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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微博的话语风格及其传播效果
李惊雷

（郑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在微博的传播空间中，每一个用户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传播中心，以自己的粉丝群体为基
础，构成一定范围的传播空间。微博传播具有多中心性和多向性的特点，并且其传播效果具有弥散

性。微博用户由于其经历、学养和性格的不同，其所体现出来的话语风格也各不相同。在微博空间

里，各种风格竞相登台，各放异彩，也因此造就了微博传播的复杂性特点。微博空间在一定程度上

是对物理空间的现实社会状态的复制，但是这种以话语实践的方式所建构的社会状态，由于微博传

播的自媒体属性、网络传播的匿名特征而显得更为复杂，这种建立在话语表达实践中的复杂性通过

舆论的推波助澜又反射于社会实践中，进而转化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这种基于自媒体特征

的微博传播风格决定了微博传播内容的多元性和传播效果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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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语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是折射社会行为甚至
社会变迁的符码。１９７０年代，在语言学领域，话语
分析跨越普通语言学的范畴而形成了社会语用学研

究，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逐渐清晰，并成为学者们分

析社会发展的一种理论工具。话语风格是综合性地

体现话语理论特点的一个概念，在传播中，不同的传

播媒介有不同的传播风格，传播现象就是建构在话

语的运用基础之上的。因此，从话语风格的视角研

究传播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互联网世界的产品总是在不断推陈出新，新形

式的出现并不是一件很令人吃惊的事情。但技术上

的新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力量往往出乎技术专家

们最初的想象，而微博就是这样一种形式。最早的

微博应为２００６年起源于美国的Ｔｗｉｔｔｅｒ，我国于２００９
年９月由新浪首先推出新浪微博，其后腾讯、搜狐等
网站也陆续推出微博平台。与其他网络形式相比，

人们对于微博仿佛宠爱有加。因为微博平台聚合了

大量的用户，它不仅成为人们日常交往的一种形式，

更成为表达情绪、形成舆论、寻找共识的重要途径。

在国内外诸多重大社会事件中，微博展示了其强大

力量。但按照微博最初的功能设计，“它本来是不

被用于其他目的的，它只不过是用来分享我们日常

生活中发生的一些自我陶醉的琐事，就像我们每个

人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一样：你现在在做什

么？”［１］（Ｐ１５）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一个本来是方

便社会交往、激发参与者共享日常生活体验的虚拟

网络传播平台，为什么能产生那么强大的现实社会

力量？为解答这一问题，本文拟从话语风格的角度

对微博传播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微博的传播过程及其特征

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在其《社会传播的结构

与功能》一文中，开宗明义所写的下面一段话成为

后来者研究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的经典引注：“描

绘传播行为的便利方式必须回答以下５个问题：谁？
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取得什么效

果）？”［２］这段话既厘清了传播的结构要素，即传者、

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者和传播效果，又勾勒出了

传播的行为过程，即传播是由传者通过一定的传播

媒介向受众传播内容并取得一定效果的行为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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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这５个基本要素中，传播渠道也就是传播媒
介虽然只是物理性的技术工具，但在具体的传播环

境中，传播的２个主体即传者和受者都是基于传播
媒介而产生的，并且传播效果也与媒介的属性有着

很密切的关联。在不同的媒介环境中，传播要素的

不同组合使得具体的传播过程具有复杂性和多元

性，而这些组合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围绕着一定的媒

介而展开的。所以，从一定层面上来讲，不同性质的

媒介成为影响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

在传统媒介环境中，人们往往是通过新闻媒体

来获知信息、求证真相的。这时的媒介与普通个人

具有明显的功能区别，也就是媒介担负的是传播者

的功能，而普通个体只是扮演着受众的角色。而互

联网技术出现之后，信息传播的渠道呈现出多元化

的形式，部分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开始发生转移。

继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形成了新的解读

传播的语境，传播的各个要素不断扮演着新的角色，

传播过程甚至表现出颠覆以往的样态。

微博是迄今为止将 Ｗｅｂ２．０技术体现得最为
成功的一种网络平台形式，Ｗｅｂ２．０从技术上为网
络用户提供了及时互动的可能性。微博的鼻祖们最

早对于微博的设想是基于小群体社交的目的，“在

２００６年还没有人想到Ｔｗｉｔｔｅｒ的影响会如此深远，当
时杰克·多尔西与 Ｔｗｉｔｔｅｒ的另外一位创始人比
兹·斯通，正在他们的博客公司里工作，杰克·多尔

西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创意。多尔西想要一种能让一

小群人通过存储管理服务 （ＳＭＳ）交流的工
具”［１］（Ｐ１８３）。这种创意的实现就是 Ｔｗｉｔｔｅｒ。微博的
出现不仅带来了社交的方便性，也给传统的媒介传

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微博解构或

者重新建构了新闻的流程和运营机制，使人们对于

传播的要素及其过程有了新的解读。

在微博的传播要素中，传者的身份具有多元性

和复杂性。在传统的媒体时代，传者往往是指新闻

传者，其身份代表着具体的媒体机构，而在微博的世

界里，传者的身份颠覆了以往人们对于信息传播者

的认识，每一个微博的用户都可以是传播者。Ｔｗｉｔ
ｔｅｒ的创造者威廉姆斯就把 Ｔｗｉｔｔｅｒ用户看作是报道
者，他认为，“信息———搜集节点，世界上数百万的

人会在 Ｔｗｉｔｔｅｒ上报道他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
情”［１］（Ｐ１８４）。他设想在一天当中，Ｔｗｉｔｔｅｒ用户能够看
到在任何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新浪微博上，微

博空间的建构者主要有２种类型：个体的微博用户
和群体的微博用户。个体的微博用户有一般的匿名

用户和通过微博实名认证的“Ｖ”用户。加红色“Ｖ”
的用户身份多种多样，包括演艺界明星、社会各界的

知名人士等，其中的一些用户由于其在公共事件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被称为“大 Ｖ”。虽然这些“大
Ｖ”们对具体事件的影响未必是正面的，因此也引发
了诸多的问题，但他们的影响却是不可小觑的。群

体的微博用户包括松散的社会群体、政府的政务微

博或者其他正式组织的微博、媒体的官方微博等，这

些官微往往以蓝色的“Ｖ”以示区别。
建立在Ｗｅｂ２．０基础上的微博为人们的瞬间

接触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这就使得微博传播具有

极强的互动性，这一点是以往的传统媒体所不可企

及的，在一定程度上变革甚至颠覆了以往传播过程

的单向性。在微博的传播过程中，每一个信息的传

播者又可能是信息的接受者。如果说在传统的传播

机制下，信息的传播者往往是高高在上的话，那么在

微博的传播空间中，传者和受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并

且在很多情况下，两者的身份有可能是重叠的。

由于微博的传播者和受者与传统媒体的传播者

和受者不同，因此传播的内容也随之具有多样性。按

照最初的功能设计，微博是为了满足分享个人的日常

生活经历的需求。比如，Ｔｗｉｔｔｅｒ的口号是“Ｗｈａｔ’ｓ
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ｇ”，新浪微博的宗旨是“随时随地分享身边
的新鲜事”。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微博的这种

元功能逐渐被拓展，除了展示个人的经历之外，微博

更多地变成了观点、立场亮相的平台。微博的内容

最初多为原创，而随着微博空间的活跃，现在却出现

了转载居多的现象。而在这些转载的内容中，一部

分为有趣的个人经历或者日常感受，更多的却是一

些具有显著立场观点的内容。

微博的“粉丝”设计是微博内容传播的重要影

响因素。一个微博用户拥有的“粉丝”数量，在一定

程度上被看作是判断微博传播能力的标准。这使得

微博的传播具有与其他媒体传播所不同的特点，这

个特点就是“圈子”传播。以新浪微博为例，首先只

有注册了新浪微博，才可以进入新浪微博的传播领

域，每一个微博用户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获得“粉

丝”，进而围绕博主形成一定的“圈子”。微博的传

播其实就是在宏观的传播空间中区隔出微博的专有

区域，然后这个专有区域又被碎片化为很多的“圈

子”，这些“圈子”或大或小，呈现出交叉、包含甚或

重叠的关系。

微博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际关系的
连接程度和方式。＠功能可以方便信息的传送，进
而可以成为人们建构微博圈的一种途径。人们的日

常生活可在一定的“圈子”中展开，“圈子”其实就是

一定的社会群体。不过在物理空间，人们的“圈子”

一般是以熟人为基础，体现为一定的初级群体的特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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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这样的“圈子”往往是以血缘或者情感为纽带的

熟人群体。由此，“圈子”内部的人际关系具有强连

接的特点，而与“圈子”外部的关系则相对较弱。当

然，每一个人不可能仅仅隶属于一个“圈子”，但在

物理空间，“圈子”的选择余地相对狭窄。在微博世

界，“圈子”的性质较为复杂。在一个微博用户的

“粉丝”群中，有相熟相知的，也有完全陌生的；建构

“圈子”的纽带可以是情感、血缘，也可以是相同志

趣、共同立场，还可以是完全的对立者。这里的人际

关系连接的强弱依靠的是对微博内容的共识程度，

并且，无论连接关系强弱，只要处于微博的关系网

上，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强连接引

发行为，而弱连接传递信息”，“个别人的理性行为

可以引发整个社会的非理性行为，在社会网络的作

用下，群体智慧也许会引发愚蠢的行为”［３］。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来设想微博的

传播过程：假如某微博用户有２００个“粉丝”，其中
有１００个“粉丝”从该处转载了某则微博，这１００个
“粉丝”又各有各的粉丝群体，这些不同的“粉丝”又

从不同的节点转载了该条微博，以此类推。于是便

有了这样的场景：１００个人从某个地方得到了同一
条消息，然后每个人都要离开。而这１００个人离开
的路径可能是不同的。这１００个人沿着各自的路线
行进时，在各自的路上又遇到各自的朋友，将这个消

息传递给了他们。而这路上遇到的不同的人又有着

自己的行进路线，又会遇到各自的朋友……

所以，在微博的传播空间中，每一个用户都有可

能成为一个传播中心，以自己的“粉丝”群体为基

础，构成一定的传播范围。这样，微博传播就具有了

多中心性和多向性的特点，并且其传播效果具有弥

散性。

　　二、微博传播的话语风格类型及其

特点

　　作为语言学中的一个概念，话语首先是指建立
在言语基础上的由字、词、语句等语言要素所构成的

一种语言现象。“言语在本质上是一种个别性的选

择行为和实现行为，它首先是由组合作用形成

的。”［４］（Ｐ４）从某种意义上说，话语是扩展了的语言

链。在普通语言学中，对话语的分析往往停留在话

语结构和话语语义的层面。但与其他语言现象不同

的是，话语具有一定的使用特点：只有当字、词等进

入具体的沟通交流的情境时，才会产生现实的话语。

因此，话语不仅要体现普通语言学的语法规则，更要

服从其产生的现实情境的要求。所以，荷兰学者梵

·迪克认为，对话语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纯粹语

言学的范畴，而应该从语言学、文学理论、人类学、符

号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进行综合研

究。梵·迪克据此建构了话语分析理论，认为话语

分析“涉及语言、认知相互作用，社会、文化诸分析

的一切层次和方法。这一点无须诧异，因为话语本

身即社会的所有这些方面的表现”［５］。

话语分析的建构基础是话语产生的社会性，但

话语本身毕竟属于一种语言现象，所以，文本和语境

便构成了２个基本的分析视角。文本分析是对文本
中各个层次上的话语结构进行描述，它涉及构成文

本的话语语法、话语的内涵和外延，其中，语法规则

是说明句子组成的形式的具体样态及是否规范，话

语的内涵代表着意义，而外延即为其现实中的所指。

语境分析则是将话语置于复杂的社会关联的基础之

上，具体而言，是把文本结构的描述与语境的各种特

征如认知过程、再现、社会文化因素等综合起来对话

语进行分析。

如果说文本和语境关涉的是话语的内容，那么

话语的生产还必须有话语主体，即发言者和听说者。

一个完整的话语是发言者基于一定的社会情境向一

定的听说者发出一定语言信号的过程。由此，话语

分析的结构性要素应当包括发言者、听说者、内容，

以及具体话语产生的社会情境。其中，发言者在话

语的生产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着话语的字词、句组，以及相关的语法规则，由此也

就形成了不同的话语风格。

风格是指具有一定独特特征的样态，话语风格

则是指具有独特样态的语言表达程式。梵·迪克将

话语风格称为“语言指纹”，认为“风格是话语典型

的、可变的结构特征的总和，这些特征显示了在某一

特定的语义、语用或情境中说话人的个性和社会语

境的特征”［６］（Ｐ７５）。

话语的风格特征与话语的发言者有着密切的关

系，因为发言者个人的身份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话语的基本要素如字、词、句组和语法规则的选

择，而这些基本的语言要素的使用又是发言者诸多

社会性的折射。所以，发言者发言时的语境与社会

情境建构了话语的风格特征。“风格是文本的语境

特征。这种特征包含对表达程式的各种可能变化的

限制和约束。”［６］（Ｐ２９）话语的所指有可能是同一个对

象，而且话语的意义也基本上相同，但由于说话者不

同，话语就会呈现出不同的表达样态。

任何话语都有一定的语言结构，语言结构表现

了语言的社会性特征。梵·迪克认为，“风格就不

仅是社会语境的标志，它还体现个人、团体的个性特

征”［６］（Ｐ７５）。以社会语境与发言者个人特征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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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迪克对话语风格类型进行了整理，以构成话语

的不同要素作为划分标准，将话语风格划分为以下

８种类型：一是个人风格，是指作为个体的话语发言
主体在不同的场合下运用语言的个性特征的总和；

二是瞬息风格，是个人类型的一种特殊形式，指在某

单个场合下个人语言特征的表现；三是团体风格，是

指独立于情境因素之外的社会团体的大多数成员运

用语言的共同特征，也就是指一定群体所共有的语

言运用特征；四是语境风格，是指发言者基于特定的

情境而具有的话语表达特征；五是功能风格，是指社

会成员不是作为一般社会个体而是作为具体的社会

角色而表达的话语特征；六是媒体风格，是指不同的

媒体所拥有的不同的话语表达风格；七是社会方言

风格，是指某特定社会文化团体或者组织的语言形

式；八是话语类型风格，是指与特定的话语类型相联

系的总体风格特征。

由于这８类话语风格是由社会语境和发言者不
同组合而形成的，所以，它们相互之间并没有太过于

独立的区隔，彼此之间存在着交叉或者相融的状态。

不过，即使如此，这些风格类型的梳理也为理解话语

的特征提供了分析框架。

按照话语风格的分析框架，微博传播的话语风

格具有以下特点。

从发言者的个性特征来看，微博的发言者可分

为个体发言者和团体发言者，个体发言者又可分为

一般的个体和标记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个体，团体发

言者包括新闻媒体发言者、正式群体发言者和其他

群体发言者。风格是由话语的主体决定的。由于发

言者个性特征不同，由此也就构筑了微博传播话语

风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作为微博的注册用户，一般个体占居主要的部

分。根据对微博内容的跟踪分析，一般个体的微博

传播内容主要有原创和转载两种性质。原创的内容

多符合“Ｗｈａｔ’ｓｈａｐｐｅｎｎｉｎｇ”的特点，也就是及时、
瞬息宣告自己在当下的行踪或者心态。因此，一般

个体的微博话语风格更多地具有个人性和瞬息性

特点。

一些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公众人物在微博传播

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往往充当着微博空

间的意见领袖。这些公众人物来自社会各个领域，

如演艺界、体育界、学术界、政府组织和其他方面。

他们在微博空间身份的建立，大多来自于在各自领

域已经做出的贡献或者已经形成的影响力，也有一

些微博意见领袖是借助于网络的传播特点而营造出

来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大 Ｖ”。其实，实名认证
的个人用户数量也十分庞大，但并非所有人都具有

“大Ｖ”的地位和影响力。
公众人物来自于不同的领域，由于他们的工作

性质不同，因此他们的微博风格也有所不同。来自

于正式组织的个人微博，其传播行为略显内敛。虽

然从理论上来讲，微博多以个人名义注册的，但如果

是以其具体的工作单位作为实名认证标签，那么在

发言的立场、发言的内容和字词等的使用方面，都具

有一定的框架约束。所以，这些微博就不能仅仅只

是个人的立场表达或者情怀的抒发，更多的应被理

解为是其所在组织或者群体的新闻发布，其微博话

语风格更多具有功能性和团体性特点。

其他公众人物的微博风格则较为松散、自由，其

传播内容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为个人生活、

工作的日常记录。这种微博使用从形式上来看，与

一般个体的微博使用很接近。但是由于其公众人物

的身份所在，公开信息的性质、信息的数量、所使用

的表达方式等都可能有一定的选择和设计，进而形

成个人所独有的表达风格，并且这种风格往往与该

公众人物所塑造的公众形象相吻合。另一部分则为

具有较强立场性的内容。这些内容往往与一定的社

会公共事务或者公众事件相关联。公众人物在自己

的微博中，或原创或转载，或叙事或评议，立场鲜明，

观点突出，在舆论场中彰显了其作为公众人物的影

响力，所谓的意见领袖也就是由此而来的。这类微

博话语风格表现较为复杂，兼具个性、功能性和话语

类型性特点。

团体发言者的微博风格依据各自团体的性质而

各有不同。总体来看，这类微博用户的立场表达、字

词选择、内容发布等都具有既定的规范性，或者说团

体用户的微博就是该团体在微博空间的新闻发布。

所以，其微博话语风格更多表现为团体性、功能性等

特点。

总之，虽说同为微博用户，但由于用户不同，其

所体现出来的语话风格也各背景不相同。在微博空

间里，各种风格竞相登台，各放异彩，也因此造就了

微博传播的复杂性特点。

　　三、不同话语风格的微博传播效果

分析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２０１４年６月，我国网民人数已达６．３２亿。其中微
博用户人数约为 ２．７５亿，网民微博使用率为
４３６％［７］。这显示出微博使用的普遍化，而这种普

遍化又催生出了一个新概念：自媒体。每个微博用

户都有可能传播信息，成为信息传播源，并且由于微

博技术所具有的特点，每个用户又有可能成为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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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中心。互联网使用的方便性培育了大量的微

博用户，这些用户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在一定程

度上，微博空间复制了物理空间，现实社会的复杂多

样通过话语表达的方式以微博传播的方式得以重

构。由于微博所具有的自媒体特征，每个用户都被

赋予了话语的权利，用户使用微博可以方便迅速地

表达自己的兴趣和价值取向。这种来自于微博技术

设计所呈现出的传播特征成为传播风格的丰裕土

壤，也因此成为社会问题预警与公共舆论形成的现

实基础。

由于微博表达的字数限制，微博传播的篇幅较

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就了微博传播的特点：简

洁、精炼，也因此使得微博话语的个性化特征更为突

出。不过，任何话语都具有社会性特征，人们之所以

能够进行沟通与交流，正是因为话语结构所体现的

社会契约性。“语言结构是‘由属于同一个社会内

各主体的言语实践所呈现的蕴藏’，而且因为它是

由诸个标记组成的集合体，在每一孤立个人的层次

上它只能是不完全的；语言结构只能在‘言语流全

体’中才能有完全的存在，而人们也只有在语言系

统中将言语抽出时才能运用言语。”［４］（Ｐ５）可见，人们

通过话语实践能够寻找社会共识，辨别群体认同。

因此，微博传播风格的个性化特征就成为了一种高

高飘扬的符号标志，数量众多的微博用户因此可以

很方便地为自己的生活兴趣或者社会价值找寻到共

识群体。

微博传播因其风格化可聚合大量的“粉丝”。

在微博传播中，话语风格成了姿态表达，“粉丝”群

体构成了一定的认同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无论

这个群体的成员是向其他个体作出这些姿态或者运

用这些符号，还是对其他个体作出的这些姿态或者

运用的这些符号作出公开反应，这些姿态或者符号

对于这个群体的所有成员来说都具有同样的抑或共

同的意义”［８］。美国著名学者米德将这种认同空间

称为“论域”，认为“论域只不过是由共同的意义或

者社会意义组成的系统而已”［８］。在微博空间，基

于不同的微博风格存在着大量的“论域”，由此形成

了基于话语实践基础上的对立群体，也因此使微博

论战成为微博传播的常态，现实社会的一些事件也

由此成为微博事件或网络事件，进而演变为社会公

共事件。

自从２００９年新浪推出新浪微博以来，微博在公
共舆论形成过程中具有极高的活跃度，很多事件都

是通过微博传播而演变成为公共事件的。在微博传

播过程中，一些风格鲜明、“粉丝”居多的微博用户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就是“大 Ｖ”用户。这些“大
Ｖ”的微博话语往往带有鲜明的立场归属、独特的语
言表达等风格特征，成为微博用户在微博空间寻找

社会认同的符号与标志，也因此在有关事件的舆论

形成中充当了意见领袖的角色。

如前所述，微博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物理空

间的现实社会状态的复制。但是这种以话语实践的

方式所建构的社会状态，由于微博传播的自媒体属

性、网络传播的匿名特征而显得较为复杂。这种建

立在话语表达实践中的复杂性通过舆论的推波助澜

又反射于社会实践中，进而转化成为一种现实的社

会力量。这种基于自媒体特征的微博传播风格决定

了微博传播内容的多元性和传播效果的复杂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微博传播具有显著的风格特征，也因

此在公共舆论的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不同寻常的作

用。不过，虽然微博传播具有突出的自媒体特征，根

据前述的微博风格的不同主体，并不是所有的微博

传播都具有自媒体的特征。团体（组织）微博的传

播更具有制度化色彩，其传播风格的群体意志表达

较为突出。但是，在微博传播的大众化发展过程中，

如何能够有效地引导舆论、树立微博空间意见领袖

的形象，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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