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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 月初，广东刘女士在
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狂炫三斤车
厘子后出现高烧、面部肿胀等问题，
连夜把自己送进了医院急诊。此视
频一出，在网上快速发酵。尽管事
后，当事人澄清中毒原因是药物过
敏，央视新闻也发布报道称吃车厘
子中毒实为谣言。但在自媒体的传
播过程中，此事件慢慢被掐头去尾，
当事人被符号化为“嘴馋姐”“3 斤
姐”，车厘子面临“塌房”危机。从食
品安全话题到新型流量密码，车厘
子“沦陷”背后，也许是网络舆论的
情绪化传播在作怪。

情绪化传播作为一种复杂的传
播现象，利弊共存。从传播学规律
来看，它基于情绪感染机制，能够在
社交媒体环境中快速扩散信息。当
传播内容积极正向时，可利用情绪
共鸣凝聚社会认同感，在短时间内
汇聚公众的情感力量，形成强大的
社会动员效应。

然而，网络情绪的传播常常会
伴随谣言散播、群体极化等现象。

研究发现,比起真实信息,谣言等虚
假信息的评论中带有更多表达恐
惧、反感、惊奇等情绪的词汇,而此
类情绪化表达则可能是这些虚假信
息得到更多转发的原因。

在此次车厘子塌房事件的传播
过程中，部分传播者被“吃车厘子”

“中毒”“进医院”这类吸睛词汇所吸
引，或是出于对食品安全的恐慌，或
是急于传播信息，忽略了个体体质
差异等复杂因素，未能遵循传播信
息应全面、客观的原则。这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情绪化传播容易导致
信息的片面性与不准确性，偏离了
传播伦理的基本要求。

与此同时，在自媒体的传播过程
中，将广东女子以“三斤姐”为名进行
符号化传播，将“吃车厘子中毒”打上
标签进行话题引流。其所传播的内容
由于社交媒体的个人参与性问题，信
息传播采取的是病毒式的裂变传播方
式，而转发的过程会将与个人相关的
信息或者观点加以突出和强化。

从传播学视角来看，这体现了
“使用与满足”理论——受众在转发
带有个人情感倾向的信息时，往往
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某种心理需求，
如表达情绪、获取关注等。同时，也
契合群体动力学原理，个体在群体

传播环境中，易受群体情绪和意见
的影响，从而强化自身的情感倾向
并反映在信息传播行为中。

长久以来，车厘子便以其“天
价”形象进入大众视野。早在2022
年，车厘子便是公认的“水果刺客”代
表。人们通过网络热梗来发泄对高
价水果的不满情绪，这就为“情感共
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个例
食品安全问题出现，车厘子被冠上

“毒王水果”的名号时，这一负面信
息就像点燃的火药桶，瞬间引爆了人
们心中早已积蓄的不满情绪。

在网络传播生态中，社交媒体
的传播机制在情绪化传播现象里
扮演着复杂角色。其点赞、分享等
功能，为信息的快速扩散提供了便
利，却也使得情绪化观点得以在网
络空间迅速蔓延。一个具备极强
情绪唤起能力的短视频内容产品，
多数内容生产者为争取高可见性
会直接转发或产出近似的内容，不
断重复“热点”以求产出流量时代
的“爆款”。情绪化内容在用户的
交互行为中呈几何倍数扩散，让理
性声音被大量情绪化信息淹没。

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推送机
制使得热点话题集中度较高，内容
生产者基于自身对算法推荐机制

的实践性理解，常常将情绪作为一
种流量获取手段。而系统依据用
户的浏览历史和兴趣偏好进行内
容推送，在情绪化传播的大环境
下，大量推送车厘子相关的负面信
息，导致用户接收的信息趋于片面
化和单一化。这种推送模式在一
定程度上推动了情绪化传播的蔓
延，对健康的信息传播生态造成了
一定冲击。

事实上，有效的情绪化传播能
够凝聚社交媒体时代个体的社会认
同，形成更为紧密的社会联结，对于
数字社会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如
何汲取新媒体的社交力量,引导其
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已然成
为当下亟待深入思考与探究的重要
议题。

情绪作为人皆具备的生理和心
理反应，包含情绪性信息的内容能
够吸引更多受众的注意，并且唤起
其人们自身的情绪反应。而当前情
绪化传播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传播
链条上的各方都肩负着重要责任，
唯有传播者、受众以及社交媒体平
台三方共同努力，全面提升数字素
养，才能构建起抵御不良情绪化传
播的坚固防线，营造健康有序的网
络传播环境。

看网络情绪化传播的连锁反应
钟欣蓝

过年要过出文明的“喜庆味”，
就得破除陈规陋习。如何“知行合
一”、从心动走向行动，就需要形成
舆论监督、道德约束、正面引导等
良性机制，并通过党员干部带头、

“小手拉大手”等途径，用大多数人
的文明觉悟去影响少部分人的不
文明陋习，从而营造一个“人人崇
尚绿色、个个讲求文明”的良好氛
围，并让生动的实践融入到生活的
细节中。譬如，反对铺张浪费，自
制“年夜饭”，看春晚时降低电视亮
度和声音，以绿植、粗粮蔬果等礼
品代替高价滋补品送长辈，骑自行
车或乘公交去郊游、走亲戚等。

文明新风的传递，需要潜移默
化。朋友圈里多一点“文明攻略”
的讨论交流，公共场所多一些“文
明指南”的温馨提示，家人亲友间
多一句“文明拜年”的倡导提醒
……当我们每个人都能“从我做

起，向我看齐，对我监督”，互相影
响、互相涵育、互相提升，进而使文
明的生活方式成为城市的新风尚
时，过个“喜庆年”的美好愿景就会
渐行渐至。

绿色文明是对节日的最好回
馈。一方面要让优秀文化占领阵
地。结合传统民俗和现代时尚，
举办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节庆
活动，让每个人都能从家里走出
来、从酒桌上撤下来、从牌桌上退
下来，在有滋有味的文化年味里
共享幸福、尽享快乐；另一方面要
让绿色消费占据市场。比如，市
场上多供应一些绿色无公害食品
等“低碳饮食”；又如，打造烟花爆
竹的“升级版”，大力推广电子鞭
炮、电子礼花。

有一种过年方式叫绿色文明，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角，贵在知行
合一、严以律己。

有一种过年方式叫绿色文明
徐剑锋

1月20日，安庆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出2025年文

明过年倡议书，引导广大市民过一个文明、安全、祥和、喜庆

的新春佳节，持续巩固提升文明创建成果，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

（《安庆晚报》2025年1月22日）

春节是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
如果每个人都能以“小我”自律换取

“大众”便利，社会文明的基础便会
更加稳固。

比如，在春节期间保持社区整
洁，不仅仅依赖环卫工人的工作，而
是每个居民自觉遵守公共卫生规
则；比如，越来越多的城市推行电子
烟花、灯光秀等低碳环保的过年方
式，这些创新方式不仅减少了污染，
还为节日增添了科技与现代感。

文明不仅是个人行为的自律，
更是群体氛围的互相感染。一句

“新年好”的问候，一个主动礼让的
动作，都可能成为引发“文明叠加效

应”的催化剂。
在家庭范围内，父母的言行对

孩子具有天然的榜样作用。家长若
能在春节期间主动参与文明实践，
也能为整个家庭注入文明的动力。

文明过年要从“倡导”走向“行
动”，离不开制度保障与个人实践的
双向发力。一方面，相关部门要通
过加强宣传和完善制度，引导市民
在过年期间自觉践行文明行为；另
一方面，每个人也需要从“被动参
与”走向“主动行动”，将文明理念内
化为自身素养。

让我们共同扛起文明的责任，让
这个春节更温暖、更和谐、更有年味。

文明过年需人人文明
孙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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