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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价值困惑优化

———基于文化分析的视角∗

姜建成ꎬ张洁钰

(苏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１２３)

摘　 要:融媒体在当下社会中的“本体论”意义赋予其对于社会文化生态、大众话语、交往关系及主体文化心理

的建构性力量ꎬ且使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发生机理与作用机制实现了“文化渗透”转向ꎮ 对融媒体与意识形

态运作同构性的忽视ꎬ导致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一系列现实困惑ꎬ如后现代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生存空

间愈渐窄化、微观叙事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宏大叙事话语极易陷入“二元对立”的境遇、新型文化景观的隐性意

识形态属性鲜获关注等ꎮ 优化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ꎬ应当通过聚焦文化心理ꎬ在情感对接中形成意识形态的共

情体验ꎻ赋能媒介话语ꎬ在微观编码中凸显意识形态的生活观照ꎻ依托仪式场景ꎬ在具象互动中实现意识形态的

主体询唤等ꎬ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论”转向ꎬ有效提升融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度和话语影

响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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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在创造社会新生活的同时ꎬ也深刻影响

着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建设ꎮ “现在人们生活在一

个是媒体文化而往往不是意识形态直接起作用的

时代ꎬ意识形态借助于媒体文化外衣的遮掩ꎬ进一

步生活化、普遍化ꎬ以温柔的方式渗入到人们的日

常生活中ꎬ 在日常生活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认

同ꎮ” [１]进入新时代ꎬ实现“全觉传受”的融媒体传

播为主流意识形态运作提供了全新语境ꎬ传播格

局的非线性与动态性、传播效果的虚拟在场、传播

形态的场景化等都对沉浸其中的受众产生了日益

重要的影响ꎮ 从文化分析的视角对主流意识形态

运作模式的变革展开考察ꎬ辩证吸收西方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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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关于意识形态运作的思想资源ꎬ以更好满

足受众主体需求为诉求导向ꎬ将意识形态工作沉

置于微观细腻的现实生活中ꎬ不仅与主流意识形

态有效运作的现实诉求相契合ꎬ同时也是对“建设

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这一战略目标的实践回应ꎮ

一、文化分析:融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分

析的应然视域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传媒研究专家约翰Ｂ
汤普森认为ꎬ文化是“社会互动中交换的象征形式

所体现的意义特征”ꎬ且这种象征形式都“深植于

包含权力关系、冲突形式、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结构

性社会背景之中”ꎬ因此文化分析就是“对象征形

式意义构成和社会背景化的研究” [２]１３ꎮ 同时ꎬ他
提出ꎬ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ꎬ在对意

识形态的运作进行分析时ꎬ必须对承载意义的象

征形式进行社会背景化的考察ꎮ 在以“沉浸式传

播”为特征的融媒体时代ꎬ技术媒介的介入已然成

为一种建构新的社会关系、生成新的生活方式与

创造新的表达范式的方式ꎬ意义通过这些方式对

社会成员实施着超越时空维度的影响ꎮ 因此ꎬ对
于融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从文化视角

切入ꎬ考察服务于权力的意义应当如何在当前社

会背景中被更高效地传播与被大众所接受ꎮ
(一) 文化分析视域中融媒体的本体

诠释

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曾提

出ꎬ人类文明史即一部媒介演进史ꎮ 他试图以“技
术”来替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域下对社会发

展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ꎮ 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

上存有偏向的激进意义ꎬ存在内生的理论缺陷ꎬ但
他对媒介变迁之于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意义

所进行的丰富论证ꎬ无疑为现代媒介技术哲学以

及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拓宽了视野ꎮ “与其说融媒

体是一种媒介形态ꎬ毋宁说它是在现有媒介生态

中形成的一种文化体验ꎮ” [３]４０它对于社会生产、生
活、生态等方面的重要影响赋予其在整个社会中

的“本体论”意义ꎮ
其一ꎬ文化生态重塑者ꎮ 从媒介的精神文化

生产机理来看ꎬ一种媒介本身就是一个精神文化

生产机构ꎬ它对于文化的生产能力、文化价值的传

播力以及对于文化生态的塑造力主要取决于其自

身的精神生产力的大小ꎮ 从这一层面来讲ꎬ融媒

体正在通过丰富与完善其自身环境而增强新的文

化生产能力———创造新的融媒文化形态ꎮ 尽管这

种融媒文化形态目前正处于生成、演进的过程中ꎬ
但我们依稀可通过已存在的新型文化景观描摹出

其进一步发展的大致样态———以新型媒介技术赋

能为前提的“融合文化”ꎬ一种以草根文化迅速崛

起且与精英文化共在共存的文化态势ꎬ例如视觉

文化、影像文化等的生存与发展ꎮ
其二ꎬ大众话语生产者ꎮ 话语发声在日常生

活中“无处不在”ꎬ它契合着意义维度的平面化与

草根化特征ꎬ这一点决定了大众话语是现今时代

主流意识形态得以有效运作的关键载体ꎮ 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在新时代依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建构

的重要视域ꎮ 作为现实生活场域的延伸存在ꎬ融
媒体恰恰是这个时代大众话语的生产基地ꎮ 正如

汤普森所指出的那样ꎬ技术媒介的部署是一种“服
务于新的表达自己和回应他人的方式” [２]１７ꎬ融媒

体毋庸置疑地建构了全新的互动对话方式ꎮ 彰显

个性、反对话语霸权的心理动态驱使着大众在融

媒环境中创造、传播并接收新时代的主体话语ꎬ积
极构建着相互之间的身份认同ꎬ并以此来维护自

身社交关系的稳定ꎮ 可以看到ꎬ得到人们心理肯

定与认同的网络热词、流行语、表情包等话语符号

“轮番出现”ꎬ激起一浪又一浪视觉时尚“热潮”ꎮ
其三ꎬ交往关系重构者ꎮ 在传播活动中ꎬ任何

一个要素边界的模糊化都会带来社会主体之间交

往关系的变化ꎮ 融媒体时代ꎬ各类媒介形态在时

空场域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ꎬ必然

重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关系ꎮ 可以说ꎬ
新的社区形态已经在融媒体时代的一步步推进中

得以建立ꎬ传统媒体时代的社会交往关系正逐渐

式微或被解构ꎮ 从融媒体传播内容的本质来看ꎬ
它并不是“静态地传播信息ꎬ而是具有不断增殖特

征的信息融合过程” [３]１４４ꎮ 也就是说ꎬ融媒体传播

实质上是一种智慧的关系链接而非传统媒体时代

纯粹的、单向的内容传播ꎬ这种传播是一种社会交

往过程的动态表达ꎬ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传播内容

已经被碎片化的关系赋予了不同意义ꎮ 由此得以

窥见的是ꎬ在传播过程中不断链接增殖的关系传

播已经使得人与人之间脱离了传统的线性关系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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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化程度正在逐渐加深ꎬ人际网络愈加呈现

出扁平化、复杂化特征ꎮ “在社交媒体中ꎬ表达者

的‘关系’是构成群落最重要的因素ꎮ ‘关系’以

外意味着不具有共同语境而被排斥ꎬ他们互相之

间交流的‘语言’对‘关系’以外的人而言也是难

以理解的ꎮ” [４]

其四ꎬ社会心理映射者ꎮ 任何一种媒介都具

有通过改变受众感觉、知觉、心理等环节的机制来

建构社会心理或是影响社会意识形态建设ꎮ 如前

文所述ꎬ融媒体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文化生态重

塑者、大众话语生产者、交往关系重构者等重要角

色ꎬ可以说ꎬ大众心理的深刻嬗变已经悄无声息地

寓于上述建构过程之中ꎮ 概言之ꎬ融媒体对大众

心理的影响表征为两方面ꎮ 第一ꎬ意义追寻的浅

表化ꎮ 这一点在大众文化、消费文化、视觉文化等

具有代表性的当代流行文化形式的盛行中已经有

所印证ꎮ 与传统媒体时代不同ꎬ经济基础的强力

支撑、媒介技术的适时赋能使得每一位拟态环境

中的主体在不论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的前提下就

能掌握话语权ꎬ从而实现自我效能感的提升ꎮ 在

尝到虚幻意义上的甜头后ꎬ一部分大众更容易陷

入远离“深度”与“厚度”的意义追寻中ꎮ 第二ꎬ
“自我实现”需要的鲜明化ꎮ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

在提出需要层次理论时指出ꎬ自我实现需要是人

类最高等级的需要ꎬ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能给人

类带来最极致的愉悦ꎮ 在融媒体时代ꎬ人的主体

意识已经达至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ꎬ大众展开了

不依附于任何他者的自我身份确证ꎬ越来越追求

自我人格的独立以及个性的凸显与张扬ꎬ并试图

以此来得到更多他者的关注ꎬ进而实现满足感与

获得感ꎮ 以“意见领袖”为例ꎬ其关注事件、发出声

音、引导舆论恰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自我效能感ꎮ

(二)融媒体视域下意识形态分析的价

值彰显

时代变迁与实践发展是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发

展的根本动力ꎮ 在融媒体时代ꎬ将视角转向融媒

体的“本体论”意蕴ꎬ立足于当下大众生产生活实

际ꎬ进而展开意识形态分析ꎬ在辨识力、阐释力、影
响力及感召力四个维度上具有鲜明的实践价值ꎮ

其一ꎬ增进辨识力ꎮ 增强对新时代非主流意

识形态的辨识力与判断力ꎬ化解其潜在威胁性是

当下意识形态工作增强针对性、有效性的重要突

破口ꎮ 媒体技术的赋能已经使当下非主流意识形

态的入侵呈现隐匿渗透、无孔不入的强劲态势ꎬ被
接收到的信息早已在植入前就完成了来自某种错

误价值观念的编码ꎮ “在以大众传播的发展为特

点的社会里ꎬ意识形态分析应当集中关注大众传

播的技术媒体所传输的象征形式ꎮ” [２]２７３ 事实上ꎬ
在融媒体时代ꎬ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已经发生根

本转变ꎬ局限于思维定式、路径依赖来分析与框定

意识形态已不能顺应由时代变化所带来的意识形

态运作机理的变化ꎮ 深入融媒体语境ꎬ扮演意识

形态“侦查者”的重要角色ꎬ着眼于当下社会中的

象征形式ꎬ有利于辨别表象背后藏匿的意识形态

信息本质ꎬ及时对模糊思想观念的萌芽进行合理

辨析ꎬ对错误价值观念予以深刻剖析并精准打击ꎬ
占据“反非主流意识形态渗透”战的制高点ꎬ确保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蓬勃生机与青春

活力ꎮ
其二ꎬ提升阐释力ꎮ 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力

表现为两个方面ꎮ 一是对西方错误社会思潮的话

语解构以及对大众现实生活的话语弥合ꎮ 在解构

力方面ꎬ融媒体在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已经通达

其主体、客体、载体、环体等各个维度ꎬ对西方话语

的鉴别与侦破能力大大提高ꎬ揭露西方意识形态

真实面目与话语本质的能力大幅提升ꎮ 二是在弥

合力方面ꎬ融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能够充分

发挥媒介话语的亲和表达优势ꎬ赋予人民群众以

话语主体的身份ꎬ倾听人民群众的真情实感ꎬ以大

众喜爱的话语风格为人民群众答疑解惑ꎬ能够在

客观上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对受众现实生活的话语

弥合力ꎬ破除其既往的“生硬政治话术”面貌ꎮ
其三ꎬ扩展影响力ꎮ 如果将既往的意识形态

传播结构定义为传授者向受传者传输意识形态信

息的单向传播关系ꎬ那么融媒体的生成与发展已

经重构了意识形态传播格局:融媒体的共在性使

得传播过程中的每一个要素都成为网状结构中的

一个节点ꎬ因此实现了传授者互通、受传者互通、
传授者与受传者互通以及传播媒介互通ꎮ 由此ꎬ
“关系”已经成为在动态化、复杂化的融媒体环境

中实现意识形态信息高效传播的重要切入点ꎬ更
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提高传播精准度并获取广泛影

响力提供了助力ꎮ 因此ꎬ在融媒体环境中ꎬ积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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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主流意见领袖”的意识形态传播格局ꎬ充分发

挥意见领袖的议题设置、舆论导航的作用ꎬ有利于

精准高效传播主流意识形态ꎬ实现主流价值的全

息传受、全员辐射与全程引领ꎮ
其四ꎬ增强感召力ꎮ 媒介技术赋能使得融媒

体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更具感召力ꎬ其生成与演

进的具体逻辑为:观照并满足受众的自我实现心

理需要ꎬ在融媒体背景下的政治参与中激发受众

的政治效能感ꎬ从而使受众衍生出对于社会制度

与主流价值的深化政治认同ꎮ 政治效能感是指

“公众对于自己是否能够影响到政治活动能力的

信念或者信心” [５]ꎮ 也就是说ꎬ公众在具体的政治

参与中一旦拥有获得感与成就感ꎬ自我实现心理

得到满足ꎬ就能够产生更为持久的正向激励与价

值感召作用ꎬ促进其自身自觉维护社会核心价值

观念与稳定社会秩序ꎮ 融媒体时代为政治参与畅

通了现实渠道ꎬ通过受众话语权与影响力的实现

来赋予受众群体以更大的政治自主性ꎬ强化受众

在政治空间的主体意识ꎮ 以“帝吧” (即李毅吧)
构建的网络社群为例ꎬ其通过“出征”方式在互联

网空间维护并引导主流舆论ꎮ 每一位“帝吧 ｅｒ”作
为队伍成员之一ꎬ都在政治参与中积极展示着其

所在社群的身份标签以便相互确证身份ꎬ并以此

强化着社群成员的认同感与凝聚力ꎬ共同致力于

社会正能量的传播与维护ꎮ 每一次“出征”都在无

形中强化着成员的政治效能感ꎬ在此过程中ꎬ主流

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与感召力能够以一种“润物细

无声”的方式得以提升ꎮ

二、融媒体“本体论”意义的离场:当前

主流意识形态的运作困惑及深层次原因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基于文化角度对现代性展

开意识形态批判时提出ꎬ当前社会中的意识形态

作用机制已经由传统的“政治化模式”转向了“文
化渗透模式”ꎬ其中根本的转变在于对人的潜意识

的占领ꎮ 这一语境转型揭示了内在于人的日常生

活中的“文化”对于意识形态分析的重要价值ꎬ且
对于融媒体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借鉴

意义ꎮ 不断向人的主体性迈进的融媒体ꎬ除去工

具意义上的文化信息承载及传播符号作用以外ꎬ
更重要的是其对于新时代文化样态的建构力与重

塑力ꎮ 对融媒体本质的浅层次理解以及忽视“本

体论”意义上融媒体与主流意识形态运作的同构

性ꎬ是融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运作缺乏实效的

客观诱因ꎮ

(一)后现代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生存

空间愈渐窄化

主流意识形态在现今时代产生运作困局的深

层原因之一ꎬ在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境遇ꎬ即其

生存空间的开辟占领与持续维护问题ꎮ 后现代主

义是发端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西方社会文化思

潮ꎬ对融媒体时代的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

响ꎮ 它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主要基于对现代社会中

的“理性”“主体性”以及“真理”的批判ꎬ其所崇扬

的“多元”与“差异”ꎬ都藏匿于现代社会生活中的

微观角落并从各个方面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主

导地位实施着隐形消解ꎮ 后现代主义思潮通过对

霸权式主体性进行批判、颠覆ꎬ进而宣扬离散的主

体性复归ꎬ试图将话语权由“精英阶层”迁移至“草
根阶层”ꎮ 后现代主义者不断否定主流的中心化、
宏大化叙事风格ꎬ进而对浅俗化、生活化的微观叙

事风格进行肯定与赞扬ꎮ
其一ꎬ在后现代视域下ꎬ大众心理已然发生了

选择性转变ꎬ“集中表现为集体意识的觉醒、对生

活世界的重视以及权威意识的淡化等” [６]ꎮ 尤其

在如今的融媒体时代ꎬ媒介格局的深刻变革与社

会生活中人们主体意识的激发产生同构效应ꎮ 人

们开始高声宣扬主体意识并彰显个性ꎬ强调突出

个人存在感ꎮ 同时ꎬ大众也更加希冀从日常生活

中达到自身获得感的满足ꎬ往往毫不避讳地将自

我意义的构建寓于其中ꎮ 除此以外ꎬ他们更是开

启了对严肃化、权威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柔性抵

抗”ꎮ 其二ꎬ在融媒体时代ꎬ大众生活空间中所充

斥的各类后现代主义文化样态ꎬ例如消费文化、大
众文化、视觉文化逐渐风靡、备受推崇ꎬ其中所蕴

含的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

思潮又从客观上挤压着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空

间ꎮ 由此一来ꎬ解决主流意识形态生存发展的空

间难题就成为使之有效运作的应然之举ꎮ

(二)微观叙事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宏

大叙事话语极易陷入“二元对立”的境遇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

在ꎬ而 人 们 的 存 在 就 是 他 们 的 现 实 生 活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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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７]１５２ꎮ 简言之ꎬ存在于人们现实生活过程中的

“意识”才易于被感知及认同ꎬ而浮于日常生活之

上的“意识”往往会因为缺乏共鸣基础而认同甚

微ꎮ 话语ꎬ亦即语言ꎬ是产生于一定社会制度中ꎬ
被人们运用于思想交流、信息沟通的实践要素ꎮ
从这一层面讲ꎬ话语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性质ꎬ在
话语的表达、传播过程中ꎬ某种意识形态的具体内

容也会内涵于其中且被受众所接收ꎮ 主流意识形

态话语作为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最基本、最核心

的要素承载着多重意义ꎬ是其实现生活化转向的

重要切入点ꎮ 诚然ꎬ“灌输”教育是作为马克思主

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教育、传播与

引导的重要法宝ꎮ 多年来ꎬ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始

终延续着以灌输、宣传与引导为方法论准则的传

统宏大叙事模式ꎬ话语表达也呈现出“高大上”的
权威形象ꎮ 这与日常生活中的微观叙事模式以及

“接地气”的话语表述产生了差异性格局ꎬ自然也

就难以取得受众的实在认同ꎮ 在融媒体传播时

代ꎬ“去中心化”特征的愈演愈烈使这一差异性格

局迅速扩大ꎬ从而使两者极易陷入“二元对立”的
境况ꎬ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易在政治性与严肃性中

失去引导活力ꎮ
要对意识形态叙事方式进行考察与变革ꎬ需

要廓清现实生活中的微观叙事与政治传播中的宏

大叙事之间的关系ꎬ其两者之间并不必然是二元

对峙、相互对立的状态ꎬ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相辅相成的关系ꎮ 无论多么宏观的意识形态观

念ꎬ始终是由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点滴引发并最终

服务于人民群众创造更美好的生活ꎮ 在新时代背

景下ꎬ主流意识形态叙事话语方式应当主动变革ꎬ
以更好融入大众创造美好生活的现实环境ꎬ有效

进行宏观要素的现代社会微观编码ꎮ

(三)新型文化景观的隐性意识形态属

性鲜获关注

法国学者居伊德波早在西方社会进入大众

传播时代时就对“景观”一词进行了内涵解读ꎬ“在
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里ꎬ生活本身展现

为景观的庞大堆聚”ꎬ“景观不是影像的聚积ꎬ而是

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８]ꎮ 借助

于媒介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广泛应用ꎬ反映着社会

生产、生活方式的“景观”已经以无意识的方式悄

然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ꎮ 它通过幻象赋予人

们精神上的获得感并以此成功赋予自身存在的合

理性ꎬ同时强势主导着人们的价值选择、理念认同

与行为方式ꎮ 因而可以说ꎬ景观自身就具有鲜明

的意识形态功能ꎬ它蕴含着某种社会意识形态意

涵ꎬ且不同于生硬的政治意识形态ꎬ它采取一种柔

性方式去强化某种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度ꎬ人们

开始在景观所创造的逻辑中思索、实践ꎬ但又难以

自知ꎮ
当前ꎬ以融媒体为主要特征的第三媒介时代

正在开启ꎬ融媒体已经成为支配当下社会景观生

成的主体力量ꎮ “场景是融媒体形态重要的生态

景观” [３]２４ꎬ由场景带来的融媒体景观已经使社会

主体处于一个“在场化”且“泛在化”的环境中ꎮ
不必受制于时空维度ꎬ任意场景的入口都呈现开

放式状态ꎮ 例如ꎬ一个二维码可以成为受众为喜

爱的参赛选手投票的场景入口ꎬ可以成为就某一

主题进行在线讨论的场景入口ꎬ亦可以成为共享

同一篇文章的场景入口ꎻ“弹幕”可以成为观众共

同讨论剧情或是直播内容的场景入口等ꎮ 而这些

新生成的社会场景都在无形中影响甚至建构着新

的社会关系ꎬ同时这些无所不在的社会场景又是

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载体ꎬ对于社会文化需求与

文化平台的生成发挥着作用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这
些在融媒体时代应运而生的新型文化景观都具有

深刻的隐性意识形态属性ꎬ但是这一点常常被隐

匿与遮蔽ꎮ 以“网络直播”亚文化为例ꎬ人们更直

接的选择是对其进行刚性规约、硬性整治ꎬ但从唯

物史观视域来审视ꎬ这类新文化样态的产生与流

行实际上是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媒介技术深刻嬗

变的产物ꎬ上述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

众对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引领的忽视、规避甚至冷

漠ꎬ因而应当采取的有效举措是对其背后蕴藏的

社会心理进行深度剖析ꎬ探寻景观背后人们的真

实文化心理诉求ꎬ进而积极满足大众的实际需求ꎬ
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与认同奠定广泛的社会心

理基础ꎮ

三、“现实生活”的回归:融媒体时代主

流意识形态的优化运作

在融媒体时代ꎬ传媒技术正日益发生重大变

革ꎬ大众心理产生隐秘变化ꎬ不可避免地对主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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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运作提出新的挑战ꎬ上述问题的提出将突

破路径直指意识形态的“生存论”转向ꎮ 从“现实

生活”这一实在场域出发ꎬ聚焦文化心理、赋能媒

介话语、依托仪式场景将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优化

运作的显性路径ꎮ

(一)聚焦文化心理:在情感对接中形

成意识形态的共情体验

透视社会成员的文化心理是主流意识形态在

“现实生活”空间寻求转型应当进行的基础性工

作ꎮ 概括地说ꎬ聚焦文化心理ꎬ就是关注融媒体所

创设的社会景观现象ꎬ高度重视其对于文化样态

以及社会心理的建构意义ꎬ并主动与社会主体进

行心理对接ꎮ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多诺在对消费

社会进行批判时就选择了透视社会文化现象作为

切入口ꎬ提出了“文化工业”这一概念ꎮ 他认为ꎬ消
费社会的生成根源在于被商品生产逻辑侵蚀的文

化领域逐步沦陷:通过大批量生产可供人们消费

的文化商品并使人们深度沉浸于这种文化娱乐过

程中ꎬ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在无形中被操控ꎬ最终资

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得以维护与巩固ꎮ 在

此基础上ꎬ阿多诺进一步指出ꎬ在文化工业体系形

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强大外部力量———媒体技术和

传播手段ꎬ现代媒介以其强大的隐蔽性在客观上

为文化工业的顺利运作提供了受众心理条件ꎮ 在

这里ꎬ阿多诺对于“媒介技术———社会成员文化心

理———社会意识形态”运作逻辑的揭示为当前主

流意识形态运作模式的变革提供了思路启迪ꎮ
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景观都在一定程度上折

射出那个时代的社会心理状态ꎮ 正如马克思、恩
格斯所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

与人们的物质活动ꎬ与人们的物质交往ꎬ与现实生

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ꎮ” [７]１５１在这里ꎬ马克思、恩
格斯所提及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实际上就

包括意识形态的生产ꎬ对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展

开剖析ꎬ必须拨开社会景观的迷雾ꎬ对人们创造的

现实生活本身展开探索ꎮ 因此ꎬ揭开融媒体时代

社会文化景观的神秘面纱ꎬ剖析传播媒介复杂变

革之下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其产生变化的实在内

因ꎬ成为打造文化心理透视机制的核心旨趣ꎮ
其一ꎬ密切关注融媒时代的社会文化景观ꎬ在

融媒时代的语境下揭示其特定的文化表征ꎮ 以

“弹幕”为例ꎬ它的出现使网络直播场景“增加了无

限个即时交互的新入口ꎬ也由此形成了受众之间、
受众与视频直播场景内部的一体化融合景观” [９]ꎮ
从其生成模式、运用方式以及表达范式来看ꎬ“弹
幕”亚文化在融媒体的时代语境中凸显出了鲜明

的戏谑性与草根性特征ꎬ而对于这一类亚文化ꎬ应
当考虑的是如何实施“软性”引导而非“硬性”收

编ꎬ其展现的文化表征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我们描

绘社会主体心理图示ꎬ展开融媒体时代的主流文

化建设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ꎮ 其二ꎬ深入融媒时

代的社会文化景象中ꎬ考察与描绘特定文化表征

下社会主体的心理图谱ꎬ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

讨融媒时代特定社会心理的生发原因ꎮ 相比于知

其然ꎬ更重要的是知其所以然ꎮ 仍然以“弹幕”亚
文化为例ꎬ其深受青少年群体热捧的深层次、实质

性原因究竟何在ꎬ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将直抵当

代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实景ꎮ 从融媒体视域进行考

察ꎬ主体归属感与认同感在“弹幕”场景建构的特

定关系圈层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ꎬ甚至为特

定群体制定了特有的隐性行为范式ꎮ 聚焦于这类

心理状态的成因ꎬ一是传播媒介技术赋能ꎬ融媒体

传播对社会现实活动产生着广泛影响ꎬ关系这一

传播偏向为其打造了特有的交往圈层ꎬ为产生群

体认同奠定了客观基础ꎻ二是身处于日趋现代化

的社会中ꎬ青年群体的自我意识较早觉醒ꎬ对于自

我风格的建构与定义拥有着强烈创新冲动与创造

欲望ꎬ同时ꎬ社会的复杂变革与快速更新使其具备

较强的接受与“重组”能力ꎬ张扬个性在其理想信

念、价值理念与道德观念的形塑中占据了主导地

位ꎬ这一点成为上述心理实际生成的主观动因ꎮ
其三ꎬ主动对接社会主体的文化心理ꎬ立足于主流

意识形态高效运作中的社会心理需要ꎬ为主流意

识形态的文化表达做好思路设计、风格创新ꎬ引导

社会主体自觉实现对先进性文化的内在认同ꎮ 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呈

现ꎮ 因此ꎬ先进性文化必须在自身结构系统的革

新上寻求突破ꎬ应势融入融媒体时代的新鲜元素ꎬ
充分考量当下受众的文化心理实态ꎬ为社会主流

意识形态的长效运作筑好共情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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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赋能媒介话语:在微观编码中凸

显意识形态的生活观照

西方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曾提出ꎬ
语言是“人类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ꎬ它的无处

不在又无可察觉使其拥有隐形的意识形态议程ꎬ
自然而然地增强它的社会控制能力ꎮ “因为它来

自我们人体之内ꎬ所以我们就相信ꎬ它是世界直接

的、未经编辑、没有偏见、不带政治色彩的表现ꎬ它
就是世界的真实面貌ꎮ” [１０] 媒介话语的编码实际

上就是对媒介话语的意义进行社会化生产ꎬ同时

使主流意识形态这一意义巧妙且深刻地隐匿于其

中ꎬ并在现实生活中“理所当然”地存在ꎮ 在以全

觉传受为基本特征的融媒体时代ꎬ媒介话语不仅

作为社会主体的“思维符号”或“交际工具”而存

在ꎬ而且能够对大众现实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的特

性与功能ꎬ赋予其“权力”的意蕴ꎬ即它能够决定以

何种方式对何种群体表达何种思想并对他们产生

实际影响ꎬ这一点使得媒介话语不可避免地具备

了意识形态属性ꎮ 通过媒介话语ꎬ媒介所蕴涵的

意识形态信息以趣味性、通俗性、无意识性的方式

在现实生活中得以有效传播ꎮ 因此ꎬ把握好媒介

传播ꎬ由现实生活出发并从微观层面对媒介话语

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编码ꎬ就能使主流意识

形态在现实生活的运作中增添生机活力并有效提

升其沟通说服的实效性ꎮ 英国“伯明翰学派”的代

表人物之一ꎬ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

１９７３ 年发表的«电视话语的编码 /解码»一文中提

出了著名的编码解码理论ꎮ 在霍尔看来ꎬ事物的

意义都只能由媒介符号承载ꎬ通过媒介符号ꎬ事物

的意义才得以有效表达ꎮ 他以电视话语的意义流

通为例ꎬ将研究视角转向受众ꎬ阐释了信息及其意

义传播与被接受的全新模式———整个过程分为编

码、流通、解码三阶段ꎮ “编码”即编码者将意义赋

予流通符号的过程ꎬ“流通”即意义由编码者传输

至受众的过程ꎬ“解码”即受众接收信息并解读出

意义的过程ꎮ 在此过程中ꎬ由于编码者与解码者

从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ꎬ有着不同的社会关系与

文化背景ꎬ因而编码与解码两个过程实际存在着

语义、信息、文本内容的不对称关系ꎬ即编码过程

中信息符号的意义不绝对等同于解码过程中信息

符号的意义ꎬ不同的受众对于同一信息符号进行

了不同意义的解读ꎮ 基于此ꎬ霍尔从受众角度出

发ꎬ阐释了解码阶段的三种类型:“主导 霸权”
型、“协商”型与“对抗”型[１１]ꎮ 根据他的解释ꎬ“主
导 霸权”模式中ꎬ意义得到完整传播ꎬ解码者完

全按照编码者传输的意义图示进行解读ꎬ意识形

态在无意识中发挥作用ꎻ“协商”模式中ꎬ解码者对

编码者传输的主导意义持认可态度ꎬ同时也结合

自身的社会关系与文化背景进行解码ꎬ体现了自

身在解码过程中的相对独立性ꎻ“对抗”模式与“主
导 霸权”模式相反ꎬ解码者在知晓编码者的意义

图示后以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方式进行意义解

读ꎮ 虽然霍尔的理论出发点是对资本主义文化进

行批判ꎬ但是其中展现的关于意识形态如何通过

媒介话语有效运作的理论观点ꎬ对于我们在当今

的融媒体时代探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运作方式有

着深刻启示ꎮ
根据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以及融媒体时代主

流意识形态的运作实际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融媒

体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运作必须观照受众需求ꎬ
重视对媒介话语的科学有效编码ꎬ亦即是说ꎬ必须

有效掌控媒介话语权ꎮ 这里的媒介话语权包含两

层涵义———媒体的传播中隐含意识形态信息且媒

体传播的意识形态信息能产生现实作用ꎮ 具体来

讲ꎬ其一ꎬ要在媒介话语的编码中凸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统摄与引领作用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强调:“我们要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ꎬ使主流媒

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ꎬ形成

网上网下同心圆ꎬ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

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ꎬ让正能量更强

劲、主旋律更高昂ꎮ” [１２] 这就要求作为生产并传输

主导意义的编码者即主流媒体ꎬ必须始终跟随时

代步伐ꎬ吸收时代养分ꎬ充分整合新媒体的传播优

势ꎬ把握融媒体时代的传播规律ꎬ自觉担负起在生

动形象的生活实践中采用多种符号形式传播主流

思想、表达主流价值的时代责任ꎬ以更好地实现主

导意义在实践中的微观编码ꎬ同时也为提升受众

的解码能力做好基础铺垫ꎮ 其二ꎬ要关注受众的

思想与心理需求实际ꎬ根据受众心理特点设置贴

近现实生活的大众化、时代化议题[１３]ꎬ并用接地

气的话语方式适时引导舆论ꎬ达到潜移默化地引

导受众进行主导意义解码的作用ꎬ避免受众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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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型解码方式ꎬ促进作为主导意义的主流意识

形态的完整传播与被接受ꎮ 实际上这一点就是使

得编码阶段的主导意义即主流意识形态在现实生

活中产生作用的方式ꎮ 只有满足大众的文化心理

需求ꎬ确保大众的主体地位ꎬ生产符合大众风格的

话语内容ꎬ才能使其中蕴涵的主导意义的主流社

会意识形态得到大众的普遍认同ꎬ从而使其切实

发挥作用ꎬ在日常生活中指导大众的具体实践ꎮ

(三)依托仪式场景:在具象互动中实

现意识形态的主体询唤

仪式场景询唤就是使意识形态在能够生成仪

式感的特定场景中发挥主体询唤的功能ꎮ 法国哲

学家阿尔都塞延承着马克思的思想ꎬ在«意识形态

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指出人永远生活在

意识形态之中ꎬ意识形态的实质载体是人ꎬ作为表

象的意识形态发挥作用就需要通过询唤机制ꎬ即
意识形态把个人询唤为主体[１４]ꎮ 在阿尔都塞看

来ꎬ意识形态不仅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是

对生活世界的颠倒反映ꎬ是虚幻的观念ꎬ他认为意

识形态还建构着一种拟真的幻象ꎬ而人们如何实

现对意识形态即拟真幻象的认同? 答案则是发挥

意识形态的主体询唤功能———将个人建构为主

体ꎬ使他认为他是自己和所处社会的主人ꎬ从而进

一步实现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以及对身处社会的认

同ꎮ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基于对资本主义

意识形态控制方式的批判ꎬ其中对于意识形态作

用机制的揭露ꎬ对现今时代我国进行意识形态工

作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ꎮ 那么ꎬ意识形态对

主体的询唤何以实现? 作为抽象形式存在的意识

形态ꎬ要成功发挥它的询唤功能并得到认同需要

实现自身的具象转化ꎮ 而仪式这一重要的文化载

体ꎬ能够发挥自身的文化功能并生成仪式感ꎬ进而

在一定场域中为意识形态的感性询唤提供现实载

体ꎮ 从仪式的互动结构来看仪式感的生成过程ꎬ
其中需要包括在场感、场域化、共情性等重要因

素[１５]ꎬ而融媒体时代的各类符号化、超时空化场

景恰好兼具了这些要素ꎬ使得仪式感在这些互动

因素中更加自然且无意识地生成ꎮ 每一个突破时

空藩篱的开放式场景ꎬ都给予受众充分的参与感ꎬ
赋予他们真实的临场感ꎮ 同时ꎬ动态化、入口开放

化的场景又不断吸纳着新的个体参与到仪式活动

中ꎬ使得仪式得以呈现广泛的非线性传播ꎬ并赋予

仪式活动中的每一位个体以相同的情感体验ꎬ让
他们在情感共通中达成对彼此的身份认同感与群

体归属感ꎬ进而借助于此形成一种集体意识ꎬ并对

这份集体意识表达认同且自觉实践ꎮ 通过将意识

形态纳入这一具象化的互动仪式链中ꎬ个体在生

成仪式感的同时ꎬ集体记忆与主体身份被询唤ꎬ对
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认同也得以激发ꎮ

在探求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具体实践

中ꎬ必须对融媒体内生的文化意蕴加以审视与省

察ꎬ重视仪式具备的文化规训与主体询唤的作用ꎬ
将融媒体这一巨大的社会隐喻载体运用到互动仪

式中ꎬ积极创设数字化仪式场景ꎮ 通过把遥在的

个体“链接”到现场来实现受众的“强参与”ꎬ聚焦

受众共同关注的焦点ꎬ激发受众深层次的情感能

量ꎬ刷新集体记忆的历史存在ꎬ在与同一场景中的

他者进行身份确证时实现身份认同与群体归属ꎬ
在形成集体共识的基础上共享仪式意义ꎬ从而生

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ꎮ 以“开放化场景”
为主要特征的融媒体传播ꎬ可以赋予受众以极其

强烈且真实的在场感ꎬ通过强烈的互动体验使个

体沉浸于特定的仪式场景中ꎮ 例如ꎬ在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周年之际ꎬ央视、各大卫视以

及新媒体平台顺应融媒之势ꎬ主动革新报道形式ꎬ
“抱团”以取彼此之生态优势ꎬ实现了“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周年大会、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实时全景直播ꎮ 全国人民不需要蹲守在电视机

前ꎬ仅需要一个二维码、一个链接即可进入这盛大

场景中ꎬ以强烈的临场感共同参与国庆盛事ꎬ并通

过发送弹幕交流情感、同频体验ꎮ 事实上ꎬ这就是

一个深刻植入意识形态意蕴的开放化仪式场景ꎬ
每一个中华儿女无论身处何方ꎬ只需要一个链接

即可进入场景参与仪式ꎬ在一条条弹幕互动中抒

发强烈的爱国情感ꎬ并在意识形态仪式的操演过

程中形成对中华儿女这一身份的主体认同ꎬ在仪

式的导向机制下自觉接受仪式的规训ꎬ遵循与主

体身份相对应的话语体系、价值观念ꎮ 至此ꎬ主流

意识形态在仪式活动中顺利完成对个体的主体询

唤ꎬ使其认同自我的主体身份并无意识地认同其

正在践行的主流意识形态ꎮ 又例如ꎬ２０２０ 年国内

新冠疫情暴发后ꎬ武汉依据北京“小汤山”样本ꎬ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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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着手建立“火神山”与“雷神山”医院来提高新

冠肺炎患者的收治率ꎬ与此同时ꎬ央视频特别推出

了“建设进行时”这一医院施工的实时动态直播ꎬ
各大新媒体平台纷纷加入直播队伍ꎮ 万千网友心

系疫情ꎬ化身“云监工”们值守在屏幕前ꎬ共同关注

着项目每一天的进度ꎮ 融媒体环境打破了虚拟与

现实的边界ꎬ实现了每一位“云监工”的虚拟在场ꎮ
他们因为具备相同的关注焦点———疫情发展与施

工进展ꎬ同处于一个虚拟场景———施工实况展播ꎬ
拥有同一个身份———“云监工”们ꎬ因共同在弹幕

中讨论疫情并为武汉加油而拥有了共通的情感体

验ꎬ从而在“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为中国速度

点赞”等这一系列话语表达中ꎬ在仪式感的支配

下ꎬ被主流意识形态顺利询唤为抗“疫”主体ꎬ认同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抗‘疫’必将胜利”的信仰认同与信念追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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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ｔｈｅ ｏｃ￣
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ａ ｓｈｉｆ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ｕｚｚ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ꎬ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 ｉｓ 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ｒ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ａｎ ｅａｓｉｌｙ ｆａｌｌ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ｕａｌ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ｉ￣
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ꎬ ｆｉｒｓｔｌｙꎬ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ｍａｋ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ａｔｈ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ꎬ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ｍｉｃｒｏ￣ｃｏｄｉｎｇ ｂｙ ｇｉｖ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ｏ ｍｅｄｉ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ꎬ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ｂ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ｒｉｔｕａｌ
ｓｃｅｎ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ｂｏ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ꎬ ｗｅ ｗｉｌ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ｕｒｎ ｏｆ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ｆｕｓ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ｕｓ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ꎻ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ꎻ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ꎻ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ꎻ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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