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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建构需求、认同序列与信息鄙视链的生产

吴　斯
南京邮电大学 传媒与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个体始终存在身份建构的需求，而作为信息鄙视链基础的认同序列则在现代

性指引下生产。通过身份建构需求和认同序列，个体与信息鄙视链相互连接。个体通过

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运作，能够从认同序列中主动或被动获得某一身份。在

此过程中，通过现代性的内化，个体帮助信息鄙视链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目前也存在部

分具有后现代特质的信息鄙视链，但后现代性仍然难以支撑人们的社会化过程，最终其也

被现代性所吞噬，成为信息鄙视链生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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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回顾

鄙视链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剧迷鄙视链（英剧迷 ＞美剧迷 ＞日剧迷 ＞
韩剧迷＞港剧迷等其他剧迷）、微博鄙视链（ｔｗｉｔｔｅｒ／饭否＞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搜狐微博等
其他微博）、学科鄙视链（理科生＞工科生＞文科生＞体育生／艺术生）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鄙
视链已然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其成因也引发了学者的广泛讨论。

当下的研究大多针对某一特定鄙视链，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具有理论延展性，仍有一些问

题尚未得到关注，比如韩剧迷即便知道剧迷鄙视链的存在也并不会放弃看韩剧，中超球迷

更不会因为意甲身处足球鄙视链的上层就轻易转投意甲。这些信息鄙视链究竟如何生产？

其再生产的稳定性又从何而来？我们将针对这两个主要问题进行探索和分析。

鄙视链是指人们相互之间通过鄙视与被鄙视关系建立起来的关系序列。信息鄙视链则

泛指一切已经存在并被公众广泛接受（消除了不确定性）的鄙视链。最早对信息鄙视链进

行探讨的是黄淑贞关于美剧在中国传播的一项研究。她指出人们对港剧、日剧、韩剧、台剧

与美剧已经形成基本稳定的社会评价，并且形成了一个等级梯度，等级越高一般被认为越

有“品味”，而这一排序在本质上与世界经济格局大体一致。剧迷主动接近美剧是一种具有



象征性意味的表演行为。美剧则通过对都市白领和在校大学生群体的主体询唤，完成了对

美剧受众的全球欲望动员，把他们接合到了跨国阶层的全球建构中［１］。

黄淑贞在研究中更看中文化资本和象征性消费在剧迷鄙视链中的功能，这无疑是十分

具有创建性的考量，但其解释效力在其他类型的信息鄙视链中则相对有限。例如谢欣在谈

及媒介鄙视链时就认为，媒介鄙视链的本质是社会结构变迁在媒介空间的一种展示，鄙视

链中所反映出的高智商、小众、国际化等优越感折射的是人们的文化资本差异，年龄等优越

感则是典型的社会资本差异，而真正的差异则来源于隐藏在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之下的经

济资本［２］。

但谢欣并未详细分析高智商、小众、国际化为何体现了文化资本差异，年龄优越感为何是社

会资本差异，经济资本是否真能够成为理解媒介鄙视链的根本。黄淑贞、谢欣二人的研究基本可

以概括当前关于鄙视链研究的主要观点。可以看到研究者大都注意到了鄙视链的形成与社会资

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之间的联系，但在具体的解释方面则有着不同的侧重。

相较而言，秦许鸽对电视剧鄙视链的研究由于采用了传播学视角，在以社会学视角为主的

鄙视链研究中就显得相对特别。秦许鸽指出，电视剧鄙视链是大众评价的集中体现，电视剧粉

丝的聚集是人际和群体传播的合力，鄙视链鸿沟的形成则来源于刻板印象和偏见［３］。该研究

将鄙视链置于群体传播的内容下讨论，对于我们了解个体为何会投身于特定群体进而形成刻

板印象和鄙视链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但要充分理解信息鄙视链，而非单一的电视剧鄙视链，

现有的理论框架仍相对单薄，理想的理论框架应该能够勾连不同的研究维度，并具有一定的理

论延展性。

事实上，如果回到信息鄙视链这一概念本身，我们就会发现能够用来解释其生产与再生产

的学术概念已经暗含其中。信息鄙视链实际体现的是一种认同序列，而其生产与再生产则与

个体从认同序列中主动或被动进行身份认同有关。简言之，我们的研究问题转换为更为学术

的话语表述是：阐释信息鄙视链的认同序列如何形成，个体如何参与到这一认同序列的生

产中。

在以上问题的引导下，本研究将首先对信息鄙视链进行类型学分析，进而探讨信息鄙视链

的认同序列与作为自变量的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再结合已有研究和田野观察，寻找能够用于

解释两者关系的中间变量，最终建立起信息鄙视链生产的解释框架。

二、信息鄙视链的类型学分析

类型学分析的目的是在各种现象之间建立有限的关系，从而对问题进行论证和探索。于

信息鄙视链而言，当前研究基本是以内容为分类标准，内容的无限性和实时变动的特性使得该

分类标准不仅无法明确区分各类信息，也难以覆盖整体鄙视链。如何对信息鄙视链进行类型

学划分，以什么样的标准为依据？这是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类型划分的理论依据

于个体而言，首要任务是确立身份，但身份的建立显然并不完全源于自我认知。伯克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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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建立与维持的内在动力机制的研究指出，作为控制系统的“身份”，首先为个体提供了一

套认同标准，个体在情境中对他人行为作出反应之时，将接受这套认同标准，同时反思并评估

标准与情境中行为效果之间的差异，从而选择一套行为输出标准［４］。

可以看到，认同标准是身份控制系统能够建立的关键，而信息鄙视链则是诸多认同标准中

的一种。这是因为信息鄙视链之所以能够建立，与个体的认知直接相关。如果个体不能将信

息鄙视链化作内在认同标准，那么信息鄙视链将成为一组无意义的杂乱信息。因此，信息鄙视

链的存在与个体的身份建构是共生关系。

有了这样的认知后，我们便可以从认同类型的角度切入，对信息鄙视链进行划分。认同涉

及人的主观感觉和心理行为，有诸多划分标准，其中从主观和客观两个层次进行划分是经常被

使用的标准［５］。由于它能够穷尽认同类型，与我们的研究也十分贴合，成为我们展开讨论的

主要依据。主观认同标准是自己主动选择的，往往与情感相关；客观认同标准则是外部强加

的，主要表现在语言、地域、宗教等方面。

如此，个体与信息鄙视链的连接就成为这样一个过程：有着身份建构需求的个体，在与信

息鄙视链相关的客观认同标准下被动将自己置于特定的身份群体中，或在主观认同指引下主

动将自己置于某一身份群体中，进而产生与特定身份相关的行为。信息鄙视链在个体身份建

构的过程中内化于个体，并在实践中不断再生产。要理解信息鄙视链的主客观标准与个体身

份建构的关系，还需要更为细致的分析。

（二）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与客观认同信息鄙视链

就具体的信息鄙视链而言，我们可以根据其与主客观认同标准的关系分为两类：一类是以

剧迷鄙视链、球迷鄙视链等为代表的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一类是以地域鄙视链、学科鄙视链

等为代表的客观认同信息鄙视链。虽然我们用主观与客观来区分不同的信息鄙视链，但这并

不意味着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中没有客观因素，客观认同信息鄙视链中不能有能动因素。该

划分实际上是一种人为意义上的类型学区分，主要用来确认个体与信息鄙视链在初次连接时

的关系。

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是当前鄙视链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与其认同标准更易聚集特定群体

有很大关系。由于此时个体是依照自身兴趣和需求主动选择了身份建构标准，依此而建立的

身份对个体而言也就更具吸引力，相应的个体也更易集结成有着明确目标的群体。我们可以

发现，不管是剧迷还是球迷，参与者无论处于何种身份层级，都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有着强烈的

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正是对主观认同的回应。这也使得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在每一个身份认

同标准上，都具有较强的横向凝聚力，横向身份凝聚则进一步强化了不同身份标准之间的区

隔，从而使得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更加稳固。

相较而言，客观认同信息鄙视链由于并不完全以个体的主观选择为依据，往往是个体被动

接受某一身份从而嵌入某一群体中，因此在组成上比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更加复杂。因为被

动接受的身份可能是个体所期望的，也可能与个体愿望相悖。对于前者，个体可能会表现出与

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相似的行为；对于后者，个体则可能表现出现抵抗、消极接受等行为。为

了更好地理解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和客观认同信息鄙视链的差异，我们以体现主观认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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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剧迷鄙视链和体现客观认同标准的学科鄙视链为例进行说明。

学科鄙视链从表面上看是可以依靠个体主观选择将自我嵌入其中的，但实际上它与剧迷

鄙视链体现出的自由选择样态完全不同。剧迷选择任何一种剧迷身份类型都不会受到太多制

约（后文会对制约因素进行详细论述，此处暂不讨论），不同类型的剧集本身并不会设限阻止

个体观看。在互联网越来越普及的今天，剧集的丰富性和易接触性使得人们以兴趣为指向在

剧迷鄙视链中进行身份选择更加方便。但学科的选择则与个体特质直接相关。由于进入不同

的学科都有着一定的门槛，个体更倾向于选择自己拥有一定基础并擅长的学科。当出现个体

由于学科门槛而无法进入某一学科的情况时，人们便会将之视为能力不足。于是原本仅仅表

现在学科声誉方面的信息鄙视链也就和个人能力联系起来，形成了与个体相关的学科鄙视链。

简言之，于个体而言，在剧迷鄙视链中的身份体现的是后天品味的差异，是基于主观认同选择

下形成的；而学科鄙视链则被认为体现着个人先天特质的差异，是基于客观认同被动选择下形

成的。

至此，我们对信息鄙视链的类型、其与个体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一定认知，但更

多的问题也接踵而来。为什么信息鄙视链是以当前的方式———理工科地位高于文科，英剧、美

剧地位高于国产剧等排列认同标准存在的？认同序列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如果客观认同使个

体被迫进入到信息鄙视链的某一环节中，那么个体为何不都投身于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的上

层以获得身份满足感？

三、信息鄙视链的生产

信息鄙视链的类型学分析为我们确定了本研究的几个主要相关变量，但变量之间的互动

关系还需要更为动态的阐释。我们将依次对信息鄙视链认同序列的形成因素和个体身份认同

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建构完整的信息鄙视链生产解释框架。

（一）现代性与认同序列的建构

信息鄙视链的认同序列是我们整个研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前人利用社会资本、文化资

本、经济资本做出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该问题有着诸多启发，但这些变量更有助于回答个体与

认同序列如何连接，即其更适合作为影响个体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被理解，而认同序列的形成

则与它是两个不同却相互关联的问题。

亨廷顿认为：“个体有多重身份，群体在较小的程度上亦是如此，身份包括归属性的、地域

性的、经济性的、文化性的、政治性的、社会的以及国别的。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些身份的各自

轻重分量也会发生变化，他们有时相辅相成，有时也会彼此冲突。”［６］２１该观点提示我们：认同

是存在“轻重”序列的，每一个认同序列都不能离开历史语境被独立讨论。那么，当今社会的

历史语境究竟是什么，它又是如何作用于信息鄙视链的认同序列呢？比较不同类型的信息鄙

视链有助于我们寻找答案。

首先看学科鄙视链。我们在之前提到由于不同学科具有不同的社会声誉，当它与个体特

质联系起来时，也就赋予了个人以不同的能力属性。这其中的社会声誉其实指的是一种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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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最高指向的标准。文科、体育和艺术类学科由于与科学并不同向，所以在面对理科和工科

时就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疲弱；而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社会学科也极力“撇开”自己与人文学

科的关系，向自然科学靠拢［７］１－１０，并表现出经济法律 ＞外语＞文史哲的趋向。这其实进一步
体现了科学作为进步标准的作用———与科学关系更近的社会学科获得了更高的学科地位。

若直接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很可能会将学科鄙视链与就业问题相联系。但有

调查表明，工科毕业生的就业率要显著高于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毕业生［８］。可在学科鄙视链

中与纯粹自然科学更接近的理科地位却高于应用自然科学的工科，这意味着社会资本与学科鄙

视链间的关系并非直接关系，也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以科学作为进步的标准，才是学科鄙视链

存在的最终指向。

再看剧迷鄙视链。与学科鄙视链不同，它内含的每一个身份都来自于参与者的主观选择，选

择的依据主要是个体的情感和兴趣。这种有着“品味”建构意味的选择，可以用布迪厄的资本理

论详细梳理，前人已经对此做过相关分析。我们的问题在于：这三种资本是否有共同的指向，它

们最后指向了什么？答案其实是很明确的：它们包含了一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肯定。

事实上，布迪厄的资本理论就是基于现代社会提出的，他的原本目的在于用经济资本、文化

资本和社会资本来理解社会实践中的能量运动，以及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９］２４１－２５８。也就是说，

这一框架是基于资本主义运行提出的，所以我们才能顺利将之用于对各种与资本主体相关的现

象解释中，鄙视链也被囊括其中。

综合学科鄙视链与剧迷鄙视链两种不同类型的信息鄙视链，不难看到科学、理性与资本主义

是他们共同的追求，这也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作为当下历史语境的“现代性”通过其内含的两

个主要思想———社会世界是从一个发展阶段到另一个发展阶段不断进步的，而资本主义就是当

前历史中的进步象征；科学可以用来促进社会进步［１０］１８３－１８４———影响着人们，并将之内化于人们

的认同标准中，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认同序列。信息鄙视链由此在不同的领域中得以形成，并且通

过或主动或被动的方式引导人们的身份选择来强化现代性。

从田野调查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信息鄙视链都符合以上标准。微博鄙视链（ｔｗｉｔｔｅｒ／饭否 ＞
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搜狐微博等其他微博）、程序员鄙视链（搞 Ｃ的≥搞 Ｃ＋＋的 ＞搞 ｊａｖａ
的＞搞．ｎｅｔ的＞搞ｊｓ的＞搞ｈｔｍｌ的＞搞美工的）、论坛鄙视链（豆瓣＞天涯＞猫扑＞百度贴吧）
等无一不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科学和理性的追逐，现代性的内核也因此嵌入在信息鄙视链中。

（二）资本促动下的身份选择

“现代性”解释了信息鄙视链框架的宏观问题，但中观问题仍然要回到资本的互动与转换中

才能得到解释，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也就有了使用空间。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我们认为布迪厄的

三种资本形式在不同类型的信息鄙视链中都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分析切入点。

对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来说，由于人们参与其中的出发点是基于兴趣和情感，互动就成为该

类研究的核心，所以社会资本与他们的关系更密切。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的社会网络

为其带来的能力和资源，人们经过主观选择后获得新身份实际是为自己选择了新的社会网络，相

应的社会资本也发生了改变。而与之相关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也将同时发生变化。

需要强调的是，当前社会资本主要被视为关系资本，我们并不赞同此观点。之所以称其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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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本，不仅是因为嵌入的社会关系可以带来更多收益，还因为它解释了行动者的社会和群体向

度。社会资本是人与群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的问题［１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社会资本作为

信息鄙视链主观认同建构的切入点。

在客观认同信息鄙视链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表现出更强的活力。由于客观认同信息鄙

视链往往是历史和社会强加于个人的选择，个体进入某一认同序列由其初始地位决定，于是经济

资本和文化资本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中，尽管发生主观认同的个体也受其

初始地位的影响，但存在一定的可超越性。而在客观认同信息鄙视链中，这种可能性是相对较低

的，需要个体付出极大的代价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客观认同信息鄙视链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

关系更密切。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三种资本的协同作用，因为不存在独立的资本运作。我们也仅仅指出了

不同类型信息鄙视链的分析切入点，具体的分析需要在三种资本的协调互动下进行。我们以文

章开头提出的问题：韩剧迷即便知道剧迷鄙视链的存在，也不会放弃看韩剧为例，来对资本的运

作及资本促动下的身份选择进行说明。

剧迷鄙视链属于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韩剧迷在选择身份之前，首先是处于自身的社会关系

网络中。在其初始社会资本的支持下，作为个体的剧迷会在身处的关系网络中寻找支持，也就更

容易选择周围人观看较多的剧集。简言之，相较于大众评价，首属群体的选择于个人而言更加重

要。当然，个体是可以超越这一制约因素的（这也是主观认同信息鄙视链与客观认同信息鄙视链

形成的不同，在首次从认同序列挑选身份时，客观认同信息鄙视链并没有太多的超越条件），不过

一旦个体从诸多的认同序列中选择某一身份，便会开始全新的资本运作。

韩剧迷群体会给个体提供从前并不具有的社会资本，并在不断的互动中强化和扩展这一社

会资本。与之相应的，在社会资本的扩展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也会随之改变。当个体在韩剧

迷群体中获得了稳定的身份认同后，其也就很难再离开此身份，自然不会因为鄙视链的存在而主

动放弃看韩剧。因为此时韩剧迷已经不是认同序列中的一个抽象身份，而是切实存在并与自我

相关的各种资本的集合。中超球迷不会因为意甲身处足球鄙视链的上层就轻易转投意甲，网易

邮箱用户不会因为ｇｍａｉｌ更“高级”就放弃已经使用的邮箱，皆与之同理。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信息鄙视链的生产概括为以下过程：个体始终存在身份建构的需

求，而作为信息鄙视链基础的认同序列则始终在现代性指引下不断生产，于是通过身份建构需求

和认同序列，个体与信息鄙视链相互连接。个体通过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运作，能

够从认同序列中主动或被动获得某一身份，该过程实则是现代性的内化，帮助信息鄙视链实现了

生产和再生产。

四、余论：后现代的反叛与信息鄙视链的更新

信息鄙视链的基本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虽然已经清晰，但我们也观察到一些游离于以上框架

之外的鄙视链。在文艺欣赏方面，电影鄙视链（冷门国家文艺片＞欧洲文艺片＞日韩小清新片＞
老港片＞好莱坞大片＞内地片）、音乐鄙视链（英伦摇滚、国内地下厂牌 ＞欧美流行音乐 ＞日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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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乐＞国内网络歌曲）等等，都显示出了一种跳出现代性的企图，并直接表现为将小众置于
大众之上。这些鄙视链是真的跳出现代性和我们的分析框架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不难看出在信息鄙视链的最上层，现代性的主体往往会跳出大众，试图在小众中寻求对资本

主义、科学和理性的反叛。这意味着身处这些鄙视链中的部分个体已经意识到了现代性对鄙视

链的制约，但由于大众早已被现代性规训，所以只能求助于小众来寻找突破现代性的方案。可是

小众虽然能够暂时性地实现对现代性的反叛，却并不能解决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在实践中我们

也看到，冷门作品、地下作品一旦被大众重视，就很快进入到流行的范畴，从而降低其在鄙视链中

的地位。

这些后现代的“反叛”其实是试图在现代性鄙视链的顶端，再造一个高于现代性的后现代鄙

视层。但由于小众与大众之间的不断互动，以小众为武器的后现代反叛只能在被大众吞没的过

程中不断挑选小众，尝试超越。不过，这样的行动也并非没有意义，虽然后现代反叛很难撼动当

前以现代性为基础的信息鄙视链，但它却能为信息鄙视链的再生产输入新内容。信息鄙视链也

就在大众与小众的运动中不断更新，成为一种动态而非静止的存在。

当然，后现代与信息鄙视链的生产关系其实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但就本研究而言，它

已经实现了对最初所研究问题的回答，更多问题则留待未来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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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ｍａｉｎｂｏｄｙ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ｒｅｌｉｅｆ，ｔｈｕｓｒｅｍｅｄｙｉｎｇ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ｗｅｒ．“Ｇｒｏｕｐｐｏｗｅｒ”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ｍ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ｗｅｒｓｈｏｕｌｄｓｅｔｕｐａ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ｆｏｒｄｉｒｅｃｔ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ｔｅ，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ｆｏｒｍｃｏｍｍｏｎ
ａｎｄｍｕ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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