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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于当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而言，最核心的任

务就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持

续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最大挑战是“如何把互联网

这个最大变量转化为最大增量”，因此最直接的技术

选择是“移动优先”。在上述背景之下，我们注意到，

近年来无论是动漫作品《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朝

阳工作室”的《群众路线》三部曲、“复兴路上工作

室”的《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等微视频，还是共青

团中央入驻B站、《新闻联播》开设抖音账号，抑或是

新冠疫情中“挖掘机天团”打榜、全国美食为武汉加

油的“热干面系列漫画”等，都体现出主流话语的

“萌化传播”趋势。

这种“萌化表达”，运用拟人、拟物、借代、隐喻等

修辞手法，以“萌元素”为核心创作要素，对带有强烈

政治色彩的现象或事件进行符号化解读，抒发出明

确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情感。这些新媒体语境下

主流话语与“二次元”文化的接合实践，呈现出在重

大议题之下的情感号召与身份认同的力量，削弱了

国内常见的关于“二次元”文化评价的“道德恐慌”，

也溢出了西方学界基于意识形态对抗而形成的青年

亚文化理论叙述。

那么，主流话语与“二次元”文化之间的接合机

制是怎样的？“萌化”的表达能否实现主流文化与一

般意义上的网民群体、青年文化和亚文化群体之间

的对话？为什么同样是“萌化”编码，主流话语在不

同语境下的操演(performance)却得到了不一样的效

果？主流话语应该以怎样的“萌化传播”来实现“破

壁”“破圈”的对话与交流，提升社会凝聚力？这些问

题的探讨有利于主流话语的整体引导力提升和对特

定群体话语方式的优化。

一、萌化传播：主流话语对“二次元”文化的接纳

与移用

自从 20世纪 60年代知识界出现的“话语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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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话语”就被认为与“意义的生产”密不可分。

话语作为一种“言说的实践”，超越了语言和文学的

范畴，与历史、制度、文化、经济交织在一起，在宏观

上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总体性实践，

而在微观上可以认为是一件作品中各种符号构成的

陈述群。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是“一个匿名的，历

史的，规律的整体，这些规律总是被确定在时间和空

间里，而这些时间和空间由在一定的时代和某些既

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或者语言等方面确定

了陈述功能实施的条件”[1]。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

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建立、维持和改变权力关系，并

且改变权力关系在其间得以获得的集合性实体(阶
级、集团、共同体、团体)。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的

话语从权力关系的各种立场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

世界的意义”[2]。约翰·费斯克提出，“话语是一种倡

导或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行为，常被说成是‘话

语实践’”[3]。

在我国当下语境之下，“主流话语”有广义与狭

义两层含义。广义层面的“主流话语”不仅包括政治

性的内容，还涉及经济、人文艺术领域的意识形态表

达；狭义层面的“主流话语”主要指的是政治话语，包

括国家、媒体与公众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爱党爱国、

拥护政策、听从号召的内容，是主流价值观宣传的核

心内容，往往搭载于各类媒体内容之中。

以往，主流话语是一个讲究严肃正统表达的体

系，它与规制、仪式、典礼的紧密联系，将其与日常

生活、非主流表达明显地区隔开来，以此保障了自

身的权威性。因为话语的权威，便产生了在公共生

活中的主导地位，确保其对社会拥有解释、规范、引

导的资格与能力。然而，随着数字化媒介对日常生

活的渗透，社会圈层化的程度加深，主流话语面临

“对空言说”的危险。主流话语能否吸收社会各利

益群体的文化、价值观念以及话语表征，以此形成

全社会的共识，成为其能否维系社会、维持主流的

重要考验。

在上述背景之下，“萌”作为一种诸方都能接受

的方式在中国登堂入室，从小众娱乐的内容逐步演

化为大众传播中打破隔阂、刺破圈层的手段。《说文

解字》中对“萌”的注解为“艸芽也。从明声”。《礼记·

月令》中的一句“草木萌动”就是表达“草木发芽”的

意思。日语“萌”最初以动词出现，意思与中文相

似。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萌”一词被引入

日本动漫语言，在“二次元”文化中表达的是对动画、

游戏中出场的美少女人物的爱慕、倾心、兴奋等感

情，或者用来形容美少女形象所具有的可爱特质。

正如日本名著《枕草子》中指出的“凡是细小的东西

都可爱”[4]，日本文化中对幼小事物带有肯定意味的

欣赏传统，通过“二次元”文化传遍了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中推崇温和、委婉的审美取向，与

“萌”传递出来的乖巧、可爱、无害的内容有着可以通

约的情感基调。在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中，类似于

“萌”的操作也很多。例如，中国传统民俗中的福娃

形象，浑圆可爱的形象遵循了中国古代“混沌、对称、

圆融”的美学倾向，短小四肢、眼大圆脸的视觉形象

寄托了人们的喜爱之情与美好祝愿。在古代的民间

画像中，无论是作为金童玉女，还是寿星老人都呈现

出白白胖胖的身段，甚至画中的猛虎野兽也都弱化

了攻击性与兽性，给人憨态可掬之感，这也是“萌”的

审美取向在中国民间艺术领域中的体现。

近二十年来，随着日本“萌”文化在我国流行程

度的提高，其在中国几乎适用于各种各样的对象，而

并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性别、年龄、物种。有学者认

为，在国内当下的文化语境中，“萌化是同人文化的

一种常见玩法，指的是‘二次元’爱好者运用各种媒

介手段和表意技巧，为原先似乎并无萌点的种种事

物，如国家、省份、学校、学科、食物、饮料、兵器、电器

等，赋予戳人萌点的萌属性，正所谓‘世间万物皆可

萌化’”[5]。“萌化”指涉对象的泛化，为国内主流话语

的“萌化”操作，提供了一个亲缘性的接口。

从社会生物学的视角看，人类对于危险的事物

会本能地远离，而对于无攻击性、无害示弱等属性的

事物则会表现出更多的亲近意愿，动物幼崽和人类

婴儿恰恰是具备这类属性最多的生物，因此，多数人

都会觉得小动物与幼儿是“萌”的。日本学者四方田

··37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YOUTH STUDIES
青少年导刊 2022.2

犬彦认为日本文化中的“可爱”是“一种给人以小巧

的、令人依恋的、亲密无害的，从而使人解除防备与

紧张感的感觉”[6]。因此，“萌化传播”正是借助于萌

化符号这样的一种自然的亲近感实现了社会圈层之

间的情感联结。需要指出的是，在日本的动漫文化

中，“萌”一直带有男性观众对美少女形象所产生的

狂热情感甚至色情化的投射，这些内容并不能被“可

爱”所掩盖。而国内主流话语在移植“萌化”手法时，

极大淡化了这种性暗示的成分，强调“萌”的无性(别)
化，通过无明显性别特征的小动物、幼儿等形象，凸

显对主流价值的维护和追求。

到目前为止，“萌”可能是日本“二次元”中被中

国各个群体最为接受的内容元素与操作手法，在中

文语汇中，它已经从一个小众概念变为了带有褒义

的大众表达，甚至“卖萌”一词都带有“积极沟通、放

低身段”的意味。而中国的“萌化传播”也历经了由

青年群体发起变为主流媒体操作，由青年群体情感

表达变为官方正能量宣传手段等流变轨迹。

在接下来关于主流话语的“萌化传播”分析中，

我们主要探讨的是主流话语在生产与传播中，以广

大网民尤其是青年群体为宣传对象，以增加萌化符

号的视听表征或语言风格的方式，通过对人物事件

等发出“萌”的指认，实现自身与对象群体沟通的这

种表达手段。

二、“萌萌哒”的符号操演、修辞结构与潜在风险

“萌化”需要运用各种媒介手段和表意技巧，为

原先并无“萌点”的各种事物赋予“萌”的属性，进而

将“萌”的属性投射和转移至各类宏大议题之上，以

此丰富受众的情感体验，使抽象的问题变得亲近可

感。从“萌化”的实施路径上看，本文归纳了其符号

操演、修辞结构以及潜在风险。

(一)操作面：符号选择与风格确定

主流文化对“萌化”风格的调用已经成为常态。

“萌化传播”的视觉化表征常常用孩童和小动物的漫

画形象，配以诸多拟人化的风格呈现，借用了这些典

型的能够激发受众“萌点”或是“萌思维”的视觉符

号，其核心就是将“萌化符号”应用到主流话语叙述

中，让接受者产生自发性的思维情感联想。

国内的“萌化符号”最早来源于网友的创作，著

名的有小猫“罗小黑”、小鸟“彼尔德”、小狐狸“阿狸”

等。2011年，网友“麻蛇”创作了漫画《那年那兔那

些事儿》并于网络连载，用兔子、鹰、鸡等动物的卡

通形象指代几个国家，以动漫方式讲述了国家发展

的硬道理，为国家和国民赋予“萌属性”。2019年电

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达康书记”被网友做成各

种表情包，使得共产党的书记变得“萌萌哒”。“萌化

符号”流行尤其是与主流话语产生交集之后，得到

了主流话语的跟进、吸纳与再造。例如，“朝阳工作

室”“复兴路上工作室”等新媒体账号，明显学习运用

了各种“萌化符号”及其编码风格；“新闻联播”的抖

音号，也明显区别于其电视栏目的表达；甚至部队系

统的新媒体账号“钧正平工作室”，近年来也不时有

“萌化”的作品。

在主流话语的生产者看来，既然“萌”来自“二次

元”，它就能够实现“破壁”和“破圈”，让主流话语

进入到热衷“二次元”文化的群体中，打破所谓的

“次元之壁”。各个圈层都有自己的运行逻辑，但圈

层本身并不是封闭的，主流话语与各类亚文化之间

也不是割裂和对峙的，很多社会重大议题，经由合适

的传播平台与载体，就可以在各个圈层之间产生对

话与交流。正如有学者提出的，“尽管来自不同圈层

的人群所认同的价值观是不同的，但是价值观之间

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互通与兼容，圈层本身并不应该

是彼此互动相连的桎梏”[7]。

(二)修辞法：逻辑植入与意义换框

就“萌化文本”的生产过程而言，符号选择与风

格确定——即用具有“萌”属性的符号表征现实中的

人和物——只是第一步，此后还需要通过“萌化符

号”的修辞结构推动“逻辑植入”和“意义换框”，这一

步的修辞法影响着受众解码时如何通过文本产生认

同与想象。

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美食为武汉加油的

“热干面系列漫画”为例，漫画的表层结构是“热干

面、小笼包等全国地域特色美食集合”，而其指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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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武汉作为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最早和最为严

重的城市，全国各省市派遣医疗救援队伍驰援武

汉”。在将前一个“萌化”的美食集合投射到后一个

“关键问题”上时，在隐喻机制的作用下，用户在心理

上或者潜意识上会产生一组“如果X则Y”的推导过

程：1.美食没有地域界限，如果各地美食与各省市人

民相似，则全国人民无论来自哪一个省市也是无界

限的(不应该歧视武汉人)；2.我们对各地美食都热

爱，如果全国各省市人民都相亲相爱，则全国各省市

对武汉的驰援也是血脉相连的天性使然(呼吁全国

力量驰援武汉)。
这组系列漫画置换了复杂多变的现实，用美食

传递出“爱、温暖、守望相助”等理念，代替了当时常

见的“病毒、隔离、舍生忘死”等叙述框架，以虚拟的

方式分享“共同抗疫”经验，并迎合了“全国之于武

汉、武汉之于全国”的共同体想象。在常见的叙述

中，无论是“脱贫攻坚战”“蓝天保卫战”，还是“疫情

阻击战”，都属于主流话语最善用的“战争隐喻”范

畴。除此之外，“家国隐喻”“祖国母亲隐喻”在主流

叙述中也很常见。事实上，隐喻的生成与理解主要

取决于认知主体对现实的感知与经验的认识，此处

的“美食隐喻”既贴合当代受众的经验，又悄悄置换

了以往惯用的叙述框架，很快获得了网民的认可，主

流媒体的大量转发也表明了对其的肯定。

(三)风险点：成于“接合”与毁于“重构”

“万物皆可萌化”并非意味着“一萌就灵”，即使

在完成了选符号、定风格、讲逻辑、换框架这一系列

工作之后，“萌化传播”仍然有失败的可能。究其根

本，在于“萌化”符号是否能与新注入的意义顺利“接

合”，还是遭遇各种意义的“重构”。

有关话语生产的“接合”(articulation)概念来自安

东尼·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论述，经过斯图亚特·

霍尔，再到厄尼斯特·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的不断

完善，“接合”始终体现的是文化实践和意识形态的

动态谈判和斗争。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并

不绝对是任意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因果联系会随

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一定的变化，不同的社会利益

集团或力量使“一个能指(符号)与一个有优先权的或

者居统治地位的意义相分离，并与另外一种不同内

涵意义重新接合”[8]。

“萌化符号”能够将普遍存在的、偶然的、非必

然特性的元素“接合”起来，但是它也面临着被冲

击、被扭曲、被重构的危险。2020年 1月，央视给火

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直播增加了“打榜”功能，

“挖掘机天团”上线的初衷是为了让全国人民关注

和支持疫情防控工作，但是最后由于被过度游戏化

和戏谑化而告终。2020年2月，在“江山娇”与“红旗

漫”被宣布作为团组织的虚拟偶像之后，一批网友

结合当时女性抗疫人员在武汉一线的辛苦，并且联

系起女性在家庭、职场、人际交往等领域中遇到的

种种压力，向“江山娇”这一美少女形象发起了挑

战。在当时特定的语境之下，“江山娇”的人设及其

凝聚起来的意涵崩塌了。在互联网传播的语境下，

“萌化符号”浮动的能指意义弥散、话语持续溢出的

过程必须加以重视。我们也必须进一步认识到，文

化领导权是一个不同群体的动态协商过程，文化与

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处于斗争的场域中，是“一种由关

系——更确切地说是那些互相冲突的压力和倾向所

塑造的力的场”[9]。

三、“萌”向何处：主流话语传播的未来之思

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和西方青年亚文化生长的

文化土壤迥异，中国文化中并没有西方那种“国家是

必要的恶”“国家是利维坦”或者“国家-公民二元对

立”的理念，中国人讲的是“家国同构”“天下大同”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此中国的亚文化研究也无

法简单套用“抵抗”“反对”之类的理论范型。从总体

上看，中国当代亚文化的网络实践者既有特立独行

的一面，也有接纳主流话语召唤的一面，无论是亚文

化群体内部的自我规训，还是长期主流意识形态的

熏陶，主流话语对亚文化群体特别是其中的青年群

体，有着较强的引导作用。那么，主流话语在实现了

“萌化传播”之后，又会向何处发展？

(一)从刚性传播走向“刚柔相济”

从历史和文化的语境来看，作为一种国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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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主流话语“既与权力结合，也与精英文化联

盟，又能容纳大众文化；它既以当下国家权力意识形

态话语为主导，同时也必然要受到传统的、历史的、

民族的、外邦的、精英的、民间的文化滋养，从而得以

建构一个时代、社会的主导文化”[10]。因此，主流话

语要成为“主流”，必须吸收并代言不同文化圈层的

话语。主流话语在社会总体文化中主导地位的稳定

性并不来自静止与固化，而来自其不断地与其他文

化品类的接合与调适。

正是因为“萌”在当下能够发挥社会圈层之间的

情感联结效用，面临传播失效窘境的主流话语调用

“二次元”文化群体内部的“黑话”与“方言”，逐步形

成了“萌化传播”的话语表达策略，在新媒体语境下

可以覆盖更多的社会圈层。据此，“二次元”文化逐

渐被视为一种动力资源和动员资源，维系社会共同

体对话关系的不再单单是严肃性的话语，感性符号

的纳入和灵活运用成为新式的情感连接。在主流话

语“萌化传播”的过程中，官方媒体、官方机构往往退

隐到文本与符号之后，以“缺席的在场”方式，实现了

新的沟通方式。

需要始终保持警醒的是，尽管主流话语“萌化”

的表达淡化了其中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赋予了主流

话语柔性的基调，但“萌化传播”着力唤醒的依旧是

人民与国家、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即便“全

国美食为热干面加油”“挖掘机天团”等萌化表达，最

终还是指向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核心价值

观。因为无论如何演进，实现公众之于政治、思想、

情感的认同永远是主流话语的基本要义，如果网民

群体，尤其是其中的青年一代难以产生认同，那么维

系国家发展的思想之基也将随之倾覆。

(二)感性政治中的“理性到场”

主流话语在“前互联网时代”遵循的是精英的标

准尺度，其很大程度上是理性和逻辑的表达，但在社

会媒介化与媒介社会化的进程中，“情感体验和共情

能力变成了社交名片”[11]，情感、直觉等非理性因素

已经成为圈层传播机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性因素，

关系感知和情感共振成为主流话语连接各个圈层受

众尤其是青年亚文化群体的关键。

有学者将政治分为“感性政治”和“理性政治”。

所谓“感性政治”是指为了维护权力而使用感性的、

非理性的“使人激动的东西”，即通过某种象征和仪

式来调动受众的感情和情绪。“理性政治”则是相对

“感性政治”而言的，即诉诸合理的“使人可以确信的

东西”[12]。从这个维度看，“萌化”可以被视为一种感

性政治传播模式，即诉诸受众情感需求，正向地影响

观众情感和情绪，以激发其归属感、认同感、幸福感

等，并取得预期的凝聚社会共识的效果。

对于多数公众而言，主流话语的内容常常是远

离自身的实际经验的，只能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去理

解。作为感性政治存在的“萌化传播”，可以弥补公

众政治话语理解上的鸿沟，有效缩短决策者、领导人

与公众之间的心理距离。然而，“萌化传播”并非要

遮蔽理性，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只有保持主流媒体

专业而理性的话语持续输出，同时恰当融入感性的

内容，才能够实现“萌化传播”在社会圈层之间的

“破”与“立”。

的确，有许多案例表明，主流话语适时且适度的

“萌化”表达有助于全社会寻求共识、达成一致。但

对于公众而言，主流话语“萌化”的感性表达是有限

度的，国家与人民之间并不是偶像与粉丝的关系，主

流话语“卖萌”却也不能任性。在未来的进路中，主

流话语的“萌化”表达要避免沦为自我声明式的“表

演”，切莫因为情感认同的建立而摒弃了理性思维的

到场。

情感诉求的终极目标是价值观确立，感性政治

的传播依然需要“理性到场”。当前主流话语最基本

也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和维系好最广泛的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认同。

细读《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动漫版可以发现，它首先

通过简化的情节设置，将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放置

于萌化编码的故事之中，创设出类似于动漫叙述的

“正义-邪恶”认知逻辑，但每集动漫也调用了相当多

的历史资料、档案图片等，以真实的内容将中国政党

制度、发展方略等置于全球发展的大背景之中，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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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视角诠释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三)从文本认同走向“实践认同”

“萌”一度被国内主流话语视为青年群体低龄

化、幼稚化的表现，甚至被认为是青年群体对国家观

念体认不足，彼时青年群体创设的“萌化符号”也更

多传递出“去政治化”的意涵。随着“萌化传播”的主

流化，不少“二次元”爱好者使用“萌化符号”表达自

己的主张，而主流话语也及时响应，这时的“萌”便有

了“再政治化”的指向。

当然，在当前语境下，主流话语与其他话语之间

的话语权“交锋”与“争夺”必定不会消失，但是除了

极端情况，这种动态的过程中并不是你死我活、非此

即彼的关系。主流话语接合亚文化话语的实践，体

现出其本身兼容并包的意义，还要胜于“萌化传播”

内容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青年群体躬身入局、积

极实践，尝试开拓了一类新的网络文化，而主流话语

及时确认并肯定了“萌”的价值，双方共同创造了社

会转型和媒体转型时期中国特有的文化形态、话语

形态。

成功的“萌化传播”，虽然可能改变符号使用、风

格定位和意义生成的逻辑，但是其最终必然扣应到

中国的文化结构，必然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

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中获得滋养。而那些只找到

“萌”的形式而缺乏文化内涵的传播，终究是言之无

文、行而不远。随着“萌”从小众变为大众，从陌生变

得熟悉，主流话语会开启与下一种文化形式接合的

过程。换言之，“萌化”的表达策略很可能会变为主

流话语策略的一部分，也会被其他更有网感的表达

方式所替代，但主流话语顺时与应变的做法、鼓励青

年群体文化拓新开先的态度、持续输出澎湃认同力

量的机制，是其永续发展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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