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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技术发展为媒体提供了多元的表达路径和表达语态。主流媒体逐渐采用轻松的表达，归属于亚文化的“萌

文化”进入媒体视野。主流媒体“萌化”发展是重要的传播策略，但“萌文化”潜藏的亚文化特征对主

流文化的严肃性造成影响。本文通过具体分析，提出建立一条既维护新闻客观真实性，但又具有趣味的

“萌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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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provides multiple expression paths and voices for the media. The main-
stream media gradually adopt easy expression, and the “Meng culture” belonging to the subculture 
enters the media field of vision. The development of “Menghua” of mainstream media is an important 
communication strategy, but the hidden sub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Menghua culture” have an 
impact on the seriousness of mainstream culture. Through specific analysi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establish a “Menghua” road that maintains the objective authenticity of news but is inter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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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萌化新闻”是将“萌文化”与新媒体环境结合产生的一种新兴新闻形式。新闻从业者在新闻中采

用“萌语言”或者“萌形象”，对某种事物、思想进行可爱化处理，以契合受众兴趣。“萌化新闻”作

为一种新兴新闻形式，在形式呈现和内容表达方面均有优点；但过度迎合大众的趣味需求，会忽略了新

闻的本身意义，不利于新闻活动的健康发展，也偏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主旨。新闻萌化应

有其度，这个度代表的不仅是新闻在新媒体环境中的合理创新，更是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和谐共生的

可行性。本文通过分析“萌文化”起源、“萌化新闻”发展和主流文化收编亚文化遇到的问题，为萌化

新闻后续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2. “萌文化”起源与表现形式 

2.1. “萌文化”概念界定 

“萌文化”中强调的“萌”，最早起源于日本，因发音相同，在输入法中常和表达传统热血动漫观

感的“燃え”同时出现，后期动漫爱好者为了表达出因美少女而热血的这种特定状态，借用了“萌え”

这一词，并在动漫圈内推广，成为通用词汇[1]。2003 年传入中文地区后，受“萌”、“萌芽”本义的影

响，形成了“可爱、幼小”的网络流行语义[2]。 

2.2. “萌文化”表现与实质 

“萌文化”主要通过语言和视觉图像进行表达。萌语言指的是在传播过程中使用的文字，包括书面

表达和口语。这其中既包括对传统文字的再创造，也涵盖了新造词。具体可以分为：传统语言的再创造，

例如 xx 酱、xx 捏、敲(超)等；动作描述，例如啾咪(亲亲)、duang、呼哒哒等；新造词，例如蓝瘦香菇、

芜湖、脆骨(韩语中最棒的音译)。除可以用拼音和文字代替的语言外，颜文字也是“萌文化”的代表，例

如 QAQ 等，借助符号对表述者的情感进行表情描述，更好地表达其情感。视觉图像主要指图像和影视作

品等非语言符号。以《那年那兔那些事》为例，制作者用兔子代表中国，随着动漫情节的变化，兔子的

表情也会做出改变，利用图像做出了对受众做出了最直接的刺激。在当前的视觉时代，语言和图像已巧

妙地融合，最典型的代表是对原图像进行涂鸦、PS 后的表情包，依据主题划分出不同的系列，帮助大众

更好地理解语言，并增强了说服力度和效果[3]。 
通过分析“萌文化”主体的群体特征可知[4]，萌文化在使用上注重个人风格，以彰显个人风格为主，

在精神上热衷于对生活等融入个人理念。参考青年亚文化的概念，即：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属

于某一区域或某个集体的观念和生活方式[5]。尽管“萌文化”的使用者可能只是受到了时代流行的影响，

但“萌化”过程中对主流文化的消解是不可忽视的，这种看似温和的消解同样是对主流文化的抵抗。因

此，“萌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反主流、反传统的具有结构性的亚文化。 

3. 萌化新闻的发展历程 

传播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传统媒体的改革与发展，主流媒体在推动媒体创新的道路上，势必会借鉴网

络流行元素以契合公众趣味化需求，因此，新闻逐渐走向“萌化”的道路。陈功、蔡舒敏在对“萌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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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的研究中提出，萌文化现象在中国由来已久，但对比“萌”在中国诗词中的释义和“萌化新闻”的

内涵后，本文采用学界惯用的新闻语言萌化是受青年亚文化影响的观点。 

3.1. 萌化新闻的演进阶段 

1) 广电传媒时期 
受传媒技术发展的影响，广电传播时代，传播由静态转向动态，音像录播取代了文字的拟声表达，

影像视听成为日常。广播的拟声报道促进了萌化新闻的生成，电视对新闻对象的影像化，使新闻进入了

真正的视觉化时代。在这个时代，动漫技术为新闻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这类新闻在制作时，会使用大

量的卡通形象，这些形象多数都是俏皮可爱的萌形态[6]。日本作为“萌文化”的发源地，将“萌”融入

了政治宣传中，例如竞选时创建“米助”、“民主君”等形象，各县也会有诸如“熊本熊”的卡通形象

做代表[7]。不可否认的是，将政治人物语言和形象萌化确实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 
2) 新媒体时代 
新媒体时代最引人关注的是数字技术的运用，逐渐成熟的媒介技术将观众带入场景化时代，萌化新

闻也因此进入成熟发展时期。场景化时代的新闻将大众的视觉与听觉统一，强调大众的在场感。社交媒

体的出现为大众提供了平台，新闻由原先统一的模式向适应不同平台的表达方式发展。内容和形式的多

样性为新闻注入了新的活力，正是这些社交平台上自媒体信息的出现，为萌化新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

径。2017 年，新华社一条“刚刚！沙特王储被废了”的公众号推文被冲上热搜，不仅因为其内容简单，

更是因为公众号运营者在评论群和大众“皮”起来，此后更是有了“字越少，事越大”的网络流行梗，

借助这条消息，新华社打破了传统严肃的形象。视频技术上，洛天依的走红让主流媒体看到了萌化新闻

更广阔的前景。除了在节目中利用虚拟技术生成萌化人物共同参与新闻报道外，主流媒体大力推动具有

极强个人特色的主持人、记者等出圈，在表达和呈现形式上都向着“萌化”发展，例如“央视四子”与

衍生表情包、弹幕和官方鬼畜等。主流媒体的参与也象征着萌化表达向多领域扩散。 

3.2. 萌化新闻的类型 

萌化新闻的发展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运用新技术在视觉或听觉上达到直观的“萌”效

果；另一种是在表达新闻内容时，将内容萌化。在场景时代，萌化新闻多数是将两者充分结合以更好地

表达。 
1) 媒介技术萌化新闻 
这一类新闻主要是借助技术对新闻对象进行“萌化”表达，有效且强力地拉近了和大众之间的距离。

能够有效运用在新闻萌化中的媒介技术，包括：短视频、VR、AR 等。例如在新闻播报过程中，加入虚

拟人物形象等。媒介技术对新闻的萌化多是从造型入手，对原型形象进行加工，既保留了报道对象原有

的特征，又使新闻的细节更充实。 
2) 内容萌化新闻 
这类萌化新闻主要是对新闻对象的语言、行为进行萌化处理，主要通过新闻报道收官的变化实现。

在这过程中，媒体会对新闻对象的行为、语言等进行分析，对其中的萌元素进行放大重构，使内容更贴

近大众。受技术成本影响，内容萌化新闻是多数媒体才采取的主要形式，因此，此类新闻在创作时，应

明确萌化的尺度，最关键的就是萌化的内容与新闻对象的贴合程度。例如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对傅园慧的

采访，不仅打造了“洪荒之力”的流行语，还塑造了一系列表情包，呈现了一个热爱运动、充满活力的

年轻运动员形象。不合适的萌化比如央视在雷神山、火神山方舱医院的直播中新增“挖掘机天团”称号，

并开通“打榜”功能，被网友质疑过度游戏化和戏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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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萌化新闻实质：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碰撞 

根据文化在其对应社会中的接受程度，可将文化分为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两种。一种亚文化不仅仅包

括与主流文化相同的价值观，也有独属于自己的观念。技术的发展给予了亚文化团体充足的发挥空间，

大众通过网络对亚文化内容进行广泛传播，例如以主流媒体为核心进行二次创作的表情包，让主流文化

重视起了亚文化的优点，并加以学习[8]。 

4.1. 主流文化收编亚文化的优点 

1) 改变话语风格，增强传播力 
主流媒体利用“萌文化”进行传播实质上是对亚文化的收编与发展。受我国媒体传统体制的影响，

我国主流媒体一直都是严肃刻板的形象，尤其是在网络娱乐性极强的环境中，大众对主流媒体一味的说

教风格并不接受。主流媒体“卖萌”，是打破刻板印象的有效手段，充分增强了主流媒体和受众的关联

度，并借此机会提升舆论的传播力。 
2) 凸显新闻接近性，关注受众情感需求 
在新闻价值要素中，接近性不仅强调新闻本身和大众生活的接近性，也强调新闻媒体与大众在情感

上的贴近。数媒时代的主流媒体不再局限于传递消息的功能，还起到了溯本清源、稳定民心的作用。因

此，在传播过程中，主流媒体必须改变以往的说教形象，加强和大众的情感链接[9]。 

4.2. 主流文化接入亚文化的风险 

亚文化具有极强的个人风格，主流文化作为承担社会引导功能的存在，必须严格把握接合亚文化的

尺度。目前新闻“萌化”过程中，也会发生新闻内容被曲解或是媒体从业者错误使用萌化形象的案例，

这实际上是亚文化对主流的抵抗。亚文化接入主流文化的风险主要可以从亚文化本身特征和内容上的影

响分析。 
1) 亚文化特征消解主流文化严肃性 
青年亚文化首先具有消费性，例如，追求二次元萌感的大众会购买周边产品，这既是彰显个人身份、

寻求认同感，也是为了是实现自我满足。被资本利用的亚文化会通过符号控制大众的行为，其本身追亚

文化的心理因素因此被忽略。其次，亚文化具有极强的娱乐性。网络和新型技术为青少年提供了更多的

话语权，对文化进行了独属于自己圈子的解构与重构。新闻事件在这种狂欢的氛围中，其本身的严肃性

多数被消解。最后，亚文化具有强烈的颠覆性。青年亚文化的发展依靠的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尽

管其他人对其圈内文化表示不认可，但青少年已习惯于亚文化的表达形式，并对主流文化进行重构[5]。 
2) 亚文化内容重构主流文化内涵 
首先，削弱主流文化话语权。亚文化群体为了巩固自身，会在不同圈层、不同场域宣传，在此过程

中，影响力逐渐提升。为了抢夺受众，媒体也会采用亚文化的方式对新闻内容进行宣传。主流文化在采

取亚文化的方式传播时，实际面临着被亚文化削弱话语权的危险。其次，侵占主流文化传播阵地。在当

前网络传播时代，相比于主流文化刻板严肃的传播形式，个性的亚文化具有更庞大的受众。亚文化对主

流文化的解构极大地稀释了主流话语影响力。最后，消解主流的思想引导力。主流文化是一个社会、一

个时代所倡导的文化，是社会公众认可的文化。亚文化对主流文化提出质疑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虽

然是受众个性化的充分体现，但其本身的消费性表明，亚文化易受资本裹挟对青少年的价值观造成难以

挽回的影响。长此以往，主流文化的权威性也将受到挑战。 

5. 萌化新闻的未来发展 

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萌化新闻的问题实质上是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融合发展问题。“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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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具有两面性，萌化新闻本质依旧是新闻，在新媒体环境中需要“刚柔并济”。因此，主流媒体在“萌

化”后，也应该思考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5.1. 坚持新闻专业主义 

新媒体时代，新闻尽管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但其本质依旧是党和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依旧有着重

要的社会监督作用，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功能。2022 年初央视直播方舱医院建设时，对设备取名“呕泥

酱”等，其本意是借鉴“阿中哥哥”的成功，实现与疫情中大众的情感互助，结果适得其反，受到了网

民的抨击，指其消解了疫情的严肃性，忽视了疫情中大众的焦虑与伤痛。事实证明，不是所有新闻都适

合“萌语言”。对加入“萌语言”的时机，需要新闻专业主义的加持，需要从业者做出专业的判断，而

不盲目跟风在错误的时间使用或者误读亚文化本身的含义[10]。 

5.2. 尊重和认同亚文化价值 

青年亚文化的存在并不会因主流文化的发展而改变，新媒体时代提供的广阔空间更是给予了亚文化

生存的沃土。主流文化不能因亚文化的背离就持全盘否定态度，也不能因某种亚文化的流行就盲目接纳。

从新闻领域来看，新闻价值本就强调新闻的趣味性，因此亚文化和主流文化、萌语言和严肃语言并不是

非此即彼的关系，从《那年那兔那些事》这部漫画可以看出，用亚文化形式讲主流故事是完全可行的。 

5.3. 适度应用与引导亚文化 

主流媒体应有意识地接触不同文化类型，求同存异，吸纳亚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萌化新闻在传播时，

可以利用萌语言增强新闻标题的吸引力，拉近与大众的距离，并打造独属于主流媒体的“萌化”形象，

扩大其传播范围并增强影响力。但在萌化的过程中，要慎用“萌元素”，新闻始终是社会公器，要始终

重视新闻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把握尺度。除此以外，亚文化最初是用以表达个人兴趣的小众娱乐，对事

件的理解会感性优于理性，主流文化在对亚文化的收编时，应对其消极和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想法予以

约束，促进亚文化持续发展[11]。 

6. 结语 

萌化新闻的出现，是新媒介语境下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互动互构的必然结果，其表明了媒体在传播方

式和传播语态方面的变化[12]。新闻传播语态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媒体的变革，但其本身理念、制

度和文化层面上的变革并没有和“萌化语态”一同向前发展，多数还停留在对“萌语言”的生搬硬套[13]。
从本质上看，新闻始终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萌语言”只是一种手段，最核心的问题是新闻要真

正解决问题，反映事实。因此，笔者认为，新闻工作者需要以专业的态度对待新闻发展，在平台技术、

资本与市场裹挟的环境中，重塑新闻的价值和灵魂，寻找一条维护新闻客观性与真实性，又为大众欢迎

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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