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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意义］网络情绪在跨文化背景中常受文化模式的影响而呈现出表达上的差异，明确这一过程的发生
机制和结果，对于有效辨识和引导网络情绪，避免文化误解和文化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过程］以情绪
评估理论与模型为基础，对２０１５年巴黎暴恐事件中的网络情绪进行了类别和效价的量化分析，样本来自 ＹｏｕＴｕｂｅ
上法、德、英、美四国公众对事件的评论。［结果／结论］通过对四国９５０１条样本的情绪分析发现，在此次事件中，网
民的情绪较为一致地倾向于负面，但因受到事件性质、情绪关注点和文化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微妙的

差异。同时，由于事件特征和文化模式的影响，此事件中的网络情绪也表现出高参与度和高唤醒度的特征。在此基

础上，提出在跨文化的网络情绪传播中，应该重视正面情绪的引导功能，以及情绪表达中多层次的中介因素以增进

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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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随着新的网络传播形态不断发展，现实的情绪经

由网络途径表达、聚集和传播，形成网络情绪。由于网

络情绪表达的直接性和传播的开放性，其对个体行动

意向和宏观社会现实的影响较之传统情绪更为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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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生成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行考察将对明确网络情绪

内涵、引导其表达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网络情

绪最为集中爆发的突发事件为切入点，选取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发生的法国巴黎暴恐事件，对法、德、英、美四国
公众在ＹｏｕＴｕｂｅ上的评论进行情绪分析，考察在不同
文化模式中网络情绪表达的差异。本文在情绪评估理

论与模型的基础上，将宏观的文化因素与微观的事件

特征作为背景因素引入网络情绪研究，考察复杂传播

环境中网络情绪的生成与表达。这一方面为经典情绪

评估模型引入了更多可参考的变量，使其在新技术和

社会背景下更具适应性和解释力；另一方面本文重点

关注了跨文化的网络情绪表达，对其差异及其产生原

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有助于营造更理性的跨文化传

播环境。

２　文献回顾

　２．１　不同取向中的网络情绪结构研究　目前心理
学对情绪的结构研究多从分类取向和维度取向展开。

就分类取向而言，受传统情绪研究的影响，研究者多将

网络情绪分为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厌恶、惊讶等基

本类型。但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者也根据不同情景对

其作出相应改变。如唐超将突发事件中的网络情绪分

为愤怒、讽刺、失望、同情、不信任、理性、支持政府七种

类型［１］。Ｐａｗｅｌ将政治论坛中网络情绪分为同意、反
对、谩骂、挑衅、中立、离题、摇摆不定等类型［２］。

而维度取向则是根据情绪的向度和强度对其表达

特征进行研究。情绪的效价在网络情绪的传播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３］，但是基于网络情绪的社会性和复杂

性，研究者大多在传统情绪维度的基础上进行改造以

适应各自领域的研究。例如，Ｊｅｓｓｕｐ认为，在网络的匿
名状态下，群体的批判性言论会比个人参与时强［４］。

Ｓｐｅａｒｓ认为，网络上负面、敌对的情绪表达会强化个体
的社会身份认同，会协调社会阻力，为寻求社会支持提

供中介［５］。

　２．２　情绪评估理论与模型的运用　在情绪结构研
究的基础上，引入情绪唤醒度并建立情绪模型成了新

的研究视角。Ｔｓａｉ提出的情绪评估理论将情绪根据效
价和唤醒度分为八个维度：高唤醒积极情绪、积极情

绪、低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情绪、低唤醒消极情绪、消

极情绪、高唤醒消极情绪、高唤醒情绪［６］。

在网络空间中，网民表达感受较现实生活更激烈，

也更直观地反应了其心理感受［７］。为了对情绪做更深

层次的界定，明确效价和唤醒度对个体认知过程的影

响，本文从Ｔｓａｉ的八个情绪维度出发，从情绪的效价
和掌控力两个向度进行归类，建立了四个维度的网络

情绪态度模型（见图１）。该模型从网民对事件的情绪

反应来判断其态度偏向，包括四种情绪效价组合。正

情绪加高唤醒度，表明对事件抱有正面希望，如信心、

兴奋；负情绪加高唤醒度，表明对现状的不满，且用理

性心态看待事件，并期望问题得到解决，如生气、焦虑；

负情绪加低唤醒度，表明对现状不满，也对解决问题不

抱期望，如悲伤、失败；正情绪加低唤醒度，表明对解决

问题无望且对事件的参与度很低，如幸福、治愈。

图１　本文的网络情绪态度模型

　２．３　情绪的文化差异研究　从跨文化角度而言，文
化的差异普遍地存在于模式和规范性的情绪反应

中［８］。如有研究表明，美国人倾向于站在个人立场去

评价事件，这与其强调个体贡献有关［９］。虽然文化模

式提供了一个理解和预测情绪现象的环境，但它的引

入并不是建立在文化是同质群体的集合这个假设上

的。个体由于经历不同，会以不同的方式接触文

化［１０］。随着跨文化情绪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提出不同

文化模式之间的情绪差异研究可从四个方面进行更细

致地考察，即情绪的先导事件、情绪的效价、情绪的评

估和情绪的表达［１１］。Ｓｉｍｓ发现，文化可以影响个体的
情绪状态，以美国人为代表的西方人更倾向积极情绪，

这与其个人主义文化模式密切相关，相比之下，中国人

坚持集体主义文化模式，更愿意平衡正负两种情

绪［１２］。

目前跨文化的情绪研究较多关注西方个人主义与

东方集体主义文化模式对于情绪的影响，研究路径较

单一，且存在模式化、简约化的倾向。本文将对网络情

绪进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国家和文化模式中

的情绪表达差异进行更加动态和细化的研究，为网络

情绪分析和跨文化情绪差异理论注入新的内涵。

３　研究方法

　３．１　事件概述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３日晚，法国巴黎市
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此后，法国进入紧急状态，

各国纷纷谴责恐怖袭击。此次事件网络影响力巨大、

传播范围广，迅速引发了网民的关注和一系列情绪反

应，为跨文化情绪研究提供了优质样本。

　３．２　样本选取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网站，Ｙ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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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ｂｅ的传播力与用户参与度位居前列，因而本文选取
了ＹｏｕＴｕｂｅ作为抽样平台，并进一步选择了四个西方
国家典型代表法、德、英、美的公众评论进行分析。四

国的文化各具代表性，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法国作

为当事国，公众的参与度最高，情绪反应最激烈；美国

与法国有着趋同的价值观与共同利益，同时也是打击

“伊斯兰国”联盟的积极行动者；英法在地理上隔海相

望，在国家性质和政体发展趋势上有着诸多共同点；德

法地缘接近，在历史和外交上有着复杂的关系。本文

分别选取了四国传播力较强的区域频道作为抽样对

象，即美国的 ＣＮＮ，英国的 ＢＢＣ，德国的 Ｅｕｒｏｎｅｗｓ

（德语），法国的Ｆｒａｎｃｅ２４（法语）。为了进一步确保样
本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本文又进一步选取了在个人资

料中标有明确国籍的用户作为抓取评论的目标。

根据事件进展和评论热度，本文主要关注事件发

生后一周的网络情绪呈现，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３日—１１
月１９日。前期探索性的研究表明，ＹｏｕＴｕｂｅ上关于此
次袭击的视频内容主要可分为：现场直击、播报事件、

追捕袭击者和官方态度四类。本文在四个区域频道的

四个类别中分别选出最具代表性的视频，共得到１６条
视频。通过采集视频样本下符合要求的评论，共得到

９５０１条评论样本（视频及评论抽样见表１）。
表１　本文抽样国家、区域频道、视频样本及其评论量的分布表

国家 区域频道 视频类型 视频样本 评论量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２４
（法语频道）

播报事件 Ａｔｔｅｎｔａｔｓ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ｅｓàＰａｒｉｓ：Ｌｅｒéｃｉｔｄｅｌ＇ａｔｔａｑｕｅｄｕＢａｔａｃｌａｎ ９５３
现场直击 ＡｔｔｅｎｔａｔｓｄｅＰａｒｉｓ：Ｒｅｔｏｕｒｓｕｒｌｅｓ３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ｓｋａｍｉｋａｚｅｓｄｕＳｔａｄｅｄｅＦｒａｎｃｅ ２０８

追捕袭击者
Ａｔｔａｑｕｅｓ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ｅｓｄｅＰａｒｉｓ：＂Ｔｒèｓｇｅｎｔｉｌｓ！Ｄｅｓｇｅｎｓｓｙｍｐａ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ｓ＂－Ｌｅ
ｐｏｉｎｔｓｕｒｌ＇ｅｎｑｕêｔｅ

２２６

官方态度
ＡｔｔｅｎｔａｔｓｄｅＰａｒｉｓ－ＮｉｃｏｌａｓＳａｒｋｏｚｙ：＂Ｌｅｓ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ｅｓｏｎｔｅｎｇａｇéｌａｇｕｅｒｒｅà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１１４９

总计：２５３６条

德国
Ｅｕｒｏｎｅｗｓ
（德语频道）

播报事件 １３．１１．２０１５－ＧｒβｔｅＡｎｔｉ－Ｔｅｒｒｏｒ－üｂｕｎｇｉｎ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ａｌｓＡｎｓｃｈｌａｇｄａｒｇｅｓｔｅｌｌｔ ６９２

现场直击
１３．１１．２０１５－Ｂｏｍｂｅｎ－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ｉｎＳｔｒａβｅｎｃａｆｅａｍＦｕβｂａｌｌｓｔａｄｉｏｎｗｈｒｅｎｄ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Ｓｐｉｅｌ

１０１８

追捕袭击者
ＤＥＲＦＥＨＬＥＮＤＥＰＡＲＴ：ＷａｓｉｎｄｅｒＢｅｒｉｃｈｔｅｒｓｔａｔｔｕｎｇｚｕｍ ＰａｒｉｓｅｒＡｎｓｃｈｌａｇ
ｋｅｉｎｅＥｒｗｈｎｕｎｇｆａｎｄ

２７０

官方态度 ＡｎｓｃｈｌｇｅｉｎＰａｒｉｓ：ＵＳＡｕｎｄＥＵｓｉｃｈｅｒｎ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Ｈｉｌｆｅｚｕ ４１４

总计：２３９４条

英国 Ｓｋｙｎｅｗｓ

播报事件 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ＴｅｒｒｏｒＩｎＰａｒｉｓ ４８１

现场直击 ＰａｒｉｓＡｔｔａｃｋ｜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Ｎｅｗｓ ３７４

追捕袭击者 ＢａｔａｃｌａｎＨｏｓｔａｇｅｓＬｅａｖｅ １３１８

官方态度 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ＰａｒｉｓＡｔｔａｃｋｓＡｓ＇ＡｃｔＯｆＷａｒ＇ ３４０

总计：２５１３条

美国 ＣＮＮ

播报事件 ＰａｒｉｓＡｔｔａｃｋｓ：ＮｅｗＵｐｄａｔｅｓ，ＡｔＬｅａｓｔ１００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Ｄｅａｄ ５２８

现场直击 ＣｈｉｌｌｉｎｇｄｅｔａｉｌｓａｂｏｕｔａｔｔａｃｋｉｎＰａｒｉｓｔｈｅａｔｅｒ ５４２

追捕袭击者 ＦｒｅｎｃｈｊｅｔｓｂｏｍｂＩＳＩＳｉｎＳｙｒｉａｉｎｗａｋｅｏｆＰａｒｉｓａｔｔａｃｋ ４６０

官方态度 Ｐａｒｉｓｕｎｄｅｒａｔｔａｃｋ：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ｒｅａｃｔｓ ５５５

总计：２０５８条

总计：９５０１条

　３．３　分析程序
３．３．１　语料准备与清洗　为了对样本进行统一

识别和统计，本文将德、法两个频道下的德语和法语评

论分别翻译成英文后进行分析。由于网络平台语料表

达较为随意，本文还对一些不适用于作为分析样本的

语料进行筛选与清洗，如文本过短或只含有表情符号

的评论等。

３．３．２　分词　分词是情绪分析的基本步骤。词
通常作为语义分析的基本单位，由于英文单词有空格

隔开，本文将对语料进行多个水平分词。主要包含单

词如“ｐｅｏｐｌｅ”等，词组和固定搭配如“ｉｎｓｉｓｔｏｎ”等。
３．３．３　关键词词频分析　在分词的基础上，计算

出词频。在统计的结果中，并不是所有单词都对情绪

分析有实际研究价值，比如英文中常出现的定冠词

“ｔｈｅ”等。因此需要筛选出与事件和情绪紧密相关的
单词，即关键词。名词如“ｄｅａｔｈ”，动词如“ａｔｔａｃｋ”，形

容词如“ｉｎｎｏｃｅｎｔ”等。通过计算关键词词频，把握语
料的表达特征。

３．３．４　情绪词效价分析　在分词的基础上，对情
感词效价进行判断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公众态度。情绪

词是指在文本中具有情感倾向性的词语，它也是判断

情感倾向性的重要依据之一［１３］。根据前文的网络情

绪态度模型，本文对情绪倾向的判断主要基于情绪的

效价和唤醒度。

３．３．５　情绪词分类　在情绪词识别和效价的基
础上，根据情绪词的效价和唤醒度并结合前期文献搜

集过程中的情绪类别，本文将正面情绪由高唤醒度到

低唤醒度分别标识为信心、满足、幸福，将负面情绪由

高唤醒度到低唤醒度分别标识为生气、焦虑、悲伤（主

要情感词分类示例见表２）。
　３．４　软件选择与信度检验　对于关键词的词频统
计，本文选用的软件是 ＲＯＳＴＣＭ６，对于情感词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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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本文选用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社科类软件 ＬＩＷＣ。
为了测试软件分词效果及其准确性，本文对样本进行

了信度检验。信度检验由两位编码员完成，在９５０１条
样本中，笔者随机抽取了１０％的样本进行人工编码。
由编码员来对样本中的情绪词进行判断，并将人工分

析的结果与 ＬＩＷＣ软件的统计结果对比。通过 ＳＰＳＳ
的可信度分析，人工编码和软件编码的内部一致性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Ａｌｐｈａ值为０．７３，达到科学研究的信度。
表２　样本中部分情感词示例

正面情绪 负面情绪

正面

情绪类型
情感词

负面

情绪类型
情感词

信心

ＢｒａｖｅＴｒｉｕｍｐｈ
Ｂｅｔｔｅｒ　Ｗｉｎ
ＨｏｐｅＢｌｅｓｓ
ＴｒｕｓｔＦａｖｏｒ

生气

ＫｉｌｌＳｈｉｔ
ＩｎｓｕｌｔＡｔｔａｃｋ
ＳｔｕｐｉｄＷｅａｐｏｎ
ＦｉｇｈｔＨｅｌｌＲａｐｅ

满足
ＰｒａｉｓｅＨｅａｌｉｎｇ
ＷｅｌｌＦａｉｔｈ

焦虑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ｔＢａｄｌｙ
ＣｒｙＦｅａｒ

幸福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ｅａｒＬａｕｇｈ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悲伤

ＳｕｆｆｅｒＦａｉｌ
Ｈｅａｒｔｂｒｅａｋ

ＴｒａｇｉｃＭｉｓｅｒａｂｌｙ
Ｈｅｌｐｌｅｓｓ

４　研究发现

　４．１　不同文化背景的公众对巴黎暴恐事件表现出
较为一致的负面情绪指向　在评论样本中，四国负面
情绪词的使用量均明显超过正面情绪的使用量（见图

２）。一方面，该事件本身的灾难性使公众产生悲观情
绪，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信息不透明，网民的恐慌情绪通

过网络渠道蔓延，加速了负面情绪的扩散。

图２　样本中正负情感词的使用情况

通过统计三类负面情感词在各国网民评论中的使

用量发现，生气的情绪最为突出。（见表３）在样本中，
生气词的使用量共有６５９８个，占比１．８％，焦虑词共
有２２５９个，占比０．６３％，悲伤词共有１１５７个，占比
０３％。根据图１，生气词和焦虑词属于高唤醒度负面

表３　三类负面情感词在样本中的使用情况

国家

ＷＣ＝３５６４７７

（ｔｏｔａｌｗｏｒｄ

ｃｏｕｎｔ／个）

负面情绪（个／％）

生气

６５９８（１．８）

焦虑

２２５９（０．６３）

悲伤

１１５７（０．３）

法 ８８０６３ １３５６（１．５３） ６３４（０．７２） ３４３（０．３９）

德 １１７７８５ １５９０（１．３４） ６１２（０．５２） ３４１（０．２９）

英 ７６９０８ １６１４（２．０９） ５６０（０．７３） ２４３（０．３１）

美 ７３７２１ ２０３８（２．７６） ４５３（０．６１） ２３０（０．３１）

情绪，而悲伤词属于低唤醒度负面情绪。由此可见，此

次事件中网民表现出了强烈的情绪特征和对事件解决

的较高期待度。

　４．２　网络情绪表达受到事件性质、视频报道类型和
文化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４．２．１　恐怖袭击的事件性质使网民容易受到负
面情绪主导　由于该事件本身的突发性和灾难性，网
民在网络上较多宣泄负面情绪。较为一致的情绪表现

说明巴黎暴恐激发了四国网民强烈的情绪认同，即对

恐怖行为的反抗。负面情绪对事件进展有多方面的影

响：如对负面情绪进行适当的引导和调控，则有利于促

进事件的解决；如负面情绪向极端化发展，也容易引起

非理性情绪阻碍事件的合理进程。

对样本的关键词词频统计发现，网民对于恐怖主

义与其背后深刻的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投放了较多注

意力。样本中四国共同出现的高频关键词包括 ｔｅｒｒｏｒ
ｉｓｔ、Ｍｕｓｌｉｍ、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等（见图３）。由高频词分布可见，
网民情绪集中在对恐怖行为的愤怒以及对暴行的恐惧

上，其中“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包含典型的负面情绪。值得注意的
是，德国三个高频词使用量均处于较低水平，表明其对

这些问题关注度并未像其它三国突出，这或许与德媒

当时将重心放在移民政策和难民处置等问题上有关。

此外，对各类关键词频数进行分析发现，美国使用“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两个单词频率较高（分别是
７０次和５５次），在这些词汇频繁出现的背后，是美国
对于宏观性结构的外部归因［１４］，网民希望政府在打击

恐怖主义暴行上有所作为。而法国样本中“ｐｅａｃｅ”的
使用量高达９７次，可看出遭遇了灾难之后的法国民众
对和平的强烈渴望。

图３　本文中各国典型高频词使用量分布

４．２．２　不同国家在不同报道主题上的情绪关注
点不同　对不同报道主题中各国网民情绪进行分类统
计后发现，四国在不同报道主题上表现出的网络情绪

存在差异（见表４）。在视频样本中，德国在播报事件
类型中产生的负面情绪最多（２．４８％），法国在官方态
度类中产生的负面情绪最多（２．７８％），美国在现场直
击类型中产生的负面情绪最多（３．７６％），英国则是在
追捕袭击者类型中产生的负面情绪最多（３．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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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在不同报道主题中各国评论负面情绪的统计情况

（占各国总词数的百分比）

国家
现场直击

（％）

播报事件

（％）

追捕袭击者

（％）

官方态度

（％）
法国　　　 ２．１８ ２．５５ ２．６２ ２．７３
焦虑 ０．５２ ０．６２ ０．６０ ０．８２
生气 １．３２ １．５７ １．６５ １．５０
悲伤 ０．３４ ０．３６ ０．３７ ０．４１

德国　　　 １．８ ２．４８ ２．１９ １．９３
焦虑 ０．４７ ０．５３ ０．６８ ０．５
生气 １．１０ １．５９ １．１６ １．２１
悲伤 ０．２３ ０．３６ ０．３５ ０．２２

英国　　　 ２．６５ ２．９９ ３．４８ ３．１４
焦虑 ０．７５ ０．６５ ０．８３ ０．７２
生气 １．５１ ２．０２ ２．３１ ２．１０
悲伤 ０．３９ ０．３２ ０．３４ ０．３２
美 ３．７６ ３．５６ ３．４１ ３．４６
焦虑 ０．６３ ０．６２ ０．５６ ０．５８
生气 ２．７６ ２．６８ ２．５７ ２．５８
悲伤 ０．３７ ０．２６ ０．２８ ０．３０

　　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在文化方式上的差异伴随着自
我调节中心上的差异，而自我调节中心可分为促进调

节中心和预防调节中心两类。促进调节中心指，网民

更期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对事件产生积极影响；预防调

节中心指，网民倾向于通过承担自身责任和义务以预

防事件的消极结果［１５］。结果表明，上述差异在四国对

不同报道主题的情绪反应中显著存在。具体来说，英

美在追捕袭击者的报道中表现出了明显的情绪倾向，

显示出对事件积极主动的回应，倾向于关注促进调节

中心。而法德分别在官方态度和播报事件的报道中产

生较多的负面情绪，体现两国希望政府能承担起自身

的责任，倾向于预防调节中心。此类差异是各国对引

发情绪的事件关注点在不同报道主题上的体现。

４．２．３　不同文化模式下网民的情绪表达呈现出
差异　研究发现，四国的网络情绪表达也受到各自文
化背景的影响。对事件中负面情绪分析发现，美国网

民的生气词使用量最高，占比２．７６％。美国文化模式
的核心是个人主义，人们不会刻意去抑制个体情绪，会

较直接地在公共平台上表达［１６］。法国的焦虑词和悲伤

词使用量在四国当中都很高，占比为０．７２％和０３９％。
德国三类负面情绪词的使用量均处于较低水平，分别

是１．３４％、０．５２％和０．２９％。一方面，这与德国的人
井井有条的民族性格相关；另一方面，德媒关注的重心

是事件背后的移民问题，削弱了对事件本身的关注。

英国三类词的使用量都较高，其情绪与地缘上和法国

的联系以及在国家利益上的共同点密不可分。

总的来说，四国的网络情绪表达显示出了明显相

似性，从某个角度也反应了各国文化价值观上的一致

性。但四国都作为独立的主体存在，具有不同的发展

历史和现实处境，公众的网络情绪表达也存在着微妙

的区别。

　４．３　事件中网络情绪态度模型呈现出高唤醒度和
高参与度的特点　情绪分析结果发现，各国网民在不
同效价的情绪中均表现出高唤醒度和高参与度的特

点。本文情绪词的属性以ＬＩＷＣ软件分类和两名人工
编码员的共同判断为依据。四国在正负情感词的使用

量上，分别以信心词和生气词居多。信心词主要包括

ｂｒａｖｅ、ｔｒｕｓｔ、ｂｅｔｔｅｒ等，生气词主要包括 ｋｉｌｌ、ｗｅａｐｏｎ、ａｎ
ｇｒｙ等（见图４），根据本文模型，信心词和生气词都属
于高唤醒度和高参与度的效价组合。

图４　样本中信心词的标签云

此类高唤醒度情绪易被激发，更容易促使社会性

传播行为的产生，即网民的高参与度。因此，高唤醒度

情绪往往与网民的高参与度联系在一起。从某种程度

上说，信息传播是否能转化为行动，取决于情绪的唤醒

程度。

５　结论与讨论

　５．１　网民的情绪效价较为一致地倾向于负面，突发
事件中应注意对负面情绪的疏导　在前期研究中发
现，网民情绪表达较为一致性地倾向于负面。网民在

网络上更容易释放情绪，因而网上的言论常常表现为

非理性［１７］。此发现与前人观点基本一致，网络情绪在

此次事件中呈现一边倒的态势。

网上的负面情绪容易产生群体极化现象，扰乱公

共秩序。一定的正面情绪有助于引导网民情绪，官方

组织需提高自身应对能力，做好疏导工作。样本统计

显示，网民正面情绪出现的频率在３０％ ～４０％之间，
远远高于理论预期。这表明了在欧美国家的文化模式

下，正面情绪在整个网络情绪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

位［１８］。突发事件中，充分发挥正面情绪的引导功能，

可帮助公众重塑情绪体验，使网络言论逐渐趋于理性。

　５．２　文化模式为网络情绪表达提供了宏观背景　
情绪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对网络情绪的认知要更

多关注影响情绪产生和表达的中介因素。本文从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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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的评论切入，重点探讨了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

因素以重要方式影响着情绪，突发事件常作为外部刺

激源引发情绪反应，当与价值观相符时，会引发正面情

绪，而与价值观相悖时，则引发负面情绪。

结果显示，美国网民倾向于在网络空间宣泄个体

情绪，表达自我观点；而英国网民倾向于对事件抱有批

判态度并探求真相；德国谨慎严密的行为习惯同样体

现在网民的情绪表达中；对于法国，网络成为了公众宣

泄焦虑和悲伤的平台。文化从多个层面影响着网民情

绪表达的关注点、性质以及强度。

　５．３　诸多中观和微观的中介因素延伸了网络情绪
的影响　除了文化作为宏观背景影响网络情绪表达之
外，诸多中观和微观中介因素的影响也不能忽视。本

文已经验证的中介因素包括报道主题，事件性质等。

这些因素虽然比较外化，但从不同层面影响着网络情

绪。而其他研究中提到的人际关系亲密程度［１９］，用户

之间交流频率［２０］等更为内化的因素，有待更深入挖

掘。

这些中介因素从三个层面上延伸了网络情绪的影

响。首先，它们影响了网民情绪表达。在网络平台，网

民对于事件的感知与评估能力更为积极，加之网络低

门槛，中介因素的作用很容易呈现出来。其次，它们影

响了网民对现实的认知。突发事件后的网络情绪直接

反应了网民对事件所持的态度，而这些因素在传播过

程中作用于人们对情绪的理解，改变公众的态度认知。

最后，这些中介因素还时常与具有高唤醒度的情绪结

合起来，导致网民进一步的行动意向。

６　结　语

不同的文化模式意味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

式。本文对巴黎暴恐事件的公众评论进行了梳理，发

现西方国家的情绪表达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但每个国

家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网络情绪反应也存在着细微

的差异。因此，四国呈现出的情绪是事件本身作为外

部刺激源与各国固有的文化总和作用的结果。在跨文

化情绪沟通中，应最大限度地把握可控的因素，减少传

播阻抗。当差异产生时，应以尊重的心态去看待，不断

地学习相异文化，加深对其了解。我们包容地去践行

跨文化沟通时，这种心态也能反过来对异己者产生积

极影响，从而营造良好的跨文化情绪沟通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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