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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及其障碍解析
!

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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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相光

摘
!

要!网络意识形态是现实意识形态的非线性镜像&语言应激是当事人通过认知'评

价而觉察到特定言语的威胁或者挑战而引起应对性的心理'生理反应&认知'情绪或者行

为反应合理性程度明显弱化是语言应激障碍的具体表现&网络意识形态的语言应激障碍

从现象看是语言表达冲突%事实上是语言意义冲突%本质上在于价值观冲突&

关键词!网络(意识形态(语言应激

中图分类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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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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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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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网络意识形态的载体&根据梳理%鲜见基于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及其障

碍的专项研究&即使是语言应激及其障碍%作为社会交往冲突中常见多发现象%学界对其

也缺乏足够的学术观察&心理学上%应激障碍不是指称应激的缺失)或者无应激*%而是指

称有悖于常理'常情的反应范型%包括过敏应激及低敏应激&据此%递进地澄清'厘定语言

应激及其障碍'网络的语言应激及其障碍'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及其障碍等问题域%

具有学理价值和现实社会意义&

一'语言应激及其障碍

语言应激及其障碍%作为具体的人具有切身的经验&就其概念的厘定与界说'相关特

性以及发生机理等%学界对其的学术考察尚待掘进&语言应激在反应强烈程度上有强弱之

分%交互语境中当事人之间可能发生强应激2强应激'强应激2弱应激'弱应激2弱应激关

系&语言应激研究指向当事人对特定语言刺激的身心反应&发生于交互语境中的语言应激

属于常见身心应激现象%包括心理应激和生理应激&基于交互语境的语言应激%意指语言交

互进程中当事人对另一当事人的语言行为的应激性反应&限于篇幅%本文专门探讨语言的

心理应激)简称语言应激*&语言应激障碍包括语言应激过强)或者称之为过敏应激*与语言

应激过弱)或者称之为低敏应激%相当于发生应激阻抗*两种情形&另外%此处需要加以甄别

说明的是%语言冲突研究针对的是当事人之间的语言对抗行为及其影响&语言冲突源于当

事人之间在语言表达形式或者内容上存在不相容关系%即当事人之间的话语的能指'所指'

意指存在立场或者意义竞争&这种冲突表现为语言交互进程中当事人反对另一当事人的言

行'举止或对方的观点%继而产生话语对立%一般而言%过敏应激才会产生&

其一%语言应激概念的界说&语言应激概念的提出源于生理学'心理学上应激概念的

使用&#应激$)或者#压力$*是英文#

.A<;..

$的中译&蕴含三层含义!)

!

*代表能引发应对反应

的刺激物%即#应激源$)

.A<;..9<

*()

/

*意指由刺激唤醒的身心紧张状态()

6

*对应激源的生理

与心理反应&研究表明%#刺激物若具备超负荷'冲突'不可控制性三个基本特点%就可能成

为一种应激源$

)林崇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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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激源既可以是外界物质性刺激物%又可以是个体内

环境及心理社会环境中心理'社会'文化性刺激物&无论物质性应激源还是心理'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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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应激源%都既可以引起生理反应%又可以引起心理反应&而且%生理反应与心理反应相伴而生&应激是

一种适应性'应对性反应%大体上可分为生理反应'心理反应&其生理反应往往同交感2肾上腺髓质系统

或者下丘脑2垂体2肾上腺皮质轴的积极活动相关联&心理反应则#大体上可分为情绪反应'自我心理防

御反应及行为反应等$

)林崇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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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反应表征当事人被刺激后出现的解释性的'情感性的'防

御性的反应以及当事人自身对应激状态的感知觉&扼要而论%应激是应激源作为刺激物与当事人的身心

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刺激物与应激之间存在由诸中介因素共同决定的中介交互机制&介于刺激物与应

激之间的中介因素包括应激源对当事人的意义'当事人对应激源的应对能力'环境因素'当事人的身心组

成特点等&其中当事人的认知评价'认知风格'个性特征以及应激源的可预测性与可控制性等中介因素所

起的调节功能是应激差异化的重要原因&有学者认为%#语言应激)

E>)

K

->

K

;.A<;..

*是一种心理应激%主要

是指人在生活交往中%由于自身的修养和心理承受能力水平低%面对各种恶性语言刺激不善于应变%导致

悲剧发生以及激情犯罪的发生的心理和生理过程$

)王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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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意义上%语言应激是当事人通过

认知'评价而觉察到特定言语的威胁或者挑战而引起应对性的心理'生理反应&

其二%语言应激障碍的特性&语言应激障碍是一种不良的应对反应%认知'情绪或者行为反应合理

性程度明显弱化既是语言应激障碍的具体表现%也是其核心特性&扼要而论%应激对人的不良影响包

括!)

!

*理性思维能力弱化()

/

*情绪'情感波动程度扩大()

6

*诱发非理性意志行为&在语言应激期间%发

生的情绪反应主要包括焦虑'愤怒'恐惧'习得性无助感等(自我心理防御反应则主要表现为合理化'投

射'否认等(行为反应主要表现为攻击%而且行为反应与情绪反应紧密关联&因此%即使同一当事人在面

对相同的应激源时%不同时间也会发生不同的心理反应&不良语言应激发生于当事人觉察或评估应激

源存在威胁或者挑战时%#语言表达策略与面临的潜在威胁程度存在密切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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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交互语境而论%螺旋式的循环因果语境是发生语言应激障碍的语义空间&另外%对抗性的修辞表达容

易诱发语言应激障碍&在交互语境中%当事人发生语言应激障碍的理论可能性在于以下三种情形!)

!

*强

烈不认同另一当事方语言所蕴含的意义%而且语言刺激的强度超过当事人正常的心理承受能力&)

/

*当语

言刺激引起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矛盾%当事人难以抉择&)

6

*当语言作为刺激物不随当事人的行为而变化与

转移%即当事人对另一当事方的语言不具有控制性或者足够影响力时%最能引发当事人紧张'恐惧心理&

)

$

*当事人受到另一当事人的语言暴力侵害&)

7

*当事人受到另一当事方其他成员的语言协同围攻&

其三%语言应激障碍的机理&#语言应激障碍$对应于特定语境中感性凌驾理性的情绪失控现象&

根据神经学家约瑟夫/勒杜)

G#C;=9-b

*的研究%情绪失控现象的发生源于人体内部通往新皮质的神经

通路不单止存在大神经通路%人体内部还有一束小的神经元直接从丘脑通向杏仁核&通过既小又短的

#捷径$%杏仁核作为激情之源可以直接获取感觉输入%并赶在新皮质完成感觉登记前抢先反应&语言作

为符号性的应激源%通过神经生化系统影响人的心理和生理&当语言应激强度超出当事人的心理适应

能力时%此时当事人的心理'生理处于高度唤醒状态%继而引起语言应激障碍&突破当事人的心理适应

阈值的语言应激会造成强烈的心理'生理反应%乃至对人的认知功能造成即时性伤害&#当语言应激强

度过大%个体原始的'自我中心的认知系统可能被激活%使其做出极端'绝对'单向的判断%使整个思维失

去了意志的控制%减弱了对偏激思维的控制能力%从而出现了病态的推理和判断%进一步发生心理行为

问题$

)王卫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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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应激源与应激之间通过心理'生理的中介机制%形成基于应激源的应激关系&其中%关于生理的中

介机制研究主要涉及脑与行为'心理2神经2内分泌一免疫等领域(关于心理的中介机制研究主要涉及

人的意识与认知评价等问题&从心理角度看%觉察或者认知评价作为心理中介的关键决定应激源是否

诱发应激及其强烈程度&#个体对应激源的认知评价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的评价&前者可适度地提高

皮质的唤醒水平%调动积极的情绪反应%使个体注意力集中%积极思维%调整需要和动机(这有助于个体

对传入的应激源信息进行正确评价%并启动适当的应激反应通路%获得良性应激适应(后者则导致个体

过度唤起而焦虑'激动或抑郁%自我认知概念模糊%使个体难以对应激源进行客观的认知判断和选择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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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及其障碍解析

度的应对机制%导致应激损伤$

)钱令嘉%

/"!!

!

&72

*

&应激认知评价模式由西方学者塞里)

@;E

D

;

*'

I#@#

拉

扎勒斯)

C>P><-.

*首先确立%后经武尔福克)

9̀9E9Q9E*

*'理查逊)

I+(B><=.9)

*等人于
!202

年正式提出%

#应激反应是个体对情境或事件的认知评价结果%人们感知或者评价事物的方式决定着应激反应的发生

和发展程度$

)林崇德等%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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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观察角度分析%当事人的应激与其外部或者内部的需求有关&当

事人的心理与生理需要作为与动机关联的内部需求%以及对与情绪关联的需要的满足与否及其程度是

决定人的行为的重要因素&如果当事人觉察到需求与自身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之间存在不平衡%就意

味着应激的产生&应激的交互作用理论强调环境的作用%同时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反馈机制是发生应

激的基础&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当于复杂的循环动力系统&心理活动)包括情绪'动机与认知过

程*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另外%人与环境之间存在分时双向的循环反馈机制&人与环境之间的循环

反馈机制有助于形成螺旋式上升的正向强化现象&在分时双向的循环反馈机制的作用下%一是环境的

诱因功能不断得以强化或者放大(二是人的应激强度不断提升(三是环境的诱因功能与人的应激强度之

间被彼此反复强化%继而诱发应激障碍&整个分时双向的循环反馈过程及其结果类似于#蝴蝶效应$&

二'网络的语言应激障碍

语言应激及其障碍现象%在网络里比比皆是&网络语言应激是当事人在网络动态交互进程中实际

上或认识上的要求)或需要*与满足要求)或需要*的能力之间的不平衡而引起的心理和生理反应&网络

语言应激障碍是语言应激障碍的一种%具有一般语言应激障碍的特性%其发生机理则具有一定的独特

性&在澄清语言应激及其障碍概念'特性'机理的基础上%科学'合理解释网络的语言应激障碍)即过敏

应激*等问题%需要进一步从语境'表征及与因果等维度廓清相关问题域&

其一%网络语言应激障碍的语境&在网络交互语境下%当事人既有社会身份'社会地位与社会角色

的社会影响力被边缘化%其上下'高低或尊卑的社会权势关系明显弱化'隐性化%而网络对等关系则明显

强化'显性化&继之%网络语言表达风格随人际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在互动过程中陌生人之间因为缺乏

既定的社会或者人际关系而在语言表达方面呈现冷漠或者无礼现象$

)

@>A9.B+YG+<

%

/"!"

!

7/$

*

&在网络语

境下%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

[<+(;

*提出的#合作原则$

!

'英国语言学家利奇)

C;;(B

*提出的#礼貌原

则$

#均被弱化&相反%网络交互语境中修辞表达方式更强调语言的经济性%即尊崇法国著名语言学家

V><A+);A

提出的语言的#经济原则$

-

&有学者认为%在网络交际中遵循#经济原则$的语用理据包括信

息传递'人的思维'人的惰性'修辞表达等方面
)柴磊%

/""&

!

6%

*

&此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其一%与繁杂'累赘

的语言表达方式相比%简约'缩略的语言表达更能迅捷地传递当事人的思想'情感信息(其二%根据心智

成本理论
)卿志琼'陈国富%

/""6

!

!5/

*

.

%言语活动遵循经济原则是逻辑思维的必然结果(其三%经济性可以

溯源到自然属性意义上人类的生存准则222惰性源于人类降低无谓的能量消耗需要/

(其四%言语的经

济性缘于修辞表达的需要0

&由于语言表达的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的弱化'经济原则的强化%网络语言

/

!$!

/

!

#

-

.

/

0

#合作原则$由美国著名语言哲学家格赖斯)

[<+(;

*

!2&0

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提出&格赖斯提出%当事人在日常会话交际进程

中%基于实现语言交际目的的需要%其语言表达遵循一套相互合作的基本准则%统称为#合作原则$&

!207

年格莱斯在
C9

K

+(>)=

39)M;<.>A+9)

一文中将#合作原则$细化为四项基本准则及其相关子准则&包括!)

!

*量的准则)

\->)A+A

D

V>b+?

*%即会话应该满

足交际所需的信息量'会话不应超出交际所需的信息量()

/

*质的准则)

\->E+A

D

V>b+?

*%即不说假话%不说证据不充分的话()

6

*关

系准则)

I;E;M>)AV>b+?

*%即会话内容具备关联性()

$

*方式准则)

V>));<V>b+?

*%即会话避免晦涩'会话避免歧义'会话宜简炼'

会话宜有条不紊&

利奇认为%#礼貌原则$是充分解释语言表达过程中言外之意)

+?

S

E+(>A-<;

*'间接言语行为)

+)=+<;(A.

S

;;(B>(A

*等现象的语用规则&

语言表达的礼貌程度与其间接程度直接相关&其理论逻辑在于!)

!

*间接言语行为可以为受话者提供更多的选择可能性()

/

*言

外之意越是间接%相当于其语义集合或者空间越大%其实际含义越显得含糊%其礼貌程度也就越高&

语言的#经济原则$认为%当事人在确保语言的交际功能的前提下%其言语活动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经济性&

卿志琼等认为%有限理性是心智成本存在的根据&

惰性源于人的生存本能222降低能量消耗&#自然属性所诱发的惰性是人的不自觉的生存行为&$见何剑!+浅谈人的惰性,%+第

二届中国科技哲学及交叉学科研究生论坛论文集)硕士卷*,%

/""%

年
!/

月
!

日%第
7"7

页&

F>EE+=>

D

)

!20%

*在提出#篇章修辞$)

A;bA->E<B;A9<+(

*的概念时指出%篇章修辞对言语表达实施#输出制约$%即影响言语的表达方

式%由#可处理$'#明晰$'#经济$和#表达$四个原则加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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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借助冗余信息过渡的修辞表达技巧%锋芒毕露'一针见血的语言表达令网络语境缺乏回旋空间&因

此%同一交互主题在网络语境下往往诱发更强烈的语言应激&

其二%网络语言应激障碍的表征&心理'社会与文化性应激源引起心理应激和应激性的心理反应&

#适度的应激可以提高人的认知能力%增强思维的灵活性%有助于启动机体应对应激源的适应性反应(但

长期或强烈的应激则导致机体认知功能损伤&应激所致认知功能损伤首先表现为对信息加工的影响%

特别是对于记忆和注意力的影响$

)钱令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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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语言应激障碍所造成的伤害不限于认知

功能的损伤%还包括对情绪'意志等心理因素的负性影响等&网络语言应激障碍是当事人在网络动态语

言交互进程中意识或者觉察到特定言语的威胁或者挑战而发生不合理的应对性心理反应&网络语言应

激障碍使当事人改变对事物'事件'问题或者观念以及自身的认知评价%引起强烈的即时性情绪波动%引

致理性思维能力弱化%引发非理性意志行为&其主要表现为语言攻击或敌对&网络语言应激障碍可能

令当事人在情绪'认知与行为上可能面临双趋冲突'双避冲突'趋2避冲突的选择性发生障碍&在发生

网络语言应激障碍的情况下%当事人的认知与情绪及行为的相互作用可以形成一种反馈性调节机制%即

对应激源的错误认知可能导致不适当的情绪和行为%而不适当的情绪和行为又可能为错误认知提供依

据%进一步固化某特定认知观念&需要澄清的是%网络语言暴力可能是网络语言应激障碍%但并不必然

等于网络语言应激障碍&

其三%网络语言应激障碍的因果&当事人应激过程中应对的方式受到中介因素的决定性影响&中

介因素作为应激过程中的关键变量%其核心因素就是当事人对应激源的认知评价&扼要而言%认知评价

与当事人所具有的内部资源'外部资源以及两者之间的平衡紧密相关&内部资源是当事人所具有的心

理'生理能力%包括当事人的价值观'个性特征'行为方式与身心素质等(外部资源指当事人发生网络语

言应激时可能得到的网络社会支持的多寡以及遭受网络语言伤害时所能得到的心理或者精神补偿程

度%诸如当事人的人格特征'价值观'宗教信仰'健康状态和既往经历等内部资源影响其对应激源的认知

评价&另外%网络上的社会支持力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改变当事人的认知过程及其结果&内部资源

与外部资源之间的权衡性平衡既表征认知评价的过程%也表征认知评价的结果&认知评价结果直接影

响当事人的应对方式&也就是说%当事人的认知评价是构成应激源与应激之间因果关系的中介要件&

原因指的是能引起后继现象的现象%而结果指的是由于原因的作用而引起的后继现象&#广义地讲%因

果关系是原因对结果的控制$

)苗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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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观上%人们体验到现象之间包含了某种相互关联%而

且这种相互关联的普遍特性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每一现象是另一其他现象发生的一个因素&虽然如

此%事实上%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任何一个事件都不能是另一事件的全部的'唯一的原

因&整个先前的事件一起才能引起一个新的情境%不过某一情境显著地决定了一个后起的情境的形

成&$

)怀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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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唯物主义提醒我们%客观事物之间联系的多样性决定了因果关系的复杂

性&由于当事人对应激源的认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体认知模式'应激发生前的生理与心理状

态'对应激源和自身应对能力变化的期望或对不完整信息的猜测性填补'受主观影响的记忆选择和重组

等&归根究底%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决定了应对的方式&因此%科学调控当事人对网络语言应激源

的认知评价%是有效控制网络语言应激障碍的重要途径&

三'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及其障碍

网络是诸意识形态形式及其内容的集散地%诸意识形态在网络上对话'融汇'交锋'碰撞&网络犹如

哈哈镜%现实的社会意识形式及其内容%有的被放大'压缩'扭曲'拉伸'简单化'复杂化%进而形成了虚拟

现实的网络意识形态&网络的与现实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循环反馈机制&在循环反馈机制作用下的社

会意识形式及其内容%有的在网络里被反复强化'综合强化'累积强化&概而言之%网络意识形态是现实

意识形态的非线性镜像&语言作为网络意识形态的载体%既具有语言的一般性质与功能%也具有很强的

殊性及功用&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及其障碍现象%一定程度上诠释了网络意识形态语言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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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及其障碍解析

何以认识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及其障碍%其相关现象'基本事实及其内在本质有待澄清&当然%就

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障碍而言%与过敏应激不同%通常情况下低敏应激对网络社会交往不会造成直

接冲突&基于网络的意识形态动态交互语境而言%探讨过弱性的语言应激%从网络的意识形态传播维度

分析%意义不大&据此%下文的理论考察主要基于过敏应激&

其一%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障碍现象&语言的使用旨在实现人际交往目的&#语言的选择过程

受语境和意图的制约%同时交际者为满足交际需求又可以调节语境因素和交际信息$

)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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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

络语言交互各方#搭建交际互动框架促使交际者有效坚持'加强自己的或者反对'抨击对方的观点'态度

等%结果造成交际双方的对抗性升级%从而加剧冲突程度$

)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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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含社会张力的网络意识形

态语境%会唤醒当事人的焦虑心理与生理上的紧张状态%这种应激状态令人感觉不舒服%当事人为了缓

解或者减轻这种不适感而发生应对性反应&#应对反应是个体有意识地采取认知'情绪与行为等方式%

化解环境压力或者内在不适感与潜在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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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性反应主要包括问题取向应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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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情绪取向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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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类&前者通过改变事件而不

是通过调整自己的认知'情绪与行为缓解心理应激%后者通过改变自身'调整自我的认知'情绪与行为摆

脱应激造成的负性影响&问题应对多见于当事人的精神压力处于中等程度以下%当事人基本能够化解

自身其时面临的危机或者挑战&情绪应对则多见于当事人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当事人基本无力缓解

或化解者相关威胁&当事人应对实际应激过程中%乐观的当事人倾向于使用直接针对应激源的问题取

向应对方式%而悲观的当事人倾向于使用情绪取向应对方式&问题取向应对有助于将应激转向理性认

知(情绪取向应对将可能诱发不合理的情绪性应激'非理性的意志行为%由此导致更强烈的非理性意识

形态的修辞表达&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既可以相互促进%也可能相互妨碍或者干扰&从现象看%网络的

意识形态语言应激障碍是网络语言交互当事人各不相容的目的以及为达目的而发生相互之间的干预&

这种语言上的相互干预是一种特殊的网络语言冲突%尤其是修辞表达冲突&网络语言冲突肇始于语言

交互当事人之间对相同事物'事件'问题或者观念持有不同意见'观点'立场'视角等%因而利用相关修辞

表达方式强化自己的观点%同时否定与自己相反的观点&由此发生争论'争吵'反对'反驳'异议等对抗

性的言语事件或者言语行为%并体现为语言交互当事人之间相互不同意或不支持%乃至反对或者对抗&

其二%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障碍事实&从事实角度分析%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障碍是语言

意义冲突&#意识形态及其相关信息是在传播过程中被人所认同的%因此%在认同特定意识形态及其相

关信息的表达形式的基础上%对特定意识形态及其相关信息的认同%关键在于认同其意指%即认同意识

形态及其相关信息背后的意义%简称为意义认同$

)陈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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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人类用以表达感情'传递信

息'交流思想的工具%它具有丰富的社会功能&语言不等于意识形态%也不等于国家利益%但是在主导

权'话语权'解释权上的语言优势可能被用来传播价值观念%谋求意识形态利益&语言的使用者可以利

用其语言上的修辞表达优势获取网络上的意识形态信息传播优势%而在网络世界乃至信息社会%意识形

态信息的传播优势就意味着意识形态优势&在网络中掌控意识形态的语言表达优势并形成意识形态的

传播优势%就意味着特定意识形态的意义认同在网络世界占据主导地位%进而巩固特定意识形态的合法

性与合理性&在网络世界%为了争抢网络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话语权'解释权%必然发生意识形态竞争&

剧烈的意识形态竞争往往导致当事人之间发生语言冲突%进而可能导致当事人发生非理性的语言应激&

#语言冲突的根源也在于不同语言群体间在语言利益上的差别与对立%与人们对直接的或间接的语言利

益的追求密切相关$

)何俊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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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逻辑依据在于!第一%宏观利益目的的对立决定了冲突发生是

必然的&第二%当事人的网络语言行为是维护其网络意识形态利益的思想武器&在网络世界%动态交互

语境中的当事人即使在现实中具有多重身份%与其既有社会身份相比%即时的网络身份占据网络环境优

越性&第三%网络动态交互语境中语言冲突的表现形式分为言语进程的表现以及信息传递的表现%前者与

网络语言的修辞表达关联%后者与网络语言的意义认同关联&第四%语言应激是冲突双方采取相应策略解

决冲突的可能选择之一&语言应激障碍实际上是语言冲突过程中非理性的控制
W

脱控
W

再控制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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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语言交互行为中%基于意识形态的网络语言应激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

事人对应激源的认知评价%而认知评价又取决于当事人的生活经历'个性特征'知识水平'社会地位'行

为准则'期望水平等&)

/

*对网络交互对象的后继语言行为的不可预测性与不可控制性通常诱发更大程

度的应激&

C>P><-.

与
X9E*?>)!2%$

年的研究证实!可预测应激源比不可预测的应激源影响小(而且同

年
4UU9AA

'

@;B9;)

与
L>=+>

的研究也证实!当应激源强度较大而且持续时间相对较短时尤其如此&如

果网络交互当事人之间都相信自己可以控制或者有效影响对方的后继语言行为%那么彼此的后继网络

语言行为作为应激源%对对方的影响就会小一些&)

6

*基于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表达的网络社会支持%

与应激源影响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首先%网络社会支持的性质会影响当事人的应对能力%而当事人的

应对能力可能决定所能得到的网络社会支持的性质(其次%网络社会支持不单指与他人的关系%还指如

何识别他人的关心和帮助%即当事人主观上感受到的网络社会支持(最后%过多的网络社会支持或错误

的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社会支持不足可能诱发同样的负效应%即无论受到过度保护的当事人'还是被错

误支持的当事人或者网络社会支持力度不够的当事人%其应对投入可能会更少&)

$

*个体差异确证应激

源对具有不同人格)

S

;<.9)>E+A

D

*特性的当事人的影响有所不同&

其三%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障碍本质&语言冲突引起的心理应激凌驾当事人的应激阈值%则发

生语言应激障碍&#语言交际是受目的2意图牵引的$

)钱冠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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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语言冲突包括非目的对

立因素与目的对立因素引起的冲突&非目的对立因素引起的冲突是指语言交互各方的言语冲突不是目

的原因引起的%而是由于不合理的修辞表达形式所导致&目的对立因素引起的冲突是指因语言交互各

方的目的不一致而引起的语言冲突&#作为现实性的语言冲突%是冲突的双方围绕语言利益或因语言而

触及到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而产生的冲突%冲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重新调整利益$

)何俊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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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态的网络语言交互进程中%交互双方或者多方之间的各自目的不是唯一的%而是存在目的体

系或者目的具有层次性&目的等级系统中的最高目的%即系统中所有目的的汇集点%统摄目的等级系统

中所有下位目的%下位目的是实现上位目的的方法和手段&就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行为而言%我们把目

的分为两个层次!意识形态价值)利益*目的和意识形态言语目的)意图*&意识形态价值)利益*目的是

决定意识形态言语目的的&从本质角度分析%如果当事人的意识形态价值)利益*目的是对立的%这种宏

观利益的对立是导致网络语言交互进程中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网络动态语言交互各方要达到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的传播目的%需要借助言语交际才能完成%而

言语交际的过程则是当事人对语言做出各种选择的过程%即通过选择适切的修辞表达方式达到当事人

的言语意图)目的*%这些浅层次的言语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当事人深层次的意识形态传播目的服务的&

#语言表达跟随心理模式'语言行为的目的改变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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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意识形态价值

观冲突条件下%因观点'立场等分歧而发生对立'对抗%动态语言交互进程中出现语言冲突是必然的&网

络语言交互当事人之间因为隐性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冲突而发生显性的语言冲突&从亲缘角度说%网络

语言交互当事人之间因存在各不相同的亲缘关系场%具有特定的社会亲缘身份&因此%表象上网络语言

行为表征人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当事人的网络语言行为受到社会亲缘身份的制约&也就是说%归根究

底%当事人网络语言行为受制于人们的社会关系&由于特定意识形态乃至表征该意识形态的特定信息

具有以下几个特性!)

!

*价值观的排他性()

/

*话语体系的相对封闭性()

6

*解释权的专擅性()

$

*行为的向

己性()

7

*符号表征的自相似性&正常的社会主体对特定意识形态及其信息都持有特定立场%而对与之

相对立的其它意识形态及其信息%则往往持与之相对立的立场
)陈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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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网络的意识

形态语言应激障碍本质在于价值观冲突&

综上%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心理与行为的适切性%源于网络的意识形态实践需要&本文从概念界说'

特性分析与发生机理三个角度澄清何为语言应激及其反应障碍(从语境'表征与因果三个角度厘定何为

网络的语言应激障碍(从表象'事实与本质三个角度译解何为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及其障碍%其学

理价值在于从语言应激及其障碍%到网络的语言应激及其障碍%再到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及其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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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及其障碍解析 "封
%

"

碍%疏通其理论解释的递进路径&由此%针对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及其障碍现象%达致比较科学'合

理的解释逻辑&此外%这一学理考察的现实社会意义在于%围绕网络的意识形态语言应激及其障碍%明

确并善用语言应激及其障碍的心理与行为反应机制%实施必要的心理建设和社会建设&这既是网络意

识形态研究直面现实问题的必然逻辑%也是应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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