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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年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对2018年度网络十大流行语的总结中,“锦鲤”一词荣登榜首,使得“转

发锦鲤”掀起一番热潮。“锦鲤热”有几种常见的形式,如明星人设——转发杨超越、商家推广——信

小呆、影视作品人物塑造——魏璎珞、考前或重要的事情祈福——考四六级前转发锦鲤等。大学生转

发“锦鲤”现象的背后折射出许多的社会现象以及个体的行为方式。本文运用问卷调查法实证研究法

等方法,说明大学生产生“锦鲤热”转发现象的原因,以及对如何正确引导大学生看待网络“锦鲤热”现

象提出积极的建议。 

[关键词] 锦鲤热；网络传播；成因 

中图分类号：G250.72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网络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

可少的各类工具的合体,各种网络现象

也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锦鲤,是鱼类中

的“宝石鱼”,一直被人们认为是美好事

物的象征。 

“锦鲤热”指近年来逐渐流行起来

而且愈演愈烈一种网络现象。2018年十

一假期期间,支付宝软件为促进业务发

展,开展寻找“锦鲤”活动,随之网友进

行了大量的转发。同样在大学生群体中

逐渐流行,大学生通过网络进行娱乐活

动已成为一种主流与主要传播信息方

式。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转发锦鲤的

500名学生进行数据整理,有68.48%转发

是 在 转 运 , 有 71.74% 转 发 是 为 祈

福,21.74%转发是在商家抽奖,实则也是

在祈求运气,20.65%转发是为跟风,其跟

风原因表述为与大家凑话题、与周围环

境相称等理由。 

1 锦鲤的意蕴 

“锦鲤”被人们称为“风水鱼”、“水

中活宝石”、“观赏鱼之王”,加之人们对

其进行联想,比拟等衍生出许多的表达

方式,体现出人们对未来的向往以及对

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如：比喻中举/升官

等,则说“鲤鱼跃龙门”,见古诗词《蠕

范·物体》：“鲤……黄者每岁季春逆流

登龙门山,天火自后烧其尾,则化为龙”；

用作书信的美称,李泳《贺新郎·感旧》

词：“彩舫凌波分飞后,别浦菱花自老,

问锦鲤何时重到”；如与婚姻关系相联系,

有词《诗经 陈风 衡门》云,“岂其取妻,

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此

外本句锦鲤也有表达长寿之意。至于民

间吉祥纹图中的鲤鱼,也无处不在,窗花

剪纸、建筑雕塑、纸品绣花、器皿描述、

赠予信物等,到处可见锦鲤的形象。可以

说早在我国古代,甚至古代日本国,就已

经开始了“锦鲤热”现象。中国传统文

化中对“锦鲤”一直赋予一种美好的象

征,甚至存在“崇鲤文化”。文化流传至

今,人们但凡看到与之相关的事物,都会

赋予其吉祥的意义,会引起大量的传播。 

2 锦鲤热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 

2.1发达的网络为转发提供媒介

支持 

网络特征包括跨时空性、便利性、

匿名性、实时交互性,使得网络称为人们

依赖的多功能社交工具。目前的大众文

化以娱乐、消费为主要特征,在这种背景

影响下,致使网络用户忽略事物内在的

真实性和深度感,转而更多的侧重娱乐

化、快餐式的内容及其表达。“转发锦鲤”

等恰到好处符合以上特征,既可以满足

转发者娱乐性的要求又可以满足转发事

物形象性的特点。 

2.2传播因素影响态度,态度影响转

发量 

个体形成一定的态度后,由于接受

新的信息而发生变化,这个过程叫态度

的转变。态度转变中,传递者对接收者

的影响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传递者

的威信、传递者的立场、说服的意图、

说服者的吸引力。转发锦鲤这些方式对

传播者没有利益冲突,而且贴合人们普

遍追求好彩头的心理状态,人们对信息

有较高的认同,更容易引发转发传播等

行为。 

2.3商家与自媒体成为转发的助

推器 

商家与自媒体在利益驱动之下,会寻

找更多的宣传渠道和有效方式,其中会考

虑到影响力与公开度的问题。在宣传中,

增强传播可信性的方法很多,其中“借他

人之口”进行传播的方式,是十分有效的,

如果利用恰当,更具有说服力[1]。发布与

转发“锦鲤”虽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是宣传效果却事半功倍,既达到宣传

目的,又能提高认知度。 

2.4个体成因 

2.4.1大学生自我效能感不足,会导

致过分依赖网络增强其自信心 

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班杜拉《自我

效能：关于行为的综合理论》一文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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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我效能感的概念,指人们对自身能

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

行为的自信程度[2]。已有研究结论,我

国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常模水平未能

达到社会对青少年的要求,与他们所要

承担起的社会责任还有差距[3]。转发锦

鲤是一种迷信现象,但这种迷信现象的

背后实则是由于对自我的不了解,感到

无助,试图通过转发来给自己增强自我

效能感。 

2.4.2大学生外归因现象驱动转发

锦鲤转移焦虑 

在进行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解释

时,对有自身责任的事情,一般会倾向于

自我保护,遵循趋利避害的原则。成功时

往往倾向于内归因,失败时往往倾向于

外归因,从而减小心理压力,使自己处于

比较有利的位置。如屡次转发“锦鲤”

者,或许有一部分原因出于此处,通过转

发,使外归因的比例占的更多,可转移压

力与焦虑。 

2.4.3社会感染性和从众心理,导致

转发量增多 

社会感染是指较宽泛的、大量的信

息与情绪的传播,人们通过预言与非语

言以及其他方式传播,具有双向性、爆发

性、接受的迅速性的特征。社会感染的

分类又包括个体间的感染,大众传媒的

感染,大型开放群体的感染。大数据时代,

网络信息传播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以

及带给个体感受的冲击力之强,单一的

个体会难以控制,比如迅速兴起的“锦鲤

热”,引起大量转发的现象；其次强烈的

集体认同也会影响到个体的理性判断,

难免会出现一些非理性的行为,个体在

集体主义、偶像理论、个体本能趋利避

害的影响下会随着社会的脚步行进,从

而使得自我的感知力下降,从众心理严

重者并不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行为。

当身边众多同学转发“锦鲤”祈福时,

某些大学生为了能和大家有共同话题,

也会进行转发。 

3 “锦鲤热”现象的引导方式 

3.1社会多方合力,强化大学生自我

认同 

首先应从学生的第一成长环境——

家庭入手,个体成长中的早期经历比以

后的经历对一个人有更大的影响,父母

关注大学生身体健康的同时,也应适当

关注到心理发展、提高个体自身的控制

能力及增强自我激励能力,从而达到良

好的自我角色认同；其次学校在做好学

科教育的同时,也应关注思维能力、独立

性的培养,让大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与

锻炼中从实际出发,形成正确的自我概

念,以及积极的自我概念。学校培养理念

应以学生为本,因材施教、因需施教、目

标培养的培养方式和理念,加强对大学

生进行更科学、更有价值的教育； 后

传播平台应控制对于类似“锦鲤热”等

网络信息的转发量,一方面是为了提高

个体对于投机等心理行为的觉察力,使

个体在解决问题时能做到实事求是,另

一方面也可以防止不良人士借此机会进

行违法犯罪活动。 

3.2适量转载缓解焦虑,更应提高正

确防御机制 

大学生群体转发“锦鲤”之所以成

为一种网络热词与其给大学生活带来的

影响是分不开的,通过转发锦鲤给自己

带来“好运”减轻压力,证明一种积极向

上的心态。但如此转发,并不能给我们的

生活真正带来改变,必须要努力奋斗,提

高自我价值感,提高正确的心理防御能

力,增强自我认知才能给自己真正带来

好运。 

纵观大学生各种心理问题,加强其

自我意识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自我意

识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经过的逐步形

成和发展,形成了对自我以及周围环境

多层次的认知、体验和评价[4],在发展过

程中会呈现处分化—矛盾—统一的规律,

个体应在自我意识形成的过程中,适当

的总结自我面对客观事件的真实态度,

从而形成经验的总结,对以后的发展道

路进行指导。 

4 结语 

转发锦鲤为个人行为,社会过多的

干预与强制不会起到很好的效果,但转

发只是寄托,而自己的努力才是成功的

根本。个体的努力和勤奋与恰当的自我

暗示结合会出现良好的效果反应。适度

转发,有益于缓解个人压力,但个体更

应学习一些适当的长久的方式缓解个

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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