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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黨媒借助社交媒體的政黨認同 
話語建構——以《人民日報海外版》微信
公眾號「俠客島」為例

胡詩然、張志安

摘要

本文對「俠客島」2017年上半年發布的文章進行取樣，以費爾克
拉夫文本導向的話語分析理論和框架為指導，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對樣

本進行批判性分析，以研究中國黨媒如何借助社交媒體、利用話語策

略建構和引導公眾的政黨認同，並將其與傳統黨媒的話語策略進行比

較。研究發現：黨媒在社交媒體應用之前和之後有一些相似的話語策

略，如利用框架、用詞、建構「內部群體」和「外部群體」、「以小見大」

等手段來建構公眾對黨和國家的認同。同時，社交媒體應用之後，

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話語策略，如對官方話語選擇性摘錄和有重點的解

讀，將制度建設置於「歷史–現在–將來」的多元語境中比較分析，利
用論證策略和話語再現策略，語境重構、詞組、搭配和符號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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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社交媒體時代黨媒主要還是從黨的立場、順應黨的意志、結合

中共治理國家的現實需要，用更巧妙、多樣、隱蔽的話語策略建構公

眾的政黨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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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Issue Article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Party-Owned Media by 
Means of Social Media—Setting “xiake_island” 
as an Example

Shiran HU, Zhi’an ZHANG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how “xiake_island,” one of th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of People’s Daily, discursively constructs people’s party identification, 

critical text analysis is conducted to study its 14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first 

half year of 2017,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Fairclough’s text-oriented discourse analysis. By comparing its discursive 

strategies and skills with the ones used b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arty-owned 

media, we find that there are several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m: such as 

framing, word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out-group” and “in-

group.” “Xiake_island” also has some new and particular discursive strategies,  

such as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historical-current-future context, argumentation, 

recontextualization,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lexical groupings, collocation and 

semiotic. All in all, in the social-media era, to conform to the will of the Party 

and to satisfy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CCP to govern China, Chines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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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ed media utilizes cleverer, subtler and more diverse discursive strategies to 

construct the party identification of the public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Party.

Keywords: social media, party-owned media, party identificatio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xiake_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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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是政治認同（political identification）的

一部分，是當今中國乃至世界都非常重要且緊迫的研究課題之一。不

少國家都面臨公民政治參與度較低、政治冷漠的問題，尤其是新一代的

年輕人，他們對政治選舉、政黨、政治活動等政治話題的熱情遠不及祖

輩父輩（李智，2005；孫興春，2006；張樹輝，2002；Mycock & Tonge, 

2011; Sloam, 2007）。有調查顯示23.4%的大學生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出於

方便以後就業等功利目的，在已有的入黨動機中所佔比例最高（柴寶

勇，2015）。如何在年輕人群體中重新建立起政黨認同，吸引年輕人對

政治話題的注意，培養其政治興趣，成為黨和政府關心的問題。

中國黨媒作為政治文化的傳播力量在引導和建構公眾的政黨認同

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並且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黨媒在不同時期

建構政黨認同所使用的話語策略和特點也呈現出較大的不同。改革開

放前，黨媒以宣傳主義範式為主，對公眾進行較為直接的意識形態灌

輸和教化（Pan & Chan, 2003; Zhang, 2008; Zhao, 1996）。改革開放後，

黨報的市場化轉型使其擁有一定程度的自治，通過對材料的選擇、創

新的報道視角和生動、有吸引力的寫作，來進行軟化的、更有效的宣

傳和輿論引導，培養公眾對黨和國家的共識，實現從宣傳到霸權的轉

變（Chan, 2002; Latham, 2000; Liang & Lu, 2013; Zhao, 1996）。

近些年來，社交媒體的發展和社會環境的變化給黨媒帶來了機遇

和挑戰，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關注新媒體環境下黨媒如何進行有效的

輿論引導和重奪話語權（如方可成，2016；韓岩，2014；黃冰亮，
2014；吳利紅，2016；龍強、李艶紅，2017），但目前還缺乏對黨媒借

助社交媒體建構政黨認同這一重要課題的關注，所以本文著重探究黨

媒如何借助社交媒體、利用話語策略和技巧來建構和影響政黨認同？

與傳統黨媒的話語策略相比，出現了哪些新的、不同的話語特徵？又

有哪些相似之處？希望本研究能揭示黨媒運用社交媒體時話語轉型的

策略，為社交媒體時代黨媒新型話語表達這一領域做出貢獻，也能幫

助人們認識到黨媒在社交媒體時代對公眾政黨認同更為巧妙的引導和

培養，並了解其發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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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綜述

中西方的政黨認同研究

政黨認同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國學者奧格斯．坎貝爾（Angus 

Campbell）提出的。政黨認同是選民「在心理上對某一政黨的歸屬感和

忠誠感」，具有非理性、高度的穩定性和形成的早期性等特點，是選民

投票時的主要依據，並且他認為政黨認同是研究公眾政治行為的核心

理論（Campbell, Converse, Miller, & Stokes, 1960, p. 121）。Weisberg

（1980）對坎貝爾的單一政黨認同觀——僅對某一個政黨認同，而排斥

其他政黨——進行了修正和發展，認為個體可以存在多重認同（multiple 

identification），即個體可以同時對多個黨派都有不同程度的認同，也可

以完全獨立與任何黨派（party independency），還可以認同某一黨派在具

體議題上的立場、而同時獨立於任何黨派。Weisberg的多維度政黨認同

觀使得人們對政黨認同的理解更加豐富和深入。

以坎貝爾為首的密西根學派主要是從政治心理學角度、從社會個

體出發去研究政黨認同的形成過程。並且，不少學者從社會認同理論

（social identity theory）的視角闡釋政黨認同的形成和特徵，他們認為個

體的政治身份同社會身份、宗教身份和種族身份在本質上相似，都是

個體對相關團體或組織的依戀（group attachment），比個體的其他身份

具有更高的集體性（Deaux, Reid, Mizrahi, & Ethier, 1995; Greene, 1999; 

Niemi & Weisberg, 1993）。之後西方學者開始結合社會結構因素去研究

選民群體的政黨認同，強調政黨認同的理性和可變性，拓寬了政黨認

同研究的學科視野（如Fiorina, 1981; Jennings & Markus, 1984等）。

中國政黨認同的研究起步比較晚，研究成果還不夠豐富（楊緒盟，
2006；左冰，2014）。大陸學者對政黨認同的定義基本沿襲了西方的觀

點，認為政黨認同是「政治主體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對政黨所產生的一

種思想、情感和意識上的歸屬感」（柴寶勇，2013：75），主要表現在對

政黨的認知、情感、評價和行動這四個方面。根據中國實際情況，政

黨認同可以劃分為對執政黨（即中國共產黨）的認同和對參政黨（即各民

主黨派）的認同（柴寶勇，200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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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研究的政黨認同是指對中國執政黨認同。由於政黨認同的

主要的形成基礎包括政黨的意識形態、政黨組織、政黨領袖、政黨績

效等（柴寶勇，2013）。其中，政黨的意識形態是「政黨關於自然界、人

類社會、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的體系的思想觀點、見解和理論」，是政

黨認同組成中的主導要素，也是政黨執政和取得民眾認同的根本；政

黨組織和制度是「黨員結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宗旨的結構體系」及其遵

行的準則，健全有效的政黨組織和制度是取得政黨認同的有效方法；

政黨領袖是「政黨活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是政黨重要思想理論和重大

路綫、方針、政策提出者和制定者，是政黨的代表和象徵」，品質優

秀、形象良好、能力超群的政黨領袖往往對黨員及公眾有較高的影響

力和號召力；政黨績效是指「政黨在治理國家、服務公眾過程中取得的

實際績效」（柴寶勇，2013：76）。

本文依照研究目的和需要對柴寶勇（2013）提出的政黨認同的形成

基礎進行了補充和完善。首先，本文認為政黨認同的組成不僅要考慮

政黨治理的實際成效，也應當加入對政黨治理國家的具體舉措關注，

因此將政黨績效完善為政策方針及成效，是指政黨在治理國家、服務

公眾過程中的具體行動和準則，及其取得的實際成效。本文除了考慮

影響政黨認同的內部因素，還考慮了外部環境，即國際形勢及中國的

國際影響力等。因為對內，政黨是國家政權的實際掌控者，而對外，

政黨也是國際政治舞台的主角（時新華，2011），國際形勢與中國在國

際舞台的表現也會對公眾的政黨認同產生影響，國際形勢和中國的國

際影響力是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現狀及發展趨勢，以及中國在其

中的角色和作用。本文之後的分析將會圍繞政黨認同的這五個重要的

組成部分展開（見圖一）。

圖一　政黨認同以及形成基礎

意識形態
政黨組織 
和制度 政黨領袖 政策方針 

及成效
國際形勢和 

中國的國際影響力

政黨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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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認同與大眾傳媒的功能

西方國家在政黨競選中充分利用大眾傳媒進行政治宣傳。在美

國，逐漸形成了政黨領袖媒體化的現象，即為了贏得更高的投票率，

政黨內部會遵從媒體偏好，選擇形象、口才等更符合媒體口味的人擔

任黨的領袖（王韶興，2011）。中國的大眾傳媒同樣也作為政治文化的

傳播力量，積極在人民群眾中推進和宣傳黨的思想、路綫、方針、政

治信仰等，塑造政黨領袖的良好形象（李艶、雷巧霞，2007；徐行、楊

鵬飛，2013）。

綜合目前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出媒體對政黨認同的影響體現在兩個

方面：一、在傳播內容方面，大眾傳媒通過提供政黨、政策、選舉等政

治信息，增加公眾對政黨的了解和認知；通過塑造和傳播政黨領袖的形

象，來提升公眾對政黨的印象；通過傳播和弘揚政治文化、政治規範和

行為作風等，引導公眾從意識形態上認同政黨文化。二、在傳播形式方

面，通過新聞報道、媒體渲染等方式吸引公眾對政治話題的注意；通過

提供政黨及公眾有關政策、綱領等進行雙向溝通的平台，來促進公眾理

解和支持政黨；通過對新技術的應用，提升大眾傳媒教育功能及效果等

（盧迎春，2010；阮宏波，2012；孫留華，2010）。而西方自由民主思潮

和意識形態也通過大眾傳媒被公眾所了解，這可能會削减公眾對中國執

政黨的認同感。所以大眾傳媒對政黨認同的影響是具有兩面性的（阮宏

波，2012）。

黨媒轉型及其話語變化

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黨媒是黨的宣傳者，黨報的話語以宣傳主

義範式為主（Pan & Chan, 2003; Zhao, 1996）。其話語特徵是較死板的、

自上而下高度控制的，具有意識形態灌輸和煽動教化的功能（Zhang, 

2008）。

改革開放之後，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黨和國家積極引導黨

報進行市場化轉型。自1992年起，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黨報逐步走

上「政府管理，企業化運作」的轉型道路，從黨和國家的宣傳機構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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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兼具宣傳屬性和商業屬性的「黨的宣傳公司」（Party Publicity Inc.）；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黨和國家又進一步推動以黨報為核心的報業的

集團化發展，以重新確立黨和國家對報業體系的領導、增加中國媒體

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和競爭力（李艶紅、龍強，2017；田秋生，2008；
He, 2003; Lee, He, & Huang, 2006; Zhao, 2000）。市場機制的引入給黨

報帶來一定程度的自治，原有的蘇聯共產主義的宣傳模式受到衝擊

（Zhao, 1996; Zhu, 1997）。黨報通過對材料的選擇、創新的報道視角和

生動、有吸引力的寫作來進行軟化的、更有效的宣傳和輿論引導，培

養公眾對黨和國家的共識，實現從宣傳到霸權的轉變（Chan, 2002; 

Latham, 2000; Liang & Lu, 2013; Zhao, 1996）。但黨報的部分傳統還依

然有所保留下，如國家利益大於一切、勇於奉獻等主題的文章仍然佔

報紙的頭條，有關英雄人物、典型模範的文章或照片仍然放中間醒目

位置（Pan & Lu, 2003; Song & Chang, 2012; Zhao, 1996）。

近些年，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的發展給傳統報業帶來了較大的衝

擊，也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一方面，新技術影響了人們閱讀、獲取

資訊、觀點表達和社會交往等方式，傳統報業面臨讀者流失、廣告下

滑的困境，以報紙為依托的官方輿論場和互聯網上產生的民間輿論場

日益分化、執政黨話語權危機不斷加深（王海燕、科林．斯巴克斯、黃

煜，2018；祝華新，2012；Esarey & Xiao, 2011）；另一方面，在黨和

國家的引導和支持下，中國黨媒嘗試利用新媒體平台和技術開展新一

輪的轉型升級和媒介融合，以重獲公眾的注意力、重奪輿論的引導權

（方可成，2016；徐蕾、常曉洲、姚雯雯，2018）。《人民日報》作為中

共中央重要的黨報之一，積極推進媒介融合與報業轉型，於2012年7

月22日正式開通官方微博，截至2018年4月已有5,600多萬的粉絲；自
2013年起，《人民日報》及其子報又陸陸續續開通了面向不同群體、功

能各異的微信公眾號，又吸引了眾多移動端的粉絲；2016年2月19日

《人民日報》的全媒體平台「中央廚房」正式上綫，標誌著《人民日報》的

全媒體時代的到來（徐蕾等，2018）。

綜合目前已有的對《人民日報》官方微博和微信公眾號的內容和話

語的分析（如方可成，2016；韓岩，2014；黃冰亮，2014；李艶紅、龍

強，2017；龍強、李艶紅，2017等），可以看出《人民日報》在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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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上的內容更新非常及時、與讀者互動較多、表達上通俗易懂、有

趣、接地氣。而且由於平台不同、每個賬號用戶和功能定位的不同，

它所呈現的話語實踐和風格也不一樣，比如其微博話語表現出非常強

的個人化和具有一定價值傾向的情感化，而其微信公眾號中，以解讀

時政新聞見長的「俠客島」的話語更具權威性、深刻性、專業主義色彩

（方可成，2016；龍強、李艶紅，2017）。總體而言，《人民日報》在社

交媒體平台上採用多元融合的報道方式和話語表達，既有從群眾出

發、貼近群眾的趣味性和專業主義特點，又有意識形態宣傳和輿論引

導的權威性，努力兼顧意識形態宣傳和群眾路綫，試圖連接官方輿論

場和民間輿論場，以重新確立自己在新媒體環境下的話語霸權。

綜上，有關社交媒體時代黨媒新型話語方式的研究大多是圍繞黨

媒在新媒體環境下輿論引導和重奪話語權的主題進行（如方可成，
2016；韓岩，2014；黃冰亮，2014；龍強、李艶紅，2017；吳利紅，
2016），很少有研究圍繞黨媒如何借助社交媒體來建構政黨認同來展開

較為細緻的話語分析。目前已有的關於媒體對政黨認同的建構作用的

研究仍然以傳統媒體的視角為主（李艶、雷巧霞，2007；阮宏波，
2012；孫留華，2010），並且多從理論層面進行闡釋，缺少足夠的經驗

材料來進行檢驗。

批判性話語分析及其分析框架

「話語」是有序的、有組織的語言的表達，通過特定的詞匯組合、

句法結構等語言組織形式來生產特定的意義（Kress, 1989, p. 6）。福柯

試圖將話語放在社會實踐這個宏觀的背景下，揭示話語表達的社會意

義和背後的權力因素，深入分析話語與知識、權力之間的緊密關係（陳

岳芬、李立，2012）。他認為話語具有建構性，建構了社會、知識和 

社會主體；並且，話語與社會實踐及其他話語之間都有密切聯繫

（interdiscourse），不能孤立地進行話語分析；權力也具有話語的特性，

某種程度上是話語的一種形式；話語的政治屬性決定了話語間的權力

鬥爭（Foucault, 1984; Fairclough, 1992a）。

費爾克拉夫對福柯的知識權力觀有較高的評價，但同時也認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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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不足之處，即未能真正地從文本和語言學的上對權力進行分析。

因此，在充分學習、吸收福柯的話語觀和權力觀的基礎上，費爾克拉

夫將其精髓融入到對文本和語言的分析中，發展出自己的批判性話語

分析的理論和方法，即文本導向的話語分析法（text-oriented discourse 

analysis，簡稱TODA）（翁秀琪，1998）。他認為批判性話語分析應該從

以下三個方面展開（見圖二）（Brookes, 1995; Fairclough, 1989）：

其一、文本層面（the text dimension）：系統的文本分析，包括語言

的（lingustic）分析、互文性（intertextual）分析（Fairclough, 1992a）。語

言的分析主要關注對特定字、詞、句子等的形式和內涵選擇，以及這

種選擇所達到的意識形態的效果。系統的語言分析便是分析語言是如

何再現世界、如何維護特定關係的（Halliday, 1971）。互文性分析則要

辨別出文本所聯繫的歷史或當代的話語或情境，以及互文所達到的 

效果。

其二、話語實踐層面（the discursive dimension）：分析文本的生產

過程和讀者接收、解釋過程，以及意義如何從文本和讀者的互動中 

產生。

其三、社會實踐層面（the social practice dimension）：結合話語發生

的社會語境進行分析，主要是弄清楚社會結構、權力關係對話語生產

和解釋的影響，探究話語如何在社會權力鬥爭和維繫上起重要作用

（Fairclough, 1989; Wodak & Meyer, 2001）。

圖二　費爾克拉夫的話語分析層次圖

結合社會語境分析

文本生產和讀者解讀過程

話語實踐層面

社會實踐層面

文本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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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批判性話語分析的核心便是分析和揭示人們是如何利用話

語來建構世界的意義、社會身份、社會關係、知識或信仰體系，以及

話語如何發揮其意識形態的功能來維繫其中的權力關係（Fairclough, 

1989; Brookes, 1995）。本研究也嘗試利用批判性話語分析的方法來分

析和揭示，中國黨媒如何借助社交媒體來進行政黨認同的話語建構。

研究方法與設計

研究方法

由於費爾克拉夫批判性話語分析的第一個層面、系統的文本分析

能夠對文本的細節、結構、再現方式及潛在的意識形態等進行深入研

究，所以本文主體部分採用批判性的文本分析，來探究「俠客島」具體

使用了哪些話語策略和技巧建構政黨認同，以及如何使用，並與傳統

黨媒的話語策略進行了比較分析。由於費爾克拉夫認為話語與社會實

踐有密切聯繫，不能孤立地進行文本分析（翁秀琪，1998），本文在結

尾部分嘗試採用費爾克拉夫批判性話語分析的第三個層面的結合社會

語境的分析，簡要探討了「俠客島」的話語策略可能與當前中國的哪些

社會因素有關，及其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為今後的相關研究提供參

考和討論。

本文的第一層面的文本分析便圍繞政黨認同的五個重要的組成部

分（見圖一）展開，即「俠客島」如何利用話語手段建構中共的意識形

態、政黨組織和制度、政黨領袖、政策方針及成效、國際形勢和中國

的國際影響力，影響公眾對這幾個子部分的認同，進而形成對執政黨

整體的認同。

研究對象與樣本的選擇

本文選擇「俠客島」的文章為研究對象。「俠客島」於2014年2月18

日正式上綫，由《人民日報海外版》的編輯記者運營，其內容定位是「但

憑俠者仁心，拆解時政迷局」，主要解讀時政新聞。作為目前中國黨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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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交媒體公號中敢於創新、頗受年輕人喜愛、媒體融合發展較成功

的典型代表之一（俠客島，2015），「俠客島」無疑是非常符合我們的研

究目的。

本文先對「俠客島」近半年（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7月8日）所有

推送的243篇文章的標題進行快速瀏覽，如果該標題表達地過於模糊，

便快速瀏覽全文，以此來判斷文章主題、主要內容；然後，將其中與

黨的意識形態、政黨組織和制度、政黨領袖、政策方針及成效、國際

形勢和中國的國際影響力這五個方面政黨認同無關的文章進行剔除，

還剩下181篇文章，除去的多是與政治議題無關的文章，如有關歷史、

經濟、社會事件等類型的文章、軟文、通知等；最後再依據使用某種

話語策略的顯著性及非重複性的原則，從剩下的181篇文章中選擇了
14篇典型且話語特徵不重複的樣本進行細緻的文本分析。綜上，所選

樣本既能體現從不同方面（見圖一）建構政黨認同、又具有該類話語策

略的代表性。

研究發現

本文首先呈現「俠客島」在建構政黨認同的五個重要組成部分時所

使用的話語策略和技巧，並通過對其中典型文本的批判性分析來解釋

和說明每種話語策略和技巧具體的使用方式和目的。然後，對黨媒利

用社交媒體之前與之後、建構政黨認同的話語策略和特徵進行比較，

以區分哪些是過去已用的話語策略，哪些是新採用的話語策略。其

中，傳統黨媒的話語策略和特徵主要參考前人相關研究，按照政黨認

同的五個組成部分進行分類和梳理。

建構政黨意識形態認同的話語策略

意識形態是組織經驗和理解世界的觀念的集合（Hodge, Kress, & 

Jones, 1978）。政黨的意識形態則是一個政黨的世界觀、價值觀、政治

理念等的集中反映，是政黨的靈魂和行動指南（劉紅凜，2007）。話語

中的意識形態往往具有隱蔽性和不透明性（Fairclough, 1992b），執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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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將佔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自然化，以非意識形態的、「常識」的形

式隱藏在媒體話語及其他載體中，傳播給公眾、並贏得公眾的認可和

接受（丁建新、廖益清，2001；劉程、安然，2014），繼而達到引導和

強化公眾的政黨認同、實現和鞏固自己的統治權力的目的。本文首先

通過批判性話語分析來揭示「俠客島」的文章中隱藏的中共的意識形態

及話語建構的策略和技巧。

I. 通過對官方話語的選擇性摘錄和有重點的解讀來間接表達黨的意識形態

如「俠客島」發布的〈14所中管高校巡視結果公布，一些表述別有

意味〉，該文對部分巡視結果進行了摘錄和解讀：

巡視反饋意見毫無例外提到了「四個意識」……都用了「四個意識」

不夠強，而且鄭重放在了反饋意見的首句上。

作為黨的意識形態領域的重要陣地，為什麼這些高校的領導班子

「四個意識」不夠強？……在2016年12月的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會議上，習近平就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校是黨領導下的高

校。黨委就是高校工作的領導核心。

從這14個反饋意見看，中央對這幾所高校的黨委工作明顯是不夠

滿意的。若干年前，高校工作在爭創世界一流的口號聲中，片面強調

專業化，反倒弱化了黨的建設（獨孤九段，2017年6月16日）。

從這些表述看出，首先，「俠客島」有選擇的摘錄了巡視結果，把

文件中重要的信息提取了出來，即「四個意識不夠強」的問題。其次，

「俠客島」引用了領導人的講話——「黨委就是高校工作的領導核

心」——揭示中共在高校工作方面的意識形態及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最

後，「俠客島」通過反映中央的意見和評價——「中央對這幾所高校的黨

委工作明顯是不夠滿意的」——來間接引導高校工作者在意識形態上要

堅持對黨的認同、堅持黨的領導。

使用類似的話語手法的文章還有「俠客島」發表的〈「意氣用事，擅

自退賽」——來自中國乒乓球隊的深夜致歉〉，該文是將中國乒乓球隊

的致歉信以及體育總局的表態內容完整摘錄，而這兩份文件中都提到

了中共領導下的運動隊和運動員應有的意識形態——「運動隊、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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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時候都要將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放在首位，過硬的思想作風、嚴

格的紀律要求與運動水平同樣重要」（俠客島，2017年6月24日）。「俠

客島」通過對官方文件內容的披露和解讀來幫助運動員、運動隊、乃至

公眾了解並重視黨在意識形態上對運動員和運動隊的要求，引導運動

員、運動隊嚴格樹立對黨的認同、服從黨的領導。

II. 通過建構和評價意識形態的「外部群體」（out-group）和「內部群體」

（in-group）間接強化公眾的政黨認同

「俠客島」5月29日發布了一篇轉載自《讀書》雜誌的文章〈這個世界

會好嗎？〉，「俠客島」轉載這篇文章的意圖是什麼呢？這篇文章的標題

和開頭都是引用了梁濟和梁漱溟之間的對話：

1918年，梁濟自殺前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答
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范勇鵬，2016）

從標題和開篇第一句話來看，這會是一篇的關於世界、關於人生

的哲理性散文，但很快作者便將討論的對象指向了西方自由主義意識

形態下的偽樂觀主義。文章揭露了商業廣告裡滲透的西方價值觀、及

其對非西方社會的影響，並深刻批判和反思了西方意識形態中的偽樂

觀主義，包括 「一蹴而就的進步」、「自由」、「民主」、「無政府狀態」等

觀念和精神。而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自律的、有政治秩序的、審

慎的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持肯定的態度。

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認為，通過最大化地展示「外

部群體」和「內部群體」之間的差異，人們會更明顯地感知到兩者之間的

區別，進而對「內部群體」表現出認同和支持（Tajfel & Turner, 1986）。

這篇文章建構了兩種迥異、對立的政治意識形態，即「外部群體」西方

的自由主義、偽樂觀主義意識形態和「內部群體」中國保守主義、審慎

樂觀的意識形態。並且，文章對二者的態度也有明顯不同，對前者持

批判的態度，對後者持肯定的態度。

「俠客島」轉載這篇文章便是借作者的論述來幫助公眾了解當前危

機環境下中共領導下的意識形態的淵源、特點和優勢，通過展示當前

宏觀的國際環境和背景、聯繫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與西方的偽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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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做鮮明對比，多維度的證明當前維護黨和國家的秩序和穩定這一

意識形態的科學性和重要意義，用一種更為隱蔽的形式來引導公眾認

同和支持當前中共領導和治理國家的意識形態，並否定和拋棄西方自

由民主、盲目樂觀的意識形態。

建構政黨制度認同的話語策略

I. 通過將制度建設置於「歷史–現在–將來」、「中–西」的多維語境中比較

分析，間接地引導公眾認同黨領導下的制度建設

「俠客島」轉載的文章〈鄭永年：鄧小平的政治遺產究竟是什麼？〉

（俠客島，2017年2月19日），在探討鄧小平的政治遺產時，作者首先

回顧了中國近現代制度探索和發展的歷程——從近代中國探索制度建

設的失敗一直到十八大以來制度建設的系統規劃和進步。然後，作者

比較了中美國的制度建設、批判了法治與西方的多黨制的必然聯繫。

最後，作者展望了中國制度建設和發展的未來。

綜上，作者既將制度放在歷史、現在、未來的縱向的多元語境中

討論中國制度的探索與發展，也將制度放在中西方的橫向的語境下進

行比較和批判分析。通過對中國制度建設的多維度、多語境的分析，

作者展示了制度建設過程的複雜性、中國制度建設的進步性和前景，

引導黨和人民重視制度的建設、支持和認同黨領導下的政治制度的 

建設。

II. 通過話語再現（discourse representation）策略建構中國制度建設的持續

性、進步性，間接引導公眾認同和支持黨的制度建設。

話語再現是指說話者借用引語時加入自己的觀點對話語進行再闡

釋和再表達，體現了說話人對話語的介入，是批判性話語分析中重要

的話語策略之一（Reisigl & Wodak, 2009）。「俠客島」發布的〈中央定調

香港 :絕不允許以「高度自治」為名對抗中央〉一文在結尾處寫到：

有人說，中央前20年除了給香港大力支持外，在管治方面更傾向

於「無為而治」。實際上，老莊的「無為而治」，指的是在環境、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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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人心、各種主客觀條件全部理順的情況下，達成高效平穩的

自運行狀態。但「無為而治」絕不是不要規矩，更不是縱容香港某

些人打著自治的旗號反中央。（黑白自在，2017年5月27日）

作者首先對莊子「無為而治」理念的內涵進行重新解釋，即「各種主

客觀條件全部理順的情況下的自運行狀態」，並借用該理念來闡釋中央

對香港的管治制度。在此過程中，作者加入了自己的觀點——香港的

「高度自治」並不是沒有限制、沒有規矩，而是要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和中央領導的原則。所以，作者借用「無為而治」的理念闡釋了中共中

央對香港的管治制度的必要性和深刻內涵，以此來幫助人們從制度層

面上理解和認同中共對香港的管治。

建構政黨領袖認同的話語技巧和策略

I. 通過報道框架（frames）和用詞（wording）來塑造領導人的良好形象，

以引導和增加人們對領導人的認同

通過對報道的主題和主要內容的分析可以看出文章潛在的、用以

影響讀者對領導人認知和評價的框架（Schank & Abelson, 1977）。此

外，從對文章的用詞的分析中也能看出作者對領導人的特定的形象建

構或意識形態的再現，因為還可以通過詞語來表達作者的觀點、態

度，使得用詞具有評價功能（Brookes, 1995, p. 471）。

「俠客島」的文章標題中出現習近平的文章，多是報道習近平的參

與會議、活動、以及相關的講話和思考，其內容多涉及黨和國家的大

政方針、國際地位、中華傳統等宏觀命題，話語間將習近平塑造成了

一個擁有制度自信、國家自信、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有態度、有立

場的「大家長」的領袖形象。如〈習近平七一香港講話，耐人尋味〉一文

中介紹了習近平在香港回歸20周年大會中的重要講話的內容和精神，

習近平將「這次回歸20周年的大會比喻成香港的『成年禮』」，「俠客島」

形容習近平的會議致辭是「既有期許，也有指引，還有勸喻，乾貨滿

滿」（湖海游魚，2017年7月1日）。其中，「期許」、「指引」、「勸喻」這

些詞的使用，都將習近平作為一個大家族的「大家長」對剛成年子女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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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備至、諄諄教誨的形象刻畫得栩栩如生。同時，文章多次強調習近

平在講話中始終堅持「一國兩制」的方針，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

維護中央權力和香港基本法的權威等底綫，也體現出習近平在維護

黨、國家、制度的底綫問題上態度強硬、立場堅定的一面。而在〈達沃

斯的習氏藥方〉一文中，作者開篇的一段描述也展現了習近平在國際舞

台上大國自信的一面：

不出所料，習近平再次發表了一次精彩的演講。不知是否有人研究

過他在國外重要場合的演講，極少外交辭令，充斥著乾貨與金句。

講話一結束，世界經濟論壇就向記者們的郵箱裡，發來了熱情洋溢

的新聞稿，誇讚習近平在一眾商界、政界領袖面前，為全球化作了

一個「強力辯護」（robust defense）。（今日湖圖，2017年1月17日）

作者用「再一次」、「精彩」、「充斥著乾貨與金句」來形容習近平的

演講，同時，通過國際上對習近平演講的反應和評價來間接表達習近

平演講的水平和發揮的重要作用，總體上塑造出一個在國際舞台上具

有大國自信的、有著較高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領導人的形象。

而標題中出現李克強的文章，多是報道李克強的在具體政策的出

台和落實、幫助解決人們生產生活中實際困難的言語和行動，報道的

內容和主題多是與人們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話題，將李克強塑造成了

一個盡心盡力為群眾排憂解難的「大總管」形象。如〈別讓總理再「湊錢」

送困難群眾〉一文對總理到基層考察的故事進行了細緻描述，如作者 

寫道：

一般領導考察，當地都有固定安排好的考察對象和地點。然而，

一次考察途中，李克強看到公路邊破舊的村民房屋就要求「臨時停

車」，徑直走進一戶貧困居民的家中……

看到這戶人家一貧如洗的狀況，李克強與隨行人員「湊了點錢」給

了兩位老人，當場承諾「一定讓你們過上好日子」。半年後，在當

地政府的幫助下，這家貧困戶搬進了寬敞明亮的新居。（紅拂出

塞，2017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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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臨時停車」、「湊了點錢」、「當場承諾」等一連串動詞的使

用，將一名實實在在地關心和幫助地方貧困戶的總理形象刻畫地深入

人心。此外，通過 最初的「一貧如洗」的人家、「破舊的村民房屋」和半

年後「寬敞明亮的新居」的前後對比，間接反映出總理的關心對貧困戶

生活改善起到的重要而顯著的作用。

綜上，由於習近平和李克強在中共領導層的身份和角色的不同，

「俠客島」在處理相關的報道主題、使用的詞語和表達方式上都採用了

不同的框架和設計，進而塑造出不同的領導人形象，在不同層面、全

方位的引導公眾對中共領導人的認同。

II. 通過語境重構（recontextualization）、引經據典的方式對領導人的觀點

進行論證和闡釋，以引導人們理解和認同領導人的觀點、方針、精神等

語境重構是指將話語元素從舊的語境中剝離出來，放入新的語境

中進行新的意義建構，這樣的話語元素包括論點、修辭、主題等

（Reisigl & Wodak, 2009）。如在〈關於教育，這是習近平的最新思考〉一

文中作者引用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的就職演講上的名言「所謂大學者，

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來闡釋習近平的「大學」觀和人才

觀，而作者並未用這句話原有的含義——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

有沒有好教授——來闡釋習近平的觀點，而只是借用了梅貽琦談論「所

謂大學者」的形式來表現習近平對「所謂大學者」的新內涵的闡述 :

習近平對高等教育的定位有一個全新的表述：為人民服務，為中

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服務，為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服

務，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這是最大的實際，

也是辦學的根本。（俠客島，2017年1月2日）

同樣，該文的作者還引用了朱熹的教育觀來闡釋新時期習近平的

「辦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校」的教育觀：

中國教育自有其脈絡。按照朱熹的說法，在「小學」的階段，要教

「灑掃、進退、應對之節，禮樂、射禦、書數之文」，與之相應的

「大學」，則要教「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即所謂「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在俠客島看來，教育的內容，不僅應該有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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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同步甚至超前的知識，更應該有「價值」；這個「價值」，就體現

在接續古代傳統、打開世界視野、同時又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觀上。這是一道大題目。（俠客島，2017年1月2日）

作者將朱熹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育理念放在了當下建設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語境下，結合語境，對習近平的教育觀進行了全新

的闡釋，認為當下的中國教育既要繼承古人的優良的教育傳統、又要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教育之路，既要重視知識，又要重視價值觀——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而這與朱熹原本的教育理念有很大的不同。

綜上所述，「俠客島」不僅有效利用主題、框架、詞語搭配來塑造

中共領導人的良好形象，來增加人們對領導人的認同；更是通過語境

重構的方式對領導人的新觀點進行論證和闡釋，以引導人們理解和認

同領導人的新的觀點、方針、精神等。

建構政策方針及成效認同的話語策略

I. 通過論證策略（argumentation strategy）來為黨和國家出台的戰略、方

針、政策及其成效等作辯護，引導人們理解並認同黨和國家的戰略、方

針、政策等

論證策略是指作者用看上去合理的、甚至可能錯誤的論據（topoi or 

fallacies）來為某個觀點或行為辯護、或者用來質疑某個觀點或行為

（Reisigl & Wodak, 2009, p. 95）。如「俠客島」的文章〈一位基層教育局

長的大實話：別污名化應試教育〉便是要為中國的應試教育的合理性作

辯護，作者在開篇說道：

中國的教育一直為各界關注，中國的教育模式也經常被拿來和全

世界的做比較。此前不久，河北的王牌高中衡水中學進入浙江，

也在當地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觀點有分歧是正常的，關

鍵是從討論中我們可以得到何種建設性的意見建議，以利前行。

（陸建國，2017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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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面上看，作者認為對中國應試教育模式存在觀點和態度的分

歧是正常的，但後面他編輯和摘錄的是一位為應試教育作辯護的基層

教育局長的講話，並希望讀者從他的講話中獲得思考。這裡，他採用

片面地向公眾呈現支持應試教育的論述，而沒有平衡公眾的認知、相

應地為公眾展現反對應試教育的觀點的論述。實際上，從文章中前後

矛盾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俠客島」對中國應試教育既有的態度和評

價，以及文章背後「俠客島」的意圖——引導公眾了解、並認同現階段

中國的應試教育體制。

從文章的論據來看，作者提出應試教育的概念被污名化了，現在

的應試教育並不是填鴨式的、滿堂灌的教育，它在不斷改進和發展

中，人們沒有實地調研就對應試教育加以批評是不合理的。看上去合

理的論據，實際上也存在可以質疑的地方：作者並沒有給出具體事例

證明現在應試教育改進了、不是填鴨式教育了，沒有證據表明全國哪

些學校在改進、改進哪些內容或形式、改進到什麼程度、如何表現出

不是填鴨式教育了。單單一句「應試教育在不斷進化」是不足以為應試

教育脫下「填鴨式教育」的標籤的。實質上，作者運用了看似合理的論

據為中國應試教育體制進行了合理性辯護。 

此外，作者在文章的最後用國家的硬實力是靠應試教育培養的頂

尖理工科人才做支撑的，以此來佐證中國的應試教育取得的成效，並

指出現在流行的「小鮮肉」文化與教材中缺少英雄主義人物有關。對於

作者前半句的觀點，也同樣是看似有道理，實際上存在邏輯上的漏

洞。中國應試教育確實能夠培養出頂尖的理工科人才，但並不意味

著，如果中國實行素質教育，就不可能培養出頂尖的理工科人才，相

反，世界上其他擁有眾多的理工科人才的國家中有很多都不是實行應

試教育的。並且，「小鮮肉」文化是否與教材中缺少英雄主義人物有必

然的聯繫、以及這個論據與應試教育合理性的關係，作者並沒有闡釋

地很清楚。所以，作者也採用了有問題的論據來為自己的觀點辯護。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俠客島」採用論證策略來為黨和國家出台的

戰略、方針、政策等作辯護，引導人們理解並認同黨和國家的戰略、

方針、政策及其取得的成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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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國際形勢及中國影響力認同的話語技巧和策略

I. 通過對國外的動亂不安與恐怖襲擊的負面描述，反襯黨領導下的中國

的和平與安定，以此來引導公眾樹立對黨的認同和對和平環境的珍惜

在「俠客島」近半年發布的文章中，「維和」在新聞標題中出現了三

次。文章中通過對國外戰火紛飛、動亂不安的描述和介紹，與中國社

會的和平和穩定形成鮮明對比，引導人們珍惜眼前和平環境。如下文

所述：

在中國，死個人，死個孩子，對我們對家庭是巨大的衝擊。但在

那些戰亂國家，死個人根本不算事兒，死個小孩就地就埋了。

我在海外，看到戰亂國家打來打去，就很感慨。我們祖國是和平

的，雖然有少量暴恐分子，但是大的環境是好的。尤其從戰亂國

家回到中國，就感慨和平真好，不要去折騰。我們要珍惜現在，

珍惜祖國來之不易的繁榮。（俠客島，2017年6月3日） 

可見，通過描述戰亂國家人民的悲慘境遇，反襯了祖國的和平與

穩定，引導人們珍惜祖國的安定與富強，進而增強人們對黨的領導認

同感。

使用類似話語策略的還有「俠客島」在過去半年對英國恐怖襲擊的

報道，「英國」和「恐襲」 在標題中出現三次，文章內容中充斥「危急」、

「驚恐」、「緊張」、「糟糕」、「悲劇」等消極和負面的詞語，營造了非常

嚴重和可怕的氛圍。同時，也暴露了英國的安全系統的漏洞和民眾的

防恐意識不足等問題，通過對英國頻繁遭遇恐襲的報道和分析，「俠客

島」反襯了中國安全、有序的一面，間接地引導公眾認同黨領導下的國

家的安全和穩定。

II. 通過詞組（lexical groupings）、搭配（collocation）和符號（semiotic）的

使用，突顯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貢獻和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引導公眾

樹立對黨和國家的認同

詞組和搭配的重複使用，能夠預先為話語對象重構新的意義和內

涵（Brookes, 1995）。前文中提到的三篇標題中含有「維和」的文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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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中伴隨「維和」同時出現的便是「生」和「死」。「生–死」這一對詞多

次與「維和」同時出現，突顯了中國維和警察工作的危險性，給讀者對

「維和」的理解預設了新的內涵——這是一份極具危險性的、使命崇

高、值得尊敬的行動。同時，「俠客島」通過分享維和警察親歷的故事

和工作的感受等，讓人們從細微處認識到中國維和警察在維和國際和

平與穩定中做出的突出的貢獻，進而引導人們樹立對黨和國家的高度

認同。

此外，中國的「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正在如火如荼地開展和實施

中，這一戰略體現了中國在國際舞台的影響力。「一帶一路」在「俠客

島」過去半年的文章標題中出現五次，次數之多也表明了「俠客島」對國

家新戰略的高度重視和強有力宣傳。「俠客島」通過描述包括美國在內

的其他國家對「一帶一路」戰略的態度和評價，間接地向公眾展現了「一

帶一路」戰略的國際吸引力和影響力。如〈很多國家和人民對一帶一路

的關注，超乎我們的想像〉（明日綾波，2017年5月15日）就談到了塞

爾維亞的政府官員和人民對「一帶一路」的高度評價。文章中還談到塞

爾維亞人熱情地跟中國人打招呼說「你好」、企業員工合唱中文歌《團結

就是力量》。一方面，作者通過介紹塞爾維亞人民對中國國際發展戰略

的高度評價間接引導公眾認同黨和國家的新戰略、認同中國的國際影

響力、增強民族自信；另一方面，作者在文章中使用了這些帶有中國

文化元素的符號（如漢語、中文歌），拉近了讀者與塞爾維亞人民的距

離，更能引導公眾認同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

傳統黨媒的話語策略與黨媒借助社交媒體的話語策略的比較

本文將對黨媒利用社交媒體之前與之後建構政黨認同的話語策略

和特徵進行比較，具體如表一所示。通過比較，不難發現儘管傳統黨

媒在市場化轉型後已逐漸從直接的、說教式的宣傳模式變為了較為微

妙的、不易察覺的引導和說服（Zhao, 1996）——如黨媒開始利用框架、

用詞、建構「內部群體」和「外部群體」、細節刻畫、「以小見大」等手段

來建構公眾對黨和國家的認同，但是在社交媒體時代，以「俠客島」為

代表的黨媒借助社交媒體採用更多樣、更間接、更隱蔽的話語策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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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來建構政黨認同——如對官方話語進行選擇性摘錄和有重點的解

讀、將制度建設置於「歷史–現在–將來」的多元語境中進行比較分

析、以及利用論證策略、話語再現策略、語境重構等方式來引導和建

構公眾的政黨認同。

表一 黨媒借助社交媒體之前和之後建構政黨認同的話語策略比較

黨媒利用社交媒體之前和之後

的話語策略的相似點

黨媒借助社交媒體的新的、不

同的話語策略

政黨意識形態 建構負面的、前途暗淡的「他
們」（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
家）和積極的、前景光明的「我
們」（指與中國立場相同的國
家）（如Chang, Wang, & Chen, 
1994；Edelstein & Liu, 1963）。

對官方話語選擇性摘錄和有重
點的解讀間接表達及強化黨的
意識形態。

政黨組織和制度 將制度建設置於「中—西」語
境中比較分析（Edelstein & Liu, 
1963）。

將制度建設置於「歷史—現在—
將來」的多元語境中進行比較
分析；通過話語再現策略建構
中國制度建設的持續性、進步
性，間接引導公眾認同和支持
黨的制度建設。

政黨領袖 很少對黨、國家（包括領導人）
進行直接的讚美，越來越多地
利用框架、細節刻畫、以及詞
匯和句法的選擇來有意忽視或
者強調某些行動者、行為及特
點等來塑造領導人良好形象和
展現黨的思想、方針、路綫的
公平、合理和有效（如Song & 
Chang, 2012; Fang, 2001; Zhao, 
1996）。

通過語境重構、引經據典的
方式對領導人的觀點進行論 
證和闡釋，以引導人們理解和 
認同領導人的觀點、方針、精 
神等。

政黨政策方針 通過論證策略來為黨和國家 
出台的戰略、方針、政策等作 
辯護。 

國際形勢和中國影響力 對國外的動亂不安與恐怖襲擊
的負面描述，反襯黨領導下的
中國的和平與安定（如Chang et 
al., 1994; Feng, 2013）。

通過詞組、搭配和符號的使
用，突顯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
貢獻和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

結論與討論

從上述系統的文本層面的話語分析可以看出，無論是對中管高校巡

視結果的選擇性解讀、對乒乓球隊致歉信的完整摘錄，還是借莊子的

「無為而治」對當前中共對香港的管治的合理性進行再闡釋，再或是用

片面的、看似合理的論據來佐證應試教育制度的有效性等，「俠客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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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從黨執政的立場、順應黨的意志、結合中共治理國家的現實需要，

採用更巧妙、多樣、隱蔽的話語策略，引導和建構公眾對執政黨的意識

形態、政治制度、政治領袖、政策方針以及國際環境與中國角色等方面

的理解、認同與支持，這也是「俠客島」作為黨媒借助社交媒體進行大

眾傳播的主導意識形態。本文細緻揭示了社交媒體環境下大眾傳媒輿

論引導和增強公眾政黨認同的方式和手段，及其具體的實施過程。

本文在進行文本分析時，對前人提出的政黨認同的主要形成基礎

（柴寶勇，2013）進行了完善和補充。從分析結果中也不難發現，無論

是用國外的混亂反襯中國的美好，還是使用詞組、搭配、符合等新的

話語策略，「俠客島」都非常重視「國際形勢和中國影響力」方面的政黨

認同建構，本文將其補充為政黨認同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為今後有

關政黨認同的研究提供了更豐富和完整的分析框架。

此外，本文比較細緻地揭示了社交媒體這一重要變量對主流媒體

政黨認同話語建構的影響。深入探究運用社交媒體前後主流媒體話語

策略的變和不變，可以為後續研究提供更多的學術想像空間，比如：

社交媒體既是外在的技術變量、也是黨媒「行動者」開展傳播實踐的新

型平台，社交媒體影響下的黨媒話語策略如何交織運用專業化生產、

社會化生產的不同模式，社交媒體直觀呈現的閱讀、點贊等透明數據

如何影響黨媒的話語策略……這些問題的深入探討，對新媒體環境下

傳媒與政黨認同的實證研究和理論拓展將產生積極貢獻。

為了避免孤立地進行文本分析，本文嘗試結合當前的社會語境，

對可能影響「俠客島」的政黨認同的話語建構的社會因素和權力、以及

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初步分析和探討，以供今後的深入研究進行參

考和討論。 

社會轉型時期大陸、黨內的矛盾和問題的突出決定了黨媒新媒體

政黨認同的話語建構。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中國經濟發展迅速、

綜合國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另一方面，大陸社會矛盾加劇，出現貧富

差距不斷擴大、環境污染等社會問題；同時，黨內也出現作風紀律等

問題，影響了公眾對中共執政能力的信任和認同，中共的執政的社會

基礎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柴寶勇，2013）。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以「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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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島」為代表的中國黨媒借助社交媒體積極報道公眾最關心的社會議

題，並千方百計地使用話語策略和技巧將中共為解決這些社會問題和

矛盾作出的努力及時展現給公眾，以緩和社會矛盾，重拾公眾對黨的

認同和信任。如「俠客島」對領導人關愛貧困村民的形象的建構、對反

腐行動的反覆報道等。 

國際上多元的政治、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對中共在政治和意識形

態等方面的霸權地位產生的衝擊，影響了黨媒新媒體政黨認同的話語建

構。繁榮的市場經濟、開放的國際環境、對外開放和合作的擴大、互

聯網技術的普及和翻墻工具的便利，使得人們能便捷地接觸國外的多元

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生態環境、思想文化等，而這些會對公眾的政

黨認同有一定的衝擊（柴寶勇，2013）。因為部分人群在中國國外的比

較之下，可能會對中共及其領導下的中國的制度、意識形態、生態環

境、社會發展等方面都產生諸多不滿，「外國的月亮比較圓」、「國外的

空氣更加清新、自由」等類似的觀點和評價會很快產生、並在互聯網上

傳播開來，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人們對中共領導和統治的認同。所以，

「俠客島」採用建構「外部群體」和「內部群體」、多元語境下的比較分析、

聯繫中國的傳統文化的語境重構、中國的文化符號等話語策略和技巧，

來引導和說服公眾加強對中共領導的科學性和正確性的認同。

「黨媒姓黨」的屬性和社交媒體時代公眾閱讀興趣和方式的轉變決

定了黨媒新媒體必須完成好政黨認同的話語建構。首先，「黨媒姓黨」

的屬性決定了「俠客島」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做好輿論引導工作、

宣傳工作、增強人們的政黨認同。其次，由於新媒體技術的不斷發

展，社交媒體時代人們的閱讀興趣和方式都發生了重大的轉變，人們

更喜歡輕鬆愉快的、接地氣的「軟萌」的新聞表達方式。為了適應新的

媒體環境和公眾喜好，「俠客島」必須很快地做出戰術調整，用間接

的、隱蔽的政黨認同的話語建構方式、配合輕鬆、接地氣的話語表達

方式，重新爭奪社交媒體場域的用戶關注度、影響力和話語權，以更

有效地發揮引導公眾政黨認同的作用。

阿爾溫．托夫勒（Alvin Toffler）就說過：「世界已經離開了依靠暴

力與錢控制的時代，未來世界政治的魔方將被擁有信息強權的人控

制，他們會使用手中掌握的網絡控制權、信息發布權、利用強大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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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語言優勢，達到暴力和金錢無法達到的目的」（Toffler, 1990）。他的

觀點放在當前的中國語境下也同樣適用，以「俠客島」為代表的中國黨

媒新媒體始終堅持黨性原則，採用多樣的、間接而隱蔽的話語策略和

技巧，積極影響和建構公眾的政黨認同，以幫助中共鞏固其統治地

位、強化其政黨認同，實現其長期執政的發展目標。

此外，本研究也有存在缺陷。由於樣本數量有限、且非隨機抽

樣，本文所得出的「俠客島」建構政黨認同的話語策略並非涵蓋所有可

能使用的策略，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俠客島」可能又不斷推出新的話

語策略，尚待發掘。此外，由於本文在抽樣時採用典型且非重複原

則，所以本文的每種話語策略並非與其所建構的政黨認同的組成部分

呈現絕對排他的一一對應關係。因此，今後的研究應該要改善樣本選

擇的方法，並補充批判性話語分析的話語實踐層面和社會實踐層面的

更細緻嚴謹的研究，將其與本文的研究有機結合，進行三個層面的系

統的話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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