声音、

影像为一体的视觉画面,能够给予观众直观的感受,在多元信息的互

联网环境中,使用调动多个感官这种体验感较强的呈现形式,能够激

发受众围观、参与和表达的热情,形成有效传递和积极互动模式。在

学习强国举办的“我和我的祖国”微视频、摄影作品大奖赛中,我国

各高校参赛大学生聚焦祖国发展建设的不同历程,用图片和视频的形

式表达了自身的爱国情怀。其强烈的视觉冲击特性,加剧了青年在爱

国主义中的身份认同[4]。 

1.3非理性化 

民族主义情绪激烈,鼓吹暴力。我国的民族主义带有某种程度

上的政治合法性。相较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具有“民族分离主义”

的极端化倾向,其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政治单元,以民族文化和民族

利益动员民众,以实现自身于现代政治体系中的利益诉求。[9]重大国

际事件成为青年大学生民族主义情绪的集中爆发区。同时,部分大

学生还在网络中鼓吹暴力,强化战争中的英雄主义色彩。这种轻言

战争的爱国主义话语表达,是极端化民族主义情绪的外现,极具非

理性因素。 

爱国主义话语失序,价值失落。在一些民众议题中,资本渗入社交

媒体,通过收买“大V”意见领袖,罔顾国家利益,诱导意见气候,激化

青年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绪,控制爱国主义舆论走向,均在各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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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爱国主义话语失序,形成“网络公共领域”中的“情绪性舆论”。

在对外舆论中的话语失序,不仅解构了公共外交的实质性意义,更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形象。这种伦理本位的爱国主义情感呈现,缺

失了其内在的文化价值、理性价值和舆论反向助推外交实践的现实价

值,是爱国主义话语价值失落的根源所在。 

2 公共领域中大学生爱国主义表达的话语困境 

2.1对内表达的话语困境 

大学生对内爱国主义的话语呈现主要基于对基层个体权利维护、

国内不可控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突发以及边缘性群体话语诉求

的表达,是关乎公民与国家关系的建设性爱国话语表达。 

忧患意识极端化。当代大学生在赞扬国家建设成就的同时,也时

刻关注实际呈现出的问题,其将网络个别事件和社会事件上升至国家

建设层面,将体制弊端上升到党政与国家的整体性危机。网民对个体

事件的个体情绪通过在公共舆论场的传播发酵,而扩大为一种群体性

的公共情绪,使得青年在网络公共舆论场中的话语表达缺失了对共同

体秩序化的理性认知。 

民主权利认知泛化。我国青年大学生借助于“民主表达”和“新

闻自由”的西方话语,为在网络公共领域间接输出他人和自身的利益

诉求,促使“泛民主化”意识加剧。大学生将西方的民主视为绝对意

义下的民主,在网络公共舆论场表达所谓的民主诉求,对官方舆论场

采取一味的抵制和不信任态度。这种“泛民主化”的结果不会是民主

和稳定的实现,而是权威倒塌带来的权力真空和无序。“极端化的忧患

意识与“泛民主化”的话语表达在本质上呈现出了矛盾性[7]。 

2.2对外表达的话语困境 

大学生对外爱国主义的话语呈现主要基于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

维护。两国间的冲突性事件,成为我国大学生爱国主义表达的爆发区,

是关乎我国与他国关系的维权性爱国话语表达。 

公众与政府在外交舆论场的隐形对抗。在全球化环境下,国家不

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体,其对外行为被解读为国内各种行为体博弈的

结果。[2]在中国日益崛起的同时,与西方世界艰难的格局调整与心理

调适,加剧了中外民间心里的激荡与磨合,国家的民间舆论成为了国

民情绪的外现形式。随着国民“四个自信”的不断提升,民间对外话

语兼具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和无序的自主性表达,出现鼓吹暴力、轻言

战争等极具情绪化的强硬性话语。情绪化和极端化的民间舆论场,挤

压了国家在外交上的回旋空间,消解了国家在外交公共事物上的实质

性进展,造成了民众舆论与政府决策的隐形对抗。 

3 引导大学生在网络公共领域中的话语表达路径 

3.1正视爱国情感,加强自身爱国教育 

“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在呈现多元价值文化

舆论场中,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阵地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根

本任务。 

明确爱国主义的本质目标,实现价值维度与现实维度的衔接。明

确个人价值观与现实行为的内在关系和现实行为对实际价值的影响,

就是要明确爱国主义的本质目标,即维护祖国稳定、促进和平统一、

有序健康发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

观念,科学认识社会发展的趋势,提高信息甄别能力,助于其树立科

学、理性价值意识,在网络公共领域话语表达中秉持更加科学、理性

的态度。 

深刻理解爱国主义的时代内涵。爱国主义是个人与祖国的情感关

系纽带,是规范个人基于祖国这一共同体中的行为准则体系,更是民

族精神的核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

义的鲜明主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的责任担

当,当代大学生积极的网络参与,呈现出民族情绪高涨的网络舆论场,

在爱国主义的话语表达中,大学生应该基于这一鲜明的时代内涵,将

自觉状态规范化转变为真实的具体要求。 

3.2有效利用平台,自觉遵循法治规范 

发挥“意见领袖”积极作用。意见领袖实是指在媒介信息传给社

会群体的过程中,那种扮演某种有影响力的中介角色者,它影响着人

们的意见、态度、信仰、动机与行为。利用网络意见领袖提升议题设

置能力,进而把握爱国主义的话语权在当下“迷群”文化盛行的网络

生态中,极具可行性。约翰·西布鲁克将青年亚文化视为“无阶层文

化”,解构了伯明翰学派以抵抗理论为分析前提的二元划分观念,至此,

亚文化趋于一种无关乎政治的身份认同、价值认同的表达空间,[1]以

实现自我价值的虚幻化投射。在网络公共领域中运用“明星大V”、网

红、作家来进行主流话语输出,基于固有“迷群”对“意见领袖”的

信任,能够有效促进有序、理性意见气候的形成。 

付诸法治,规范网络舆论场。单纯寄希望于网络伦理秩序来规

范“广场杂言”,存在公民素质差异、群体观点分化和基于自我信

息需求的“回音壁”效应等多重困境,因此,运用网络技术与法治规

范网络生态成为必要之举。关注网络内容来源、内容价值和敏感性

议题的内容审核和内容管理机制有效规范了议程设置与生态引导,

决定了网络话语权的建构。同时,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划分了民众

爱国主义表达的法律界限,明晰了网络舆论的权利义务规范,进而

对网络语言暴力和线上引导至线下的激进行为进行有效遏制,利于

营造良好网络生态。 

3.3实施正确引导,理性表达爱国热情 

认识理性爱国的实质内涵。托克维尔讲述理性爱国时提到：“这

种爱国心富有理智,虽然可能不够豪爽和热情,但非常坚定和持久。

它来自真正的理解,并在法律的帮助下成长。”[8]其反对狂热情绪和

思想僵化,强调以理性为指导,客观对待纷争,理性释放情感,其相

较于情感宣泄性的爱国主义表达,更具社会适用性。青年大学生的

爱国表达,应准确把握网络话语表达中以“情”感人、以“理”服

人与以“法”制人的理性内涵,融批判性、建设性和合法性的理性

表达为一体。 

营造以事实性原则为前提的网络空间。尊重客观历史事实,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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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过渡渲染的英雄主义色彩与历史虚无主义,给予大学生理性价值

判断的现实基础；[6]秉持个体事件的客观性报道,兼具内容和形式的

双重客观性,弱化媒体观点性输出所造成的舆论过度偏向；[12]准确把

握宏观真实与微观真实的辩证关系,即实现总体与细节真实相统一,

实现宏观把握新闻内容取舍、舆论走向与个体性事件要素的真实性

相统一。 

3.4协调对话机制,政府公民强化沟通 

技术防御,加强舆情分析。线上极端民族情绪的蔓延是线下激

进爱国行为的内在动因,有效监测线上内容来源和舆情发展。强化

网站内容审核,实时追踪内容来源,进行内容价值评估；提高对政治

敏感性话题的内容管理,必要时降低话题讨论热度,通过技术手段

屏蔽话题讨论,并作出有效应对；对集中爆发的情绪化言论由系统

发送提示信息进行“累计预警”,限定传播频次,并建立实时追踪的

反馈监测机制。 

媒介介入,强化应对机制。基于井喷式的舆情蔓延,在前期预防

机制的遮蔽下,会更加激化大学生的非理性情绪,进而将个体事件

认知上升至国家体制弊端,强化个人与政府间的有效沟通成为构建

对政府信任性的必要条件。有效运用新闻发言人制度,形成线上线

下联动。肺炎疫情期间,央视新闻频道新闻发布会的实时直播,建立

了以媒体为中介的个人和政府沟通机制。无知和盲从是网络话语表

达情绪化滋生的根源,积极引入专家咨询体系,使大学生深刻了解

事件的内涵与实质,从盲目的情绪中抽离出来,采取具体应对策略,

避免不必要的情绪恐慌和过度忧患,有效引导理性舆论场的构建。

此基于线上建立的大学生个人与意见领袖、政府平台的沟通对话与

意见反馈机制,利于个人与政府间形成线上的良性互动,有效阻断

极端爱国情绪的传播,助于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有序

化和分解式进程。 

4 结语 

网络公共领域中大学生爱国主义话语表达,是去中心化、分众化

及多元化网络生态作用的结果,对其话语表达的正确引导,需要出发

网络平台、媒体、政府和学校教育等多重机制,对其合法性和集中性

表达进行合理重塑, 终实现大学生由线上网络话语理性表达到线下

行为的根本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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