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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中的“中国梦”
话语分析及启示
钱毓芳 黄晓琴 李茂  浙江传媒学院“话语与传播研究中心”

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

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两年来，

“中国梦”由一个新词、一个新概念，逐渐成为凝聚中国

奋进的精神力量，成为新一代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和实现

民族复兴的话语体系，并在国际舞台上产生反响。本文以

新浪微博为平台，借用语料库研究方法，从民众层面探讨

“中国梦”话语体系的特征，挖掘“中国梦”话语传播的

启示。

新浪微博“中国梦”话语特征分析
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选取十八大后一年中每

个月的十天时间在新浪微博上有关“中国梦”的微博作为

一个样本分类。在每一个样本分类中，抽取前200条微博

内容作为分析样本。

（一）语料库分析和解读

1.词频统计 
笔者首先将词表统计限定为两个字结构，得出新浪

微博语料库中排名前二十的词语。由于本研究搜集的是

“中国梦”相关文本，因而出现频率最高为“中国”（2900
次）。除去中国一词，还有我们（687次）、人民（490次）、

梦想（487次）、国家（409次）、机构（340次）、活动（336
次）、青年（320次）、青春（302次）、个人（251次）等，

高频词几乎都是名词，说明民众通过自媒体平台发布的与

“中国梦”相关的态度和看法，多是在受其他大众媒介和

现实信息环境的影响之后做出的，对于“中国梦”的建构

显得被动一些。相对而言，“中国梦”这一议题真正意义

上的大面积传播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从国家上层建

筑，经由主流媒体，传播至受众；再经由受众识知、内化，

才有了社交媒体上的大规模话题。

对新浪微博语料库进行同样的词频统计后可以看出，

微博用户多基于独立个体层面阐释对于“中国梦”的认

知。我们（687次）、人民（490次）、青年（320次）、青春

（302次）、个人（251次）、奋斗（245次）这些频繁出现

的词汇不仅从表面上反应了参与讨论“中国梦”的微博

用户年龄层次偏向年轻化、个人化，也从深层次反应民众

在认知“中国梦”过程中，更多是将其与自身社会化成长

奋斗联系到了一起，加重其中的代入感。在新浪微博中，

国家（409次）、社会（281次）、人民（490次），以及个人

（251次），同样形成了“国家-社会-个人”这样一个完整

的三维主体链，同样对机构（340次）、伟大（322次）、复

兴（308次）等宏大层面的意义符号进行了表达。这一方

面是公众主动参与政治生活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其对

国家宏大命运的关注。

十八大召开后，新浪微博上关于“中国梦”的讨论便

开始急速上升，成为一个热门话题。集合新浪微博作为

社交媒体的特点，网友对于“中国梦”的建构更多是从独

立个体、自我层面出发，所希冀的“中国梦”的实现也是以

“我（665次）”为主。 
与上一阶段相比，2013年3月份内，与“中国梦”相关

的话题传播，除了之前常出现的一些词汇，更多是与当时

的时政新闻事件密切相关。两会（61次）、机会（62次）这

两个词频焦点的出现，可以从更深层次看出民众对于两

会讨论的内容以及“中国梦”议题，整体上呈现更为积极

向上的情绪。这也体现了受众对新闻信息接收的期待性

与选择性。两会上包括“中国梦”的各种信息经由媒体大

面积传播，受众在选择之后进行信息二度创作，借由自媒

体进行相应的表达。新浪微博作为民众的舆论平台，在整

体上表现出积极的情绪。

2．索引分析

一个索引行是处在文本环境中的词语型式的集成显

现，其最简单的形式即是一个基础索引。每一个词语型式

都是可以进行索引的，索引行则可以给出每一个词语型式

在文本中出现地方的参考。在索引行中，“中国梦”更突出

“自己的”“我们的”“我的”“你我的”这几个“第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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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代词+的”形式，对上下文进行检索，此形式的出现更

为显著。这说明微博用户所构建的“中国梦”话语更加主

观化、个人化和具体化。这是因为，其一，微博可以说是网

民个人信息的发布和传播平台，用户在微博上发表自己的

态度和观点，因此与“中国梦”有关联的信息必然与自我

高度相关。其二，这也反映了受众在认知“中国梦”时，更

多地在用个人社会化的视角，探查“中国梦”之于自己是

什么，之于社会层面的大家又是什么，并给出自己的看法

和希冀。

3.“中国梦”搭配网络

目前基于语料库的媒介话语研究中，尚未形成约定

俗成的搭建规则，本研究以搜索的关键中心词为一级核

心，通过语料库索引行功能中的搭配统计功能，提取出与

该一级核心词紧密相关的搭配词，形成二级核心词；然

后，再统计二级核心词的搭配词，从而形成相关三级核心

搭配词，由此组成搜索关键中心词的搭配网络。

微博的倾向性十分明显，用户在特定的积极情绪下，

表达出了社会个体更渴望自上而下的社会议题给个人的

社会化发展有更多助力和得益。微博用户带着自我的观

点，甚至在与“美国梦”做了一定的比较之后，将“中国

梦”理解为在自己的生活中，通过个人努力和奋斗，未来

过上幸福生活的过程。民众自我关于“中国梦”的构建顺

序是这样展开的：当个体层面的社会化发展有了更好的

趋势，整个国家宏观层面也会更好。也就是说，个人在自

我生活体验和生存体验的基础上理解国家议题，在对议

题进行内化和再处理过程中，自我意志的渗入，又将整体

观感从话题中剥离出来，形成了独特的自我表达。

4.主题词统计分析 
如果说词表统计是分析单个话语文本语料库中出现

频率最高的词句的话，主题词统计分析则是和某一标准

（参照语料库）相比，呈现出特殊频率的词。

我们发现，新浪微博三个阶段的重要聚焦点可谓泾渭

分明。十八大召开后，随着逐渐增多的关于“中国梦”的信

息，微博民众大多紧随“中国梦”谈论“梦想”，并且与“美

国梦”做相应对比，以社会个体的自我身份来阐释对“中

国梦”的定义。第二阶段是两会召开时期，新浪微博中“两

会”“机会”“梦想”“人生”等主题词的增加，可以说是微

博民众对于两会最直接的反馈。除了热烈讨论之外，是从

自我认知结构中肯定了这些关于“中国梦”的论述，亦把

这个阶段认为是“机会”所在，真正实现梦想。而第三阶段

则是在经历2013年3月份“中国梦”大面积讨论之后的降

温。“活动”“青年”“机构”“青春”“主题”“共青团”等

主题词的出现，一则是在两会之后，相关机构学习“中国

梦”自上而下的精神的活动，多以“大学”“学院”为主，二

则是有关“中国梦”的具体讨论减少。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微博碎片化的传播方式和“把

关人”的缺失，并没有影响在国家层面，即与民族复兴、国

家发展上的“中国梦”话语的重合。同时，微博这一社交

媒体上的话语文本又强烈地充斥着自我意识和个体角度

的发言。

（二）新浪微博“中国梦”话语特征

1.发散性

尽管作为自上而下的社会议题，“中国梦”在媒体传

播之后，仍然在民众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因而才会在新浪

微博中出现如此之多的话题讨论。新浪微博中“中国梦”

话语构建很大程度是受到了公民意识发展的影响。公民

对于公民身份理论的认识和把握，以及把公民身份所强

调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内化为公民自身的行为准则，成为自

身思想中稳定的自觉行为。这种公民意识的崛起，对“中

国梦”的话语构建产生作用。传播主体往往从自我的角度

阐述一些观点和态度。这种传播不仅在思维上具有“发散

性”的特点，在内容上更加碎片化。话语的意义不再是单

一的，而是从多维的角度去建构话语。从新浪微博“中国

梦”话语的阐述中，这种发散性的特点不仅表现在角度的

转换和主题的深化上，更表现在话语内涵的深度挖掘和

表达的创新上。

2.解构性

微博以其信息聚合、裂变、共享、扩散的特质已经使

“日常生活媒介化，媒介生活日常化”。很显然，微博民众

发表关于“中国梦”的想法和观点大多是在传统媒体进行

铺天盖地的传播之后进行自我的解读，从而使关于“中国

梦”的整体话语环境更为复杂和多元化。这种自我解读使

得话语呈现出一种分裂、解构的态势。新浪微博“中国梦”

话语的自我解读和表述经常过分强调自我意识，是主流思

想一种解构性的阐述，这种解读对国家思想舆论的管理、

民心价值观的凝聚、道德文化的建设都提出了严峻考验。

3.重塑性

微博即时性、碎片化的特点，从根源上影响了关于

“中国梦”的话语。这种传播环境可以瞬间让所有用户都

围绕“中国梦”主题进行发言，但热度退却后，却难以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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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民众对于“中国梦”议题后续观感的展示，即很多都是

点到即止的一次性构建。当传统主流媒体从宏观层面建

构了关于“中国梦”的话语图景，受众获悉之后，自我生存

体验又会把这种宏观语境减弱，凭借自身的认知框架内

化和解构“中国梦”话语，进而最后进行“重塑”，并通过

微博平台加以发布。

但是，近几年这种自我意识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后把关人时代”网络呈现的个体话语更加个人情绪化

和随意化。个体通过媒介即时地传递生活体验的表象呈

现话语，而这个话语是个体自我的情绪性话语，是一种纯

粹的个人主观情绪的张扬。不可否认，微博中出现了一些

关于“中国梦”的消极情绪的言论，是一种极端个人化的

生存体验的表达，其实还是缺乏了一定的理性和延续性

思考。这些都会对“中国梦”话语整体建构产生影响。

新浪微博“中国梦”话语传播启示
微博作为即时传播媒介，碎片化信息发挥出核裂变式

的快速传播能力，这种信息传播速度和舆情引爆能力是

以往任何一种传播媒介都无法企及的。同时，微博使用者

与信息的时刻伴随性和参与性，更会加大信息的叠加效

应。这种传播特质决定了关于“中国梦”信息文本井喷式

出现是完全与重大新闻事件同时空下酝酿的。在媒体大

面积“中国梦”文本传播之后，从认知“中国梦”文本、到

内化“中国梦”文本，在经历媒体的大篇幅新闻文本的重

复强调之后，新闻文本将成为被人“内化”的主体，这次的

“内化”主体是受众。受众在选择性地解读文本之后，在

态度和行为上产生一定的变化。在解构和重塑的过程中，

“中国梦”的主体价值观会得到快速弘扬，有助于国家软

实力建设的正能量得到快速散播。然而，由于微博传播主

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传播的内容具有不可控性，一

些负面的观点和未经证实的信息也会到处传播。因此，构

建一种新型的、可接受的“中国梦”话语体系，传播正能量

将是每一个媒体人的努力方向。

就目前从新浪微博“中国梦”话语研究数据分析，在

民众层面，“中国梦”的意义还是比较“离散”，缺乏老百

姓理解和表达的核心意义。因此，从传播形态和传播内容

上，“中国梦”的传播可以下面几个方面为目标。

（一）形成以传统文化为底蕴、以民族复兴为内涵的

话语优势

任何一种没有文化底蕴和价值诉求的梦想都是不易

被理解和实践的。中华几千年文明史传承的智慧和光芒，

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得到日益彰显和弘扬。时至今日，实

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可谓水到渠成、势所必然。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是新一代领导人的智慧结晶，这种以

中华传统文化为载体，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为时代主题的话语优势推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

成，必将引领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的腾飞。

（二）形成通俗、清新、自然和友好的话语表达

“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人高远的政治理想和执政

理念的高度浓缩。在实现中国梦的旗帜下，跟随亿万坚定

的筑梦者，但是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到处充斥着一些不

同的声音。从新浪微博“中国梦”的话语分析中，我们看

到了民众自下而上的解读和诉求。这就需要在表达主体

思想和理念的时候更加注重话语的表达模式和实现路

径。用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的语言表达全国各族人民的

共同期盼和理想，用一种通俗、清新、自然和友好的话语

表达赢得越来越多的人心。

（三）构建大众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话语风格

中国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充满血泪的苦难史。我们经

历了苦难的历程，迎来了实现全面小康、开启现代化征

程的新阶段。习近平同志站在这个划时代的时刻，提出

实现中国梦这一重要战略思想。实现中国梦，前提是民族

复兴，国家富强，本质上是要实现现代化，提高人民的福

祉。因此，“中国梦”的思想要和时代潮流、国际风云、人

民愿景紧密融合，“中国梦”的话语要具有超强说服力、

感染力、影响力，形成中国特色、中国气势的话语风格，宣

传和谐世界理念，不断推进构建和谐世界进程，强化中国

话语权。

（四）构建具有民族特色、能够融通世界的话语体系

“中国梦”以实现人民福祉为目标，它既是属于中国

的，也是属于世界的，既是13亿人民的梦想，也是世界人

民的共同追求。它融合了世界各国人民合理、积极的梦想

追求，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相通。我们要构建一种

与时俱进的话语体系，用外国人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来

介绍和说明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

变化。让世界人民理解中国必将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

事业，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更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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