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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我们都是帝吧人
”

：

作刃悄感化游戏的Ｍ络Ｗ族主义
１

王喆

摘要

本研究 以
“

帝吧 出征
”

参与 者在蔡英文 Ｆａｃ ｅｂｏｏｋ 页面 上的 留 言 为主要的分析材料 ，

对模板及非 模板 留言进行描述和诠释 ，

以探究行动主体在
“

出征
”

过程 中 所体现 出 的特

色
，
并进一步 分析这一行动背 后的脉络。 研究发现 ： 与 以往

“

敌 意 、 霸权和父权
”

的 网

络攻击 不 同
，
当下 的 网 络民族主 义 易 于与 网络亚 文化结合起来

，

以情 感化游戏的 实践方

式落 实在
“

帝吧 出征
”

之 中 。
一方 面

，
行动主体所选择的主要 留 言模板 充满 着以 正向情

感 为 主的诉求 ，
突显 出愉悦 的

“

爱
”

，
掩盖 了其他 活跃在零散话语 中 的 复 杂 民族主义

情感 。 另 一 方 面
，
行动主体采 用 游戏化的 行动 策略 ，

利 用 社交 网络的数 字逻辑和兼 具

理性－

感性 的游戏规则 ， 有效地组织起一群在集体化与 个体化之 间 寻求满足的 网 民 。 可

见
， 网 络民族主义行动 需 置 于 国 家机构和科技公 司合力 形塑 的情感 结构化脉络之 中 ，

网

络民族主义勾 连着 网 民的 成长 背景及 日 常 的 互联 网使用 ， 才得以激化 出 大规模的
“

帝吧

出征
”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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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绪论

２ ０ １ ５年年末到 ２０ １ ６年年初 ， 海峡两岸发生了诸多可以载入史册的大事件 ， 如

“

习 马会
”

和蔡英文当 选
“

台湾总统
”

，
而围绕着这些历史性的政治事件 ， 并发

了
一

系列媒体事件 ， 如周 子瑜致歉视频 、 两岸表情包大战和
“

帝吧出 征
”

等 。 本

文研究的重点是在这
一系列事件中的

“

帝吧出征
”

。 ２０ １ ６年 １ 月 ２ ０ 日 ，

“

帝吧出征

Ｆ ａｃ ｅｂｏ ｏｋ
”

的消息在微博上发酵 ，

一

跃成为实时热搜榜第
一

位 ， 而网民 以 自 组织

的形式成立了若干ＱＱ群作为出征作战的基地 。 当晚号称数千网民通过ＶＰＮ翻墙到

蔡英文 、 三立新闻和苹果 日 报的Ｆ ａｃ ｅ ｂｏ ｏｋ主页上洗版 ， 而由于国内无法直接登陆

ＦａＣ ｅｂ〇 〇ｋ ， 出征事件在各直播平台上广泛传播 （ 如斗鱼 、 熊猫 、 虎牙等 ） 。

对于互联网研究而言 ，

“

帝吧出征
”

事件的特殊性和研究价值在于以下两点 ：

其一 ， 这些事件中 ， 若干社交媒体平台成为 了民族主义发生的新领域 ， 促使我们重

新定义 、 描述和检验网络民族主义 。 其二 ， 曾属于网 络亚文化的爆吧攻击变成 了跨

境跨媒体的主流行动 ， 而
一些参与者在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 自己的行动并非受

制于
“

洗脑
”

。 这不仅让人想到
“

主动的受众
”

， 以及Ｍｏ ｒｌｅｙ （１ ９９９ ） 对
“

主动的

受众
”

这一研究取向的反思
——

认为其夸大了受众力量 ， 忽视了围绕个人能动性的

结构因素 。 在网络民族主义的脉络中 ，
主动参与的能动性与结构因素还需要经验研

究进行讨论 。

７６鉴此 ， 本研究希望通过检视参与行动或围观行动的网民在蔡英文 Ｆａｃ ｅｂｏｏｋ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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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留下的话语痕迹 ， 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 从
“

帝吧 出征
”

这
一网络事件中可看

出 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何种延续性和变异性？ 如何理解与诠释网民在
“

帝吧出征
”

中所形塑的身份认同 ？
“

帝吧出征
”

发生的结构化原因和脉络为何 ？

二 、 文献综述

（

一

） 网络民族主义的演变

民族主义相关研究非常丰富 ，
本文没有足够篇幅详细加以讨论 ，

只能提纲挈领

±也进行简要概述 。 在追溯民族主义的起源时 ，
Ｇ ｅ ｌｌｎｅｒ （ １ ９８３

：５５ ） 说道 ：

“

当
一

般

的社会条件逐步迈向标准化 、 同质化 ，
而中央支持的高级文化又普及于整个人群社

会 ，
而非仅限于少数菁英阶层 ， 我们就会看到某种时机成熟了——由受教育人士所

认同 的一致性文化成 了
一

种机制 ， 为人们热烈而主动地加以认同 。 这种文化似乎

也成了政治统治正当 性的依附所在 。 从这个时候开始 ， 任何政治势力对此等文化

边界的侵犯都会被视为可耻之事 。

”

在Ｇｅｌ ｌｎｅｒ出版 《 民族与民族主义 》 的同
１
年 ，

Ａｎｄｅ ｒｓ ｏｎ也发表了极具份量的 《想像的共同体 》 ，

“

民族
”

被界定为学者所熟知的
“

想像的政治共同体
”

。 之所以它是
“

想像的
”

，
因为

“

即使是最小的民族 ， 其成

员也不可能认识大部分的同胞 、 遇见他们 、
或甚至听说过他们 ； 然而在毎个人的内

心
， 却有着大家共属

一

体的想像
”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 ９９ １
：
６ ） 。 这些论述已成为了民族

主义的经典论述 ， 虽然或有不同 ， 但可以看出民族主义是非常晚近的产物 ， 它既可

以被视为
一

种意识形态 ， 和一些信念 、 原则系统性连结在
一

起 ，
同时也必须具备落

实社会的潜力 （ 江宜桦 ，
１ ９９８

：
３６

－

３７ ） 。 大众化的媒介和表达形式会形塑这种想

像 ， 并成为这种想像的渠道 。 时代和媒介的变迁恐怕并不会改变民族主义的本质 ，

但当 其落实在当下社会中 ， 必会找到最佳的实践载体 。

在中文语境中 ，

“

民族主义
”

最早可溯及 １ ９０２年的梁启超的界定 ， 他将民族主

义定义为 ：

“

各地同种族 、 同 言语 、 同宗教 、 同习俗之人 ， 相视如同胞 、 务独立 自

治
，
组织完备之政治 ， 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 。

”

张灏 （１ ９９５） 注意到梁启超观念

中的民族主义压制了个人主义 ， 他在民族主义中强调区分我者与他族 ， 关注的中心

问题是国家 ，
而非个人 自 由 。 梁启超创造出来的

“

词汇表
”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来

人
， 因此当江泽民在 １ ９９ ５年的讲话 《为促进祖国统

一

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 》 中 引

用孙中山的呼吁时 ， 就显得非常 自然 ：

“

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 。 能够统一 ，

全国人民便享福
； 不能统

一

， 便要受害 。

”

只是 ， 在江泽民的话语体系 中 ， 爱国主

义取代了民族主义 ， 在对孙中 山的引用之后 ， 紧接着便是
“

我们呼吁所有中国人团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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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起来 ， 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 ， 坚持统
一

， 反对分裂 ， 权力推动两岸关系的发

展 ， 促进祖国统
一大业的完成 。

”

这番讲话见证了其后
一

系列的
“

爱国主义集体行动
”

， 比如 １ ９９９年中国驻南斯

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 、
２００ １年南海撞机事件 、

２ ００５年反 日 示威游行 、 ２００ ８年家乐福

事件等都 引发 了中国普通民众的上街游行抗议 。 而随着互联 网的发展 ，
民族主义

集体行动不再 、 也不能局限于线下 。

“

±也球村
”

的想像与民族国家界限并未消弭的

现实形成了极大反差 ，

“

自 １９９ ９年人民 日 报网上的
‘

强国论坛
’

开办以来 ，
互联网

在塑造民间舆论 ， 尤其是民族主义议题上 ， 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

（ 黄煌 、 李金

铨 ，
２００３ ） 。 Ｈｕｇｈ ｅｓ（２００ １） 也认为强国论坛网 民的

“

战争话头
”

（ ｗａ ｒｔａ ｌｋ ） 显示

出中国民族主义的抬头 。

在具体的集体行动上 ，
１ ９９ ８年中国黑客第

一

次集体亮相是对印尼政府和企业网

站的攻击抗议苏哈托指使的屠华事件 （ Ｑｕｉ ，２００６） 。 随后中国黑客群体开始 自称

“

红客
”

，
而２０００年针对陈水扁上台发动

“

台湾闪电战
”

后
， 另有了

“

中国鹰派俱 ．

乐部
”

这一黑客组织脱颖而出 。 这些愤青式的网络民族主义表达往往有统
一的主导

性组织 ， 用刚性的技术手段来进行攻击 。 Ｗｏｎｇ （ ２０ １ ０
：
１ 〇９

＿

丨 ２８ ） 针对既往对于台

湾的网络攻击行动 ， 归纳出
“

敌意 、 霸权和父权
”

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对台湾惯而有

之的态度。 在这些网络论坛和攻击行动中 ，

“

愤青
”

和
“

红客
”

成了行动主体的代

名词 ， 若没有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相伴的社会变革 ， 自下而上的大众民族主义不会如

此活跃 ， 它甚至结合着年轻
一

代的 内在规范 （ Ｌａｇｅ ｒｋｖ ｉｓ ｔ
，
２００５）

。 除了官方论坛 ，

民族主义在高校ＢＢＳ 、 商业门户 、 城市社区网站上屡见不鲜 ，
而网络民族主义也在

持续变动之中 （ Ｑ ｉｕ
，２００６ ） 。

（
二 ） 网络民族主义的行动主体

在前文对于既往网络民族主义的论述中 ， 网络民族主义往往被视为 自下而上±也

进行 自我主导性的组织 ， 同时也挟裹着大量的愤怒情绪 ， 行动主体表现出非常刚性

的民族意识 。 但网络民族主义是否全然是 自下而上 、 自发形塑？ 每
一

次的网络民族

主义行动发生的背后的结构化原因和脉络仍值得重新考量。 就此 ， 行动主体则是最

佳的观察和诠释对象 ， 是透视脉络的切入口 。

此次
“

帝吧出征
”

既是之前网络民族主义的延续 ， 但也有所变异 ， 最明显的是

事后大量媒体和舆论称这次行动主体为
“

小粉红
”

， 意指网络上
一

些
“

常识比较欠

缺 、 情绪又非常激动的爱国兼追星ＡＣＧ少女
”

。 虽然行动主体是否为标签化的
“

小

粉红
”

或
“

帝吧
”

成员首先应被质疑 ， 但它或多或少点明了
一

些网络民族主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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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话语特征和行动策略 ，

“

敌意 、 霸权和父权
”

或许有了柔性的调整 。

无论是
“

小粉红
”

还是
“

帝吧
”

， 可以确定的是 ， 参与
“

帝吧出征
”

的行动主

体为亚文化消费群体 ，
这是中国年轻网民 中不可忽视的 力量 ， 也是民族主义落实时

找到的年轻
一

代 。 亚文化起初以年轻工人阶级为主 ， 其言行举止和外表与主流群体

的表达形式有所不同 。 而就网络亚文化群体而言 ， 其引人注 目之处在于很多流行的

网络语言均是被这
一

群体最先转 引 、 创生和使用的 ， 如
“

帝 《巴
”

创用的
“

屌丝
”
一

词 ，

一

度被认为其边缘性 、
批判性 、 反抗性 、

开放性和娱乐性等都彰显 了后现代社

会文化特性 （ 李超民 、 李礼 ，
２０ １ ３ ） 。 用 Ｈ ｅｂｄ ｉ

ｇｅ（Ｗ７ ９ ） 的视角来看 ， 这种语言

实践具有风格化的表征 ， 帮助这
一群体开创出一个能够发现并表达某种另类身份的

认同空间 。 就
“

帝吧
”

而言 ，

“

爆吧
”

的行动也有同样的作用 ， 却因其后果破坏网

络正常秩序 ，
对他人造成心理或精神上的伤害而被视为

一

种公众参与和表达的异化

（ 罗以澄 、 赵平喜 ，
２０ １ ２ ） 。

然而 ， 在之后的亚文化研究中 ， 有学者亦认为 当下 的亚文化已不像起初那般
“

英雄式的
”

对抗主流文化 。 例如 ，
Ｃ ｌ ａｒｋ（２００３

：２２ ３
－

２３ ６ ） 认为现在的亚文化

是
一

种被收编在政治行动下的产物 ， 符号上的抵制只是其策略和精神象征之
一

。

Ｔｈｏｒｎ ｔｏｎ（１ ９９５ ） 亦指出亚文化不仅表现为对主流文化的抵抗 ， 也会表现为一种妥

协 ， 这是
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 。 在

“

帝吧出征
”

中 ， 民族主义之所以能实践于网络

亚文化 ， 其背后与主流意识形态勾连的复杂脉络不可忽视 。

不过 ， 网络亚文化的讨论往往会将行动主体视为从个体集结为群体的单线

过程 。 对于 当代社会中 的行动主体 ，
Ｂ ａ ｕｍａ ｎ（２００ １） 、 Ｂｅ ｃｋ和Ｂｅ ｃｋ

— Ｇｅｒｎｓｈｅｉｍ

（ ２ ００２） 等都意欲以个体化 （ ｉｎ ｄ ｉ
ｖ

ｉｄｕ ａ ｌ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 ） 来把握当代社会的特性 。 Ｂ ａｕｍａｎ

（ ２００ １） 在他对 自 由和安全之矛盾性的探讨中 ， 称这
一

群聚为液态现代性中的挂钉

社群 （ ｐｅ ｇｃ ｏｍｍｕｍ
ｔ
ｙ

）
， 他们呼之即来 ， 挥之即去。 但挂钉社群

“

无关紧要的 （ 不

做承诺 ） 的合群
”

的个体特质却无法理解
“

帝吧出征
”

中民族主义的凝聚强度 。 更

加切合这
一

情形的是 ， 在网络上通过形成虚拟社群而进行群体起哄活动的 网民往往

是以一种处于集体化与个体化之间的方式来寻求满足 ， 进而在网络上形成时聚时散

的流动群聚 （ 黄厚铭 、 林意仁 ， ２０ １ ３ ） 。 这种网络化群体超越了集体
－

个体的二元

对立 ， 并非固化的认同群体 ， 标签化的
“

帝吧
”

和
“

小粉红
”

更像是
一

种命名策略

和区分逻辑 。

一

方面 ，

“

帝 吧出 征
”

的参与 者通过 网 络从现实世界 中 的共同 生活形式

（ ｃｏ ｍｍｕｎａ ｌｆｏ ｒｍ ｓ） 中解放了 出来 ， 个体的根本冲动不再被家庭 、 学校等同质化的
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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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力量压缩 ， 然而在
“

帝吧出征
”

凑热闹洗版的背后 （ 比如
“

帝吧出征 ， 寸草不

生 ！ 观光团到 来 ， 我不撕 ， 就来看看好不好玩 ！
”

）
， 体现的又是人类对社群长

存的需求 。 虽然
“

帝吧出征
”

的参与者并非全部来 自于既有的
“

帝吧
”

社群 （ 即

不以初级团体式的关系为前提 ）
，
而是兴起于并无深交的网 民之间 ， 但这些参与

者在前期和后期都有组织地成立了交流快捷的
“

作战
”

ＱＱ群和新的
“

ＦＢ帝吧根据

地
”

ＱＱ群 ， 将个体化的参与者集合起来 。 只是这些社群仍具有流动 、 多变性 ，
比

如
“

ＦＢ帝吧根据地
”

群内成员 １ 月 ２４ 日 之前仍在讨论台湾的
“

统独
”

，
而这之后话

题开始变得娱乐化 、
日常化 、 社交化 ， 无人再涉及政治或时事 ， ＱＱ群名字也变成

了
“

堂堂正正ＦＢ陆陆
”

， 去掉了
“

帝吧
”

的标签 。

另
一

方面 ， 网络民族主义融合了网民流动于个体和集体之间的社会心理 ， 以构

建统
一的 目标和敌人使得网民能够聚集 ， 同时又留给他们个体性的 自 由空间 ，

让他

们在集体发声中代入 自 己的爱恨情仇 、 语言创新与流行 、 表情文化 。 这些情感化的

戏诚形式恰为网络亚文化所擅长 。 在涂尔干后期理论中 ， 他认为现代社会仍需要宗

教作为其道德性的构成基础 ， 或至少藉由定期的仪式所唤起的情绪感应 。 而这
一

由

节庆引发的集体亢奋 ， 承担了激发社会成员共同信念 ， 继而维系社会本身存续 。 在

“

帝吧出征
”

中 ， 以
“

同时在线
”

大规模 、 高密度群聚互动为特色的网络空间 ， 为

这既有的集体亢奋现象之迸发提供了绝佳的舞台 。 洗版的留言数量 、 共同的复制内

容 、

“

战友
”

间的互相点赞 、

“

对手
”

的
“

溃败
”

， 以非常可见的媒介形式让参与

者情绪亢奋高涨 。 在此种集体情绪感应的互动之中 ， 民族主义的共同信念与社会凝

聚力获得了更新与强化 。

三 、 研究方法

本研究于２０ １ ６年３月 ９ 日 通过Ａ Ｐ Ｉ抓取了蔡英文Ｆ ａｃ ｅｂ ｏｏ ｋ主页上
“

帝吧出征
”

时

间前后
一天 （ 即从 １ 月 ２０日 ００

：

００到 １ 月 ２ １ 日 ２４ ：００ ） 的所有访客留言 ， 共计 １ ３６８４条文

字留言 。 留言资料的栏位为 ： 留言时间 、 留言内容 、 留 言帐号和点赞数 。 研究者另

辅以 网络民族志的方式 ，
加入了 Ｆａｃ ｅｂｏｏｋ上事件之后成立的

“

帝吧中央集 团
”

以及

其ＱＱ群 ， 进行实际的观察 ， 以接近事件全貌 。

在人工浏览完全部访客 留言后 ，
研究者用机器分类的方法 ， 定义单句文字相

似度为 ８０％且重复数大于 １０条的为模板留言 ， 共计有５７种模板 。 由于数据视觉化空

间有限 ， 选取重复数量前 的模板 （ 模板的具体内容请参看附录 ）
， 其 ４８小时内变

化趋势如图
一

所示 ：
八荣八耻 （２ ，

０６ ９条 ）
， 乡 愁 （４４ ７条 ） ， 义 勇军进行曲 （ ２ ７６

８０



国＿ｉ


Ｓ
１

．

４
８

Ｉ

Ｉ

Ｓ

—

２０

Ｉ







１ ６ ．

—

ｉ
ｓ
－ｆｒ

＾
ｇ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ｉ

０


０


０


０


Ｉ


０


一


０


０


０


０


一


０


０


Ｉ

「
３

「
３

１


一

一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

—

ｌ＾
ｌ ｌ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ｒ

，

ｌ

ｒ
ｌ

ｏ

ｌ

ｌ


｜


１




３


２

２



ｒ
６

ｒ
４


４


３


｜


０


ｏ

ｌ

°

ｌ


０


０


０


０


２



１


０


２


２


０


１



０


２


７



１

３


１


２


Ｓ

—

ｔ
ｆ

ｉ ＾

０


０


０


ｏ

ｒ
ｏ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


０


０


＜
６


１

７




０


６

１

０


｜


０


０


ｊ


０

ｌ

°

ｌ

ｌ

ｅ
３


０


０


０


３

ｒ ｌ

０


ｏ

ｒ ｌ

ｏ


０


ｏ

Ｂ
ｒ ｌ

ｏ


０

１

°

０

１ １

ｌ

ｇ
＊

＿

ｌ ＾

０


０


０


ｏ

ｒ
ｏ

Ｌ ｌ

ｏ




ｏ

ｒ ｌ

ｏ


０

｜

０


０


０


ｏ

ｒ ｌ

ｏ


０


０



０


ｏ


ｏ

ｌ

ｒ ｌ

ｏ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Ｑ


ｌ


０


３


０


６


３


２


ｌ


０


２


ｊ


４


９


２

５


Ｕ


１

０






















１

—

｜







｜











＾







！









１



Ｔ

ｌ



















１



！







＿

１



〇


〇


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ｉ

０


一


０

ｌ

°

ｌ

ｏ


０

￣

０

ｉ

０


０


０


一

一

２


２

９


８


６

一

０


４


０


５


０


０


０


０

°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７



；


－





^

Ｓ

５５

￡：



—

４

一

一

２



—

８
＾


０

ｉ

０


０


０




０


０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０


０


０


ｏ

ｏ

ｊ

ｒ ｌ

ｏ



ｉ

Ｔ
￣

４

０


３

ｒ
ｌ

８


Ｓ



：


３


０



？

叫

１


２




３


ｌ
ｓ

ｒ １

１


９

ｌ
０

ｒ０

２

：

１

２

３

１

ＦＩ

３

ｒ
ｌ

６

Ｅ

ｌ

ｌ

ｌ
Ｂａ

ｓ


。

｜

°

Ｄ


０


０


。

。

。

。

。

。

。

。

。

。

。

Ｑ


。

２


９
９


５

６


６


２

１


｜


６


２


Ｓ


Ｓ


４

１

。

。

６


１


１


Ｓ


１


Ｄ


Ｑ


２


。

。

Ｑ


。


１
４




３


１




３

｜

０



以

還
｜￡ ｜

．

．

：

。

１
。

－

。

｜

°

｜

。

｜

。

：

。

ｌ

°

ｌ

－ｈｉ

４
１
．

Ｈ
Ｊ

＾

財
１

描
｜

＾
｜

上

二

二

二
。

｜

。

＇
。

。

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

｜

為



０


０


０


０


０


｜


０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ｊ

０


０


０


０


Ｄ


０


０

１ ５

２

２

１

６


１
９


７



一




７


ｌ

ｒ
．

ｓ


３




６


０


２




６


１


３



１

１


３


２



７


４


１



２




２



７

ｒ
２



９
８


２

３

丨

Ａ

￥

Ａ
ｔ


Ｑ


Ｑ


Ｑ


Ｑ


Ｑ


０


０


０


。

。

。

。

Ｑ


。

｜

。

ｏ

ｒ
ｌ


４


５
８
０


２
３

１


ｊ


９
８


７

３




７

０


次


８


＾


Ｊ

ｌ

ａ

ｉ



ｓ

^


＾

２

２


３
６


２

５


１

８


３

３

Ｉ ｔｓ

ｆｅ


＾


ｓ


ｓ


９
６


９

３


７

３


５
９


４
７

ｉ










－

－

－

￣ｒ

一


一


？


ｉ




ｌ

Ｔ

－

ｔ
－

－＋



！

ｒ
－

－

ｌ


ｉ


ｔ

－


ｔ


－


ｔ




＿

Ｉ

Ｊ－



Ｔ
ｊ


１


－


ｉ



■


ｆ

－

－

４
－

１

－



Ｔ

ｉ


—

■

ｔ


ｉ


－


ｔ


！

■

？

■

— ＊－

４－

：

－

ｒ

ｆ

ｉ


ｓ

ｆｅ


Ｓ

６


ｉ


ｉ


ｉ


ｉ


ｏ

ｉ


ｉ


ｓ


ｓ
．

＾


ｃ．

ｃ


Ｃ
．

Ｋ


ｓ



ｓ

ｓ


Ｓ．

Ｇ



ｓ


．^

ｅ


？
．

Ｋ


Ｋ．

Ｋ


Ｉ
－


ｆ


ｉ


１


ｉ

ｎ


Ｓ
．

Ｓ


ｉ


Ｓ
．

Ｓ


ｓ


．^

ｃ


ｃ
．

ｃ


Ｃ．

Ｋ


ｓ

ｓ


ｓ

ｓ

§


ｓ


Ｓ
．

Ｋ


§


§


ｓ

ｓ



ｓ


ｓ



５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



ｓ


ｃ
°



ｓ



ｓ


５


§


ｃ
－


ｃ
－



５


＾


５


ｃ
－


５


＾



＾



ｓ


ｃ
－


ｃ
－



ｃ
－

ｉ



Ｈ
Ｍ

Ｎ

４
：

ｐ
ｈ

Ｎ

Ｕ
—

ｊ

ｌｘｘ ｌ

ｒ


§


Ｉ









络民族


ｊ

Ｍ
Ｍ
Ｍ

Ｍ

Ｍ
ｉ

；

．

．


：

ｈ

ｌ


．

１





＇

－

，

主义

８ １



本期话题 ／帝吧出征与网络 民族主义国际新闻界 ２０ １ ６ ． １ １

条 ） ， 歌唱祖国 （２４５条 ） ， 台湾的名字 （ １ ９５条 ） ， 台湾是 自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１ ７２条 ）
， 帝吧出征寸草不生 （ ９５条 ）

，
七子之歌 （ ７８条 ）

，
１ ９ ９９年我把澳门接

回 了家 （ ７７条 ） ， 团结在党中央的周 围 （ ７３条 ） 。 共计３
，

７２７条留言 ， 占４ ８小时内

总留言数的２７％ 。 而在所有的文字留言中 ， 不重复的单条留言为 ５ ，７ ４９条 ， 占 ４８小时

内总留言数的＃％ 。 对这些不重复的 单条留言 ， 本研究计算了其总词频以及词语共

现 ， 前４０个高频词如表一所示 ， 前３０个高频共现词语如表二所示 ， 以供后续诠释分

析 。

表 １ ． 非模板留言的词频表格 （ 前４ ０）

＿

词语
丨

词频
｜

词语
丨

词频
｜

词语
｜

词频
｜

词语ｍｍ

台湾５７４３政治４８６


同胞３７８宣布２８６

大陆３７７７经济４７４省长３７５共匪


２７７

中国２７７ １日本４６５自 由３５９商品２７２

台独 １０９３统
一



４５０
 

３５８
＾２５５

民主


８５８世界４２４反对３４５中共２５５

两岸


６０７
＾４ １ １

＾３３８


未来２４２

蔡英文６０６祖国３９７教育３３４繁体字２４０

美国５９７中华民国 ３９６社会３２３毛泽东２３７

独立５０５国民党３９２价值３２０



素质２３７

总统４９６


Ｍｉ ．



３８８
 

３０２


技术２２８

表２ ． 非模板留言的词语共现分析 （ 前 ３０ ）

＾

词语
一

词语二共现数词语
一

词语二共现数

台湾中国１ ３ １２独立台湾２８８

大陆
＾１ ２ １９

＾＾２８０

台独
 

３８５


Ｗ
 

２６３

台湾
 ｊ５｜

Ｓ


３８ １

  

２４７

经济
＾３３ １

＾ ２３０

民主


台湾３２２
＾蔡英文



２２６

大陆
＾３ １

ｊ
１１１
 

２２２

台湾


＇

ＸＶＣ


３０２

＾Ｗ


２２３

大陆


经济２９７
 ＾２０４

台湾
 ２^

２９６
＾Ｓ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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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研究结果

〇〇（

一

）

“

帝吧出征
”

的时间模式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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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大模板留言的变化趋势中可以看出 ， 集体行动的最高峰其实仅持续了
一

个

小时 （ １ 月 ２０ 日 １ ９ ：００
－

２ ０ ： ００）
， 在这一小时内 ， 前１ ０的模板中有６个模板达到了４ ８

小时内的峰值 ： 八荣八耻 （ ５Ｓ０条 ）
，
义 勇军进行曲 （ ２ １ ４条 ）

， 乡愁 （ １ ７９条 ） ，

歌唱祖国 （ ９９条 ） ， 七子之歌 （ ４ ６条 ） ， 帝吧出征 （ ２２条 ） 。 这 ６个模板是在
“

帝

吧出征
”

号召大家参与行动时便公布的模板 。 而与历史叙述相关的模板
“

台湾的

名字
”

和政治色彩浓厚的模板
“

紧密 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

则是在随后的一小时

内 （ １ 月 ２０ 日 ２０ ：０ ０
－

２ １ ：００ ） 达到峰值 ， 分别为 ４０条和３ １条 ， 整体数量不及第
一

个小

时 ， 或由从其他渠道收到
“

帝吧出征
”

消息后随之参与的 另
一些网民所发布 。 另

夕卜 ，

“

自古不可分割的
一

部分
”

和
“

１ ９ ９９年我把澳门接回了家
”

则分别在 １ 月 ２ １ 日

２０ ：００
－

２１ ： ００区间和 １月 ２ １ 日 ２ １ ：００
－

２２
：
００区 间达到 ４３条和２５条的峰值 。 即便第二日 有

人意图以
“

帝吧出征
”

的名义号召再次进行洗版行为 ， 模板发文数量已远不如第
一

曰
，
且已无明显的高峰时区 。

这一模板留言的时间模式证明了网络民族主义行动主体为流动的群聚 ， 时聚时

散 ， 并不是持久 、 固定的组织 。 如果说 ， 之前的 网络民族主义攻击是
一

场需要黑客

技术的网络战争 ， 这次
“

帝吧出征
”

更像是全民 皆可参与的战争游戏 ， 它看似组织

严密 ， 其实是去 中心 、 庞杂的 ，
比如共青团微博帐号在

“

帝吧出征
”

开始后发布

《长征 》 以示支持 ，
２０

：
１ ０有参与者贴文

“

同志们 ， 如果还有去前线的 ，
下一步根

据共青团中央的指示 ， 是该刷长征的时候 了
”

。 然而 ， 并未有太多响应者 ， 在这之

后
一个小时内仅有 ３２条 《 长征 》 贴文 ， 为 ４８小时内总数５６条的峰值 。 极少有网友跟

着既有的权力 中心走 ， 而更沉溺于
一场战场不明 、 创造敌人的战争游戏 ， 集体亢

奋的情绪才是行动的动力 。 正如杨国斌 （
２０ １ ３ ） 在研究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时所

点明的 ，

“

集体行动中的情感 ，
不是简单的资源或工具 ， 而是斗争的动力

”

（ 页

２５７ ） 。

（ 二 ） 情感化的留言模板

从模板的内容来看 ， 在重复十次以上的模板中 ，

９ １％均为
“

爱
”

之话语 （ 爱

国 、 诗歌 、 歌曲 ）
， 仅有

“

核平 台湾狗
” “

沁园春绿蛙
”

等 ５种模板具有辱骂内

容 ， 且只在
一

小时内密集出现 ， 或为个别人士所为 ， 并不像十大模板那样是集体行

为的成果 。
＿

这种以正向情绪为主要诉求的模板体现出 了
“

帝吧出征
”

中的策略理性 。

“

理

性
”

在于不让参与个体承担集体的暴力 ， 降低了参与的心理门槛 。 数字逻辑支撑的

人海战术是
一种网络暴力 ， 但作为参与者或围观者的个体 ， 认为复制无辱骂内容的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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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荣八耻
” “

乡愁
”“

歌唱祖国
”

并非一种暴力 ， 反而是
“

爱
”

的
一种体现一一

爱国 ， 也爱非台独的台湾人 。 除了爱国爱台湾之外 ，

“

感性
”

还让日 常生活之喜爱

融进了这
一

游戏中 。 即便不能发图 ， 洗版的 留言中还是出现了大量具有地域性特征

的美食名称 ，

“

中国河北人民欢迎台湾同胞到河北一游 ， 燕赵大地 自古多慷慨悲歌

之士 ， 这里有丰富多彩的名胜古迹 ！ 倘若大陆与台湾发生战争 ， 燕赵人民欢迎台胞

来冀避难 ， 我们会保护你们的人身安全 ！

”“

我代表湖北热干面／东北锅包肉向你

问好 ！ ！
”

诸如此类的 留言很多 ， 在地名 的词频中 ， 排名较前的国内地名有香港

（
１ ３４） 、 北京 （

１２２
） 、 福建 （

１ ０５
） 、 广东 （

６８
） 、 河南 （ ４８） 、 南京 （ ４０） 、

浙江 （ ３ １ ） 、 江苏 （ ３ １ ） 等 ， 可见即便是匿名的集体行动 ， 网民仍想让 自 己的留言

更多地有
“

个性特色
”

。

当这些
“

理性
”“

非暴力
”

的参与者看到洗版过程中出现了辱骂台独的暴力 留

言时 （ 如前文所提之
“

核平台湾狗
” “

沁园春绿蛙
”

等 ） ， 会非常愤怒地划清 界

线 ：

“

民进党网军你们又假扮大陆人洗版喔？ 来这套 ！
” “

蔡阿姨 ， 请雇佣有脑子

的水军 ，
我们不是来打所谓的

‘

台独狗
’

的
，
您说您是

“

自 由 民主
”

的地区 ， 所以

我们来希望您听听我们的声音 ， 可是
一直都有人发那个不知所谓的

‘

来这儿打台独

狗
’

的帖子 ， 我们知道是水军 。 请 自 重 ， 不要搞奇怪的对立 ， 伤害两岸人的心了好

吗 ？
” “

真是乱七八糟 ， 我表示敌我不分了 ， 骂街的指不定是哪边的呢 ！

”

为了不

让参与者的
“

理性
”

和
“

感性
”

起冲突 ， 必须鲜明地区分了正义和邪恶 ， 以维持参

与者 （ 特别是在ＡＣＧ文化中成长起来的青年
一

代 ） 黑白二分的单纯世界观 。

然而 ， 在模版之外的 留言透露出来的民族主义话语又继承了之前中国大陆对台

贯而有之的
“

霸权
”

和
“

父权
”

。 如
“

你中国爹爹都不肩于用文字辱骂你
”“

大家

也不要骂太狠 了 ， 毕竟都是 自己儿子 ， 作为爸爸的教育教育就好
” “

女儿 ， 你要独

立
， 是为不忠 ！ 你要忘爹 ，

是为不孝 ！ 没有博爱之心 ，
没有民族大义 ！ 如此不忠不

孝不仁不义之人 ，
爸爸却仍是爱你的 ，

爸爸仍要用爱来教育你们 ！ 爸爸深知你是青

春期的叛逆 ， 多打几顿你们就会喊爸爸 ， 我错 了 ！
” “

你敢独 ， 我就敢打 。 父母打

孩子欧美人说不可以 ， 但中国人向来如此 ！
”

这种父权的
“

爱
”

， 在
“

帝吧
”

大军

的模板之外更多地出现 。 如表
一和表二的词频所示 ， 在这样的

“

霸权
”

和
“

父权
”

非模板留言中 ， 表达得更多的是政治 、 经济和文化上的
一

种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大

国优越感 。

“

帝吧出征
”

洗版中情感化的模板掩盖了
“

强国崛起
”

逻辑的 民族主

义 。

＿（三 ） 游戏架构的 出征行动
｜ 
８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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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

帝吧 出征
”

的消息在网络上传开 ， 早在 ２ ０ 日 １ ９点 ， 就有网友到蔡英文

Ｆａ ｃｅｂｏ ｏｋ页面留言 ，

“

现在占位置等围观
”

、

“

帝吧要来 ？ 微博兼天涯观光团准

备
”

、

“

据说帝吧出征在即 ， 瓜子板凳已备好 ， 强势围观 ， 我是沙发 ！

”“

广东

人民为 ｄ ８热身 ！ 台ｄ狗死
”

。 而整个过程也像是青年
一

代所熟悉的战略游戏 ：

“

报

告祖国人民 ！ 火箭军后方集结完毕 ！ 全方位火 力覆盖倒计时准备 ！
” “

熊怪大军

驾到
” “

窝吧强势围观
”“

警告 ： 以中国共青团 乐成团委引领的帝吧地方组织第

三波攻击集群已经到 位
” “

八荣八耻 ， 国歌 ， 乡愁都背 了 ， 想去打会儿麻将 ， 找

不到战场
”“

大家单机玩的
一定不开心 ， 我其实想看斗图

”“

帝吧出征 ， 寸草不

生 ！ 观光团到 来 ， 我不撕 ，
就来看看好不好玩 ！

”“

发现一大波台独狗 ， 请求支

援 ！ ！！
” “

蔡区长 ， 我这
一

天开４个号也挺累 的 ， 你们弯弯除 了举报还会别 的

吗 ？ 呵呵啦￣没事儿 ， 越战越勇 ！

”

日 本球迷在世界杯球赛时也有类似的狂热表现 ，
日 本心理学家香 山理香认为此

类球迷的民族仇恨行为与言论 （ 如在运动节庆中使用
一些旧的 民族符号 ） 是用来展

现文化同
一

感 （ ｃｕ ｌ
ｔｕ ｒａ ｌｓ ｏｌｉｄａｒｉ

ｔ
ｙ ）

， 这对他们来说并不具严肃意义 ， 而不过是在游

戏 （ Ｋ ａ
ｙ
ａｍａ ，２００２ ， 转引 自Ｍｏｒｉ ，２００４） 。

“

帝吧出征
”

可以被视为游戏在于它让参

与者可以扮演
“

爱国的出征者
”

这
一

角色 ，

一方面人们可以单纯为了热闹 、 好玩而

自 由地参与游戏 ， 进行行动 （ 比如
“

我就是来看看的
”“

发图
”

）
， 但也可以将之

与集体责任联系在
一

起 ，
虽然这是

一

种父权自上而下施舍文明的心态一“一会大

家刷贴的时候 ，

一

定要理智 ， 台独宝宝们骂人是他们不懂事 ， 咱毕竟是礼仪之邦 ，

要以理服人 ，
别真落下让台独宝宝们说我们没素质的 由头￣毕竟他们也是从自个儿

家里出去的熊孩子 ， 咱抽他们脸也得让国外友人看看什么是泱泱大国 ， 对吧￣

”

、

“

我们天朝上民从来不会失去风度
”

，
以求

“

合法
”

、

“

正义
”

地让这场游戏具有

更多的文化功能和社会意义 。

“

帝吧出征
”

看似是
“

出征
”
——

由 指挥中心下达命令 ， 针对一明确的空间 、

范围进行征服 ， 而其实是
一场游戏——通过为参与 者塑造了

一

个
“

过渡客体
”

（

“

今晚我们都是帝吧人 ！ ！
”

） 来形塑 出
一

个共同的国族身份 （

“

ｄ８出征 今晚

抬头挺胸堂堂正正做个中国人 我骄傲
” “

蔡省长 ，
经过今天的事件 ， 我发现我更

爱国了 ， 希望帝吧的吧友们能经常组织这样的活动
”

） 。 主体性之证成必须通过其

他主体对 自 己的承诺与肯定 ， 每个主体与其他主体都必然发生
一种

“

互为主体性
”

（ ｉｎｔｅ ｒｓ ｕｂ
ｊ ｅ ｃ ｔｉｖ

ｉ
ｔ

ｙ） 的现象 。 同理 ，

一个人要形成充分的 自 我认同 ， 必须通过许多

具有类似
“

认同追求
”

的他者来
一

起证成 ， 这使得民族主义的
“

共属
一

体的想像
”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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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在网络空间中持续冉生产 。

五、 研究讨论

如前文所叙 ， 网络民族主义结合着年轻
一

代的内在规范 ， 如果
“

愤青
”一代更

强调作为战斗力的技术手段、 网络战争式的组织形式 ，
那么这次出征的主体则更强

调话语 ／图像戏谑性 、 情感共鸣和游戏架构 ， 确实区别于全然的
“

敌意 、 霸权和父

权
”

。 此外 ， 由于
“

帝吧出征
”

在多个网络平台发酵 ， 从历史政治类型的模板和其

他各异的非模板留言中可看出 ， 参与主体更具混杂性 ， 与之前的网络民族主义行动

相比 ，
更新了那层引导人们注意力的

“

伪装
”
——小粉红和情感化模板 ，

用
“

小粉

红
”

的女性向弱化父权 ， 用情感化模板弱化霸权 。 本质上 ， 网络民族主义仍是共属

一

体的想像落实于各色网络群聚的话语和行为实践之中 ， 并且这
一

想像需要不断通

过与具有类似
“

认同追求
”

的群体采取
一

致行动来获得再生产 。

那么 ，

“

帝吧出征
”

的行动主体以情感化游戏的方式实践民族主义背后的结构

化脉络为何 ？ 中国政府 自 １ ９９５年开始推广爱国主义教育 ，
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教育的 四项基本内容之


“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教育和党的价值观教育
；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 ；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价值观和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价值观教育 ； 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

，
这种

“

爱
”

成为 了
“

帝吧出征
”

主

要群体的成长背景 ，
生成了

一种主流的共识 。 与此同时 ，
１９ ９７年香港回归 ，

１ ９９９年

澳 门回归 ，

“

神圣不可分割
”

的领土中只剩下了台湾——
“

湾湾 ， 你不必强求 自 己

改成社会主义 ， 我们可以
一国两制 ， 你看小香和小澳 ， 现在过得都很好哦

”

。 在本

研究收集的贴文中 ， 仿 《七子之歌 》 和
“

１ ９９９年我把澳门接回了家
”

的模板成为 了

一种历史的互文 ， 也有人发文表达 自 己个人经历与历史事件的勾连 ：

“

１ ９９７年 ， 我

出生那年 ， 我赶上了香港回归 ；
２０ １ ６年 ，

我大学那年 ，
我赶上了帝吧出征

”

；

“

从

幼儿园开始就从歌里知道台湾是袓国不可分割的
一

部分 ， 是中国的孩子 ， 余光中的

乡愁也道出了许多身处海岛的人民思念大陆的感情 ， 中国是根 ， 是台湾从古至今无

法辩驳的根基所在……
”

在
“

帝吧出征
”

中 ， 复杂的民族主义情感之所以突显为极具娱乐性质的狂欢游

戏 ， 也与其行动主体成长的背景息息相关 。 网络 ， 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兴起 ， 让政府

机构意识到
“

爱国主义的宣传 ， 要深入浅出 、 形式多样 、 生动活泼 、 注重实效 。

”

＇

这意味着网络文化也开始有 自己的主旋律 ： 泛政治化的 内核和泛娱乐化的表现形

。。
式 。 复杂的民族主义话语与轻松愉悦的情感直接联系起来 ， 集体参与变成了狂欢游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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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 。 以泛娱乐化的表现形式为特色的青少年亚文化和主流教育并非二元对立的关

系 ， 诸如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 》 的漫画和动画在市场上获得了 巨大的成功 ， 其在资

本上与政府无关 ， 但内容本质上都是教科书里有的内容 ， 建构了参与者的
“

历史知

识
”一“

弯弯你们看过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吗 ， 蒋公说生是种花家的人 ， 死是种花

家的死人 ， 他到死都没有想过分裂 ， 蔡大妈你虽说是民进党也拜托你看清局势 ， 就

算你分裂出去有谁敢收你 ？ ！
”

同时 ，
网络上喜闻乐见的网众狂欢直接决定了

“

帝吧出征
”

所使用的
“

游戏道

具
”

： 表情包 、
图片 、 诗歌 、 恶搞 。 然而 ， 由于蔡英文的 Ｆａ ｃｅｂ ｏｏｋ主页关闭 了贴图

功能 ， 不少参与者抱怨此行为
“

不民主
”

：

“

为 了更好的沟通 ， 沟通 ， 再沟通 ！ 请

放开 自 由 民主的图片功能 。 民主 自 由无敌的 ， 是吧？
” “

说真的 ， 你这种不让发表

情的人真的好恶心 ， 让我这种在林更新同学那攒足了表情包的人无用武之地
”

；

“

大哥都没有段子可以复制了 。

”

这种充满着愉悦情感和狂欢游戏的特征掩盖了零

散的
“

敌意 、 霸权和父权
”

， 既成为了
“

帝吧出征
”

行动主体 自我体认的标签 ， 也

容易在事后被诠释者和收编者捕捉 ，
让

“

帝吧出征
”

中的 网络民族主义话语与既往

网络民族主义集体行动在表现方式上区分开来 。

网络民族主义承载着不同利益主体的主动设想 。 在互联网科技公司看来 ， 所有

的使用者变成行动主体便有商业价值 ， 他们的主动行动会带来更多的流量和利润 ，

而其中情感化的表现形式往往会获得最大化的共鸣 （ 转发 、 回应 、 讨论 ） ， 这些表

达最直接 ， 最简单 ， 传播得最迅速 。 互联网成为 了青年
一

代情感发酵的原地。 在国

家 、 商业和个体的博弈中 ， 网络民族主义可行 、
可能且可控 。 科技公司的利益驱动

是在不触犯政治的前提下 ， 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和曝光效应 ， 因而
“

爱国
”

成为 了

最佳的实践载体 。

“

帝吧
”
一度经常在

“

墙内
”

进行各种激烈的 、 戏谑的
“

爆吧
”

活动 ，
而同时它又在不断更新换代中完成了

“

进化
”

， 甚至开始成为青少年思想教

育宣传的主流平台 ， 变得越来越
“

合法
”

：

“

我们会将贴吧的正能量坚持下去 ， 也

会将贴吧的文化传承下去。

”

（ 英三嘉哥 ，
２０ １ ５年 １ ２月 ２ 日 ）

“

帝吧出征
”

便是
一

次让贴吧传统文化 （ 如
“

爆吧
”

） 变为正能量的实践。

六 、 结论 ： 情感结构和情感结构化

从
“

帝吧出征
”

这一网络民族主义的情感游戏中 ， 折射出青年一代的情感结构

（
ｓ ｔｒｕｃ ｔｕ ｒｅｏｆｆｅ ｅｌ ｉｎ ｇｓ） 。 Ａｎ ｄｅｒ ｓｏｎ（ １

９ ９ １ ） 在论述想像的共同体时 ， 并未深入探讨

这种想像如何落实成具体实践和生活经验中的情感结构 。 而Ｗ ｉ ｌｌ
ｉ
ａｍ ｓ（１ ９７７） 则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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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层层架构交叠的社会结构 中 ， 可归纳出
一些整体社会共同感受到的情绪与认

同
， 这种情感有内生的动力 ， 能形成新的思想 ， 通过文化文本表现出来 。 若将

“

帝

吧出征
”

内部话语视为文化文本 ， 则其所承载的
“

情感结构
”

最为突显的是洋溢着

愉悦情感的
“

爱
”

和戏谑的游戏感 。 这种
“

情感结构
”

来源于行动主体社会化的生

活经验 ， 他们这个世代的成长 、 教育背景 ， 他们的互联网使用 。 在结构之外 ， 同样

重要的亦有这
一

情感的结构化过程 。 如前文所言 ，
国家机构和科技公司合力形塑着

泛娱乐化的
“

爱
”

。 而由于网络民族主义既可对外亦可反而对内产生后续影响 ，
为

了保证其不对内失控 ，
这一

“

情感结构
”

的发生还需要国家机构和科技公司
一

刻不

停的管控介入 ， 以及事后官方媒体的收编
——

形塑了
“

自身
”

传统 ， 同时也发明 了

“

敌人
”

。 如Ｈ ａ ｎｄｄｍ ａｎ （２００７ ： １ １ ９
－

１ ４０） 在谈及民族主义时所言 ， 民族主义中

容易失控的情感需要被理性地工具化 ， 而这也使得民族主义国家成为了
“

情感机

器
”

， 在宏观和微观的层级形塑青少年的爱国主义共通感 。 民族主义若被视为身体

化的 、 情绪化的情感 ， 它也不可能剥离于实践
“

脑
”

功能的国家行政工作 。

总体而言 ， 网络民族主义本质上仍是共属
一

体的想像落实于各色网络群聚的话

语和行为实践之中 。 与以往全然
“

敌意 、 霸权和父权
”

的网络攻击不同 ， 当下的网

络民族主义易于与 网络亚文化结合起来 ， 以情感化游戏的实践方式落实在
“

帝吧出

征
”

之中 。

一方面 ， 行动主体所选择的主要留言模板充满着以正向情感为主的诉

求 ， 突显出愉悦的
“

爱
”

， 掩盖了其他活跃在零散话语中的复杂民族主义情感 。 另

一

方面 ， 行动主体采用游戏化的行动策略 ， 利 用社交网络的数字逻辑和兼具理性－

感性的游戏规则 ， 有效地组织起
一

群在集体化与个体化之间寻求满足的网民 。 宏观

来看 ， 个体的民族主义情感被国家机构的主流价值观和科技公司泛娱乐化的商业追

求所共同形塑 ， 网络民族主义勾连起网民的成长背景及 日 常的互联网使用 ， 才得以

激化出大规模的洗版行动 。

“

帝吧出征
”

类型的网络民族主义有第
一

次 ， 便会有第

二次 。

必定的遗憾是 ， 本次
“

帝吧出征
”

并未能成就社会化沟通行动 ， 缺乏真正的

对话 。 中国的互联网管控之墙再次让网络场域分化开来 ， 出征者大多数没有留在

Ｆａ ｃｅｂ ｏｏｋ
“

战场
”

：

“

各位亲 ， 可能是我阅历太短 ， 脸皮太薄 ， 跟台独讲民主差点

把 自 己绕进去 ， 所以我就退出脸书了 ， 亲们
一定要加油 ， 坚信 自 己的信仰 ， 我们永

远为你们骄傲……
”

，
而 回应者亦以

“

先去天涯 台版充电再来
”

劝说 。 翻墙的 出

征者回到 了 自 己熟悉的网络空 间 ， 留在Ｆ ａｃｅ ｂｏｏｋ上继续发言的多数为海外的离散网

〇〇Ｓ ｏ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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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本次
“

帝吧出征
”

也让研究者得以重新思考网络民族主义的研究方法 。

“

帝吧出征
”

只是时间线索上的
一

个点 ，
Ｆａｃ ｅｂ ｏｏｋ和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又出现了大

量以
“

帝吧
”

为 名的民族主义社群和 自媒体 ， 而更多的民族主义话语其实在
“

八荣

八耻
”“

乡愁
”

之外 ， 形成了关于教育 、 民主和科技的种种话语讨论 ， 并未像模板

话语那样突显 ，
比如

“
一

国两智
” “

中 国经济 由贫弱到强盛的迅速崛起 。
……他

们 （ 指台湾人 ） 从小受到的教育是
‘

冥煮
’

必然比
‘

毒菜
’

好 。 但现实是 ，
这种

他们从小被教育成仇恨对象的
‘

毒菜
’

，
正带领着整个 中华民族大步走上民族之

巅
” “

为啥湾湾都以能上脸书感到 自豪和骄傲 ？ 自 己连点像样的软件都做不出还 自

我感觉良好
”

。 这些形形色色的 网络民族主义话语如何捕捉和分析 ， 在系统性上更

具难度 ， 也可成为 日后进
一

步研究的细化议题。

（ 资仟编钳 ： 熊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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