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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以“小粉红”自称的群

体。他们以互联网平台为主要阵地，宣传红色事迹、中

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内容，逐

渐成为了非官方对外舆论阵地的“中流砥柱”。本文主

要探讨“小粉红”群体参与网络传播过程中表现出的特

点及其产生的问题，并得出正确合理引导“小粉红”群

体参与爱国主义传播的可行性策略。

一、“小粉红”的涵义及其发展过程

“小粉红”的称呼最早出现于晋江文学城论坛，源

于该网站配色为粉红色，且女性用户比例非常高，起

初被称为“晋江忧国少女团”，并逐渐衍生为中性化

的“小粉红”。“小粉红”们绝大部分是青少年，以

互联网为主要阵地，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和动员。随着

社会和网络的发展，“小粉红”一词逐渐成为“90 后、

00 后”中国爱国主义网民的泛指。总而言之，“小粉

红”是以互联网为主要阵地、热爱祖国和中国共产党、

赞同中国发展模式并且支持祖国发展建设的青年网民

群体。

“小粉红”团体的迅速增长和近年来舆论风向的持

续向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近 20 年国内舆论风

向可以发现，2013 年是个分界线，从 2013 年开始，“小

粉红”群体开始逐渐增长。2013 年以前，国内互联网

的网络舆论中大量充斥着“追捧西方”的话语。在那

段时间，对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追捧几乎占领

了除官方外的所有领域。“自由派”抢占了舆论阵地

的“有利地形”，像“索马里全民医疗”、“日本马

桶里的水能直接饮用”等等，相关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批别有用心之人创造出来的“外国神话”，用于向

群众鼓吹崇洋媚外思想。对于国内的思想团结产生了

很不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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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粉红”是对以互联网为主要阵地赞同中国发展模式的青年网民群体的网络称呼。从2013年开始，“小

粉红”群体数量增长明显，这与中国的实力增长迅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带动着文化软实力的增长密切相关。目前，

“小粉红”群体存在理论基础不扎实、理性不足和“圈地自萌”的局限性。对“小粉红”群体可以采用“上下同力，

相得益彰”的策略进行正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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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3 年开始，舆论环境开始逐渐清朗，舆论环

境从“追捧西方”开始向“百家争鸣”转变，所谓“百

家争鸣”是指在这段时间里，由“公知”们建立“知识

壁垒”逐渐被打破，舆论风向的天平逐渐趋于平衡。在

这个过程中，以新兴爱国自媒体开始逐渐进入大众视野

最为突出。进入“百家争鸣”阶段期间，观察者网，观

视频工作室等一批新兴爱国媒体开始涌现，这类媒体有

别于新华社、共青团中央这类官方权威媒体，他们多是

以私人或者团队组成的自媒体，这些媒体凭借着和一些

精英学者合作，保证了产出视频的理论知识足够专业，

并以其新颖的命题和多元的解答适应了当代年轻人的思

维方式，抓住了年轻人的眼球，占据了年轻人市场，以

此为根基不断发展壮大。这些新兴爱国自媒体开拓了年

轻人的视野，打破了所谓的“知识垄断”。这股新的声

音让西方“普世价值”的神话开始出现裂缝并逐渐土崩

瓦解。

在舆论风向发生转变的大背景下，中文互联网文化

社区进入蓬勃发展阶段，这使得原本分散的“小粉红”

们变得易于聚集，更容易形成集群，客观上帮助了“小

粉红”群体的增长。以 bilibili（以下简称 b 站）为例，

其主推的社区文化会迅速吸引了大量有相似爱好和话题

的人群形成网络社群。在社群内，他们志趣相投、惺惺

相惜，并且逐渐形成行动共同体。量变引起质变，舆论

风向的持续向好和中文互联网的蓬勃发展的合力下产生

的“质变”结果，就是“小粉红”群体的爆炸式增长。

从 2013 年开始的历次舆情中，“小粉红”们参与的案

例不断增加。从《那年那兔那些事》里的“此生无悔入

华夏，来生愿在种花家”，到《让子弹飞》引申出的“让

学”在互联网中的兴起，互联网已经成为了“粉红军团”

寻找志同道合的“战友”，一起“讨伐敌人”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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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地。

二、小粉红的产生发展壮大的根源

首先，“小粉红”的产生发展与党的强有力的正确

舆论引导有着密切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而舆论宣传

则是意识形态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历史和现实都

告诉我们，舆论的力量绝不能小觑。舆论导向正确是党

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由此，

党不断加强对意识形态以及舆论导向的领导和引导，贯

彻“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方针，在这种大背景下，

网络空间的生态得以重塑，网络空间日渐清朗。这是小

粉红产生和大量增长的根源之一。

同时，“小粉红”的发展壮大也和十几年来中国综

合国力的不断增长呈同步态势。十几年间，中国的实力

增长迅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带动着文化软实力的增长，

使得舆论环境逐渐向好。再加上官方媒体的引导和民间

媒体的宣传，使得爱国主义思潮枝繁叶茂。

最后，“小粉红”的爱国主义传播模式与现在的舆

论媒介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有关。当前，随着以网络社

区、公众号、直播等平台自媒体的普及，传统媒体和新

兴媒体加速融合，网络舆论生态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以b站为例，其早期仅仅是一个ACG（动画、漫画、游戏）

内容创作与分享的视频网站。经过十年多的发展，如今

b站已经成为拥有 7000 多个兴趣圈层的多元文化社区。

在站内，官方媒体、自媒体、个人用户交相呼应，共同

构成了这个庞杂的网络文化社区。其中，小粉红们正是

这个网络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在正确的舆论引导、国家的软硬实力高速发展

和网络生态发生变革这三者的合力下，作为社会舆论的

一部分，小粉红开始蓬勃发展。可以说，小粉红的大规

模增长和舆论环境的持续向好几乎是同步的。舆论环境

的正确引导使得小粉红的数量直线上升。

随着近年舆论环境的进一步向好，蓬勃发展的“小

粉红”们在网络世界越发活跃，从钓鱼岛争端、中美贸

易战到反对“港独”、“台独”，“粉红军团”逐渐成

为了近几年对外舆论战场里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一

股新兴的网络力量。

三、“小粉红”群体自身的局限性

在新时代互联网环境中，“小粉红”们作为爱国主

义的重要受众和传播者，利用互联网进行爱国主义宣传

以及在线上对抗其他不良思潮的方法也正在逐渐被大众

所熟知。但是，在近几年的舆情中，“小粉红”们自身

的局限性逐渐显露了出来。

一是“小粉红”群体内部的理论水平参差不齐且差

异巨大。虽然“粉红”们已经成为了现今非官方互联网

舆论阵地的“中流砥柱”，但是他们的自发宣传缺乏深

度，理论缺乏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支撑，只能进行碎片

化娱乐化的“喊口号”式的表达。

目前，只有很少部分的“小粉红”自觉掌握了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对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有

一定的了解。这批“粉红”是在历次舆情中，通过与

各类敌人斗争，逐渐产生“自我觉醒”意识。这使得

这批“自觉者”成为了“粉红”中的精英。每当舆情

出现，这批人往往能冲在阵地的最前面，并且在与对

手的论战中引经据典，从理论层面压制住“敌人”，

直至完全胜利。这批产生自我觉醒意识的“精英”，

其知识储备基本是依靠个人自发自主阅读《资本论》、

《毛泽东选集》、《共产党宣言》等经典红色理论类

书籍来构建知识体系的。他们是优秀的红色文化传播

者，会自发的去宣传爱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时能形成具有一定理论基础且逻辑自洽的表达。他

们应当是“小粉红”们的最终形态。但是，现在他们

仅仅是“小粉红”群体的极少数。

当前舆论环境下，大部分“小粉红”的爱国主义是

朴素的，初级的。他们对于爱国主义的宣传是为了表

达自己的爱国情感，证明自己观点及行为的正当性，

并在这个过程中提供正向的心理暗示，其目的是更好

地满足自身的行动和心理需求，在传播与接受的过程

中也更多体现的是情绪的积累与宣泄。这类群体缺少

相应的理论学习和实践体会，在受到互联网的碎片化

信息以及情绪化表达之后，其宣传内容也是碎片化和

情绪化的，他们几乎没有经历和各类敌人的辩论和斗

争，只是在现在的舆论大环境下进行“人云亦云”的

重复表达，其宣传内容也多以爱国短视频、伟人语录

等碎片化表达为主，难以形成完整的逻辑体系。这种

基于朴素爱国情感的自发宣传是非常脆弱且被动的，

缺乏斗争形成的经验基础和系统爱国主义教育学习的

理论基础，难以产生真正发自内心的坚定信仰。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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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必须有强大的官方舆论来进行相应引导才能保证

不被“带偏”。一旦失去大环境的正确引导，这种朴

素的爱国主义思潮可以被轻易摧毁。

二是受到互联网思维的影响，“小粉红”们容易陷

入互联网“圈地自萌”的陷阱。在大数据时代，人们关

注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

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大家根据自

己的兴趣爱好进行集合，并在集体中继续“提纯”，使

得各个圈层之间的壁垒变得更高更厚，爱国主义思想“跨

层传播”更难进行。同时，“小粉红”内部出现了“圈

地自萌”的现象。部分粉红只在自己的“舒适圈”内自

娱自乐，沉迷于爱国主义带来的“自我感动”以及对其

他意见不合的粉红进行“党同伐异”的满足。这个现象

对于“粉红”群体来说相当于自废武功，这使得他们无

法形成团结力量，并且不能对外输出爱国主义思潮。会

极大的削弱“小粉红”们的战斗力。

三是警惕“小粉红”群体在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时进

入非理性爱国的“死循环”。“小粉红”整体年龄普遍

年轻，在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时容易走极端，遇事容易冲

动。在大部分的舆情中，“小粉红”们处理问题的方式

是缺乏深度理性思考的。以中日矛盾为例，大部分“小

粉红”很难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区分开来，

把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所有罪行加到了全体日本人民的

头上。这种不理性的爱国主义容易演变成网络民族主义，

其不可控性大大增加，甚至会给国家的外交活动带来不

利影响。

四、新时代如何对“小粉红”进行引导

新时代对“小粉红”群体进行正确引导，可以采用

“上下同力，相得益彰”的策略。所谓“上”就是利用

现有舆论媒体在理论层面给予“小粉红”更加多元化、

分层次的指导，对于理论水平不同的群体予以相适应的

引导，使理论水平相对较低的这部分群体尽快实现“自

我觉醒”。同时，对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粉红”群体，

鼓励他们多进行实践，与基层嵌合，将学习到的理论用

于实践，将实践与已经掌握的理论结合，让“自我觉醒”

变成“自我革命”，使之能更好的加深对爱国主义，对

中国共产党的信仰。而“下”则是鼓励具有一定理论水

平的“小粉红”群体主动承担部分舆论宣传的职能，例

如开设账号系统宣传爱国主义，线下自发组织理论学习

讨论等等，并给予相应物质条件的支持。这样在上层正

确舆论引导和基层“小粉红”们积极响应的合力下，可

以壮大爱国主义宣传的队伍和声势，在新时代更好的响

应党和国家的号召。

虽然“小粉红”自身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不可

否认，“小粉红”已经成为了当今互联网中爱国主义思

潮宣传的重要基本盘之一。“小粉红”就像是早上七八

点钟的太阳一样，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新时代如何继

续正确引导“小粉红”们，充分发掘他们的理性的战斗

意志，使之自觉的进行恰当的爱国主义宣传，已经是当

前青年意识形态与爱国主义教育领域需要解决的一个重

要课题。只要对此群体加以正确指导，形成“上下合力，

相得益彰”的爱国主义宣传新局面，那么，“小粉红”

群体一定会成为舆论战场上“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

之必胜”的重要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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