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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偏見中的他者與社會記憶：自媒體 
語境下的東北人形象研究

孫宇婷、梁朝雲

摘要

有鑑於網路上越發嚴重的族群歧視現象，本研究透過巨量資料之

文本挖掘並結合內容分析法，針對代表中國東北地區的微信發文主體

（我群）和非東北地區發文主體（他者），針對「東北人」的相關公眾文章

進行話語分析。從「我群」與「他者」的話語和內容差異、框架詮釋，及

符號化形象等角度，探索自媒體語境下地域偏見的形成過程。本研究

發現，東北地方文化塑造出在地群體的話語體系、性格特質和日常行

為。東北方言所建構出的「搞笑」特質形塑著東北人泛娛樂化的日常行

為，在吸引他者注意力的同時，也強化著他者對東北人的框架認知，

為負面事件中他者偏見埋下了伏筆。當看到東北經濟逐漸沒落而急需

尋求解釋時，他者將我群頻頻建構出的娛樂性話語，與若干負面事件

中的東北人形象相互關聯，與傳統「東北人」的正面形象形成鮮明反

差，進而構成了他者對當下東北人的地域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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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rticle

“Others” and Social Memory in Regional 
Prejudice: A Study of the Image of  
“North-Easterners” in the We-Media Context

Yuting SUN, Chaoyun LIANG

Abstract

Given online regional discrimination against residents of North-Eastern 

China, this study examines public WeChat articles on “North-Easterners” in a 

textual analysis context. It combines computer-assisted methods and a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North-easterners being 

constructed in two news-source discourses, namely “in-group” (North-Eastern 

public accounts) and “others” (non-North-Eastern public accounts). This study 

employs the theory of “the other” to examine how prejudice by others is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a WeMedia context. This 

study found that North-Eastern culture shapes in-group discourse systems, 

personality traits, and everyday behaviors, thereby not only constructing the 

everyday discourse in North-Eastern WeMedia through regional dialect and 

culture, but also reinforcing the self-ridiculing stereotypes of others. Although 

North-Eastern culture continually evokes the in-group’s identity, it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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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s and mobilizes others’ social memory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group. When seeking explanations for depression among North-Eastern 

individuals, others associate a self-denigrating stereotype with North-Easterners, 

presented in terms of negative occurrences that form a sharp contrast with 

traditionally positive figures from the past. In such a context, others’ regional 

prejudice against the in-group is constructed.

Keywords: others, WeMedia, image of “North-Easterners,” social memory, 
prejud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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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活環境和居住習慣的差異，使各地形成自屬而互異的文化。這

種因地域所形成的差異，在跨地域的社會交流中就會形成溝通的屏

障。由於缺乏共同的語境，又只能透過媒介再現的方式，或隱或顯地

來放大某一群體的特質，便形成媒介視角下地域「他者」之再現。對於

特定的地域群體，任何外部對此群體的看法都會被視為「他者」對「自

我」的建構；反之，此一群體也可做為「他者」存在的意義。「他者」與

「自我」在資訊傳播中不斷提取過往在媒體報導中所積累的認知記憶

（Lang, 2000），也逐漸形成了分明且不斷競爭的他者印象與自我認同。
Dixon與Linz（2002）指出，非法移民的新聞報導可將公眾大腦中對貧

窮、危險和犯罪群體之刻板認知一併活化；拉美裔美國人在電視螢幕

上常以愚蠢和懶惰的小丑形象呈現，並已成為一種偏頗印象；非裔美

國人又常以罪犯形象被過度強調，且媒體報導的犯罪率又遠高於該群

體在真實世界中的犯罪率。此類因膚色與族群不同而產生的偏見，在

文化多元化的西方社會中相當常見。

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自古統治者即以地理方位的中心思考

自居，來審視邊陲地域，並以東夷、西戎、南蠻和北狄等歧視性話語

做為族群的指代。大眾傳媒對地域群體偏見的報導演化成為民眾交流

的矛盾。近年來，「反地域妖魔化」的呼聲持續不斷，與地域相關的紙

媒報導或官方媒體已很少再有明顯的偏見現象。不過，在當下自媒體

時代，過往以主流媒體為代表的話語權已被打破，形塑地域形象的主

力軍不僅來自代表該地的自媒體，更發自該地域的個人和組織（于鳳

靜、王文權，2018）。導致其他地域群體易形成先入為主的記憶碎 

片，這些碎片被衡量與評判後，便形成了地域偏見。相關研究顯示， 

當社群媒體的參與者意識到群際身份時，透過對外群成員吸引力的調

節，可以減少偏見，但刻板印象並不受其影響（Alvídrez, Piñeiro-Naval, 

Marcos-Ramo, & Rojas-Solís, 2015）。這也表示，網路社群中的刻板印

象一旦形成，便不易消除。

自2015年開始，當中國多數省市GDP迅速增長之際，唯獨東北三

省經濟出現斷崖式的下滑，一時間網路上突顯出東北地區發展滯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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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形象。2017年末的黑龍江「雪鄉宰客」和2018年初「亞布力滑雪場」

政企不分，亦造成輿論譁然。此後任何有關東北人捲入的事件或衝

突，現場影像都在網路上迅速傳散。從最初GDP的負增長到網路事件

擴散所累積的地域偏見，此間既有東北人的自我形塑，也有他者的誤

解和誇大，導致一提到「東北人」或與「東北人」，許多先入為主的記憶

碎片便會被觸動。倒底生活在同一地域與文化背景下的人群，是如何

建構自身話語與呈現自身形象？此群體又是如何被其他群體看待？如

何透過不同地域的自媒體來建構東北人形象？此一形象的背後又有什

麼樣的社會根源？這些都是時興且重要的研究問題（陳寧，2007；童

兵、潘榮海，2012），但目前以自媒體為根源來探討地域形象的研究不

多（于鳳靜、王文權，2018；蔣建國、李穎，2017），欠缺對日常話語

和負面事件中形象建構的比較性探討。

為彌補上述學術缺憾，本研究即以東北人在自媒體上的形象為主

軸，對東北地域偏見問題的話語建構、框架詮釋及符號指涉（從傳統精

神到現代形象，再從日常建構到負面事件）加以分析，以期揭示地域偏

見的形成過程及其背後的社會根源。本研究成果將可深化區域文化與

經濟變遷對族群形象影響的理解，亦可提供社會大眾對網路文化、社

會記憶、既有偏見，自我認同的多層次省思。

文獻探討

他者理論

認同的前提是「他者」的存在（彭榮邦，2014）。個體在自我歸類的

過程中，會對所屬群體（即我群）和外部群體（即他者）進行比較。對於

「我群」而言，任何「非我族類」所進行的評論都可被視為「他者」對我群

的敘述；而對於「非我族類」來講，「我群」就是「他者」存在的理由，兩

者既有概念－行為上的對立（conceptual-behavioural opposition），又能

從對立關係中獲取自身的意義（Bauman & May, 2001, p. 30）。因此，

「他者」的存在感越強，個體就越能清晰地意識到兩種群體的不同，也

會越強烈地認同其所屬群體（童兵、潘榮海，2012）。倪炎元（1999）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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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者之所以成立，在於本我透過語言與符號所建構形成的。因

此，「他者化」不僅是身份認同，更關乎形象建構。地域中常見的他者

是人口遷移的產物，只有在他者與在地人互動時，才會有如何看待外

地人的問題，或產生傳媒中對他者的偏見。因而，他者再現總是從辨

識差異中開始，差異被辨識出才能書寫「非我族類」的意義（倪炎元，
2003：9–16）。而刻板印象（stereotype）和偏見（prejudice）則是在媒介

中，經常被提及的兩種「他者化」產生機制（李美華、劉恩綺，2007）。

刻板印象與偏見

「刻板印象」是一種高度簡化和概括化的符號，其主要有三個來

源：一是來自個人的直接經驗，二是來自於人際交往，以及在互動中

受他人影響，三則是來自大眾媒體的傳播（Kidd, 2016）。刻板印象與複

雜的社會情緒和行為有關，同時與該群體的社會觀念和態度有關，高

地位群體的刻板印象通常會被認為是有能力的，而競爭性群體的刻板

印象則被劃分為缺乏熱情的（Cuddy, Fiske, & Glick, 2007）。反映在地域

形象的構成上，一個地域實力越強、地位越高，被感知到的刻板印象

之功能性維度就越強烈，而一個地域的競爭威脅越弱，被感知到刻板

印象之情感性維度就越顯著（Fiske, Cuddy, Glick, & Xu, 2002）。因此，

刻板印象並非總是「錯誤的」，它能讓人們有效地因應複雜資訊，協助

對外界群體進行抽取和歸類。

「偏見」是由刻板印象所造成的，其為一種更深層次的認知錯誤和

扭曲現實的闡釋。van Dijk（1987, p. 195）認為，偏見是一種態度，它

是人們對一群人或一件事過度概括化的評價或判斷。偏見通常是與自

我族群成員互動後所建立的，再以此為標準，衡量或描述非我族群。

偏見也是一種負面評斷，人們在爭取資源或自我族群受到威脅時，常

會使用偏見去醜化對方，以達到自我目標達成的目的。與文化孕育一

般，偏見是社會學習的結果，其一經產生便很難改變，具有持久性。

因此，一群人所共有的態度久而久之即會成為一種文化規範，從而烙

上意識形態的印痕。偏見往往會以特定的社會階級、性別、政治派

別，或種族做為目標，用以提升彰顯出自我相對更優越的社會地位、

社會權力，與種族優勢（Bottom & Kong,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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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中的刻板印象與偏見

媒體再現既會造成一般民眾對特定群體的刻板印象，也會產生某

種程度的偏見（王慶、余紅，2015；李美華、劉恩綺，2007）。以往公

眾透過大眾媒體對特定群體的形塑，也在不斷加劇著對這一群體在公

眾大腦中的刻板印象（李美華、 劉恩綺，2007；Kidd, 2016）。Lang

（2000）認為，公眾通常會將新聞資訊內化到自我的記憶結構中，一旦

此種結構被建立，且又常常被啟動時，該結構便會變得根深蒂固。
Vu、Guo與McComb（2014）研究亦發現，媒體會將鎖定的新聞事件移

轉到民眾大腦中，越在同一時間報導的兩個或多個議題，越會緊密地

連接在一起，日後被民眾從記憶提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當媒

體呈現與刻板印象吻合的訊息，並被各種文本頻繁採用時，該訊息所

產生的負面作用會變得顯而易見。從不斷地再現，到被民眾接受為事

實，最終成為一種「自圓其說」的現實。這種誤導式的資訊會嚴重影響

到人們對特定事實的建構，甚至會成為社會記憶，在人們認知中取得

一個既合理又合法的地位。

社群媒體研究發現，當網路參與者在線上意識到群際身份，透過對

外群成員吸引力進行調節會降低偏見，但此一調節作用不會影響到刻板

印象。此即表示，態度屬性的偏見可透過內群成員在某項特質的調節而

改變，但是常識領域的刻板印象卻不太可能被打破（Alvídrez et al., 

2015）。因此，特定地域的刻板印象最初也許只是為沒有親身造訪過該

地區的他者，提供一個想像的空間和得以記憶的途徑（Yao, Peng, Lee, & 

Liang, 2016）。這種與自身地域特質不同，甚至自身地域所缺乏的特質，

也容易轉變成為常識而被他者牢記。換句話說，基於南北和東西差異而

形成對東北人和該地域特質的認知，是他者記憶東北事物的一種方式。

研究問題

綜整以上，本研究以他者理論和偏見形成過程為基礎，並應用文

本挖掘技術，探究在網路自媒體的語境下，自我與他者所建構之東北

人形象。因此，主要問題在於探討東北自媒體與非東北自媒體在建構

東北人形象的話語呈現上有何差異？東北人的傳統形象框架，在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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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類自媒體中如何被分別解讀？兩者在負面事件中如何符號化東北人

形象？藉此了解如地域偏見這樣的社會記憶，是如何在「他者」與「自

我」的差異性話語中之形成過程。

研究方法

巨量資料之語義分析

網路的普及為媒體暨公眾議題的文本帶來急遽增量，這些巨量資

料改變了知識的定義，為因應大量數據的出現，將資訊技術納入媒體

框架分析彌補了傳統文本分析效率不彰的缺點（Boyd & Crawford, 

2012）。常見的文本分析工具為關鍵詞分析、詞頻分析、詞語共現分

析，以及情緒分析等（陳百齡、鄭宇君，2014；盧安邦、鄭宇君，
2017；Liu, 2012）。Word2vec是一種可用於訓練「詞嵌入」（word 

embedding）的工具，其提供了使用分佈式向量對文本進行再現的方法

（Mikolov, Chen, Corrado, & Dean, 2013）。其中CBOW模型輸入前後詞

（context word）詞向量，可預測出可能的目標詞（target word），而Skip-

Gram模型則是輸入目標詞詞向量，以預測可能的前後詞（Mikolov, 

Sutskever, Chen, Corrado, & Dean, 2013）。隨著Word2vec被廣泛應用之

後，詞向量技術所建構的主題詞集，可用以檢測網路訊息來源的立場。

樣本採集與資料處理

過往以人工採集並進行文本分析的方式，在面對長期且巨量的網

路文本時，凸顯出欠缺效率的窘境（陳百齡、鄭宇君，2014）。中國清

博大數據平台收錄了完整的推送文章，並提供微信文章採集功能，可

透過關鍵字詞檢索、時間設定等功能，來確保蒐集樣本與研究目的之

切合度，使得大規模採集成為可能。

目前清博大數據主要用於微信公眾號的傳播影響力研究（金兼斌、

江蘇佳、陳安繁、瀋陽，2017），而應用該平台採集微信公眾文章，並

進行內容分析的學術研究，至今尚顯匱乏。本研究在文本選擇方面，

遂嘗試以微信公眾平台文章為範圍，以清博大數據平台為研究數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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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以「東北人」做為檢索詞語，將檢索範圍限定在標題和摘要部分，

時間設定在2017年1月1日到2018年6月22日期間。由於清博大數據

平台對採集範圍的限制，故本研究分六次採集後合併，並對資料進行

篩選和梳理，最後得到23,529篇與「東北人」相關聯的文章。研究者另

借助R程式語言的 rvest和httr程式包，將採集到的URL進行網頁結構

分析與爬取，最後掘取到帳號主體的基本介紹和微信的文章內容，從

而依據本研究的需求對所獲資料進行分析。

本研究之文本預處理包括有：數據清洗、分詞、去停用詞等程

序。數據清洗係採用正則運算式以去除文本噪音。而分詞則採中文
JiebaR，針對23,529篇文章內容進行分詞，再生成文本。由於分析系統

詞典的限制，研究者遂導入「搜狗細胞詞庫」中下載量最高的兩個「東北

方言」現有詞庫，做為本研究的分詞詞典。研究者邀請兩位編碼員，根

據文本脈絡對初步生成的分詞文本，如「東北人偷XX」、「討厭東北人」

等進行篩查。在刪除停用詞方面，研究者採用中文停用詞列表，主要

包含標點符號、代詞、介詞，助詞等，並對每篇常在開頭與結尾出現

的詞語加以識別。在信度檢測方面，研究者透過簡單隨機抽樣，從全

數微信文章中抽取10%做為前測樣本，總共2,353篇，再由兩位編碼員

針對每篇文章中所有分詞和停用詞進行篩查，依據Holsti信度公式分別

計算出兩位編碼員在每篇文章的同意度，並對前測樣本的Holsti計算平

均數。分詞與停用詞信度檢測結果分別達到 .94和 .96，皆高於Hoslti

訂立之 .9標準，最終得到初步分詞文本。1

「東北人」形象資料

本研究根據公眾號的基本特徵對發文主體進行二分法，即「東北自

媒體」和「非東北自媒體」，以建立消息來源的識別詞典。凡公眾號或帳

號主體介紹欄位包含：東北三省、市、地級的市、區等名稱，以及東

北特色古蹟和以東北人口吻自述的標題，都會標記為「東北」。研究者

以週為時間軸單位，所繪製出的發文數量（表一、圖一）顯示出，關注

「東北人」話題的非東北自媒體數量（5,698）較多，平均每個公眾號發文

量為1.31篇；而東北自媒體數量（2,084）則不及非東北的一半，但平均

發文量為7.7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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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在社會場域競爭中扮演了意義建構的重要角色，而每個新聞

元素的意義並非單獨存在，而會以新聞、評論、漫畫等不同形式之媒

體內容，即「包裹」（package）呈現類似且一致的詮釋方向（van Grop, 

2007）。因此，新聞媒體中所呈現的圖像、標語或隱喻等，都是一種詮

釋包裹（interpretive package）。當下自媒體中的東北（人）形象框架，主

要是以網民所認知的形態呈現，如地理環境、民眾性格、生活狀態。

而多年在傳統媒體上所塑造的長子、奉獻、東北亞中心等形象，及近

年來發展滯緩之負擔形象則被忽略（于鳳靜、王文權，2018）。

本研究遂以此框架做為基礎，參考過往對框架的分析路徑，將他

者理論和偏見形成歷程置入於事件發展中，來建立縱向脈絡的主題，

以構成本研究框架之類目（表二）。研究者先使用文字相關性，找出與

主題框架詞語相似的同義詞和屬性詞，以做為資料探勘的中心詞。以
Word2vec模型對東北自媒體與非東北自媒體的分詞文本進行訓練，詞

語維度為300，窗口大小調整為8，去除詞頻小於8的詞語，迭代次數

為10次，經過訓練後的詞匯共計2,702,010筆。由大到小列出與框架中

心詞在文本前後相關性較高的15個詞彙，並將詞彙回歸到文本脈絡，

再結合內容分析進行詮釋。

表一　發佈主體分類及基本統計

公眾號類別 列舉（發文數目）
公眾號

數目
佔比 發文數目 佔比

東北自媒體

賊嘎東北人（2,853）、 東北人關注（1,035）、
沈陽頭條（1,002）、阜新吃喝玩樂購（843）、
阜新幫（314）、東北二人轉美（133）、O樂黑
龍江（130）、東北大呲花（125）、東北二人轉
秀（114）、東北特色二人轉（106）、東北小品2
（70）、阜新在線（64）、漠河網（60）、哈爾濱指
南（57）、大呲花（54）、文娛沈陽（54）、大遼
網（53）、黑龍江網報（53）、長春晚報（46）、
玩轉哈爾濱（44）、哈爾濱早知道（43）、新長春
（42）、牡丹江論壇（42）、小東北（40）等。

2,084 26.78% 16,036 68.15%

非東北自媒體

煤城新鮮事（18）、不必煩惱（17）、呼倫貝爾微
視（15）、新疆中數國際影城（15）、蝸米新熱點
（14）、我們有料（13）、我很開心（13）、國內美
女排行榜（11）、城事信網（11）、杭州行者無疆
戶外旅行（11）、科爾沁頻道（11）、貴州人身邊
事（11）、齊網網絡（11）、我們都愛地理（10）、
糗事百科（10）、龍熙福特服務中心（10）等。

5,698 73.21% 7,489 31.83%

帳號不存在 1 0.01% 4 0.02%

總計 7,783 100% 23,52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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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
　
發
文
數
量
時
間
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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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
　
文
字
框
架
的
類
目
構
建

脈
絡
化
主
題
：

他
者
與
自
我
呈
現

「
東
北
人
形
象
」
框
架

框
架
定
義

偵
測
關
鍵
詞

整
體
東
北
人
形
象

性
格
特
質

關
於
差
異
化
的
東
北
人
性
格
特
質
、
東
北
形
象

/ 東
北
人
形
象
的
整

體
呈
現
，
以
及
這
些
形
象
特
質
是
如
何
在
自
媒
體
的
語
境
下
被
區
隔

為
定
型
化
的
標
籤
，
並
被
關
聯
到
負
面
事
件
中
，
其
背
後
的
成
因
。

性
格
、

個
性

「
幽
默
搞
笑
」：
幽
默
、
逗
樂
、
搞
笑
、
風
趣
、

自
黑
、
喜
感
、
好
笑
、
笑
抽
、
有
趣
、
接
地

氣
、
魔
性
、
段
子
手

「
暴
力
性
格
」：
兇
殘
、
兇
狠
、
粗
暴
、
暴
力
、

粗
俗
、
粗
鄙
、
粗
糲
、
低
俗
、
暴
戾
、
打
架
、

幹
仗
、
蠻
橫
、
野
蠻
、
沒
禮
貌
、
素
質
差

「
直
率
仗
義
」：
直
爽
、
直
率
、
豪
放
、
率
直
、

爽
快
、
活
潑
、
大
大
咧
咧
、
仗
義
、
豪
爽
、
不

在
乎
、
潑
辣
、
耿
直
、
實
誠
、
熱
情
、
灑
脫
、

剛
烈
、
剛
硬

東
北
人

東
北
人

東
北
／東
北
人
形
象

東
北
形
象
、
東
北
人
形
象

歸
因
關
聯
詞

原
因
、
歸
咎
於
、
歸
因
於
、
由
於
、
因
為
、
在
於

傳
統
正
面
形
象
的

時
代
變
遷

雷
鋒
精
神

雷
鋒
精
神
：
解
放
後
發
生
在
東
北
的
光
榮
感
人
歷
史
人
物
事
跡
，
雷

鋒
所
具
有
的
助
人
為
樂
無
私
奉
獻
的
品
質
被
後
人
關
聯
為
東
北
人
精

神
的
代
表
。

雷
鋒
精
神
、
奉
獻
精
神

活
雷
鋒

20
01
年
一
首《
東
北
人
都
是
活
雷
鋒
》網
路
歌
曲
在
中
國
走
紅
，
雷
鋒

的
英
雄
形
象
轉
化
成
網
路
流
行
符
號
，
在
網
路
再
詮
釋
回
東
北
人
身

上
是
如
何
呈
現
。

活
雷
鋒

闖
關
東

「
闖
關
東
精
神
」被
指
代
最
終
在
東
北
落
地
生
根
群
體
的
勇
於
開
拓
、

自
強
不
息
、
艱
苦
創
業
的
精
神
。「
闖
」也
帶
著
野
蠻
、
彪
悍
的
意
味
。
闖
關
東

黑
社
會

20
06
年
一
首
網
路
歌
曲《
東
北
人
不
是
黑
社
會
》流
傳
開
來
，
歌
曲
以

「
嘻
哈
」的
風
格
否
定
了「
東
北
人
是
黑
社
會
」的
論
斷
，
結
果
卻
適
得

其
反
，
反
倒
讓
人
們
覺
得
東
北
人
依
然
恃
強
鬥
狠
。

黑
社
會

共
和
國
長
子

自
建
國
以
來
，
大
型
國
有
企
業
和
重
工
業
集
中
在
東
北
地
區
，
大
力

支
援
了
國
家
建
設
事
業
，
成
為
計
劃
經
濟
時
代
的
國
家
發
展
帶
頭

人
，
東
北
人
也
因
此
與「
蘇
聯
老
大
哥
」形
象
畫
上
等
號
。

共
和
國
、
長
子

官
僚
體
制

作
為
曾
經
的
支
柱
產
業
、
象
征
著
權
力
和
地
位
的
國
有
企
業
，
也
驅

使
東
北
對
權
力
的
追
求
，
社
會
瀰
漫
著
濃
厚
的
官
僚
主
義
風
氣
。

腐
敗
、
政
治
、
官
僚
、
階
層
、
體
制
、
之
風

 

負
面
偏
見
及

 
符
號
化
形
象

外
地
人
在
東
北

外
地
人
去
東
北
景
區
旅
遊
被
東
北
導
遊
和
景
區
商
販
狠
宰
、
東
北
人

在
外
地
與
當
地
人
發
生
衝
突
、
面
對
東
北
地
區
發
生
自
然
災
害
，
三

種
性
質
不
同
的
負
面
事
件
中
他
者
與
自
我
如
何
呈
現
。

雪
鄉
宰
客
、
導
遊
、
亞
布
力

東
北
人
在
異
鄉

候
鳥
、
瑞
典
人

遭
遇
自
然
災
害
的

 
東
北

地
震
、
前
震
、
松
原
、
災
情
、
震
源
、
震
級
、
受

災
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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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與討論

差異化之東北人形象話語建構

I. 日常特質與整體形象之話語呈現

在「性格特質」框架中，「幽默搞笑」的文本共有769篇，「暴力性格」

有503篇，「直率仗義」490篇。相對而言，「幽默搞笑」特質較為顯著，

其所呈現出的正負面特質與整體建構出的東北人形象有較強關聯性。

正面「搞笑」特質得到東北自媒體與非東北自媒體的共同認同。但兩者

使用的語詞截然不同。東北自媒體使用東北方言及較為口語化的形容

詞和語氣詞，如「老鐵」、「抽了」、「噴了」等予以呈現；非東北自媒體

會使用「詼諧」、「忍俊不禁」等用語來形容。前者會使用一些不經意間

出現的口語詞，側面曝露出其「粗魯」的個性；後者則會直接使用「粗

糲」、「低俗」等來呈現此一性格。

有關性格特質的話語直接關聯著兩類自媒體對東北人形象的呈

現，特別是在非東北自媒體的話語中，海南外來者在當地的負面行

為，如「攻入」及「偷菜」等，成為主要呈現的話語；同時也會以「腔重」

等來與自身文化進行區隔。在符號表達上，非東北自媒體將東北人與

曾經在地域歧視中被妖魔化的河南人，以及在地理位置上處於歐洲邊

陲地域的瑞典人進行類比，表現出東北人受歧視的形象。許多他者化

的東北人亦會以「黑社會」和「落後」等負面形象來呈現，此類形象多半

停留在舊記憶和定型化中。而「賊嘎」及「搞笑」等表現正面特質的語

詞，仍是東北自媒體在建構自身形象的話語（表三）。

不過，也有些反例，如「世界上是有那樣的一些東北人。把粗俗當

樂趣，有著莫名其妙的優越感，脾氣大，打架鬥毆，欺軟怕硬，動不

動就你瞅啥—這是輿論傳達給我們的。但其實，我眼裡的東北人，

仗義，直爽，有那麼一點執拗，卻是實誠得可愛。不用你們黑，自己

三百六十度轉體吊打—這是現實告訴我的。」歸究其因，在非東北自

媒體的話語中，一般會從自然條件、人口、經濟、文化等層面，來尋

找東北地區衰落的主因；而在東北自媒體的歸因詞彙探勘，卻少有提

及或未曾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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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
　
東
北
人
形
象
的
整
體
建
構

性
格
特
質

東
北
人

東
北
人

/東
北
形
象

歸
因
關
聯
詞

東
北

相
似
度

非
東
北

相
似
度

東
北

相
似
度

非
東
北

相
似
度

東
北

相
似
度

非
東
北

相
似
度
東
北
相
似
度

非
東
北

相
似
度

哈
哈
哈
哈

0.
55

粗
糲

0.
58

賊
嘎

0.
62

東
北

0.
49

建
構

0.
56

東
北

0.
46

太
特
麼

0.
54

生
命
力

0.
55

搞
笑

0.
52

海
南

0.
40

流
散

0.
48

深
層

0.
44

逗
死
了

0.
53

基
因

0.
47

非
東
北

0.
49

一
家
獨
大

0.
34

記
憶

0.
40

炒
高

0.
42

這
特
麼

0.
51

低
俗

0.
45

幽
默

0.
49

外
來
人
口

0.
33

定
型
化

0.
40

精
神
支
柱

0.
41

嘎
粉

0.
48

爆
笑

0.
45

哈
哈
哈
哈

0.
36

購
房
者

0.
31

大
眾
文
化

0.
38

思
想
束
縛

0.
39

成
精
了

0.
48

奇
趣

0.
45

全
吃
過

0.
35

闖
蕩

0.
30

偏
差（
片
面
）

0.
37

出
生
率

0.
39

二
哈

0.
47

天
賦

0.
44

老
尿
性
了

0.
35

段
子

0.
30

地
域
歧
視

0.
36

表
層

0.
37

瘋
了

0.
46

虛
偽

0.
42

淚
流
滿
面

0.
34

腔
重

0.
30

黑
社
會

0.
35

外
來
文
化

0.
37

攮
我

0.
45

神
侃

0.
42

我
敢

0.
34

三
亞

0.
29

落
後（
衰
落
）

0.
35

投
資
界

0.
36

抽
了

0.
45

天
生

0.
41

逗
樂

0.
34

懶
惰

0.
29

血
氣
方
剛（
陽
剛
）

0.
34

地
理
位
置

0.
34

真
特
麼

0.
45

詼
諧

0.
39

旮
兒

0.
33

開
拓
史

0.
27

建
國

0.
34

人
才
外
流

0.
33

臥
槽

0.
44

相
聲

0.
39

忠
實

0.
33

河
南
人

0.
27

改
革
開
放

0.
34

外
族

0.
32

老
子

0.
43

忍
俊
不
禁

0.
38

成
精
了

0.
33

口
音

0.
27

權
力

0.
33

烤
煙

0.
32

服
了

0.
43

不
羈

0.
38

扛
得
住

0.
32

服
務
行
業

0.
26

文
化（
外
來
文
化
）

0.
33

主
導

0.
32

岔
氣

0.
42

活
生
生

0.
38

懵
了

0.
31

攻
入

0.
26

夜
總
會

0.
33

氣
候

0.
32

老
鐵

0.
42

相
聲
小
品

0.
37

帶
感

0.
31

成
批

0.
26

變
遷

0.
33

經
濟

0.
31

沒
臉

0.
41

節
奏
感

0.
37

逗
死
了

0.
31

瑞
典
人

0.
26

刻
板

0.
33

歷
代
歷
代

0.
31

哎
呀
呀

0.
41

骨
子
里

0.
36

相
聲
小
品

0.
31

混
不
下
去

0.
26

污
名

0.
32

增
長
率

0.
31

噴
了

0.
41

搞
怪

0.
36

臥
草

0.
31

打
工
者

0.
26

河
南
人

0.
32

消
費
觀
念

0.
31

問
蒙
了

0.
40

笑
料

0.
35

噴
了

0.
31

偷
菜

0.
26

電
影
明
星

0.
31

民
族
融
合

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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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方言的自我認同與排他

本研究發現，東北自媒體並無刻意要去建構東北人的特質，而是用東

北方言所流露出「你懂得」之情感，側面表達出東北人的性格。如「和南方

同學在一起，感覺他們說話都沒意思。假期回去和高中同學吃飯，永遠都

能笑到抽搐。東北男生天生愛演，開玩笑的段位高。趙本山《賣拐》剛播，

第二天全班男生都能把台詞背下來。而且有些梗只有東北人才會說。」

方言，作為特定地域文化的專屬標誌，對於個人的自我認同和地域群

體的情感維繫，以及我群與他者的區隔，都會產生重大的影響。在存在默

會知識前提的交往和對話環境中，也使得東北人在呈現自我時，總會帶有

難以掩飾的自豪感。不過，非東北自媒體則會以較為正式的語彙，凸顯出

彼此的差異性。也正是如此，方言在他者角度來講便具有排他性。此應證

了Taylor（2014）所論，獨特修辭模式的使用是一個文化存在最明顯的標誌。

傳統框架的缺點記憶與當下解讀

大眾媒體以延續傳統但卻顛覆意涵的符號，重新賦予東北人新的形

象。在整個樣本的時間軸上，傳統精神尚未淡出人們的視線，並持續在

關鍵事件中被提起，與其延伸後的新形象在時間軸上交替呈現（圖二）。 

圖二　傳統與現代框架在不同時間的發文數目

詞
語
框
架
出
現
次
數

時間：以月份為單位

形象詞語框架
共和國長子
官僚體制
活雷鋒
闖關東
雷鋒精神
黑社會

林毅夫團隊吉 
林報告引爭議

南方人的驚訝

東北雪 
鄉宰客

東北人海南 
偷菜視頻

東北人在外 
地偷東西

東北人廣西 
偷香蕉

吉林松原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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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自媒體在傳統形象的敘事上呈現出正面話語，且以這些光輝形象

的歷史事蹟和優秀品德展開敘述，如「雷鋒精神」關聯著「助人為樂」與「民

族英雄」，「闖勁兒」關聯著「可歌可泣」的開墾史及背後的勤勞精神；但就

「共和國長子」框架上也呈現出由盛轉衰的過程。「闖關東」框架的再現回

應東北人的外流現象，例如，在〈東北人是如何「攻陷」三亞的？〉一文中

敘述，「出走東北，並不意味著逃離，他們也許去了別的地方開疆擴土。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遇山開山，遇水造船，遇酒喝乾。走在南遷之路上的

東北人，每個人身上都有著一種現代社會所最缺乏的韌勁，這種韌勁，在

東北人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以此表達出傳統精神在現代東北人身上

的延續，破除了他者所呈現的懶散個性與負面特質。就「活雷鋒」混合「黑

社會」兩個當下框架，均表現出「直率」和「仗義」，且在自我敘事中被賦予

幽默的含義，凸顯有親和力的形象，不同於非東北自媒體呈現出的「凌

人」、「暴打」等鬥狠頑劣的「惡習」（偷菜）和「危險犯罪」（劉湧案2）形象。

就非東北自媒體而言，在「雷鋒精神」，「闖關東」和「共和國長子」

等傳統形象上呈現出正負兩種話語。而就「活雷鋒」、「黑社會」、「官僚

體制」的當下框架幾乎均呈現出負面意涵，且這些負面話語多蘊含在傳

統形象的負面表述中。同時也體現出在性格特質上，「東北人有活雷鋒

的一面，也有黑社會的一面」的「搞笑」與「狠」的兩個面性。「雷鋒精神」

中歷史人物的「拼搏形象」，「共和國長子」中「血氣方剛」的形象，多關

聯到「好吃懶做」、「匪氣」、「陋習」等負面詞語，詮釋著「沉陷」與「衰落」

的形象。一系列坊間流傳話語和早期報導中對東北文化中的缺點記

憶，如「越來越多人指責東北人『懶惰』、『不努力』」、「坊間的負面解

讀：東北人太懶惰、官場太腐敗、產業太落後等」、「媒體報導東北問

題最突出的是：『東北做為計劃經濟的長子和重工業基地，殘留的體制

思維極為嚴重，官僚主義、官商勾結、色厲內荏、凡事講人情、不守

規矩、愛走捷徑』」等，不斷強化著他者在建構東北人框架的兩面性，

也令東北人傳統精神在負面噪聲中被淹沒。
van Dijck（2008）指出，當大部分圖像被傳送上網，並儲存在虛擬空

間時，記憶的社會功能便會透過網路散佈，大幅強化了網路對社會記憶

形塑的影響。本研究在此基礎上也發現，在呈現坊間記憶時常輔以「老」

和「舊」等配色圖片，讓受眾因過度依賴影像畫面（林欣穎，2007），將

東北形象刻板化為衰敗的色彩，強化著東北形象的常識記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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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
　
傳
統
框
架
的
當
下
解
讀

 

雷
鋒
精
神

闖
關
東

共
和
國
長
子

東
北

相
似
度

非
東
北

相
似
度

東
北

相
似
度

非
東
北

相
似
度

東
北

相
似
度

非
東
北

相
似
度

煤
都

0.
51

鐵
人（
王
進
喜
）

0.
51

非
東
北

0.
71

東
北

0.
71

非
東
北

0.
75

東
北

0.
75

雷
鋒

0.
44

取
而
代
之

0.
47

祖
輩

0.
45

祖
輩

0.
54

魯
爾

0.
52

陽
剛

0.
44

載
重
汽
車

0.
43

懶
惰

0.
43

沖
勁
兒

0.
42

沖
勁
兒

0.
50

工
業
基
地

0.
43

地
方
化

0.
40

老
牌
子

0.
43

楷
模

0.
43

闖
勁
兒

0.
41

闖
勁
兒

0.
49

建
國
初
期

0.
42

魯
爾

0.
39

雷
鋒
紀
念
館

0.
43

建
國
初
期

0.
41

後
裔

0.
41

饑
民

0.
48

地
方
化

0.
38

工
業

0.
38

助
人
為
樂

0.
41

拼
搏
形
象

0.
40

開
採

0.
39

父
輩

0.
46

搖
籃

0.
37

血
氣
方
剛

0.
38

文
化
名
城

0.
39

匪
氣

0.
40

饑
民

0.
37

墾
荒

0.
43

血
氣
方
剛

0.
36

變
遷

0.
38

非
東
北

0.
39

好
吃
懶
做

0.
39

父
輩

0.
36

移
民

0.
42

建
國

0.
36

搖
籃

0.
37

生
產
佈
局

0.
38

粗
俗

0.
39

山
東
人

0.
35

山
東
人

0.
42

重
振
老
工
業
基
地

0.
36

落
後

0.
35

沒
油

0.
38

第
一
輛

0.
39

晚
清

0.
35

拖
家
帶
口

0.
42

沉
陷

0.
35

城
市
化

0.
33

朝
代

0.
38

陋
習

0.
38

影
視

0.
34

避
難

0.
39

改
革
開
放

0.
35

改
革
開
放

0.
32

鐵
人

0.
37

地
方
化

0.
38

可
歌
可
泣

0.
33

開
採

0.
39

自
給

0.
33

煙
草

0.
32

少
帥

0.
37

共
和
國
長
子

0.
37

貧
苦

0.
33

關
外

0.
39

製
造
業

0.
32

鏽
跡
斑
斑

0.
32

民
族
英
雄

0.
37

野
蠻

0.
35

歷
經
滄
傷

0.
33

歷
經
滄
傷

0.
38

第
一
架

0.
32

一
改
農
業
化

0.
32

艦
載
機

0.
37

第
一
艘

0.
35

解
放
後

0.
33

有
史
以
來

0.
38

國
民
經
濟

0.
32

沿
襲

0.
31

功
臣

0.
37

實
事
求
是
精
神

0.
35

熱
土

0.
32

社
會
底
層

0.
38

糧
倉

0.
32

重
工
業

0.
31

歷
史

0.
37

落
後

0.
34

抗
日
戰
爭

0.
32

戰
亂

0.
38

文
化
名
城

0.
32

衰
落

0.
31

學
雷
鋒

0.
37

陽
剛

0.
34

政
治
勢
力

0.
32

村
裡
人

0.
37

商
品
糧

0.
32

勢
在
必
行

0.
31

共
產
主
義

0.
36

東
北
人
形
象

0.
34

近
代
史

0.
31

生
產
隊

0.
37

下
坡
路

0.
32

經
濟
衰
退

0.
31

家
鄉
父
老

0.
36

第
一
架

0.
30

生
產
隊

0.
31

入
關

0.
35

總
產
值

0.
31

形
象

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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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
續
表
四
）

活
雷
鋒

黑
社
會

官
僚
體
制

東
北

相
似
度

非
東
北

相
似
度

東
北

相
似
度

非
東
北

相
似
度

東
北

相
似
度

非
東
北

相
似
度

非
東
北

0.
66

東
北

0.
66

非
東
北

0.
53

東
北

0.
53

辦
事
效
率

0.
48

那
嘎
達

0.
39

信
不
信
削
你

0.
45

小
混
混

0.
43

眷
村

0.
42

行
政
效
率

0.
47

信
不
信
削
你

0.
36

那
嘎
達

0.
42

打
假

0.
33

打
架

0.
41

僵
化

0.
44

黑
社
會

0.
35

黑
社
會

0.
40

東
北
人
都
是
活

雷
鋒

0.
33

東
北
人
都
是
活
雷

鋒
0.

39
官
商
勾
結

0.
40

雪
村

0.
31

活
生
生

0.
38

仗
義

0.
33

東
北
人
形
象

0.
40

制
度

0.
40

一
首

0.
31

吵
架

0.
31

香
港

0.
32

東
北
人
被
黑

0.
34

本
位

0.
39

直
率

0.
29

基
因

0.
30

古
惑
仔

0.
29

劉
湧

0.
33

盛
行

0.
39

仗
義

0.
29

樂
於
助
人

0.
30

社
會
人

0.
28

團
夥

0.
33

體
制
腐
敗

0.
38

性
格

0.
29

豬
肉
燉
粉
條

0.
29

小
青
年

0.
28

流
散

0.
33

簡
政
放
權

0.
37

抹
黑

0.
29

屯
兒

0.
29

調
戲

0.
28

惡
習

0.
32

官
本
位

0.
34

最
硬

0.
28

諱
言

0.
29

瞎
說

0.
27

好
鬥

0.
32

市
場
經
濟

0.
34

耿
直

0.
28

咋
咋
呼
呼

0.
28

東
北
人
被
黑

0.
27

拉
幫
結
派

0.
30

解
放
思
想

0.
34

骨
子
里

0.
27

義
氣

0.
28

不
講
理

0.
27

媒
介

0.
30

負
債
率

0.
34

樂
於
助
人

0.
27

恭
維

0.
27

虛
偽

0.
27

黑
幫

0.
30

階
層

0.
33

執
拗

0.
27

耿
直

0.
27

反
派

0.
27

大
眾
文
化

0.
29

地
方
化

0.
33

基
因

0.
27

凌
人

0.
27

服
軟

0.
26

片
面

0.
29

政
體

0.
32

救
起

0.
27

暴
打

0.
27

逗
死
了

0.
26

張
大
帥

0.
29

作
風

0.
32

酸
菜

0.
26

啞
口
無
言

0.
27

磨
嘰

0.
26

欺
軟
怕
硬

0.
28

改
革

0.
32

逗
樂

0.
25

仗
義

0.
27

戲
謔

0.
26

魯
莽

0.
27

生
產
方
式

0.
32

質
樸

0.
25

麻
溜
兒

0.
26

英
雄
本
色

0.
26

偷
菜

0.
27

計
劃
經
濟

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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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負面事件的符號化與偏見形成

I. 群體鮮明特質的放大

從「雪鄉宰客」的框架和關聯語來看，較難看出兩類自媒體如何展

開話語的對抗。一篇〈黑龍江雪鄉：別再去了！雪再白也掩蓋不掉純

黑的人心！〉將該事件的輿論影響力推向高潮，該文作者主要透過呈

現自身受欺凌時忍氣吞聲的經歷，來凸顯東北人可怕的形象。例如，

「在我們到達哈爾濱第一次與客棧溝通的時候，客棧就表現出一副大

爺模樣。我們雖然已經對店家態度不滿意，……但保持用熱臉貼冷屁

股的心態耐心跟店家溝通。我們半個月前花不到三百訂的房，現在 

已經變成將近一千元的房價。誰會跟錢置氣呢？…… 我真的差點氣得 

掄拳頭！但是忍住了，一個字都沒反駁回到房間。在這天寒地凍的 

地方，我們不能跟當地人產生衝突。但是我們低估了雪鄉人的坑人 

底線。」

該作者在面對網民對上篇文章「地域黑」的指責時，又發佈另一篇

〈雪鄉宰客曝光者還原事件經過稱沒有歧視東北人〉予以澄清，「我們沒

有惡意，真正的是希望雪鄉可以認識到欺客事件的嚴重性，繼而在以

後可以好好整頓以及好好發展。」對此，東北自媒體以比較情緒化、不

容抹黑的語氣回應，如「你憑啥說雪鄉？趙家大院在雪鄉嗎？少TM道

德綁架，博取眼球，你地理是足球老師教的吧？」。也有東北自媒體會

袒護東北的「宰客」，比如，「在中國旅遊，你在哪兒遇不到宰客的情況

呢。我找個藉口，只能說東北人太實誠了，別的地方都是拐彎抹角的

整你，東北人直接就和你硬剛。」將這類遭遇看做是外出旅遊的必然現

象，而將東北人的「宰客」與其他地域的「宰客」做了區隔，認為這是一

種東北人「實誠」、不做作的性格展現。甚至有一篇文章直接將「東北人

永不悔改的告訴大家：宰客是天經地義的」做為標題，來展現出東北自

媒體面對「地域黑」的反擊。

面對他者偏見，東北自媒體認為，自身群體難以掩蓋的鮮明特質

是被污名的主因。例如，「東北人特徵太鮮明，一張嘴你就知道，然後

東三省綁定一起，地大人多，哪兒出事兒就叫『東北出事兒』，哪兒人

惹禍就叫『東北人惹禍』，特別顯眼 ……」。可見，群體特質本做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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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差異的區隔方式，以利對外群進行更好的社群記憶。但這種過於鮮

明且強勢的群體特質，為他者所無法理解，且我群又將其看做理所應

當，而不分場合及時宜地肆意妄為時，他者對東北群體的偏見便會產

生且深化。

II.「他者」與「我群」的符號化分界

東北人在異鄉發生了一連串與當地人衝突的事件，被當地人以符

號化的話語來建構，如「候鳥」、「瑞典人」，以及「偷菜」的形象。「候鳥」

係指，為抵禦寒冷而去三亞養老的東北老人，在東北語境下凸顯海南

為這一群體提供了優越的生活條件；而非東北語境則表現出這一群體

在當地「裝病」、「碰瓷」等耍賴行徑，以及對當地造成的負面影響。然

而，也有些東北自媒體會透過其他話語，建構出對東北人在外地種種

陋習的反思，如「外地人（東北人）越來越多，來了又不照顧當地生活習

慣，把原來的惡習都帶來了海南，以三亞為例，喝酒打架，搞黑社

會，不講衛生，在東北怎麼幹來了三亞就怎麼幹，當地人對『大陸仔』

的看法能好嗎？」當然，在他者建構中暗含歧視的「瑞典人」符號上，表

達對東北人「偷」這類行為的怒斥，並以法律角度（如處罰、判刑等）進

行嚴懲；有些東北自媒體會迴避引用並採取沉默的態度，並以「搞笑」

等語詞來戲謔化「偷」這些不當的行為。

若說日常敘事有利於形塑群體內部成員之身份認同的持久性

（Collins, 2004, p. 84），那麼在負面事件中，符號的使用則是為了強化

群體標識。在符號化使用與呈現上，他者與我群在建構自身形象上亦

存在衝突。Collins（2004, p. 99）指出，當群體間發生意見衝突時，其一

群體會冒犯另一群體且凝聚成情感力量的象徵符號。「瑞典人」即是他

者冒犯東北群體的象徵符號，此一符號即是在自媒體的日常敘事中習

得、累積並建構，也使得凡在其他場合與事件中牽涉到東北人時，該

形象隱喻的表達便會再度被喚醒（Collins, 2004, p. 83），並重複使用以

累積成：他群因具有更為優越的文化資本，便形成共同追求對特定群

體的再現趣味，最終維繫著該群身份標識的群體運作（蔣建國、李穎，
2017）。在面對被他群的符號化區隔時，東北自媒體一方面排斥引用被

他群設定的象徵符號，以規避方式來強力抵抗符號隱喻所帶來的「羞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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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另一方面繼續以自身的語言風格來獲取群體內部成員的認同和凝

聚，建立自身優勢，這也表示「我群」所處的同一趣味階層，在分化過

程中除了「排他」，還力求「團結」（蔣建國、李穎，2017）。

III. 群體間地位的消長

對於吉林松原地震，網路上個別網民以「活該」等話語表達對東北

人的應得，認為這是東北人在外地胡作非為後該有的報應，「激怒」並

喚起東北人的群體認同感。此一事件爆發後，東北自媒體著眼於同心

協力的災後救援，而非東北自媒體對地震成因進行科普教育，鮮明地

區隔出兩個群體身份（表五）。

結合東北人在外地發生的負面事件，一篇〈南方的三亞怎麼就成了

「東北第四省」〉提到「候鳥」東北人「佔領」海南的原因，「我們當地人原

先都不會講普通話，全國各地來的遊客，我們無法跟人家說上話。而

東北人普通話講得好，能說會道，……全被他們把生意做了。」另一篇

解釋了為什麼「偷菜」的總是東北人，「因為在他們眼中，人是分三六九

等的，誰的權力大，誰的等級高，就需要巴結誰，誰的權力小，誰的

等級低，就可以欺負誰。」

他者之所以能從隱晦的符號中建構東北人，到直接用歧視性話語

來「辱罵」東北人，區域經濟變遷也是導致他者知覺轉換的重要因素。

東北地區曾具有在資源和政策上的優勢，東北人也曾是優勢族群的象

徵。隨著區域經濟的衰退，東北人不斷喪失優勢，他者從負面事件中

所建構的符號，又與既有的社會記憶勾連，將本地族群被外來東北人

長期「侵佔」所積蓄的不滿，帶入當前的衝突情境中。其結果即是，進

一步加深社會不同階層與群體間的隔閡，為更多潛在衝突的觸發埋下

伏筆。而一系列負面事件所引起之象徵，則突顯出中國社會階層分化

的現實（王慶、余紅，2015）。此即，當處於弱勢地位的本土群體，在

面對外來優勢群體時的無力抵抗，到優勢群體衰落後本地人的討伐，

背後不同群體之間所呈現出地位消長的關係，以及他者和我群身份相

互轉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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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日常娛樂性話語醞釀下的偏見

「搞笑」與「暴力」的特質是整體東北自媒體話語的主軸，日常「性格

特質」不僅與「東北人」整體形象呈現一致，同時與對傳統框架的解讀和

負面事件的行為相符。儘管「搞笑」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部分他者在

日常情況下對東北人群體的認同，但此種吸引力並未阻止偏見的產生。

網路負面事件所呈現的東北人形象已刻板化為東北人的典型，成為他者

腦中最先被調動的記憶。在〈東北人懶嗎？東北人損嗎？東北人糙嗎？〉

一文中，解釋了此種吸引力是如何透過自我醜化來自娛娛人：「正是在

東北小品式方言強化了東北人日常生活語言的固化、單調化和「不著調」

化。人們有意無意地「自我實現」了東北小品和《鄉村愛情》式東北話的

「黑化」、「生猛化」再造。在此深刻影響下成長起來的這一代東北人，活

成了「戲精」，沉醉在這一套裝傻充愣的話語之中不能自拔。於是，怒懟

遊客的『爽快』東北人，在這種無所不用其極的直白挖苦嘲諷中，小事

變大、好事變差。『你瞅啥』、『愛咋咋地』的話語體系，在存在默會知識

前提的交往和對話環境中，自然能夠讓人會心一笑、心領神會。然而，

一旦這種話語被濫用到商業交往行為中，甚至以一種威武雄壯的迷之自

信與底氣脫口而出，那必然是『文化的衝突』」。

東北人在螢幕上的展現，也帶動起東北境內的群體自豪感和娛樂

化，成為其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方面，這些在網路上隨處

可見的自我醜化形象，不斷強化著他者的日常記憶。在為網路帶來狂

歡氣氛的同時，卻也在群體內部的過度喜樂和模仿中，犧牲了東北人

自身的形象，更形塑著民眾的淺層記憶，成為可被隨時提取和關聯的

素材。另一方面，已經融為日常生活且內化為人格特質的自我醜化行

為，會無意地展現在負面事件中，並最終導致他者偏見的形成。

研究結論、研究貢獻與未來建議

研究結論

東北區域文化透過自媒體呈現在東北人的日常上，不僅塑造出在

地群體的話語體系、性格特質和生活行為，也強化了在默會知識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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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群體認同，更對他者偏見的形成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一部分

又特別透過本研究之話語、框架與符號等三個面向，闡釋我群與他者

如何在社群媒體平台上，建構東北人形象並形成地域偏見。東北方言

和官話，分別成為東北與非東北自媒體建構各自話語體系的區隔。「搞

笑」特質做為吸引力，在他者話語中產生了共鳴，但這種被群體世俗模

仿而形成日常泛娛樂化的特質，被網路媒體放大，為負面事件中他者

的偏見埋下伏筆。本研究檢視符號構造及其背後深蘊的規則；此即，

強化群體標籤與群體間的地位關係。他者易在特殊事件中建構起象徵

符號，並尋找同類事件來享受反複呈現的樂趣，而我群則以選擇性曝

露或失語來面對他者的符號化。

隨著地區經濟的衰落，東北族群的優勢不復存在。不同地域群體

的符號和話語的競逐，反映出經濟影響區域地位之消長。儘管傳統媒

體塑造出的東北人積極正面形象扎根在民眾的深層記憶中；但自媒體

中既戲謔又負面的形象在網路上越演越烈。當代民眾過度依賴網路記

憶體，促使其淺層記憶被率先關聯，同時又調取過去積累的深層記憶

對當下感知進行追問。本研究亦發現，以「你身邊的東北人，到底有多

可怕？」和「別輕易吵醒一個東北人，後果很嚴重！」為標題的文章在非

東北自媒體中數目最高，但文章內容卻多是表達實際接觸東北人後，

並未見如網路流傳的可怕形象。儘管內容已為東北人復譽，但仍冠以

污名化的標題。這也代表著，一旦地域偏見形成後，便會進入常識領

域，即使部分他者不贊同，但也不願打破在認知層面上被廣泛接受的

既定存在。

綜上，本研究基於「他者理論」探究網路媒體中地域族群間的話語

博弈，一方面關注東北人如何在自我呈現中形成他群的偏見；另一方

面，透過他群話語來凸顯東北群體在吸引他者注意力的同時，也強化

著他者對東北人的框架認知，令自身地位喪失，也為負面事件中他者

偏見形成助力。當看到東北經濟逐漸沒落而急需尋求解釋時，他者將

我群頻頻建構出的娛樂話語，與負面事件中東北人形象相互扣聯，與

傳統東北人的正面形象形成鮮明反差，進而深化他者的地域偏見。本

研究從他者身份的可逆轉性視角，豐富了「他者理論」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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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貢獻與未來建議

本研究從網路自媒體的角度來探究地域形象的再現，具備啟發後

續研究之潛能。本研究跳脫以往單一從問卷調查、訪談，或有限文本

來分析地域偏見模式，創造性地將巨量資料分析應用在自媒體語境

中，對代表他者與我群的話語內容進行對比，也比較了日常與危機發

文，並結合內容分析法以確保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對地域偏見的學術

研究與研究方法應有創新貢獻。作者在研究過程中意識到，文本中出

現的反諷與否定表達無法被語言模型勘測到，但卻會強化東北人與負

面形象的關聯。對此一限制，建議未來可引入代表語法結構的parse 

tree，來深化Word2vec在話語對比的應用。另根據2017年末清博大數

據統計，盈利的微信公眾號佔比達到53%，這代表可能受潛在利益驅

動的自媒體，在發文觀點或許會與其所在地的立場不符，而追求資訊

的娛樂性又正是自媒體吸引受眾的途徑之一，甚至整體自媒體平台的

娛樂化也不可避免會持續塑造東北人的特定形象。

本研究在框架關鍵詞選定上，未經Word2vec訓練即先行在整體文

本中建構，後再以關鍵詞對訓練後的文本進行分析，這會難以確保各

詞間的連貫性，也會造成若干框架的關鍵詞不在訓練的文本範圍內。

儘管研究者透過關鍵詞定位以回歸整體文本脈絡，並結合內容分析進

行詮釋，但同時也造成沒有充分應用預處理之文本，又對文本分析另

新增負擔，這些缺失在未來研究上應將極力避免。另基於自媒體做為

地域話語權的代表，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受眾對特定地區的評價。因

此，建議地區報紙、廣播電台，以及網路媒體應擴增其在微信公眾號

的營運策略，應用多種類型媒體，主動並多樣性地設定議題，避免因

議題僵化而導致他者以貼標籤方式來建構我群。除了迎合受眾對娛樂

性文章需求的同時，東北自媒體有必要適時轉變其撰文風格，特別是

當負面事件曝光時，應率先承擔起危機公關責任，發揮正面形象導引

與維繫的作用，與社會記憶斷裂修復的角色；而非東北自媒體也應正

視區域實質問題，非一味唱衰與排斥。

由於東北旅遊市場開發較晚，配套設施不夠健全，加上當地居民

對旅遊服務知能有限，導致外地人來東北旅遊的體驗欠佳。當地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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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和景區管理者宜健全景區周邊的休閒設施、完善旅遊法規和定價條

例、加強景區當地居民的培訓，並透過大眾媒體積極推廣，提升旅遊

目的地形象，帶動起東北觀光經濟的發展。誠如前述，只有與他域群

體互動時，才會產生對某地域群體的態度問題。因此，建議東北民眾

將對我群與外群的娛樂行為稍事區隔，對素質提升自省自律，盡量不

要以我群特質來要求他者，在尊重他域文化的基礎上與他者平等友好

地交流，應能逐漸消除他者之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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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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