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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语境下“中国梦”的语义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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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 社交网络作为一

种自媒体，一时间成为草根大众发声的渠道和讨论的公共平台。 由政府主导传播的价值观，也
在社交网络中被传播和解读。 本文拟从不同舆论场的角度出发，用词频分析、语义网分析的方

法，剖析“中国梦”这一概念在网络语境下被媒体和大众解读的情况，以及在传播过程中所面

临的问题及对策。
关键词：新媒体；中国梦；舆论场；词频；社会网络分析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５９８（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７４⁃０５

　 　 引言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
兴之路”时，首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 他认为，
到 ２０２１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 ２０４９ 年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１］ “中国梦”的提出，激发了每一个

中国人的热情。 在中国全面复兴的今天，经济上已

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此时提出“中国梦”，对
于增强本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文化软实力极其

重要。［２］习近平主席这样形容中国梦：“中国梦归根

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

不断为人民造福。”既然“中国梦”来自人民、服务人

民、造福人民，那么广大的人民群众如何接受和理

解“中国梦”？

一、文献综述

学者们已从多个视角出发，对“中国梦”的内

涵、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深刻剖析和解读。 然而任何

学术研究都应该从定义下手，解决“中国梦”这一概

念的特征和内涵是关键所在。 辛鸣认为，“中国梦”

的深刻内涵是让国家更强盛、人民更幸福，中华民

族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李君如和郑必坚从国内

国外两个大局相统一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坚定地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之

梦。 周天勇从具体内容出发，认为“中国梦”包括安

居乐业梦、新市民梦、社会保障梦、生态环境梦、和

谐社会梦等具体方面。 赵汀阳认为，“中国梦”应该

包括以下因素：强大的物质力量、强大的思想能力、

公正社会的设计、丰富的精神生活、“普遍民心”原

则。［３］范增教授认为，“中国梦”的精髓是实现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表里如一的关系，反映了国家、民族与人民的

奋斗目标。［４］

在“中国梦”的传播上，不同学者也给出了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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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 常江、许诺将“中国梦”在主流媒体上的报

道分为两个阶段，认为媒体的报道内容和报道形式

随着“中国梦”的内涵被深入阐释而发生着改变。
对电视、报纸、网络等不同类型媒体的“中国梦”报

道进行考察，并在新闻修辞，议题设置上给出了自

己的建议。［５］ 吕涛认为，“中国梦”的传播途径应利

用新媒体的强大优势，突出典型示范的引领作用，
构建传播指标体系并以全员实践作为一种行之有

效的传播方式。 在传播的对象上，应着重对国内青

少年和世界其他国家进行传播。［６］ 陈延斌，牛绍娜

在对比了欧美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路径之后，提出中

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传播应发挥党和政府的主

导作用，加大对非政府组织的扶持力度，发挥其传

播助推作用，规范大众传媒，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传播效应，通过灌输、渗透和实践习练、养成等

多种路径，全方位、全过程融入国民教育。［２］ 张小

飞、陈莉提出：在新媒体时代，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

传播上，必须做出科学的应对。 首先，准确把握新

媒体技术发展对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播带来的挑战。

其次，提升大众媒介素养，提高大众媒介应用能力。
最后，顺应技术发展趋势和新媒体时代文化生态的

基本特征，努力构建价值观网络教育互动机制，在
互动中实现核心价值观传播。［７］

从我国学者对“中国梦”的研究角度来看，多集

中在概念的辨析，传播途径、形式的探索以及各类

媒体在传播“中国梦”时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上。
但是至今为止，鲜有学者去分析“中国梦”这一概念

的传播效果。 笔者拟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社

会化网络分析的方法，分析不同舆论场中，对于“中
国梦”的传播、解读和认知。

二、研究方法与步骤

（一）样本周的构建

笔者从“中国梦”这一概念的提出至今选取一

个整年的时间：２０１２．１１．２７—２０１３．１１．２７，并按构造

样本周的要求，随机抽取了 １４ 天，构成 ２ 个完整

的样本周，如表 １ 所示，所有的样本都来自于样

本周。

表 １　 样本周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１ ２０１３．０６．１７ ２０１３．０３．１２ ２０１３．０２．１３ ２０１３．０８．０１ ２０１２．１２．１４ ２０１２．１２．２９ ２０１３．０６．０２

２ ２０１３．１０．２１ ２０１３．０７．０２ ２０１３．０８．２８ ２０１３．０９．２６ ２０１３．０５．０３ ２０１３．０４．１３ ２０１３．１１．１７

　 　 （二）样本选取

由于价值观传播的特殊性（由政府主导），笔者

将研究对象———中国网络社会的舆论场分为一个

二元结构，即政府舆论场，以政府网站为代表的，具
有政府喉舌功能且发布信息均为官方内容的媒体；
民众舆论场，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和论坛，以
草根为受众的主体，能听到草根的声音，代表草根

利益和情感。 两个舆论场在主体的构成，内容的选

择和传播的目的上都有所不同，两个舆论场构成三

个区域，其间重合的公共区域即“利益共同区”，在
这个区域里，舆论达到相对统一，这个区域越大，说
明有效传播的可能性越高，反之亦然。

在样本选择中，为了满足不同舆论场的要求，
笔者分别选择了百度新闻中的政府网站新闻和新

浪微博。 百度新闻作为中国最大的新闻搜索引擎，
在中文搜索领域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享有最多的

使用者，故将其选为样本的主要来源。 选择样本

时，在百度新闻搜索页面中搜索标题中含有“中国

梦”的新闻，剔除掉搜索结果里重复发布的新闻和

干扰项，初步得到有效样本 １ ２４９ 个。 从这 １ ２４９ 个

有效样本中，选择超链接中含有“ＧＯＶ”（在网络中，
用 ＧＯＶ 来指代非军事的政府机构，其他机构不可使

用该域名）的新闻作为政府舆论场的样本，共计 ５６
条。 在民众舆论场的选择中，笔者选择了中国最大

的社交网站新浪微博，并以“中国梦”为关键字进行

搜索。 为了确保信息内容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所选

样本均为原创文章并剔除结果中由认证用户所发

的内容，样本周内共得到 ４ ２８６ 条微博。
（三）文本内容预处理

为保证 ＲＯＳＴＣＭ６ 的词频分析软件能准确识别

文本内容，笔者将原始文本都转换成简体中文，并
将同一舆论场的样本合并在一个 ＴＸＴ 文件中。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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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逐一导入 ＲＯＳＴＣＭ６ 中进行词频分析，将初步

结果中的无意义的词删除，如“和”“的”“了”“是”，
留下具有实际意义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再将数

据抓取时，因软件识别有误导致被错误收录的词删

除，如“来源”“转发” “赞”等。 按照词语出现的频

率由高到低选取与研究主题最相关的 ４８ 个高频词

语作为词频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词频统计

词频分析可以确定“中国梦”在网络上不同舆

论场传播的若干特征。 描述“中国梦”传播特征的

高频词如表 ２。

表 ２　 词频分析

序号 政府 媒体 微博 序号 政府 媒体 微博

１ 实现 发展 我 １３ 国家 学习 企业

２ 青年 实现 中国 １４ 实践 世界 中华民族

３ 工作 青年 实现 １５ 创新 中华民族 民族

４ 教育 人民 国家 １６ 宣传 复兴 自己

５ 发展 人 你 １７ 中华民族 社会主义 青春

６ 学习 建设 我们 １８ 青少年 问题 发展

７ 文化 群众 人 １９ 深入 创新 习近平

８ 精神 党 伟大 ２０ 民族 服务 青年

９ 伟大 伟大 复兴 ︙

１０ 人 教育 地产 ４６ 习近平 关系 健康

１１ 复兴 民族 党 ４７ 传统 和谐 上访

１２ 建设 改革 社会 ４８ 凝聚 党员 环境

　 　 从表 ２ 中可见，不同舆论场在构建“中国梦”这
一概念传播特征的高频词主要包括名词和动词，名
词主要集中在“中国梦”内涵的主体和客体等方面，
动词主要在实现“中国梦”的形式、要求等。 通过对

两个舆论场之间“利益共同区”的测量，可以发现政

府舆论场与公众舆论场的高频词重合度分别为

３５ ４％。 具体来看，公众舆论场中被多次使用的“我
们”“自由” “宪政” “民主” “上访” “农民工”等词，
在政府论场均未被频繁提及。 另外，政府舆论场多

次使用的“党员” “政府” “努力” “弘扬”等，在公众

舆论场也鲜有出现。
可见，两个舆论场关于“中国梦”传播特征并不

完全一致。 下面将结合语义网络分析以及对应分

析进一步比较政府、媒体和公众舆论场对于“中国

梦”的网络传播特征。
语义网络分析可以描绘“中国梦”的认知特征，

形象地呈现各个概念之间的联系。 图 １、图 ２ 分别

为政府和民众舆论场对于“中国梦”的网络传播特

征的语义网络图。 从图 １ 中可以看出，政府舆论场

的高频特征词以“实现” “实践” “创新”为中心分

布，主要词簇包括：“创造” “奋斗” “建设” “学习”
“发展”“问题”和“服务” 。 上述 ７ 个词簇是与政府

舆论场“中国梦”网络传播特征最相关的内容。 从

图 ２ 中可以看出，民众舆论场的高频特征词以“实
现”和“自己”为中心簇布，主要词簇包括：“希望”
“主席”“凝聚” “自由” “幸福” “我们” “奋斗” “问
题”“实践”“创新”“建设”“思想”。 上述 １０ 个词簇

是与民众舆论场“中国梦”网络传播特征最相关的

内容。 从以上两个舆论场的中心簇布和主要词簇

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政府和民众舆论场中“中国

梦”网络传播特征的语义网络分析验证了高频词汇

分析的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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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政府舆论场的语义网分析

图 ２　 民众舆论场的语义网分析

　 　 四、结论与讨论

首先，从以上的词频分析和语义网分析中不难

看出，政府舆论场和媒体舆论场的词频分布重合率

较低，具体来说，相比较于政府舆论场的宏观、正向

的高频词而言，民众舆论场的高频词很大程度上更

关注微观具体和自己周边的事物，例如“我”“孩子”
“农民工”“企业”“自己”“大学”“地产”“健康”“环
境”等，更有一些负面的词汇，如“上访” “邪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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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两个舆论场的意合度较低，两者间的关

系链接有所缺失。 致使在价值观的传播断裂，甚至

走向被误读误解的可能。 就上述结论来看，新媒体

未能在价值观的传播上达到政府预期的目标。
其次，“中国梦”之所以并未在民众舆论场得到

预期的解读，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便

是价值观传播和社交网络“互不兼容”的特性。 核

心价值观属于“硬新闻”，它侧重于政治性，主要强

调的是理性，表述也更为抽象。 而从社交网络的固

有特性和网民的阅读习惯来看，具象化、短小的内

容更容易使人关注，相反，理性的、晦涩的、冗长的

信息则往往被人忽视。 在传统媒体的环境下，政府

可以通过大众媒介的权威性和可控性有效地引导

和控制舆论，然而这样的控制手段在网络中，尤其

是社交网络的环境下，完全不适用。 此外社交网络

的信息碎片化使得信息流于表面和形式，价值观的

传播面对被碎片化的危险。
然而，社交网络和价值观传播的矛盾并不是没

有被化解的可能。 在网络时代，话语体系有一定的

割裂和不兼容，有时甚至形成一种竞争博弈关系，
阻碍了核心价值观的传播。 但从另一方面看，专业

媒体所具备的专业性和可信度正是网络所需要的，
使公众不至于在“众声喧哗”中迷失方向，在海量信

息中能够有所选择。 所以，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媒
体的作用不可忽视。［８］ 首先，在媒体的作用与功能

上，新闻传媒应该充当“把关人”和“平衡器”，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舆论，但应该从整个社会的总体

利益出发，既不能有闻必录也不能主观地有所取

舍。 此外，应该花时间和精力听取民众的声音，增

加反馈的渠道。 对于不同的新闻，做到多面报道，
单纯的正面或者负面报道，都会遗漏大量信息，使
得阅听者的判断产生偏颇。 最后，在利益的表达

上，新闻传媒应均衡政府、媒介、公众三种视角，使
三者之间的共同交集达到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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