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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仪式空间下当代青年的情感价值与国家认同建构∗

———基于 Ｂ 站弹幕爱国话语的探讨

徐 明 华　 　 　 李 丹 妮

摘　 要：新时代赋予当今青年群体特有的爱国表达样态和情感表征。 青年群体借助即时性弹幕技术缔造起互动仪

式，不仅在虚拟空间下的集体狂欢中衍生了特定意义与信念，更是通过建构情感符号和国族身份来询唤现实世界

的国家意识，由此创设出一种新颖独特的认同建构机制。 在文化价值多元和集体记忆淡漠的当代社会，深入新媒

介语境再现和重构国家象征符号，探索和嵌入创新性话语逻辑，成为巩固国家观念、凝聚价值共识和深化身份认同

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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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此生无悔入华夏，来生愿在种花家”，随着爱

国题材动画《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在“哔哩哔哩弹幕

视频网”（简称 Ｂ 站）走红，这句饱含爱国热情的台

词已衍生为 Ｂ 站经典“刷屏”弹幕，其中“种花”为中

华的谐音，表达了当代青年为生在中国而自豪、愿来

世还能依然生于中国的浓浓爱国之情。 Ｂ 站被视为

“中国最非主流的文化社区”①，聚集起大量共同爱

好二次元亚文化的青年群体，而这一群体在公众认

知中一向表现出对现实政治持有疏离态度的鲜明特

征。 如若饱含爱国热情的动画及弹幕最初出现于 Ｂ
站已逾越“圈外人”认知边界的话，那么其后 Ｂ 站弹

幕爱国表达逐渐发展为一种集体仪式愈发吸引研究

者对其展开探讨。
当代青年群体拥有崭新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心

态，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爱国话语表征和情感样态。

新时代的青年群体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成长起

来，充分感受到国家日益强盛所带来的红利，对国家

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高度认同。 Ｂ 站董事长陈睿曾

指出，新一代“９０ 后” “００ 后”的年轻人其实非常爱

国，并且是发自内心地热爱自己的国家，从小物质生

活的富足以及文化教育的充实，使其真正富有文化

自信和道德自律。②

媒介技术的革新也为新时代青年群体提供更为

广阔的表达语境，促使其更加积极主动地释放爱国

热情。 Ｂ 站的弹幕技术不仅提供即时高效的语言介

质，还赋予了表达行为高度的交互性和仪式化特质，
更易于唤起青年群体强烈的情感共振，逐渐成为青

年群体参与情感互动以及生产身份认同的重要载

体。 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共青团中央正式在 Ｂ 站开通官

方账号，“团团”（粉丝对共青团中央的昵称）在 Ｂ 站

所发布的与国家主体和集体记忆相关的视频，已吸

引青年群体积极投射爱国情感， 为其借助弹幕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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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集体互动和狂欢打造了合意的空间场域。 截至

目前，“团团”在 Ｂ 站上拥有 ５７８．４ 万粉丝，视频播放

总量达 ８．３ 亿③，已经成为新时代青年群体爱国表

达重要的“大本营”之一。
弹幕话语已经成为探究新时代青年群体价值观

念和思想动态的重要切入点。 在弹幕技术空间下，
青年群体何以生发出这样强烈的爱国情感，又是如

何将个体情感表达发展为一种集体互动，同时通过

集体互动过程实现国族身份生产和国家认同建构？
本文立足于互动仪式链理论，通过分析 Ｂ 站共青团

中央账号所发视频中的弹幕话语，来探索新时代青

年群体的情感价值观念以及国家认同机制的建构。

二、弹幕技术空间下互动仪式的建构

仪式是人类社会一种独特而复杂的文化形式，
体现着特定群体的社会关系、集体精神与情感思想。
有关社会仪式的研究源于涂尔干，他开始关注仪式

作为群体的行为规则对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团结的作

用。 新时代的青年群体在弹幕视频营造的新型话语

空间下，将爱国表达演化为一种集体仪式，对弹幕话

语空间中的互动仪式建构模型进行发掘，有利于理

解青年群体的情感建构与意义生产机制。
（一）互动仪式链理论原型

受涂尔干的社会仪式研究启发，戈夫曼提出

“互动仪式”概念，指称一种表达意义性的程序化活

动，以研究日常生活层面的仪式问题。④柯林斯将这

一概念带入社会结构视野下进行考察，进一步发展

出互动仪式链理论。⑤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互动仪

式是人们最基本的活动，互动是社会生活的能动根

源。 情感被视作互动仪式的核心要素和重要结果，
人们在参与互动仪式的过程中能够产生共同关注焦

点和共享情感，并将其与某种“共同符号”相联系，
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身份认同与集体团结。 互动仪

式链理论将微观层面的个体互动行为与宏观视野的

社会团结相结合，成为理解群体归属感、团结感以及

身份认同的重要依据。

图 １　 互动仪式链理论模型

　 　 　 　 　 　 　 　 说明：参考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模型进行绘制。 原图参见［美］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
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 年，第 ８７ 页。

　 　 如图 １ 中的模型所示，互动仪式链理论阐释了

互动的因果关联及反馈循环的过程。 互动仪式的发

生需要具备以下要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

同一场所，通过身体在场相互影响；对局外人设定界

限，互动者知晓谁在参加，而谁被排除在外；互动者

注意力集中于共同对象或活动上，并且分享共同情

绪或情感体验。 其中的关键是互动者情感与关注焦

点发生相互连带，从而产生共享情感，在这种主体间

性瞬间的微观情境下将会生成“集体意识”。 当互

动仪式各要素彼此循环演进、积累成高度的相互关

注与情感共享时，便会有相应结果产生———群体团

结、个体情感能量、群体象征符号（“神圣物”）以及

道德标准。⑥

（二）弹幕技术空间下的互动仪式构筑要素

互动仪式链理论主要关注日常生活情境下亲身

在场的群体互动过程，认为通过电话、电视等媒介形

式进行的远程交流因缺乏实时交互而难以有效形成

仪式。 然而，随着媒介技术的颠覆性革新，基于互联

网的新型媒介构建了不同于传统媒介的交流系统，
为互动仪式的发生拓展了新的场域空间。 Ｂ 站弹幕

的技术特征及文化属性为群体互动仪式创造出必备

条件，提供了互动仪式的构成要素。 在这一新型媒

介空间下，年轻一代得以构筑起完备的互动仪式。
１．“可视化虚拟在场”的身体共在

参与者“身体在场”被视为互动仪式发生的先

决要素之一。 柯林斯曾强调面对面亲身在场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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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由于互动仪式的运行倚仗参与者即时互动以及

共享关注焦点，身体共同在场更易于感知和捕捉彼

此的实时状态，便于及时发生交互与反馈，可保证互

动仪式顺利达成。 然而，现代媒介技术的变革重构

了个体间的传播和互动方式，身体亲身在场不再是

实现即时互动的必要条件，突破物理空间限制的实

时社交已经成为可能。 社会化媒介技术促使群体内

的交互过程从“亲身在场”到“虚拟在场”转化，从而

打破了物理空间对互动仪式的限制，创造出更为广

阔的仪式空间。
弹幕作为一种新型表达及互动技术，凭借其即

时性和交互性特质为新时代青年群体营造出新型仪

式互动空间。 互动参与者所发送的弹幕会得到实时

化的呈现，某一时间节点上所有的历史弹幕也会被

共时性地留存和展示，即使是处在不同时空场景下

的参与者亦可感知到“满屏”弹幕与之同在。 由此

便营造出一种可视化的虚拟“在场”情境，加强了用

户对彼此“共在”的感知与想象。 弹幕技术消解了

互动参与者的身体缺场感和空间距离感，为其提供

一种跨时空、可持续的互动仪式场，促使参与者更加

积极地表达和分享，推动构筑起一种超越面对面形

式的“想象中的共同体”。
２．“亚文化圈层设限”的隐形区隔

互动中“集体意识”之牢固需要明确群体成员

的身份一致性，因而，互动仪式会对局外人设置屏

障。 Ｂ 站属性定位为二次元文化虚拟社区，其用户

群体是基于对二次元文化的共同爱好聚集而成的趣

缘社群，二次元文化主要指包括 ＡＣＧ（动画、漫画、
电子游戏）等在内的一种亚文化形式。 亚文化具有

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独特风格”，具有一定程度

“排他性”，拥有特定“亚文化资本”才能够融入圈层

内部。 基于此，Ｂ 站的亚文化圈层属性形成了一种

隐形区隔，自动将圈层“他者”排除在外。
为保证亚文化圈层的个性风格与族群纯度，Ｂ

站设置了用户准入的“身份界限”，通过设置严格的

正式成员准入机制筛选成员，受到站内正式成员邀

请或者通过具有鲜明亚文化风格的“考试”才能成

为正式会员。 只有深谙二次元亚文化的用户才能进

入圈层，Ｂ 站设置的“准入门槛”将局外人加以隔

离。 这一进入考核机制具备了“边界”的区分功能，
既作为亚文化资本的区隔机制，又成为身份统一性

的参照标识，使边界之内的“自己人”产生相似感和

群体身份感。 边界的创建为书写群体内部的自我神

话打造了条件，客观上为互动仪式参与者身份的一

致性和明确性提供保证。 经过遴选后获取准入资格

的成员，承载着集体荣誉感，并由此生发强烈互动意

愿去寻觅“同袍”、彰显身份。 Ｂ 站个体正式会员身

份在互动中发展成为掌握特定“亚文化资本”的集

体身份，推进互动向一种集体性仪式演化。
３．“高强度节奏连带”的共同焦点与共享情感

当身份一致的参与者进入互动场域，参与者会

共享相互的关注焦点以及共同的情感状态促使互动

仪式顺利进行。 弹幕互动仪式发生在 Ｂ 站视频场

域之下，进入这一场域的互动参与者不约而同地将

注意力集中于正在观看的同一视频上，视频的内容

成为群体的共同关注焦点。 Ｂ 站的亚文化青年群体

具有共同的兴趣偏好，易于将关注焦点集中于特定

的对象或情节之上，在关键节点处被共同唤起强烈

的情感体验和表达热情。 借助弹幕技术对关注焦点

进行实时评论，又为参与者创造了分享即时情感的

可能性。 参与者个体通过发送弹幕分享自我的情感

体验，逐步与其他参与者进行信息交换和情感互动。
随着互动不断推进和深入，个体间越来越强烈

地感受到彼此的情感状态。 当彼此情感达成高度共

振时，大量充斥整个屏幕的“刷屏式”弹幕会瞬间迸

发，由其充当“有节奏的连带”引导互动参与者产生

共同节奏。 在互动仪式的持续运作中，无数参与者

的个体情感“涌现”成为一种集体共享情感，这种共

享情感反过来又强化个体对其自身所创造意义的认

同。 彼此的相互促进最终达成主体间性的状态，推
动实现一种“集体兴奋”，从而使群体成员产生明确

“集体意识”以及强烈“集体团结”。 通过弹幕表达，
青年群体达成一种未设置正式的定型化程序便可建

立起相互关注及情感连带的“自然仪式”。

三、新时代青年群体的弹幕互动仪式模型及

现实映照

　 　 在 Ｂ 站弹幕技术空间下，“可视化虚拟在场”的
身体共在、“亚文化圈层设限”的隐形区隔、“高强度

节奏连带”的共同焦点与共享情感等条件构成了互

动仪式的运转要素。 由于 Ｂ 站共青团中央账号所

发布的视频大部分关涉“国家”这一主体，在互动仪

式的运转过程中，青年群体被唤起的是具体而强烈

的爱国情感，创造出一种“刷屏式”爱国弹幕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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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强度的节奏连带促成和国族意识有关的“集体

兴奋”。 本文通过对 Ｂ 站共青团中央账号发布视频

中弹幕话语的探析，建构出新时代青年群体基于爱

国情感的弹幕互动仪式模型（见图 ２）。

图 ２　 新时代青年基于爱国情感的弹幕互动仪式模型

　 　 如图 ２ 模型所示，在互动仪式要素的循环演进

及相互强化之下，新时代青年弹幕互动仪式可生成

三种结果，分别为：群体共同符号———“国家神圣

物”、国族身份认同和集体团结感、持续性情感能量

与捍卫国家的道德感。 互动仪式的顺利运转得以产

生理想的仪式结果，其结果继而又突破网络语境延

伸至现实社会，对当代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念及实际

行动予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共同符号的诞生：“国家神圣物”
“共同符号”的创设是互动仪式的重要结果之

一，互动仪式中生产出的共同符号通常被视为“群
体象征符号”。 “群体象征符号”是一种能够代表群

体成员身份的标志物，如形象化标识、文字、姿势等，
也即是涂尔干所言之“神圣物”。 群体象征符号被

群体成员共同关注和认可，能够使成员感知到自身

与集体的相关性，会在互动仪式达成后进一步升华

为集体身份的标志和象征。
在弹幕技术空间营造的“想象共同体”语境中，

青年群体通过各种类型的符号或话语构建起彼此之

间的互动，并不断地对某些标志性话语进行重复性

刷屏式的表达。 在共青团中央所发视频中，诸如

“此生无悔入华夏，来生还在种花家” “我爱中国”
“祖国万岁”“厉害了我的国”“我是中国人我自豪”
“壮哉我大中华” “如果奇迹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

红”“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弹幕话语往往频繁或

集中出现。 这种重复式、类型化的表达成为共同体

成员默认的话语模板，又在群体互动过程中逐渐发

展成一种仪式语言，其指向的“标志物”也最终演化

为互动仪式的“共同符号”。 在共青团中央所发布

的视频中，青年群体的弹幕仪式语言与“国家”紧密

相关，围绕“国家”传达祝福、尊敬、感激、自豪、积极

进取等情感状态。 由此，含有“国家”意涵的弹幕仪

式语言便作为集体性互动仪式中创造的“共同符

号”，国家正式成为集体认同的具象化对象。
（二）集体身份的转化：国族身份生产

在互动仪式达成之前，青年群体基于弹幕营造

的可视化虚拟在场情境架构出“想象共同体”，参与

互动的个体便获得了一种虚拟共同体身份。 而随着

互动仪式的运行，具有指向性的仪式语言被反复运

用和强调，以简洁而富有感染力的形式激发群体成

员对共同体身份进行更为深入的描述和定义，进而

推动其创造出能够表征群体身份的“共同符号”。
当“共同符号”最终被生产出来并获得一致认同时，
互动参与者的身份感知得以进一步“具象化”，转化

为与这种认知符号紧密关联的身份认同。
共青团中央所发布的视频中，新时代青年群体

的弹幕互动仪式产出的“共同符号”与“国家”这一

象征紧密勾连。 作为集体身份的重要标识符，“国
家”便成为群体成员一致认同并维护的“神圣物”，
拥有独特且崇高的地位。 经过互动仪式的运作，参
与者的“想象共同体身份”转化为更加具体的“国族

身份”，集体身份认同与国族身份认同达成了高度

重合与同构。 与此同时，“国家神圣物”作为青年群

体弹幕互动仪式产出的重要结果之一，也为持续性

情感能量、集体团结感以及道德准则等其他仪式结

果提供了关键的物质载体。
（三）情感能量的生发：持续性认同建构

无论是作为互动仪式的组成要素，还是在互动

仪式的产出结果中，情感始终扮演着关键性角色。
在弹幕互动仪式中，爱国情感经由互动从个体情感

衍化为集体共享情感，达成具有节奏性的情感连带

从而保证仪式顺利达成。 而在仪式完成后，爱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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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又进一步转化为长期的持续性情感能量，为青年

群体积极守护“国家神圣物”、保持强烈国族身份认

同和集体团结感以及坚持捍卫国家的道德准则提供

内在情感动力。
“情感能量”被视为互动仪式之核心，是互动仪

式的真正驱动力和关键性结果。 个体通过互动仪式

所获得的情感能量是指一种在采取行动时带有的自

信、兴奋、充满力量、满怀热忱与主动进取等感觉。
情感能量并非是通常认知中的短暂情绪或情感，而
是一种长期持续性的情感状态，对于个体感知和群

体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柯林斯指出，作为互动仪式

要素的情感是短暂的，然而产出的结果则是长期的

情感能量，是一种对此时聚集起来的群体的依恋

感。⑦互动仪式能够将个体投入的短暂情感体验转

化为持续性的情感能量，通常表征为对群体的归属

感或团结感，从而达成维系集体团结的结果。
在互动仪式的良序运转下，参与者进一步生发

出一种主动维护群体的道德正义感。 已经获得群体

团结感的互动者格外尊重群体“共同符号”，会主动

采取具体行动捍卫共同符号免受违背者侵害。 青年

群体获得的爱国情感能量可使其产生利他主义与爱

国主义等具体行动，表征为积极抒发指向“国家神

圣物”的自豪感与认同感，并且会积极主动地采取

行动维护其荣誉。 与此同时，捍卫“神圣物”的强烈

理念也会使群体内部难以容忍对神圣符号的不尊

敬，强烈的道德感促使群体成员对违背者采取相应

“惩罚措施”。 因此，当弹幕话语中出现对“国家神

圣物”的诋毁时，爱国青年便会据理力争，执意说服

不同意见者，坚决捍卫神圣符号的尊严和荣誉。
青年群体的弹幕互动仪式通过对共青团中央所

发视频中“国家”主体的共同关注，衍生出高度的相

互关注以及节奏和谐的情感连带，参与者被仪式节

奏所带动而强化了身份感和团结感。 这种通过虚拟

仪式达成的情感共识，更加可能抵达个体深层次的

认知图式和行为指向，进一步对其现实性实践活动

发挥稳定的影响。 如此一来，经历过互动仪式的青

年收获了情感能量的浸润和集体意识的归属，会更

加积极地通过各种社会化互动来维系成员身份，从
而使得国族身份的认同更加坚实，更具有延续性。

四、“仪式空间”下当代青年的国家认同建构

新型媒介时代，青年群体觅得“技术仪式”来满

足身份认同需求，以互动的形式构筑虚拟却具有持

续性“情感链接”的“国族共同体”。 作为虚拟共同

体打造的神圣仪式，弹幕互动仪式不仅是在重复性

的集体狂欢中创造特定的意义和信念，更是以构建

情感共同体的方式来询唤国家认同。 由此，在这一

“仪式空间”中可进一步对新时代青年国家认同的

建构展开探讨。
（一）国家认同建构的新机制

国族身份认知和归属是国家认同的重要体现，
国家认同可消解公民对政治制度的疏离，促进政治

稳定和繁荣发展，促使公民彼此间的相互信任。⑧国

家认同关乎一国的合法性基础和公民的政治情感指

向，然而当前全球化进程的去边界化、民族国家的祛

魅化以及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新

时代青年群体国族身份的归属和国家认同的建构。
身份认同的原有“意义空间”被打破，认同建构机制

的“流动演变”趋势愈发明显，国民身份认同的传统

逻辑和序列构成发生改变，在自我构建、利益诉求和

追寻精神归属的本能驱使下，个体和群体往往随外

在环境变化而自主选择或调整身份认同的需求和序

列。⑨在这种背景下，新时代青年群体经由弹幕互动

仪式，打造出一种新颖独特的国族身份生产和国家

认同建构机制，创设了相对独立的意义空间和认同

系统。
随着媒介技术的变革，新生代青年群体的表达

和互动场景得以进一步延展，新型的网络化媒介空

间成为其寻求身份认同的重要场域。 安德森曾指

出，媒介为某一群体制造共同的经历，促使其形成拥

有共享情感的“想象的共同体”。⑩对于民族的想象

是生成民族意识和构成民族形式的基础，媒介的建

构功能在民族意识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型媒

介技术对可视化“在场”情境的营造，强化了一种虚

拟临场感和空间想象感，从而为新时代青年群体构

筑起有关国家的“想象共同体”提供了“同感”场域。
在这一场域下，共同体成员借助弹幕技术进行信息

交流和情感互动，逐渐领会共同体对于自身的意义

和价值，从而获得对共同体的价值判断与情感接纳，
并在进一步互动中深化认同。

而在认同逐步深化的过程中，情感因素始终居

于不可或缺的关键地位。 在如今开放性结构的网络

化交互情境下，释放情感效能成为实现人际交往和

群体认同的有效路径。情感需求成为参与互动仪

０７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８ 期



式的内在动力，也是深化持续性认同的坚实根基。
在弹幕技术的加持下，青年群体主动变“围观”为

“参与”，自发地释放和分享爱国情感，能动性地标

识身份、凝集认同，进而将彼此间的互动推向一种

“集体性仪式”。 个体即时性的爱国情感表达触发

互动仪式的启动，情感互动的持续推进使得参与者

愈发强烈地体验到“共享的情感”，凝聚起具有共同

“情感结构”的集体意识，个体异质化的情感体验升

华为指向“国家神圣物”的同构化情感图式。 由此，
互动仪式促使青年群体摆脱了时空界限和圈层范

畴，不再仅仅囿于判定个体身份归属或基于趣缘同

质性的群体身份标识，而是从更为普遍的价值原则

和共同意志层面来寻求认同，最终形成一种具有情

感持久性的、跨越个体边界和群体边界的国家认同。
（二）国家象征符码和亚文化话语的援用

媒介环境的变革造就了新时代青年群体独特的

国家认同机制，同时为当下青年群体的认同建构提

供新的观察视角。 新型媒介空间已成为国家认同建

构不容忽视的又一场域，国家认同的生成和建构需

要充分理解在这一媒介空间下的认同形塑机制，探
索嵌入创新性的符号和话语逻辑来筑牢新时代青年

群体的国家认同。
１．国家象征的借用在引导建构国家话语、激发

爱国情感过程中发挥着显要作用

共青团中央在 Ｂ 站所发布的视频之所以能够

成为新时代青年群体构筑国家认同的新场域，要旨

在于融入了多种代表国家的象征符号，视频内容中

含纳了国家机关新闻发言人、人民军队、国家领袖等

与国家息息相关的具体实体。 罗兰·巴特指出，符
号有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展现能指和所指的关系，
而第二个系统则是在第一个系统的概念图与某一群

体所共享的符号之间建立关系，也即“意指化”过

程，从而生成深层意蕴。通过将国家象征符号内化

于视频之中，触发了观看视频的青年个体积极表达

关涉国家的记忆话语和情感体验，从而使得“国家”
替代其他焦点成为集体情感及仪式话语共同指涉的

对象，国家象征符号通过这一“意指化”过程将群体

认同发展成为更加广泛的国家认同。
国家象征书写着国家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精神，

代表着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塑造国民对国家这一政

治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和共同理解，成为整合社

会和创造认同的重要资源。正如沃泽所言：“国家

是不可见的，它必被人格化方可见到，必被象征化方

能被热爱，必被想象才能被接受。”媒介对国家象

征符号的合理展示和巧妙化用，可以促使抽象的国

家民族具象化为可感知的象征符号，从而唤起并强

化新时代青年群体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国族归属感，
使得青年群体在参与和互动过程中潜移默化地生成

文化自觉意识和国家认同观念。 在集体记忆淡漠和

文化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媒介对国家象征的再现

和重构，成为国家巩固合法性基础、凝聚国民共识和

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路径。
２．亚文化符码的征用使得针对新时代青年群体

的认同建构更加具有指向性效用

依托新型媒介平台账号发声，灵活借用亚文化

资源改造传统政治宣传话语，可以更加有效地吸纳

青年群体关注宏大议题、参与政治话语表达，引导其

将虚拟空间中对身份认同的渴望延伸为现实世界中

的国家认同。 亚文化社区作为当代青年群体流连和

聚集的场域，召唤着政治力量争夺“宣传阵地”，不
论在“内宣”还是“外宣”中，二次元亚文化作为一种

美学风格皆已被采纳且取得良好的效果反馈。共

青团中央即是近年来积极融入各类新型媒介平台的

政务系统的代表，通过灵活采纳二次元亚文化符码

将国家形象进行“萌化”或“热血化”编码，熟练运用

亚文化话语风格和叙事框架增进青年群体对国家合

法性、历史文化传统、现实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认

知，注重青年群体的参与共享和互动反馈，以更加喜

闻乐见的形式浸润新时代青年的国家认同建构。
话语符号作为表意系统的载体，个体对其所携

带意义的理解会受到叙述策略和解释语境的影响。
新时代青年群体反感生硬教条的宣传话语，但乐于

接受一个动漫化的国家形象、一段热血澎湃的历史

故事以及一件栩栩如生的文物器具。 “国家”既可

以作为二次元青年所追寻的“热血英雄”在现实世

界的化身，也可以成为古风青年探求“韵味悠长”之
灵感的文化源泉，还可以化身为追星青年崇拜的至

高无上的“终极偶像”。 随着新时代青年群体日益

成长为社会中坚力量，应从亚文化话语与主流政治

话语的二元对立框架中跳脱出来，重新考量亚文化

话语对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的动员效用。 当曾经“正
襟危坐”的政务系统纷纷入驻新型媒介平台，意味

着它们打通信息的传递壁垒进入了与青年群体平等

对话的特定语境，而进一步洞悉青年的话语逻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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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真正融入“共通意义空间”，更深层次地抵达价值

建构和认同生成的层面。

五、结语

青年群体是参与现代化建设和影响国家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力量。 新时代的青年群体已经能够在新

的媒介语境中创设出一种独特的国家认同机制，发
掘这一机制对于理解这一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国家意

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启发研究者深入媒介变

革语境探讨建构青年群体核心价值体系的创新理

路。 与此同时，青年群体正处于国家认同感形成的

关键时期，新时代青年的开放心态和自信意识使其

具有较强的可塑性。 这提醒着政务系统和媒体组织

应不断持续审视其思想动态，纳入指向性引导机制

或规范措施、纳入情感能量来促使青年群体的国家

认同抵达现实世界，以使互动仪式真正成为一种延

续性的认同固化系统，而不仅仅是仪式现场暂时性

的“能指的狂欢”。
当然，媒介对于“同感”情境的建构和对于国家

形象的召唤只是国家认同想象性建构的载体，其深

层逻辑是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所

带来的理念自信和文化自觉。 年轻一代通过互动仪

式主动将原子化的个体凝聚为一致维护“国家神圣

物”的共同体，彰显出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 成长

于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新时代青年群体目睹了国家的

强盛，在对历史知识的习得过程中获悉国家的巨变，
在现实生活中感知国家发展道路的优势，从内心深

处生发出一种对国家的自豪感、归属感和认同感。
这种爱国情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个体基于对

祖国历史、现状与将来的一种综合性认知所生成的。
这种基于全面认知、能动建构的爱国情感可驱动个

体形成完整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中所蕴含的国族

认同感亦可真切地绵延出信念自觉和行动自为，由
此也更加可能转化为一种具有坚实根基的“建设

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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