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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介按摩到情感修复:
抗疫 Vlog 的生产实践逻辑

罗坤瑾　 陈丹妮

摘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群体恐慌情绪,过度紧张、焦虑、恐慌的情感创伤需

借助媒介内容生产来按摩、释放、宣泄,以达到群体情绪平复、情感修复的作用。 采用扎根

理论方法对武汉、广州抗疫 Vlog 的热门评论进行分析,可阐述媒介生产和受众情感修复两

条相互交织的逻辑线。 研究表明其媒介生产逻辑是:通过媒介协作提供受众情感出口,在
象征性符号中建立群体情感联结纽带,借助媒介仪式巩固受众群体认同。 其受众情感修复

逻辑是:以媒介数字技术为情感记忆的延伸点,通过触媒后的按摩,在群体感染中修复创

伤,从而释放群体情感,完成情感治愈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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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og(全称 Video
 

blog 或 Video
 

log)是博客的衍生产品,也是大众以视频形式进行创作的一种网

络日志。 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 Vlog 成为人们记录生活、分享感受、留存记忆的新出口。 自

2018 年起,抖音、快手等各大视频平台造势短视频市场,Vlog 浪潮应运而生。 据 iiMedia
 

Research(艾

媒咨询)数据显示,中国 Vlog 用户规模在 2019 年已达 2. 49 亿人,预计未来中国 Vlog 用户规模仍将

保持稳定增长态势。[1] Vlog 的时长一般介于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可由一人完成策划、拍摄和后期剪

辑,内容生产更灵活高效。 “ ‘记录性’是 Vlog 发展的最初起点,也是区别于其他视频形式的核心要

义。” [2] Vlog 具有“高度的参与性和生活化的特点,意趣盎然、灵活轻快,容易引发观看者的兴趣” [3] 。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情况令国民骤然间陷入巨大的恐慌情绪之中———信息传播量不足、医疗资源

紧张、病毒传染源头未明、谣言满天飞、民众对病毒的认知程度与情感刺激程度不成比例地蔓延。
Vlog 对于受众而言,“具有亲密性和亲和力,仿佛参与了一场仪式体验,在移情的作用下感知到 Vlog-
ger 的情绪状态,并产生共鸣,稀释在生活中的焦虑、压力,实现情感的双向慰藉。” [4]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抗疫 Vlog 的媒介生产实践作用至关重要。 抗疫 Vlog,顾名思义,是
战胜疫情的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表达,天然地带有强烈的舆论引导偏向,以凝聚民众认同感,缓解民

众焦灼感为目的的视频。 民众通过 Vlog 的形式记录疫情下的生活状态,部分主流媒体也制作或征集

Vlog 再现疫情故事,正面引导舆论。 笔者以 B 站中网民观看 Vlog 的感受(评论)为分析对象,运用扎

根理论,阐述媒介生产和受众情感修复两条相互交织的逻辑线。 其一是媒介生产逻辑线:通过媒介

协作提供受众情感出口,在象征性符号中建立群体情感联结纽带,借助媒介仪式巩固受众群体认同。
其二是受众情感修复逻辑线:以媒介数字技术为情感记忆的延伸点,通过触媒按摩,在群体感染中修

复创伤,从而达到群体情感释放,完成情感治愈的历程。



一、媒介按摩研究的文献回顾

(一)媒介按摩的相关研究

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传播学经典理论———“媒介即讯息”为大众所耳熟能详。 麦克卢汉在该理

论基础上还提出“媒介即按摩”的说法。 但这一说法却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广泛讨论,以致于默默无闻

若干年。 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按摩论是基于当时变动不居的媒介大环境、大变革时代而提出,意指

媒介具有跨越障碍,帮助受众去思考、探索环境的功能。 麦克卢汉认为:“ ‘媒介即按摩’说的是探索

环境,目的是发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5] 解说麦氏的学者持不同看法。 保罗·莱文森认为:“对这个

标题(媒介即信息)的议论大行其道,所以他禁不住来一点双关,把‘ message’改为‘ massage’ ,并以此

命名一本新书。 在《把握今天:自动出局的行政主管》 中,他又把‘ massage’ 拆开,写成‘ 受众时代

( mass
 

age) ’ ” 。[6] 在这一点上,何道宽也持相同看法,认为麦克卢汉“用滑稽喜剧手法玩弄自己的表

述,把 message 变成 massage、mass
 

age、mess
 

age,于是就弄出了‘媒介即按摩’ ‘媒介即受众时代’ ‘媒

介即混乱时代’这样的文字游戏” [7] 。 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给我们大脑以讯息,就好比按摩女郎按

摩我们的肌肉一样。[8] 他在《媒介即按摩:麦克卢汉媒介效应一览》中提出:“一切媒介对我们的影响

都是完全透彻的。 媒介影响的穿透力极强,无所不在,在个人、政治、经济、审美、心理、道德、伦理和

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影响,我们的一切方面无不被触及、被影响、被改变。” [5] 媒介确能起到按摩受众

的作用,而如果不了解作为环境的媒介就无法了解任何社会文化变革。
现代媒介技术日新月异,媒介按摩的作用集中体现为:“情感的体验” ,“新的媒介形态改变(按

摩)着我们对于自身和社会的经验,这种影响最终比它所传达的特定讯息的内容更重要。” [9] 乔纳森

·特纳从生物学、认知和文化等多角度进一步阐述媒介之于情感体验的理论。
 [10] 也有学者从情感动

员作为数字媒介的社会动员路径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个体或群体通过情感表达,在持续的互动中

以唤起或者改变对方个体或群体对事物的认知态度和评价的过程。” [11] 有学者梳理勒庞的“情感主

义路线” 、布鲁默的“循环反应理论” 、特纳的“突生规范理论” 、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 、戴维斯“ J 曲

线理论” 、格尔的“相对剥夺理论”等社会抗争中的情感研究,以媒介文本为蓝本探究情感动员的策

略及效果。[12] 媒介可以通过视觉、话语和审美达致按摩的作用,“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所有符号

形态及其组合在网络空间自由流动,深度嵌入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细节之中” [13] 。 在突发公共卫生

情事件中,媒介按摩“利用感动、崇敬、爱国等积极情感进行了价值召唤和行动动员” [14] 。 媒介按摩

强调媒介使用对受众身体和精神情感的影响,受众在使用媒介时即享受到媒介所传递的按摩服务,
可以理解为麻痹作用、虚幻的满足感或想象的幸福感。 在当下信息爆炸、谣言失控、公共危机事件频

发的年代,媒介如何发挥切实有效的情感按摩和情感修复作用,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媒介按摩的当代价值

《麦克卢汉书简》一书中提到,在《媒介即按摩》的护封上有这样一句话,“影响的清单,阐述麦克

卢汉关于电子时代的预言” [15] ,这句话点明了“媒介即按摩” 这一理论之于新时代的作用和价值。
“媒介即按摩”在新媒体时代中得到了一种最为清晰、直接的呈现,将麦克卢汉式的“预言”体现得淋

漓尽致,同时也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崭新的思维空间,为理解媒介在受众情感作用的影响研究中提供

了崭新视角。 “电路使得人们深刻地相互介入,信息劈头盖脸地浇在我们身上,瞬息即达、连续不断。
信息被获取之后,更新颖的信息迅速取而代之。” [16] 新媒体时代,“电路”就是我们现在的各种媒介,
尤其是像 Vlog 这种新社交媒体,让受众获得更直观的信息。 正如学者刘涛所言,Vlog 中大量的图像

符号在媒介技术的演进过程中呈现出社交的形态。[17] Vlog 以崭新的视觉媒介为其提供观看与阅读

的新情境,“观看与阅读是一种情绪,一种迷恋,其所提供的瞬时的快感有效地缓解了现代人生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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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18] 虚拟社群中的网民有了虚拟的联结,即“相互介入” ,人与人之间不用相见就能够及时、直观

地连接。
从长远来看,麦克卢汉的洞察对我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即媒介不仅是讯息,还对受众

全身的一切器官产生作用,即刺激性“按摩” 。 “特别是当信息传播从原来的辐射式扩散转化为多节

点、无中心的‘多对多’传播时,内容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媒介本身的重要性逐步上升。” [19] 据此,传播

的意义不再局限于传输的信息内容上,还通过媒介按摩作用对人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也会塑造

人的意识和认知。 诺曼·道伊奇认为,互联网通过“按摩” ,“改变了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 。[20] 曾一

果也从视觉按摩、话语按摩和审美按摩进一步阐释了媒介按摩的机制。 通过梳理媒介按摩的内涵、
发展及当代价值的研究文献,笔者发现目前学界对麦克卢汉的媒介按摩理论的研究仍然非常有限,
针对 Vlog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媒介生产实践作用更是有待挖掘。 因此,笔者运用扎根理论

对武汉、广州疫情暴发时两个具有代表性的 B 站 Vlog 的评论文本进行三级编码和分析,比较两者的

关联和差异,深度还原抗疫 Vlog 如何体现媒介生产逻辑,回答疫情及后疫情时代抗疫 Vlog 是否可以

真正按摩受众情感、修复受众的创伤,以此为新媒体内容生产提供一些思考与启示。

二、媒介按摩的媒介生产实践———抗疫 Vlog 的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是美国学者 Glaser 和 Strauss 提出的一种用于质性研究的方式,“通过深入情境地研究、
收集数据和资料、对数据间的不断比较,从而进行抽象化、概念化的思考和分析,是一种从数据资料

中归纳提炼出概念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的研究方法论。” [2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感发展

速度迅速,特别是因疫情带来的恐慌情绪在极短时间内达到峰值,且受众的非理性行为具有很强的

情境依赖性和即时反应性,纯粹量化的研究难以达到研究目的。 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又容易

造成信息失真,受众在回忆过程可能出现记忆偏差,或者在深度回忆中造成情感的“二次创伤” ,调查

对象的规模与范围有限,无法全面反映受众的真实感受。
“扎根理论以‘后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是定性研究中比较科学有效的方法。 它主张理论‘扎

根’于所搜集的资料里,要求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收集材料,在数据资料的反复比较中,归
纳提炼出基本问题,再上升到理论。” [22] 该方法的研究过程既能弥补定量研究无法深入剖析受众情

感变化的缺陷,也能解决其他定性研究难以较具体、全面地处理媒介内容文本的问题,还可以“多维

度解释社会问题和现象” 。[23] 通过扎根理论的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的三个步骤,层
层递进,探究媒介之于受众是否有情感按摩、情感修复的作用,并在概念和类属的联系中,填补仍需

发展的范畴,探索疫情下媒介生产逻辑以及受众的情感变化逻辑,进一步探究情感演化的机理。
(一)文本来源及研究工具

笔者利用八爪鱼数据采集器提取 B 站上较有影响力的两个 Vlog 评论文本作为数据来源。 据

《2021B 站创作者生态报告》 ,[24]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8 月,UP 主投稿视频播放量达 4500 亿以上,
是目前使用广泛、互动性强的视频平台。 首先制定关键词,在 B 站上进行 Vlog 文本收集,并根据需

求确定《武汉 UP 实拍,封城后的 24 小时,“空城”武汉的物价、交通、生活状态》 (简称武汉抗疫 Vlog)
和《全国人都在关心广州,广州人居然是这样的……》 (简称广州抗疫 Vlog)这两个样本,其中武汉封

城的实录具有近 900 万的播放量,广州疫情的实录具有近 118 万播放量。 武汉抗疫 Vlog 评论文本的

采集时段为 2020 年 1 月 24 日至 2021 年 1 月 24 日,共计 1 年;广州抗疫 Vlog 评论文本的采集时段

为 2021 年 6 月 4 日至 2022 年 2 月 4 日,共计 8 个月。 经过数据筛选与清理,各整理出前 2000 条有

效、热门的评论文本。 研究工具为 Nvivo11. 0
 

Plus 质性研究软件。
选取武汉抗疫 Vlog 的理由:武汉“封城”后,官方媒体因疫情防控无法第一时间进行报道,其作

为全网首发展示武汉真实状况的 Vlog,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并经人民网等多家官方媒体转发;
选取广州抗疫 Vlog 的理由:一是广州自疫情暴发以来,一直作为祖国“南大门” ,是境外输入病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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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道防线” ,责任重大且防疫难度远超其他城市和地区。 在“广州阿婆事件”后,广州市政府对重

点区域实行暂时封闭和大规模的筛查、管控,引发全国人民的热切关注;二是广州抗疫 Vlog 展示了广

州市民的日常生活情景及全员核酸下广州人的心情写照。 与武汉的特殊和典型性不同,广州抗疫行

动与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其他城市“多点小暴发”的特征更吻合,更具有参考价值。
(二)实施数据编码

笔者将评论文本整理汇总成 Excel 文件,导入 Nvivo11. 0
 

Plus 软件后新建研究项目,并运用扎根

理论自下而上的逻辑方式,在仔细阅读资料文字的基础上,以描述性语言对导入资料进行开放式-主
轴式-选择式逐级编码,根据研究主题设置编码对应节点,并建立研究框架,对节点进行深入挖掘。

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初级类属来源于导入的 Excel 文件。 在进行开放式编码过程中,“研究者需要悬置前

设,凭着理论敏感性开放地挑选资料,将资料掰开,检视,比较,概念化,类属化。” [25] 笔者严格按照扎

根理论的逻辑方式和编码步骤,认真梳理武汉抗疫 Vlog 的前 2000 条热门评论内容并进行初步编码,
共计获得 268 个自由节点,再对 268 个自由节点进行类属化分析,合并具有相同概念的节点,并赋予

其新的概念,得到 34 个初始概念(见表 1) ;以此方法对广州抗疫 Vlog 的前 2000 条热门评论内容进

行同样的文本分析,共计获得 179 个自由节点,35 个初始概念(见表 2) 。
2. 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的目的是:“厘清范畴间的关系。 一般运用‘因果条件、现象、脉络、中介条件、行动 /
互动策略、结果’的典范模型来链接各个范畴。” [26] 笔者对两个 Vlog 的文本初始概念进行整理和归

纳,分析每个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获得主题类属。 武汉抗疫 Vlog 获得 10 个主题类属,广州抗疫

Vlog 获得 15 个主题类属(见表 3 和表 4) 。

表 1　 武汉抗疫 Vlog 评论开放式编码的初级类属与初始概念(部分)

初始概念 初级类属

对城市的认同

今天,2020 年除夕,武汉疫情暴发的第三天,对于每一个武汉人来说,这将是我们度过的

最特殊的一个春节,城市道路封闭、公共交通停运、医院病床告急,整座城市处在低迷压抑

的氛围之下,没人知道这场疫情会持续多久,但是,每一个身处武汉的人都在默默承受这

发生的一切,因为,我们选择了这座城,我们生在这,长在这,住在这;我们的家人在这里,
我们爱的人也在这里,我们就将陪伴她度过这段阴暗的时光。 2020,新春快乐……

表达安慰 不是只有几亿人. 而是十几亿人在关心着你们.

呼吁提高防疫意识
身为一个湖北人奉劝大家要尽量减少出门,做好个人卫生,勤洗手,戴口罩,不要听信谣

言,随时注意官方信息,相信最后患者都能平安无事,最后,武汉加油!!!

抗疫必胜的信心
1998 年洪水没能打倒它、2003 年非典没能打倒它,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同样不能打倒它!

 

天佑武汉! 天佑中华!

　 　
表 2　 广州抗疫 Vlog 评论开放式编码的初级类属与初始概念(部分)

初始概念 初级类属

对城市的认同 希望每一位外地游客都能在一声声靓仔下沉沦,最后在一声声老板中宾至如归

表达乐观 洒洒水啦,迟早过去的,茶楼等我

呼吁提高防疫意识 还没打疫苗能打上的去打吧,不论啥省份。

防疫措施
今天就去测核酸了,人没有很多,证明效率很高,整个流程井然有序,很快就测完了。 加油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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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武汉抗疫 Vlog 评论主轴式编码(部分)

主轴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

关注疫情的动态
讨论疫情起源

呼吁提高防疫意识

疫情下的人文关怀

呼吁提高防诈骗意识

关注弱势群体

为武汉人发声

为所有人加油鼓劲

关心视频博主的状况

新年祝愿

国家情感认同

国家情感认同

国家自豪感

抗疫必胜的信心

　 　
表 4　 广州抗疫 Vlog 评论主轴式编码(部分)

主轴式编码 开放性编码

广州城市印象
广州人文的喜爱

广州美食的喜爱

积极情感的表达
表达自身的感动

表达自身的乐观

消极情感的表达
表达自身的焦虑

表达自身的恐惧

视频生产的负面评价

补充视频中缺失的信息

批评视频的内容部分失真

吐槽视频的背景音乐

　 　
3. 选择式编码

核心类属是对主题类属进行质性分析的结果,属于从属关系中的最终阶段,是媒介按摩生产实

践研究的核心。 为确定核心类属,在分析主轴式编码过程中获得主题类属的基础上,研究样本的具

体信息,深入探究每个主题类属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寻求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包容性与关联性。 通过

对评论样本内容的编码及编码内容的逐步分析、整理和汇总,构建了扎根理论体系:新媒体语境下抗

疫 Vlog 的媒介按摩生产实践分析,得出疫情防控、内容生产、群体感染、情感认同共 4 个核心类属,见
表 5 和表 6。 总结四个核心类属,呈现一定的变化规律:属于“疫情防控”这一核心类属的文本集中

出现在前期受众对防疫信息的关注,在防疫获得一定成效之后,出现的文本多为情感表达,在“群体

感染”下转变为协同情绪,而后主要变化为对城市、国家的“情感认同” ,同时对于 Vlog 本身的媒介

“内容生产”贯穿样本的研究全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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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武汉抗疫 Vlog 选择性编码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讨论疫情起源

呼吁提高防疫意识

自身防疫情况

武汉患者的自述

表达对疫情的个人想法

医护人员的自述

请求支援

口罩支援的信息

防护服支援的信息

描述所在地域的防疫情况

提供疫情救援的相关信息

批评谣言的散播

澄清谣言

科普疫情病毒的相关知识

希望更多人了解武汉的真实情况

赞扬视频博主的奉献

视频得到官方主流媒体的采用

认可视频的事实呈现

情感表达乐观

情感表达信心

情感表达感激

情感表达感动

情感表达安慰

情感表达感动

情感表达恐惧

情感表达焦虑

情感表达愤怒

呼吁提高防诈骗意识

关注弱势群体

为武汉人发声

为所有人加油鼓劲

关心视频博主的状况

新年祝愿

城市情感认同

武汉城市印象

武汉城市记忆

国家情感认同

国家自豪感

抗疫必胜的信心

中国人的责任

关注疫情的动态

描述自身防疫情况

疫情救援信息交流互动

遏制流言散播

视频生产的正面评价

积极情感的表达

消极情感的表达

疫情下的人文关怀

城市情感认同

国家情感认同

疫情防控

内容生产

群体感染

情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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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广州抗疫 Vlog 选择性编码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广州人文的喜爱

广州美食的喜爱

对广东省的自豪

广州对全国疫情防控的贡献

对中国的自豪感

单纯地为广州加油

以地域城市名义加油

高考学子的自我鼓励

美食相关的励志话语

医护人员相关的励志话语

非典背景下的抗疫信心

对中国抗疫必胜的信心

广州疫情起源的讨论

呼吁提高防疫意识

广州疫情的关注

佛山疫情的关注

核酸排查到位

广州防疫意识高

医护人员专业素质高

疫苗预防措施的推进速度快

防疫志愿者团队完善

与美食相关调侃核酸排查的情况

描述个人核酸排查的情况

核酸排查现场秩序混乱

核酸排查过程的插队问题

吐槽疫情对自己生活的影响

外地人在广州疫情的生活状况

学生群体描述自身情况

自身所在城市防疫情况

表达自身的感动

表达自身的乐观

表达自身的焦虑

表达自身的恐惧

对视频制作的认可

视频带来更多真实的反映

补充视频中缺失的信息

批评视频的内容部分失真

吐槽视频的背景音乐

广州城市印象

省份情感认同

广州城市情感认同

国家情感认同

励志加油话语

抗疫必胜的信心

关心疫情的起源

疫情防控意识

关心疫情的发展状况

防疫措施的评价

自身疫情下的真实情况

积极情感的表达

消极情感的表达

视频生产的正面评价

视频生产的负面评价

情感认同

疫情防控

群体感染

内容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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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媒介按摩到情感修复的生产逻辑

恐慌情绪本质上是人或动物在遇到威胁时从内心到行为产生慌乱、失序的一种应激反应。 “恐

慌是往往是因为某种必备资源的突发稀缺性所导致的结果。” [27] 疫情期间,由于媒介信息的缺失,大
众受到信息缺乏和生命健康安全危机的双重刺激,产生恐慌情绪。 有研究强调:“公众所需要的社会

支持越来越不局限在物资方面的支持,更多的是要提供包括情感、信息、自尊、社会人际网络等在内

的多方面、全方位的支持。” [28] 媒介生产不仅是满足大众对于疫情期间相关讯息的需求,防疫措施的

有效跟进同样也需要借助媒介生产实践的力量,比如从大众情绪宣泄中得知亟须解决的问题,并通

过媒介使大众获知问题的解决效力,从而宽慰大众的恐慌情绪。 据上述扎根理论分析,研究文本呈

现出媒介生产和受众情感修复两条相互交织的逻辑线:受众对于疫情的焦虑,看似孤立无援,于宏观

中实际形成了“群体恐慌” ,在媒介协作提供情感出口后达致情感宣泄的效果,借助象征性符号和仪

式造势使得受众不同情感的宣泄在群体感染中形成共同的积极情感,将对城市的情感联结逐渐凝缩

成情感记忆,这种对城市、国家的情感认同最终在获得群体情感共鸣与支持中实现情感创伤的修复。
(见图 1)

图 1　 抗疫 Vlog 媒介生产实践模型图

(一)媒介按摩的内容生产逻辑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焦虑不再只是个体层面的一种偶尔的心理不适或症状,而是已成

为一种持续的、弥散的社会心态。” [29] 疫情以来人们的焦虑已成为对疫情和未来社会生态无法把握

的情感表征。 抗疫 Vlog 对受众在疫情期间的焦虑情绪进行按摩,宣泄和缓解受众的群体焦虑和恐慌

情绪。 其生产逻辑体现为三个阶段:
1. 媒介协作提供情感出口

媒介按摩的第一阶段:传统媒体和自媒体的协作有效地解决了受众在疫情初期信息匮乏的问

题,缓解信息缺失带来的恐慌和焦虑,并在第一时间为受众提供情绪宣泄的出口,让受众在传播互动

中得到情感按摩。 由于疫情传播迅速,且专业性强,普通民众认知匮乏,就连医学界也存在专业认知

不足的困境。 在灾难面前,各类群体都迫切需要获取专业信息来弥补认知不足带来的恐慌情绪。
抗疫 Vlog 在内容生产实践过程中,向受众呈现疫情防控的措施和实际情况,解构了传统记忆叙

事的权威性和唯一性,碎片化、小众化的个体记忆成为权威记忆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澄清谣言且稳

定了人心。 情感宣泄的出口过去只能依靠官方媒体平台,如今数字技术的赋能带来了个人书写的可

能性,让受众随时可宣泄情绪。 武汉自媒体博主率先采用 Vlog 形式记录武汉封城后的 24 小时状况,
被多家官方主流媒体转发和推广,共同深入报道武汉封城的新闻事实。 笔者发现受众在匿名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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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化的自媒体社交平台中,通过评论说出自身对于防疫的担心、恐惧或乐观的感受,或者受到其

他人的安慰和鼓励,在网络群体互动中有效缓解紧张、焦虑情绪,并在群体情感裹挟中,不断受到群

体感染、暗示,转化成积极正向的社会情绪,有利于助推主流媒体或政府的抗疫行动宣传。
2. 媒介象征性符号实现情感联结

媒介按摩的第二阶段:抗疫 Vlog 在媒介生产过程中,借助象征性符号连接历史与当下、个体与社

会,把群体情感固定在时空框架内,通过凝缩符号使受众产生情感共鸣,转移群体恐慌情绪注意力,
以此建立受众间的情感纽带。 符号学创始人皮尔斯在探索符号“三元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符

号结构之间的必然关系或运用规律,推导出符号“三分法”的方法观。[30] 皮尔斯将建立在人们的约定

规则上的符号称为“象征符号” 。 随着抽象程度的加深,对于象征性符号的理解难度也逐渐增加,其
发挥的作用也更加凸显。 莫里斯·哈布瓦赫强调,“当我们回忆昔日所处的心理状态,有可能保留下

来的是主体的一般观念、一些象征性符号。” [31] 这些象征性符号无法真正还原事件的所有细节,但它

们可以唤醒存在人内心深处的模糊记忆,使得一种连续的关系让认同感得以长存。
Vlog 的受众以疫情下的城市(武汉或广州)作为空间载体,借助真实、可视、可听的象征性符号,

构建了一段有共同记忆的“武汉情感”或“广州情感” 。 “创作者可以通过一些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符

号,唤醒受众的集体记忆,引发情感共鸣” 。[32] 在武汉抗疫 Vlog 中,“热干面”的符号都是武汉城市印

象的典型代表,寄托着民众对武汉这座城市美好生活的渴望。 广州抗疫 Vlog 中,“早茶” “烧腊”这些

日常生活里寻常的烟火气息在疫情期间也成为民众渴望回归正常生活的象征性符号。 人们在关注

武汉和广州疫情时,可能有不同的记忆和经历,但共性的情感经疫情防控这一共同事件得到提取和

凝缩,实现了群体对于城市、国家的符号情感联结,从而获得对城市的情感认同;媒介通过美食味蕾

的享受等象征性符号分散了民众疫情恐惧和恐慌的情绪压力,从而达致媒介按摩的目的。
3. 媒介仪式造势巩固群体认同

媒介按摩的第三阶段:借助媒介仪式特征进一步巩固受众的群体认同。 戴扬和卡茨在创造“媒

介事件”的概念后,将其含义发展成一种仪式类型。 在英国传播学者尼克·库尔德里的“媒介仪式”
理论中,其含义是“广大受众通过传播媒介参与到某些共同事件或活动中,呈现出一种具有象征性符

号的过程和行为。” [33] 郭建斌进一步阐述其内涵,他认为考察媒介仪式应由过程分析转向时空分

析。[34] 无论是武汉还是广州抗疫 Vlog,都是通过人们日常打卡或记录自己生活的象征性符号,是一

种共同的媒介仪式。 在此,“媒介仪式以媒介为中心,在由一系列被赋予意义的符号所构成的空间

中,发挥着构建共同认同、形成情感链接、促成态度转变的作用。” [35] 这种共同的媒介仪式在受众情

感实现联结并凝缩成记忆的基础上,形成不同的群体,并且群体中的个人会在媒介仪式中获得群体

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由此,“媒介仪式理论明显突出了对情感的强调。” [36] 如视频中“高考学子的自

我鼓励” “医护人员的励志话语”在媒介互动仪式中被赋予了情感上的连接,升华为群体认同。
两个抗疫 Vlog 都在媒介仪式中因疫情防控常态化得以保存和延续,同时 Vlog 的第一人称视角

使得他人在观看时获得沉浸式体验和在场感,产生情感共鸣,并在媒介按摩作用下,由一个个分散的

个体连接成集体记忆。 这样的媒介仪式“实际上以媒介为依托,以仪式活动为对象,构筑出一个‘想

象的共同体’ ,进而建构观众乃至整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感” [37] 。 因此,抗疫 Vlog 正是满足

了受众的这一需求,借助媒介仪式在生产过程的按摩逐渐构建成“情感共同体”甚至“民族共同体” ,
故而产生或进一步巩固受众对城市、民族乃至国家的情感认同。 在媒介仪式的造势下,这种情感认

同感在群体中获得情感共鸣和精神支持,具有承载中华民族共克时艰精神与凝聚性力量的意义。
(二)从按摩到修复的情感变化逻辑

民众在面对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难免产生恐惧、焦虑情绪。 而缓解情绪压力的途径一是通

过人际间的信息、情感交流,减缓负面情绪的蔓延,缓冲过度紧张的情绪压力;二是通过媒介信息接

触,增强对外部环境威胁的认知程度,采用切实有效的防范措施,从而适应外部环境的威胁。 通过对

抗疫 Vlog 中受众的情感变化规律进行分析和总结,笔者发现受众通过触媒后,在媒介按摩作用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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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群体情感释放及情感治愈的历程。 其情感变化逻辑分为两个步骤。
1. 群体感染在联结中凝缩情感记忆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所有能够打动群体想象力的事物,都是通过一种十分

鲜明且惊人的形象而展现出来的事件。” [38] 当有一个网民在进行关于“抗疫自信”的情绪宣泄时,哪
怕只是简单的一串表情符号,其他网民也会受其情绪感染,激起情感共鸣,不断进行互动式的书写回

应。 疫情暴发之初,抗疫 Vlog 不仅带来媒介内容的信息补充,降低公众长期的信息焦虑注意力,更为

受众情感的宣泄提供了互动平台。 在互动过程中,群体感染会使消极的情绪逐渐变少,取而代之的

是更多正向、积极的情感。 正如勒庞所言,“有意识的人格消失了,无意识人格起主导作用,观念与情

感通过暗示和传染转向一致,以及将被暗示的想法立即付诸行动的倾向。 个体不再是他自己,而是

变成了一具不受自我意志操控的提线木偶。” [38] 与以往主流媒体的宏大叙事不同,两个抗疫 Vlog 的

民间叙事视角都采用一些更贴近民心、更吻合民意、更通达民情的元素,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息浓郁,
指向民众关切和纠结的一些情绪敏点。 由此,“具有主体间性的多元个体,以生命叙事作为情感联结

的方式和关系中介,凭借媒介的传播实践,引发生命个体间的记忆联结和情感共鸣。” [39] 在众多留言

和回复中,受众会在呈现人格化感性的媒介作用下,迅速记住其中的情感属性,而记忆联结和情感共

鸣很大部分是来源于疫情对于人类的创伤。
群体感染使情感变得一致且积极,在媒介象征性符号的情感联结下,符号在特定空间中被凝缩

成情感记忆。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类感觉和感官的延伸。” [16] 具体而言,媒介记忆是人类记忆

的延伸。 疫情期间,人们通过 Vlog 将分散的、碎片化的符号记忆进行记录和分享,甚至在社交媒介与

其他个体产生互动,情感转向一致并产生联结,凝缩符号逐渐形成了部分群体在网络社交中共同的

情感记忆。 Vlog 蕴含的评论互动、城市符号,让消极的情绪被看见,让每个自以为“独木难支”的个体

有了共同的情感勾连和记忆空间。 这场来自抗疫 Vlog 的情感按摩,是让受众可以达致“有苦可诉,
有难即言”的情感宣泄,更让其在符号的联结中,对于媒介空间凝结形成“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

安慰”的情感记忆。 网民在触媒(观看抗疫 Vlog)之后实现自我披露和他人治愈的效果,尽管个体独

立意识和人格消失,裹挟在群体情感宣泄的狂欢中,个体也能获得情感释放,于群体感染中转化为一

致的情感,在符号联结和媒介空间中凝缩情感记忆,从而达到按摩及修复的治愈功效。
2. 情感认同在群体中修复情感创伤

“认同”一词源于拉丁语,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常用来指代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特殊情感联系,
象征性符号凝结成情感记忆,本质上这些符号大多代表城市形象,如武汉的“热干面” ,广州的“烧

腊” “早茶” ,都是个体与城市的情感关联;进一步来说,研究后期的评论文本不仅停留在城市的文化

符号,更是上升为“武汉-英雄城市” “广州-祖国的南大门”等对城市乃至国家的情感认同。 千千万万

的网民在对城市、民族乃至国家情感认同的基础上,纷纷书写“武汉加油” “广州加油” “中国加油”
“我们一起挺住”等评论,如同一场声势浩大的宣誓仪式。 此时的每个人不再只是简单的情感认同,
而是在认同感和仪式感中找到具备相同情感属性的群体,汇聚“微光吸引微光,势把阴霾照亮”的群

体归属感。 Tajfel 和 Turner 认为群体行为是以个体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并提出著名的社会认同理

论。[40] Algesheimer 等也提出,群体认同是群体成员对群体规范、传统、仪式,与目标的认同,以及怀有

促进群体发展的意愿。[41] 个人要发展成对一个群体的认同需要经过认知维度、评价维度以及情感维

度,受众会在认知与评价的基础上认同其他成员及其组成的群体,获得情感上的群体认同,“同时成

员忠诚度会随之增加,对于群体活动也会产生更高的参与动机。” [42] 可见,情感认同会让已经形成群

体意识的成员们获得共鸣和支持,更加愿意参与到集体建设中,共同治愈疫情带来的创伤。
据美国社会学家、文化理论家杰弗里·亚历山大提出的创伤理论,“文化创伤建构具有一定社会

思想文化的记忆特征。” [43] 两个 Vlog 的文本都出现了受众在评论区进行“情感宣誓”的大量评论,如
“中国加油” “我为武汉加油” “我们一起战胜病毒”等,其中武汉抗疫 Vlog 比广州抗疫 Vlog 的情感表

达更丰富。 “书写实践可被视为一场协同生产仪式,而诉诸社交平台的在线书写无疑拓宽了这场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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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范围,丰富了私人话语进入公共空间的想象力。” [44] 在群体生产的大协同中,弹幕生产就像群体

交织的大合唱,看似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声部,但最终会将群体的声音协调起来,贯穿成相同的旋律。
勒庞认为:“群体的信仰和想法得以传播,所凭借的机制从来都不是推理,而是感染。” [38] 正是网民在

内容生产实践中受到群体鼓舞的影响,正面情绪的大合唱(大多数网评)终将感染多数人,将个别不

和谐的杂声(个别负面情绪的宣泄)淹没在高亢的、激励人心的大合唱中,裹挟着网民的情感慢慢修

复、愈合病毒所带来的恐慌记忆、伤痛记忆。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按摩”理论延伸出媒介的抚慰功能,
患难真情让情感认同得到深化并形成群体想象。 群体性想象的力量,让个体在他者的评论、点赞、回
复等集体行为中找到依靠的“港湾” 。 “孤苦无依”造就群体恐慌,终究也在与“一座城” “一个国家”
乃至“千千万万的人”同甘共苦的群体认同感、归属感中消解负面情绪,修复情感创伤。

综上所述,梳理媒介生产实践和受众情感修复这两条交织的逻辑线,结合“媒介按摩”理论及扎

根理论深入剖析每一个变化环节以外,笔者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更为宏观、全面地进行总结:从共

时性的角度上看,将两个抗疫 Vlog 文本都分别看成一个整体,结合文本内部核心类属系统性的变化,
前期均高度关注“疫情防控”这一议题,Vlog 的评论文本情感焦点也发生变化,由负到正,从情绪宣

泄,经由“群体感染” ,转为“情感认同” ,获得群体性想象力量,在归属中修复情感创伤;从历时性的

角度上看,两个文本主题都围绕“疫情” ,发生时间不同但存在高度的关联性,广州的疫情防控会唤醒

受众的“情感记忆”从而联想到武汉。 值得关注的是,抗疫 Vlog 的情感基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广州

抗疫 Vlog 更为轻松,核心类属的侧重也有所不同。 两个 Vlog 的生产间隔将近一年半,基调存在明显

差异,但主题相同,均引起受众较高的情感共鸣。 媒介生产变化说明受众的情感创伤在更长时间维

度上因媒介按摩正不断地被修复。

四、总结及展望

迄今为止,麦克卢汉的很多媒介技术理论仍然广受学界争议。 随着新媒介的高速发展,许多看

似令人费解的预言都被逐一证实。 “媒介即按摩”这一理论是麦克卢汉媒介观中重要的一环,是我们

拓宽媒介认知的“大门” ,更是开启探索当下媒介如何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变革,甚至在新世界格

局中如何打开新视野的一把“金钥匙” 。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世界造成沉重打击,更让无数民众饱受谣

言、阴谋论、恐慌、焦虑的困扰。 “数字化的技术革命对于传播格局深刻而巨大的重构,使所有按照传

统模式治理传播和舆情的做法都成为一种‘刻舟求剑’式的‘菜鸟’操作。” [45] 同时也敲响了警钟:在
媒介化环境中,媒介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可舒纡民意、可鼓动舆情、可释缓焦虑、可躁动恐慌。 亦正

亦邪,就看媒介掌控者的格局和立场。
鲍曼眼中的现代社会是“无固定形态的、流动的、液态的、运动着的” [46] 。 全球化风险的增多让

贝克也意识到人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面临更多的风险景象。[47] 后疫情时代,民众在信息匮乏及生

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产生的恐惧感,在谣言四起的网络舆论中陷入情绪恐慌和情感抑郁。 在数字

技术赋能的时代,抗疫 Vlog 可使受众在面对疫情时的情感得到按摩、宣泄和修复,如同纪录片一样成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载体,“突破国家、地域、民族、宗教、信仰等藩篱,寻找人类共同关注的话

题,激发人类共通的情感,进而实现情感认同。” [48] 如何在当今变动的世界中解决受众因不安全感陷

入信息匮乏、恐慌焦虑“情感深渊”的困境,如何激发人类社会的有机团结、情感共同体的群体力量,
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媒介按摩就是吉登斯在现代化风险中强调的“重构现代化的重要动

力” [49] ,其作为“情感疫苗”的重要性在后疫情时代也愈发凸显。 尤其是在媒介政治化的全球传播格

局中,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国内民情的躁动、焦虑和潜在的社会行动,还包括消解国际舆论场对我们的

疾病污名化、政治标签化、传播偏见化的误区。 媒介应真正起到按摩的生产实践作用,形成人心之上

的凝聚力和安全感,使得民众可以消除情绪恐慌,修复情感创伤,从而打破国界、种族、文化的限制,
在后疫情社会治理中拥有稳定、理性的情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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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edia
 

Massage
 

to
 

Emotional
 

Recovery:
 

The
 

Production
 

Practice
 

Logic
 

of
 

Anti-epidemic
 

V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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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cause
 

group
 

panic
 

emotions,
 

and
 

the
 

emotional
 

trauma
 

of
 

excessive
 

tension,
 

anxiety,
 

and
 

panic
 

needs
 

to
 

be
 

massaged,
 

released,
 

and
 

catharticized
 

with
 

the
 

help
 

of
 

media
 

content
 

produc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group
 

emotional
 

calming
 

and
 

emotional
 

repair.
 

The
 

article
 

a-
dopts

 

a
 

rooting
 

theory
 

approach
 

to
 

analyze
 

the
 

popular
 

comments
 

of
 

Wuhan
 

and
 

Guangzhou
 

anti-epidemic
 

Vlogs,
 

and
 

elaborates
 

two
 

intertwined
 

logical
 

lines
 

of
 

media
 

production
 

and
 

audience
 

emotional
 

repair.
 

Media
 

production
 

logic
 

provides
 

audience
 

emotional
 

outlets
 

by
 

media
 

collaboration,
 

establishing
 

group
 

emo-
tional

 

connection
 

ties
 

in
 

symbolic
 

symbols,
 

and
 

consolidating
 

audience
 

emotional
 

identity
 

with
 

the
 

help
 

of
 

media
 

rituals. Audience
 

emotional
 

repair
 

logic
 

uses
 

media
 

digital
 

technology
 

as
 

an
 

extension
 

point
 

of
 

emotion-
al

 

memory,
 

repairing
 

trauma
 

in
 

group
 

by
 

post-touch
 

media
 

massage,
 

so
 

as
 

to
 

release
 

group
 

emotional
 

and
 

complete
 

the
 

journey
 

of
 

emotional
 

h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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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ctor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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