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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弹幕作为如今网络上最流行的传播渠道之一，受到大众的喜爱。观

察网络弹幕的使用过程，可以发现许多值得研究的社会心理现象。文章将从弹幕的

发展、特点出发，从特定情境切入，分析其中有代表性的从众现象与攻击行为，以及

这些现象对用户、弹幕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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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弹幕文化的发展过程

弹幕最早出现在日本的 Niconico 视频网站，最初只作为一种互动方式流
行于 ACG（动画、漫画、游戏）爱好者中，但短时间内就受到日本网民青睐 [1]。
2008 年起，国内主打弹幕视频的网站 Acfun、bilibili（B 站）先后诞生，弹
幕文化在中国互联网环境中开始发展。最初 B 站的弹幕还只是在平台内小众
传播，大量聚集在 B 站的 ACG 内容爱好者在视频中发送譬如“233”（谐音
“啊哈哈”）等二次元文化词语表达自己的感受，这类词语在 B 站不同的视频
分区进行延伸扩散，又将词语发展出很多不同的意思 [2]。随着融媒体时代发
展，弹幕也在优酷、腾讯视频、爱奇艺等主流视频媒体开始传播，如今甚至
一些音乐、网文 app 也上线了弹幕功能，弹幕文化已然走向大众。

然而，随着大量网民开始使用弹幕，弹幕的弊端也逐渐暴露，比如准入
门槛低、难以监管、弹幕戾气越来越重等，其中许多问题也是媒体平台用户
基数增大后的普遍问题。对此，各平台也采取了相应措施（比如 B 站的“风
纪委员”制度，使用户自身参与到规范社区环境中）。创造良好的弹幕环境，
与长久以来创造良好网络环境一样，道阻且长。

2 弹幕的传播特点

1. 满足受众快节奏、碎片化的浏览习惯

弹幕本身具有碎片化、即时性、互动性的特点，随着现代社会化进程的
不断加快，人们进入了“快餐时代”。在快餐时代，人们生活的快节奏化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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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在浏览和阅读习惯上倾向于简短便捷，而弹幕的形式便很好地迎合了受
众的阅读习惯。弹幕内容简短，传播快捷，再加上其呈现方式是固定或滚动
播放，有利于用户迅速浏览并快速接收信息。

2. 即时反馈、强互动性

弹幕文化的发展体现了“受众本位”的理念 [2]，用户不仅可以根据视频
内容发送自己想要的弹幕，而且可以与其他用户互动，获得不同于传统评论
的“即时反馈”。用户接收到的弹幕只与当前播放位置有关，这使得弹幕消除
了传统互动中的“延时性”，使得用户可以与数月甚至数年前留下弹幕的用户
进行互动，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强互动性。

3. 弱联系的相互连接

“弱联系”的意义是把不同社交圈子连接起来，从圈外提供有用的信息。
在观看同一个视频发表的弹幕的过程中，使用弹幕的本来存在弱联系的各个
用户，建立了弱联系的相互连接。观看网络视频的成员由于具有相似的态度
和高度的互动频率，产生即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一个虚拟的组织中建立
强联系的网络。 [3]

4. 崇尚求同排异

相比于传统的网络评论区，弹幕的娱乐性、时效性更显著，这使得弹幕
用户无形中崇尚求同排异。评论区与弹幕从严肃性上相比，前者更像“法庭”，
适合不同观点的交流、辩论；而后者更像“茶馆”，为防止他人的不同观点影
响自己的体验（也可以理解为减少“认知失调”），用户会对不同观点进行“选
择性屏蔽”，潜移默化中，弹幕中会形成求同排异的风气。与之相关的是弹幕
中的从众现象，这将在后文中进行分析。

3 弹幕中的社会心理现象解读

3.1 弹幕中的从众效应

在许多视频的弹幕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1）某条弹幕针对当前视频内容发表感慨，其他具有相同感情的用户复

制、发送相同内容，形成壮观的“刷屏”效果（这在一些动漫、影视中很常
见）；

（2）弹幕内容使一部分用户具有归属感，如日期留念弹幕（X 年 X 月 X
日）、年龄弹幕（“90 后”“00 后”）、地域弹幕（“X 省打卡”“X 市人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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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使更多用户参与其中；
（3）一些用户通过弹幕对视频内容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其他用户发弹幕

表示支持；
上述情形的共同点是，由少数弹幕产生导向，影响后来的用户发送类似

或相同的弹幕，使得短时间内弹幕内容的“同质化”。由此可以看出，弹幕具
有从众效应，并且有时会加强用户的从众心理。

从众行为理论认为，从众行为是指个人倾向于做多数人所做的事情，一
方面表现为首先观察他人的行为或决定，其次是跟随他人的行为或决定，另
一方面表现为对自己拥有的信息的忽视，而更愿意相信他人的信息和欣赏他
人的行为 [4]。

网络本身存在着从众现象（比如非理性从众选择、对评论的从众采纳
等 [4]），而弹幕的碎片化、快节奏特点，使用户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获取信息，
并可能“忽视自己的信息”（自己的真实态度），并“模仿他人发弹幕”（即时
做出回应），这便是弹幕中从众效应的本质。从王赟芝等人在《弹幕视频网站
用户从众信息评论行为驱动因素探索》 [4] 中的调查结果可以了解到，弹幕视
频用户从众心理的产生/加强的原因主要有：

（1）发送弹幕的简单流程使用户感知到易用性，有利于用户发送弹幕、参
与到讨论中；

（2）弹幕满足了用户的娱乐需求，使之感知满足感、趣味：
（3）弹幕影响到用户情绪，使之感知互动、归属、认同感；
一方面，从弹幕的传播角度而言，这种从众特性强化了弹幕的感染力、互

动性，使弹幕的优势进一步凸显，这也给出了弹幕广受欢迎的理由之一；另
一方面，从众造成的刷屏也会遮挡到视频字幕，分散用户注意力、干扰用户
观看原视频，影响用户的观看体验，从而造成不便（如在某原创歌曲的视频
中，许多用户发送“XX 我喜欢你”之类的“告白弹幕”，干扰到了其他用户，
在评论区遭受了严厉的批评）。

此外，这种从众效应也会导致“沉默的螺旋”现象。“沉默的螺旋”由伊
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提出，其核心观点是：面对社会事件，人们会受从众心理
影响，赞成某一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而对其它观点保持沉默，一方沉默造成
另一方的增势，如此循环，形成一方声音越来越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的发
展情况。

在现实生活中，出于外界压力以及害怕被孤立的恐惧，很容易出现“少
数人的意见代表沉默的大多数”这种“沉默的螺旋”现象，而弹幕环境中也
类似，海量弹幕会使用户更容易察觉到“多数意见”和舆论走向，使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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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感官统计”更加准确 [5]，导致弹幕中观点进一步“同质化”“极化”。即使
有寥寥用户提出不同意见，也可能淹没在浩大的弹幕中，或是受到许多持主
流观点弹幕的攻击，使不同于主流的意见难以传播（至于两种观点所有人数
相近，进而开展论战的情况，会在下一部分讨论），这种来自“意见气候”的
压力甚至会在从众效应的作用下改变用户原有的观点。

3.2 弹幕中的攻击行为

弹幕中的攻击行为常见以下三种：
（1）用户所持观点与已有弹幕中观点不同，发弹幕进行回应，在足够多

用户参与后出现“引战”现象；
（2）用户不赞同原视频内某些内容/观点，发弹幕进行回应，在足够多用

户参与其中后出现攻击现象（如在某些综艺节目中，评委给选手的打分与弹
幕用户的预期有偏差，便会出现“？？？”“有黑幕”之类的弹幕，质疑甚至攻
击评委）；

（3）在体育比赛、偶像综艺中，“多粉丝圈”并存，不同用户会支持不同
队伍，发表对所欣赏对象的积极评价，但这难免侵犯到另一粉丝圈子的利益，
进而导致矛盾激化，出现对骂、人生攻击等攻击行为 [6]；

弹幕中攻击行为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强匿名性、用户群体结构以及从
众效应下的群体极化。

埃瑟∙戴森认为，“匿名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机制，人们可以在把后果降至
最轻微程度同时，肆无忌惮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对各种主张或幻想进行摸索
和尝试，并避开社会的非议。”虚拟性与匿名性降低了弹幕用户失范后受罚的
几率，使得人们在网络上交流时变得开放激进 [7]。在弹幕使用中，只有平台
可以获取用户发布弹幕数据，造成了一种“强匿名性”，增加了出现攻击行为
的可能性。

此外，第 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总数
不断增加，网民结构表现为 10-19 岁的群体在整体网民结构中占比 19.3%，中
学生群体（26.9%）位列职业结构第一, 而初中学历（41.1%）远高于高中专技
校（22.2%）和大学专科及以上（19.6%）。从中可看出我国主要网民群体为年
轻人，年轻网民群体有较高的网络表达积极性，而弹幕作为网络评论的形式
之一，是言论表达的重要载体，很容易因意见不一致出现攻击行为。

前文中提到了“弹幕中的从众效应”，从这一角度分析，用户可能会因为
弹幕观点而隐藏、改变自己的观点，在“沉默的螺旋”影响下，被“大多数”
人的意见裹挟，导致群体意见的极化，使弹幕用户群体中个体行为更加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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恣意，且彼此行为会助长攻击情绪，使攻击行为增多。
当弹幕中充斥攻击元素时，其中本应有的积极内容会受到挤压，导致弹

幕环境的恶化，影响用户体验，甚至激化矛盾、造成网络暴力现象或引发无
休止的争吵。重者，会引导不良网络风气，甚至破坏整个社会的和谐（这也
是攻击行为普遍存在的后果）。

4 补充

4.1 “反沉默螺旋”理论

与“沉默的螺旋”相对，也有学者提出了“反沉默螺旋”理论，刘建明在
2002 年较早发表了标题内含有“反沉默螺旋”这一名词的文章，指出“受众
不是被动的、盲从的非理性动物，而是具有能动性的社会主体，常以反沉默
螺旋方式发表意见”。 [8] 黎勇在《舆情反转中的” 反沉默螺旋”》中指出，反
沉默螺旋”现象的发生主要基于如下四种假设：

（1）“反沉默螺旋”一般发送在网络与新媒体环境下；
（2）个体难以把握与感知网络环境中的“意见气候”；
（3）网民的能动性使之能根据自身选择、辨别信息；
（4）网路与新媒体舆论场中存在“意见领袖”；
虽然借助“反沉默螺旋”理论，可以更准确地解释弹幕用户发表不同观

点，进而导致攻击行为的动机，但该理论用于分析弹幕情境，仍然存在较大
的局限性：

（1）弹幕节奏快，用户很难投入精力辨别信息，大多依据主观判断；
（2）弹幕平等、匿名、用户流动性高，不存在特定的意见领袖；
（3）弹幕具有“求同排异”的特点，不利于不同意见的发表；

5 总结

从弹幕的传播特点出发，结合常见的弹幕情境，可以发现许多社会心理
现象，常见有从众效应与攻击行为，其中前者最为广泛，一定程度上会影响
到后者。一方面，这些群体现象体现、强化了弹幕的特点，另一方面，这些
现象也造成了许多问题，甚至影响弹幕生态。随着越来越多的网民接触弹幕，
越来越多诸如“关弹幕保智商”“弹幕环境越来越差”的论调出现，弹幕环境
面临着挑战。弹幕作为网络平台中重要的传播途径，甚至作为许多网站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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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功能，如何引导、规范弹幕用户行为，使弹幕带给用户更多积极影响，需
要平台、用户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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