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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疫情下网络舆论的地域之争与地域歧视问题反思∗

黄 仲 山

摘　 要：网络舆论中地域之争由来已久，并由此形成根深蒂固的地域歧视观念。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社会背景

下，网络舆论中地域歧视与疫情话题结合，形成又一波传播高潮。 然而随着疫情信息逐步透明，网络舆情充分发

酵，舆论风向发生转变，在团结抗疫的主流声音下，地域歧视一定程度上受到压制，网民的情绪心态也变得更为积

极。 从全球范围来看，地域歧视问题已经成为共同抗疫的巨大阻碍，这些地域歧视言论在话语逻辑、社会伦理、文
化品格等方面都存在着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明确应对地域之争的思路，探索消除地域歧视的合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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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网络舆论中，重大疫情作为突发性公共事件

引起广泛关注，而地域之争则是网络中热度不减的

话题，两种话题相互叠加并掀起舆论风潮，使地域歧

视问题充分凸显出来。 结合现实舆情发展和网民心

态变化，对疫病等重大灾难语境下的地域之争进行

观察与审视，就会对相关舆论的演化规律有更为清

晰的了解，方便对这种舆论的发展方向做出更为准

确的预测，从而探索有效且合理的舆情引导思路与

路径。

一、网络舆论中的地域之争和地域歧视

地域差异一直是网络中催生各种争议的重要动

因。 几乎所有话题，只要涉及地域因素，马上就会引

来网络口水战。 长期以来形成的地域刻板印象在网

络环境中显现为舆论话语，在审视特定地域内特定

事件和人物时，地域“鄙视链”变成意义含混却又无

时无刻不在影响人们判断的标准。
网络舆论中的地域之争首先以空间为要素，人

们以不同尺度划分空间，确定地域划分的格局，探讨

地域之间的差异。 然而如果将这种舆论视为一种延

续性的生态，则同时包含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 空

间维度即地域划界现实，也就是地域划分后产生的

空间认知判断，以及由此产生的舆论空间。 这其中

存在两种空间的概念：一种是地域空间，这是舆论言

说的对象；另一种是舆论空间，这是舆论所呈现的形

态，类似于“舆论场”的概念。 布尔迪厄的社会场域

理论就是以空间作类比，将场域设想成空间，“在这

个空间里，场域的效果得以发挥”①。 一直以来，人
们聚成社群，以地域空间为标准探讨风物人情差异，
判断地域优劣，形成相对稳固的舆论场和舆论空间。
时间维度指向的则是地域言说历史，即人们在观念

传承中关于地域差异表达的演化过程。 法国社会学

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曾对舆论下过一个这样定

义：“舆论是一种评论，是短暂的、或多或少合乎逻

辑的成串判断。 换句话说，对当前的问题作出回应，
在同一时期里被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社会里的人多

次重复的判断，就叫舆论。”②塔尔德是从特定社会

时代的横断面对舆论进行定义，然而各个时期关于

地域固定话题的舆论串联起来，则会形成一个相对

独立的源流体系，因此，对地域话题相关舆论进行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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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观照，也是舆情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维度。
在网络环境中，针对地域空间的歧视是地域攻

击和地域之争的心理基础，而地域攻击行为往往受

事件触发，许多偶发性的新闻事件被大肆炒作，引起

病毒式传播，最后演变成地域攻击。 比如前些年网

上发布治安案件时，经常有意无意地强调犯罪嫌疑

人的籍贯信息，引发网上针对该地区的嘲讽和谩骂，
这些事件累积起来，又使地域歧视更加根深蒂固。
此外，网上针对许多负面新闻的讨论是非理性的，总
是牵扯其他话题而不是就事论事，如果新闻要素中

地域被刻意凸显，在聚光灯下种种问题被放大，地域

整体形象就会受损，这种负面印象一旦形成极难根

除。 比如 ２０１５ 年“青岛大虾”事件在网上的发酵，
原本一桩孤立的个案，如果就事论事，这只是个别商

家违规违法，市场监管不力，但网上舆论风向逐渐跑

偏，变成对青岛乃至山东的地域攻击，当地旅游部门

多年营造的“好客山东”形象毁于一旦。③ 由此看

来，地域话题的公共性使地域歧视很容易越出个体

行为的界限，而对整个社会造成伤害。
此外，针对地域空间的歧视或认同分别对应所

谓的地域“黑”和地域“吹”，后者即无原则地夸大某

个地域的优势，一般是面向自身所处的地域，或者与

自身具有切身利益或情感关联的地域，比如所居住

的城市、自己的家乡等，其动因是自我与他者的划界

冲动和区分心理，为面对他者的优越感寻找依据。
无论是地域“黑”还是地域“吹”，其实是地域空间认

知偏差的一体两面，更多的是基于各自的立场而不

是事实。
从时间维度看，网络中地域污名化的长期累积，

就形成各种地域“梗” 或地域标签，构建了 “高语

境”④的传播环境，地域歧视也因此具有了时间穿透

性。 不少地域“梗”都是因个别事件被放大宣传形

成的，比如针对河南的“井盖梗”、针对新疆的“切糕

梗”、针对台湾的“茶叶蛋梗”等，这些“梗”在网络语

境中被反复言说，带有某种讽刺意味，对涉及的地域

形成持续的伤害。 此外，不少网民还采用贴标签的

方式来针对地域开“地图炮”，常见的地域标签是“×
×之乡”，如“诈骗之乡”“传销之乡”“乞丐之乡”等。
这些地域“梗”和地域标签在网络中固定下来，逐步

语境化、符号化，反过来加深了地域偏见与隔阂。 这

些“梗”和标签常常与具体事件联系起来，更容易触

发网络中的地域之争，而且形成共振效应，使地域攻

击更具杀伤力。
受流行文化影响，网络上关于地域（包括国家）

差异的问题出现一种拟人化的表达方式，最常见的

是将地域或国家关系动漫化，比如日本漫画《黑塔

利亚》（Ａｘｉｓ ｐｏｗｅｒｓ ヘタリア）、起源于德国的“波兰

球”（Ｐｏｌａｎｄｂａｌｌ）等在网上都极具人气。 这种借助动

漫手法拟人化的方式使地域差异呈现得更为感性直

观、更具娱乐性，但却使地域所包含的政治、经济、历
史、人文等信息大大简化，消解了地域所承载的复杂

信息和深度意义，使人们对地域和国家的理解更趋

向标签化、刻板化。

二、重大疫情下地域话题的舆论惯性：
情境再现与情感延伸

　 　 社会舆论中的地域歧视和偏见是在共同体语境

中形成并得以强化的，在社会发展中不断与具体事

件结合而衍生出新的言说方式和观念内容，如在针

对地震、洪水、疫病等各种灾难的叙事中，原有地域

观念内核没有改变，只不过加入了新的话语条件，是
原先地域话题的情境再现，而这种言说是对既有的

地域观念（包括成见）的一种延伸阐释，形成既具有

固定内涵，又随着时代语境不断变化的话语形态。
疫病作为一个重大事件，短期内在网络中必然

会涌现大量围绕疫病的话题，其中“疫病从哪来”
“何处是传染源” “各地防疫应对措施”等热门话题

都涉及地域这一命题，网络中原有的地域歧视和地

域之争再次频繁出现，许多地域偏见又被移植到疫

病话题中。 与地震、洪水等自然灾难不同，疫病有扩

散风险，遭受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地域直接被当作受

害者加以同情，而疫病的传染性会蔓延至其他地域。
因此在舆论中，疫情始发地受害者身份同时又被冠

以加害者的标签，这样使得人们对这一地域产生较

为复杂的心理。 此外，疫病传播还牵涉到人为因素，
如果防控不力会造成疫病加速扩散到其他地域，很
容易招致舆论攻击。

面对重大疫病突然袭来，网民的情绪也更为敏

感，平时低烈度的地域之争，在疫情这一特殊语境

下，往往成为情绪宣泄的突破口，掀起舆论的滔天巨

浪。 如果从心理层面分析，这属于人们的应激反应，
日常的、情感性的即时判断迅速启动，怀疑、恐惧、鄙
夷等非理性情绪很快膨胀，对疫病起源地进行情绪

激烈的言语攻击。 除了网民自发的应激反应，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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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有人带有恶意，利用疫情话题引导舆论风向，挑
起地域之争。 比如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发生的 ＳＡＲＳ 事

件中，针对疫情发生地广东的地域攻击，就沿用了网

络上关于广东人的地域标签，简单地将疫情暴发归

咎于广东人的饮食习惯。 如果说在日常状态下，关
于“广东人什么都吃”的段子带有调侃意味，重大疫

情发生后，再加入疫病话题为佐料重新翻炒，就免不

了带有刻意挑衅的嫌疑，这类炒作最大的问题是以

偏概全且带有恶意，将民众对于疫病的紧张心理转

为对某个特定地域的愤怒情绪。 ２０２０ 年初新冠肺

炎疫情进入公众视野之后，网络舆情中也有类似的

针对湖北人的地域攻击，比如渲染湖北人吃野生动

物，湖北人“九头鸟”的梗也被拿来翻炒，将关于特

定地域的成见重新嫁接到疫情事件上。 这种情形对

于全体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如果将地域歧视问题

放大到全球来看，因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中
国人也承受着不公平的待遇，成为地域攻击的受害

者。 比如美国《华尔街日报》就公然以“亚洲病夫”
作为文章标题，对全体中国人造成了极深的伤害。
因为中国人在积贫积弱的时代被冠以“东亚病夫”
这一歧视性称号，民众对这类词非常敏感，《华尔街

日报》以“亚洲病夫”来对全体中国人进行地域攻

击，毫无疑问会刺痛人心，并招致民众的强烈反感，
有媒体人评论说：“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全民战疫

和中国人民民族感情的漠视和嘲讽，既不客观公正，
也无道义和同理心可言。”⑤

疫病的命名也体现着不同国家和地区舆论对中

国的态度。 世界卫生组织将 ２０１９ 年年底出现的肺

炎疫病命名为 ＣＯＶＩＤ－１９，之所以不冠以疫病发生

地的名字，就是为了避免地域歧视，这是国际上疫病

命名的惯例。 在中文里疫病也有“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简称“新冠肺炎”）这一固定名称，如果还坚持

“武汉肺炎” “中国肺炎”甚至“中国病毒”的名称，
则带有明显的恶意和敌意。 如果我们在全球范围追

溯地域歧视的历史，会看到地域歧视与国家、种族歧

视是相互交错的，由于种族聚居的特征，针对某一地

域和国家的歧视往往就是种族歧视。 尼日利亚作家

齐努亚·阿契贝（Ｃｈｉｎｕａ Ａｃｈｅｂｅ）曾批评康拉德小

说《黑暗的心》（Ｈｅａｒｔ ｏｆ Ｄａｒｋｎｅｓｓ），认为其中所描述

的非洲大陆带着明显的种族偏见，是通过特定方式

将非洲构建为野蛮的、非理性的“他者”。⑥在阿契

贝看来，康拉德小说中对非洲大陆的地域偏见与对

黑人的种族偏见是重叠的。 在网络时代，西方媒体

掌握网络公共话语权，他们对东方某些国家的抹黑，
表面上是政治冲突，却包含种族歧视，前者是显性话

语，后者则是隐性话语，既达到污名化的目的，又规

避了种族歧视的嫌疑，充分显示西方所谓“舆论自

由”虚伪的一面。

三、重大疫情下地域话题的舆情演化：
场景变化和语境更新

　 　 在网络日常传播环境中，舆论整体呈现杂语化

和离散化特征，许多公共话题的争论都变成多声部

的话语狂欢，使舆论离散倾向严重，割裂不同的网民

群体，涉及地域话题更是如此。 人们不自觉地以自

身所处的立场来划定圈层，互为“他者”，在网络中

形成抵触式的对话场景，开启互怼模式，无法形成有

效的沟通语境。
然而在重大疫情背景下，舆情反应过程更为复

杂，表现出明显的起伏过程。 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的时间线来观察网络舆情走向，可以看出网民

针对疫情关联地域的态度在发生转变，这从根本上

促成了舆论风向的转化。 如果以 ２００８ 年“汶川地

震”时涉及地域话题的舆情反应作为对比，两者的

演化路径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新冠

肺炎疫情的主流舆情显示，网民针对疫情暴发地的

情绪反应波动起伏，总体呈现由消极向积极的转变

过程（见图 １）。

图 １　 重大灾难背景下地域话题的网络舆情变化图

如图 １ 所示，“汶川地震”发生后，网民迅速对

受灾的地区产生同情、支持等积极情绪，跟随“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这一强势话语占据舆论场中心，这
种积极情绪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 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之初，网民首先反应出紧张、焦虑、愤怒、歧视、怀
疑等情绪，言论受情绪引导，将疫情暴发地当作标

靶，对武汉、对湖北进行嘲讽和指责，这是直线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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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咎思维所致，是网络舆情中地域歧视惯性思维的

体现。 然而随着舆情反应时间往后延伸，这种针对

疫病暴发地的地域攻击并没有一直主导网络风向。
以国内人气最旺的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为例，其中一

个问答很有代表性：“１２ 月 ３０ 日武汉出现不明原因

肺炎，目前情况如何？”这条问答共吸引 １．５ 万关注，
有 １５４９ 项回答，时间跨度也比较大，基本完整地记

录了网民对新冠疫情下武汉的评价。 按回答的时间

线来梳理，可以明显感受到网民对武汉关注心态和

方式的变化，从武汉封城前后的焦虑、怀疑和讥讽，
到对武汉市民遭遇的同情，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

的网民开始以更为积极的心态关注武汉，为这座城

市祈福，因疫情而对武汉的地域歧视行为也受到网

民的自觉抵制。 虽然质疑、批评甚至谩骂的声音一

直都存在，但整体的舆论风向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消极情绪逐渐转变成同情、支持等积极情绪，网民针

对涉武汉和湖北疫情新闻的态度，逐渐摆脱地域偏

见的影响而直面问题本身，即便是批评，也是一种积

极的批评，形成了新的沟通氛围和语境。
另外，梳理疫情发生以来网络舆情中的热门话

题，可以发现地域“吹”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即努力

呈现各自地域在防灾抗疫中“给力”的一面，如“散
装江苏实力救援” “河南硬核防疫” “山东搬家式支

援”等，凸显出实力超强、措施得力、热情实在等地

域正面形象，客观上营造出全国各地一家亲的舆论

氛围。 除此之外，网上还热炒各地的医疗救援情况，
如“医疗界四大天团会师武汉”，即所谓“北协和、南
湘雅、东齐鲁、西华西”同时支援武汉，将这些医疗

机构置于聚光灯下，契合了网友的地域炫耀心理，大
大提升了这一话题的热度。 这一波“地域吹”在各

省医疗队对口援助湖北的新闻中达到高潮，网民在

这些新闻中发掘各自省份的“闪光点”，通过炫耀的

方式实现自己的参与感和在场感，原先的地域优越

感被地域荣誉感取代，但本质上都符合网络中“炫
耀性表达”的行为特征和心理基础。 有学者认为：
“网络炫富与歧贫往往结合在一起。”⑦与“炫富”一
样，炫耀地域优越的行为往往隐含对其他地域的歧

视，不过在灾难叙事中，家国情怀压倒了日常的思维

惯性，使地域炫耀行为更纯粹，不再附带对其他地域

的反向贬斥，因此相对而言，这是一种更为积极的舆

论基调。
结合网民个体心理和社会舆论环境来分析，上

述网络舆情的转变大致包含四个方面原因：第一，由
于最初疫情信息匮乏，网民对疫情本身缺少了解，就
会将自身负面情绪倾泻于抽象的地域，对疫情暴发

地展开非理性攻击。 然而随着疫情发展的新信息不

断涌入和民众关注角度的变化，网民对于疫病的了

解更加透明，就可以有效地破除前期的恐慌心理。
第二，从个体心理机制来看，焦虑和愤怒等激烈情绪

无法长久地维持，随着理性介入，负面情绪得到稀释

与缓和，情绪性的应激反应就会得以纠偏。 第三，在
重大疫情面前，同胞情和同理心被唤起，家国观念逐

渐占据舆论主流，将地域之争中的“他者”观念在国

家、民族共同体语境中主动消解了，并最终汇成团结

抗疫的舆论共识。 第四，虽然在自媒体时代，传统媒

体影响力有所削弱，但在重大灾难的报道方面，传统

媒体在信息渠道、信息可靠性等方面都具有无可比

拟的优势。 这些媒体在疫情报道过程中，积极引导

舆论风向，将民族、国家观念作为强话语嵌入灾难叙

事，超越地域局限，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凝聚人心，
形成扭转舆情的力量。

四、网络中地域歧视的逻辑缺陷、
伦理风险和文化问题

　 　 网络虚拟社群对应现实中的各类意见群体，网
络语境下地域攻击也源自现实存在的地域歧视观

念。 有学者认为，舆情是还未表达出来的民众“心
声”，而舆论则是社会各界发出的声音，当民众表达

出意见和诉求，就实现了舆情向舆论的转化。⑧尤其

是重大疫情发生时，网民的表达欲望被激发，平时隐

匿的地域歧视观念得以显现，形成舆论风潮，从而导

致一系列社会问题。
在全球政治格局中，地域歧视观念常常被错误

地加以利用，以排斥“他者”来实现凝聚国家和地区

认同的目的，尤其在大面积灾难发生时，地域歧视更

是被刻意操弄，以实现本国、本地区最大利益。 然而

这却是把双刃剑，强化地域歧视同时具有凝聚和离

散两种效应，一着不慎就会造成族群、社群的撕裂。
尤其在面对重大疫情时，于网络中大肆宣扬地域歧

视，存在重大逻辑缺陷和极高的伦理风险，并引发很

多文化问题。
首先，地域歧视存在逻辑缺陷，于情于理都难以

说通。 不少人寄希望于通过地域歧视来获得单方面

的精神支配权，但抽象的地域标识与具象的个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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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在对应时，往往会产生畸变现象，这是地域分层和

个人身份认同移位造成的。 地域歧视并非一个单纯

的链条，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网，这是因为地域可以

不断细分，地域歧视问题就不断裂变分层，人们会自

觉在各自所处的层级中寻找不同的身份，在地域之

争中明确自身定位，并在网络环境下形成一个个话

语圈层。 百度贴吧就代表了典型的圈层文化，各省、
市乃至县都有相应的贴吧，在这些贴吧里，地域话题

长盛不衰，而且一般都是同级比较，如省与省、城市

与城市等。 当跳出特定的话语圈层设定，地域歧视

就出现错位现象，歧视者在另一个圈层又遭遇被歧

视，或者某一地域内部也会存在相互歧视的现象，最
终无人能在这错综复杂的歧视网中幸免。 因此，认
为地域歧视可以使个体获得精神优势的观点在逻辑

上很难自洽。 实际上，在地域歧视风潮中，部分网民

的集体狂欢是建立在其他人受伤害基础上的，在地

域歧视中并没有赢家，最终变成彼此伤害的游戏。
其次，在重大疫情背景下发表地域歧视言论，从

根本上说是悖逆道德、违反正义法则的，存在着较大

的伦理风险。 比如，针对台湾政界和媒体以“武汉

肺炎”称呼疫病的做法，有台湾青年团体发起《新冠

肺炎反歧视连署倡议》，倡议内容包括：“终止使用

‘武汉肺炎’等一切歧视性文字，回归国际专业命

名，尊重集体人格权。”⑨这里的“集体人格”实际上

是一种拟态人格，早在 ２０１３ 年，武汉市在政府层面

就曾提过“集体人格”的概念，来关联武汉的城市文

化品格。⑩荣格从弗洛伊德“个体无意识”基础上提

出“集体无意识”精神系统，认为“这一系统具有在

所有个人身上完全相同的集体性、普世性、非个人性

本质”。 集体人格体现了集体共有的无意识品格，
却又反映在每个个体的精神上，在强调“集体无意

识”品格的同时，往往也是在塑造和描述个体的人

格特征。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到，给予自尊是

“作为公平的正义”最重要的法则之一，“最为重要

的基本善是自尊的善”。 罗尔斯认为，人需要通过

共同体来加强个体自尊，“并且给他们的价值感提

供着一个可靠的基础”。人们在共同体中实现的

“自尊的善”应当被尊重，就像集体人格权被尊重一

样，这是社会正义的一种体现，而当人处在重大疫情

的精神困境中，基于地域和国家的集体自尊、集体人

格如果被践踏，其实对个体尊严也是一种冒犯，违背

了正义的法则。

最后，网络中地域歧视也会致使各类人群文化

定位混乱，文化隔阂加深，一方面失去了自身的文化

品格，另一方面使更大范围的国家认同与人类文明

认同无法立足。 齐格蒙特·鲍曼曾说：“失去共同

体，意味着失去安全感；得到共同体，如果真的发生

的话，意味着将很快失去自由。”鲍曼从某个角度

说明人类在建构共同体过程中精神上的得失，也就

是说，人们需要共同体来获得安全感和尊严感，又需

要警惕在共同体中失去自我。 如同上文所述，要通

过集体人格支撑个人人格，但作为个人而言，又不能

因此失掉个性选择。 美国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曾

提出媒体传播中的“涵化”理论，认为电视媒体“培
养了人们的共同观点”，使人们的观点呈现“同质化

趋向”。 如果借用格伯纳的观点，在网络时代，网
络媒体对网民的“涵化”过程更是无处不在，这其中

不排除会出现网民在网络大环境中被“带节奏”、受
偏见裹挟的情况，从而失去个体应有的判断能力，就
像勒庞在分析集体心理的特征时所说：“异质性被

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在网络

舆论中，每种意见背后对应的都是受情感情绪、理性

认知支配的人，每个人都在寻找自身的身份定位，地
域属性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支点，人们在网络中卷入

地域之争，一味强调自身的地域属性，强化“山东

人”“湖北人”“上海人”“北京人”等地域概念，在将

地域标签化的同时，也在将自己标签化，从而失去了

表达个性的机会，弱化了个人在性别、职业、爱好等

方面定位与塑造的能力，在文化上放弃了自我丰富

和自我超越，使自身文化品格呈现单面化倾向，这就

类似于马尔库塞所批判的“单向度的人”，其“单向

度的思想和行为”，恰恰构成了 “更高阶段的异

化”。

此外，地域歧视往往会消解对国家和人类共同

体的认同。 在中国历史上，地域认同早于国家认同，
历史学者赵世瑜认为，地域认同“往往是族群认同

乃至国家认同的基础，是后者形成的早期阶段”。
传统的乡籍划分使每个个体拥有一个原初的文化身

份，并形成浓厚的原乡情结。 国家和人类文明是建

立在交流与共识基础上的更具现代意义的共同体，
国家认同在精神层面整合了地域认同中对于祖先、
土地、语言、饮食等的情感和理念，形成更具政治意

义的家国情怀。 网络上关于地域话题的意气之争只

能单方面传递一种偏狭的观念，并不能在现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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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形成有效的文化交流，反而会加深彼此之间的隔

阂。 由于逆反心理导致各地网友形成封闭的文化圈

子，不愿正视其他地域文化的优点。 就像美国学者

桑斯坦所说，进入了 “信息茧房”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
ｃｏｏｎｓ），“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

西”，这对文化全局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如果在

全球范围来看，因重大疫病引起地域和种族歧视言

论蔓延，势必加深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文

化裂痕，使文化交流更加困难。
总之，地域歧视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说是

一种倒退，与现代社会的诸种法则是背道而驰的，纵
容地域歧视在网络中大行其道，将会在逻辑上进退

失据，在道义上落下口实，在文化上沦为孤岛，最终

会在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中失去更广泛的认同基础。

五、消除网络舆论中地域歧视的思路

地域之争往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

素，随着现代社会各地民众往来频繁，尤其是网络营

造了一个超地域的沟通环境，使不同地域的网民交

往频率大大增加，地域观念的碰撞加剧，地域之争事

实上很难避免，并且成为彼此间交往对话的常态。
在重大疫情发生时，地域歧视的惯性思维不会

遽然消失，而且会与疫情结合呈现新的表达形态。
厘清疫情背景下地域歧视的因果关系，观察和预测

其发展路径，形成应对地域之争的合理思路，是消弭

地域歧视、促进地域文化沟通的关键。
首先，消除地域歧视并不意味着要消解地域认

同。 地域认同是文化凝聚起来的一个层级，国家这

一概念是一层层鲜活的地域文化经验累积充实起来

的，人们在不同地域生活，最切近感受的是当地的文

化风俗，包括方言、美食、生活习惯等，如果缺乏地域

认同，国家认同就会变得空洞。 但地域认同需纳入

国家和民族认同框架之内，才能在重大灾难面前形

成凝聚的正向力量。
其次，重大疫情下网络舆论中的地域歧视一般

不具有持续性，但不排除会进一步转变为相对固化

的成见的可能。 重大疫情属于突发事件，围绕疫情

产生的地域歧视会被团结战疫的主流舆论抵制和消

解，而且随着疫情结束，与之关联的地域歧视也会随

之消散，但如果未能及时清理和驳斥相关言论，就会

与既有的地域标签形成叠加效应，从而加深人们的

成见。 对于疫区的民众来说，这种被歧视的记忆也

有可能跟随疫情留下的精神伤痕长期存在。
最后，在重大疫情网络传播语境中，地域歧视分

为内生延续和外部导入两种。 前者是网民自身情绪

和观念的自然流露，需要情绪疏解和观念引导；后者

则是某些公共媒体或自媒体蹭热点要流量，刻意带

偏舆论，引导网民产生地域偏见和歧视。 这就需要

加强网络执法，还网络一个风清气正的环境。
在具体的应对方面，需要政府、媒体和网民共同

努力，消除地域歧视，为团结抗疫营造良好的舆论

氛围。
第一，明确政府职责，规范重大疫情信息通报机

制，增加信息透明度，维持地方政府公信力。 政府的

作为对于地域形象至关重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过程中，政府始终处在聚光灯下，一举一动都成为网

民判断所在地域社会风气的依据。 例如，疫情前期

武汉政府的应对失误引发网络舆情对武汉这座城市

的质疑；云南大理截留疫区防疫物资，也致使不少网

民掀起大理旅游问题的旧账，乘势对大理展开地域

攻击。 因此，需要政府增加信息透明度，以真实的、
硬核的疫情信息为基础，及时弥补不足和短板，提升

舆情反应时间，稳、准、快地处理舆情反应的问题，回
应公众关切，以真诚务实的态度化解舆情危机。 另

外，还要坚持以情动人，体现政府硬核抗疫之外的温

度。 例如，武汉在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全国各地援

鄂医疗团撤离时，推出了感恩海报，标题为《３２ 张感

恩海报！ 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这波操作太可以了》
的文章，巧妙地将武汉各地景点与全国各地地域特

色联结起来，不仅传达山水相连的温情，又秀了一波

武汉的风采，推广了旅游。
第二，媒体要担负起公共责任，合理运用舆情引

导机制，搭建积极正面的交流平台，与各地网民共建

沟通对话场景，消除成见，形成相互尊重的沟通氛

围。 在围绕地域话题这一虚化的舆论空间里，滋生

了许多成见。 关于地域的各种成见，美国学者李普

曼曾将成见与人们内在的精神需求联系起来，认为

成见是人们自身意识观念、立场、权利的投射，许
多与地域相关的成见与网民自身的身份焦虑和价值

诉求有关，当爆发公共危机时，这种焦虑更是被激

发，形成情绪化的反应。 因此，不能苛求网民在疫情

发生第一时间做出完全合理的判断，这就需要媒体

严守底线，抵制罔顾事实、传递偏见的歪风，及时针

对疫情展开深入报道和细致解读，破解网民的身份

６６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焦虑。 另外，在网络舆情形成的权力场域中，网民不

是被驯化的对象，应尊重网民主体价值，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明之以法。 要扭转网络中由疫情引发的

地域攻击和歧视，除了硬性的法规约束和媒体行业

自律，也需更多地借助舆论场自身的纠错机制，塑造

公共价值，传递正义理念。
第三，坚持文化整合，重塑话语语境。 在大多数

网民心中，除了地域认同，还有家国观念的自觉，要
强化这种自觉，文化的整合力量不可或缺。 这就需

要在文化层面深耕厚植，以文化切入公共舆论，以文

化潜移默化的力量消除地域偏见和歧视。 在网络舆

论中，要将狭隘的地域认同在灾难面前转化为家国

认同，将地域文化认同与自豪感纳入整个国家文化

自信的话语语境中，将不同地域群体的文化特性融

入中华民族这一更大的共同体中，将地域文化的书

写汇入中华民族的千年叙事中，体现中华文明的包

容性，彰显中华文化的深度与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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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疫情下网络舆论的地域之争与地域歧视问题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