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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线上弹幕信息的情感互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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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字化浪潮与互联网技术高速迭代的背景下，线上弹幕信息已超越其作为即时评论工具的表层功能，演

变为网络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态中不可或缺的互动仪式载体。弹幕信息不仅为观众提供了实时交流和互动的机

会，更在互动仪式链的视角下，展现了其独特的情感互动特性。本文旨在以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为分析框架，

系统解构线上弹幕信息运作过程中的情感能量生成、共享情感状态强化、群体符号建构与道德感凝聚等核心机制，

以期为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将理论联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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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象分析：线上弹幕的形成和作用

1.1 弹幕的形成

在视频领域，弹幕的形成可以追溯到 2006 年，当

时日本视频分享网站Niconico首次尝试在视频画面上

实时显示用户评论。由于这些评论在屏幕上快速飘过

的形态类似飞行中的子弹，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弹幕”。

（隋岩，周琼，2016）在中国，AcFun 和后来的 bilib

ili 等视频平台也引入了弹幕系统，使这一形式得到了

广泛的传播和应用。现如今各大短视频、影视平台也

引入弹幕这一线上互动形式，弹幕的数量庞大且参与

人数激增，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互动手段
[1]
。

1.2 弹幕所引起的情感作用

弹幕为观众提供了获取更多信息的机会。在观看

音视频时，观众可能希望获取关于内容的更多解释信

息、补充信息，以充分理解所看内容。弹幕中往往包

含了许多观众的见解和解读，这些都可以帮助观众更

深入地理解音视频内容。弹幕增加观众的参与感。观

众可以通过发送弹幕来快速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

与其他观众进行即时互动。这种参与感可以让观众更

加投入地观看音视频内容，同时也满足了人体感官的

需求，如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同时也弹幕满足了观

众的社交需求，在观看音视频时，观众可以通过弹幕

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观点，找到与自己有相同兴

趣的人，从而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此外，弹幕还可

以帮助观众释放情绪，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它还可

以渲染视频的气氛，加强观众的认同感。在某些情况

下，弹幕的出现可以让观众更加深入地感受到视频的

氛围和情感，从而增强对视频内容的认同感和投入感。

2 互动仪式链理论

2.1 理论起源和发展

互动仪式链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早期的仪式研

究，这些研究最初主要集中在宗教范畴内。仪式研究

的核心关注点经历了从宏观整合到微观互动的扩展，

涂尔干强调仪式的社会整合功能（神圣化个体、维护

秩序），确立了其结构基础。戈夫曼的关键贡献在于

提出“互动仪式”概念，论证了日常生活中的仪式化

行为同样具有产生情感能量的力量，极大地拓宽了仪

式研究的边界。柯林斯则在涂尔干和戈夫曼的基础上，

系统性地阐述了互动仪式的构成要素和动态机制，形

成了“互动仪式链”理论。该理论在《互动仪式链》

一书中得到详细阐述，此书被认为是西方社会学理论

新发展的重要成果
[2-4]

。

2.2 互动仪式链理论内容

柯林斯认为：社会中的大部分现象，都是人们通

过各种形式的互动仪式来形成和维持的；人的一切互

动都发生在情境之中，且情境中个体之间的不断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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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链条一样的互动网络关系，即“互动仪式链”，

互动仪式链主要涵盖了互动仪式的组成要素和互动仪

式的结果。（汪雅倩，荣懋丹，2024）互动仪式链理

论认为，一个有效的互动仪式包括以下四个组成要素：

（1）互动仪式的发生，其根本的物质条件在于两个或

更多人身体性地聚集于同一地点（2）对局外人设定了

界限：这一界限确保了互动仪式的内部封闭性和参与

者的共同身份感。（3）人们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

对象或活动上：共同关注的焦点是互动仪式发生的心

理基础。（4）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共享

的情感状态是互动仪式产生效果的关键。这四大基本

要素也是本文分析的基本框架
[5-6]

。

3 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的弹幕信息

弹幕目前在产业界已经应用广泛，相比于学术界，

对弹幕这一新型交互行为的研究才进入萌芽阶段，其

蕴含的学术价值没有被完全发掘。本文对弹幕文本进

行情感分析，一方面使情感分析的研究更加丰富，另

一方面完善了中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从而为日后用

户信息行为、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基础。（范亚

男，2023）

3.1 弹幕信息的互动仪式特性

在经典互动仪式模型中，“身体在场”被确立为

仪式发生的基础性条件。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以其特

有的“去时空化”连接能力，彻底改变了这一基础，

使得互动仪式能够在物理身体分离的状态下常态化进

行（周葆华，2020）。技术的持续演进——高速网络、

便携智能设备、沉浸式交互界面（如 AR/VR）——不断

强化着“虚拟在场”的体验深度与丰富性。用户通过

精心选择的文字、即时传递的语音、生动的表情包或

精心设计的虚拟形象，作为其在互动场域中的“代理”。

这种符号化的聚集，不仅克服了物理距离的阻隔，更

通过媒介化的符号交换，促成了集体注意力的聚焦和

情感能量的流动。因此，一种不依赖于物理身体共在，

却能有效激发仪式感、凝聚群体感、完成意义协商的

新型互动仪式场域已然形成，并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

在视频平台上，观众通过共同观看同一视频内容

而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虚拟的“场所”。在这个

场所中，观众可以通过发送弹幕与其他观众进行互动。

弹幕功能通常仅在视频播放时开放，对于非视频内容

或未登录的观众来说，是受到限制的。这种界限设定

使得参与者明确知道自己处于互动仪式之中，并且知

道哪些人是参与者，哪些人是被排除在外的。观众在

发送弹幕时，通常会针对视频内容进行讨论和评价。

这些弹幕内容往往围绕着视频的主题、角色、情节等

展开，形成了共同的关注焦点。观众在观看视频时，

往往会因为视频内容而产生各种情感体验，如喜悦、

悲伤、愤怒等。通过发送弹幕，观众可以表达自己的

情感体验，并与其他观众产生共鸣或争论。（郑路娜，

2023）

3.2 弹幕信息的情感互动特点

1、实时性与互动性。弹幕信息能够实时显示并与

其他观众进行互动，使得情感互动更加迅速和直接。

2、丰富性与多元性。弹幕信息的内容丰富多样，

涵盖了各种情感状态和观点态度，使得情感互动更加

丰富多彩。

3、匿名性与开放性。观众可以在不暴露个人信息

的前提下自由表达情感，增强了情感互动的开放性和

匿名性。

3.3 弹幕信息的互动仪式结果

互动仪式链是指通过互动行为来建立起一种仪式

化的传达方式，它在各种社交场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线上视频和直播平台上，弹幕信息作为一种特殊的

互动形式，通过实时发送和显示，构建了一个虚拟的

互动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观众可以通过弹幕信息表

达自己的观点、情感和态度，与主播和其他观众进行

实时互动
[7-10]

。

弹幕互动，观众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虚拟的社群

关系。当观众对某个话题或观点产生共鸣时，他们往

往会通过弹幕表达支持或赞同，从而加强群体之间的

团结感。弹幕互动可以为观众带来情感上的满足感和

成就感。当观众的观点或评论得到其他观众的认可或

回应时，他们会感到被关注和理解，从而激发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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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能量。（邓昕，2015）弹幕作为一种新型的互联

网媒介，为受众提供了新的自我表达和人际互动的平

台。通过多种互动行为，个体可真实地展现自我、探

索自我，也就是说，弹幕视频在某程度上己经成为人

们建构自我认同的新平台。（张艺凝，2016）同时在

某些情况下，弹幕互动可以产生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符

号或标志。例如，某些热门弹幕词汇或表情包可能会

成为某个社群或亚文化的标志。虽然弹幕互动通常是

在虚拟环境中进行的，但它也可以对观众的道德感产

生影响。当观众看到其他观众在弹幕中表现出积极、

正面的态度时，他们可能会受到启发和感染，从而提

升自己的道德水平。

在成功的弹幕互动仪式中，用户的短暂情感被不

断强化，最终凝结为长期、正向的“情感能量”——

这表现为个体情感的慰藉、集体意识的共享以及群体

身份符号的生成。这种情感能量的强度取决于用户的

参与度。重要的是，仪式产生的这些正向结果（情感

能量、符号等）并非终点，而是被用户视为宝贵的资

源，主动投入到下一次互动中。正是通过这种持续的

“资源”投入与产出，一次次互动仪式得以链接，形

成具有延续性的互动仪式链。（封婉仪，2022）

4 弹幕信息的情感互动机制

（1）情感共鸣与认同。弹幕信息的情感互动首先

体现在情感共鸣与认同上。当观众在观看视频或直播

时，他们通过弹幕信息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态度。当这

些情感和态度得到主播或其他观众的认同和回应时，

观众会感到被理解和支持，从而产生情感共鸣。这种

情感共鸣不仅增强了观众与主播之间的情感联系，也

促进了观众之间的情感交流和互动。

（2）情感表达与分享。弹幕信息的情感互动还体

现在情感表达与分享上。观众通过弹幕信息将自己的

情感状态、感受和思考表达出来，与主播和其他观众

分享。这种情感表达与分享不仅有助于观众释放情感、

减轻压力，也为主播和其他观众提供了了解和认识观

众的机会。通过弹幕信息的情感表达与分享，观众之

间建立了更加紧密的情感联系和互动关系。

（3）情感引导与塑造。弹幕信息的情感互动还涉

及到情感引导与塑造的方面。主播可以通过弹幕信息

了解观众的情感状态和需求，进而采取相应的策略来

引导观众的情感。例如，当观众表达出消极情感时，

主播可以通过积极的语言和行为来引导观众的情绪，

使其转变为积极情感。同时，主播也可以通过弹幕信

息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和情感风格，与观众建立更加稳

固的情感联系。

5 结论与展望

互动仪式链理论由兰德尔·柯林斯提出，强调微

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之间的联系，认为互动仪式是

人们最基本的活动，是一切社会学研究的基点。该理

论在弹幕信息情感互动研究中得到了有效应用，揭示

了弹幕如何成为社群交互的手段，表达观众对于视频

内容的情感和评价。本文从互动仪式链的视角出发，

对线上弹幕信息的情感互动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研

究分析，本文揭示了弹幕信息情感互动的特点和机制，

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展望。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

弹幕信息情感互动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和效果评估

等方面的问题，以期为相关实践和研究提供更加全面

和深入的指导。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进步，弹幕不会减少。作为观

众观看网络影视的辅助工具，弹幕理应发挥积极作用。

（张智华等，2018）弹幕作为一种新型的交互式观影

形式,揭示出一个更加强调“互动”的文化消费时代的

到来,互联网正势不可挡地改变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

在这样一个时代,党中央即时提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

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政策，更加凸显了互联网时代

传媒产业转型升级、媒介融合发展的重要性。面对互

联网对传统产业的再造,拥抱互联网思维、主动迎接时

代变革，或许是明智之举。（诸葛达维，2015）希望

通过对于弹幕信息的相关研究可以对于倡导网络良好

风气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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