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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online
 

popularity
 

politics
 

is
 

born.
 

Especially
 

in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political
 

elections 
 

online
 

politics
 

is
 

mainly
 

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online
 

politicians.
 

Online
 

popularity
 

is
 

the
 

most
 

prominent
 

feature
 

of
 

politicians.
 

How
 

did
 

online
 

popularity
 

politics
 

come
 

into
 

being 
 

Based
 

on
 

the
 

semiotic
 

theor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effective
 

interaction
 

and
 

operation
 

among
 

the
 

media 
 

speech
 

acts
 

and
 

audience
 

objects
 

constitute
 

the
 

mechanism
 

for
 

the
 

formation
 

of
 

online
 

celebrity
 

politics
 

in
 

the
 

Internet
 

era.
 

Specifically 
 

politicians
 

exaggerated
 

body
 

behavior 
 

novel
 

language
 

and
 

rich
 

expressions
 

are
 

regarded
 

as
 

personalized
 

expressions
 

with
 

labels.
 

With
 

the
 

help
 

of
 

the
 

Internet
 

media 
 

politicians
 

images
 

are
 

constantly
 

constructed
 

and
 

stereotyped
 

in
 

personalized
 

symbolic
 

expressions
 

through
 

the
 

two
 

paths
 

of
 

political
 

election
 

disenchantment
 

and
 

personal
 

identity
 

labeling.
 

Politicians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win
 

the
 

support
 

rate
 

and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and
 

finally
 

get
 

v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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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學視閾下「網紅政治」形成的動力探究

鄧仕琴

蘭州大學

摘　 要: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網紅政治孕育而生。 尤其是在國家及地區的政治選舉之中,網紅政治主要以網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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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的形式呈現出來。 網紅是政客們最顯著的特徵,那麼網紅政治是如何形成的呢? 本文從符號學理論出發,指

出媒介、言語行為、受眾對象三者之間的有效互動構成了互聯網時代網紅政治形成的作用機制。 具體而言,政客誇

張的肢體行為、新奇的語言、豐富的表情等被視為一種帶有標籤的個性化表達。 借助互聯網的傳播媒介,通過政治

選舉去魅化和個人身份標籤化的兩條路徑,政客的形象在帶有個性化的符號表達中不斷被建構和刻板化。 政客們

藉此博取民眾的支持與關注,最終贏得競選。

關鍵詞:網紅政治;網紅政客;符號學;祛魅化;標籤化

基金項目:本文係「2022 年度甘肅省優秀研究生創新之星項目符號學視閾下網紅政治形成動力探究」 (項目編號:

2022CXZX-050)研究成果。

一、
  

網紅政治的概念

網紅政治是互聯網時代下的產物,理解網紅政治首先需要對網紅進行認知。 網紅,是指因為特質、行
為、事件、視頻直播或高顏值而被網民關注,並迅速漲粉而走紅於網絡的人。 一般而言,網紅有三個月的流

量週期。 由於網紅擁有大量粉絲,因此以直播帶貨為主的網紅經濟成為互聯網時代的經濟運行的主要模式

之一。 政治精英們看到了網紅營銷模式的巨大潛力與優勢,於是政客們紛紛將網紅營銷模式引入政治選舉

之中,最終形成網紅政治。 具體而言,網紅政治是政客利用網絡造勢,增加自身曝光度,打造人設,並將自身

積攢的人氣與熱度帶入到政治選舉中以獲得更多選民支援的政治參與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網紅政治模式

使得政客與民眾能夠進行更為頻繁、直接的政治互動和行為參與。 本文著重分析在國家或地區的政治選舉

之中傳統政客利用網紅的營銷模式而成為在互聯網中備受追捧的網絡政治名人的現象,即政客網紅化的政

治現象。
網紅政客是指政治人物的情緒化表達、言談舉止通過互聯網的傳播後其身份被符號化、標籤化,進而利

用互聯網的放大效應吸引選民關注與支持,並在政治選舉中贏得相應選票的政治人物。 利用互聯網造勢、
作秀、立人設是他們一貫的風格,政客們在這樣一個閉環的過程之中實現從政治素人到備受網民追捧的網

紅政治領袖的身份轉變。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網紅成名之路便遵循的此種邏輯。 特朗普深諳互聯網的營

銷模式與用戶心理,將個人激進的言論、浮誇的行為表演盡可能地發揮到極致,並通過互聯網傳播至全球。
互聯網降低了網絡參政的成本與門檻,而廣大網民也成為了政客們所要爭取的力量。 網民對政客的相關活

動進行反饋,但不管網民對特朗普滑稽卻富有戲劇性的言論、行為的反饋性質是什麼,特朗普無疑是操弄網

紅營銷模式最成功的政客。 對於他的抨擊或支持都助力其成為炙手可熱的網絡政治紅人。 儘管在其成為

網紅政治的過程中,特朗普被外界貼上了「自戀狂、保守主義、民粹主義狂熱者」等標籤,但他順利完成了網

紅總統身份的轉變,全球頭號網紅總統由此孕育而生。 如林中威所言,網紅政治更強調政客的網紅屬性。①

隨短視頻直播等影音媒介的廣泛應用,網絡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力進一步增強,網紅政治不再是個別國家政

治現象,而是蔓延至世界各國。

二、
 

國家選舉中的網紅政治現象

網紅政治在政治選舉中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網紅對選情的影響,如新加坡較早就開始提倡政客與網

紅互動以提高支持率。②在德國的政治選舉中,網紅言論引導選民觀念從而對影響選情。 在我國臺灣地區,
蔡英文借力網紅以獲得勝選;二是網紅政客的誕生,如美國總統特朗普、韓國總統尹錫悅、菲律賓總統杜特

爾特、巴西總統博索納羅等人皆憑藉激烈的競選承諾、鮮明的人格特質以及戲劇張力十足的政治形象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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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總統選舉的勝利。③

由於鮮明的人格特質、超高的語言操弄能力和浮誇的行為表演,加之對社交媒體的操弄,第一代網紅政

治領袖特朗普孕育而生。 第一代網紅總統特朗普的出現仿佛打開了政治領袖網紅化的潘多拉盒子,從那以

後,政客們的畫風開始變了,世界各地出現了各種不同版本的「特朗普」。 比如巴西特朗普「博索納羅」,英國

特朗普「詹森」,菲律賓特朗普「杜特爾特」。 在 2018 年「九合一」選舉中,承諾只用「一瓶礦泉水、一碗鹵肉

飯」打一場幹選戰的國民黨前“立委”韓國瑜,④還有勵志人設的韓國版特朗普「尹錫悅」、烏克蘭「喜劇總統」
澤連斯基,中國臺灣地區的蔡英文、蘇貞昌等政客紛紛跟進鼓噪「網紅風」,柯文哲、黃國昌等第三勢力開始

利用社交媒體製造「網紅政客」的風潮。
回顧以上政客的成名之路,他們並不是我們所熟悉的傳統政客精英成熟穩重、高高在上的神秘形象,反

倒像富有鮮明個性的網紅。 政治人物網紅化的背後不僅折射了現代人政治需求的心理變化,也是選舉政治

在互聯網技術的裹挾下被符號化、標籤化的鮮活案例。 基於對網紅政客形象的分析,我們可發現他們都帶

有鮮明的個人特色,而語言和行為成為他們在社交媒體發達的時代建構與打造自身形象的關鍵利器。

三、
 

符號學視閾下網紅政治的形成路徑

社交媒體的發展是孕育網紅政治的溫床,符號和互聯網正在重塑各國的選舉政治。 在選舉政治中,互
聯網在言論、資訊的表達中扮演著傳播橋樑紐帶角色,而政治人物的語言和行為被視為一種典型的具有象

徵性意義的符號,並以此塑造政治人物的形象與身份。 倘若政客沒有高超的語言操弄能力、行為表演藝術

和獨特的性格加持,即便在社交媒體發達的時代不一定會成為網紅政治領袖。 激進的言語和浮誇行為表演

是網紅政治領袖的共通點,但言語和行為僅僅是一種意向的表達,而言語和行為背後更深層次嵌入的是行

為體被符號化、標籤化、刻板化的精神內核。 基於此,本文嘗試借用交叉於語言學、邏輯學和現象學領域的

符號學理論來分析網紅政治中政客網紅化的形成路徑。
符號學雖創立於 20 世紀,但人類對符號學現象的研究歷史源遠流長。 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兩元符號

學理論、美國皮爾斯的符號三分法和德國人類文化學家凱西爾的泛符號認識論以及德國現象學家胡塞爾的

符號學理論思想構成了現代符號學四大理論來源。 正如胡賽爾所言,符號學具有意向性,即意識活動總是

指向某個物件,意識總是對某種東西、現象、事物的意識。 這意味著意識由意識主體、意識活動和意識物件,
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體。⑤符號的意向性強調了在構成認知物件以及對形成認知的過程中主體所發揮的能

動作用。 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主體可通過符號來影響客體的認知從而形成對主體特定的認知與形象。
符號可代指基於人類活動的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等現象,也包括人類精神或意識世界中賦予認知、概

念的言語、行為以及標識。 符號學的研究目標是我們如何給周圍的世界及自身以意義。 索緒爾指出語言符

號首先是一個完整的系統,其中任何一個部分都必須以整體的存在為前提。⑥對索緒爾來說,系統是共時的

自成一體的語言系統,是一個包括能指和所指兩個方面的單個符號組成的符號系統。⑦言語具有社會性,它
憑社會成員間通過一種契約而存在,而社會性又決定了語言符號的不可變性。 皮爾斯認為符號具有「三位

一體」的特質,任何符號都是由媒介、直涉物件和解釋這三種要素構成的,符號意義的表達需要人的解釋才

能完成。⑧此外,符號還具有隱喻的作用。 隱喻在政治話語文本分析中較為頻繁,隱喻本身作為一種重要的

語義機制可以形成和傳播有關現實的概念認知。⑨言語和行為的符號化使得人們對客觀事物、認知物件容易

形成標籤化、刻板化印象,而這種刻板化印象會引導我們按照固有的認知去對特定事務或物件做出價值判

斷與定義。 在政治意義的生產中,語言和行為是最容易被符號和標籤化的一種。 被符號化下的政治主體的

任意行為和表現都可能會被賦予帶有特定標籤的詞彙,哪怕是他身上穿的體恤上面的圖案、髮型、手勢、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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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動作等都可被納入可符號化的範疇。 基於符號學理論有關於意向、媒介、現象、言語、行為以及隱喻功能

等要素的闡釋,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論支撐。 符號學理論的核心在於研究符號及其意指活動背後蘊含

的意義,而媒介、言語行為、受眾物件三者之間的有效互動則構成了互聯網時代網紅政治領袖誕生的作用

機制。

(一)
 

互聯網時代下政治選舉的祛魅化

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改變了傳統的政治選舉方式。 互聯網的普及使得個人擺脫傳統媒體的依賴為自己

發聲成為了可能,社交媒體也成為了人們暢所欲言、交流資訊的主陣地。 在網路技術發達時代,貌似一切神

聖神秘的事物都被打回人間,這個過程被稱為「去中心化」。
自古以來,各國政治選舉是一件較神秘而莊嚴的事情。 傳統的政治邏輯是精英化的,決策過程是一個

「黑箱」,民眾根本無法觸及政治的核心,傳統政客精英更是給普通群眾一種神秘莫測、無法觸及的距離感和

未知感。 然而,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平臺的興起打破民眾對傳統政客嚴肅、高冷、神秘形象的固有認知,政客

們也一改往日神秘、嚴肅、冷漠的形象,以更為戲劇性、衝擊性和幽默感的「網紅」形象進入大眾視野。 他們

在言論行為上放蕩不羈,發表的政見通俗易懂,這一討巧行為瞬間拉近民眾與政客之間的距離,增加彼此之

間的親切感和信任感。 社交媒體賦予了普通人民近距離接觸政治的可能,而網路也成為政客需要爭奪的資

源陣地。 由於民主選舉的實質是候選人通過各種手段爭奪選民選票的過程,所以政客精英們身體力行以網

紅化的行銷方式來打造自己親民的形象,通過互聯網拉近與選民之間的距離以爭取更多的選票。
政客們的個性化表達如激進的言論、浮誇的行為在互聯網媒介的傳播下實現了受眾物件對政治人物的

回饋之間的雙向互動。 在此過程中,互聯網不僅扮演了傳播媒介的角色,也成為政客們網路造勢和情緒化

表達的視窗,而這個視窗的另一端連接的是廣大的選民,即政治人物言論表達的受眾物件。 在社交媒體的

另一端,受眾對象們與政客精英進行了雙向互動。 受眾物件們對政治人物的回饋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負

向的,但不管是正回饋還是負反饋最終都使政治人物的身份、個性以及形象被進一步標籤化和個性化。 舉

個不合時宜的例子,現在娛樂圈某些明星為了沖上熱搜賺流量,不惜以自黑的方式來進行炒作,所謂「黑料

紅也是紅」。 儘管自爆黑料的方式有點極端,但負面消息往往更能吸人眼球、博人關注。 回到受眾物件對政

客的回饋上面,不管是積極支持還是消極辱駡,但凡做出了回饋的行為,這都為政客的流量度與關注度增添

分量。 政治人物所面臨的回饋傾向分裂越大,爭議越大,其人物的性格、身份及形象也鮮明,也更加容易被

標籤化、符號化,從而一躍成為網紅政客。
回顧特朗普在競選及執政期間的「不按常理出牌」的行為、尹錫悅與李明成在韓國競選時的「上勾拳」對

決「上踢腿」的滑稽動作⑩,也能夠理解了在本該嚴肅端莊的政治選舉場合,兩位總統競選人竟如喜劇演員般

為國民上演了一場精彩的拳打腳踢之戲。 因為這富有戲劇性的「對決」引發了雙方的支持者在網上大量 P
圖以示應援的網路跟風,也提高了雙方政客的支持率與關注度。

(二)
 

符號學視閾下政客身份的標籤化

互聯網時代下的符號學正在重塑各國的政治選舉,符號學理論塑造下的網紅政治最大的特色就是標籤

化。 具體而言符號學理論與意向、媒介、物件、人的解釋以及隱喻等要素緊密相連的,這為其進入政治學領

域的研究提供了概念支撐。 在政治選舉與話語之中,政客的「話語」和「行為」被視為一種具有特定象徵性意

義的符號標記,使得政治人物的形象標籤化、個性化。 被符號化下的政治行為體的任意行為和表現都可能

會被賦予帶有特定標籤的詞彙。
在政治意義的生產中,語言和行為作為一種重要的語義機制,可以形成和傳播有關現實的概念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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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和行為成為政客們在互聯網上行銷、展示自我形象和鮮明個人特質的方式。 特朗普駭人驚聞的言論讓

他被貼上如「自戀狂、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宗教歧視、自戀狂、法西斯」等標籤。 他在社交媒體上以接地氣的

方式與民眾互動、在社交媒體上隨心所欲表達個人觀點,對相關問題的極端言論等,這些都使得其借助互聯

網的東風迅速成為全球頭號政治網紅。 儘管特朗普的相當部分言論不具有真實性,但這被外界所接受並認

同其自戀、真實及坦率的形象,這也為他贏得了相當部分穩定的追隨者。 韓國兩位總統候選人尹錫悅和李

在明同樣是被網友標籤化的網紅政治人物。 如「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經濟、對北乃至對華強硬、勵志、雷厲風

行」是尹錫悅的身份標籤,而韓國第一位工人出身的總統,「反日、進步主義」等則是李在明的標籤。 隨著網

紅政治的發展,在政治選舉中人們記住的只是形形色色特點鮮明的人。
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政客們深諳網紅行銷模式,通過互聯網這一媒介以個人獨特的言語和行為方式建構

符合大眾期待的領導人形象,並通過自身持續且連貫的言語行為來固化人民對其形象、身份的認知與界定,
從而使某一話語成為形容自身的專屬標籤。 在這整個過程中政客不僅利用互聯網實現了身份的標籤化與

符號化,也凝聚了人心並以網紅政客的身份爭取更多的支持與認同。 如談到特朗普我們就會把他與「自

戀」、「隨性」、「率真」等詞關聯,而「勵志」、「強硬」則成為尹錫悅的身份標籤。
在網紅政客的形成過程中,語言和行為作為一種符號性的方式塑造政治人物的形象與個性並使之標籤

化、個性化,而媒介、言語行為、受眾物件三者之間的有效互動與運作則構成了互聯網時代網紅政治領袖誕

生的作用機制。

四、
 

結語

政治人物網紅化是互聯網媒體發展之後的必然產物,而這些能夠以網紅出圈的政治人物身上都具備一

個共同的特性即超高的語言駕馭能力和強烈的行為表現欲。 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新一代網紅政治領袖們深

諳互聯網時代的網紅行銷模式,通過互聯網這一媒介以個人獨特的言語和行為方式建構符合大眾期待的領

導人形象,並通過自身持續且連貫的言語行為來固化人民對其形象、身份的認知與界定,從而使某一話語成

為形容自身的專屬標籤或標識。 由此,在這整個過程中政治領導人不僅利用互聯網實現了身份的標籤化與

符號化,也凝聚了人心並以網紅政治領導的身份爭取更多的支持與認同。
在互聯網時代下,符號是塑造網紅政治形成的重要因素。 特朗普無疑是網紅政治行銷模式下最為成功

的總統,尹錫悅也絕對不會是最後一位網紅總統。 世界各國網紅總統的出現使我們使無法忽視互聯網時代

社交媒體所提供的發展機遇的重要作用。 此外,明晰符號學對網紅政治的作用機制,有利於深入剖析尹錫

悅的人格特質以減少尹錫悅上臺以後中韓關係之間的不確定性,找到與像尹錫悅這類網紅總統恰當的相處

之道。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當前網紅政治正處於上升期。 在可預計的未來,網紅政治將會進一步在各

國政治選舉中輪番上演,其對國家內政外交的影響也是值得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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