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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网络媒介的发展进步 ，

“

互联网 ＋众筹
”

开辟出 了新的功能性传播场域 。

众筹用 户在平台上的 自 我书写构成了新媒介语境下全新的传播景象 。 以水滴筹为

代表的各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平台凭借互联网时代的强大社交网络特性 ，
成为

诸多求助者试图借助网络缓解因病致贫 、 因病返贫困境的首选 。 而众筹叙事是大

病求助者与潜在捐赠者之间建立联系的重要纽带 ， 因此 ， 对网络公益平台大病医

疗的众筹叙事研究尤为必要 。 深入分析当前网络公益平台大病医疗的众筹叙事维

度 、 叙事传输过程及叙事传输效果 ， 有助于提高人们的众筹叙事素养 ，
也有助于

提高我们对众筹叙事发展趋势的预测能力 ， 丰富对互联网 中个体媒介表现的观察

视角 ， 探讨媒介在连接不 同群体间的社会作用 。

本研究以叙事学与叙事传输理论为理论基础 ， 以胡亚敏在 《叙事学 》

一

书

中的叙事维度划分为框架依据 ， 运用 内容分析法 、 案例分析法 、 问卷调查法对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者如何铺排求助故事 ，
叙事内容如何产生说服作用 以及

什么样的叙事方式传输效果更好进行剖析 。

首先 ，
本研究从叙事者 、 叙事视角 、 叙事时间和叙事故事四个维度切入对

大病求助者在网络公益平台的众筹叙事分析 。 分析发现 ， 当前求助者在网络公

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 中会努力贴合 中 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取向 ， 将己方塑造成

值得帮扶的理想化救助对象 ， 同时也存在不 良形象暴露和患者优秀品质叙事缺

位等不足 ； 受制于文化水平和求助经验的不足 ， 求助者们常常运用 单
一

的 固定

内聚焦视角叙事和简单的单线型叙事 ， 其 中 ， 内聚焦视角 的应用为求助过程 中

的情感动员奠定了 良好的叙事基础 ， 单线型叙事能够帮助求助者完成最基本的

叙事结构 ， 但也由于 内容的单
一

使求助故事缺少足够的细节呈现 ；

其次 ，
本研究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Ｇｒｅｅｎ 在 ２０００ 年提 出 的叙事传输理论

（
Ｎａｒｒａｔ ｉｖｅＴｒａｎ ｓｐｏｒｔａｔ ｉｏｎ

）来解释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的说服作用机制 。 对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传输的影响因素 、 过程及结果进行剖析 ， 发现高质

量的众筹叙事可以将潜在捐赠者传输进求助故事 ，
并在强烈的情绪起伏中产生

对求助者的认同和代入 ， 最终生成与求助者倾 向
一

致的意愿 。 但最终意愿的存

续时长还会受到现实环境的诸多影响 。

再次 ，
为探究什么样的叙事传输效果更好 ，

本研究通过进行
“

配对样本 Ｔ

检验
”

与
“

单因素方差
”

分析操作 ， 对标题信息含量 、 性别导向 、 负面形象回避 、

叙事视角 、 叙事策略 、 情节波折 、 叙事线数 ９ 个叙事维度下不同叙事方式的传

输效果进行了 比较 ， 确定不同的叙事方式对潜在捐赠者捐赠意愿的说服效果间

存在显著差距 。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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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
本研究以前文对 １ ３ ５ 项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案例的分析及相关文献为

基础和判断标准 ， 对大病医疗的众筹叙事趋势做出 了叙事将由 自 书走向代理 、

由 同质化走向个性化以及虚假叙事元素会从隐匿走向曝光的三个趋势预测 ．

目前关于叙事理论的研究大多围绕着小说、 新闻 、 电影等体裁 ， 对网络公

益平台的大病医疗众筹叙事研究较为少见 ． 本研究丰富了网络公益众筹项 目 的

相关研究 ， 扩大了叙事学的应用研究范畴 ． 而叙事学理论与叙事传输理论的结

合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叙事学在叙事动态化 、 过程化层面的研究 ． 同时 ， 对

社交媒体时代网络公益众筹叙事的研究还可以丰富互联网中个体媒介表现的观

察视角 ， 探讨媒介在连接不同群体间的社会作用 ．

关键词 ：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 ； 众筹叙事 ； 叙事传输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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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背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 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的 自我书写构成了新媒介语

境下蔚为可观的传播景象 ． 其中 ， 依托于众筹平台生产 、 社交网络传播的求助

信息也由过去的分散式场域传播走向了如今的集聚式场域传播 ， 并形成了独特

的求助叙事风格 。

公益网络求助现象的发展受召于强大的现实需求与媒介能力 ． 首先 ， 社会

公益众筹可以为缺少被救助渠道的困难人群提供处境改善机会 ？ 近年来 ， 由政

府主导的社会救助工作在救助水平 、 救助能力与救助速度等方面都获得了长足

的进步 ． 在建党百年之际 ， 我国实现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
１
］

。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底 ， 我国合计有 ６８３ 万人被纳进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 合计 ３３４９ 万人被

纳进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 社会最低生活保障需求率相较往年呈明显下

降趋势 尽管我国的社会救助工作成效 日 益显著 ，
但仍有部分突发困难人群

会暂时游离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帮扶范围之外 。 因此 ， 政府援助之外的其他社会

救助机制就成为了社会保障的重要补充 。 而借助于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
网络公

益众筹成为其中
一

类典型代表 。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认为 ，
慈善事业

是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构成 ，
也是推进建设第三次分配格局 、 建设

共建共享共治社会共同体的可靠力量之
一

， 应当得到长足发展 ［
３

］

。 其次 ，

一直

以来 ， 困难群体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处于被边缘化的社会空间 ， 其在媒介传播中

的表征也通常是被边缘化 、 被代言或者被忽视的 ， 但社交媒体的兴盛为困难群

体与其他社会群体的连接提供了跃进式的便利 ．

当前 ， 我国网民规模已达 １ ０ ．６７ 亿 ， 互联网普及率为 ７５ ．６％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 ２ 月 ） 渐成规模的求助类垂直社群 、 技术赋予的 自我叙事机会与 日益增长

的媒介素养让公益众筹的运转更合时宜 、 更具力量。 此外 ，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

【
｜

】 新华社 ．脱贫攻坚 ，
全面胜利

［
ＥＢ／Ｏ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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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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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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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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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
公众的慈善意识也 日益提高 ， 通过参与公益活动来实现 自我价值和社会价

值的意愿得以提高 。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 于 ２０ １ ６ 年 ９ 月 １ 日起正式生效 ， 这成为设立网

络公益众筹平台最直接的法律依据 。 民政部也先后于 ２０ １ ６ 年 、
２０ １ ８ 年 、

２０２ １

年分别推出三批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 ，
互联网公益由此开始兴起．

创立于 ２０ １ ６ 年的水滴筹 ， 是由美团外卖创始人沈鹏推出的第
一

个在互联网

上线的为大病患者筹款的社交众筹平台 ． 根据水滴筹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 １ 日 发布的

２０２ １ 年数据报告可知 ， 水滴筹上线五年来帮助不少于 ２２０ 万的大病困难家庭成

功筹集到医疗救助款 ［火 水滴筹平台作为互联网公益重要平台 ， 愈来愈被社交新

媒体用户所认可和支持 ， 大家的微信朋友圈也时常会被水滴筹平台的求助信息刷

屏 ， 激起救助弱者的互联网公益参与意向 ， 需要帮助的人群在水滴筹平台讲述 自

己的困难 ， 并借助社交网络的扩散收获网友们的捐款及转发扩散等支持 ， 以此来

摆脱大病当前的经济困境 ．

互联网上的众筹叙事 ， 为大病困难群体提供了进入
“

连接媒体系统
”

的有效路

径 ， 通过众筹平台叙事加社交平台转发 ，
让那些原本零星分散在媒介景观偏僻

一

角的群体 ， 有机会走向网络景观中更显眼的位置 ，
从而被大众看见和关注 ． 对这

一

现象的关注激发了研究者的研究兴趣 ， 因此本研究选择以
‘

冰滴筹
”

平台为具体

研究场域 ， 以
“

求助者的叙事内容
”

为主要研究对象 ， 以内容分析法 、 案例分析法

与问卷调查法三种方式为主要研究方法 ， 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以下问题 ：

一

是网

络公益平台大病医疗的众筹叙事是如何铺排求助故事的 ， 有哪些叙事方式和技

巧 ？ 二是网络公益平台大病医疗的众筹叙事影响潜在捐赠者捐助意向的作用机

制是什么 ？ 三是同
一叙事范畴下 ， 哪种叙事方法的动员效果更胜

一筹？ 四是网络

公益平台大病医疗的众筹叙事总体呈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据此 ， 本文整体研究框

架整理如下 ：

⑴ 水滴筹 ．

“

２０２ １ 善行 日 志
”

年度数据报告

［
ＥＢ／ＯＬ

］
．

（
２０２２－０ １

－

ｌ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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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说服效果对比

Ｉ （ 妇何叙？会更好 ｝

叙事建构

（ 事说什么 ｝


 标題信息含量多ｖｓ少

｜

叙耗 ｜
 １

女性傾响男性领
众筹叙事趋势

负面形象隐匿ｖ ｓｇ露

一
―一 卜減“

Ｉ
腳
—

由自书走圆
１

ｒ＾ ！
＿＿＿

「
有▲回

丨 ．

由— Ｉ

叙事时序 ｜

＝＾＝＝ｊ
理性ＶＳ情感ＶＳ搭用策略 由隐匿走向曝光

Ｉ

叙事故事 有ＶＳ琉医


图Ｋｖｓ文字

图 ０
－

［ 本文研究框架

二、 研究意义

（

—

｝ 理论意义

一

是 目 前关于叙事学的研究大多围绕着小说 、 新闻 、 电影等体裁 ，
选用叙事

理论分析网络公益平台大病医疗众筹叙事的研究较为少见 。 本文立足于叙事学理

论并借鉴了胡亚敏老师对叙事的分析框架 ，
对网络公益平台大病医疗的众筹叙事

方式与技巧展开分析 ， 并结合叙事传输理论对众筹叙事影响潜在捐赠者的作用机

制及效果对比进行深入分析 。 可以说 ，
本研究在

一

定程度上丰富了叙事学在社交

媒体时代对个体叙事表达的理论研究 ， 扩大了叙事学理论的应用范畴 。

二是以往叙事研究多偏向静态的叙事呈现分析 ，
而本研究结合叙事学理论与

叙事传输理论分析众筹叙事在静态层面呈现出的叙事方式与技巧的同时 ， 还兼顾

了对众筹叙事动态传播过程的研究 。 因此
， 本研究也在

一

定程度上丰富了叙事学

在叙事动态化 、 过程化层面的研究 。

（
二

） 现实意义

一

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使用权的普及 ， 提高通过网络发言的能力

与水平 ， 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内容 。 而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 ， 分析求

助者在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中的叙事行为 ， 即可以系统梳理当前网络公益众筹

项 目 在叙事方面的优势与不足 ，
理清下

一

步叙事发展倾向 ，
又可以丰富互联网 中

个体媒介表现的观察视角 ， 探讨媒介在连接不同群体间的社会作用 。

３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二是网络公益平台大病医疗的众筹求助者通过 自 己发布的求助 内容完成叙

事过程 ， 以此来吸引 网友的注意力资源 ， 动员他们或捐款或转发 ， 如此借力于民 ，

帮助遇疾求助者缓解经济压力 ，
也是对社会互助模式的有益探讨 。

三 、 理论基础

叙事是
一

种动态过程 ，
这种动态过程从叙事载体和它对阅读者的影响交互而

来 ．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是
一

种带有强烈求助 目 的的传播过程 ， 由求助者

通过叙事动员潜在捐赠者对大病患者及家庭施以援手 。 因此 ， 对网络公益大病医

疗众筹的叙事研究不能停留在对求助叙事各维度建构层面的分析 ，
还应该对求助

叙事说服读者的作用过程进行探讨 。 基于此 ，
本研究首先以叙事学为理论基础 ，

并以胡亚敏在 《叙事学 》

一

书中的框架划分作为叙事维度划分的依据 ，
运用 内容

分析法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如何铺排求助故事进行剖析 。 其次 ， 本研究以
“

叙

事传输理论
”

为理论依据 ， 分析求助叙事如何说服潜在捐赠者产生帮扶意愿 。 叙

事学与叙事传输理论概述如下 ：

（

一

） 叙事学理论概述

叙事学的最早源头可追溯到 ２０ 世纪初俄国的形式主义 。 上世纪 ２０ 年代 ，
俄

国 民俗学家普洛普对 １ ００ 个俄罗斯民间故事进行归纳 ， 总结出 ３ １ 类故事情节与

７ 类人物原型 ， 以此明示故事叙事中的共性及规律性 。 普洛普编著的 《 民间故事

形态学 》 同样被视为是叙事学的开篇之作 ， 为叙事学正式成为
一

门学问奠定了理

论基础 。 但叙事学作为
一

门学科诞生的标志则被认为是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托

罗多夫在 １ ９６９ 年 《
＜十 日谈＞语法 》 中第

一

次明确提出 的叙事学概念 。 总而言之 ，

叙事学作为
一

门科学
， 是在广泛吸取了符号学 、 语言学及文学等多领域思想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 ， 同时还深受俄国形式主义 、 结构主义 、 接受美学等多个流派的

影响 ， 其后应用范围与研究范式不断扩大 ， 逐步覆盖到文学 、 影视及更多研究领

域 。

叙事学的发展前后共经历了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两个不同阶段 。 经典

叙辦学阶段又可 以划分为初代和二代 。 初代经典叙事学偏爱用结构主义的理论方

法研究叙事作品 ， 意在摸索作品在叙事结构方面的规律 。
二代经典叙事学的研究

从叙事结构研究转向叙事表达研究 ，
更加关注故事的叙事表达方式 。 热奈特被认

为是经典叙事学的集大成者 ， 他在 《新叙事话语 》 这本书 中对于叙事学进行了较

为准确的阐释 ， 总结了会影响到叙事效果的种种因素 ， 将叙事分成
“

故事
”

和
“

话

语
”

两部分 ，
从叙述者 、 叙述聚焦 ， 叙述时间 ， 叙述语法等角度来研究叙事的基

本路径 ，
这
一理论分析模式被学界应用最为广泛 。 后经典叙事学阶段的叙事学研

４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究不再拘泥于文本和叙事本身 ， 研究重点转向叙事
“

技巧
”

层面 ， 侧重于叙事与读

者接受及美学的结合 。 在这一阶段 ， 叙事学的研究对象不断扩展 ， 理论内核也不

断延伸至更多领域并促成跨学科属性明显的新叙事理论流派 。

国 内学者在研究叙事时釆用 的框架各不相同 。 学者胡亚敏在 《叙事学 》

一

书

中将叙事分为
“

叙述
”

、

“

故事
”

与
“

阅读
”

三部分 ，
又在此基础上分别提炼出更细

一

级的叙事维度划分 ： 从叙事者 、 叙事视角 、 叙事时间等维度解读
“

叙述
”

； 从情节 、

人物 、 环境 、 语法等维度解读
“

故事
”

； 从理想读者 、 叙事阅读 、 结构阅读等维度

解读
“

阅读
”

， 提供了新的叙事分析路径 。 胡亚敏算是 中 国学界进入叙事学领域的

先遣部队 ，
她所著的 《叙事学 》 是国 内叙事学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之

一

。 书籍于

１ ９９４ 年 出版后被多次 印刷 ， 受到 国 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 ， 被评为对外国文学研

究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 ５４ 本学术著作之
一 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在叙事者 、

叙事视角 、 叙事时间及叙事主题等维度具备较强的求助叙事建构特色 ， 本文遵循

了学者胡亚敏的划分框架 ， 选择从叙述者 、 叙述视角 、 叙事时间 、 叙事故事四个

维度切入 ， 对大病求助者在网络公益平台的众筹叙事方式与技巧进行分析 ， 探索

众筹者是如何在叙事中铺排求助故事的 。

（
二

） 叙事传输理论概述

“

叙事传输
”

这一概念最早 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 Ｇｅｒｒ ｉ

ｇ 提出 ， 他把

被运输的经历描述为旅行者从真实世界旅行到叙事世界的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 ，

真实世界对旅行者触不可及 ， 但当旅行者结束旅程回到原本的真实世界 ， 某些东

西已经 因为这段旅程发生了变化 。 在 Ｇ ｅ ｒｒ ｉｇ 阐释的基础之上 ， 美国社会心理学

家 Ｍｅ ｌ ａｎ ｉ ｅＧｒｅｅｎ 和 Ｔ ｉｍｏ ｔｈｙ
Ｂ ｒｏｃｋ 在 ２０００ 年明确提出 了

“

叙事传输
”

概念 。 他们

认为叙事传输是
一

个聚合的心理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 ， 阅读者的注意力 、 情感和

想象都集中在叙述中发生的事件上 。 当人们被传输进故事中时 ， 现实世界变得更

力ｒ难以触碰
”

， 读者完全聚焦于正在阅读的叙事内容中 ， 自 身还会随着故事情节

的发展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 ， 当人们结束阅读回到现实世界中时 ， 对故事的态度 、

信念等会变得与故事相
一致 ［

３
］

。

此后 ， 叙事运输理论常常被用来解释叙事内容对阅读者产生说服效果的心理

过程机制 。 还有诸多研究以 Ｇｒｅｅｎ 提出 的叙事传输机制为基础 ， 对叙事传输效

果的影响因素作了更进
一

步的实证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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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叙事传输理论为第二理论基础 ， 在第三章 、 第四章中对网络公益大

病医疗众筹叙事内容如何产生说服作用 以及什么样的叙事方式传输效果会更好

展开分析 ．

四 、 文

当前互联网众筹作为
一

种新的功能性传播场域为网络公益开辟了
一

条新路

径 ， 研究当前网络公益平台大病医疗的众筹叙事方式 、 叙事作用机制及不同叙事

方式的作用效果对比 ， 具备较强的现实关怀性 ． 本文基于省校图书馆 、 中国知网

数据库 、 谷歌学术镜像 、
ＳＣＩ

－Ｈｕｂ 及 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等线上 、 线下资源 ， 分别对
“

公益叙事
” “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
”

两个主题进行了文献搜索 、 梳理工作 ，

并对相关研究质量进行把关 ， 剔除低质量参考文献 。 具体情况如下 ：

卜 ｝ 公益叙事研究概述

叙事学兴起后 ， 其应用范围与研究范式不断扩大 ，
公益内容的传播也逐渐进

入叙事学研究视野 ， 形成了公益叙事研究 ． 尽管在现实研究方面公益叙事已经成

为不少研究者的题材 ， 但公益叙事研究的概念并未统
一

，
而是泛指从叙事学视角

出发 、 以公益传播内容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 。 结合现有研究内容 ， 在本论文中 ，

我们将公益叙事研究定义为 ：

“

集中在公益领域 ， 对以提高人们对亲社会或亲健

康行为的认识 、 教育和认可为 目 的而进行的叙事说服行为的研究
”

 ？ 目 前 ，
国内

外的研究情况大致如下 ：

１ ．国外公益叙事研究概述

本文研究者最初使用主题词
“

Ｐｕｂｌ 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

进行外文文献检索 ， 发

现由于 中外语境差异 ， 检索结果较少 ，

且主要围绕国外公共服务领域的公告

（
Ｐｕｂ ｌ ｉｃ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 简称 ＰＳＡ
） 展开 ，

公告内容通常是对公众某种

意愿或行为的公益动员 ，
比如反吸烟 、 反危险驾驶 、 反家庭暴力 、 反环境破坏等 。

围绕这类研究对象展开的公益叙事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侧重点 ： 叙事的有效性 、

不同叙事形式的说服效果以及叙事效果的影响因素等 。 随后 ， 研究者又变换使用
“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ｃ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

等词汇对国外公益叙事研究进行检索 ，

发现较多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检索结果 ， 研究主要集中在公益叙事存在的问题及

改进方向 、 公益叙事对捐赠者行为的预测及不同公益主体的叙事分析等角度 ． 综

合梳理如下 ：

关于公益叙事的有效性 ，

Ｋｉｍ Ｅ Ａ 与 ＭｕｒａｌｉｄｈａｒａｎＳ 在研究中证实了叙事引

起的移情和旁观者拥有的效力程度比非叙述性内容更有利于打动公众的积极态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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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并激励旁观者采取行动ｍ
。 强调了在公共服务动员 中 ，

可以通过叙事来调动

旁观者的移情和效能 ， 从而诱导旁观者干预与阻止家庭暴力 。
Ｒｅ ｉｎｈａｒｔＡ Ｍ 与

Ｌ ｉ ｌ ｌｙ
ＡＥ 认为 ，

具有叙述焦点的公益表达会使参与者产生更高的信息反应 ， 会引

发与亲近的人谈论捐赠的更大意愿 ［
２

］

， 未来的募捐者可以通过创造感人的故事来

激发更多人成为捐赠者 ， 引发最积极的信息反应 。 Ｊｏｒ
ｇｅＢａｒｒａｚａ 与 Ｐａｕ ｌ Ｚａｋ 等人

组织被测者阅读
一

位父亲和他患癌症晚期的两岁儿子之间的故事 ， 被测者有机会

将他们的部分学习所得捐给相关的慈善机构 ． 研究发现参与者对故事的生理反应

可以预测叙事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 ，
且参与者对故事的生理反应

一直随叙述过

程而变化 ［
３

］

。
Ｍａｒｙ

Ｍｃ ｌｎｅｍｅｙ 使用三种不同的数据收集方法以获得广泛的定量和

定性数据 ，
发现讲故事是慈善公益组织证明他们是捐助者所寻求的变革的代理人

的有效方式 ， 慈善公益组织通过提高他们分享慈善故事的能力可以获得更大的参

与和社会影响Ｗ 。

叙事是有效的 ， 但叙事方式也是多样的 ，
不同的叙事方法会带来不同的叙事

效果 ，
因此有部分研究则聚焦于不同叙事形式的说服效果研究 ，

比如 Ｓｃｈｅｒｒ Ｃ Ｌ
、

Ｌ ｉ ｌ ｌ ｉｅＨ 、
Ｒａｔｃ ｌ ｉ ｆｆ Ｃ Ｌ 在研究中 ，

对比了名 人叙述 、 同行叙述以及构建叙事故事

三种不同 的叙事方式 ， 对激发
“

反对在驾驶途 中分心发信息
”

这一行为意图的影响 ，

最终证实在激发行为意 图方面 ， 使用名人或 同行提供的证明可能 比叙事故事更有

效 ， 后者会引 发被测试者更多的愤怒情绪 ， 并间接降低他们的参与意愿 ， 如果坚

持使用叙事故事 ，
则要确保故事内容不会过度情绪化 ［

５
］

。

公益叙事的传播是
一

个综合作用 的过程 ，
因此叙事效果的影响因素也颇多 。

有学者探讨了叙事接收者的个人特性可能会对公益叙事的说服效果产生的影响 ，

Ｍｏｙｅ ｒ
－Ｇｕ ｓ６ 、

Ｅｍ ｉ ｌｙ 、
Ｔｃｈ ｅｒｎｅｖ

、
ＪｏｈｎＭ

、
Ｗａ ｌ ｔｈｅ ｒ

－Ｍａｒｔ ｉｎ和Ｗｈ ｉ ｔｎｅｙ釆用实验研

究情景喜剧形式的环保叙事对相关环保意图和行为的影响 ，
发现当公益广告与叙

事结合时 ，
观众会认为叙事更多地是为了说服的 目 的而设计的 。 这导致那些本来

持负面看法的人产生了更大的抵触情绪 ， 相对于单独的叙事情节 ，
环境叙事和公

益广告的结合在那些对环境持负面观点的人中 ，
产生了更大的抵触情绪和更不环

保的行为 ［
６
］

。
Ｊｅ ｓ ｓ ｉｃａＲ ．Ｅ ｌ

－Ｋｈｏｕｒｙ 与 ＡｕｔｕｍｎＳｈａｆｅｒ 考察了反家庭暴力公益广告中

的叙事范例和名人代言人对黎巴嫩大学生对家庭暴力的态度和信念的影响 ， 以及

ｆ

，

１

Ｋｉｍ Ｅ Ａ
， 
Ｍｕｒａ ｌ ｉｄｈａｒａｎＳ ． Ｔｈｅ  ｒｏ ｌｅ ｏｆ ｅｍ

ｐ
ａ ｔｌｉ

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 ｃａｃ
ｙ 

ｉｎ
ｐ
ｕｂ ｌ ｉ ｃ ｓ ｅ ｒｖ ｉ ｃｅ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 ｔｓ ：ｕ ｓ ｉ ｎ

ｇ 

ｎａｒｒａ ｔ ｉｖｅ ｓ

ｔｏ ｉｎｄｕｃｅ ｂｙ ｓ ｔａｎｄｅ ｒ  ｉ ｎ ｔｅ ｒｖｅｎｔ ｉ ｏｎ  ｉｎ ｄｏｍｅ ｓ ｔ ｉ ｃ ｖ ｉｏ Ｉ ｅｎ ｃｅ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 ｆ Ａｄｖｅ ｒｔ ｉ ｓ ｉｎｇ 
Ｒｅ ｓ ｅａ ｒｃ ｈ

， 
２０ ２０

， 
６０

（
４

）
： ４ ５２ －４６６ ．

＾
Ｒｅ ｉｎｈａｒｔ ＡＭ

， 
Ｌ ｉ ｌ ｌｙ 

ＡＥ ． Ｕｎｃｏｖｅｒｉｎ
ｇ 
ｂａｒｒｉ ｅｒｓ ａｎｄ ｓ ｔｒａ ｔｅ

ｇ ｉｅ ｓ ｆｏ ｒ Ａ ｆｒ ｉ ｃａｎ Ａｍｅｒ ｉ ｃａｎｓ ａｎｄ ｏ ｒ
ｇ
ａｎ ｄｏｎａ ｔ ｉ ｏｎ

［
Ｊ

］
．

Ｈｏｗ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 ａ ｌ ｏ ｆ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ａ ｔｉ ｏｎ ｓ
， 
２ ０２ ０

， 
３ １

（
２

）
： １ ８ ７

－２０３ ．

【

３
１

Ｂ ａｒｒａｚａ Ｊ Ａ
，
Ａ ｌ ｅｘ ａｎ ｄ ｅ ｒ Ｖ

，
Ｂ ｅａｖ ｉｎ ＬＥ

， 
ｅ ｔ ａ ｌ ．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 ｔｏ ｒｙ ：Ｐｅｒｉ

ｐ
ｈｅ ｒａ ｌ

ｐ
ｈｙｓ ｉ ｏ ｌ ｏ

ｇｙ 
ｄｕ ｒ ｉ ｎ

ｇ 
ｎ ａ ｒｒａ ｔ ｉｖｅ

ｅｘ
ｐ
ｏ ｓｕｒｅ

ｐ
ｒｅｄ ｉ ｃ ｔｓ ｃ ｈ ａｒｉ ｔａｂ ｌｅ

ｇ
ｉｖ ｉｎ

ｇ ［
Ｊ

］
． Ｂ ｉ ｏ ｌ ｏ

ｇ
ｉｃａ ｌ

ｐ
ｓｙｃ ｈｏ ｌｏｇｙ ， 

２０ １ ５
， １ ０５ ： １ ３ ８

－

１ ４ ３ ．

Ｉ

４
］

Ｍ ｃ ｌｎｅｍ ｅ
ｙ 
Ｍ ． Ｈ ｏｗ Ｎｏｎ

ｐ
ｒｏｆｉ ｔ ｓ Ｃａｎ Ｕｓｅ Ｓ ｔｏ ｒ

ｙ
ｔｅ ｌ ｌ ｉｎ

ｇ 
ａｎｄ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 ｎｔ Ｍ ｅｔｒｉｃ ｓ  ｔｏ Ｉｍｐ

ｒｏｖｅ ＨｏｗＴｈｅｙ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ｅ ｉｒ Ｐｈ ｉ 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 
Ｎａｒｒａ ｔ ｉｖｅ

［
Ｊ

］

． ２０ １ ８ ： ２６
－２ ７ ．

［

５
）

Ｓ ｃｈ ｅ ｒｒ Ｃ Ｌ
， 
Ｌ ｉ ｌ ｌ ｉ ｅ Ｈ

， 
Ｒａ ｔ ｃ ｌ ｉ ｆｆ Ｃ Ｌ

， 
ｅ ｔ ａ ｌ ． Ａｒｅ  ｓｏｍ ｅ ｎａｒｒａｔ ｉｖｅ ｓ ｂｅｔｔｅ ｒ  ｔｈａｎ ｏ ｔｈ ｅ ｒｓ？ ： Ｔｈｅ  ｉｍ

ｐ
ａ ｃ ｔ ｏ ｆ ｄ ｉ ｆｆｅ ｒｅ ｎ ｔ

ｎａｒｒａ ｔ ｉ ｖｅ ｆｏ ｒｍｓ ｏｎ ａｄｏ Ｉ ｅ ｓｃｅｎ ｔｓ

，

 ｉｎ ｔｅｎ ｔ ｉｏｎ ｓ  ｔｏ  ｔ ｅｘ ｔ ａｎｄ ｄｒ ｉｖｅ
［
Ｊ
］

． Ｒｉ ｓｋ 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

， 
２ ０２ ２

， 
４２

（
１ ０

）
： ２ １ ７６

－

２ １ ８ ８ ．

＾
Ｍｏ

ｙ
ｅｒ

－Ｇｕ ｓ ｅ Ｅ ， Ｔｃｈ ｅｍ ｅｖ Ｊ Ｍ
， 
Ｗａ ｌ ｔｈ ｅ ｒ

－Ｍ ａｒｔ ｉ ｎ Ｗ ．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ｕａｓ ｉｖｅｎｅ ｓ ｓ ｏ ｆ

ａ ｈｕｍｏ ｒｏｕｓ 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 ｅ ｎ ｔａ ｌ ｎ ａｒｒａ ｔ ｉｖｅ

ｃｏｍｂ ｉ ｎｅｄ ｗ ｉ ｔｈ ａｎｅｘ
ｐ

ｌ ｉ ｃ ｉ ｔ
ｐ

ｅ ｒｓｕａｓ ｉｖｅ ａ
ｐｐｅ

ａ ｌ
［
Ｊ

］

．Ｓ ｃ ｉ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ａ ｔ ｉｏｎ
， ２ ０ １ ９

，

４ １
（
４

）
： ４２２ －４４ Ｋ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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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影响是否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与认识受家庭暴力影响的人相 比 ，

反家庭暴力广告中促进旁观者意识和干预的叙事范例对没有相关经验的人更有

益Ｗ 。 此类研究明确肯定了接收者个人特性对叙事说服效果的影响 ， 启示叙事者

在公益叙事中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对象群体的特性 ， 因地制宜 ， 制定叙事策略 。

当前公益叙事领域的主体较为多元 ， 有公益组织 、 政府公益部门 、 慈善个体 、

求助者等主体参与其中 ，
纷繁复杂的公益叙事场域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 研究者们

就这些公益叙事的不足及改进展开了进
一步探讨 。

Ｍ ｉ ｔｚ ｉＷａ ｌ ｔｚ 注意到与 自 闭症有

关的慈善公益叙事正存在残疾污名 化以及过度制造悲伤和恐惧情绪等 问题 ， 基于

此
， 他考虑到新兴的反叙事 ， 提出 了慈善机构可以在与 自 闭症有关的慈善叙事中

避免制造悲伤或恐惧的感知需求的方式 １

２
］

。
Ｐａｔｒｉｃ ｉ ａＭｏｏｎｅｙ

Ｎ ｉｃｋｅ ｌ 与 Ａｎ
ｇ
ｅ ｌ ａＭ ．

Ｅ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 认为 ，
慈善事业的变革潜力 （它代表着社会变革的需要并带来社会变

革的潜力 ） 在当前以市场为基础的慈善事业话语中 日 益丧失 ， 这种话语包括与公

益事业相关的营销和媒体及名人对慈善公益的消费 。 他们认为在快速资本主义中 ，

慈善事业必须与市场区分开来 ，
代表被边缘化的人进行叙述并独立于市场和边缘

化的必要性进行改写 ［
３

１

国外文献中最为丰富的是对不同慈善主体叙事的研究 ，
而对主体的选择又主

要集 中在慈善公益机构和个体慈善家两个常见选择 。 Ｃ ｉａｒａｎＣｏｎｎｏ ｌ ｌｙ 与 Ａ ｌｐａ

Ｄｈａｎａｎ ｉ 首次对慈善机构报告文件中的叙事 内容与叙事形式进行深入研究 ， 对慈

善机构为什么选择在其公开报告文件中披露 （或不披露 ） 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
４

］

。

Ｌ ｉ ｓａＥｖａｎｓ 与 Ｊａｃｑｕｅ ｌ ｉｎｅＰ ｉｅｒｐｏ ｉｎｔ 分析了１ ８０ １ 年至 １ ９ １ ４ 年间爱丁堡马格达林收

容所年度报告中的叙述 ，
这是

一

个为
“

堕落
”

女性提供的避难所和教养所 。 该组织

常在筹款 、 履行责任 、 捍卫行动及结果时使用叙事 ， 其中特定故事 、 情节和风格

的选择帮助组织构建其使命陈述和管理印象 ， 研究者对报告中的感性叙事及印象

管理做了 系统梳理 ［
５

ｌＲｏｎａｌｄｎＪａｃｏｂ ｓ 等人认为美国 国会对于非盈利的 公益慈善

组织有两种对立的政治叙事 。 第
一

种讲述了英雄慈善公益组织帮助受压迫者的故

事
， 明了此类组织免税特权的合理性 。 然而 ， 这种说法会威胁到政治家和其他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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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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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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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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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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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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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３ ．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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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Ｗａ ｌ ｔ ｚ Ｍ ．  Ｉｍａ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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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人员的合法性 ， 美国政客们更喜欢 自 己是英雄的第二种叙事 ， 即别有用

心的组织伪装成慈善机构诱骗慈善公益个体和基金会领导人 。 根据第二种叙事 ，

只有政治家才能保护
“

真正的
”

慈善机构免受
“

假英雄
”

的攻击 。 研究者认为 ， 美政

府通过这样的假面叙事 ， 以
一

种足够灵活的方式满足了 自 身的合法性要求 。 在欧

美 ，
企业慈善家是公益活动的重要主体之

一

， 因此国外的公益叙事也格外重视精

英慈善家的公益叙事 。 Ｃｈａｒ ｌｅ ｓＨａｒｖｅｙ 等分析了
２４ 位英国精英慈善家 （

１ ２ 位习

惯型慈善家和 １ ２ 位创业型慈善家 ） 在访谈中所作的道德陈述 ， 揭示了精英慈善

动机中两种带有道德色彩的叙事的共存 ， 认为每种叙述都有助于维护既定的社会

经济秩序 ， 但创业型慈善事业由于其对意识形态纯洁性的冲击 ， 在道德上存在缺

陷⑴ 。 管理和组织研究的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叙事对组织方式至 关重要 ，

Ｍａｉｒｉ

Ｍａｃ ｌｅａｎ 等通过提供慈善公益身份叙事的基础理论 ，
发展了对企业家参与慈善公

益事业的理论理解 ， 描绘了从企业家到慈善事业家的身份转变 ， 通过建议慈善身

份叙事使企业家产生
一

种既面向 自我又面向社会的 自 我遗产 ，
这些

“

生成性脚本
”

推动 了他们的慈善行动能力 ，
同时确保了他们行动的连续性 ［

２
］

。 Ｓｕ ｓａｎＡ
ｐｐｅ 将草

根慈善公益领袖置于参与援助的更广泛人群中 ，
通过分析这些领袖的生活史叙事

让人们进
一

步了解这些公益个体是如何为非洲南北之间和 内部的慈善事业以及

更广泛的公益援助做出贡献Ｗ
。 慈善基金会是开展公益活动的重要主体之

一

，
基

金会项 目 官员通过将贫困和被边缘化的有色人种社区的经历和对他们的关注融

入慈善机构会议室中流行的主流叙事 ， 为资本进入社区结构开辟了
一

条开放的渠

道 。
ＥｒｉｃａＫｏｈ ｌ

－Ａ ｒｅｎａｓ 通过研究 旨在挑战贫困和不平等结构的基金会项 目 官员的

政治谈判和人际互动 ， 为理解私人慈善事业的力量做出 了独特的贡献 ［

４
１

。 加拿大

穆斯林经历的社会 、 政治 、 经济和历史因素为穆斯林加拿大人的环境慈善叙事提

供了信息 。
ＭｅｍｏｎａＨ ｏ ｓ ｓａ ｉｎ 以 目 前领导和参与环境慈善公益事业的十名穆斯林

加拿大人的叙事为 中心 ， 突 出 了在加拿大环境慈善公益的主流叙事中倡导和纳入

多种叙事的重要性 ［

５
］

。

２ ．国 内公益叙事研究概述

国 内公益叙事研究的发展脉络大致与媒介形态的发展脉络保持
一

致 ， 多 以研

究对象为标准进行划分 ， 研究对象先后主要集中于公益广告 、 公益广播 、 电视公

益节 目 、 公益直播带货以及公益求助等不同媒介的公益表现形式上 ，
面对上述研

［

Ｉ

］

Ｈａｒｖ ｅ
ｙ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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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 ， 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叙事学视角切入 ， 形成了 当前多元的公益叙事研究

格局 。

在以公益广告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公益叙事研究中 ，
学者们常常将研究对象聚

焦于有
一

定代表性的二级范畴 ， 常见的划定标准主要有特殊时间节点 、 平台 、 国

另
Ｉ

Ｊ 、 媒介表现形式四类 ， 对公益广告的公益叙事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叙事特征 、 叙

事策略 、 情感叙事 、 叙事传输机制 、 叙事传输效果以及叙事与交往行为构建等方

面 。 以特殊时间节点为选择依据 ， 学者崔小娟与胡超分別对 ２０ １ ８ 年 、
２０ １ ９ 年央

视春晚公益广告的叙事展开研究 ， 崔小娟从叙事结构 、 叙事创意 、 叙事审美三部

分切入探讨了公益广告叙事的社会效益 ； 胡超则从符号学视阈出发 ， 探讨了央视

春晚公益广告符号叙事背后的意义建构和情感表达 。 以平台为选择依据 ， 学者王

凯对央视公益广告以
”

叙事传输
＂

为理论前提 ，运用叙事理论分析三则案例广告 ，总

结了公益广告叙事传输流程图及逻辑架构 ，并提出建议——巧用叙事元素 ，塑造高

质量故事 ；善做叙事加工 ，以求情感共鸣与集体记忆 ；活套叙事形式 ，合理使用叙事

方式及传播形式 ［
１

］

。 泰国公益广告曾
一

度凭借其细腻的情感叙事手法实现破圈传

播 ， 以国别为选择依据 ， 泰国公益广告获得了不少研究者的青睐 。 学者熊定认为

泰国公益广告之所以受众喜爱 ， 与其别具
一

格的叙事策略息息相关 ， 泰国公益广

告契合以因果观为核心的宗教叙事 ， 叙事内的
“

共同感受
”

常常拧成
一

股合力 ， 其

对弱者身份的揭露进
一

步产生叙事外观众的
“

同情感
”

［
２

］

。 学者牛鸿英认为情感在

泰国公益广告叙事中起到 了重要的支配式作用 ， 特别是其直面命运悲喜的真诚态

度和蕴含宗教文化的生命智慧 ， 形成了 自 己独特的叙事审美 ［
３
］

。 还有学者以国别

为差异起点 ， 进行叙事比较研究 ，
学者赵小波从叙事主题 、 叙事手法 、 叙事语言

三个维度出发对中外公益广告叙事做对比分析 ， 得出 ： 叙事主题上 ， 国 内喜好传

统道德 ，
国外偏爱个人成长 ； 叙事手法上 ，

国外常用情节故事 ， 国 内擅用画面联

想 。 叙事语言上 ， 国 内外对有声语言的使用都较为节制等叙事异同 ［
４

］

。 还有研究

聚焦于某
一

类媒介表现形式的公益广告 ， 研究其叙事策略 。 逯明宇 、 李艺璇聚焦

于全景视频公益广告 ， 总结出沉浸性营造真实情景 、 交互性满足受众诉求 、 全方

位延展故事空间三大传播特点 ， 并从视觉 、 听觉 、 情感三方面切入对其叙事策略

进行深人探讨 ，
提出不同的主人公叙事视角会与观众建立起不同的叙事关系 ，

且

⑴下机 ．公益Ｔ＆的
“

叙琪传输
”

机制——以央视二则公益广告为例 ［
Ｊ

］
． 屮 国广播电视学刊 ，

２ ０ １ ９
，
３ ３ ９

（
０６

）
： １ ５

－

１ ９ ．

ｆ

：
１熊定 ．公益广告叙事策略分析 以泰国 电视公益广告片为例 ［

】
］

． 與 代电视．２ ０ １ ８ ， ３ ６６ （ 丨 ０ ） ： ８ ８＋ ８ ７ ．

１

３
１牛鸿萸 ．怙感叙事与 贵份认间 后世俗社会视域巾泰国视频公益广告的文化建构 ［

Ｊ
】

．中国电

视 ，
２０ １ ９

，
３ ９８

（
０４ ） ： ６３

－

７０ ．

Ｗ赵小波 ． 屮外影视动画公益广告叙事 比较研究 ［
Ｊ

】
． 电视研究 ，

２０ １ ５
，
３ ０４

（
０３

）
： ６７

－６９ ．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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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众心中达到的叙事效果也不尽相同 ，
全景技术为公益广告的叙事提供了更多

叙事技巧 ，
可以延伸出更多公益创意 ， 更加充分地表现公益主题 ［

１

］

。

在以公益广播为主要研究＾
？

象的公益叙事研究 中 ， 以声音研究视角 ， 探究重

大主题公益传播的叙事路径成为较为常见的研究落点 。 何梦凡 、 叶思成 、 杨蔚以

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党百年主题公益广播为例 ， 总结得出依托党史精华是主题公益

广播最佳的叙事路径选择 ， 着眼垂向 内容 ， 取材于不同时间 、 不同事件的声音素

材 ， 和 口播词一起建构了多维度叙事架构 ［
２

］

。 董寄舟认为来 自 于电影的平行叙事

手法和源于诗歌的符号化 、 象征化叙事手法为重大题材广播公益广告的故事创意

提供了新的思路 ， 使其具备更为强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
３

］

。

在以电视公益节 目 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公益叙事研究 中 ， 情感叙事 、 叙事策略

及图像叙事是当前的主要研究落点 。 寻人节 目 因其突 出的公益特性备受研究者们

青睐 ， 董天策 、 窦心悦从情感叙事的社会语境 、 巧妙搭配母题与主题的叙事模式

以及彰显
“

真善美
”

价值观念的叙事策略等角度展开分析 ， 认为寻人节 目 《等着我 》

能连续多年爆火的原因是节 目 坚持了富于人文关怀的情感叙事 ， 满足了大众内心

深处的情感需求 ［
４

］

。 图像叙事是以 图像为 中介的叙事方式 ，
以往主要表现为边缘

化的脚本叙事 ， 张振卿认为电视公益节 目 《等着我 》 以
“

图像一叙事
”

统合为始基 ，

改写 了既往公益寻人的 图像叙事范式 ，

“

图像叙事＋寻人
”

从边缘叙事走向 了 中心

叙事 ［
５

】

。 张帆 、 王雪以电视公益节 目 《开学第
一

课 》 为研究案例 ， 认为其叙事策

略呈现明显的延续性与转变性特征 ，
双重语境 、 多元视角和立体模式构成节 目 叙

事策略 ，
而叙事主体的去明星化 、 叙事方式的技术化 、 叙事编排的集中化是近年

来电视公益节 目叙事策略的新变化 ［
６

］

。

２０ １ ９ 年被称为直播带货元年 ， 随后 ，
直播带货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 公益直

播带货也由此进入了公益叙事研究的视野之 中 。 在以公益直播带货为主要研究对

象的公益叙事研究中 ， 直播带货常常被放置在乡村振兴语境中来探讨其叙事策略

及意义 。 陈笑春 、 唐瑞蔓阐释了媒介叙事力量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对文化与社

会的整合意义 ，
他们认为 ， 商业型叙事者在直播带货 中建构起

“

物的连接
”

， 基层

ｗ逯叫宇 ，李 艺璇 ．全欺视频公益广告的传播特点 与叙 成略 【
Ｊ
】

？货年 丨 ９
，
６４４

（２４ ）
： ７９ －

８ ０ ．

Ｐ １何梦凡叶思成 ．杨蔚 ．广播 公益传播弑刺洛径与创作持怔撷谈——以北京广播电 视台瑰党Ｗ年主题广播公

益传播为 例 ［
Ｊ

］
． 屮国 广播 电视学 ｆＵ〇２ 丨 ． ３６６

（
０ ９

）
： 丨 丨 ７ －

１ ２０ ．

⑷遣寄舟及人题材广播公益广告的叙求 方式创新一央广 十 九 人主题系列 公益广佐解析 ［
Ｊ

］
？ 屮Ｍ广播 电视

＾
＊

［１２ ０ １ ７
，
３ ２ １

（
１ ２

）
： １ ５

－

１ ７ ．

⑷董天 策 ，窦心悦 ．央视公益节 Ｈ 《 等 ？我 》 的情感叙班解祈 ［
Ｊ
〗

？ 当代传播 ． ２ ０ 丨 ８ ．２００ （０ ３
）

：４ ５４ ９ ．

力张振瓤 图 像釵躲 从 离析到统 合的模式化速 构 公益 浮 人栏 § 《 等ｍ我 》 的叙亊模式与 道德 ＆趣 ［
＿ ！

］

．

上海 文化 ， ２０２ ２Ｊ １ ３ （
丨 ０

）
： ６２ －６ ８ ．

网张钒 ．玉气延续 与转变 ： 电 视 公扁 节 ｇ 《 开学 ？
－

深 》 的叙 來策略研究 ［
Ｊ

］

． 中 Ｓ 电视． ２０ ｉ ９
，

４０６ （
〗 ２

）
： ３ ８ －４ ３ ．

１ １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官员叙事者生产出
“

景观的连接
”

，
而主流媒体叙事者则丰富了

“

带货
”

的 内涵 ， 建

构起
“

价值观的连接
”

。 通过多元叙事者的协同配合 ， 叙事在连接 中的力量更加凸

显⑴ 。

目 前 ， 以公益众筹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公益叙事研究仍属少数 。 学者刘叶子 、

张学知在研究中发现 ， 叙事主体 、 形象展示与叙事风格等不同都会带来网络筹款

能力的差异 毛绪凌在其硕士学位论文 中总结了求助文本的三种叙事框架 ， 即

弱者叙事框架 、 伦理叙事框架 、 悲情叙事框架 ， 印证了叙事框架和叙事语气对募

捐效果均有显著影响Ｗ
。 王潇雨在硕士毕业论文中对医疗疾病类新媒体众筹的叙

事策略进行总结 ，
发现求助者会在叙事 中建构 自 己是值得被帮扶的弱者形象 ， 同

时也擅用悲情叙事进行情感动员 ，
还会通过淡化需求的叙事方式来保留 自 尊 ［

４
］

。

周旭东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探讨了公益众筹项 目 叙事性对捐赠行为的影响 ， 认为

情感意识场景 、 认知意识场景以及时间嵌人越丰富 ， 情绪波动和戏剧性内容越突

出 ， 捐赠人数越多 ［
５

］

。

３ ．小结

综上所述 ， 国外的公益叙事研究整体呈现散点式分布 ， 研究的对象为针对某

种具体公益行为展开的叙事说服文本或某
一

类主体的公益叙事行为 ， 但整体缺少

整合性的研究 。 例如 ， 研究只聚焦于
“

反吸烟
”

这一具体行为意图 ， 探究公益叙事

说服 ， 以微观研究为主 ， 研究通常具体且细致 。 此外 ， 国外公益叙事研究对实践

的指导性较强 ，
可以为接下来的公益叙事提供更多行动上的改进方向 。

相比国外聚焦于某
一

具体公益行为的公益叙事研究而言 ， 国 内则更偏向于以

某类公益媒介的表现形式为研究对象 ， 研究范畴略有扩大 。 其次 ， 国 内研究更偏

学理性 ， 对公益叙事实践层面的指导作用也更偏向原则类的抽象指引 。

｛
二

）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的研究概述

“

众筹
”
一

词最初源 自 英语单词
“

Ｃ ｒｏｗｄｆｉｍｄ ｉｎｇ

”

，
由美国学者 Ｍ ｉｃｈａｅ ｌＳｕ ｌ ｌ ｉｖａ

首次使用 ， 指
一

种群众融资的方式 。 众筹有四类模式 ， 即产品类 、 债券类 、 股权

类及公益类Ｗ 。 在这四种模式 中 ， 前三种均是捐助者以受益为 目 的或者要求得到

回报才会进行的投资 ，
而公益众筹则是捐助者完全出于慈善 目 的 、 不求资金回报 。

网络公益平台的大病医疗众筹是个人或组织通过网络展示医疗项 ＠ 以筹集资金 ，

＾陈笑春 ，Ｗ瑞？ ． 乡 村振兴语境 中 公益直播带货的叙事意义考察 ［

■！
］

．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

版 ） ，

２０２ １
，
４２

（ 

１ １
）

：  １ ５ ６
－

１ ６ １ ．

１

２
１刘叶子 ，张学知 ． 公益求助 中的

“

故事
”

： 叙事文本与传播效果研究——基于
“

新浪微公益平台
”

网络筹款能力

的考察 ［
Ｊ

］
．当 代 传播 ，

２ ０２ ２
，
２２６

（
０ ５

）
： ７ １

－

７ ５ ．

Ｗ毛绪凌 ． 网络求助文本的叙事框架 ［
Ｄ

］
．重庆 ：西南政法大学 ，

２０ １ ８ ．

ｗ王潇雨 ． 医疗疾病类新媒体众筹的叙事策略 ［
Ｄ

］
．武汉 ：武汉大学 ，

２０ １ ９ ．

Ｉ

５
］周旭东 ． 公益众筹项 目 叙事性对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 ［

Ｄ
］

． 重庆 ：重庆邮电大学 ，
２ ０２ １ ．

［

６
］Ｇ ｅ ｒｂｅｒ Ｅ Ｍ

， 
Ｈｕ ｉ Ｊ ．Ｃ ｒｏｗｄｆｉｉｎｄ ｉ ｎ

ｇ
： Ｍｏ ｔ ｉｖａ ｔ ｉｏｎ ｓ ａｎｄ ｄｅ ｔ ｅ ｒｒｅｎ ｔｓ ｆｏｒ

ｐ
ａｒｔ ｉ ｃ ｉ

ｐ
ａ ｔ ｉ ｏｎ＾］

． ＡＣＭ Ｔ ｒａｎ ｓａｃ ｔ ｉ ｏｎ 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ｕ ｔｅｒ
－Ｈｕｍａｎ  Ｉｎ ｔｅｒａｃ ｔ ｉ ｏｎ

 （
ＴＯＣＨ Ｉ

） ， 
２０ １ ３

， 
２０

（
６

）
： １

－

３ ２ ．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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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投资人 自愿 、 无偿投资 ，
不求资金回报的

一

种众筹模式 ， 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

混合型 、 自 助型与借力型 ， 目 前最常用 的模式是借力模式 ， 该模式省去了 自 己建

立平台所需的资金和时间 ， 同时第三方平台其本身具有的影响力也可以帮助项 目

发起人获得更多的浏览量和捐赠机会 ［
１
］

，
本研究以水滴筹平台为例 ， 求助者在该

平台的众筹即属于借力模式 。

１ ．国外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的研究概述

国外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项 目运行机制 、 影响因素 、

话语分析 、 合法性与伦理问题以及机器学习算法的应用尝试等方面 。

关于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的运行 ，

ＬｅｅＳ 和 Ｌｅｈｄｏｎｖ ｉｒｔａＶ 认为网络公

益大病医疗众筹可以成为传统保障网缺 口 的补充 ， 但在这个网 中 ， 保护不是普遍

提供的 ，
也不是基于需求而形成的 ，

而是基于
一

个人吸引观众和击败竞争对手的

能力 ［
２

］

。
ＣｈｅｎＳ

、 ＺｕｏＷ 和 ＨｏｕＹ 认为公众参与公益众筹并不是因为事件 中可能

涉及的制度框架 ， 更多的是受感性和体验的驱动 ， 得到
一

种情感上的满足 ， 这种

满足体现在情感社会学情感研究中 由共情效应引起的利他行为 ［
３

］

。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是
一

个说服潜在捐赠者捐款的综合过程 ， 对于众筹结

果影响因素的探究
一直是学者们的研究重点 。 ＢｅｋｋｅｒｓＲ 总结了公益捐赠的八个

影响因素 ： 被需要感 、 游说度 、 成本和收益 、 声誉 、 利他主义 、 价值观 、 心理收

益与效能感 ［
４

］

。
ＧｕＴ 、 ＨｕａｎｇＸ 和 ＷｕＪ 从信息理论视角 出 发 ， 在研究中验证了发

起人 、 患者和项 目 信息特征可以影响捐赠者的信任 ，
进而影响医疗众筹项 目 的筹

资额 ＰｅｎｇＮ 、 ＦｅｎｇＹ 和 ＳｏｎｇＸ 基于信号理论 ， 发现有五个因素关系到 网络公

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的成败 ， 其中 ， 项 目 更新次数 、 视频和描述文本长度等变量

会显著影响融资金额 ， 项 目 因素 （ 即供资期限 、 更新次数 、 图像数量 ） 和参与者

因素 （ 即患者类型 、 资金筹集者类型 ） 与医疗众筹回合的成功和失败相关联 ［
６

］

。

Ｌ ｉｕＳ
、
Ｃｈ ｅｎｇＴ 和 ＷａｎｇＨ 验证了众筹项 目 关注度 、 可靠性与众筹项 目结果之间存

在正相关关系
，

而转发数和评论数对众筹结果的正 向作用会被 目 标募资额削弱 ［
７

］

。

［
１

１

Ｋｕ
ｐｐｕ ｓｗａｍｙ 

Ｖ
， 
Ｂａｙｕｓ Ｂ Ｌ ． Ｃｒｏｗｄ ｆｕｎｄ ｉ ｎｇ 

ｃｒｅａｔ ｉｖｅ  ｉｄｅａｓ ： Ｔｈｅ ｄ
ｙ
ｎａｍ ｉ ｃ ｓ ｏ ｆ

ｐ
ｒｏ

ｊ
ｅｃ ｔ ｂａｃｋ ｅ ｒｓ

［
Ｊ
］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ｏｆ ｃ ｒｏｗｄ ｆｕ ｎｄ ｉ ｎ
ｇ

：Ｓ ｔａｒｔｕ
ｐ
ｓ

， ｐ
ｏ ｒｔａ ｌ ｓ ａｎｄ ｉ ｎｖｅｓ ｔｏｒ ｂｅｈａｖ ｉｏ ｒ

， 
２０ １ ８ ： １ ５ １

－

１ ８ ２ ．

【

２
］

Ｌｅ ｅ Ｓ
， 
Ｌｅｈ ｄｏｎｖ ｉ ｒｔａ Ｖ． Ｎｅｗ ｄ ｉｇ ｉ ｔａ ｌｓａｆｅ ｔｙ 

ｎｅ ｔ ｏ ｒ
 ｊ
ｕ ｓｔ ｍｏ ｒｅ 

‘

ｆｒ ｉ ｅ ｎｄｆｔｉｎｄ ｉ ｎ ｇ

’

？  Ｉｎ ｓ ｔ ｉ ｔｕ ｔ ｉ ｏｎ ａ ｌ ａｎ ａ ｌ ｙ
ｓ ｉ ｓ ｏ ｆ ｍｅｄ ｉ ｃ ａ ｌ

ｃ ｒｏｗｄ ｆｕｎｄ ｉｎｇ 
ｉ ｎ  ｔｈｅ Ｕｎ ｉ ｔｅｄ Ｓ ｔａ ｔｅ ｓ

［
Ｊ
］

．  Ｉ ｎ ｆｏ ｒｍａ ｔ ｉ ｏｎ
，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ａ ｔ ｉｏｎ＆ Ｓ ｏｃ ｉ ｅ ｔｙ ， 

２０２２
， 
２５

（
８

）
： １ １ ５ １

－

１ １ ７ ５ ．

Ｃｈ ｅｎ Ｓ
， 
Ｚｕ ｏ Ｗ

， 
Ｈｏｕ Ｙ． Ｒｅ ｓ 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ｍｏ ｔ ｉ ｏｎａ ｌ Ｍｏ ｂ ｉ ｌ ｉｚａｔ ｉ ｏｎ ａｎｄ Ｌｅ

ｇ ｉ ｔ ｉｍ ａ ｔ ｉｏｎ Ｓ ｔｒａ ｔｅ
ｇｙ 

ｏ ｆ Ｗｅ ｌ ｆａ ｒｅ

Ｃｒｏｗｄ ｆｕｎｄ ｉ ｎｇ
ｆｏ 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 ｌ ｌｅｖ ｉ ａ ｔ ｉｏｎ
［
Ｃ

］
／／２０ １ ８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Ｊｏ ｉ ｎ ｔ Ｃｏ ｎ ｆｅ 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ｆｏｎｎａ ｔ ｉｏ ｎ

， 
Ｍ ｅｄ ｉ ａ ａｎｄ

Ｅｎ
ｇ ｉｎｅｅｒｉ ｎ

ｇ  （
ＩＣ ＩＭ Ｅ

）
． ＩＥＥＥ

， 
２０ １ ８ ： １ １ ８

－

１ ２３ ．

［

４
］

Ｂ ｅｋｋｅ ｒｓ Ｒ
， 
Ｗ ｉ ｅｐｋ ｉｎｇ 

Ｐ ． Ａ ｌ ｉ ｔ ｅ ｒａ ｔｕ ｒｅ ｒｅｖ ｉ ｅｗｏ ｆ
ｅｍｐ

ｉ ｒｉ ｃａ ｌ ｓ ｔｕｄ ｉｅ ｓ ｏ ｆ
ｐｈ ｉ ｌ ａｎ ｔｈｒｏｐｙ ： Ｅ ｉｇｈ ｔ ｍｅｃ ｈａｎ ｉ ｓｍｓ  ｔｈａ ｔ ｄｒ ｉ ｖｅ

ｃｈ ａｒｉ ｔａｂ ｌ ｅ
ｇ

ｉｖ ｉ ｎ
ｇ ［

Ｊ
］

． Ｎｏｎ
ｐ
ｒｏｆｉ ｔ ａｎｄ ｖｏ ｌ ｕｎ ｔａｒ

ｙ 

ｓｅｃ ｔｏ ｒ
ｑ
ｕａｒｔｅｒ ｌｙ ， 

２０ １ １
， ４０（

５
）

：９２４
－

９ ７ ３ ．

Ｇｕ Ｔ
， 
Ｈｕａｎｇ 

Ｘ
， 
Ｗｕ Ｊ ．Ｗｈａ ｔ Ｍｏ ｔ ｉｖａ ｔｅ ｓ Ｐｅｏ

ｐ
ｌ ｅ  ｔｏ Ｄｏｎａ ｔｅ  ｉ ｎ Ｍｅｄ ｉ ｃａ ｌ Ｃｈａｒ ｉ ｔａｂ ｌ ｅ Ｃｒｏｗｄ ｆｕｎｄ ｉ ｎｇ 

Ｐ ｒｏ
ｊ
ｅｃ ｔｓ ？ Ａ

Ｔｒｕｓ ｔ Ｔｈｅｏ ｒ
ｙ 

Ｐｅ ｒｓｐ
ｅｃ ｔ ｉ ｖｅ

［
Ｊ
］

． ２０２０ ： ４ ３ ９
－４４０ ．

１
６

１

Ｐｅｎｇ 

Ｎ
， 
Ｆ ｅｎ

ｇ 
Ｙ

， 
Ｓ ｏｎｇ 

Ｘ
， 
ｅｔ ａ ｌ ． Ｃｏｎｆｉ

ｇｕｒ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ｐ
ａｔｈ ｓ  ｔｏ ｍｅｄ ｉ ｃａ ｌ ｃｒｏｗｄ ｆｕｎｄ ｉｎｇ 

ｓｕｃｃｅ ｓ ｓ ａｎｄｆａ ｉ ｌ ｕｒｅ ｂａ ｓｅｄ ｏｎａ

ｃｒｉ ｓ
ｐ
－

ｓ ｅ ｔ
ｑ
ｕａ ｌ ｉ ｔａ ｔ ｉ ｖｅ ｃｏｍ

ｐ
ａｒａ ｔｉｖｅ ａｎ ａ ｌ

ｙ
ｓ ｉ ｓ

［
Ｊ
］

．  Ｉ ｎ ｄｕ ｓ ｔｒｉ ａ ｌ Ｍａｎａｇ
ｅｍ ｅｎ ｔ ＆Ｄ ａ ｔａ Ｓｙｓ ｔｅｍ ｓ

， 
２０２２

 （
ａｈｅａｄ

－

ｏ ｆ
－

ｐ
ｒ ｉｎ ｔ

）
．

［

７
］

Ｌ ｉ ｕ Ｓ
， Ｃｈｅｎｇ 

Ｔ
， 
Ｗａｎｇ 

Ｈ ． Ｅｆｆｅｃ ｔ ｓ ｏ ｆ ａ ｔｔｅｎ ｔ ｉ ｏｎ ａｎｄ ｒｅ ｌ ｉ 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ｐ
ｅ ｒｆｏ ｒｍａｎｃｅ ｏ ｆ ｏｎ ｌ ｉｎｅ ｍｅｄ ｉ ｃａ ｌ

ｃ ｒｏｗｄ ｆｕｎｄ ｉ ｎｇ ｐ
ｒｏ

ｊ
ｅ ｃ ｔｓ ： Ｔｈ ｅ ｍｏｄｅ ｒａ ｔ ｉ ｎ

ｇ 
ｒｏ ｌｅ ｏ ｆ  ｔａｒ

ｇ
ｅｔ ａｍｏｕｎｔ

［
Ｊ

］
． Ｊ ｏｕｒｎａ ｌ ｏ ｆ 

Ｍ ａｎａｇｅｍｅｎ ｔ Ｓｃ ｉ 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 ｉｎｅｅ ｒ ｉ ｎ
ｇ ，

２０２０
，

５
（
３ ）

： １ ６ ２
－

１ ７ １ ．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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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Ｘ 、
ＺｈａｎｇＸ 和 ＴｏｎｇＡ 探讨了情感动员对捐赠意愿的影响 ， 结果显示 ， 众筹

项 目 的语言风格对潜在捐赠者的捐赠意愿没有直接影响 ， 但会通过引发不同的情

绪来发挥作用 ， 道德情感 （如骄傲和 内疚 ） 有利于增加潜在捐赠者的捐赠意愿 ［
１
］

。

Ａ ｌｅｋｓ ｉｎａＡ 、
Ａｋｕ ｌｅｎｋａＳ 和 Ｌｕｂ ｌ６ｙＡ ■则强调了社交网络的助推力量 ，

认为通过社交

媒体建立和保持专业联系对于成功的众筹活动至关重要 ，

一

条额外的推文或转发

可能会显著增加众筹活动的成功 ［
２

］

．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具备突 出的 内容说服特征 ， 因此对于众筹内容的

话语分 析也是 学 者 们 极 为 关 注 的 重点 ． Ｖａｓ ｓｅ ｌ ｌＡｎ ｉｋａ 、 ＣｒｏｏｋｓＶａｌｏｒｉｅＡ 和

ＳｎｙｄｅｒＪｅｒｅｍｙ 釆用定性的方法确定 了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活动 中的四个共有

主题 ： 失去了什么 （如身体能力 ） 、 缺少了什么 （如当地护理选择 ） 、 寻求了什

么 （如支付国外治疗的资金 ） 和希望了什么 （如恢复健康 ） ， 表明大病公益众筹

具备高度个人化和情绪化特质 ［
３

］

。 ＸｕＫａｉｂ ｉｎ 与 ＷａｎｇＸ ｉａｏｙｕ 总结出 网络公益大病

医疗众筹项 目 中的四个叙事策略 ：

（
１

） 建构病人值得帮助的弱势形象 （
２

） 基于

“

家庭
”

、

“

孝道
”

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开展悲剧叙事 （
３

） 强化患者患病前后经历

对比来调动潜在捐赠者的 同情心 （
４

） 为维护 自 尊而淡化需求本身Ｗ 。 Ｘ ｉｎＺｈａｏ

和 ＹａｎｓｈｅｎｇＭａｏ 着眼众筹者的身份建构 ， 将募捐者身份总结为作为家庭成员 、

作为病患 自 身和作为弱势群体三类 ， 认为他们主要通过民族精神 、 专业知识 、 情

感话语策略来建构 自 己的身份以博取潜在捐赠者的同情 ，
强调众筹者要加强对真

诚 、 诚实和道德的修辞 ［
５

］

。
Ｒｏｂ ｉａｄｙＮＤ 、 Ｗ ｉｎｄａｓａｒｉＮＡ 和 Ｎ ｉｔａＡ 在研究中证明 ，

运用叙事技巧能够增加潜在捐赠者的捐款意愿 ，
且直接讲故事的技巧比间接讲故

事的技巧有更大积极影响 ［
６

］

。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的开放程度是由众筹者决定的 ，
当众筹者有意隐

瞒或造假时就会带来
一

系列的合法性与伦理性问题 ， 这
一

现象也得到了学者们的

普遍关注 。 合法性是社会科学领域的
一

个重要概念 ， 意味着对某种政治秩序的价

值的认可 ．
ＣｈｅｎＳ 、

ＺｕｏＷ 和 ＨｏｕＹ 提出解决情绪动员与合法性问题可以为社会

组织开展扶贫工作扫除障碍 ， 并且情绪动员与合法化之间存在关系 ， 但尽管众筹

个人和组织会在活动中用尽策略来寻求 自 身的合法化 ， 依然不能解决其合法性问

【

｜

］

Ｗａｎ
ｇ 

Ｘ
，

Ｚｈａｎ
ｇ 
Ｘ

，

Ｔｏｎ
ｇ 
Ａ ． Ｔｈｅ  ｉｍｐ

ａｃ ｔ ｏｆ  ｌ ｉｎ
ｇ
ｕ ｉ ｓ ｔ ｉｃ ｓ ｔ

ｙ
ｌ ｅ ｏ ｆ

ｍｅｄ ｉｃａ ｌ ｃｒｏｗｄｆｉｉｎｄ ｉｎ
ｇ ｐ

ｈｉ ｌａｎ ｔｈｒｏ
ｐ

ｉｃ ａ
ｐｐ

ｅａ ｌ ｓ ｏｎ

ｉｎｄｉｖ ｉｄｕａ ｌ
ｇ

ｉｖ ｉｎ
ｇ［

Ｊ
］

． Ｐ ｒｏｃｅｄｉ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 ｉｅｎｃｅ
， 
２０２２

， １ ９９ ： ２９ ３
－

３００ ．

丨

２
】 Ａ ｌｅｋｓ ｉｎａ Ａ

， 
Ａｋｕ ｌ ｅｎｋａ Ｓ

，

Ｌｕｂ ｌ６ｙ 
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 ｒｏｗｄ ｆｌｉｎｄ ｉ ｎｇ 

ｃａｍ
ｐ
ａ ｉｇｎｓ  ｉｎ ｍｅｄ ｉ ｃａ 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ｅ ｒｃｅ
ｐ

ｔ ｉ ｏｎ ｓ ａｎｄ ｒｅａ ｌ ｉ ｔｙ ［
Ｊ

］
． Ｄ ｒｕｇ 

ｄ ｉ ｓｃｏｖｅ ｒ
ｙ 

ｔｏｄａｙ ， 
２０ １ ９

， 
２４

（
７

）
： １ ４ １ ３

－

１ ４２０ ．

１

３
１

Ｖａｓｓｅ ｌ ｌ Ａ
， 
Ｃ ｒｏｏｋｓ ＶＡ

， 
Ｓｎｙｄｅｒ Ｊ ． Ｗｈａ ｔ ｗａｓ  ｌｏ ｓ ｔ

， 
ｍ ｉ ｓ ｓ ｉｎｇ ， 

ｓｏｕｇｈ ｔ ａｎｄ ｈｏｐｅｄ ｆｏｒ ：

Ｑｕａ ｌ ｉ ｔａｔ ｉｖｅ ｌｙ 
ｅｘｐ ｌ ｏ ｒｉｎ

ｇ

ｍｅｄ ｉ ｃａ ｌ ｃｒｏｗｄ ｆｕｎｄ ｉ ｎｇ 
ｃａｍ

ｐ
ａ ｉ

ｇｎ ｎａｒｒａｔ ｉｖｅ ｓ ｆｏｒ Ｌｙｍｅ ｄ ｉ ｓｅａｓｅ
［
Ｊ
］

． Ｈｅａ ｌ ｔｈ
， 
２０２ １

，
２５

（
６
）

： ７０７ －

７ ２ １ ．

【
４

】 Ｘｕ Ｋ
， 
Ｗ ａｎｇ 

Ｘ ． 

“

Ｋｉｎｄｈｅａｒｔｅｄ
ｐｅｏｐ

ｌｅ
， ｐ

ｌｅａｓｅ ｓａｖｅ ｍ
ｙ 

ｆａｍ ｉ ｌｙ

”

： ｎａｒｒａｔ ｉｖｅ ｓ ｔｒａｔｅｇ ｉｅ ｓ ｆｏｒ ｎｅｗ ｍｅｄ ｉａ ｍｅｄ ｉｃａ ｌ

ｃｒｏｗｄ ｆｌｍｄ ｉｎ
ｇ［

Ｊ
］

． Ｈｅａ ｌ 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２０

， 
３ ５

（
１ ３

）
：１ ６０５

－

１ ６ １ ３ ．

１

５
１

Ｚｈａｏ Ｘ
， 
Ｍａｏ Ｙ ． Ｔｈｅ  Ｉｄｅｎ ｔ ｉ ｔ

ｙ 
Ｌ 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ｏｆＣｒｏｗｄ－

ｆｕｎｄｅｒｓ ： Ｈｅ ｌ

ｐ
－

ｓｅｅｋｅｒｓ
＊

 Ｉｄｅｎ ｔ ｉ ｔ
ｙ 
Ｃｏｎｓ 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Ｏｎ ｌ ｉｎｅ Ｍｅｄ ｉ ｃａ ｌ Ｃｒｏｗｄ
－Ｆｕｎｄ ｉ ｎｇ 

Ｄ ｉ 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
Ｊ

］
． Ｈｅａ ｌ 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 ｉｏｎ

， 
２０２３

，
３８

（
２
）

： ３６３
－

３ ７０ ．

间
Ｒｏｂ ｉａｄ

ｙ 
Ｎ Ｄ

， 
Ｗ ｉｎｄａｓａｒｉ ＮＡ

，

Ｎ ｉ ｔａ Ａ ． Ｃｕｓ ｔｏｍｅｒ ｅｎｇ
ａ
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ｏｎｌ ｉｎｅ ｓｏｃ ｉａ ｌ ｃｒｏｗｄｆｌｍｄ ｉｎｇ

：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 ｔｏｒ
ｙ

ｔｅ ｌ ｌ ｉｎ
ｇ 

ｔｅｃｈｎ ｉ

ｑｕｅ ｏｎ ｄｏｎａｔ ｉ ｏｎ
ｐ

ｅ ｒｆｏ ｒｍａｎｃｅ
［
Ｊ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

 ｊ
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ｍａｒｋｅ ｔ ｉｎｇ ， 

２０２ １
， 
３ ８

（
２

）
：

４９２ －

５ ００ ．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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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１

】

。 Ｒａｃｈｅ ｌＥ ．Ｗｈｅａｔ 和 Ｊａｒｒｅ ｔｔＥ 将互联网公益出现的各类问题整合 ， 再重新分为

两类因素 ， 即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 ， 主观因素即与人有关的因素 ， 客观因素即法

律制度 、 道德问题 、 信息不对称和金融欺诈问题等环境因素 ［
２

］

。
Ｊ ｉｎＰ 在研究伦理

问题时提出 ，
当前证据不足并缺乏评估实践 中伦理问题的指标 ［

３
］

。
Ｃｕ ｉ Ｓ 与 ＷａｎｇＹ

提出 当前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缺乏强制性的法律约束 ， 导致网络公益信任问题

难以解决 ， 并提出 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 、 建立完善的平台监管制度以及加强社会

各界的合力等措施 ［

４
］

。

随着技术的进
一

步发展 ， 也有学者开始尝试运用机器学习 的方法来动态预测

众筹结果 ， 以指导众筹者更有效的开启和跟进众筹项 目 。
Ｐｅｎｇ

Ｎ 和 ＺｈｏｕＸ 等学

者展示了基于集成的机器学习算法在预测医疗众筹项 目 筹款金额方面的潜力 ， 并

为指导后续研究和管理实践提供了灵感 ［

５
］

。

２ ．国 内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的研究概述

国 内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风险分析 、 监管防控 、 文本

建构表达及意愿影响因素等方面 。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借助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 同时 ，
也暴露了诸多

问题 。 目 前 ，
学者们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的 问题与风险分析主要集中在

众筹欺诈 、 传播失灵 、 合法性挑战 、 资金池风险 、 公平与效率的欠缺等方面 。 刘

瑶在研究中概括了 当前公益众筹行为面临的三大问题 ， 分别是合法性疑虑 、 资金

池风险以及欺诈违约隐患 ［
ｈ

］

。 杨睿宇等提出 当前存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欠缺 、 法

律监管严重滞后以及运营模式尚未成熟等 问题 ， 使网络公益众筹面临平台信用 、

资金管理以及监管等多重风险 ｜

７
１

。 曹广等认为医疗众筹作为
一

种医疗资金筹集和

分配方式 ，
虽然在高速发展 ，但也暴露出不公平性 、 低效率以及伦理失衡等问题 ［１

张波认为 目 前的医疗服务众筹商业模式信息更多惠及于知识精英阶层 ，而对信息

弱势群体的服务则更弱 ，也背离了众筹平台最初的核心定位 ，
可视为市场 、 政府

＾
Ｃｈｅｎ Ｓ

， 
Ｚｕｏ Ｗ

， 
Ｈｏｕ Ｙ． Ｒｅ ｓ ｅａ ｒｃｈ ｏｎ Ｅｍｏ ｔ ｉｏｎａ ｌ Ｍｏｂ ｉ ｌ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 ａｎｄＬｅｇ

ｉ ｔ ｉｍａ ｔ ｉ ｏ ｎＳ ｔｒａ ｔｅｇｙ 
ｏ ｆ Ｗｅ ｌｆａ ｒｅ

Ｃ ｒｏｗｄ ｆｕｎｄ ｉ ｎｇ
ｆｏ ｒ Ｐｏｖｅ ｒｔｙ 

Ａ ｌ ｌ ｅｖ ｉ ａ ｔ ｉ ｏ ｎ
［
Ｃ

］
／／２０ １ ８  Ｉ ｎ ｔ ｅ ｒｎ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 Ｊｏ ｉ ｎ ｔ Ｃｏｎ ｆｅ ｒｅｎ ｃｅ ｏｎ  Ｉｎ ｆｏｎｎａ ｔ ｉ ｏ ｎ

， 
Ｍ ｅｄ ｉ ａ ａｎ ｄ

Ｅｎ
ｇ ｉｎｅｅｒｉ ｎ

ｇ  （
ＩＣ ＩＭＥ

）
． ＩＥＥＥ

， 
２０ １ ８ ： １ １ ８

－

１ ２３ ．

ｌ

２
］Ｗｈｅａ ｔ Ｒ Ｅ

， 
Ｗａｎｇ 

Ｙ
， 
Ｂｙｒｎ ｅ ｓ Ｊ Ｅ

， 
ｅ ｔ ａ ｌ ． Ｒａ ｉ ｓ ｉｎｇ 

ｍｏｎｅｙ 
ｆｏ ｒ ｓｃ ｉｅｎ ｔ ｉｆｉ ｃ ｒｅ ｓ ｅａｒｃ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ｃ ｒｏｗｄ ｆｉｉｎｄ ｉｎ

ｇ ｆ
ｊ

］
． Ｔ 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ｅ ｃ ｏ ｌ ｏｇｙ 
＆ ｅｖｏ ｌ ｕ ｔ ｉｏｎ

， 
２０ １ ３

， 
２ ８

（
２

）
： ７ １

－

７２ ．

＊

３
１

Ｊ ｉｎ Ｐ ． Ｍ ｅｄ ｉｃａ ｌ ｃｒｏｗｄ ｆｕｎｄ ｉｎｇ 
ｉ ｎ Ｃ ｈ ｉ ｎａ ： ｅｍ

ｐ ｉ ｒｉｃ ｓ ａｎｄ ｅ ｔｈ ｉｃ ｓ
［
Ｊ

］
． Ｊｏ ｕ ｒｎａ ｌ ｏ ｆ ｍｅｄ ｉ ｃａ ｌ ｅ ｔｈ ｉ ｃ ｓ

， ２０ １ ９
，
４ ５

（
８

）
： ５ ３ ８

－

５４４ ．

￡

４
］

Ｃｕ ｉ Ｓ
， 
Ｗａｎ

ｇ 
Ｙ ． Ｌｅｇ

ａ ｌ ａｎ ａ ｌｙｓ ｉ ｓ ｕｎｄｅｒ
ｐｕｂ

ｌ ｉ ｃ ｗｅ ｌ ｆａｒｅ ｃｒｏｗｄ ｆｕｎｄ ｉ ｎｇ ｐ
ｌ ａ ｔｆｏｒｍＴａｋｅ

＂

ｓ ｈｕ ｉｄ ｉ Ｆｕｎｄ ｉ ｎｇ

＂

ａ 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
ｌ ｅ

［
Ｊ
］

． Ｉｎ ｔｅ ｒｎａ ｔ ｉｏ ｎａ ｌ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Ｂ ｕ ｓ ｉ ｎｅ ｓ ｓ ａｎｄ Ｍ ａｎａｇｅ

ｍ ｅｎ ｔ
， 
２０２２

，
１
（

１

）
： ５

－

５ ．

［

５
］

Ｐｅｎｇ 
Ｎ

， 
Ｚｈｏｕ Ｘ

， 
Ｎ ｉｕ Ｂ

， 
ｅ ｔ ａ ｌ ． Ｐｒｅｄ ｉ ｃ ｔ ｉｎ

ｇ 
ｆｕｎｄｒａ ｉ ｓ ｉ ｎ ｇ ｐ

ｅ ｒｆｏ ｒｍａｎｃｅ  ｉ ｎｍｅｄ ｉｃａ ｌ ｃ ｒｏｗｄｆｕｎｄ ｉｎｇ 
ｃａｍｐ

ａ ｉｇｎ ｓ ｕｓ ｉｎ
ｇ

ｍａｃｈ ｉ ｎ ｅ  ｌ ｅａｍ ｉ ｎ
ｇ ［

Ｊ
］

． Ｅ ｌ ｅｃ ｔｒｏｎ ｉ ｃ ｓ
， 
２０ ２ １

， １ ０
（
２
）

： １ ４３ ．

［

５
１刘瑶 ． 公益众筹法律风险的识别 ＿防控 ［

Ｊ
］

？ 人民论坛 ，
２０ １ ９

，

Ｎ〇 ． ６４ ７
＜
２ ９ ）

： 】  １ ０ －

１ ｎ ．

杨春宇 ， 马箫 ．网络公 益众筹的现状及风险防范研究 ［
』
］

．学习与实践 ，
２ （Ｈ ７

，
３ ９ ６

（
０２

）
： ８ １

－

８ ８ －

｛

７
ｊ曹广 ．沈丽宁 ，两天奇 ，黄文婧 ， 国外医疗众筹存在 问题研究系统综述 ［几 医学与社会 ，

２ ０ ２ Ｌ ３ ４
＜

１ ２
）

： ２４
－

２ ８ ．

ｆ

Ｓ
１张波 ．传播失 灵视角 下互联网大病众筹 中的瞄准偏差及 Ｊ ｔ洽理 ［

Ｊ
］

．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３２０
，

２２
（
０ ６

）
： ７ ７

－

８ ２ ．

［

ｙ
】叶晓君 ．技术神话光环下的 中 国慈善公益 ［

Ｊ
］

． 文化纵横 ，
２０ 丨 ８

，
６ １

（
０５

）
： １ １ ０ －

１ １ ８ ．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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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播的多重失灵 。 叶晓君指出 目 前平台算法的运行方式 、 商业利益的侵蚀以及

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 ， 把
“

同情文化
”

误引成了功利的数字传播游戏以及朋友圈里

的爱心展演活动 ， 重塑了公益行动的方向 。 邵祥东基于社会空间理论和空间经济

学理论发现 ， 大病众筹募得资金呈现
“

空间 － 制度
”

上的弱耦合特征 ， 省际间配置

呈现明显的非均衡性 ，
医疗众筹在空间聚集和配置特征上呈现明显不足⑴ 。

针对当前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与不足 ， 学者

们也从防控与监管的角度给出 了诸多建议 ， 措施主要集 中在技术介人 、 设立评估

框架 、 加强法律与政府监管等方面 。 面对大病公益众筹中的欺诈行为 ， 邓国胜提

出要引入区块链等可追溯技术 、 打造众筹项 目 全流程监管机制 、 增强行业 自律等 ，

并以此为方法推动大病众筹的规范发展 ［
２

］

。 徐晨等尝试提取认知负载 、 叙述视角 、

情感输出等文本线索 ， 并基于重釆样和阈值调整方法建立起集成模型 ，
证实了该

模型能够有效识别欺诈众筹项 目
［
３

］

。 蔡明章等提出 ，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互联网公

益众筹应用框架 ，
可实现的善款追溯 、 信息公开 、 数据共享等功能 ， 解决 目 前互

联网公益众筹领域存在的诸多
“

痛点
”

问题 ［
４

］

。 面对大病公益众筹的认同性危机 ，

匡亚林提供了
一

个公益众筹评估框架 ， 并尝试通过这个框架来评价个人救助参与

的有效性 ［
５

］

。 面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发展中形成的困局 ，
也有学者强调了加

强政府与法律监管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 马晓瑜认为 由政府出面加强对准入资格 、

信用程度及追责问责等管理举措 ，
可以有效促进网络公益健康发展 ［

６
］

。 刘赫男提

出
“

大病众筹
”

良性发展的实现只能有赖于法治 ，
具体表现为

“

筹前防范一筹中控

制一筹后监督
”

这
一

法律流程 ， 如此方可实现大病公益众筹与商业运作的共赢 ［
７

］

。

钟玉英等强调未来的监管重点是完善法律体系 、 制定监管依据 ，
厘清公私边界 、

明确众筹权责 ，
建立监督机制 、 净化公益环境 ［

８
］

。

还有学者以时间为轴 ，
梳理了公益众筹文本建构与表达的发展特征 。 卜亚敏

等总结了２００ ７ 年至 ２０ １ ９ 年腾讯公益
“

乐捐
”

平台的大病公益众筹项 目 ， 发现文本

构建整体呈现 ３ 个变化 ： 由异叙述者向 同叙述者转变 ， 由故事性表达向悲情性表

达转变 ， 注重职业化与道德化标签构建 。 李彪发现 ２０ １ ２ 年至 ２０ １ ７ 年期间 ， 新

祥东 ． 公益众筹特征识 別与决策参考
“

空间 －制度
”

耦 合嵌人视角 ［
Ｊ

］
．公共管理学

报
，
２０ １ ８

，

１ ５
（
０３

）
： １ ４２

－

１ ５ ３＋ １ ６０ ．

１

２
１邓 国胜 ． 网络众筹平台骗捐诈捐现象频发 ，

如何破 ［
Ｊ

］
． 人民论坛

，

２０２０
，

６ ５ ５
（
０ １

 ）
： ５ １

－

５ ３ ．

｜

３
１徐 晨 ，张巍 ．不平衡数据 ｆｆ景下基于文本线索的公益众筹欺诈项 目 检测 ［

Ｊ
］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 ： １

－

１ ５ ．

【

４
１ 蔡明章 ，

王林 ，吴江 ． 区块链技 术在互联网 公益众筹领域的应用研究 ［
Ｊ

］
． 图书与情报 ，

２ ０２ ０
，

Ｎ〇 ． １ ９２
（
０２

）
： ７ ６

－

８ ０ ．

１
５

１匡亚林 ． 网络 公益众筹中 个人救助的参 与效果何以评价 ？
——兼论认同性危机的消弭之道 ［

Ｊ
］

．华 中农业大学

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２０ 丨 ８

，
Ｎｏ ． 丨 ３ ８

（
０６

）
： 丨 ３ ２

－

丨 ３ ９＋ 丨 ５ ８ ．

１

６
１马晓瑜 ．对网络公益众筹 ，监管不能

“

缺位
”

［
Ｊ

］
．人 民论坛 ，

２０ 丨 ８
，
６ １ ５

（
３４

）
： ７４

－

７ ５ ．

１

７
１刘赫男 大病众筹

”

的法治逻辑 ［
Ｊ

］
．社会科学战线 ，

２ ０２ １
，
３ １ ８

（ 

１ ２
＞

： ２ ６０
－

２ ６５ ．

１

８
１钟玉英 ，钟文珊．第三次分配视角下网络公益众筹助力医疗救助的 发力点及监管重点 ［

Ｊ
］

． 中 国卫生政策研

究 ，
２０２ １

，
１ ４

（
１ １

）
： ４９

－

５ ４ ．

［
９

１

卜亚敏 ，致伟锋 ．社交媒体 公益平台议题的文本构建与表达 ［
Ｊ

］

．青年记者 ，
２０２０

，

６ ７６
（
２０

）
： ２９

－

３ ０ ．

１ ６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浪微公益平台的大病众筹叙事呈现三点表达变化 ， 分别是旁观者至亲历者的演变 、

记录者至演绎者的演变及绝对弱者至道德强者的演变Ｗ 。

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传播动员效果影响因素的研究
一直学者们关

注的重点领域 ， 当前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

一

类是从求助者发起的众筹项 目

出发研究在发起方构建的众筹项 目 中什么因素影响了 内容的传播与说服效果 ，
比

如项 目 信息 、 叙事框架 、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 。 另
一

类则是从作为接收方的潜在

捐赠者立场人手 ， 研究哪些因素提升或抑制 了用 户参与医疗众筹帮扶的意愿 ，
比

如个人动机 、 社会推理 、 感知恐惧等因素 。

从发起方切入影响因素的研究 中 ， 李武等在研究中证实了面对公益众筹项 目
，

公众的捐赠意愿远高于其分享意愿 ； 当面对的是获益型框架叙事时 ， 潜在捐赠者

的捐赠与分享意愿均 比面对损失型框架叙事时更强 ［
２

］

。 徐晨等发现项 目 标题中直

接表达求助者本身的诉求不利于项 目 的成功 ； 而含有个体标签与积极情感的项 目

标题能说服潜在捐助者捐赠 ； 众筹项 目详情综合蕴含清晰故事结构 、 具体细节和

情感诉求的特点时 ， 能极大提升项 目 筹款达成率 ［
３

］

。 刘畅等指出文本信息含量高

的众筹项 目 会有更好的众筹绩效表现 ，
且文本长度会负 向调节信息含量对众筹绩

效的正效应 有研究将影响因素从求助叙事文本本身扩大到整个项 目 信息 ，
比

如项 目 的筹资 目 标 、 周期等 。 朱志超等提出众筹的额度 目 标 、 筹款周期及传播效

果会显著影响筹资效果 ，
不同的被救者 、 疾病 、 叙述方式以及图像情感特征也会

带来不 同的筹资结果Ｗ 。 曹广等证实在传播过程中 ，
发起者所处的节点 、 项 目 感

染力的渲染以及网络结构会影响众筹项 目 的传播速度及范围Ｗ 。 求助人的社会生

活境况也会对众筹项 目 的传播效果产生影响 ，
比如社会经济地位 、 人脉资源等 。

朱志超在研究 中证实 ， 社交关系强弱会显著影响筹资效果 ，
通过微信动员的众筹

项 目
， 筹资效果远好于其他途径 ［

７
］

。 程诚等发现 ，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病患 ，

其众筹项 目 越可能被转发与捐赠 、 所筹善款总额和 目 标完成度也更高 ， 当求助途

径从基于熟人关系的微信圈子扩展至公共网络平台后 ， 筹款效果的地位差异得以

显著下降 ［
８

］

。

［

ｉ

ｌ李彪 ．社交媒体平台议题的动员策略与表达机制一基于新浪微公益平台 众筹项 目 标题的文本分析 ［
Ｊ

］
．当

代传播 ，

２０ １ ７
，

１ ９ ７
（
０６

）
： ９４

－

９６＋ １ １ ２ ．

１

２
１李武 ，毛远逸 ，黄扬 ．框架效应 、 进展信息对 公益众筹意愿的影响 ［

Ｊ
］

．新闻与 传播评论 ，
２ ０ １ ８

，
７ １

（
０ ５

）
： ６ ８

－

７ ８ ．

［

３
１徐晨 ，

杜月 ．非结构化文本语言性对公益众筹项 目 筹资绩效的影响 ［
Ｊ

］
．技术经济 ，

２０２ １
，

４０
（
０４

）
： １ １ １

－

１ ２ １ ．

ｗ刘畅 ，陈守明 ． 文本信息含量与公益众筹绩效研究——基于有限注意的视角 ［
Ｊ
］

．投资研究 ，
２ ０２ ２

，

４ １
（
０ ６

）
： ９ ６

－

１ １ ３ ．

【
５咮志超 ， 向菲 ．基于面板数据的互联网 医疗众筹项 目 筹资效果影响 因素研究ｍ ． 中国卫生统

计 ，
２０ ２ １

， ３ ８
（
０５

）
： ７ ２ ５

－

７２ ８ ．

【

６
］曹广 ，

沈丽宁 ． 基于 ＳＥ ＩＲ 模型的网络医疗众筹传播建模与仿真分析 ［
Ｊ

］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

现 ，
２ ０２ ２

， ６ （
０ １

）
： ８ ０

－

９０ ．

１

７
１朱志超 ， 向菲 ．基于面板数据的互联 网 医疗众筹项 目 筹资效果影响 因素研究 ［

Ｊ
］

． 中国卫生统

计 ，
２ ０２ １

，
３ ８

（
０ ５

）
： ７２ ５

－

７２ ８ ．

ｍ程诚 ， 任奕飞．求助悖论 ：疾病众筹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 ［
？ ！
］

．社会 ，
２ ０２２

，
４２

（
０ １

）
： １ ２４ －

１ ５ ６ ．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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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潜在捐赠者角度切入研究他们参与公益众筹项 目 意愿的影响 因素 ， 成果主

要集中在对其内在心理动因的分析上 ，
具体可以再细分为使他们产生支持态度的

心理动 因与使他们产生回避态度的心理动因 。 高阳等发现情感动机和预期动机对

支持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社会归属动机对意愿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 ，在情感 、 预

设和归属与捐赠意愿之间 ， 是 自我效能感知发挥了部分 中介作用 李武等认为

自 我满足和社会认可会提高用 户间的信息分享行为 ，
而对社会形象损失的感知及

所要付出 的时间精力成本 ， 会明显降低用户间的信息分享行为 【
２

］

。 李静等认为潜

在捐赠者常将社交媒体中的大病众筹项 目 视作负面 、 低品位的信息 ，
这会降低他

们进行转发的意愿 ［
３

］

。 郭婷婷指出 负面社会推理不仅直接抑制用 户的医疗众筹信

息分享意愿 ，
而且通过诱发用户的社交焦虑和强迫性感受两种负面情感体验 ， 对

用 户的医疗众筹信息分享意愿产生负面影响 ［
４

］

。 彭国超指出感知恐惧会正向促成

大众对众筹信息的规避 ，
而亲社会动机则会正 向促进大众对众筹信息的接纳 ［

５
］

。

毛远逸提出公众对网络传播的信任缺失 、 对关系社交压力和线上慈善道德绑架的

反感以及对过度叙事产生的同情疲劳 ， 使他们越发抗拒大病众筹信息的传播 ［
６

］

。

３ ．小结

综上所述 ， 目 前国 内外关于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的研究点比较
一

致 ， 都在

着重关注众筹风险与管控 、 众筹效果影响因素以及文本分析 ， 其中 ， 对于众筹效

果影响因素的研究最为丰富 ， 其次是对众筹风险与管控的探讨 ， 对众筹文本分析

的研究尚属少数 。

本研究认为当前研究有如下不足及待补充空间 ：

（
１

） 多纵向特征的变化分

析 ， 少现时刻 内容建构特征分析 。 当前国 内外聚焦众筹文本内容建构的研究尚属

少数 ， 部分学者梳理了某段时间 内公益众筹文本建构与表达的发展特征 ， 属于纵

向时间维度的对比 ，
但少有研究立足现时刻进行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总体

叙事特征的分析 。 本研究将在第二章中对水滴筹平台的大病公益众筹案例进行分

析
， 总结得出 当前众筹叙事文本建构的特点 ， 分析其优势与不足 。 （

２
） 叙事运

行机制的研究较少 ，
可进一步丰富 。 当前将公益叙事与大病公益众筹结合起来的

研究尚属少数 ， 对于众筹叙事的运行机制研究同样不足 ， 因此 ， 本研究将在第三

章采用 媒介心理学广泛使用 的叙事传输理论来分析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

的作用机制 。
（
３

） 影响因素研究单
一

聚焦 ， 少整体对比考量 。 当前对众筹效果

１

１

１高 阳
，
李东 ．公益众酬项 目 中个人动机对支持意愿的影响研究 ［

Ｊ
］

．工业工程与管理 ，
２０ １ ７

，

２２
（
０ ６ ）

： １ ３ ５
－

１ ４ １ ．

１

２
１李武 ， 李昕 ，

毛远逸 ．亲社会行为动机视角 下 公益众筹信息分享行为研究 ［
Ｊ

］
． 新闻与 传播评

论
，
２０２ １

，
７４

（
０ ２

）
： ４９

－

６ １ ．

１

３
１李静 ，杨晓冬 ． 社交媒体 中

“

医疗众筹
”

信息分享行为研究 ：转发还是不转发 ？ｍ ．新闻与传播研

究 ，
２ ０ 丨 ８

，
２ ５

（
０２

）
： ６４ －

７９＋ １ ２ ７ ．

Ｗ郭婷婷 ，吴正祥 ．负面社会推理对社交媒体用 户 医疗众筹信息分享意愿的作用 机制研究 ［
Ｊ

］
．信息资源管理学

报 ，

２ ０２２
，

１ ２
（
０６

）
： ８４ －

９ ７ ．

１

５
１彭国超 ，梁欣婷 ，张冰倩 ．网络医疗众筹信息规避行为影响 因素研究 ［

Ｊ
］

．情报资料工作 ，
２０２ １

，
４ ２

（
０４

）
： ７２

－

８０ ．

【

６
１毛远逸． 网络公益众筹传播的抗拒心理及对策 ［

Ｊ
］

．青年记者 ，

２０ １ ９
，

６４ １
（
２ １

）
： ３ ４

－

３ ５ ．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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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充分 ， 但单篇研究多聚焦在某
一个微观变量上 ’ 相对分散 ．

比如只研究获益型框架与损失型框架的对比 ， 但叙事文本中除却框架还有很多叙

事变量值得研究 。 当然 ， 想尝试做
一

个穷尽所有叙事变量的研究是不现实的 ， 因

此
，
本研究尝试在总结当前众筹叙事建构特征的基础上 ， 对这些特征中的叙事因

素进行效果对比验证 ，

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点不足 ，
但未涉及交互作用下的综

合效果研究 ， 未来研究可进
一步深入探析 ． （

４
） 关注众筹现状问题 ， 但少未来

趋势研究 ． 对于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的现状研究大多集中在它带来的法律 、 伦

理 、 资金与社会信任等危机 ， 但很少有研究对众筹项 目 的未来趋势做探究 ， 尤其

是从叙事学角度出发去探究公益众筹项 目在未来的叙事表达趋势 ， 本文将补足这

处空白 。

五 、 研究方法与研究剑新

卜 ） 研究方法

结合具体操作过程 ， 本研究主要涉及三种研究方法 ．

１ ？内容分析法

本研究按水滴筹爱心首页救助专栏的 自 发排列顺序 ， 釆用连续抽样的方法收

集了１ ３ ５ 份大病众筹项 目 中求助者的叙事文本 ， 依据叙事学的细分维度并结合本

文研究对象的叙事特点进行分类 ， 形成
一

个适合考量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

的类 目 框架 ， 将收集来的叙事文本信息导人 Ｄ ｉＶｏＭｉｎｅｒ 平台进行人工编码 。

在编码测试过程中 ， 研究者与另
一

位编码员进行了多次审查 ， 以确保所有信

息都能得到最妥善的归类 ， 并进行了编码员间的信度测试 。 编码主题大致可分为

四个方向 ： 第
一

， 叙事者常釆用什么方式来建构 自身形象？ 第二 ， 求助者在叙事

视角上呈现何种选择倾向 ？ 第三 ， 求助者在叙事时间的切入上常釆用什么时序逻

辑？ 第四 ， 求助者如何组成所要叙述的故事。 以此系统 、 定量的总结归纳求助者

的叙事特点 。

２ ．案例分析法

在使用 内容分析法分析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样本的叙事方式与技巧

的基础上 ， 选取案例中能够体现这些特点的 、 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求助案例进

一

步深人分析 ，
Ｘｆ大病医疗求助者在叙事铺排中使用的叙事方式与技巧进行补充

分析 ． 添加这个环节的原因是内容分析法虽然具有很强的客观性 ， 但是在新闻叙

事中没有办法对样本进行由表及里的深入分析和总结 ， 案例分析法可以有效弥补

这方面不足 。

３ ．问卷调查法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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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内容分析法与案例分析法相结合 ， 总结归纳出网络公益平台大病医疗求

助者在求助叙事中常采用的方式与技巧后 ， 作者还需要进
一步确认潜在捐赠者对

他们的叙事方式与技巧
“

买不买账
”

？ 同
一叙事范畴下 ， 哪种叙事方法的动员效果

更胜
一

筹？ 为此 ， 本文选用 问卷调查的方式 ，
通过对用户的问卷填写进行分析得

出结论 ．

（
二

｝ 研究尚新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 日益丰富着媒介表现形式 ， 叙事的媒介不再仅限于 口

头表达和书面记录 ， 兼具图文 、 视频 、 直播等多种线上分享形式的社交媒体平台

成为了新的叙事媒介 ， 并将叙事的权力下放给所有用户 ． 与传统叙事相比 ， 新媒

介形式下的叙事呈现出 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 。

近年来 ， 网络公益众筹事业凭借其可观的发展速度 ，

一

跃成为诸多研究者关

注的重要研究对象 。 过往对网络公益众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律监管 、 信任危机 、

参与动机及信息分享行为上 ， 少有从众筹项 目求助者的求助内容出发 ， 从叙事学

角度切人 进行新媒体语境下的众筹求助者叙事策略的研究 ． 本研究将叙事学视

角与网络公益平台大病医疗众筹事业相结合 ， 既是对网络公益众筹研究内容的丰

富 ，
也是对叙事学理论应用范畴的扩展．

（

＝
）

首先 ， 水滴筹平台上的求助项 目均不可检索 ， 因此无法对收集到的筹资项 目

进行长线跟踪 ， 无法凭借项 目案例的收集客观评估叙事的效果 。 当然最终筹款能

否达到 目标金额 ，
也不仅受叙事的影响 ，

还有社交圈经济水平、 扩散转发力度等

其他因素的综合制约 ，
这也是为什么研究者选择在通过内容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

总结出求助者的叙事特征之后 ，
还坚持用 问卷调查的方法来检验不同叙事方法的

实际效果 ．

其次 ， 水滴筹平台爱心首页的项 目展示顺序由平台实时生成 ， 随时变动 ，
可

能会受到研究者浏览习惯 、 地理位置等因素的限制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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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交媒体时代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概况

得益于社交媒体的发展 ，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 自 ２０ １ ４ 年以来得到 了极大

的发展 。 社交媒体应用率的普及为广大用 户提供了在线求助的可能 ，
而网络的便

捷 、 传播广 、 黏性强等特性也激活了差序格局中的社会资本 ，
可以有效通过第三

种分配方式 ， 为因病致贫 、 因病返贫群体提供
“

困有所依
”

的帮扶网络 。

第一节 社交媒体时代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事业新机遇

时间的车轮碾进社交媒体时代 ， 国家顶层设计 、 科技创新驱动 、 公民慈善意

识提升等助力 因素打开了社交媒体时代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事业发展的机遇

之门 。

一

、 国家顶层设计助力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 中共中央 、 国务院发布 《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 》 ，

提出
“

到 ２０３ ０ 年 ， 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 ，
医疗救助为托底 ， 补充医疗

保险 、 商业健康保险 、 慈善捐赠 、 医疗互助共同 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
”

［

１

１

。

２０２ １ 年 ８ 月 ，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以
“

共同富裕
”

为背景 ， 提出
“

第三次分

配
”

， 指明要
“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
构建初次分配 、 再分配 、 三次分配

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

，
这也是新时代党和国家释放出 的大力发展公益慈

善事业 、 走 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重要信号 。 第三次分配更注重社会成员的精神

追求 ， 倡导个人 自 愿捐赠等非强制方式 ［
２

］

。 ２０２ １ 年 １ ０ 月 ，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

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 》 ， 提出
“

鼓励慈善组织和其他社

会组织设立大病救助项 目 ， 发挥补充救助作用 ， 促进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发

展和平台间慈善资源共享 ， 规范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平台信息发布 ， 推行阳光救

助
”

［
３

］

。
２０２２ 年 ，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

“

十四五
”

国民健康规划 》 ， 要求
“

全面推进

健康中 国建设
”

［
４

］

。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作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有效
“

补充层
”

、 作为具备

第三次分配功能的社会载体 ，
可凭借其能帮助大病患者缓解因病致贫 、 返贫困境

［
１

， 中共 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

［
ＥＢ ／ＯＬ

］

．

（
２ ０２０

－

０ ３
－

０ ５
）

． ｈｔｔｐ ： ／ ／ｗ
ｒ

ｗｗ ．

ｇ
ｏｖ ． 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 ／２０２ ０

－

０３ ／０ ５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５ ４ ８ ７４０ ７ ． ｈ ｔｍ ．

［

２
］ 厉以宁 ．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 ［

Ｍ
］

．南京 ：江苏人民 出版社 ，
１ ９９４ ： ６ ８

－

７ ０ ．

［

３
］国务院办公厅 ． 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

［
ＥＢ ／ＯＬ

］

．

（
２０ ２ １

－

１ １
－

１ ９
）

． ｈ ｔｔ
ｐ

： ／／ｗ
ｒ

ｗｗ ．

ｇ
ｏｖ ． ｃｎ／ｚｈｅｎｇ

ｃ ｅ ／ｃｏ ｎ ｔｅｎ ｔ／２０２ １ 

－

１ １
 ／ １ ９ ／ｃ ｏｎ ｔｅｎ ｔ ５ ６ ５ １ ４４６ ． ｈ ｔｍ．

［

４
】 国务院办 公厅 十四五

”

国 民健康规划

［
ＢＢ ／ＯＬ

］
．

（
２０２ ２

－０ ５
－

２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Ｔｗｗ．

ｇｏｖ ． 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 ／ｚｈ ｅｎｇ
ｃｅｋｕｙ２０２２

－

０５ ／２０ ／ ｃ ｏｎ ｔｅｎ ｔ ５ ６９ １ ４２４ ． ｈｔｍ．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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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风险抵御能力 ，
成为推动大病医疗救助事业发展的建设力量之

一

， 契合国

家政策呼唤 ， 有较大的作为空间 。

二 、 糊驱动创新参与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的传播过程实质上也是
一

场信息扩散的过程 。 科

技的发展为众筹项 目 的传播提供了更多路径和规范 。 新媒体时代 ，
人们 围绕社交

媒体平台展开的社会互动形式 日 益多元 ，
无论熟人还是陌生人都可以在依托网络

建成的各类社群内顺畅交流 。 同时 ， 大数据交叉核验 、 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在网络

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领域的应用也已启航 ， 科技发展为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的迅

速发展打下技术基础 。

（

一

） 社交媒体做依托 ， 实现社会关系 由强至弱的涟漪式救助

根据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实际动员范围的差距 ，
项 目 可以被分为两种

类型 。 第一类是在以强社会关系为主要联系人的社交媒体平台传播的众筹项 目 ，

比如在微信 、 ＱＱ 等平台上被广泛转发的众筹项 目 ，
大部分众筹项 目 的传播都只

能处于这个阶段 。 第二类是众筹项 目 的传播突破强社会关系社交媒体平台进人到

弱社会关系的社交媒体平台 中 ，
比如在微博 、 抖音等更开放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传

播的众筹项 目 ， 仅有少数的众筹项 目在得到媒体或意见领袖的扩散后 ，
可以进入

到这种弱社会关系 、 高开放性的社交媒体平台去传播 。

１ ．微信朋友圈成为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的首要传播路径

２０２ １ 年 ４ 月 ， 水滴公司在美国递交招股书 ，
招股书透露腾讯是持股水滴公

司 ２２ ． １％股份的第二大股东 。 腾讯旗下的微信是我国民众 目 前交流联络 、 信息传

递的最大社交平台 ， 拥有 １ ３ ． ０９ 亿活跃用 户 。 而水滴筹平台背靠腾讯这
一

互联网

头部企业 ，
也成功以较低成本获得了大量的用 户来源 。 求助者在平台发起众筹项

目
，
并利用微信群转发和分享至朋友圈的功能 ， 完成众筹项 目 的叙事传播扩散 ，

形成分裂式传播链条 ， 为大病家庭筹集到所需的医疗费用 。

２ ．媒体及意见领袖的介入助力众筹项 目进
一

步的传播扩散

一

般而言 ， 绝大多数的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都只能在微信等社交媒体

平台完成 山强社交关系至弱社交关系的涟漪式逐级社会救助 。 但如果某项众筹项

回 能打动媒体或 网络意见领袖 ， 在他们的帮助下 ， 众筹项 目 会进人到社会关系更

弱 、 开放性更强的社交媒体平台 中 ，
进而动员更多的陌生群体参与到援助行为 中 。

这种情形下 ， 捐赠者则更看重媒体或意见领袖的信誉背书 ，
比如曾在水滴筹平台

筹款的王凤雅事件就成功突破了 以熟人社会为起点的微信社区传播界限 ，
进入到

全国 网友的视野 中 。

在传统的社会求助 中 ， 囿于求助者 自 身有限的社会活动空间 ， 只有少数求助

者能借助媒体的力量帮 自 己获取到来 自大众的支持 。 而在新媒体时代 ，
网络公益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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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则可以通过网络的链接作用破除社会主体之间 由地缘 、 亲缘隔

离带来的求助传播障碍 ，
实现社会关系 由强至弱的涟漪式救助 。

（
二

） 智能技术做保障 ， 实现众筹平台更全面的交叉核验新布局

尽管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确实在客观上为许多 困难家庭送去了希望 ， 但近

几年 ，
社会对求助信息真实性 、 监管缺位 、 资金流向不透明等 问题的声讨也 日渐

浮 出水面 ， 这些都对大病公益众筹的正常运行存在较为严重的干扰 。 因此 ， 如何

借助科技创新力量杜绝上述隐患也成为社会层面热议的话题 。

目 前的大数据技术已经能够为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平台提供充足的风险

评估数据 ，
可有效支持大数据智能验证系统的建设 ， 有利于提升众筹平台交叉核

验求助者信息真实性的能力 ， 为项 目 风险的评估提供有效参考 。 而以去 中心化 、

不可伪造 、 可追溯 、 公开透明为主要技术特征的区块链技术同样可以为网络公益

大病医疗众筹事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创新驱动力 。 区块链技术在大病众筹领域可以

应用到信息追溯 、 增信认证等场景 ， 实现善款追溯 、 信息公开 、 数据共享等功能 ，

有效解决 目 前互联网公益众筹领域存在的诸多
“

痛点
”

问题 ［
１

］

。 伴随着技术的进
一

步发展 ， 网络公益众筹也必将拥有更加创新的技术服务方案 。

三 、 公民慈善意识与媒介素养不断提高

国 民慈善意识与数字媒介素养的双重提升 ， 为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事业的

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用 户基础 。

一

方面 ， 党和政府 自 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发展慈善事业 ， 加强相关宣传教育 ，

指定每年 ９ 月 ５ 日 为
“

中华慈善 日
”

， 引领慈善成为
一

种社会风尚 ； 同时 ，
不断完

善慈善事业法律法规 ，
加强对慈善事业的扶持与监管 ； 鼓励高校开设非营利组织

管理或公益慈善方面的专业与课程 ， 为公益慈善行业输送大量专业出身的慈善管

理人才 。
２０２ １ 年 ７ 月 １ 日

，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年大会上庄严宣告 ，

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 目 标已经实现 。

“

穷则独善其身 ， 达则兼济天下
”
一

直是中 国人传统

的社会参与观 。 随着国 民经济水平的提升 ， 百姓生活条件的改善 ， 我国公民帮扶

他人的慈善意愿程度也 日 益提高 ， 为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提供了可动员性更高

的援助者群体 。

另
一方面 ， 自 ２０ １ ６ 年开始 ， 我国的国 民数字媒介素养步入快速提升时期 ，

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事业发展迅猛 ， 数字化生活持续渗透至国 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

百姓深刻体会到 了数字社会带给 自 己 的利益和便捷 。
２０ １ ９ 年年末 ， 新冠肺炎疫

情爆发 ， 办公 、 教育 、 政务 、 医疗等领域在线上形式的开展得到长足发展
， 再次

成为提升公众数字媒介素养的
一

剂强力催化剂 。
２０２ １ 年 ３ 月

，

“

普及提升公民数

１

１

１蔡明章 ，
王林 ，吴江 ． 区块链技术在互联 网 公益众筹领域的应用研究 ［

Ｊ
］

． 图书与情报 ，

２０ ２ ０
，

１ ９ ２
（
０２

）
： ７６

－

８０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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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素养
”

成为我国
“

十四五
”

规划的建设任务之
一

。 无论是个人发展的内在需求动

力 ， 还是社会环境的外在变化压力 ， 都促使我国国民的整体数字素养水平得到了

快速提升 ， 提升了求助者与援助者在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世界偶遇的可能性 ？

第二节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平台发展槪述

众筹按照不同的回报类型可以分为债务型众筹 、 回报型 、 股权型与公益型四

类 １

… 本文研究的，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
”

属于第四类 ． 随着众筹概念在公益领

域的不断丰富 ，
医疗众筹得到极广泛的社会应用和社会认同 ， 为我国居民应对大

病医疗支出 困境提供了有益的补充和保障 ． 本节将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平台

的发展历程及本研究选定的水滴筹平台案例发展做简要概述 ？

―

、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第平台的发展历程

放眼世界 ，

２００ １ 年 ＡｒｔｉｓｔＳｈａｒｅ 网站在美国诞生 ， 成为全球首家众筹类网站 ？

２０ １０ 年 ， 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众筹平台 ＧｏＦｕｎｄＭｅ 在彼时得以建立？ 而

直到 ２０ １ ２ 年 Ｗａｔｓ ｉ 网站的成立 ， 全球首家专注做大病众筹的网站才出现 ， 流程

机制大致是 ： 由患者方向医疗机构发起申请 ， 机构查核信息后 ， 将求助信息移交

给众筹平台公开发布 ， 然后捐赠者向第三方基金会捐款 ， 再由该基金会向医疗机

构支付捐款 ， 最终款项得以到达求助人手中 ， 这
一

模式在当时已经较为成熟 ， 受

到大众广泛的关注与认可 。 目前 ， 国外具体有多少家医疗众筹网站我们缺少具体

的数据统计 ， 但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 ，

ＧｏＦｕｎｄＭｅ 平台是最为普遍的研究和案例

样本 ， 此外还有
ＩｎｄｉｅＧｏ 、

ＹｏｕＣａｒｉｎｇ 、
ＣｒｏｗｄＲｉｓｅ

和ＦｕｎｄＲａｚｒ ．

反观国 内 ，

２０ １ １ 年 ７ 月 ，

“

点名时间
”

网站将众筹模式引入中国 ， 用户可在

该网站可以发起或支持创意项 目 的众筹 ，
可发布的众筹项 目囊括出版 、 影视 、 公

益 、 个人行为等不同领域 ？２０ １４ 年 ９ 月 ， 轻松筹首创大病救助模式 ， 揭开了我

国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事业的序幕 ．
２０ １４ 年也因此成为

“

大病众筹元年
”

． 此

后 ， 爱心筹 、 水滴筹等大病众筹平台相继成立 ， 在我国因病遇困群体中得到较为

广泛的使用与认可 ， 随着社交媒体的进
一

步发展 ， 我国大病公益众筹事业也进入

了高速发展时期 ．

Ｉ
１
１柯瓶互联网公益众筹 ：现状 、 挑战及应对￣基于 （慈善法 》 背景下的分析［

Ｊ
］

？贵州财经大学学

报 ，
２０ １ ７

（
０６

）
： ５３ ＞６０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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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水滴筹ａＭＥ％

水滴公司成立于 ２０ １ ６ 年 ５ 月 ， 借助网络科技帮助广大人民群众实现有保可

医 ， 被水滴筹公司视为使命所在 ． 目 前 ， 水滴公司已经形成了
“

流量入 口 

＋粘性留

存＋产品变现
”

的互联网流量转换模式 ， 形成
“

众筹＋互助＋保险
”

的完美闭环 ．

７ＪＣ滴公司业务主要由主营业务板块和社会责任板块两部分构成 ， 形成了
“

病

前保障＋病后救助
”

的业务布局 ， 其中 ，
主营业务板块负责提供事前保障功能 ，

分为两部分 ：

一

是水滴互助 ， 它釆用
“
一

人得病 、 多人均摊
”

的模式实现会员间的

相互帮助 ；
二是水滴保险商城 ， 该业务拥有保险经纪牌照 ， 主要运营方式是与保

险公司合作推出保险产品并在保险商城进行线上销售 ． 社会责任板块则负责提供

事后救助功能 ， 同样分为两部分 ：

一

是为大病患者提供筹款服务的水滴筹 ；
二是

为公益组织提供筹款服务的水滴公益 ．

水滴筹平台上线于 ２０ １ ６ 年 ７ 月 ， 是国内知名大病众筹平台 ，
也是国内首款

零服务费的大病社交筹款工具 。 在此之前 ， 以轻松筹为代表的大病救助平台均会

收取
一

定数额的手续费 ，
７ｊＣ滴筹的出现打破了众筹者提款需额外支付

一

定数额手

续费的既定局面 ，
这加速了水滴筹平台的发展进程 ，

也为水滴筹 日 后成为大病救

助行业领军者奠定了基础 （注 ： ２０２２ 年起
， 水滴筹开始收取 ３％的平台服务费 ，

５０００ 元封顶 ） ？ 据不完全统计 ，

２０ １ ６ 年 ９ 月 至 ２〇２ １ 年底
， 累计超过 ５〇０ 万人次

大病患者通过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平台发布求助信息 ， 有不少于 ２０ 亿人次通

过大病众筹平台捐赠资金 ， 筹款超过 ８００ 亿． 其中 ， 有不少于 ２５ １ ． １ 万人次是通

过水滴筹平台募得善款 ， 筹款总额 ４８４ 亿元 ， 占行业总筹款额半数以上 ［
１
］

。 自

水滴筹成立至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
已有累计约 ４ ．２ 亿捐助人在水滴筹平台捐赠约 ５５４ 亿

元 ， 帮助范围覆盖超过 ２６９ 万名大病患者Ｒ 水滴筹在网络公益平台大病医疗众

筹领域的代表性地位较为突出 ，
本研究选择以水滴筹平台作为平台案例具备一定

说服力 ．

匕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 ，海南亚洲公益研究皖 ．个人大病求助互联网平台研究报告

（
２０２２

） ［
ＥＢ／ＯＬ

］
．

（
２０２２－

１ ０
－

３ １
）

．ｈｔｔｐｓ ：＾ａｉ
ｊ
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ｓ？ ｉｄ

＝

１ ７４８ １ ９３ ７５ １ ６３ ８９２５ １ ３５＆ｗｆｉ＝ｓｐ 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

［
２

】生活 日报 ．拒绝
“

山穷水尽
”

， 水滴筹为困难的大病家庭带来
“

柳暗花

明
”

［
ＥＢ／ＯＬ

］
．

（
２０２３

－０ １
－

３ １
）

． ｌｉｔｔｐｓ ： ／／ｂａ ｉ
ｊ

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ｃｏ ｉｎ／ｓ？ ｉｄ＝ １ ７５６５０９０９４６３ ５０ １ ０（？６＆ｗｆｔ＝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ｃ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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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方式与技巧

叙事的无限丰富也正寓于叙事方式的各种奇妙组合之中 ，

“

怎样叙事
”

是
一

个

挖掘不尽的宝藏 ， 网络公益平台大病医疗众筹叙事者对叙事元素的不同组构过程

会不同程度的影响求助故事的面貌和色彩 。 对叙事的分析 ， 即对构成话语的叙事

方式和技巧的分析 ，
可以从叙事者 、 叙事视角 、 叙事时间及叙事故事 ４ 个维度切

入 。 在本章中 ， 我们收集到 了１ ３ ５ 个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的求助叙事文本 ，

并对其进行叙述者 、 叙述视角 、 叙事时间 、 叙事故事四个维度的分析 ， 以此来总

结当前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中求助者们常用 的叙事方式及技巧 。

第一节 叙事者在求助叙事中的自我形象建构

本研究分析叙事者在求助叙事中的 自 我形象建构之前 ，
要先纠正

一

个常见认

知误区 ， 即叙事者并不总是真实作者 。 真实作者是创作叙事的人 ，
而叙事者则是

化身在作品里的故事讲解者 ［
１
］

。 但由于大病公益众筹项 目 本身的
“

为 己疾呼
”

特性 ，

所以在求助者的叙事文本中真实作者与叙事者在大多时候是统
一

的 ，
这与求助者

的叙事方式有关 。 在本研究收集到的 １ ３ ５ 项水滴筹众筹项 目 中
，
仅有 ５ 项案例是

真实作者与叙事者身份不统
一

的情况 。 此外 ， 求助信息的真实作者既可以是患者

本人 ，
也可以是患者亲属 ，

这导致总体样本中既有对患者本人的形象建构 ，
也有

对患者亲属的形象建构 ，
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双线形象建构特征 。 但研究者在编码

过程中发现 ， 叙事者对两条支线的形象建构均努力向 中国传统优秀价值观靠拢 ，

呈现较强的共性特点 。 因此
，
本节对叙事者 自我形象建构的分析将不对患者或家

属的身份做二级辨析 ，
而是将两者视为统

一

体——
“

求助者
”

。

本节
一

、
二部分分别从求助者在叙事中的 自 我形象建构和验证人对求助者身

份真实性的背书两部分出 发 ， 分析当下众筹叙事中求助者 自 我形象建构的可取之

处 。 但与此同时 ， 研究者也发现求助者在 自 我形象建构上存在疏忽与不足 ，
具体

将在本节二 、 四部分展开介绍 。

一

． 叙事者推衍自我形象以求认同

“

社会身份认同
”

是指个体从其 自认所属的社会类别 中推衍 自 我形象 ， 社会身

份认同理论认为 ： 个体会努力实现并保持积极的社会身份认同 ，
而这种认同是通

过个体所在群体和非所在群体的对比途径形成的 ， 如果社会身份令个体不满 ，
人

们会努力离开现属群体并加入更有利的群体 ， 或者他们会努力使现属群体更令人

⑴ 胡亚敏 ．叙事学 ［
Ｍ

］
．武汉 ：华 中师范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３ ８ ．

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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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 。 就结果而言 ， 社会认同会影响社会凝聚力 、 合作精神 、 利他主义和对群体

的积极评价等群体结果 ［
１

１ 本研究发现 ， 在网络公益平台大病医疗众筹的叙事中 ，

叙事者会通过向主流价值观认可的道德形象靠拢的方式来推衍 自我形象 ， 以此来

调动潜在捐赠者对 自 己的积极评价 ， 激发潜在捐赠者利他主义决策可能 。

研究者对叙事者建构起的求助者形象进行归纳整理时发现 ， 叙事者主要通过

四种方式来建构求助者的正面形象 。

一

是通过介绍 自 己 曾经也有过捐助行为来正

面构建爱心形象 ， 希望能打动潜在捐助者 ， 合力呈现
“

福来者福往 ，
爱 出者爱返

”

的美满道德结局 ；
二是通过叙述求助者的个人品行 ，

加深潜在捐助者对他们
“

值

得帮扶
”

的形象认知 ；
三是通过介绍患者在家庭中的重要经济或情感地位 ，

来强

化求助人的困弱处境 ； 四是通过强调求助者最低需求 、 避免直面金钱索取的道德

不适 ， 来突 出
“

迫不得已
’ ’

的为难 ．

（

一

） 利他行为下的回报心理叙事

中华民族向
“

善
”

的探索与追求从未停止 。

“

人之初 ， 性本善
”

是对人性起点的

美好刻画 ，

“

勿 以善小而不为
”

是中华民族对善的孜孜以求 ，

“

善有善报
”

是相信因

果循环 、 追求善果的美满结局 。 在布施思想的指导下
，
我国 曾创立过六疾馆 、 疫

病坊和养病坊等医疗救助性质的组织 ，
这也与本文研究的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

存在共通之处 。 慈善活动本质上也是
一

种利他行为 ，
利他行为通常被定义为降低

自 身生存适合度以帮助其他个体的行为 １

２
］

。 值得
一

提的是 ，
虽然利他行为看似是

一

种无偿行为 ，
但实际上利他者还是会得到来 自 他人的外在回报或来 自 自 我报偿

的 内在 回报 。 利他行为有助于利他者个体资源的建设 ，
比如心理资源 、 智力资源 、

社会资源和身体资源 ［

３
１

，
这些都可以帮助利他者更好的适应社会 。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中的叙事行为实际上是通过言语而进行的
一

场

善行动员活动 。 如果求助者曾经有过此类捐助行为 ，
出于对过往利他行为能有所

回报的心理希冀 ， 求助者通常会在叙事中强调 自 己 曾经的利他者身份 ，
并通过对

“

善有善报
”

这一传统理念和理想化道德结局的暗示来调动潜在捐助者的积极捐

助意愿 。 比如在
一

篇题为
“

我不能倒下 ， 我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
”

的求助文里 ， 就

有如下陈述 ：

“

犹豫 了 很久 ， 还是不得 已 写 下这封求助 信 。 我 曾 经看到过很 多 病人为 了 抗

击病魔 发起朋友 圏 里的转发求助 ， 每每看 到 ， 都会捐赠 自 己一点 小小心意 。 如果

不是迫不得 已 ， 真心不愿打扰大 家 。

”

患者本人在求助文开端就表明 自 己每次看到朋友圈里的大病众筹求助项 目

都会献出
一

份爱心 ， 支持患者与病魔对抗 。 通过对 自 己 曾经善行的介绍 ，
强调 自

Ｔａ
ｊ
ｆｅ ｌ Ｈ

， 
Ｔｕｒｎｅ ｒ Ｊ Ｃ

， 
Ａｕ ｓ ｔ ｉｎ Ｗ Ｇ

， 
ｅ ｔ ａ ｌ ． Ａｎ  ｉ ｎ ｔｅｇｒａ ｔ 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 ｆ  ｉ ｎ ｔｅ ｒｇ ｒｏｕｐ 
ｃｏｎｆｌ ｉ ｃ ｔ

［
Ｊ

］
， Ｏ ｒ

ｇ
ａｎ ｉｚａ ｔ ｉｏｎ ａ ｌ  ｉ ｄｅｎ ｔ ｉ ｔ

ｙ
：

Ａ ｒｅａｄｅｒ
， １ ９ ７９

， ５ ６ （
６ ５

）
： ９ ７８ ０２ ０３ ５ ０５ ９ ８４

－

１ ６ ．

１

２
１

Ｈ ａｒｍａｎ ０ ． Ａ ｈ ｉ ｓ ｔｏ ｒｙ 
ｏ ｆ 

ｔｈｅ ａ ｌ ｔｒｕ ｉ ｓｍ ｍ ｏ ｒａ ｌ ｉ ｔｙ 
ｄｅｂａｔｅ  ｉｎ ｂ ｉｏ ｌ ｏｇｙ ［

Ｊ
］

． Ｂ ｅｈ ａｖ ｉｏｕｒ
， ２０ １ ４

， １ ５ １
（
２
－

３
）

： １ ４ ７－

１ ６ ５ ．

［

３
１郭 庆科 ，

冯琳琳 ．善有善报 ： 利他行为得到 回报的心理学机制 ［
Ｊ
］

．齐鲁学刊 ，

２０ １ ６
（
０５

）
： ９ ９

－

１ ０ ５ ．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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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曾经的利他者身份 。 利他者通常会赢得慷慨 、 善良等声望认可 ， 因此当 曾经的

捐助人有需求时 ， 受助人和第三方会更愿意帮助他 ，
这种 回报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

则体现为
“

善有善报
”“

福来者福往 ，
爱出者爱返

”

的美满道德结局 。 求助者将叙事

化身于中华文化的 因果循环逻辑中 ， 希冀当位置对调 ， 曾经施善的患者及其亲属

也能收获同样的救助 。

（
二

） 向理想化救助对象靠拢的求助叙事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中 ， 儒释 （佛 ） 道等学派或宗教均对救助他人的慈善

活动做过阐释 ， 提出 了诸多行善救人的主张 ，
但是他们对被救助对象也有着严格

的道德界定标准％ 而这些道德界定标准则受中华民族系统价值观的影响 ， 修身 、

齐家 、 治国 、 平天下 ， 任何
一

个维度的正面形象展示都可以为被救助者加分 ， 使

之更接近道德标准层面理想化的救助对象 。 因此 ， 在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中 ， 叙事者也会极尽所能的去展现患者及其家属的优 良品质 。

在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平台发起的求助 中 ， 叙事者既可以是患者本人 ，
也

可以是患者亲属 ， 当叙事者是患者本人时 ， 文中对叙事者和患者的品性描述则均

指 向 同
一人

， 当叙事者是患者家属时 ， 文中对叙事者和患者的品性描述则指向两

人 。 在对本研究收集到的 １ ３ ５ 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进行内容分析时发现 ，

求助文本对求助者的品性建构情况如下 ：

Ｓ 赛 １ ３ ４ ４９ １ ^

资 爱 ６ １ ５ ２ ３Ｖ

年 离不 ４？ ３ ５ １ ２ ８^

韋矮 ３ ２

離賴蒺

不萬不弈
？

ＡＷ

图 ２ －

１ 求助文本 中对叙事者品性建构的数据统计

１

１

１周秋光 ． 中华慈善文化及其传承与创新 ［
Ｊ
］

．史学月 刊 ，
２ ０２０

，
４ ７ ８

（
０ ８

）
： １ ０５

－

１ １ ３ ．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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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劳 ， 窃 ｄ ２ ３ ｔＳ ７％

不惟闭＊ ， 积梭珐绞 １ ９ ｆ ｌ ． Ｓ％

ｔｉ ｎ Ｔ Ｓ ９ ３％

２每 ？ ４ ￥ ７％

Ｈ Ｒ １ ３ ？ ￥

５埜

＊ ｓ
－

．

ｚ 垵＿ ！嘴 ？ ： Ｓ １（＾Ｗ

轚劳 窃４

ｓ＊ ． ？ “ 不负 ｓａ 松揉 ？ 

＊

昼 《 ｉ ｓ錢■ ？ ？鑛纪

图 ２ －２ 求助文本 中对患者品性建构的数据统计

总体而言 ， 聚焦亲情范畴 ， 贴近符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价值观的道德品质是

叙事者建构求助者优秀品质的主要方向 ， 也是构建理想被救助者的重要手段 。 由

于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平台的求助叙事是聚焦于社会个体及家庭的微观叙事 ，

所以求助文本 中对求助者优秀道德品质的叙述也主要集 中在家庭场域和 以捐赠

为枢纽而成立的帮扶社群中 ．

首先 ， 在以血缘为纽带存在的家庭场域中 ，
叙事者与患者的关系主要有亲子 、

夫妻和本人三大类 ， 文本呈现出 的叙事者品性特点与上述三类关系存在密不可分

的 关系 。 众筹项 目 对求助者优秀道德品 质的叙述主要集 中在
“

慈爱
”“

不离不

弃
”“

孝顺
”“

勤劳
”“

坚强
”“

乐观
”“

懂事
”“

善 良
”

等道德品质上 。 其中 ，

“

慈爱
”“

不离不

弃
”“

孝顺
”
一般是患者家属作为叙事者时对 自 己道德品质的强调 为人父母的慈

爱
， 为人伴侣的不离不弃 ， 为人子女的孝顺 ， 这些符合中 国传统家庭价值观的道

德表现 ， 使患者家属动员他人捐款的行为更合情理 ，
也弱化了他们 向人求款的羞

赧心理 。 而
“

勤劳
”“

坚强
”“

乐观
”“

懂事
”“

善 良
”

等道德品质
一

般是对患者品性的叙

述
，

“

勤劳
”

在求助叙事中主要被用来形容年纪较长的患者或家庭经济支柱式人物 ，

比如为家庭辛勤劳作
一

辈子但却在晚年遭受疾病困扰的老父亲 ，
或者是为家庭任

劳任怨艰辛抚育子女们长大成人的老母亲 ，
又或者是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 、 上

有老下有小的 中年劳动力 。

“

懂事
”

这
一

形容是对幼儿患者的常见品性叙述 ， 具体

表现为体谅家长的不易 、 照顾兄弟姐妹的贴心两类行为 ， 求助叙事通过展示成年

患者勤恳能吃苦 、 幼年患者贴心懂事的品性来调动潜在捐助者的恻隐之心 。 对患

者
“

坚强
”“

乐观
”

品性的描述则适用于各个年龄段的患者 ， 研究证明 ， 积极的情绪

状态可以诱导更多的合作或利他行为 ，
这种 由积极情绪驱动的利他行为被称为是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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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励助人
”

假说 ［
１
］

， 求助者的乐观 、 积极状态展示具备情绪诱发能九 可以有效

提升潜在捐赠者的捐助意愿 。

在
一篇题为

“

还没来得及孝顺母亲 ，
她却躺在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

”

的求助

文本中 ， 有这样的叙述 ：

“

在我 ３ 岁 时 ，
父亲 出 车祸不幸去世 ，

从此 家庭的重担 全部压在母亲一个人

身上 。 母亲
一介弱 质女流 ， 为 了 照顾一 家老小 ， 长年在外 奔波？＾工 ，

面对生活 的

苦难总是积极 乐观 ， 勤勤 恳恳工作 。 但这也让她 熬坏 了 身体 ，

一

身 的 高血压 、
心

脏供血不足 、 哮喘 、 风湿等 基础疾病 ， 本就需要常年吃 药控制 ， 今年还查 出 了 直

肠癌 ， 老天不公 ，
让我母亲这 么 好的人还要遭受病 痛 的折磨 。 我大 学 才 刚 刚 毕业 ，

没有什 么 积蓄 ， 看 着 母亲 生病 ，

心如刀绞却 无能 为 力 ， 我还没来得及好好孝顺母

亲 ， 我想让母亲好好活下去 ， 享
一

享子女福 ，
恳请好心人帮我救救母亲 。

在这段求助叙事中 ， 叙述者突出强调了她的母亲在丈夫逝世后担起了照顾
一

家老小的家庭责任 ， 面对苦难积极乐观 ， 面对工作勤劳肯干等优秀品质 ， 同时也

强调了 自 己作为子女想要尽孝的心意 ， 这些都是家庭场域中符合中华民族道德价

值取向的行为表现 ， 更贴近理想化的救助对象 ， 能够调动起潜在捐助者内心最柔

软的
一

面 ， 促使其做出相应的捐助行为 。

其次 ， 在以捐赠为枢纽而成立的帮扶场域中 ， 对求助者
“

感恩
”

心理的叙述是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中提及率最高的道德品质表现 。 在收集到的 １ ３ ５ 项网

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中有 １ ３４ 项都强调了求助者对捐助者的
“

感恩
”

之心 。 中

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流转中形成了优秀的感恩文化 ，
包含着华夏先民对生命的珍重 、

对他人的爱护 、 对恩泽的感恩 、 对国家的捍卫和对 自 然的敬意 ，这些都沉淀成为

中华民族对感恩文化的深刻理解 ［
２

］

。

“

知恩图报 ， 善莫大焉
”“

滴水之恩 ， 涌泉相

报
”“

投我以桃 ， 报之以李
”

等经验名言都是中华民族感恩文化外化的语言结晶 。

叙事者均力 图通过对己方感恩品质的强调 ，
塑造值得救助的求助者形象 。 而亲社

会行为和助人行为对利他者来说也能够有效提升 自我价值感 ， 改善人际关系 ， 提

升社会 ［ 丨 碑 ， 当看到 自 己的行为使他人的处境得到改善时 ， 助人者会产生成就感 ，

尤其是当受助者表示感谢时 ［
３

］

。 比如在
一

篇题为
“

救救我脑出血的老公 ， 有他才

有家
，

ＩＣＵ 含汨求助
”

的众筹文本中 ， 有如下叙述 ：

“

短短 几 天时 间 ， 家里 的 积蓄 已 全部掏 空 ， 能 借 的我都借 了 ， 但现在 爱人的

病 情越来越严 重 ，
治疗 费 用 又是个无底洞 ， 盼望 大 家能施以援手 ， 您 的帮 助对我

来说代表 着 生命的希 望
，
恳请能得到 你 的援助 ， 帮我们一 家度过难 关 ， 哪怕 只是

（

｜

］

Ｌ ｉ ａｎ
ｇ 

Ｊ
， Ｃ ｈｅｎＺ

？
Ｌｅ ｉ Ｊ ． Ｉｎ ｓ

ｐ
ｉ ｒｅ ｍｅ  ｔｏ ｄｏｎａ ｔｅ ： Ｔｈ ｅ ｕ ｓｅ ｏ ｆ ｓ ｔｒｅｎｇｔｈ ｅｍ ｏ ｔ ｉ ｏｎ  ｉ ｎ ｄｏ ｎａ ｔ ｉ ｏｎ ａｐｐ

ｅａ ｌ ｓ
［
Ｊ

］
． Ｊｏｕ ｒｎａ ｌ ｏ ｆ

Ｃｏｎ ｓｕｍｅ ｒ Ｐｓｙ
ｃ ｈｏ ｌｏｇｙ ， 

２０ １ ６
，

２６
（
２

）
： ２ ８ ３

－

２ ８ ８ ．

１

２

墙俊 ． 中 华优秀传统感恩文化的当 代价值与 传承路径 ［
Ｊ

］
．广西社会科学 ，

２０２ Ｉ
（
Ｕ

）
： １ ４６

－

１ ５ １ ．

［

３
１郭庆科 ，冯琳琳．善有善报 ： 利他行为得到 回报的心理学机制 ［

Ｊ
］

．齐鲁学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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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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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我们转 发扩散 ， 对我 们 来说也是莫 大 的帮 助 。 感谢每一位 为我 们 奔忙 的亲朋好

友 ， 感谢屏幕前无私转发 的 您 ， 盼您生活愉快 、 健康常 乐
”

（
三

） 情感叙事发动恻隐之心

美国叙事学家帕特里克
？

科尔姆
？

霍根将叙事研究与情感科学相结合 ，
提出 了

“

情感叙事学
”

， 其理论指向体现出基于情感的叙事创作在描述个人经历的过程中

所起的作用 ，
事实上 ，

人类情感的引发条件与行动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叙事方式

的影响 ［
１

］

， 在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平台亦是 。 网络公益平台大病医疗众筹的叙

事本质上是通过叙事达成情感动员的过程 。 恻隐之心 ，
人皆有之 。 我们总会被眼

前处境悲惨的人所打动 ，
并愿意 自 发以某种方式帮助其逃脱悲惨境遇 ，

而在差序

格局下形成的 中 国社会结构 ，
这种恻隐之心对行动的催生力是先亲后疏 、 先近后

远的涟漪式动员 。 因此
， 情感叙事是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中的重要构成部

分 。

在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的求助者形象建构 中 ， 求助者通过情感叙事发

动恻隐之心的方法主要是强调患者在家庭中的支柱作用 ， 通常围绕情感重要性和

经济重要性两面展开叙述 （具体见下图 ） 。

情Ｓ生活 筷神 支探 ４ ７ ３ ２ ． ２％

物潢玍活 ： 頂梁柱 ４ １ ２ ８ ． １ ％

，
｜

（￥ ｊ

ｒ

Ｍ  Ｊｂ噹藥２活 结捽支铼捋缕 生 活 策粢往

图 ２ －

３ 求助文本 中对患者在家庭中重要程度的叙事数据统计

在情感方面 ， 叙事者常常强调患者对家庭完整性的重要意义 。 本研究收集的

１ ３ ５ 项项 目 案例 中 ， 有 ４ ７ 项强调了患者在家庭中的精神支撑作用 ，
比例达 ３ ２ ．２％ 。

比如 ，
在一篇题为

“

泌阳 ＿

＿８ 岁女儿突发重病 ，

ＥＣＭＯ 抢救中急需救助
”

的求助文

中 ，

８ 岁女儿作为家庭希望和寄托的情感角色被叙事者着重凸显 ，
具体叙述如下 ：

“

孩 子是父母的一切 ，
如今她 的健康更是我们 家庭全部的精神 寄托 。 相 信孩

子生病 时 ，
父母的焦虑 大 家都能体会 自 从我的孩子生病 以 来 ， 我们 的整个世

界都灰暗 了 ， 作 为孩子的 父母 ， 我们 时常焦虑 着 ， 期待孩子早 日 摆脱病魔的折磨 。

［
１

］陈吉荣 ．情感叙事学视域下翻译的情感化处理及其评价——以女性文学作品 《女儿楼 》 英译为 例ｍ ．外语与

外语教学 ，
２ ０２２

，
３ ２４

（
０３

）
： ９４

－

１ ０２＋ １ ４９
－

１ ５ ０ ．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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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我没有太多 的奢求 ， 只希望女儿能够早 日 恢复健康 ， 我只 想一家人能够在一

起生活 ， 苦点 累 点我们都不怕 ．

”

而在经济方面 ， 叙事者也常常强调患者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 。 本研究

收集的 １ ３５ 项项 目 案例中 ， 有 ４ １ 项强调了患者在家庭中的经济顶梁柱作用 ，
比

例达 ２８ ． １％ ． 比如 ， 在
一篇题为

“

郭 ｘｘ 突发主动脉夹层 ， 手术费用高额 ， 含泪求

助 ！

”

的叙事文本中 ， 叙事者就对患者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具体情况展开了介绍 ，

叙述如下 ：

“

丈夫是家里顶梁柱 ， 上有 两个老人 ， 下 面有两个孩子还在上学 ， 本身就不

富裕的 家庭 ， 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 号 突发重病 ， 胸 口疼痛难忍 ， 赶 紧送到 了 商丘市

人 民 医 院进行抢救 ，
经过检查确诊为 【主动脉夹层 Ａ 型 】 经过医生描述 ， 这种

疾病抢救不及时随时都危机生命 ， 当地相■本还做 了 这种手术 ， 听到这个消 息眼泪

止不住的往下流 ．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 家庭 、 亲情
一直是很重要的构成主题 ， 叙事者对当前家

庭面临大病困境的叙述 ， 补充了患者对家庭的重要情感或经济作用 ，

二者结合强

调当前求助家庭正面临的困弱处境 ， 以使潜在捐助者产生更强烈的帮扶意愿 ．

（四 ） 为爱放下尊严的褒义叙事

自古以来 ， 中国人对金钱也形成了
一套独特的财富观。 受儒家重义轻利传统

思想的影响 ， 我们对于金钱的提及似乎总是忌讳的 ，

“

君子喻于义 ， 小人喻于利
”

，

袒露对于金钱的渴望似乎总是会被人贴上爱财 、 势力 、 不义等标签？ 同时 ， 对于

该如何获取金钱 ， 我们也形成了
一

致的认知一
＊ ‘

君子爱财 ， 取之有道
”

，
不劳而

获的行为是可耻的 。

这番金钱观的社会影响在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的叙事中也能窥见 ． 尽

管众筹项 目 的 目 的就是筹得医疗支付金 ， 但求助者在叙事中总是刻意淡化 自 己的

金钱需求 ， 同时也不断强调 自 己对患者的爱和情谊 ， 为了给家人
一

份生的希望 ，

哪怕是放下 自 尊向公众乞索也在所不惜 ， 如此
一

来 ， 就将向公众索取金钱这一在

传统文化中的羞赧行为变成了为爱放下尊严的褒义叙事 ． 在求助叙事中淡化乞索

行为的具体表现有如下两种 ：

第
一

是在叙事上偏重表达求助者对转发 、 认证等低金钱成本的需求 ， 规避直

接索取金钱的道德不适感 ， 收获潜在捐赠者更高的道德评价 ． 比如 ， 在
一篇题为

“

２８ 岁妻子章 ｘｘ 突发白血病 ！ 急需移植 ， 费用高盼救助
”

的求助文本中 ， 有如下

叙述 ：

“

这条路不管有 多 难有 多 苦 ， 我也要陪着 我妻子一起走下去 ！ 祈求上天眷额

年仅仅 ２８ 岁 的妻子 ！ 我们迫切 需要您 的援助 ！ 此时 ，
如果 多

一份转发就 多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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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希 望 ， 恳请各位好心人士 多 多 转发 ， 您 的每一次转发对我 们 来说都是莫 大 的

帮助 ！

”

第二是强调求助者的走投无路 ， 表明筹款是为爱和责任而发起 ，
不得已打扰

大家 。 在本研究收集到的 １ ３ ５ 个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中 ， 所有项 目 的叙事

者都在求助文本中表达了对 自 己发起筹款行为的无奈 ， 并为此举带给大家的打扰

致以歉意或为大家的阅读致以谢意 。 比如 ，
在一篇题为

“

相濡以沐的妻子 （黄 ＸＸ
）

突发重病 ＩＣＵ
，
恳求帮帮忙

”

的求助文本中 ， 有如下叙述 ：

“

在融水的 时候有人建议我 发起众筹 ， 我 觉得那 时我还能撑得住 ， 哪怕开 口

跟亲戚朋友 ５ ００ 、 １ ０００ 的借 ， 我也能撑住我老婆 高 昂 的 药 费 ！ 每个人的 内 心可 能

都有 自 己 想要去 坚持和守护 的 东 西 ，
比如 自 尊 、 比如骄傲和原 则 ． ． ． 可是病情的 发

展超 出 了 预想 ． 面对 高 昂 的治疗 费我真的 无能 为 力 了 ， 原 来人在疾病 面 前真的太

渺小 ， 太渺小 。 但 比起我老婆的生命 ， 我的 自 尊和不可一提的骄傲和 坚持又算得

上什 么 ？ 所 以 万不得 已 发起众筹 ， 打扰到 大 家 ， 我感谢大 家的 关心和帮助 ， 我将

铭记于心 ， 往后 余生我将尽 自 己 的努 力去做个善 良的人 ， 帮助那 些帮 助过我的人

和我有 能 力 帮 助 的人 。

’ ’

二 、 社交网络验证为 自我叙事增倍

尽管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有专 门的众筹平台 ， 但实际筹款过程还是依

赖于众筹链接在患者社交网络的传播 。 在不少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平台 ＡＰＰ

或小程序的运行 中 ， 捐助人与筹款项 目 的相遇是偶然性的 。 平台对项 目 的显示随

机变化 ， 每
一

次刷新进人都会有不同于上次的项 目排列呈现 ， 并且平台无检索功

能 ， 捐助者无法通过人为方式与项 目 实现二次相遇 。 因此 ， 求助者在 ＡＰＰ 或小

程序显示首页筹得的资金是极为有限的 。 比如 ，

一项 目 标筹款 ５０ 万且已筹 ８ ． ８

万的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 在平台首页筹集到的资金仅有 ３２ ３ 元 ， 占已筹

金额的 比例低于 ０ ． ３％
。 筹款对社交网络的依赖使社交网络的熟人验证变得尤为

重要 。

目 前 ，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平台基本都设置了操作便利的举报 、 实名证实

和评论功能 ， 求助者可以通过邀请社交网络熟人参与验证的方式 ， 为 自 己身份信

息的真实性再加
一

层信任背书 。 这
一

机制也是对求助者身份真实性的有效监督和

确认 。 由此 ， 叙事者在求助文本中建构起的求助者形象会更加被潜在捐助者认可 。

社交网络熟人验证的信息相比叙事者的求助正文 ， 内容构成也更加简洁 ，
主

要由 ３ 部分内容表达构成 ： 第
一

，
直接言语告知潜在捐赠者求助人身份信息属实 ；

第二 ， 陈述实名证实人与求助者的社会关系 ； 第三
， 站在实名证实人视角 ，

？

求

助者的品性进行补充或二次介绍 。 举例如下 ：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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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人

证实｜

已实名已实名

“

这是我阿伯
，
情况属实

”

岫
—已实名

筹款人是我的高中同学 ， 她是
一个非常善

良温柔 ， 乐观可爱的女孩子 ，
希望好运降

临在她身上

？４５枚爱心值４天前

图 ２ ＊４ 某大龄农民患者众筹社交网络熟人验证截图

同时 ， 研究者在观察众多筹款项 目 的过程中发现 ， 社交网络熟人验证的水平

与求助者的社会背景也有很大关联 。 在筹款项 目 中 占据超高 比例的农村家庭 ， 求

助者往往文化水平有限 ， 参与其身份证实的社交网络熟人在证实内容表达上基本

没有任何技巧可言 ， 内容简短 ， 时常只是
一

句干 巴 巴的陈述 ，
比如 ：

“

内容属实
”

、

“

真的 ，
这是我弟弟

”

、

“

这家人很好 ， 希望大家帮帮他们
”

。 而像大学老师这种文

化水平较高的求助者 ，
他们的社交网络熟人在参与验证时 ， 内容与技巧都更加丰

富 ， 如下图 ：

“

筹款人是我大学同 学 ，
好哥们 。 大学期间热心

帮助同学
，
毕业后

，
成为新疆福海县一名 普通教

师
，
近期 不幸被确诊为 急性 白 血病

，

１个 多 月 来

的前期治疗 已经花光家 里枳蓄 ， 病情严重 ， 还需

要长期治疗
，
希望大家能够伸出 援助之手

，
我们

共同帮助他渡过难关 。

”

图 ２ －５ 某大学老师众筹社交网络熟人验证截图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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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参与证实者的表达水平如何 ， 这份核验机制的运行为网络公益大病医

疗众筹项 目提供了很好的社会信任背书 ， 巩固了叙事者在求助文本中塑造的求助

者形象 。

三 、 叙事中患者品质建构时有缺位

在本节第
一

部分 ， 研究者曾经提到 ： 当叙事者是患者本人时 ， 求助文本对叙

事者 ／患者的品性描述是指 向 同
一

人且不缺位的 ，
但当叙事者是患者亲属时 ， 叙

事者对患者优秀品质的介绍却时有缺席 。 原因是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多采

用 内聚焦型叙事视角 ， 即专注叙述某个人物从外部接收的信息和可能产生的 内心

活动 ，
因此

， 当叙事者是患者家属时 ， 他在叙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更聚焦于 自

己的感知 ， 若非有刻意强调的意识 ，
则会忽视对患者优 良品质的介绍 。

在本研究收集到的 １ ３ ５ 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中 ， 没有突 出患者优秀

道德品质的有 ７３ 项 ， 占总体项 目 数的 ４５ ． ３％
。 也就是说 ， 有近半的项 目 没有顾

及到患者的道德形象建构 。

ＲＳ

坚强 黎 ： 、

料
ｆ
Ｖ 无？？描述

不憤困难 、 积极系观？ 无品性描述 ： ７３ 《 ４ ５ ． ３４％
）

勘劳 ． 奋斗

＿ 无品性描述 纟 勤劳 、 奋 ４不很困难 、 积极乐瑕 ？ 僅 求竖强 ＿ ＃ 较 其绝

图 ２ －６ 求助文本 中对患者品性的的叙事数据统计

究其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 第
一

，
患者本身道德形象确无明显特征 ，

造成叙事者对此部分内容的有意略写 。 第二
， 叙事者主观侧重患疾就医过程的叙

事 ，
而忽视求助者形象建构 ， 情感动员意识不足 。 在本研究收集到的 １ ３ ５ 项网络

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中 ， 叙事者将患者患疾及医治的过程作为主要事实 ，
呈现

在 自 己的筹款项 目 中 ，

一般介绍的 比较翔实充分 。 而其它情感性内容则主要作为

叙事者的叙事手段起情感动员作用 ，
因此

， 作为非必备内容 ，
对患者道德品质形

象的叙事建构并不是能被所有叙事者主观注意到 。 且求助者经验有限 ，
在组织求

助语言时会更依赖平台设置的提示指引来完成求助叙事 ， 在水滴筹平台的筹款信

息填写基本信息页里 ， 水滴筹平台将内容填写指引设置了基本信息 、 求助说明 、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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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证明 、 经济状况四部分 ， 平台对求助叙事内容的四项指引都更偏向事实情况

的设置 ，
这也会对求助者的叙事文本框架起

一

定影响作用 ， 导致他们忽视对患者

道德品质的叙述 。 第三 ， 叙事者客观能力有限 ， 缺少对全文叙事的把握能力 。 研

究者在阅读本研究收集到的 １ ３ ５ 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求助文本时发现 ，

有不少求助文本都存在表达不畅 、 错字等较低水平的错误 。 由此可以推见 ： 叙事

者 自 身的客观叙事能力也参差不齐 ， 对有些求助者来说仅完成基础叙事也会让他

们感到吃力 ， 因此这部分人群以完成叙事过程 ，
还原基本过程为重 ， 缺少进

一

步

创作叙事的能力 ，
这也在客观上导致了求助文本中叙事者对患者道德形象建构的

叙事缺位 。

四 、 隐匿求助者负面形象叙事元素

在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中 ， 求助者的形象建构尤为重要 ，
它关系到潜

在捐赠者对求助者的情感认同程度 。 如何处理不利于求助者形象的叙事元素是叙

事者们面临的考验之
一

。 本研究在分析收集到的 １ ３ ５ 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案例时发现 ， 求助者通常会对这些不利 因素进行隐匿式处理 ， 但在阅读过程中

仍然会给潜在捐赠者带来不好的体验 ， 主要有两种情况 ：

一

是求助者有规避意识

但叙事仍有逻辑漏洞 ， 被潜在捐赠者察觉 ；
二是求助者不 自 觉在叙事中暴露了 自

己的负面形象 。

（

一

） 有意识规避不利信息但仍有逻辑漏洞可循

人无完人 ， 每个人都有缺点 ， 大病众筹患者也不例外 ， 严重者甚至会降低潜

在捐赠者的帮扶意愿 。 因此 ， 在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中 ， 叙事者在建构求

助者形象时会对有损求助者正面形象的元素进行隐匿式处理 ， 以此来规避对求助

效果的减损 。 比如
，
在
一篇题为

“

２ ７ 岁大学辅导员突发病危 ＩＣＵ 救治中 ， 紧急求

助
”

的众筹叙事文本中 ，

２７ 岁的辅导员李某某并非因身体病变生病 ，
而属于意外

事故 。 但求助人对 自 己发生意外 、 重症入院的原因做出 了规避式处理 。 具体表述

如下 ：

“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 ，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４ 号晚上我和朋 友一起吃完饭 ， 在回 家的

路上 ， 不幸 突 发意外 ，
当 场休克 ，

立即被送入綿 阳 市 第三人 民医 院进行抢救治疗 ，

经过 医 生 整 整 七个 多 小时的抢救 ， 切除 了 三分之一的肝部 ， 还有 多 个部位大 面 积

渗血至今 昏迷不醒 ， 随后 送入 ＩＣＵ 重症监护 室 继续抢救治疗 ， 目 前病情诊断 为 ：

１ ．创伤性肝破 裂 ，
２ ？ 失血性休克 ，

３ ．腹腔 大量积血 ，
４ ． 重度贫血 ，

５ ．凝血功 能障碍 ，

６ ． 右侧血 气胸 ，
７ ． 多 根肋骨骨折等 ， 病情非 常严 重 。

”

结合诊断结果 中的创伤性肝破裂 、 失血性休克及多根肋骨骨折等情况 ，
可以

判断求助人应该是在聚餐回家的路上发生车祸撞击事故或暴力事件 ，
但求助人对

此做出 了隐匿式处理 ， 仅用
一

句
“

不幸突发意外
”

含糊带过 。 由此可以做出合理推

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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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 求助人在这场事故中存在违规行为 ，
比如酒驾或打群架等社会不良示范 ， 为

规避潜在捐赠人的道德不适 ， 求助人只强调了 自 己正面的辅导员身份和贫苦出身

的家庭背景 ．

再比如 ， 在一篇题为
“

４ 个孩子的父亲 ＩＣＵ 抢救 ， 妻子苦扛整个家 ， 哭泣求

助
”

的求助文本中 ， 有如下叙述 ：

“

麻绳总从细处断 ， 命运专挑命苦人 ． 丈夫在 ２０２０ 年摔断颈椎骨 ， 那时候要

去深圳 大 医 院做手术 ， 总共花费 了２０ 多 万 ， 当年没买 到合作 医疗 ， 大部分的钱

都是向亲戚朋友借的 ， 到现在都还没有还清 ．

”

叙事者在介绍家庭经济困难时 ， 将 自 己没买医保的行为描绘成被动的
“

当年

没买到合作医疗
＂

， 规避了求助者在医保购买决策上的个人失误。 但事实上 ，
医

疗保险的缴纳 ，
并没有名额限制 ，

不存在买不到的情况 ， 事实更可能是求助者家

庭主动做出不购买的决定 。 但为了规避潜在捐助人对此行为应该
“

后果 自 负
”

的不

利判断 ，
所以在叙事过程中 ， 把 自 己安排在了

“

没买到合作医疗
”

的被动位置 。

（
二

） 无意识暴露不利信息损害求助者正面形象

除了有意识的规避式处理不利信息时留下逻辑漏洞之中情况外 ，
还有诸多求

助人在叙事过程中缺乏对有损正面形象建构信息的敏感度 ， 导致在不经意间向潜

在捐助者暴露出 自 己的不 良行为 ， 从而对求助者的正面形成产生不定程度的损害 ．

比如 ， 在
一篇题为

“

不幸接踵而至 ， 请帮帮我还在 ＩＣＵ 尚未清醒的父亲 ！

”

的众筹

叙事文本中 ， 有如下叙述 ：

“

各位爱心人士 ： 您好 ！

我 叫 杨其剑 ， 我父亲 （杨焕周 ，
６５ 岁 ） 居住广 东省 丰顺县砂田镇岳坑村下

岗 ！ 父亲
一

向 身体很好 ， 就些慢性病 ， 偶 尔吃药控制 ， 因 为 家里 条件不好 ，
父亲

这个年纪他还会做点 小工帮补家用 ， 我们 养育 ４ 个孩子 ， 都还小在读书 ， 母身体

也不太好． 妻子就在家照顾 ， 所有担子都我和父亲在承担 ， 我们一家 虽 然不富裕 ，

但也安于现状 ！

”

患者儿子作为叙事者在描述家庭经济困境的时候 ， 将养育四个孩子作为家庭

经济困难的原因之
一

， 但却在不经意间暴露了家庭中存在的超生行为 ，
这显然与

国家此前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符 ， 并且结合国家开放二胎 、 三胎政策的时间 ，

可以判断这四名子女并非在国家生育政策放开后出生 ？

除超生之外 ， 最常见的另
一

类违规行为体现为交通违规行为 。 比如 ， 在
一

篇

题为
“

３６ 岁顶梁柱杨 ｘｘ 突发重大车祸 ！ 命悬
一线抢救 ！

”

的众筹叙事文本中 ，
患

者儿子作为叙事者在陈述为何医保不能报销时 ， 有如下叙述 ：

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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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于是车 祸 ， 是爸爸追尾货车 ， 事 故认定 书 已经下来 了 ， 爸爸全责 ， 医 保

不能报销 ， 全部 自 费 ） 目 前开支都是亲戚朋友凑的 ， 全家人都在 四 处借钱 ， 后 续

治疗 费 用压 的我们 全 家人喘不上 气来 。

”

叙事者本意是通过介绍医保为何不能报销而进
一

步强化当前家庭所面临的

经济困难 ， 但与此同时却展示了患者的交通违规行为 ， 并且没有意识到该信息的

呈现可能会对求助者形象建构产生不 良影响 。

在本研究收集到的 １ ３ ５ 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中
， 有 ２２ 项透漏了求

助人的违规或疑似违规行为 （见下图 ）
。 但需要说明的是 ，

这些违规行为的呈现

是否会真正影响潜在捐赠者的帮扶意愿在内容分析阶段并不确定 ， 后续将在本文

的第四章中 ，
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验证 。



无 １ １ ３ ８３

超生 １ １ Ｓ Ｊ ％

疑傺 ９ ５ ． ６％

交通违法 ２ １ ． ５％

病痪入保 １ ０ ． ７％

病居入保

交通违法
—￣

 ？

ｉｓ主

５ （  ２Ｓ生鉍心 Ｍ 交遇烀 法彳 铎后入保

图 ２ －

７ 求助文本中对求助者违规行为的叙事数据统计

第二节 大病公益众筹叙事视角的运用

叙事视角的选择 ， 决定了潜在捐赠者将从何种角度去了解需要被帮助的医疗

项 目 。 根据叙事文本中视野的限制程度 ， 叙事视角包含非聚焦型视角 、 内聚焦型

视角和外聚焦型视角三类 。 而在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的叙事中 内聚焦视角

成为绝大多数求助者的首选 ， 所以本研究主要对内聚焦视角进行了研究 ，
本节将

对收集到的 １ ３ ５ 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在内聚焦视角上的呈现展开分析 。

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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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内聚焦叙事视角下的情感动员

内聚焦视角是指 由
一

个或几个人物的感官切入 ， 去看 、 去听 ， 并转述他或他

们从外部接受的信息 ， 介绍可能由此产生的心理起伏 。 这种视角的优势是在叙事

过程中可以扬长避短 ， 对求助人不了解 、 不熟悉的情况保持沉默 ， 同时充分敞开

求助者的 内心世界 ， 拉进求助者和潜在捐赠者之间的心理距离 。 情感动员 ， 是指

个体或群体在持续地情感互动 中 ， 被唤醒 、 激起或者改变对方的认知 、 态度和评

价 ［
１

］

。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的传播是立足于
“

公益
”

之上的
一

场社会动员 ， 它

以
“

求助
”

为主题诉求实现众筹者与潜在捐赠者的情感与意义共享 。 在众筹叙事的

传播过程中 ， 求助者有意识地将 自 己的情绪与感受注入求助故事的视读语言表达

中 ， 引导潜在捐赠者产生共情并促使他们将共情转化为行动 。 而内聚焦视角 的应

用恰好为达成这
一

目 的提供了便利 。 当求助者在众筹叙事中使用 内聚焦视角时 ，

聚焦 自我信息认知与 内心活动来展开叙述就变得理所当然 。

一方面 ， 求助者不可

避免地在客观层面达成了情感输出 的实际效果 ，
而另

一

方面 ，
由于输出方式的

一

致 ， 求助者在主观层面发动情感动员的可为空间会更大 ， 情感动员的意图也更容

易 隐匿在内聚焦视角 的应用 中 ， 减少潜在捐赠者的抵抗情绪 。

在
一篇题为

“

３ ３ 岁妻子查 出癌症治疗费用告急 ，
急需帮助

”

的求助叙事 中 ，

就有这样经典的 内聚焦视角叙述 ：

“

６ 月 ９ 号我 们 到 兰 州 大 学 第 二 医 院做 了 骨穿 ，

结果 回 来后 医 生说确诊 为 宫

颈癌 ，
而且 已经是 ３ 期 ， 需要 马 上住院 治疗 ！ 这个消 息对我们 来说 简直是五雷 轰

顶 ， 在这个谈癌 色 变 的年代 ， 我们 大 多 只 是听别人说过 ， 没想到会落到我们 自 己

身上 ！ 冷静过后 ， 我开始 为 妻子 的 治 疗 筹 集资金 ， 家里的存款 、 可 以转卖 的房车 、

亲 朋好友的支援 ． ． ． ． ．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 妻子 与 我风雨十载 ， 但我却 没有 能 力救

她
， 我痛恨 自 己 的 无 能 ， 但对妻子 的救助万不能放弃 ， 无奈之下恳请大 家援助 ，

代表我们一 家人感谢大 家 ！
’ ’

文案 中 ，
丈夫立足 自 己的 内心视角 ， 介绍了他接受到的妻子疾病信息和

一

路

的 内心活动 ， 潜在捐赠者在阅读求助文本时可以明确接收到患者
一

家面对病情的

惶恐无措 、 丈夫的救妻心切 、 丈夫对妻子的歉疚与对 自 己的责怨 、 患者
一家对潜

在捐赠者的恳请与感谢等多种复杂情感 。 在内聚焦视角的叙述下 ，
上述情感的输

出变得极为 自 然 ， 对求助故事阅读者的情绪引导和情感再造也在讲述中缓缓实现 ，

最终达成情感动员的实效 。

此外 ， 本研究对收集到的 １ ３ ５ 个大病公益众筹项 目 叙事正文进行词云分析 ，

发现
“

我们
”

是众筹叙事中应用最高频的词汇 ，

‘ ‘

孩子
”

、

“

希望
”

、

“

帮助
”

等柔性词

１

１

１ 白 淑英
， 肖本立 ．新浪微博 中 网 民的情感动员 ［

Ｊ
］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２ ０ 丨 １

（
０５

）
： ６０

－

６ ８ ．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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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也高频出现 。 这也说明在筹款叙事里 ， 叙事者更加侧重 自 我感受的再现 ， 试图

通过剖析 自我心声 、 袒露大病来袭时求助人的无助与脆弱状态等柔性表达来达成

与潜在捐赠人的情感共振 。

？ 染然攰菜花ａ能移泽 有父母经过

ｍａ拍 ｘ夫 自己 ｍｉ 求勘ｍ^

银況 好心人
工 ０ｐ怕切

匠社 ：

来说 李 ［
３ Ｂｆ ｉ

恐 肖
母亲 运縹 社会

対Ｌ申手
大家希望^

医

土
助

每—次
■
氙宕 鄉

Ｓ 转发我们 孩子
９Ｍ＾ ＾ ＊ －ＸＡ±－

Ｔ 
Ｘ／Ｘ．Ｊ 

＾＼Ｊ Ｉ ＩＪ＾Ａ 

ｖ

ｆ＾＾ １^

：￡护筌 备霑 手术 欠巧 宋庇 ／
口 ）了ａ功 ： 莫大 ｍ的 爸爸 入 溪彭ｉ

ｎ… 个 好心 没有 钟
３Ｒ 获

ｒｔ路》珥因为锾楚 一盘求均活

图 ２ －

８ １ ３ ５ 项大病公益众筹项 目 正文词云图

二、 内聚焦叙事视角运用选择的髙度重合

按照焦点的稳定程度不同 ， 内聚焦型视角可被分为固定内聚焦 、 不定 内聚焦

和多重 内聚焦三类 。 固定 内聚焦型视角从头到尾都来 自 同
一个人物 ，

不定 内聚焦

型视角则会从多个人物视角切入来呈现不同事件 ，
而多重内聚焦型视角则是让不

同人物从各 自 角度出发观察同
一

事物以产生互相补充或冲突的叙述Ｗ
。 由于网络

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求助文本的特殊性 ， 需要介绍的事件是同
一

的 ，
均指向

“

患

病求助
”

， 所以不定内聚焦型视角在求助文本中并无应用 。

在本研究收集到的 １ ３ ５ 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中 ， 所有求助叙事都包

含对内聚焦型视角 的应用 ， 但在其亚分类固定 内聚焦型视角和多重内聚焦型视角

的应用上 ，
整体叙事者则呈现出较明显的选择偏好 。 釆用 固定内聚焦型视角的众

筹项 目 共有 １ ２２ 项 ， 占总体样本的 ９０ ．４％
； 釆用多重 内聚焦型视角 的众筹项 目 共

有 〖 ３ 项 ， 仅 占总体样本的 ９ ． ６％ （见下图 ） 。

固定內》＊ 涅 １ ２ ２ ９０ ４％

３ 觼内聚焦 型 １ ３ ９ ． ６％

图 ２
－９ １ ３ ５ 项大病公益众筹项 目 中 内聚焦叙事视角 的二级细分应用统计

胡亚敏 ．叙事学
［
Ｍ

］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３０
－

３ １ ．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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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者在内聚焦叙事视角 中明显更偏爱固定内聚焦型视角 ，
应用选择呈现出

高度重合的特点 。 这是因为多重内聚焦型视角的应用会涉及更多人物的心理活动 ，

因此撰写叙事前的准备工作会更复杂 ， 对叙事中的逻辑梳理能力要求也会更高 ．

绝大多数求助者还是会选择书写要求更简单的固定内聚焦视角完成叙事过程 。 但

不可否认 ， 多重内聚焦型视角应用得当会取得很好的帮扶动员效果 ，
比如 ， 在

一

篇
“

题为
“

爱心接力众志成城助年轻妈妈战胜白血病
”

的求助文里 ， 有如下叙述 ：

“

丈夫曹 Ｘ ： 我们 积极的 自救 ， 我 变卖所有能够 变现的财产投入治疗 ， 因 为

多 次的反复抗感染治疗 。 总计 己经花 费 了１ ００ 多 万 ， 目 前 ２０２２ 年的 医保 已经封

顶 ， 好在今年 ８ 月 ， 终于有机会进仓等待骨髓移植 ，
而进仓费 用 需要 ９０ 多 万 ．

虽 然后期 的治疗 费压 力 相 当之大 ， 但是 ， 拼尽全力 ， 我也要好好守护她康复 ． ． ．

妻子 曹 ｘｘ ： 有时候我会感叹命运板弄 ， 得 了 白血病 ， 不得不忍受这 么 多年

煎熬 与折磨 ； 偶 尔也会感慨 ， 自 己 又是何其的幸运 ， 两个可爱的 儿子在侧 ， 有丈

夫 自 始 自 终的守护 ， 不 离 不弃 ， 拼尽全力救治我 ． ． ．

儿子 曹 ｘｘ ： 医生说 ， 我的骨髓可 以救妈妈 ． 我好开心 ， 很 自 豪 ！ 可 当看 见

又机又长的针管 ， 我还是很恐惧． 但是一想到 能够救妈妈 ， 我就不害怕 了． 因 为 ，

我爱我的妈妈 ！ 妈妈能早点好起来 ， 是我最大的心愿 ． ． ．

医 务人 员 ： 白血病人的治愈过程是非常艰难而漫长的 ？ 需要患者 、 家属 、 医

疗 条件 、 经济条件等全方位的 Ｓ＆合 ？ 患者 曹 ｘｘ 在治疗过程 中历 经坎坷． 数次感

染 ，
险象环生 ， 庆幸的是终于等到 了进仓移植的时刻 。 夫妻二人始终坚守 ， 保持

初心 ， 合力 与疾病抗争的过程 中 ， 也让我们 见证 了 爱情的神奇力量。 不由心生敬

佩 ， 曹 ＸＸ
， 加油 ． ． ．

”

该众筹故事的讲述选用多重内聚焦的视角 ， 故事依次
“

巡游
”

过丈夫 、 妻子 、

儿子和医务人员的内心视角 ， 借患者丈夫的视角讲述了与妻子相识相知的过程 、

妻子生病后的积极 自救和 自 己不离不弃决心救妻的坚定意志 ； 借患者的视角讲述

了 自 己面对白血病的无助与害怕 ， 和面对家人 、 医护的感激之情 ； 借患者儿子的

视角讲述了 自 己得知能用骨髓救妈妈之后的开心和勇敢 ； 借医护人员的视角传达

这个患病家庭的团结 ． 别具
一

格的叙事视角呈现 ， 为充分展示不同人物的内心世

界提供便利 ， 同时又对事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补充介绍 ， 帮助潜在捐赠者加深对

事情全貌的理解 ， 向潜在捐款人展示这个家庭是如此值得被帮助 ， 借此提高潜在

捐赠者的捐助意愿 。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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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逆时序教事强化困顿现状

时空概念是叙述故事赖以存在的基本场地 ， 叙事文是
一

种时间艺术 ， 我们可

以在叙事中创造另一条时间线 ， 即故事时间 叙事者在这条时间线上有条不紊

的排布着他要讲述的故事 ， 包括地点 、 人物 、 情节等 ． 本节将就收集到的 １ ３５

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在叙事时空转化上的叙事方式与技巧展幵分析。

一

、 逆时序应用成为賴

时序研究的是某
一事件在故事里的编年时间顺序与事件在文本中的排列时

间顺序的关系 ． 我们将叙事文本开始叙述的那
一

时刻称为
“

开端时间
”

， 以开端时

间为起点的叙述被称为现时叙述 ， 而与之相对的偏离开端时间去追溯过去的行为

被称为逆时叙述 。 逆时序的应用是西方古典叙事的一种传统结构 ， 古罗马诗人贺

拉斯极为推重逆时序的叙述方式 ？

在叙事研究中 ，
逆时序的叙事作品 占举大多数 ，

这个规律在 １ ３ ５ 项网络公益

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中同样成立 ． 本研究收集到的 １ ３５ 项众筹案例无
一

例外均运用

了逆时序的叙事方法 ， 这与叙事者必须在文本中交代筹款的前因有关 。 比如 ， 在
一

篇题为
“

单亲妈妈破釜沉舟带儿突围 ： １ ０ 岁患癌男孩求医路 ！
”

的求助文本中 ，

有如下叙述 ：

“

妈妈 ， 我们 为什 么还不去上海？ 我想去上海治病 ， 我不要这 么 难受 了 ！

”

这是晚上 １ １ 点 ，
ｘｘ 拉着我的手 ， 哭着 说 ， 他想治病 ， 他担心我不管他的死

活 了 ？ 听完孩子的哭诉 ， 我难过的要死 ， 他哭我也哭 ， 但是哭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 ． ．

（ 中 间部分省略 ） ９ 月 ２ 日
一大早 ， 我们破釜沉舟 ， 不 留后路的最后一次突 围 ，

出 发上海 ， 再次奔赴上海进行求医之路．

我的孩子 叫赵 ｘｘ ， 今年 １ ０ 岁 ， 于 ２０２ １ 年 ８ 月 患病 ， 初诊时 ， 孩子确诊为

急性淋 巴 （成熟 Ｂ 细胞 ） 白血病 ／淋巴瘤 ， 伴有急腹症 ， 因 为肿瘤的侵 润 ， 腹部

肠套叠 ， 在 ８ 月 份做 了 两 次手术 ， 肠 复位和小肠造痿手术 ， 现在还背 着造瘙袋 ，

因 为原 发病 的原 因 ， 没有机会做回肠手术 ，
１ ０ 月 份又做 了

一次肠索带手术 ，
２０２ １

年经过两 次化疗后 ， 孩子 突然病情加重 ， 出现面瘫和瞳孔放大 ， 持续头痛 的情况 ，

在 当地无法查明原 因 ， 我们 于 ２０２ １ 年 １ ２ 月 份北上求医 ． ． ．

这篇求助文中 ， 叙事者开篇选择以当下带儿子去沪求医的时间节点为开端时

间 ， 后偏离开端时间向前从 ２ １ 年 ８ 月起回溯儿子的求医之路 ， 这就是典型的逆

时序叙事． 逆时序应用的特点是在故事讲述之初就开门见山的揭示当下结果 ， 使

１
１

１胡亚敏．叙事学 ［
Ｍ

］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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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者尽早听到故事的重要环节 ，
而后从中心部分讲起倒叙起源 ， 这

一

做法可以

为读者补充更多前因的介绍 ， 帮助阅读者更好的把握故事整体 ．

在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中 ， 求助者通常会在开篇立足现在问候潜在捐

赠者及说明 自 己现在正身处何种困境之 中 。 采用逆时序来讲述 自 己的患病求助故

事 ，
可以使潜在捐赠者在阅读众筹叙事之初便明确患者家庭正在面临的窘迫现状 。

在叙事案例 中 ，
患病儿童的妈妈在叙事

一

开始便讲述了母子二人面对病情的无助

和仍然无望但依旧决定奔赴上海治疗的坚定 。 患病儿童作为社会弱势形象在开篇

的疾呼也会更触动潜在捐赠者对他们当下困境的共情 。 但对现状困境的强调必然

离不开对前因的介绍 ， 因而众筹叙事在开篇之后往往会从开端时间起倒叙 ， 介绍

患者 自 患病至今的整体情况 ， 使潜在捐赠者在逆时序的 阅读中更了解患者的具体

病情 、 治疗过程 、 经济情况及 内心活动 。 在
“

现状＋前因
”

的逆时序叙事排布中 ，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完成了它向潜在捐赠者介绍求助者故事的使命 。

二 、 对比闪回加强悲剧叙事

鲁迅先生 曾说 ：

“

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这一点也是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者们常常会釆用的方式 ． 叙事者会先叙述 自 己家庭
一

直以来的平静美好生活 ， 再使用突然转折性话语转到患疾对家庭的冲击 。 叙事中

的昔 日 美好不负存在 ， 以这种今昔对比方式激发潜在捐助人的帮扶意愿 。 这种处

理方式在叙事学研究 中有个专有名词 ， 即
“

对比闪 回
”

。 对比闪 回手法通过对往事

的叙述使其与当下叙述中的情境产生反差 ， 由 此加深作品的意蕴％ 动员潜在捐

赠者共情 。

在本研究收集到的 １ ３ ５ 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中 ， 有 ５ ３ 项求助项 目

叙事使用 了对比闪回的处理方式 ， 占总体样本的 ３ ６ ． ８％ （见下图 ）
。

填疙闪涵 ９０ ６２ ． ５％

对比闪囡 ５ ３ ３ ６名％

銮 整 闷西 １ ０ － ７Ｈ

１

１

】鲁迅 ？鲁迅文集 ［
Ｍ

］
．北京 ：京华出版社 ，

２００７ ： ３ ３ 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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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 ０１ ３５ 项大病公益众筹项 目叙事中闪回应用统计

例如 ， 在
一

篇题为
“

倾
一世所有 ， 换孩子健康 ！ 爸爸妈妈陪你战胜白血病 ！

”

的求助文中 ，
患者妈妈作为叙事者有如下表达 ：

“

我 叫 洪 ｘｘ
， 孩子的爸爸叫杨 ｘｘ

， 安徵省
？

六安市霍邱县夏店镇人 ， 伴随 了 十

个 月 的期待我的 儿子 出 生 了 ， 我们给他取 了 名 字叫杨 ｘｘ ， 我曾 经无数次的幢憬

过 ， 想 象过 ， 期许过在每
一个拥有他的 日 子里会 多 少种可能 ， 想陪着他慢慢长大 ． ． ．

没有想到幸福快 乐 的 日 子那 么 短暂 ，
ｘｘ 才 刚 满 ４ 岁 ９ 个 月 ， 还在上幼 儿 园 ． ８

月 １ ７ 号孩子突然发烧起来 ， 我们 带着孩子去 了 明基医院 ， 只是做 了
一个最普通

不过的血常规 ， 就 变成 了 改 变孩子一生命运的开始 ， 半个小时后 医生 面 色凝重的

告诉我们 ， 孩子血项异常 ， 建议我们带着孩子赶 紧去 南京市 儿童 医 院 ， 重新复查

了 血常规 ，
三 系还是异常 ！ 孩子患 了 白血病 ！ 我们 的家庭就此陷入不幸 ？

， ’

叙事者首先描绘了孩子出生前夫妻俩对他的期待之情 ， 以及出生后对孩子相

伴身边感到的幸福快乐 ， 紧接着话锋
一

转开始描述白血病的出现给这个家庭带来

的不幸 ， 昔 日幸福平静的生活全都化为
一

家人求医路上的无助与心酸 。 叙事中的

悲剧色彩就此形成 ， 对潜在捐助者的情感动员也更有力 。

第四节 多角度完善叙事故事

完整的叙事故事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 ， 本节就收集到的 １ ３５ 项网络公益

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在故事层面上的叙事方式及技巧进行分析时发现 ，
很多求助者

在进行叙事文本的写作时 ， 甚至不能形成条理有序的故事 ， 但其中透露出来的情

感动员可以弥补在叙事结构能力上的不足 ， 并且求助故事在叙事支线数 、 就医情

节的波折建构上已经形成了较为突出的特征 。

一

、 情感向叙辜弥补叙亊结构能力不足

学者董小英将叙事结构定义为文本内部应用的叙述方式 ． 董老师将文章结构

分为外结构与内结构 ， 其中外结构指的是叙事中可以直接看到的东西 ； 内结构指

的则是要通过语句推理才能感知到的内容 ， 内结构又包含基本 、 并列 、 复合以

及循环式四种序列 ．

我们把求助叙事的单位分为事件与序列 ， 事件是指
“

从
一

种状况到另
一

种状

况的转变
”

． 比如 ， 叙事者在求助文本中讲述 自 己家庭从美满幸福到艰难求医的

转变强调的是过程和变化 。 而多个小事件按照
一

定的逻辑排列就形成序列 ， 如叙

事者在讲完患者生病的故事之后 ， 再另起文段介绍其他家庭成员身上发生的故事 ，

ｍ董小英 ．叙述学 ［
Ｍ

］
．北京 ：中国社荟料学出版社 ，

２００ １ ： ２７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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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与序列按照不同的规则 、 逻辑组合成整体事实 ， 即求助家庭正身处因病

致贫 、 因病返贫的艰难处境 ， 急需爱心人士的社会救助 。

对叙事结构的把握应该是复杂而系统的 ， 但研究者发现在网络公益大病医疗

众筹项 目 的求助叙事中 ，
叙事者对结构的设计并不系统和完善 ，

甚至缺乏对结构

意识的敏感度 。 他们 以情感为做指引 ， 聚焦 内心真实感受 ， 形成求助叙事文本 ，

这导致叙事故事有时会给阅读者带来割裂 、 跳跃的阅读体验 。 但这些并不妨碍信

息的获得 ， 潜在捐助者们依旧可以通过阅读实现对求助者及其家庭情况的基本了

解 。 破碎而不成体系的叙事也会侧面向潜在捐赠者展示求助者在文化层面的势弱 ，

激发潜在捐赠者对求助者整体生活状态的 自 发想象 ， 增强潜在捐赠者对求助者的

同情与支持 。 求助者叙事中显著的情感动员特征有效弥补了叙事者对叙事结构掌

握的不足 。

二、 辗转就医有效建构情节波折

叙述文里的行动必须在
一

定的时空中 发生 ，
环境是叙事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

在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文本中 ， 叙事者常常会把辗转求医的过程当成叙事

的重要构成部分 ， 以就医过程中时空环境的变化做为线索推动故事发展 ，
并通过

环境的时空辗转来营造大病当前的无力感 ， 使潜在求助者的感知更加深刻 。 比如

在
一

篇题为
“

我想活下去——来 自
一

位 白血病复发小小画家的求助信 ！
”

的求助文

本中 ， 有这样的叙述 ：

‘ ‘

爱子 范 ｘ 于 ２０２ １ 年 ４ 月 确诊 【急性淋 巴细胞 白血病 】 … （省略 中 间部分 ）

在 家人亲戚朋友 以 及社会 爱心人士的 帮助 下 ， 我 们 总算 熬到 了 即将结疗 ． ． ．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５ 号我带 着 孩子到 医 院进行最后 一次化疗 ， 然 而 经过骨髓穿刺

显示 ４６ ． ５％ 的异常细胞 ，
医 生诊断 为 急性淋 巴细胞 白血病 复发 ，

然后 马上就制 定

了 治 疗 方案 ， 进行新的化疗 疗 程 ，
医 生建议 马 上做骨髓移植 ，

７ 月 １ ２ 号在华 西

医 院会诊还是建议做骨髓移植 ， 我们 就回 家筹 集移植治 疗 费 用 ， 结果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８ 号孩子 发烧 ， 胸 口 痛 ， 呕吐 ， 我们 就带到 当地医 院检查 ，
经过血常规和骨髓

穿刺检查 ， 发现病情再次复发 ，
相 当 于之前走的路还要再次走一遍 ， 这个结果让

我一下子 落入深渊 ，
８ 月 １ ５ 号我带 着 他来到重庆 医科大 学 附属 儿童 医 院 治疗 ，

经过一 系 列检查 ， 医生制 定 了 治疗 方案 ， 随 即就开始 了 化疗 之路 ， 然而 又 出 现 了

问题 ，
２ ７ 号孩子开始 发烧 ，

２９ 号 因 呼吸 困 难 ， 全 身 发紫 ， 浑 身 僵硬 ， 医生立 即

进行 了 抢救 ， 因 为 病 情严 重 ， 下达 了 病危通知书 。

”

叙事者在文中讲述了儿子在第
一

家医院确诊 、 化疗又复发 ， 在第二家医院 （华

西医院 ）
会诊确定骨髓移植方案 ，

在第三家医院 （当地医院 ） 发现再次复发 ， 最

后在第四家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 化疗被下达病危通知的艰难求医

过程 。 通过时空环境在文本中的还原再现实现情节的波折式建构 。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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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收集的 １ ３ ５ 项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中 ， 有 ８ ３ 项对辗转求医

的历程进行了叙述 ， 占总体样本的 ６ １ ． ５％ （见下图 ）
。

有 ８ ３ ６ １ ． ５％

没有 ５ ２ ３ ８ ． ５％

 ±

觀

ｍ ｍｍ ｓｗ

图 ２ －

１ １１ ３ ５ 项大病公益众筹项 目 中辗转求医情节的叙事统计

剩余 ３ ８ ． ５％没有对辗转求医过程进行整体介绍的众筹项 目 中 ，
也不乏对某个

求医节点的叙述 ， 通过挑选代表性时点的方式来构建情节转折 。 比如 ， 在前文提

过的
“

单亲妈妈破釜沉舟带儿突围 ： １ ０ 岁患癌男 孩求医路 ！
’ ’

这篇求助文中 ，
叙

事者在叙事过半时 ， 以
“

我们以为移植后孩子就会好了 ，
可是还是复发了 ， 刚三

个月 （就 ） 复发了
”

作为叙事的重要转折点 ，
让读者的内心也随故事的 曲折发展

一起波动起伏 。

三 、 单线型情节建构成为叙事者首选

叙事中 ， 我们用
“

线型
”

表示故事情节发展轨迹 ， 明晰情节间的组织关系 。 可

分为单线 、 复线以及环形三类 。 单线只有主线
一

个层次 ， 以
一

个连贯的故事为主 ，

辅之以相关的次要事件 ； 复线是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陈述的
一

种基本情

节 ， 主要由 四部分组成 ： 围绕主要人物展开的并在故事中起主导作用 的故事线 、

贯穿作品次要人物的相关情节 、 充作背景的故事情节及非动作因素 ； 而环形则是

指叙事缺少
一个贯穿始终的主线 ， 在上

一

故事的结尾 出现某人物 ， 由此带入下
一

个故事 。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的共性就是围绕患病筹资展开 ， 因此 ， 环形叙事

并不符合该类文本的情节建构需求 。 本研究收集到的 １ ３ ５ 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

筹项 目 中 ， 单线型情节建构共计 １ ２０ 项 ， 占总体样本的 ８ ８ ．９％
，
成为叙事者首选 。

复线型较少体现 ， 共计 １ ５ 项 ， 占总体样本的 １ １ ． １％ （见下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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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线 １ ２ ０ ８８ ． ９％

复线 １ Ｓ １ １ ． １ ％



，

－

Ｌ旦」

ＳＥ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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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宰线Ｍ线

图 ２ －

１ ２１ ３ ５ 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中故事单 、 复线统计

单线型叙事线索较为单
一

、 结构简单 ，
对叙事者的统筹写作能力要求更低 ，

且情节紧凑 ， 便于主要信息的传达 ， 常常因此成为叙事者们的首选 。 比如在
“

１ ５

岁花季少女近 ３ 年寻医问路 ， 找到病因急需筹钱手术
”

这篇求助文 中 ， 叙事者以

患者生病为起点 ， 讲述了直到第三年才真正找到病因的波折看病史 ， 但高昂的治

疗费用成为求助者家庭面临的下
一

步难题
，
由此发起众筹 。 这篇求助叙事文本以

１ ５ 岁少女的求医之路为主线 ， 辅以开篇对患者
“

活泼乖巧 ， 很爱说话 ，
也很爱读

书 ， 学习成绩优异
”

的性格及学习表现介绍 ， 没有其他层次的叙事 ， 是典型的单

线型叙事 。 单线型叙事更适合文化层次低 、 因病致贫致困的普通百姓群体应用 。

复线型叙事包含的 内容更多 ，
也有更多精巧的设计 ， 有机会让潜在捐赠人触

达更多共情点 。 比如 ， 在
“

顶梁柱丈夫突发脑 出血 ，

７０ 岁公公患癌症 ， 求帮助
”

的求助叙事中 ， 叙事者为丈夫筹款治疗 ， 但除了介绍丈夫因高血压导致颅内 出血 、

半身瘫痕的主线故事之外 ，
还叙述了公公去年刚做完癌症手术 ， 自 己去年因为交

通意外差点导致高位截瘫的双副线故事 ， 借助 中 国老话
“

麻绳专挑细处断 ， 苦难

专找苦命人
”

的社会思考刻画人生苦态 ， 值染悲剧气氛 ， 调动起潜在捐助者更强

烈的帮扶意愿 。

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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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的叙事传输机制

叙事性不是
一

个二分法的特征 ， 我们不能简单将文本划分为叙事性的或非叙

事性的 ， 它是
一

种连续的属性 ， 几乎可以在任何文本中找到 ，
只是程度不同 。 文

本方面的叙事性因素构成了文本的叙事性 ， 并可能导致读者方面可感知的叙事性

的增加 ， 改变接受者对世界的信念 ， 从而加强运输 ，
强化和非批判性处理 。 本文

在第二章中 已经对当前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如何铺排叙事故事进行了剖析 ，
而

求助者的这些叙事是如何影响潜在捐赠者的捐赠意愿的呢 ？ 本章将采用媒介心

理学广泛使用 的叙事传输理论分析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的叙事传输机制 。

第一节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传输影响因素

“

叙事传输
”

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 Ｇｅｒｒ ｉｇ 提出 ，
他把

被运输的经历描述为旅行者从真实世界旅行到叙事世界的过程 ， 在这个过程 中 ，

真实世界对旅行者触不可及 ， 但当旅行者结束旅程回到原本的真实世界 ， 某些东

西已经因为这段旅程发生 了变化 ［
１

］

。 在 Ｇｅｒｒ ｉｇ 阐释的基础之上 ， 美国社会心理学

家 Ｍｅ ｌａｎ ｉｅＧｒｅｅｎ 和 Ｔ ｉｍｏ ｔｈｙ
Ｂ ｒｏｃｋ 在 ２０００ 年明确提出 了

“

叙事传输
”

概念 。 他们

认为叙事传输是
一

个聚合的心理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 ， 阅读者的注意力 、 情感和

想象都集中在叙述中发生的事件上 。 当人们被传输进故事中时 ， 现实世界将变得
“

难以触及
”

， 读者完全聚焦于正在阅读的叙事内容中 ，并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产

生 自 身强烈的情绪反应 ， 当人们结束阅读回到现实 中时 ， 对故事的态度 、 信念等

会变得与故事相
一

致 ［
２

］

。 叙事运输的心理状态可以解释叙事内容对阅读者的说服

效果 ，本节主要分析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叙事传输的影响 因素 。

依靠求助故事的建构来改变潜在捐赠者的态度是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Ｈ 叙事传输机制的核心 。 阅读过程中 ， 求助者打造的故事会给潜在捐赠者带来强

烈的情感体验及态度的转变 ，
当他们结束阅读 ， 被求助者故事感染而形成的态度

和观点会被继续保留 ，
这在心理学研究上已经得到 了大量的 印证 。 求助故事的建

构与潜在捐赠者的阅读构成叙事传播的两个重要前提 ， 对于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

筹项 目 叙事传输的影响因素 ，
本研究参考 ＴｏｍＶａｎＬａｅ ｒ 等人对叙事运输前因后果

的研究 ［
３

］

， 从故事建构者和故事解读者两方面进行剖析 ．

１

１

１

Ｇｅｒｒ ｉｇ 
Ｒ Ｊ ． Ｅｘｐｅ ｒ ｉ ｅｎｃ ｉ ｎｇ 

ｎａｒｒａ ｔ ｉ ｖ ｅ ｗｏ ｒ ｌ ｄ ｓ ：Ｏｎ  ｔｈｅ
ｐ ｓ

ｙ
ｃｈｏ ｌ ｏｇ ｉ ｃａ ｌ ａｃ ｔ ｉｖ ｉ ｔ ｉ ｅ ｓ ｏ ｆ  ｒｅａｄ ｉ ｎ

ｇ ［
Ｍ

］
． Ｙ ａ 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Ｐ ｒｅ ｓ ｓ
，

１ ９９ ３ ： １ ０ ．

【

２
】 Ｇｒｅｅｎ Ｍ Ｃ

，

Ｂｒｏｃｋ Ｔ Ｃ ． Ｔｈｅ ｒｏ ｌ ｅ ｏ ｆ  ｔｒａｎ ｓ
ｐ
ｏｒｔａ ｔ ｉ 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
ｅ ｒｓｕａｓ ｉｖ ｅｎｅ ｓ ｓ ｏ ｆ

ｐ
ｕｂ ｌ ｉｃ ｎａｒｒａ ｔ ｉ ｖｅ ｓ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ｐ
ｅ ｒｓｏ ｎ ａ ｌ ｉ 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 ｉａ ｌ

ｐ
ｓ
ｙ
ｃｈｏ ｌｏｇｙ ， ２００ ０ ， 

７ ９
（
５

）
：７０ １ ．

＾
ＶａｎＬａｅ ｒ Ｔ

， 
Ｄｅ Ｒｕｙｔｅｒ Ｋ

， 
Ｖ ｉ ｓ ｃｏｎ ｔ ｉ Ｌ Ｍ

， 
ｅ ｔ ａ ｌ ． Ｔｈｅ ｅｘ ｔ ｅｎｄｅｄ  ｔｒａｎ ｓｐｏｒｔａ ｔ ｉ ｏｎ

－

ｉｍ ａｇｅ ｒｙ 
ｍｏｄｅ ｌ ： Ａｍｅ ｔａ －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 ｏｆ

ｔｈ ｅ ａｎ ｔｅｃｅｄｅ ｎ 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

ｎ ｃｅ ｓ ｏｆ ｃ ｏｎ ｓｕｍｅ ｒｓ

＇

ｎａｒｒａ ｔ ｉ ｖｅ  ｔｒａｎ ｓ
ｐ
ｏ ｒｔａ ｔ ｉｏｎ＾ ］

． Ｊｏｕ ｒｎ ａ ｌ ｏ ｆ 
Ｃｏｎ ｓｕｍ ｅ ｒ  ｒｅ ｓ ｅａｒｃｈ

， 
２０ １ ４

，

４０
（
５

）
：７９ ７

－

８ １ ７ ．

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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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求助故事建构层面对叙事传输的影响

大病家庭对求助叙事的建构是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形成叙事传输的

第
一

步
， 叙事质量会显著影响叙事传输的效果 ， 从而影响潜在捐赠者的态度 ． 叙

事质量包含故事结构 、 言语文采 、 展示方式等是否助力人们形成传输 ［
１

］

。 比如 ，

范德堡大学市场营销学教授 Ｊｅｎｎ ｉｆｅｒＥｄ ｓｏｎＥ ｓｃａ ｌ ａｓ 曾说过 ：

“

最明显的减弱传输程

度的方式是选择结构较差的叙事
”

［
２

］

。
ＴｏｍＶａｎＬａｅｒ 等人将叙事质量细分成故事是

否成功建构了令阅读者认同的人物 、 是否成功建构了可以让阅读者想象的情节以

及叙事是否逼真 。 本研究认为 ， 故事结构 、 语言文采 、 呈现方式等外在的叙事手

段均服务于人物 、 情节和感知真实的创造 。 基于此 ， 我们认为求助故事建构对叙

事传输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叙事质量上 ， 并进
一步表现为求助叙事对人物 、 情节及

感知真实的建构 。

（

一

） 求助者形象建构的可认同程度

Ｍ ｉ ｃｈａｅ ｌＤ ． Ｓ ｌａｔｅｒ 和 ＤｏｎｎａＲｏｕｎｅｒ 认为 ，
可识别的人物影响叙事的传达 ， 因为

故事接受者间接的体验人物的信仰和情感 ， 与他们产生共鸣 ， 并全神贯注于故事

［
３

］

。 叙事要求故事建构者要清楚的传达他们正在谈论的人 ，
因此故事讲述者承担

着根据他们对人物可识别性的判断来塑造人物的责任 。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

事文本中对求助者形象可认同程度的建构关系着叙事传输效果的好坏 ，
这也是为

什么求助者会努力在求助叙事中刻画 自 己值得帮助的正面形象 ，
这有助于故事接

受者形成对人物的认同和潜在的共鸣 。

认同是
一

种想象的体验 ， 在这种体验中 ，

一

个人会放弃对 自 己 身份的意识 ，

通过所认同的人的观点来体验世界 。 认同的不同强度反映了
一

个人将 自 己的观点

与另
一

个人的观点进行交换 ， 并能够忘记 自 己的程度ｗ 。 大病公益众筹求助者基

于对人物可识别性的判断 ， 将求助者形象刻画的越饱满 ， 潜在捐赠者对求助者的

形象认同度就越高 ，
也越能站在求助者的立场考虑 ，

因此
， 被传输程度也会更高 。

反之 ， 求助文本中求助者形象建构的可认同程度越低 ， 被传输的效果就会越弱 ，

对潜在捐赠者捐赠态度的影响也就越微弱 。

（
二

） 医疗情节描述的可想象程度

故事情节是指在叙事环境中的发生在人物身上的事件的时间顺序 。 故事情节

的意向对叙事的传达至关重要 ，
它可以激发阅读者的心理意象 。

Ｇ ｒｅｅｎ 认为心理

严进 ，杨珊珊．叙事传输的说服机制
［
Ｊ

］
．心理科学进展

，

２０ １ ３
，
２ １

（
０６

）
： １ １ ２ ５

－

１ １ ３ ２ ．

［

２
］

Ｅ ｓｃａ ｌ ａｓ Ｊ Ｅ ．Ｓ ｅ ｌ ｆ
－

ｒｅ ｆｅ ｒｅｎｃ ｉｎ
ｇ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ｕａ ｓ ｉ ｏｎ ： Ｎａｒｒａ ｔ ｉ ｖｅ  ｔｒａｎ ｓ

ｐ
ｏ ｒｔａ ｔ ｉ ｏ ｎ ｖｅ ｒｓｕ ｓ ａｎ ａ ｌｙｔ ｉｃａ ｌ ｅ ｌ ａｂｏ ｒａ ｔ ｉ ｏ ｎ＾ ］

． Ｊ ｏｕ ｒｎａ ｌ ｏｆ

Ｃｏｎ ｓｕｍｅｒ Ｒｅ ｓ ｅａｒｃｈ
， 
２ ００ ７

， 
３ ３

（
４

）
： ４ ２ １

－４２９ ．

＾
Ｓ ｌ ａ ｔｅｒ Ｍ Ｄ

， 
Ｒ ｏｕｎ ｅ ｒ Ｄ ．Ｅｎ ｔｅ ｒｔａ ｉｎｍｅｎｔ

￣

ｅｄｕ ｃａ ｔ ｉ ｏｎ ａｎｄ ｅ ｌ ａｂｏｒａ ｔ ｉｏ ｎ ｌ ｉ ｋ ｅ ｌ ｉ ｈｏｏｄ ： Ｕｎｄｅ ｒｓ ｔａｎｄ ｉｎｇ 
ｔｈｅ

ｐ
ｒｏｃｅ ｓ ｓ ｉ ｎ

ｇ 

ｏ ｆ

ｎａｒｒａ ｔ ｉｖｅ
ｐ

ｅ ｒｓｕａｓ ｉ ｏｎ
［
Ｊ
］

． 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 ｔ ｉ 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 
２００２

， １ ２
（
２
）

： １ ７ ３
－

１ ９ １ ．

［

４
］

Ｃｏｈｅｎ Ｊ ． Ｄｅ ｆｉｎ ｉｎ
ｇ 

ｉ ｄｅｎ ｔ ｉｆｉ ｃａ ｔ ｉｏｎ ： Ａ ｔｈ ｅｏ ｒｅ ｔ ｉ ｃａ ｌ  ｌ ｏｏｋ ａ ｔ  ｔｈｅ  ｉ ｄｅｎ ｔ ｉｆｉｃａ ｔ ｉ ｏ ｎ ｏ ｆ ａｕｄ ｉ ｅｎｃｅ ｓ ｗ ｉ ｔｈ ｍｅｄ ｉ ａ ｃｈ ａｒａｃ ｔｅ ｒｓ
［
Ｊ

］
．

Ｍａｓ 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 ｉｏｎ ＆ｓｏｃ ｉ ｅ ｔｙ ， 
２ ００ １

， 
４

（
３

）
： ２４５

－

２６４ ．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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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有助于在叙事中对事件进行心理模拟 ， 当读者模拟或想象所描述的事件和情

景时 ， 他们可能会釆纳事件序列所暗示的信念和意图 ［
｜

］

。 如果故事能够提供足够

丰富的情节信息来支撑阅读者的想象 ， 故事接收者就可以在脑海中建构更贴近的

心理意象 ， 从而更易被叙事内容传输 。

换言之 ， 如果大病公益众筹求助者在叙事中能够提供足够丰富的医疗情节 ，

潜在捐赠者就会形成更强的心理意象 ， 更深度的投入进求助叙事所建构的世界中

去 ， 被叙事传输的程度也就越高 。 比如 ，
患者及其家属在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

求助文本 中详尽的介绍 自 己
一路辗转就医的过程 ，

可以使潜在捐赠者在阅读时伴

随故事的情节叙述产生足够多的心理意象 ，
化身成为求助叙事中的

“

代理患者
”

，

从而在抽象的叙事空间 中陪求助者
一

起完成这场就医的辗转运动 ，
类似于我们在

阅读时 ， 常反映在心理层面的
“

要是我经历这些 的代入感 。 反之 ， 如果大病公

益众筹求助者在叙事中提供的情节有限 ， 那潜在捐赠者则无法调动起足够多的心

理意象卷入到被叙述的故事中 ， 从而弱化求助文本的叙事传输能力 。

（
三

） 叙事真实性的可感知程度

真实性是故事传输的重要影响因素之
一

。 叙事传输理论的提出者 Ｇｒｅｅｎ 认为 ，

当人们被传输进故事中 ，
读者的态度 、 信念会变得与故事相

一

致 ，
并且读者在被

传输的过程中 ，
并不关心叙事是否真实 ，

而更看重故事是否合乎逻辑 ［
２

］

。 换言之 ，

我们在此处探讨的真实并非事实层面的真实 ，
而是

一

种感觉上的真实 。

人们将碎片化的信息在时间与 内容层面整合为
一

体 ，构成总体的意义表征 ，如

此
一

来 ，
尽管有时前后因果逻辑不正确 ，但这种时间顺序的排布可以让人们产生

因果关系推断 ［
３

］

。 这是
一

种会使故事看起来真实 、 准确的伪逻辑 ，阅读者很容易接

受这些信息的影响 ， 对此 ，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 Ｇ ｉ ｌｂｅｒ 早在 １ ９９ １ 年就做出过相

应的解释 ， 他认为人们会很 自 然地接受故事 中看起来正确的信息 ，除非他们有动

机或者有能力去反驳 ［
４

］

， 但在叙事传输 中阅读者是连贯的心理体验过程 ， 如果为

了批判故事中的观点而 中断传输状态 ，
会严重破坏他们的故事阅读体验 ， 并且在

阅读时 ，被传输者的注意力会集中于故事中的情节想象 ，这使他们没有足够的动机

和能力在阅读的同时还兼顾反驳故事 中的 内容 。 如果阅读者在被传输过程中 ， 有

影响逻辑的 因素 出现 ， 影响较小时 ， 他们还可以选择暂时压下疑惑 ， 完成全部阅

读 ， 洱重新进行评估 ， 但如果影响过大 ，
贝

１

ｊ传输状态会被迫中断 ，
因而叙事 内容

的说服效果也就锐减 。

［

１

］

Ｇ ｒｅｅｎＭ Ｃ ． Ｎａ ｒｒａ ｔ ｉｖｅ ｓ ａｎｄ ｃａｎ ｃ ｅ ｒ 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 ｔ ｉ ｏｎ＾ ］
． Ｊ ｏ ｕｒｎ ａ ｌ ｏ ｆ 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 ｔ 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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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叙事真实性的可感知程度会显著影响求

助叙事传输水平 ， 哪怕 只是读起来真实 。 比如 ， 在前文收集到的网络公益大病医

疗众筹项 目 案例 中 ， 有
一

则 《 ２ ７ 岁大学辅导员突发病危 ＩＣＵ 救治中 ，
紧急求助 》

的众筹文本 ， 其中提到 ：

‘ ‘

天有不测风云 ，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４ 号晚上我和朋友一起吃 完饭 ， 在回 家的路上 ，

不幸 突 发意外 ，
当 场休克 ，

立 即被送入綿 阳 市 第三人 民 医 院进行抢救治疗 ，
经过

医 生整整七个 多 小 时的抢救 ，
切除 了 三分之一的肝部 ， 还有 多 个部位 大 面 积渗血

至今昏迷不醒 ， 随后 送入 ＩＣＵ 重症监护 室 继续抢救治疗 。

”

在这段叙事 中 ， 求助者将该辅导员的病因 归为
“

突发病危
”

，
没有进

一

步交代

详细情况 ， 但通过
“

突发病危——当场休克—— ＩＣＵ 抢救
”

等 内容在时间线上的串

联 ， 使潜在捐赠者认为患者是 由于某种急症的爆发而进入危 困抢救状态 ， 但实际

上该辅导员是因为车祸重伤住院 （在其学院官方新闻稿 中证实 ） ， 求助者之所以

隐匿
“

车祸重伤
”

，
而选择用

“

突发病危
”

来叙事 ， 有很大可能是为 了 回避 自 己在车

祸 中的不当行为 ，
通过避重就轻的情节处理 ， 构建患者无辜并亟待救援的正面形

象 ，
这也是求助者通过对时间与 内容的组织 ，

让读者被传输进错误的 因果逻辑 ，

从而使叙事内容对受众产生更好的传输效果的体现 。

反之 ， 如果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在叙事中给潜在捐赠者带来 了
“

感觉

不对
”

的阅读体验 ， 那传输效果就会大大减弱甚至 中断 。

二 、 求助故事解读层面对叙事传输的影响

潜在捐赠者对求助叙事的解读是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形成叙事传输

的第二步 ，
与求助故事建构共同 构成叙事传输过程 。 在传统媒体时代 ， 传播者习

惯在 自 己的主观操纵下推理阅读者的需求与喜好 ， 构想阅读者 ，
并据此进行叙事

编码 ，
这种饱含传播者主观想象的叙事建构忽视了现实中 阅读者对传播文本的构

建解读能力 。 如今 ， 社交媒体的崛起迫使
“

我说你听
”

的传统交流模式进行改变 ，

要求传播者在进行叙事建构时能够置身多元场景 ， 从现实中的 阅读者角度出发 ，

寻求故事建构者与解构者的最大公约数 。 也就是说 ， 传播者要在编码环节就考虑

到现实阅读者可能会如何解构故事 ，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针对的故事建构 。

Ｄａ ｌＣ ｉｎ 认为 ， 在被
“

传输
”

层面会存在个体差异 ， 并将此称为
“

可传输性
”

（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

［
１
］

。
ＴｏｍＶａｎＬａｅｒ 等人认为故事接受者对故事主题的熟悉程度 、

对故事主题的关注程度以及个体的可传输性是从求助故事解读方面出发可探究

的对叙事传输的影响因素 ［
２

］

。
Ｖａｕｇ

ｈｎ 等人证明对叙事建构场景的熟悉度 、 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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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相关的认知或经历 、 阅读者与故事主角相似等都能够促进叙事传输 严进

与杨珊珊认为人们的学识背景 、 认知方式等个体因素与信息处理紧密相关 ，
会对

传输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

２
］

。 综上 ， 本研究认为求助故事解读对叙事传输的影响主

要集中在潜在捐赠者个体层面 ， 并进
一

步表现为潜在捐赠者对求助故事的熟悉度 、

专注度 。

（

一

） 求助叙事情节的熟悉度

熟悉度指的是故事接收者拥有的对故事主题或类型的先验知识及经验程度 ，

熟悉度对故事加工和传输起积极作用 ， 因为它可以激发阅读者的 内在兴趣或使他

们更容易想象故事情节 ， 提升对故事的解读能力 。 在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

中 ， 求助故事与潜在捐赠者的个人经历或认知较为接近时 ， 个体被传输的可能性

及程度就越深 ，
从而被求助叙事改变态度的可能就越大 。

Ｑｕ ｉｎｔｅｒｏＪｏｈｎｓｏｎＪＭ 曾在他的研究中证明与叙事有关的相关经历能增强叙

事传输的效应 ［
３

］

。 比如 ，
研究者在与有过大病公益众筹捐赠行为的个体进行交谈

时发现 ， 有些捐赠者更倾向于选择为 自 己 同行或与行业相关的大病患者提供捐款 ，

比如某大学教授会因为求助者的老师或学生身份而产生捐款意愿 ，
这正是阅读者

对故事的熟悉度在叙事传输中起积极作用 的典型案例 。 在第二章的网络公益大病

医疗众筹叙事各叙事维度分析中 ，
我们发现尽管缺少学理性认识 ， 但已经有不少

求助者凭借敏锐的感知力模糊意识到寻求潜在捐赠者对求助故事熟悉度的重要

性 ，
并试图在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的叙事中突 出更贴近潜在捐赠者的 内容 。

（
二

） 阅读求助叙事时的专注度

阅读者对故事的关注程度会作为故事接收者的相关属性影响叙事传输效果 ，

ＴｏｍＶａｎＬａｅｒ 等人将注意力定义为故事接收者对故事的专注程度Ｗ 。 当故事激发

阅读者更集 中的注意力时 ， 阅读者因此体验到的叙事传输效果更强 。 反之 ， 当故

事接收者的注意力被扰乱 ，
也会导致较低水平的叙事传输甚至带来叙事传输的 中

断 。

潜在捐赠者在阅读过程中 自 我想象能力的差别也会影响阅读时的专注度 ， 从

而影响叙車传输的程度 。 当潜在捐赠者阅读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文本时 ，

自 我想象能力较强的被传输个体 ，
会更容易进入求助者所描述的故事 ， 专注体会

故事带来的强烈情感刺激 ， 从而冇更高机会被求助者说服产生帮扶的态度意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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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叙事传输的影响因素 ，
可以明晰求助故事能

通过哪些叙事元素完成潜在捐赠者代入叙事世界的心理过程 ， 并改变他们对求助

叙事的态度和信念 。

第二节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目的叙事传输过程

叙事传输的世界是
一

种被传输者的认知和情感浸入故事的状态 。 根据叙事传

输理论 ， 叙事传输过程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 ■

． 第
一

阶段
，
阅读者进入故事场景 ；

第二阶段 ，
阅读者的情感在故事世界中随情节而起伏 ； 第三阶段 ， 阅读者形成与

故事倾向
一

致的态度 。 本节基于叙事传输理论 ， 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的

叙事传输过程进行剖析 ， 明晰潜在捐赠者代入叙事世界并形成帮扶意愿的心理过

程 。

潜在捐贈者的进场

当大病公益众筹叙事被传送到潜在捐赠者的可触及场域中 ， 求助叙事就争得

了吸引潜在捐赠者进场的机会 。 从潜在捐赠者选择点击阅读众筹文本开始 ， 他们

就会暂时地脱离真实世界 ，
进入到求助者构建的叙事世界 中 ， 并按照求助者的文

本组织结构 ， 在脑海中演泽求助本文建构起的医疗求助情境 。 这要求网络公益大

病医疗众筹项 目 必须在标题和正文的叙述中形成
一

个
“

抓手
”

， 将潜在捐赠者吸引

过来 。 由此 ， 建构高质量的求助故事成为必然的努力方向 。

故事本体的传输效果 ，
不仅取决于故事的核心思想 ，

也取决于故事结构的组

织排列和语言的表达功底 ［

１

］

。 因此 ， 求助文本整体的呈现方式尤为重要 ， 基于求

助者想要传达的核心
“

求援
”

思想
，
通过调整求助叙事各部分的 内容排布 ，

可以达

到众筹文本对潜在捐赠者的最优传输效果 。 首先 ，
逻辑顺畅的众筹叙事能构建求

助者身处救治困境的基本情境 。 在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中 ， 求助者们对患

者的身份信息 、 患病情况 、 家庭财产情况及资源需求等情况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

包含时间 、 地点 、 人物 、 起因 、 经过 、 结果等叙事要素 ， 符合叙事传输要求的故

事化特征 。 其次 ， 求助叙事对真实临场感的打造是丰富潜在捐赠者情境体验的先

决条件 。 求助信息带给潜在捐赠者的感知真实性越强 ， 越有利于他们浸入叙事世

界中 ， 在阅读中延续进场的选择 ，
从而为进入叙事传输的下

一

阶段奠定基础 。 当

潜在捐赠者进场后 ， 他们从个体外部来看 ，
会降低对身边事物的反应敏感度 ， 被

传输程度越高 ， 对外界的反映就越偏向
“

不予理会
”

， 这就好比人在阅读小说时听

⑴坚斌．少数民族神话传播 内容的叙事传输研究——从藏族创世神话谈起 ［
Ｊ
］

．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 ） ，

２０２ ０
，

２ ３ ５
（
０ １

）
： １ ８ １

－

１ ８ ８ ．

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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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旁边人喊 自 己的名宇 。 而从个体内部来看 ， 潜在捐赠者察觉求助叙事构建中

的逻辑失误能力也会降低 ，
甚至会脱离现实的客观标准 ， 接受求助者的叙事逻辑 ，

比如有减肥需求的人可能会在科普文 自 成逻辑的叙事中相信
“

吃巧克力也可以减

肥
”

这
一

信息 。

总之
，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的求助叙事为潜在捐赠者构建了

一

个叙事

世界 ，
并吸引他们迈入 。

二 、 求助故事诱发情绪反映

潜在捐赠者被传输进大病患者及其家属构建的叙事世界后 ， 很容易被求助叙

事中的情节或人物经历所感染 ，
与患者家庭

一

起感受疾病当头的无助 、 不向命运

服输的坚强等各类情绪 ， 在强烈的情绪反映下 ， 潜在捐赠者化身成与求助者
一

体

的角色 。

（

一

） 求助叙事消解潜在捐赠者对被说服的
“

抵抗力
”

对
？

说服的抵抗是态度和行为改变的关键性障碍 。 求助叙事可以消解潜在捐赠

者对说服的抵抗 ，
这是求助故事诱发正 向情绪反映的第

一

步 。
Ｅｓｃａｌａｓ 曾在研究

中证明叙事传输有利于减少负面认知反应 ［
１
］

，
而抵抗力就是负面认知反应的

一

种 ，

具体表现为拒绝改变或者抵抗说服的动机 。 当说服内容以故事形式呈现时 ， 人们

对故事中的说服 目 的感知较弱 ， 从而不太可能激起阅读者对说服的抵抗 ［
２

］

。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采用故事化求助形式 ，
对潜在捐赠者的说服抵抗

具有较好的化解优势 。
Ｓ ｌａｔｅｒ 和 Ｒｏｕｎｅｒ 在研究

一项戒酒的说服运动时发现 ，
当想

要传递的说服信息与被说服对象的价值观相符时 ，采用统计数据的形式会更有说

服力 ，
但当想要传递的说服信息与被说服对象的价值观相悖时 ， 釆用讲故事的形

式会更有说服力 ［
３

］

。 众筹叙事具备记叙文所要求的六要素 ， 拥有天然的故事性 ，

同时 ，
理性策略也是求助者常采用 的叙事策略之

一

， 因此 ，
大病求助者建构起的

求助故亊有机会对持有各类态度的潜在捐赠者进行说服动员 ，
当然这建立在求助

者有够高的叙事水平这
一基础上 。

（
二

） 求助叙事加深潜在捐赠者对受助人的喜爱和认同

在求助叙事中生成的对受助人的喜爱和认同 ， 是诱发潜在捐赠者正 向情绪反

映的第二步 ． 英国曼切斯特学派代表学者 Ｃｏｈｅｎ 认为认 同是 自 我意识暂时被强

烈的情绪取代并与某个角色产生精神联系的过程 ｜

４
１

。 阅读者会和他所认同的故事

（

１

１

Ｅｓｃａ ｌ ａｓ ＪＥ ． Ｉｍａ
ｇ

ｉｎｅ
ｙ
ｏｕ ｒｓｅ ｌｆ  ｉｎ  ｔｈｅ

ｐ
ｒｏｄｕｃｔ ：Ｍ ｅｎ ｔａ ｌ ｓ ｉｍｕ ｌ ａ ｔ ｉｏｎ

， 
ｎａｒｒａ ｔ 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

ｐ
ｏｒｔａｔ ｉｏｎ ， ａｎｄ

ｐ
ｃ ｒｓｕａｓ ｉ ｏｎ

［
Ｊ
］

．

Ｊ ｏｕｒｎ ａ ｌ ｏ ｆ ａｄ ｖｅ ｒｔ ｉ ｓ ｉ ｎｇ ， 
２００４

， 
３ ３

（
２
）

：３ ７
－４ ８ ．

｜

２
］

Ｍ ｏｙ
ｅ ｒ

－Ｇｕ ｓｅ Ｅ
， 
Ｎａｂ ｉ ＲＬ ． Ｅｘｐ ｌ ａ ｉ ｎ ｉ ｎｇ 

ｔｈｅ ｅ ｆｆｅｃ ｔ ｓ ｏｆ ｎ ａ ｒｒａ ｔ ｉ ｖｅ  ｉ ｎ ａｎ ｅｎ ｔｅｒｔａ ｉ ｎｍｅｎ ｔ  ｔｅ ｌ ｅｖ ｉ ｓ ｉ ｏ ｎ
ｐ ｒｏ

ｇ
ｒａｍ ：

Ｏｖｅ ｒｃｏｍ ｉ ｎ
ｇ 

ｒｅ ｓ ｉ ｓ 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ｐ

ｅｒｓｕａｓ ｉｏｎ
［
Ｊ

］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 ｔ ｉｏｎ ｒｅ ｓ ｅａｒｃｈ

， ２０ １ ０
， 
３ ６

（
１

）
： ２ ６

－

５ ２ ．

１

５
１

Ｓ ｌ ａ ｔｅ ｒ Ｍ Ｄ
， Ｒｏｕｎｅｒ Ｄ ． Ｖａ ｌ ｕｅ

－

ａｆｆｉｒｍａ ｔ ｉｖｅ ａｎｄ ｖａ ｌ ｕ ｅ
－

ｐ
ｒｏ ｔｅｃ ｔ ｉ ｖ ｅ

ｐ
ｒｏｃｅ ｓｓ ｉ ｎｇ 

ｏｆ ａ ｌ ｃｏｈｏ ｌ 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ｍ ｅ ｓ ｓａ
ｇ
ｅ ｓ  ｔｈａ ｔ

ｉ ｎｃ ｌ ｕｄ ｅ ｓ ｔａ ｔ ｉ ｓ ｔ ｉｃａ ｌ ｅｖ ｉｄｅｎ ｃ ｅ ｏ ｒ ａｎｅｃ ｄｏ ｔｅｓ
［
Ｊ

］
．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ａ ｔ ｉ ｏｎＲｅ ｓ ｅａｒｃ ｈ

， １ ９９ ６
， 
２３

（
２

）
： ２ １ ０

－

２３ ５ ．

Ｃｏｈ ｅｎＪ ． Ｄｅｆｉｎ ｉ ｎ
ｇ 

ｉ ｄｅｎ ｔ ｉ ｆ ｉ ｃａ ｔ ｉｏｎ ：Ａ ｔｈ ｅｏ ｒｅ ｔ ｉ ｃ ａ ｌ  ｌｏｏｋ ａ ｔ  ｔｈｅ  ｉ ｄｅｎ ｔ ｉ ｆ ｉ ｃ ａ ｔ 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ｄ ｉ ｅｎｃｅｓ ｗ ｉ ｔｈ ｍｅｄ ｉ ａ ｃ ｈ ａｒａ ｃ ｔｅ ｒｓ
［
Ｊ

］
．

Ｍ ａ ｓ ｓ ｃ ｏｍｍｕｎ ｉ ｃ ａ ｔ ｉｏｎ ＆ｓｏｃ ｉ ｅ ｔｙ ， 
２００ １

，
４

（
３

）
： ２４ ５

－

２ ６４ ．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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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色发生融合 ， 进而将这个角 色的观点当作是 自 己的观点 ， 这种读者在意识状态

上的改变正是通过被传输进故事世界来实现的 。 叙事传输过程会增加 阅读者对故

事主人公的喜爱和认同程度 ， 进而使阅读者模仿和接受故事人物的行为和态度 ，

做出与故事主人公更相似的情绪反应 。

在叙事说服过程中 ， 故事中的人物是内部信息来源之
一

， 对求助者的认同会

使潜在捐赠者认为信息来源更加可靠 ， 进而增加求助信息的说服效果 ． 本研究在

第二章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各叙事维度进行分析时发现 ， 求助者在建构

自 我形象时会着重突 出 自 身值得帮扶的品质 ， 运用贴近主流价值观 、 动用社交网

络熟人验证等方式向理想化的救助对象靠拢 ， 从而调动潜在捐赠者对 自 身的认同 。

潜在捐赠者对受助人的认同会使其更相信求助 内容的真实性 ， 并产生与求助者相

同的情绪和态度倾向 。

（
三

） 求助叙事留 白延长潜在捐赠者情绪体验的时长

当潜在捐赠者在大病求助叙事世界中感受到强烈的情绪体验时 ， 叙事未涉及

的留 白 区域也可以给潜在捐赠者更丰富的想象空间 ，
进
一

步延长情绪体验的过程 。

留 白是中国艺术创作中的常见手法 ， 指在作品 中 留下相应的空 白 ， 留 出可想象的

空间 。 本研究认为 ， 在叙事传输过程中 ，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 中未涉及的

留 白 区域可以为潜在捐赠者提供更多的情绪体验空间 ， 具体表现有两种 ：

一

是叙事传输为潜在捐赠者搭建了短时的心理安全空间 。 潜在捐赠者在叙事

传输过程 中代入求助者的视角 ， 并在叙事世界 中亲身经历了求助者遭遇的患病历

程 ， 体验到对疾病 、 贫穷和死亡的恐惧 ， 但同时潜在捐赠者在现实世界又是安全

白 勺 ， 他们可以在患者的故事中感知到 自 己还有机会重视健康问题 。 上述情境就是

潜在捐赠者在求助叙事传输过程中得以栖息的暂时性心理安全空间 ， 在这个空间

中 ， 潜在捐赠者对疾病产生的恐惧情绪会反过来支持他们融入与求助者的情绪共

鸣中 。

二是叙事传输提升了潜在捐赠者主动补充求助者
“

言外之意
”

的积极性 。 处于

传输 中 的个体会主动猜测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和人物的经历 ， 并且预设能够改变

故事的关键事件 。 当求助者在叙事结尾袒露 自 己 医疗救治资源的短缺现状时 ， 就

将能够改变求助者故事走 向的关键事件的
“

书写权
”

交到 了潜在捐赠者手 中 。 从求

助者未尽言明的 留 白处 ， 潜在捐赠者可以感知到求助者的呼吁之情 ， 并做出与求

助者意愿一致的捐助意愿 ，
让曾经预设过的 、 能够改变求助者故事的关键事件成

三 、 潜在捐赠者生成支持态度

叙事传输理论认为 ， 被阅读的故事会携带某些特定的倾向和观点 ， 这种认知

层面的导引会以不易察觉的方式作为故事的核心理念贯穿始终 。 阅读者在传输过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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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对故事人物产生了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 ， 在移情作用下成为故事人物的代理

体验者与支持者 。 此外 ， 故事中丰富的可感知信息使叙事传输具备更强的说服作

用 。 因此 ， 当 阅读者结束其在叙事世界的
“

旅程
”

回到现实中时 ， 他的观点和态度

有被叙事传输所改变的可能 ， 从而使他们继续保有和故事
一

致的态度甚至是行为

主张 。 比如 ， 儿童因为观看某部动画片对其中的某个动画人物产生喜爱之情 ，
会

在观影结束后的现实生活 中模仿该动画人物表达观点 、 释放行为 。

在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构建的叙事世界中 ，

“

我需要被帮助
”

和
“

我值

得被帮劢
”

是求助故事的核心倾向 ， 潜在捐赠者与传输过程中会受到故事主 旨倾

向的影响 ， 从而在阅读结束后形成
“

他需要被帮助
”“

他值得被帮助
”

和
“

我愿意帮

助他
”

的态度倾向 。

第三节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目叙事传输后续

叙事传输是用故事改变说服对象态度的心理机制
， 在本章

一

、
二节中我们剖

析了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传输机制的影响因素和过程 ， 明晰了潜在捐赠者

会通过叙事带来的强烈情感体验实现态度的转变 ， 并在传输结束后继续保留对求

助者有利态度的理想结果 ， 但这并不是叙事传输后的最终结局 。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 ＲｉｃｈａｒｄＬａｐ ｉｅｒｅ 曾在研究中证明 ， 人的态度和行为并不

总是
一

致 ， 行为的实施除了有强烈的态度外 ，
还要有突破环境限制和真正落实完

成的能力 ［
１

］

。 因此 ， 当潜在捐赠者结束被传输的过程回到现实中 ，
他们在叙事传

输过程 中形成的与求助者立场
一

致的态度和信念能存续多久以及是否能转化成

切实的捐赠行动还未成定数 。 基于此
，
本研究认为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叙

事传输后续的走向有两种 ，

一

是潜在捐赠者正面的意向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巩固 ，

二足被现实 因素再次消解 。

一

、 捐贈意向在现实世界得到巩固

促使我们态度与行为趋 向一致的动力主要有外界压力和 内在驱动两个来源 。

潜在捐赠者在叙事传输过程屮形成求助者所希冀的帮扶意愿 ， 并在叙事传输结朿

后依旧保有该倾向 ． 如果后续现实世界 中的外在阻力较小或 自 身帮扶意愿足够强

烈 ， 潜在捐赠者的帮扶意愿就会得到延续和巩固 ， 并进
一

步对行为产生正面影响 。

潜在捐赠者可能面临的外在阻力主耍有 ： 现实经济情况 、 家人支持程度 、 对

平台的信任程度以及对求助故事逻辑漏洞的后知察觉等 。 家庭经济状况越好 ， 潜

在捐赠者对维持帮扶意愿或行动金钱成本的考虑就越置后 ； 当亲友对 自 己已形成

１

１

１

ＬａＰ ｉｅｒｅ Ｒ Ｔ ． Ａ ｔ ｔ ｉ ｔｕｄ ｅ ｓ ｖ ｓ ． ａｃ ｔｉｏｎ ｓ
［
Ｊ

］
．Ｓｏｃ ｉ ａ ｌ ｆｏ ｒｃｅ ｓ

， １ ９３ ４
， １ ３

（
２

）
： ２３ ０

－

２３ ７ ．

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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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帮扶意向持认可支持态度时 ， 潜在捐赠者维持愿意向的动力也就更加强烈 ，
这

是因为亲友的认同会使潜在捐赠者认为这是可靠的决定 ； 同时 ， 屡禁不止的众筹

欺诈行为 、 平台商业化运行规则的展露可能会使潜在捐赠者对故事的真实性起疑 ，

因此 ， 潜在捐赠者回归真实世界后对大病众筹这种形式及众筹平台的信任越强 ，

维持原意愿的可能性就越高 ？

， 逻辑顺畅是求助叙事的基本前提 ， 感觉真实是求助

叙事的更高要求 ，

二者不仅可以加深潜在捐赠者在传输过程中的心理投入程度 ，

还为潜在捐赠者回归现实世界后维持原意向提供更多保护力 ， 因此对求助故事漏

洞的后知察觉越少 ，
维持原意愿的可能性就越高 。

潜在捐赠者维持在叙事世界中形成的信念并使信念与行动趋 向
一

致的 内在

驱动力与态度的强烈程度息息相关 。
Ｌａｐ ｉ ｅｒｅ 认为如果我们对

？

某个人或某件事的

态度非常明确 ， 那么这种态度就会拥有重要性及显著性特征 ， 使我们更容易在记

忆中提取这种态度 ［
１
］

。 当潜在捐赠者被传输进叙事世界时生成的帮扶意愿越强 ，

回到现实世界后延续该意愿的时间就越长 ， 将帮扶意愿从信念转化为行动的可能

性也就越高 。

二 、 捐贈意向被现实因素再次消解

情境因素会影响叙事传输的程度 ， 带来不同的传输效果 。 我们可 以同时拥有

很多互相矛盾的态度倾向 ，
哪种态度会 占据上风并对你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取决

于你所身处的特定情境 。
Ｓ ｉｍｏｍｏｎ 在研究情境决策时证明 了我们会受 自 己所处

情境的影响 ， 在对比效应 、 规避损失风险等心理下选择更具吸引力的选项或折中

决策Ｗ 。 当潜在捐赠者结束传输过程进行后续决策时 ， 身处的环境发生改变 ， 需

要动用 到信息处理系统对众筹叙事 中的细节与现实认知进行结合处理 ， 在这个过

程中 ， 现实环境 中 的逆向边缘 证据也会消解其捐赠意愿 ，
比如 自 己生活也不容

易 、 求助者 自 己也有缺陷等 ， 从而使新的选择与原选择相悖 。

需要说明的是 ，
并非所有大病公益众筹叙事都能实现叙事传输过程 ， 对潜在

捐赠者带来心理层面的说服效用 。 理想 目 标的完成需要大病公益众筹叙事在故事

建构环节达到
一

定的水平要求 ， 同时也要在建构环节就考虑到潜在捐赠者可能会

如何解构故事 ， 并以此为考虑因素调整求助故事的叙事方式 ， 增加潜在捐赠者被

传输进叙事世界并被说服的几率 。 因此 ， 求助者如何叙事至关重要 ，
不同的叙事

方法带来的传输说服效果也会不同 。

＾
ＬａＰ ｉ ｅ ｒｅ Ｒ Ｔ ． Ａ ｔ ｔ ｉ ｔｕｄ ｅ ｓ ｖ ｓ ． ａｃ ｔ ｉ ｏｎ ｓ

［
Ｊ

］
． Ｓ ｏｃ ｉ ａ ｌ ｆｏ ｒｃｅｓ

， １ ９ ３ ４
， １ ３

（
２

）
： ２ ３０－

２ ３ ７ ．

ｗ
Ｓ ｉｍｏｎ ｓｏｎ  Ｉ

， 
Ｔｖｅ ｒｓｋｙ

Ａ ． Ｃｈｏ ｉ ｃｅ  ｉ ｎ ｃｏｎ ｔｅｘ ｔ ： Ｔ ｒａｄｅｏ ｆｆ ｃｏ ｎｔｒａ ｓ ｔ ａｎｄ ｅｘ ｔｒｅｍｅｎｅｓ ｓ ａｖ ｅ ｒｓ ｉ ｏｎ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 ｆ ｍ ａ ｒｋｅ ｔ ｉ ｎ ｇ

ｒｅ ｓ ｅａｒｃｈ
， １ ９９２

， 
２９

（
３

）
： ２ ８ １

－

２ ９ ５ ．

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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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传输效果分析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是带有强烈求助 目 的的传播文本 ， 在上章对网络

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叙事传输机制的分析中 ， 我们明确了求助者不同的叙事方

式带来的叙事传输效果存在较大差异 ， 因此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中的叙事

传输效果是
一

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

本文在第二章分析当前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的叙事方式及技巧时 ， 曾

以学者胡亚敏的 《叙事学 》为框架依据 ， 对众筹文本中的叙事要素进行分类编码 ，

具体对应标题信息含量 、 性别导向 、 负面形象回避 、 叙事视角 、 叙事策略 、 叙事

情节 、 叙事线数等不同维度 ， 本章将对上述维度中的不同叙事表达进行传输的说

服效果对比 ？

第一节 研究方法设计

本节将对问卷调查研究的变量与量表设计 、 操控性检验和数据釆集等信息展

开介绍 。

变？与量表设计

本研究设置了标题信息含量 、 性别导向 、 负面形象回避 、 叙事视角 、 叙事策

略 、 情节波折 、 叙事线数等 自变量 ， 并进
一步细分总结为更具体的对比变量 ， 并

各 自设置
一

段叙事材料 。 因变量则设置为潜在捐赠者点击阅读求助项 目 的意愿 、

潜在捐赠者的捐赠意愿两项 。 量表釆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 点评分法进行测量 ，
１ 为非常不

同意 ，

２ 为不太同意 ，

３ 为
一

般 ，

４ 为比较同意 ，

５ 为非常同意 ．

本研究的变量操作化方法见表 ４－

１
， 受制于篇幅长短 ， 表 ４－

１ 中未显示具体

的情境题项 ， 仅指出 了在问卷调查中对应的题 目位置。 每道情境题项的具体内容

详细可见 《附件 １ ： 问卷变量操作化方法 》 及 《附件 ２ ： 问卷调查——网络公益

大病医疗众筹平台中求助者叙事对大众捐赠意愿的影响调查 》 ？

表 冬 １ 问卷变量操作化方法

自变量类变量名^

测量情境题项
型称

标题信 息标题信息少问卷调查第 ６ 题第 （
１ ） 问

、
＾

标题字数

标题信息多问卷调查第 ６ 题第 （
２

） 问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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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４ 问卷变量操作化方法

叙事视角的女性倾向问卷调查第 ７ 题第 （
１

） 问
性别导向

叙事视角的男性倾向问卷调查第 ７ 题第 （
２

） 问

负面形象回求助者负面形象回避问卷调查第 ８ 题第 （
１

） 问
叙爭主体

避 Ａ求助者负面形象暴露问卷调查第 ８ 题第 （
２

） 问

负面形象回求助者负面形象回避问卷调查第 ９ 题第 ⑴ 问

避 Ｂ求助者负面形象暴露问卷调查第 ９ 题第 （
２

） 问

固定内聚焦问卷调查第 １ ０题第 （
１

） 问
叙事视角求助视角

多重内聚焦问卷调查第 １ ０ 题第 ＜
２

） 问

有对比闪回问卷调查第 １ １ 题第 ⑴ 向

叙事时间今昔对比
无对比闪回问卷调查第 １ １ 题第 （

２
） 问

情感策略 问卷调查第 １ ３ 题第 （
１

） 问

叙事策略理性策略问卷调查第 １ ３ 题第 （
２

） 问

信用策略问卷调查第 １ ３ 题第 （
３

） 问

＆波折就医情节缺位问卷调查第 １ ４题第 ⑴ 问

情节波折

波折就医情节就位问卷调查第 １４题第 （
２

） 问

叙事故事

单线型叙事问卷调查第 １ ５ 题第 （
１

） 问

叙事线路

复线型叙事问卷调查第 １ ５ 题第 （
２

） 问

文字型的诊断报问卷调查第 １ ６ 题第 （
１

） 问

叙事配图

病人伤情图片问卷调查第 １ ６ 题第 （
２

） 问

变量名称测量 题项

＿

ｍ


请选择您愿意进一步点击查看

进一步点击愿意进
一步点击查看众筹项 众筹项 目求助全文的意向程度

阅读意愿 ｒ
－

，
ｒ
－

，

阅读意愿目求助全文的意向程度ａ
非常不同意 太同意

ａ—

般
［＝ ｜

比较同意
｜＝｜

非常同意

请选择您您同意捐赠的意向程

捐赠意愿
Ｓ°

愿意捐赠数额的多少度
口
非常不同意

□
不太同意

Ｄ



又


一般 较同意

Ｄ非常同意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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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操控性眺

为检验对标题信息含量 、 性别导向 、 负面形象回避 （
Ａ＆Ｂ

） 、 求助叙事视

角 、 对比闪回 、 叙事策略 、 情节波折、 叙事线数量及叙事配图等变量情境题项的

操控有效性 ， 本研究分别使用补充题项的方式对被试者进行了测试 ． 比如 ，
通过

使用题项
“

我能感知到两段叙事中存在的求助者性别差异
”

来测试本问卷内容对
“

性别导向
”

这一变量的操控是否有效 ．

同样受制于篇幅长短 ， 表 ４－２ 中未显示具体的检验题项内容 ， 仅指出 了在问

卷调查中对应的题 目位置． 每道操控性检验题项的具体内容详细可见 《附件 １ ：

问卷变量操作化方法 》 或 《附件 ２ ： 问卷调查——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平台中

求助者叙事对大众捐赠意愿的影响调查 》 ？

表 ４＞２ 问卷调查题项操控性检验

自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测量 操控性检验题项

＿标题信息少问 卷调查第 ６ 题第
标题信息含量 标题字数丄

标题信息多 （
３

） 问

叙事视角的女性倾向问 卷调查 第 ７ 题第
性别导向

叙事视角的男性倾向 （
３

） 问

求助者负面形象回避 问 卷调查第 ８ 题第
叙事主体负面形象回避 Ａ

求助者负面形象暴露 （
３

） 问

求助者负面形象回避 问 卷调查第 ９ 题第
负面形象回避 Ｂ＿＿^

求助者负面形象暴露 （
３

） 问

固定内聚焦问卷调查第 １ ０ 题第
叙事视角求助视角

多重内聚焦 （
３

） 问

有对比闪回问卷调查第 １ １ 题第
叙事时间今昔对比

无对比闪 回 （
３

） 问

情感策略
问卷调查第 １ ３ 题第

叙事风格 理性策略
⑷ 问

信用策略

波折就医情节缺位问卷调查第 １ ４ 题第
情节波折

叙事故事 波折就医情节就位 （
３

） 问

单线型叙事问卷调查第 １ ５ 题第
叙事线路

复线型叙事 （
３

） 问

文字型的诊断报问卷调查第 １ ６ 题第
叙事配图＿



病人伤情图片


（
３

） 问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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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 ＳＰＳＳ２６得出的操控性检验分析结果如下 ：



表 ４－３ 叙事变量操控性检验


目 标Ｎ最小值 最大值均值众数

标题信息含量感知能力 ２８８ １ ５４ ．０４４

性别倾向感知能力 ２８８ １ ５４ ．０２４

负面形象回避感知能力 Ａ２８８ １ ５４ ．００４

负面形象回避感知能力 Ｂ２８８ ２ ５４ ． １４４

叙事视角感知能力 ２８８２ ５４ ． １ ０４

对比手法感知能力 ２８８ １ ５ ３ ．９０４

叙事策略感知能力 ２８８ ３ ５４ ．００４

就医波折感知能力 ２８８ ３ ５４ ． １ ６４

叙事线数感知能力 ２８ ８ ３ ５４ ． １２４

图文区别感知能力 ２８８ １ ５４ ．２ １４

为检验对
“

标题信息含量
”

这一变量的操控有效性 ， 本研究在调查问卷中使用

第 ６ 题第 ⑶ 问
“

我能感知到两则标题中存在信息含量多少的差异
”

对被试进行

测试 ， 并釆用 Ｌ ｉｋｅｒｔ５ 点评分法进行测量 ，

１ 为非常不同意 ，

２ 为不太同意 ，

３ 为

一

般 ，

４ 为比较同意 ，

５ 为非常同意 。 ２８８ 个被测对象对标题信息含量的感知能

力均分为 ４ ．０２
， 众数为 ４

， 说明样本整体比较同意问卷题项对标题信息含量这
一

变量的操控有效性 。

为检验对
“

性别导向
”

这一变量的操控有效性 ， 本研究在调查问卷中使用第 ７

题第 （
３

） 问
“

我能感知到两段叙事中的性别导向差异
”

对 ２８８ 个被试者进行测试 ，

均分为 ４ ．０４
， 众数为 ４

， 说明样本整体比较同意问卷题项对
－

性别导向
”

这一变量

的操控有效性 ．

为检验对
“

负面形象回避
”

这一变量的操控有效性 ， 本研究在调查问卷中使用

第 ８ 题中的第 （
３

） 问
“

我能感知到两段叙事中存在
‘

求助者是否有超生或重男轻

女
’

这一负面形象呈现的不同
”

， 与第 ９ 题中的第 （
３

） 问
“

我能感知到两段叙事中

存在
“

是否交代患者有交通违法
”

这
一

负面形象的不同
”

， 对 ２８８ 个被试者进行测

试 ， 均分分别为 ４ 和 ４ ． １４
， 众数均为 ４

， 说明样本整体比较同意问卷题项对
“

负

面形象回避
”

这一变量的操控有效１４ 。

同上 ， 本研究对求助叙事视角 、 对比闪回 、 叙事策略 、 情节波折 、 叙事线数

量及叙事配图等 自变量情境题项的操控有效性 ， 均得到了肯定 ．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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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棚采集

本研究通过
“

问卷星
”

平台发布问卷 ，
并通过下述几种方式收集问卷 ： 第一

，

通过购买
“

问卷星
”

平台的
“

申请推荐服务
”

， 随机将问卷发放给 １ ００ 人填写 ． 第二 ，

通过微信 、 ＱＱ 发放问卷给亲友及亲友的社交网络共计 １ ６８ 份 ． 第三 ， 通过豆瓣

小组 、 小红书等网络社群发放问卷 １２０ 份 ．

通过上述三种途径 ， 本研究共计回收问卷 ３８８ 份 ． 问卷回收后 ， 研究者对问

卷进行了初步整理 ， 剔除无效问卷 １ ００ 份 ． 无效问卷的判断准则有 ２ 个 ：

一

是被

调查者未通过问卷中的检测题． 在本份问卷中 ， 研究者将第 １ ２ 题设置为填写人

作答状态测试题 ， 填写人需按指示选择
“
一般

”

选项 ， 未按指示选择正确选项的问

卷可以说明被调查者没有认真填写 ， 故剔除 。 二是填写问卷用时过短 ，
少于 １

分钟半的问卷同样可以说明被调查者没有认真填写 ， 需要被剔除 。 最终 ， 本研究

得到有效问卷合计 ２８８ 份 ， 有效回收率 ７４ ．２％ 。

本研究使用 ＳＰＳＳ２６对被调查者信息进行了描述性统计 ， 主要包括性别 、 年

龄 、 职业 、 家庭年收入 、 学历等 ， 分析结果包括各变量频率统计、 百分比 、 平均

值和标准差 ， 结果见表 ４＊４ ：

表 ４＊４ 人 口学变量描述分析

变量


Ｍ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女 １ ５４５３％５３％

性别
男 １ ３４４７％４７％

１ ８ 岁及以下 ５２％ ２％

１ ９－３０
岁 １ ７０５９％５９％

年龄
３ １

－５０岁 １ １ ２３９％ ３９％

５０ 岁以上 １０％０％

行政机关 、 事业单位人员４２ １ ５％ １ ５％

企业工作人员７７２７％２７％

服务行业人员２ １７％ ７％

职业学生 １ ２２４２％４２％

自 由职业者／个体户２ １ ７％ ７％

无业 ２ １％ １％

其他 ３ １％ １％

５ 万元以下 ３３ １ １％ １ １％

６＞

１ ５万元 １ ３９４８％４８％

家庭年收入＿＿

１ ６ －２５
万元 ７ １２５％２５％

２６ －

３５万元 ３０ １０％ １ ０％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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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４ 人口学变量描述分析

３６￣４５万元 １ ０３％ ３％

家庭年收入＿

４５ 万元以上 ５２％ ２％

专科以下 ９３％ ３％

专科 ４０ １４％ １４％

学历本科 １ ４７５ １％ ５ １％

硕士 ８３２９％２９％

硕士以上 ９３％ ３％

从性别分布状况来看 ， 调查样本中女性比例为 ５３％
，
男性比例为 ４７％

， 性

别比例较为协调 ； 从年龄分布的状况来看 ， 调查样本主要集中在 １ ９－３０ 岁 ，
３ １

－

５０

岁这两个年龄段 ， 合计占比 ９８％
，１ ８ 岁及以下的被调查者占总体样本的 ２％

，

５０

岁以上的被调查者有
一

人 ． 占比不足百分之
一

． 调查样本集中在 １ ９－

５０ 岁的年龄

区间内 ，
也比较符合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潜在捐赠者的年龄特征 ，

一

是他

们具有使用网络的习惯和技能 ，
二是他们大概率都拥有部分可支配资金 ； 从调查

样本的职业分布状况来看 ， 样本主要集中在学生与企 、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群体 ，

合计占比 ８４％ ． 其中 ， 高校学生群体占 ４２％ ． 企业工作人员 占 ２７％ ？ 行政机关 、

事业单位人员 占 １ ５％
，
还有 ７％的服务行业人员与 ７％的 自 由职业者 、 个体户 ，

样本的职业分布较为丰富 ； 从家庭年收入的分布状况来看 ，
多数被调查者的家庭

年收入处于 ６－

１ ５ 万元的区间 内 ， 占总体样本的 ４８％ ． 其次较高的是家庭年收入

在 １ ６－２５ 万元 、
２６－３５ 万元这两个区间 内的被调查者 ， 分别占总体样本的 ２５％和

１ ０％
； 从学历分布状况来看 ， 本科及硕士学历占据总体样本的 ８０％ 。 由此可见 ，

样本整体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 。

第二节 研究假设与结果酿

根据前人的研究及前文对叙事要素的分类 ，
本研究共设置了九个假设 ， 除假

设
一

因变量为潜在捐赠者点击阅读求助文本的意愿之外 ， 其他假设的因变量均为

潜在捐赠者的捐赠意愿 ． 由于叙事传输机制是叙事内容作用于阅读者心理层面的

说服机制 ， 并且态度至行动的转化会受到诸多叙事外因素的影响 ， 因此本研究仅

探究叙事对潜在捐赠者捐赠意愿的影响 ， 而不涉及行动的转化． 研究使用 ＳＰＳＳ２６

进行分析 ， 明确了各维度下不同叙事表达的传输说服效果差异 ，
具体情况如下 ：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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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丰富的标題倌息増强偶遇者闽读意愿

Ｌ ｉａｎｇＸ ，

ＨｕＸ 和 Ｊ ｉａｎｇＪ 在研究可持续经济下信息描述对众筹成功的影响时 ，

证实文字数量与众筹成功存在 Ｕ 形关系 ， 说明众筹文本可能存在着最佳字数 ［
１
］

。

在此基础上 ， 刘叶子与张学知在研究新浪微公益平台上的叙事文本传播效果时 ，

认为众筹项 目 的标题是潜在捐赠者接触的第
一

内容 ， 影响他们是否进
一

步阅读求

助文本的决定 ，
所以他们将标题字数作为研究的变量之

一

。

基于上述研究基础 ，
本文假设 ：

Ｈ １ ： 在符合平台标题字数设置上限的前提下 ， 标题中的信息含量越多 ， 潜

在捐赠者点击阅读求助项 目 的意愿更强 。

我们首先对
“

标题信息含量
”

这一变量进行
“

成对样本 Ｔ 检验
”

分析 。 从表 ４－５

中可以看出 当标题信息含量较少时 ， 潜在捐赠者进
一

步点击阅读众筹项 目 全文的

意愿均值为 ３ ． ２５ 分 ，但当标题中信息含量增多时 ， 潜在捐赠者进
一

步点击阅读众

筹全文的意愿均值也被提高到 ３ ． ７ 分 ，
后测均值比前测均值高出 ０ ． ４５ 分 ，

进
一

步

了解的意愿提高 １ ４％ 。 显著性水平小于 ０ ． ００ １
， 说明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Ｈ １

得到验证 ： 在符合平台标题字数设置上限的前提下 ， 标题中的信息含量越多 ， 潜

在捐赠者点击阅读求助项 目 的意愿更强 。 要强调的是 ， 标题信息含量的多少是指

有价值信息的多少 ，
而非简单的字数论 。 所以 ， 潜在捐赠者在面对标题信息含量

多的众筹项 目 时会有更多的 内在价值驱动力 ， 驱使他们进
一

步阅读求助正文 。

表 ４－５ 配对样本统计

平均个安显著
配对情境题项

木

标准偏差标准误差平均值
Ｗ



值数


标题信息含标题信息含量少３ ． ２５２ ８ ８０ ． ９９ ７ ０ ． ０５ ９

＾ ０ ． ０００

量标题信息含量多３ ． ７２ ８ ８０ ．９ １ ６ ０ ． ０５４

二 求助者弱化自我增强阅读者捐赠意愿

在对 １ ３ ５ 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案例的分析中 ， 本研究发现众筹叙事

中的求助者会试图在叙亊 中强调 自 己 的弱势以此来争取潜在捐赠者的支持 。 众筹

叙事屮女性化的柔性表达与社会认为女子本弱的刻板印象相符 ，
可以达成求助者

在情感层面强调 自 我弱式的 目 的 。 除情感弱势外 ，
经济弱势是求助者在叙事中常

凸显的另
一

方面 。 在前文的分析中 ，
我们得出 ： 当求助人尝试突 出 自 己 当前的经

济弱势时 ， 常常会不 自 觉地暴露有损求助者正面形象的情节 。 基于此 ， 本研究对

叙事 中的女性倾向 、 求助者负面形象的暴露与潜在捐赠者捐赠意愿之间的关系进

行探索 ，
具体结果如下 。

［

１

］

Ｌ ｉ ａ ｎｇ 

Ｘ
， 
Ｈｕ Ｘ

， 
Ｊ ｉａｎｇ 

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ｅ ｆｆｅｃ ｔ ｓ ｏ ｆ  ｉｎｆｏ ｒｍ ａ ｔ ｉｏｎ ｄｅ ｓｃ ｒ ｉ

ｐ
ｔ ｉｏｎ ｏｎ ｃｒｏｗｄ ｆｕｎｄ ｉ ｎｇ 

ｓｕｃｃｅ ｓ ｓ ｗ ｉ ｔｈ ｉｎ ａ

ｓｕ ｓ ｔａ ｉ ｎ ａｂ 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
ｙ
—

ｔｈ ｅ
ｐｅ ｒｓ

ｐ
ｅｃ ｔ ｉｖｅ ｏ ｆ  ｉｎ ｆｏ ｒｍａ ｔ ｉ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ａ ｔ ｉｏ ｎ＾ ］

．Ｓｕ ｓ ｔａ ｉ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 ２ ０２０
， １ ２

（
２

）
：６ ５ ０ ．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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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叙事 中的女性倾向与捐赠意愿成正 比

现有文献表明性别可以显著影响捐赠人的捐款意愿及行动 ， 并认为以女性为

导向的叙述可以增强信息的可信程度 ［
１

］

。 窄义的女性化视角通常指女性主体叙事 ，

而泛化的女性视角 则指向叙事中 的所有女性元素 。 在求助叙事中 ， 女性倾向
一

般

会通过以下两种形式传达 ：

一

是主体为女性 ， 并不断在叙事中 回调女性的弱势身

份与所面临的社会困境 ；

二是社会关系的女性化 ， 在求助文本中常常展现出患病

为女性家庭成员带来的磨难 ［
２

］

。 两种形式实质都在借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发

力 ， 通过软化 、 柔性的叙事风格 ， 提升潜在捐赠者的筹款意愿 。 因此提出假设 ：

Ｈ２ ： 求助叙事女性倾向越明显 ， 捐赠者的捐助意愿会越强 。

对
“

性别导向
”

这一变量进行
“

成对样本 Ｔ 检验
”

分析 。 从表 ４ －６ 中可以看出 当

潜在捐赠者感受到求助文本中的女性倾向时 ， 其捐赠意愿均值为 ３ ． ５９ 分 ，而当潜

在捐赠者感受到求助文本中为男性倾向时 ， 其捐赠意愿均值为 ３ ．４ 分 ，后测均值比

前测均值低 ０ ． １ ９ 分 。 说明在众筹项 目 中 ， 女性倾向叙事的劝捐效果 比男性倾向

叙事的劝捐效果高 ６％ 。 显著性水平小于 ０ ． ００ １
， 说明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Ｈ２ 得到验证 ： 求助叙事女性倾向越明显 ， 捐赠者的捐助意愿会越强 。 这是因为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 中 ， 女性形象更偏弱势 ，
且大病家庭的求助者

一

般都是社会底

层群众 ， 体力劳动是他们的主要收人来源 ， 女性更不具备独挑生计的优势 ， 所以

求助叙事中对女性元素的使用 ， 会加强潜在捐赠者的捐赠意愿 。

表 ４ －６ 配对样本统计

配对情境题项 平均值 个案数 标准偏差标准误差平均值 显著性

女性倾向３ ． ５９２ ８ ８ １ ． ０ ３ ２ ０ ． ０６ １

性别倾向 〇 ． 〇〇〇

男性倾向３ ．４２ ８ ８ １ ． ０４ １ ０ ．０６ １

（
二

） 求助者负面形象的暴露不影响捐赠意愿

研究者在第二章中发现 ， 当求助人尝试在叙事重凸显经济困难程度时 ， 常常

会不 自觉地暴露有损求助者正面形象的情节 ， 为验证这种叙事方法是否会对众筹

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 提出假设 ：

Ｈ３ ： 求助叙事中负面形象的暴露会降低捐赠者的捐助意愿 。

对
“

负面形象回避匱况
”

这一变量进行
“

成对样本 Ｔ 检验
”

分析 。 此变量共设置

Ａ
、
Ｂ 两组题 目 ， 因此

，

“

成对样本 Ｔ 检验
”

分析也需要进行两次 。 研究者发现求

助人常常会为凸显经济困难程度而允许有损求助者正面形象的叙述因素出现 。 在

Ａ 组测试中 ，
当求助者对负面因素进行回避时 ， 其表述出 的家庭困难程度也有所

［

１

｝

Ｇｏ ｒｂａ ｔａ ｉ Ａ
， 
Ｎｅ ｌ ｓｏｎＬ ． Ｔｈ ｅ ｎ ａｒｒａ ｔ 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 ｔａ

ｇ
ｅ ： Ｇｅｎｄｅ 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ｌ ａｎｇ

ｕａ
ｇｅ ｏｆ ｃ ｒｏｗｄ ｆｌｉｎｄ ｉ ｎ

ｇ ［
Ｊ

］
． Ｈａａｓ Ｓ ｃｈｏｏ ｌ ｏ ｆ

Ｂｕ ｓ ｉｎ ｅ ｓ ｓ ＵＣＢ ｅ ｒｋｅ ｌ ｅｙ ．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 ｒｓ
， 
２０ １ ５ ： １

－

３ ２ ．

［

２
］ 刘叶子 ，张学知 ．公益求助 中的

“

故事
”

： 叙事文本与传播效果研究 基于
“

新浪微公益平台
”

网络筹款能力

的考察 ［
Ｊ

］
．当 代 传播 ，

２ 〇２２
，

２ ２６
（
０ ５

）
： ７ １

－

７５ ．

６ ５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降低 ， 此时潜在捐赠者的捐赠意愿均值为 ３ ．６７ 分 ． 而当求助者暴露负面形象但

所描绘的家庭困难程度有所提髙时 ’ 潜在捐赠者的捐赠意愿均值提高至 ３ ． ８９ 分 ，

后测均值比前测均值高 ０ ．２２分． 说明后者比前者的劝捐效果高 ６％． 显著性水平

小于 ０ ．００ １
， 说明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但 Ｈ３ 未得到正向验证 ， 此时 ， 求助

叙事中负面形象的暴露反而増强了捐赠者的捐助意愿 ．

在 Ｂ 组测试中 ， 当求助者对负面因素进行回避时 ， 潜在捐赠者的捐赠意愿

均值为 ３ ． ７ 分． 而当求助者暴露违反交通法规全责这
一

负面形象时 ， 潜在捐赠者

的捐赠意愿均值降低至 ３ ．２７ 分 ，后测均值比前测均值低 ０ ．４３ 分 ， 潜在捐贈者的捐

赠意愿下滑 １ ２％ ． 显著性水平小于 ０ ．００ １
， 说明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此时 Ｈ３

得到验证 ： 求助叙事中负面形象的暴露会降低潜在捐赠者的捐助意愿 。

表 ４￣７ 配对样本统计
＂￣

ｔｏ

￣ ￣

标准偏 标准误差平均 显著
配对项



值 数 差


值 性

求助者负面形象
３ ．６７２８８０ ． ８９５０ ．０５３

负面形象回避情回避
０ ．０００

况 Ａ求助者负面形象
３ ． ８９２８８０ ．９６２０ ．０５ ７

暴露

求助者负面形象
３ ． ７２８８０ ．９８ ８０ ．０５ ８

负面形象回避情回避
０ ．０００

况 Ｂ求助者负面形象
３ ．２７２８ ８ １ ．０５２０ ．０６２



为探寻 ＡＢ 两组形成结果差异的原因 ， 研究者对部分问卷填写人进行了回访？

在 Ａ 组中我们将负面形象因素设置为超生及重男轻女 （根据收集到的 １ ３５ 项网

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常见因素设置 ） ， 在 Ｂ 组中 ， 我们将负面形象因素设

置为交通违法全责 （同样根据收集到的 １ ３５ 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常见因

素设置 ） ？ 多数被回访者表示 ，

Ａ
、
Ｂ 两组中的负面形象展示都降低了他们对求

助者的好感程度 ， 甚至认为他们应该为 自 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 而之所以在 Ａ 组

中还是会选择捐赠甚至捐赠意愿更高 ， 并不代表对求助者的认可 ，
而是对与他负

面行为相关利益群体的同情与支持 ．

比如 ， 被回访者 １ 表示 ：

“

我愿意为 Ａ 组中超生且疑似有重男轻女行为的患

病父亲捐款 ， 并不是为挽救这名父亲 ，
而是因为如果这个父亲倒下 ， 他家庭中的

．

四个孩子生活会更加困难 ． 事实上 ， 我认为这个家庭的经济拮据也与这名父亲的

重男轻女 、 超生行为有关 ， 并不值得我同情 。 但我更心疼这四个子女 ， 尤其是在

这个家庭中可能被轻视的三个女孩 ，
不想让他们为父亲的负面行为买单 ， 因此还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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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选择了捐款 ，
甚至比对照选项捐赠更多 。

”

而被回访者 １ 在 Ｂ 组 中做出 了相反

的选择 ，
他认为 ：

“

在 Ｂ 组的两则叙事中 ， 这个父亲是否对交通违法行为负全责 ，

并不影响我对其家庭面临的经济压力状况的感知判断 ， 反而让我对这名父亲在驾

驶过程中对 自 己 、 他人及家庭成员不够负责的负面形象更反感 。

”

因此 ， 研究者认为 ： 第
一

， 如非必要 ， 尽可能规避求助者负面形象的暴露 ，

这会影响叙事对求助者可帮扶形象的建构效果 ， 降低潜在捐赠者对求助者的好感

程度 ， 甚至带来捐赠意愿的下降 。 第二 ， 如果求助者不得不以暴露 自 己负面形象

的方式才能说明 自 身及家庭的经济困难程度 ， 那可以暴露 自 己的负面行为 ， 但
一

定要让潜在捐赠者感受到足够强的 困难程度 ， 最好在潜在捐赠人对求助者产生负

面评价时 ， 能通过调动潜在捐赠者对与求助者利益相关人的 同情与支持情绪 ，
来

抵消求助者负面形象对捐赠意愿的不 良影响 。

三 、 叙事视角多元化堆强阅读者捐贈意愿

叙事视角有三类 ， 分别是非聚焦型叙事视角 、 内聚焦型叙事视角和外聚焦型

叙事视角 。 本研究收集到的 １ ３ ５ 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无
一

例 外均釆用 了

内聚焦型视角 ， 这与求助叙事的特性有关 ， 求助者必须转述 自 己及家人从外部接

受的信息以及 由此产生的 内心活动给潜在捐赠者 。 因此
， 求助者能选择的只有具

体使用哪种 内聚焦型视角 。

根据焦点的稳定程度 ， 内聚焦型视角可以分为固定 内聚焦 （事件叙事视角从

头到尾围绕
一个人物出 发 ）

、 不定内聚焦 （通过多个人物视角呈现多个事件 ） 和

多重内聚焦 （不同人物从各 自 角度观察同
一

件事 ，
以产生相互补充或冲突的叙述 ） 。

由于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的叙事事件已定 ， 因此只有固定 内聚焦型视角和多重

内聚焦型视角可供求助者选择 ， 在收集到的 １ ３ ５ 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中 ，

固定内聚焦的求助叙事 占据九成以上 。 为检验相 同情况下 ， 求助者运用 固定 内聚

焦与多重内聚焦两种不同叙事视角的叙事效果 ，
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

Ｈ４ ： 与 固定 内聚焦型视角相 比 ， 捐赠者在采用 多重 内聚焦视角的求助项 目

中 ， 捐助意愿更强 。

对
“

求助叙事视角
”

这一变量进行
“

成对样本 Ｔ 检验
”

分析 。 从表 ４ －

８ 中可以看

出 ， 当求助者在文本中专注某
一

个人物的视角去叙事时 ， 潜在捐赠者的捐赠意愿

均值为 ３ ． ７２ 分 ，而当求助者在文本 中借助不同人物的视角来叙述同
一

件事情 ， 以

产生相互补充的叙述时 ， 潜在捐赠者的捐赠意愿均值为 ３ ． ８ ６ 分 ，后测均值相 比前

测均值提高了０ ． １ ４ 分 ，
显著性水平小于 ０ ． ００ １

，
说明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Ｈ４

得到验证 ： 与固定内聚焦型视角相 比 ， 求助者釆用多重内聚焦视角时 ， 潜在捐赠

者的捐助意愿更强 。 这是因为多重内聚焦视角的应用 ， 为求助者带来了更多被了

解的机会 ， 了解程度的加深促进了情感认同的加深 。

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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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

８ 配对样本统计

配对情境题项平均值 个案数 标准偏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显^

固定 内聚焦３ ． ７２２ ８ ８０ ． ９２５０ ． ０５ ５

叙事视角 ０ ．０００

多重内聚焦３ ． ８ ６２８ ８０ ．９ ８ ７０ ． ０５ ８

四 、 叙事中的今昔对比增强阅读者捐雇意愿

通过对往事的 回顾 、 追忆而与现时叙事中的情景产生反差是网络公益大病医

疗众筹项 目 中常见的叙事手法 ，
这一方法在 《叙事学 》

一

书 中被胡亚敏老师称为
“

对比闪 回
”

。 在收集到的 １ ３ ５ 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中 ， 有近四成的求助

文本均进行了
“

对比闪 回式
”

的叙事 ， 为检验此种方法的有效性 ， 本研究做出如下

假设 ：

Ｈ ５ ： 在叙事中 ，
强化患病前后的境遇对比 ，

可以有效提升潜在捐赠者的捐

助意愿 。

对这组变量进行
“

成对样本 Ｔ 检验
”

分析发现 ，
当求助者在文本中没有应用前

后对比这种叙事方法时 ， 潜在捐赠者的捐赠意愿均值为 ３ ． ６２ 分 ，而当求助者在文

本中应用 了前后差异对比的方式来叙述同
一

件事情 ， 以产生相互补充的叙述时 ，

潜在捐赠者的捐赠意愿均值提高至 ３ ． ８６ 分 ，后测均值比前测均值高 ０ ． ２４ 分 ， 捐赠

意愿提高 ７％ 。 显著性水平小于 ０ ． ００ １
， 说明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Ｈ５ 得到验

证 ： 求助者采用对比闪 回手法时 ， 潜在捐赠者的捐助意愿会得到提升 。 这是因为

在对比叙事的运用 中 ， 求助者当下的困境被着重凸显 ， 求助故事的艺术效果和感

染力也得到提升 ， 潜在捐赠者在叙事传输过程中感受到 了更强烈的情绪体验 ，
这

些促使他们产生与求助故事叙事者同样的情感和态度共鸣 。

表 ４ －９ 配对样本统计

配对情境题项平均值 个案数 标准偏差标准误差平均值 显著性

无对 比闪 回３ ． ６２２ ８ ８０ ． ９０６ ０ ． ０５ ３

对比 闪 凹 ０ ．
０００

有对 比闪 回３ ． ８ ３ ２ ８ ８０ ．９４４ ０ ． ０５ ６

五 、 叙亊故亊的饱满增强阅读者捐赡意愿

叙亊策略的使用 、 就医波折的情节建构 、 叙事线的设计以及对求助叙事配图

的选择均直接关系到求助故事的饱满程度 ， 影响求助故事的具体讲述效果 。 因此 ，

本研究分别对叙事策略 、 情节波折 、 叙事线数和叙事配图 四个维度的不同叙事方

式进行情境对比测试 ， 具体如下 。

（

一

） 理性叙事策略下的捐赠意愿优于信用与情感策略

在对收集到的 １ ３ ５ 项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的叙事文本进行分析的过

程中 ， 研究者可以明显感知到不同求助项 目 采用 的劝捐叙事策略也不尽相同 。 关

６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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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态度说服理论 ， 我们可以直接溯源至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情感 、 理性和信用三

类修辞策略 ， 分别对应我们常说的
“

动之以情
”

、

“

晓之以理
”

和
“

我以人格担保
”

。

在此 ， 我们引入 Ｃｏｎｎｅｒ 和 Ｇ ｌａｄｋｏｖ 在亚里士多德理论基础上发展出 的三种慈善

劝捐策略 ， 即情感 、 理性和信用三种劝捐策略 。 他们认为 ，
理性策略就是客观中

立地直接论证观点或看法 ， 倾向于使用数字来说明 ，
强调用事实说话 ； 而情感策

略则主要诉诸情感 ， 更倾向于用强感染力的语言进行叙述 ； 信用策略则更加注重

项 目 倡导者或支持者的权威身份和人格魅力 ［
｜

］

。 对此 ， 本研究假设 ：

Ｈ６ ： 同
一

事件选择的不同劝捐叙事策略 ， 会带来潜在捐赠者捐助意愿程度

的不同 。

对
“

叙事策略
”

这
一

变量进行
“

单因素方差
”

分析 。 可以发现 ： 当求助者在文本

中应用情感策略的叙事方法时 ， 潜在捐赠者的捐赠意愿均值为 ３ ．
４２ 分 ； 当求助

者在文本中应用信用策略的叙事方法时 ， 潜在捐赠者的捐赠意愿均值为 ３ ． ７ ５ 分 ；

当求助者在文本 中应用理性策略的叙事方法时 ， 潜在捐赠者的捐赠意愿均值提高

至 ４ ． ０３ 分 ，
显著性水平均小于 ０ ．００ １

， 说明三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综上 ，

Ｈ６ 得

到验证 ： 同
一

事件选择的不同劝捐叙事策略 ， 会带来潜在捐赠者捐助意愿程度的

不同 ， 具体表现为理性策略优于信用策略优于情感策略 。 这是因为信用 策略与情

感策略都依托于潜在捐赠者的情感调动而进行 ， 但较少能解决潜在捐赠者对故事

逻辑及需求真实性方面的顾虑 ，
而理性策略的运用 与故事的感性叙述形成了互补

效应 ， 从而起到 了更好的说服效果 。

表 ４ －

１ ０ 单因索方差样本统计

因素情境题项 平均值 个案数 标准偏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显著性

情感策略３ ．４２２８ ８０ ． ９ ３ ３ ０ ． ０５ ５

叙事策略 理性策略４ ． ０ ３２８ ８０ ． ８ ５ １ ０ ． ０５ ０ ０ ． ０００

信用策略３ ． ７５２８ ８０ ．９６５ ０ ． ０５ ７

（
二

） 情节波折的叙述与捐赠意向成正 比

结合第二章的 内容分析结果来看 ， 对就医波折程度的叙述成了 网络公益大病

医疗众筹项 目 中情节建构的常用手段 。 为验证有无就医波折情节对潜在捐赠人捐

款意愿的影响 ， 本研究假设 ：

Ｈ７ ： 对就医波折程度的情节叙述会提升潜在捐赠者的捐助意愿 。

对
“

情节波折
”

这一变量进行
“

成对样本 Ｔ 检验
”

分析 ， 当求助者没有在叙事中

强调就医情节的波折时 ， 潜在捐赠者的捐赠意愿均值为 ３ ．４ ７ 分 ，
而当求助者在叙

事中介绍了波折的就医情节后 ， 潜在捐赠者的捐赠意愿均值提高至 ３ ． ９４ 分 ，后测

均值比前测均值高 ０ ．４７ 分 ， 捐赠意愿提高 １ ４％ 。 显著性水平小于 ０ ． ００ １
， 说明二

１

１

１

Ｃｏｎｎｏ ｒ Ｕ
， 
Ｕｐ

ｔｏｎ Ｔ ． Ｌ ｉｎｇ
ｕ ｉ ｓ ｔ ｉｃ ｄ ｉｍｅｎ ｓ ｉ ｏｎ ｓ ｏ ｆ ｄ ｉ ｒｅｃ ｔ ｍａ ｉ ｌ  ｌ ｅ ｔ ｔ ｅ ｒｓ

［
Ｍ

］
／／Ｃｏ ｒ

ｐ
ｕ ｓ Ａｎ ａ ｌ

ｙ ｓ ｉ ｓ ． Ｂ ｒ ｉ ｌ ｌ
， 
２００ ３ ：７ １

－

８ ６ ．

６９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Ｈ７ 得到验证？

？ 对就医波折程度的补充叙述会提升潜在捐

赠者的捐助意愿 ． 这是因为就医情节的波折直观传达了患者
一家被病情折腾的无

奈 ， 而这些具体的细节也能够为潜在捐赠者提供更多叙事传输过程中的
“

心理意

象
”

， 便于他们形成更强大的想象能力 ， 成为求助者的同行者 、 体验者 ， 产生了

更强烈的帮扶意愿 ．



表 ４－

１ １ 配对样本统计


平均 显著
配对 情境题项＿个案数 标准偏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值性

就医波折叙事缺位３ ．４７２８８０ ．９２９０ ．０５５

情节波折 〇 ．〇〇〇

就医波折叙事就位３ ．９４２８８０ ．９９５ ０ ．０５９

（
三

） 叙事线数与捐赠意向成正比

有的求助故事会紧紧围绕筹款主人公的相关Ｉｔ况展开 ，
而有的求助故事除介

绍本次用款对象之外 ， 还会介绍其他家庭成员近年来发生的故事 ， 形成了单条故

事线与多条故事线的不同 ． 对此 ， 本研究假设 ：

Ｈ８ ： 丰富求助叙事线数可以提升潜在捐赠者的捐助意愿．

对
＊ ‘

叙事线数
”

这一变量进行
“

成对样本 Ｔ 检验
”

分析 ， 发现当求助者仅围绕筹

款主人公的相关情况展开叙事时 ， 潜在捐赠者的捐赠意愿均值为 ３ ．４９ 分 ，而当求

助者在叙事中除介绍本次用款对象之外 ， 还补充介绍了在其他家庭成员身上发生

的故事时 ， 潜在捐赠者的捐赠意愿均值提高至 ３ ．９５ 分 ，后测均值比前测均值高

０ ．４６ 分 ， 捐赠意愿提高 １ ３％ ． 显著性水平小于 ０ ．００ １
， 说明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差

异 ，

Ｈ８ 得到验证 ： 丰富求助叙事线可以提升潜在捐赠者的捐助意愿 。 这是因为

多出的叙事支线补充了更多家庭状况的细节 ，
也为众筹行为做出 了更充分的前因

后果的解释．

表 ４ －

１ ２ 配对样本统计

配对 情境题项 平均值 个案数 标准偏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显著性

单线型叙事３ ．４９２８８０ ．８５９０ ．０５ １

叙事线数 〇 ？〇〇〇

复线型叙事３ ．９５２８８０ ． ８８４０ ．０５２

（四 ） 图片叙事中的视觉冲击力与捐赠意愿成正比

除求助叙事文本外 ， 求助者还会发布相应的图片佐证叙事文本的真实性 ，主

要可分为两类 ．

？ 文字型就诊报告与病人伤情展示照片 ． 为验证两类图片对潜在捐

赠人捐款意愿的影响 ， 本研究假设 ：

Ｈ９ ： 在配图中 ，
与文字型的诊断报告相比 ， 捐赠者在展示病人伤情图片的

求助项 目 中 ， 捐助意愿更强 ．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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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叙事配图
”

这一变量进行
“

成对样本 Ｔ 检验
”

分析 ， 发现当求助者配图为文

字型就诊报告时 ， 潜在捐赠者的捐赠意愿均值为 ３ ．５６ 分 ，而当求助者配图病人伤

情展示照片时 ， 潜在捐赠者的捐赠意愿均值提高至 ３ ．９７ 分 ，后测均值比前测均值

高 ０ ．４ １ 分 ， 捐赠意愿提高 １ ２％ ． 显著性水平小于 ０ ．００ １
， 说明二者之间存在显著

差异 ，

Ｈ９ 得到验证 ： 在配图中 ， 与文字型的诊断报告相比 ， 捐赠者在展示病人

伤情图片的求助项 目 中 ， 捐助意愿更强 ． 这是因为相比图片中的文字报告 ， 伤情

图片带给潜在捐赠者的画面冲击力会更强 ， 甚至产生
“

恐惧
”

心理 ， 并在这种心理

的支配下 ，
生成更为强烈的捐赠意愿．

表 ４－

１ ３ 配对样本统计

平 均
配对情境题项 个案数 标准偏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显著性



文字性就诊报告３ ．５６２８８０ ．８９０ ．０５２

图文区别 ０ ．０００

病人伤情照片３ ．９７２８８０ ． ８６９０ ．０５ １

根据在 ＳＰＳＳ２６ 中的系列操作 ， 可以得到 ： 标题信息含量 、 性别导向 、 负面

形象回避 （
Ａ＆Ｂ

） 、 求助叙事视角 、 对比闪 回 、 叙事策略 、 情节波折 、 叙事线

数量及叙事配图等角度在求助文本中的具体应用 ， 均取得了潜在捐助者捐赠意愿

均值大于 ３ ． ５ 分的成绩 ， 说明问卷中的情境题项设置均有
一

定的劝捐效果 ， 并且

同
一叙事维度下的不同表述方式也会影响潜在捐助者的捐赠意愿 ， 这可以为之后

的大病患者提供更多组织叙事元素的指导．

潜在捐赠者的捐赠意愿是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结果 ， 本文仅研究了？

求助叙事与潜在捐赠者捐赠意愿之间的关系 ， 忽视了更多调节和 中介变量的分析 ，

以及不同变量之间的交叉关系 ， 未来相关研究可以多多关注这些方面 。

第三节 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在上
一

节中明确了标题信息含量 、 性别导向 、 负面形象回避 、 求助叙

事视角 、 对比闪回 、 叙事策略 、 情节波折 、 叙事线数量及叙事配图等不同叙事方

式的叙事传输效果差异 。 对上述结果进行梳理 ， 本研究认为叙事情节的丰富 、 叙

事策略的配合及叙事尺度的拿捏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的传输效果十分

重要 ．

叙事情节的丰寓与传输效果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实际上是通过叙事来完成社会捐赠动员的过程 ， 求助

故事的情节建构是否丰富对潜在捐赠者的影响巨大 。 在前文中 ， 我们对 １ ３５ 项网

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的叙事方式和技巧进行分析 ， 总结出标题信息含量 、 性

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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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导向 、 负面形象回避 、 求助叙事视角 、 对比闪 回应用 、 叙事策略 、 情节波折 、

叙事线数量及叙事配图 ９ 组叙事方式的不同 ， 其中标题的信息含量越丰富 、 叙事

视角越多元 、 今昔对比越强烈 、 就医情节越波折 、 叙事线数越丰富 ， 潜在捐赠者

的捐赠意愿就会越强已得到证实 ，
而这几种动员效果更好的叙事方式都指向 同

一

个特征——叙事情节丰富 。

在叙事学 中 ， 情节 自 下而上可以被分为功能 、 序列和情节三个层次 ， 其中最

底层的功能和 中间层的序列是最高层情节的基本构成单位 ［
１
］

。 功能是故事中的最

小叙事单位 ， 可以简单理解为人物的行动 ，
比如好心人捐钱给患者治病 ， 捐钱就

是叙事情节中
一

个最基本的功能单位 。

一

个故事中可以有很多功能单位 ， 但并非

所有功能都具备 同样重要的位置 ， 因此功能又可以被区分为核心功能与催化功能

核心功能具有引导情节向规定方向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
而催化功能则起填充 、

修饰 、 完善核心功能的作用 。 在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中 ，
核心功能即

“

患

者患病发起求助
”

， 催化功能则是围绕
“

患者患病发起求助
”

而展开的
一

些相关信

息补充 ，
比如之前的什么经历导致家庭经济情况困难 。 当三个功能分别满足起因 、

经过 、 结果的时间与逻辑关系时 ，
这三项功能就可以形成

一

个基本序列 ，
也是最

简情节结构 。 在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中 ，
患者确诊重疾且缺少医疗费用是

求助故事的起因 ， 向公众发起众筹是想办法解决困境的过程 ， 期待潜在捐赠者帮

助并表达感激之情是求助故事的结果 。 若求助故事中仅包含这些叙事 ， 那网络公

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仅仅完成了基本的情节建构 ，
还不足触发潜在捐赠者的动容 ，

求助故事的单调性严重限制众筹叙事的传输效果 。

前文曾提及真实性是叙事传输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 潜在捐赠者非常看 中
“

感觉真实
”

的 阅读体验 ， 当求助者为求助故事补充更多催化情节 ， 就会有更多触

点激发潜在捐赠者对求助者的同理心 ， 卷入求助故事的程度会越深 ，
从而叙事传

输效果也就越好 。

二 、 叙事策略的配合与传输效果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是集中在家庭场域及 以捐赠为枢纽的帮扶社群

中 的叙事 ， 家庭及捐赠社群中各类关系交织可产生的情感十分丰富 ，
这使网络公

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具备天然浓厚的情感叙事色彩 。 其中 ，
患者面对病情的恐惧

或乐观 、 家属无法筹集医疗资金的愧疚与无力 、 患病家庭成员之间的珍惜团结以

及对潜在捐赠者的感恩之心几乎是每则大病医疗众筹叙事都会包含的情感呈现 。

性别导向与叙事策略是本研究在对 １ ３ ５ 项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的叙

事方式和技巧进行分析时总结出 的 ９ 组叙事方式中 的 ２ 组
， 并分别证实 ： 众筹叙

１

１

１胡亚敏 ．叙事学 ［
Ｍ

］
．武汉 ：华 中 师范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１ １ ９
－

丨 ２４ ．

Ｐ １ 巴尔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 ［
Ｍ

］
．北京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 版社 ，

１ ９ ８９ ： １ ２ ．

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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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选择不同的劝捐叙事策略也会带来潜在捐赠者捐助意愿程度的差异 ，
具体表现

为理性策略优于信用策略优于情感策略 ； 当众筹叙事中的女性倾向越明显 ， 潜在

捐赠者的捐助意愿会越强 。 女性倾向是通过借女性 口 吻叙事或在叙事中强调大病

为家庭女性成员带来的压力来动员潜在捐赠者产生更多 同情帮扶之意 ，
本质上也

是情感策略的
一

种 。 那这两个结论是否冲突呢 ？ 情感策略与理性策略究竟谁 占上

风 ？

首先 ，
不同叙事方式传输效果的 比较只存在于组内 ， 因此

“

女性倾向 的叙事

传输效果优于男性倾向的叙事
”

与
“

理性叙事策略优于信用叙事策略优于情感叙

事策略
”

的结论之间并不冲突 。 其次 ，
本研究认为在情感策略与理性策略的 比较

中不存在某
一

方 占绝对优势的情况 ，
不同叙事策略之间相互配合才能产生更好的

传输效果 。 理性叙事策略在三种叙事策略的比较中 占据上风并不意味着信用叙事

策略与情感叙事策略本身的势弱 ，
而是因为大病医疗众筹叙事本身就已经具有极

强的情感动员特性 ，
此时情感叙事策略的应用 与众筹叙事天然的情感动员特性功

能重合 ， 其说服力的发挥空间有限 。 而理性策略的加入正好填补了情感叙事未能

到达的领域 ，
与众筹叙事天然的情感动员特性功能互补 。 信用叙事策略在理性与

情感的倾向上恰居理性叙事策略与情感叙事策略中间 ，
因此 ， 在以情感动员为基

调的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中理性策略优于信用策略优于情感策略 ，

三种叙

事策略相互配合才能实现大病医疗众筹叙事传输效果的最大化 。

三 、 叙事尺度的拿捏与传输效果

叙事传输理论认为 ， 受众态度的改变并不取决于剂量的多少 ， 而取决于剂量

的质量 ［
１
］

。 在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 中 ， 某
一

叙事元素 出现的频次与众筹叙

事传输效果之间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 ，
这一叙事元素能在众筹故事中发挥出

多大的传输作用取决于该元素是否促进高质量叙事的成型 。 比如 ， 在众筹叙事中 ，

求助者与其不断强调 自 己需要社会的爱心救助 ，
不如讲好 自 己身上发生的故事并

在最后诚恳袒露 自 己的需求 。 剂量效应要求讲述者在叙事中要以讲好高质量故事

为导向 ， 拿捏好叙事尺度与分寸 。

叙事配图与负面形象回避这对照组是本研究在对 １ ３ ５ 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

众筹项 目 的叙事方式和技巧进行分析时总结出 的 ９ 组叙事方式 中的 ２ 组
， 前文已

经证实 ： 伤情视觉图片的叙事传输效果优于文字诊断报告的叙事传输效果 ， 但本

研究在搜集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案例时发现有些求助叙事中的伤情配图过于惨烈 ，

超出 了潜在捐赠者的心理承受范围 ； 而负面形象的暴露不
一

定会直接影响潜在捐

赠者的捐赠意愿 ， 但通常会影响潜在捐赠者对患者的正面评价 。 本研究在搜集大

病医疗众筹项 目 案例时发现 ， 有不少求助者在叙事 中会无意识暴露伤及患者正面

［

１

］王飢 ． 公益广告的
“

叙事传输
”

机制——以央视三则公益广告为 例 ［
Ｊ

］
． 中 国广播电视学刊 ，

２０ １ ９
，

３ ３ ９
（
０ ６

）
： １ ５

－

１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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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情节 ． 叙事尺度的拿捏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的传输效果十分重要 ，

对叙事尺度拿捏失控的行为会影响潜在捐赠者对众筹项 目 的积极评价 ， 从而影响

众筹叙事传输效果 ．

综上所述 ，
本研究认为丰富众筹叙事情节 、 配合使用叙事策略及把握好叙事

尺度可以对潜在捐赠者完成更好的动员效果 ．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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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发展趋势

前文分别对应了当前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在讲什么 、 讲的 内容如何发

挥作用 以及如何讲会更好的分析 。 本研究以前文围绕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案例的分

析结果及相关文献为基础和判断标准 ，
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做出 了叙事

将
“

由 自 书走向代理
”“

由 同质走 向个性
”

及
“

由 隐匿走向曝光
”

三个趋势判断 ．

第一节 众筹叙事将由 自书走向代理

根据叙事者的不 同 ， 叙事可以被分为
“

他者叙事
”

和
“

自我叙事
”

两类 。 曾经受

制于文化水平 、 传播资源与注意力资源的有限性 ，
公开叙事的权利也

一直被社会

少数群体所垄断 ，
底层群众只能在这类群体的叙事中

“

被代言
”

。 但文化的普及 、

技术的发展等进步将
“

自我叙事
”

的权利惠及至每
一

个个体 。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

筹中的求助者叙事正是普通人进行
“

自 我叙事
”

的典型体现 ， 但叙事可以是千形万

态的 ， 每个人驾驭叙事的能力不同 。 在第二章中 ， 我们发现众筹叙事的发起者并

不总是患者本人 ，
叙事能力较弱的患者会主动邀请更合适的

“

代理者
”

以 自 己的 口

吻发起叙事 ， 或直接授权叙事能力较强的亲友 以提高求助叙事的效率与质量 ， 甚

至已经出现了专业的代理机构 。 因此本研究推定
“

代理叙事
”

或许会成为网络公益

大病医疗众筹叙事的新趋势 。

一

、 传播賦权下的自主叙事已成现实

“

他者叙事
”

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历史 、 逻辑等各方面定式的影响 ，
比如叙事者

个人的偏见 ， 历史 、 现实语境的缺席 ， 奇观化的处理方式等 ，
造成社会对被叙述

者的
“

理解盲区
”Ｗ

。 在社交媒体为单
一

个体进行传播赋权之前 ，
求助者更多是通

过媒体或某种公权力的介入 ， 才能建立起与 目 标对话群体之间的联系 。 但媒体及

公权力如何理解求助者 、 如何为求助者传达信息等决策并不受求助者掌控 。 在被

代言的情形下 ， 作为叙事者的媒体及公权力并不是求助语言的真正拥有者 。 在他

者叙事的求助传播中 ， 求助者成为展演的对象 ， 被叙述者重塑在他们的价值 、 兴

趣和 目 标之中 ， 并通过其叙述使求助者的形象与他者脑海中的想象愈发接近 。

但社交媒体对全民的传播赋权为求助者 自 我叙事提供了新的契机 。 首先 ， 我

们的传播场域被不断拓展 ， 原本有限的传播资源也变得更广袤 。 比如我们不必再

受报纸版面和节 目 时长的限制 ， 不断压缩求助者信息的呈现空间 。 其次 ， 我们的

［

｜

】王鑫 ．从 自 我陈述到他者叙事 ： 中 国题材纪录片 国际 传播的 困境与契机ｍ ．现代传播 （中 国 传媒大学学

报 ） ，

２０ １ ８
，
４０

（
０ ８

）
： １ １ ９

－

１ ２ ３ ．

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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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权利得到下放 ， 任何人不受年龄 、 学历 、 地域等因素的 门槛限制 ， 都有资格

在公共空间 中发声 。 网络使用权的下沉与赋权激活了底层群体的可见性与可表达

性 ， 帮助他们完成从被讲述的客体到讲述的主体的转变 ， 拥有了突破他者凝视进

行 自 我表达的机会 ． 当前在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领域的求助者叙事是以家庭为

单位进行的 自我叙事 ，
这是当前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平台上的普遍叙事特征 。

二 、 提质目的下的代理叙事或成新势

尽管大病众筹者进入众筹平台的机会是无差别的 ，
但他们因求助而得到的机

遇却可能会截然不同 。 对有些求助者来说 ， 完成
一

篇流畅 、 有逻辑的叙事都是
一

件很困难的事情 ，
但有些求助者却拥有通过讲好就医故事来获取公众经济支持的

能力 。 在许多众筹活动 中 ， 医疗资源的援助在部分程度上是根据求助者表述的个

人魅力 、 社会地位和运气来分配的 ，
而不是综合考虑求助者的需求和社会救助的

效率 ，
这对求助者的叙事能力是极大的考验 。 因此

， 部分求助者为规避 自 身叙事

水平不足对求助效果的减损 ，
会选择邀请社交圈 内叙事水平优于 自 身的人来代笔 ．

目前 ， 求助者社交范围 内 的熟人是
“

叙事代理者
”

的首选 ，

“

学历
”

成为求助者

衡量代理人是否具备优秀叙事能力的标尺 。

此外 ，
专业性组织或许会成为代理叙事的另

一

重要主体 。 目 前已经有商业机

构意识到求助者本身能力的不足会带来叙事传播及说服效果的下滑 ，
这为他们的

介人提供了商业空间 。

“

公益众筹黑 中介
”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需求下诞生的灰色产

业链 ， 他们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帮助求助者组织叙事语言及扩散筹款链接 ， 并据

此从所筹善款中抽取相应的提成 ， 最多可抽走七成爱心款 ［
１

］

，
这是寄居在大病筹

款行业的负面行为 ，
已经形成了开展整治的社会共识及行动 ， 但它的 出现证实了

专业性组织在求助叙事代理中的能量 。 未来 ， 以公益 目 的为前提的专业性慈善组

织有望成为求助叙事代理的另
一

重要主体 。

经历了从
“

他者叙事
”

到
“

自我叙事
”

的进步后 ， 求助者对
“

代理叙事
”

的选择并

不足
一

场退化 。 原 因有二 ： 首先 ， 求助者在代理叙事中的主体地位依然成立 ， 充

当着求助叙事主导者的角 色 ，
而代理人仅仅只是叙事执行者 。 其次 ， 求助叙事中

的 内容依旧是求助者真实形象和处境的反映 ，
只是代理人会以更恰当的叙事方式

完成陈述 ，
这不 同于求助者在他者叙事中被俯视与凝视的地位 。

第二节 众筹叙亊将由同质走向个性

前文对当前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的叙事方法与技巧进行分析时发现 ， 众筹

叙事在叙事者形象建构 、 叙事视角 、 叙事时序 、 叙事故事情节建构等方面存在较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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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显的同质化特征 。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 ， 众筹信息的高度近似易使潜在捐赠者

产生阅读疲劳 。 而求助者对潜在捐赠者注意力资源的争取是竞争性的争取 ， 因此

如何在同质化的众筹叙事 中突出重围至关重要 ，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 由 同质化叙事

向个性化叙事探索是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叙事的必然趋势 。

一

、 平台框架主导下的叙事成规已成型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事业发展至今 ， 平台也在努力为已暴露出 的问题提供

解决方案 ， 补足短板 。 其中 ， 为解决求助叙事杂乱无章破坏潜在捐赠者阅读体验

这一问题 ， 平台提供了完整 、 细致的 内容指引方案 ， 大到求助叙事的整体构成 ，

小到标题的具体拟定 。 以水滴筹平台为例 ，
当求助者试图在水滴筹平台发起筹款

时 ， 系统会为发起人分配
一

对一的专属筹款顾问 ， 对发起人展开填写基本信息 、

求助说明 、 医疗证明和经济状况等信息的全方位指导 ， 水滴筹平台提供的众筹项

目填写模板如下图所示 ：

＊娜遍＊＊’＊

■８編？ 我＊
－臟 《＊ ：

＿ 家人賴 安 ｆ

ｊｕ 韵果让我
？

； ？ 个 能 Ｋ 我实

现 的 懣 绍 ？ 揉
一

定 会 楚 家 人 荮 体 铖

． ｍ ． ． ． ． ！ｓｎ－家人打工 ． 平时也 ；３ ？？

求助标ａ

齡綱 吨 ； ａ Ｔｗ－

３ ０ １
５

■
＿ｈ ｆ？Ｓ者照 片

请＃ｓ糖黎我 ｉ的我在人植
：
ｘ ；

ｉ

：

＾

，

■ ？

雜ｇ ： Ｇ －郎 丨 ；

搜权洎縣魏数碰｜
－

．^  ３０ ７５

＜
＞ ：  ０ ７

：ｍｍｍ

霣钱心玛 ８＾０７
ｉ

图 ５
－

１ 水滴筹平台筹款发起填写页面 １

第
一

栏
“

基本信息
”

共包括
“

为谁筹款
”“

患者姓名
”“

患者身份证号
”“

患者所患

疾病
”

与
“

手机号确认
”

五项基本信息 。 随后信息填写转入第二栏
“

求助说明
”

。

“

求助说明
”

部分具体包括筹款金额 、 求助标题 、 求助详细说明和患者照片上传 。

细致的是 ， 筹款金额处还有对标北京三甲 医院治疗的
“

常见疾病治疗花费参考表
”

，

供求助者在对医疗方案尚未全知的情况下 ， 估算 自 己大致所需金额 。 系统还会根

据基础信息中填写的患病类型智能化生成标题 ，
且可

一

键更新 ， 选择 自 己更心仪

的标题叙述方式 ， 当然也可以 自 己组织语言 ， 手动填写 。 在
“

求助详细说明
”

中系

统还会提供
“

看看他人怎么写
”

的求助 内容参考 ，
并明确说明 ，

上传患者生活照与

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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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床照可以得到更多的信任和传播 ， 筹到更多的钱 ，
还分别给出 了患者生活照与

病床照的构图示范 。

：
ｘ５疗该參贡 ＜ｘ關織英 ＜ｘ ＜ｘ

￥者保辁保理状 ；兄

＃Ｗ ＊
５＾ Ｓ ２城保户

＊者ｍｅ经济情 ；ｓ

９ｇ

？ £ ＴＴ Ｂ Ｗ取 入

Ｅ５３ ＢＨ 〇■村咖 ＣＨＴｉ ，讲３
＊

５万

＊ Ｓ ５８ｅ＾＊ Ｒ

ｓ茗

鬌Ｋ ＪＢ 孀 ？ ＊ ！ ８ 金财产

Ｉｆ 苦草受 ｇ 保

？祕順 ． 酬獅 》
＊＊ ９

＂

ｓ

ｇｊ ；５？ １ ＊ ２＊

＊沓 有入 身险 ！ Ｓ 含 髮》？粒 人》＊於汔

＊ ｓ？ｓ ｔｕ 葚轻 薄 ｝

＊２ ａｓ

＊ ？ｙｇ ａｓ^

二
．

＇上－＊
±
＿

’

图 ５
－２ 水滴筹平台筹款发起填写页面 ２

如上图所示 ， 在第三栏——
“

医疗证明
”

中 ， 求助者将在平台模板的指导下 ，

明确哪些医疗证明材料是有效的 ， 以及该如何呈现这些材料 。 比如 ， 住院证明 、

检查报告 、 诊断证明 、 病案首页 、 出院证明等材料被水滴筹众筹平台公认具有较

强的证据性 。 平台还对此类材料提出 了更为具体的上传指导 ， 诸如 ： 需能看清患

者姓名 、 疾病名称及具体病情描述 ，
必须加盖公章 、 不能有涂改和水印等细节指

导 。 在第四栏——
“

经济状况
”

中 ，
则对患者本人 、 配偶 、 父母 、 子女等家庭成员

的资产 、 收入 、 保险等经济信息进行了较为细致的 问询 。 比如 ， 求助家庭是否有

农村 自建房 、 商品房等其他房屋 ？ 是否有车 ？ 是否有人身险 ？

求助叙事模板为众筹者搭建了
一个元叙事框架 ， 将所有看似独立又杂乱的求

助故事通过叙事文本编织串联起来 。 著名文化理论家 Ｊｏｈｎ ｓ ｔｏｒｅｙ 认为 ：

“

元叙事故

事通过包容和排斥发挥作用 ， 将
一

个无序的世界整顿为有序的领域 ； 以普遍原则

和共同 目 标的名义压制和排斥其他理论和其他声音 。

［
１
］

”

毫无疑问 ， 求助叙事模

板带米的影响是双而的 。

一

方面 ，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平台提供的叙事指导为

叙事水平不佳的部分求助者扫除了叙事传输方面的障碍 ， 但另
一

方面 ， 求助叙事

模板的指导省去了求助者的叙事构思过程 ，
造成大病众筹项 目在叙事内容及呈现

方式上的高度
一

致性 ， 这会带来使潜在捐赠者产生阅读疲劳的风险 。

１
１

１

Ｓ ｔｏ ｒｅｙ 
Ｊ ．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ｔ ｉｏｎ  ｔｏ 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ｌ  ｔｈｅｏ ｒ

ｙ 
ａｎｄ

ｐ
ｏｐｕ ｌ ａｒ ｃｕ ｌ ｔｕｒｅ ． Ａｔｈｅｎｓ

［
Ｊ
］

． １ ９ ９ ８ ．

７ ８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二 、 个性化叙事 的 ；Ｏｔ＃竞争力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的叙事 内容是连接求助者与潜在捐赠者的重要

纽带 ， 讲好大病家庭的故事始终是众筹的核心能力 。 面对当前众筹叙事同质化严

重的问题 ， 增强叙事的个性化特征成为必然趋势 。 其 中 ， 技术元素有很大的作为

空间 。

首先 ， 技术在众筹叙事中 的工具性会越发突 出 。 媒介更迭带来叙事变迁 ［
１
］

，

新技术驱动众筹叙事表达范式的重构 ，
可以打破当前众筹叙事之间的同类壁垒 。

对于数字化的 内容生产而言 ， 叙事表达往往需要依托技术工具来完成 。 比如 ， 当

前智能技术在公益众筹叙事中的应用体现为基础的普适性模板推荐 ， 未来可以将

技术作为底层架构参与众筹叙事 ， 为个性化叙事方案的定制提供工具价值 。 其次 ，

技术可以化身成为众筹叙事中的表达元素 。 目 前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中的

叙事以文字为主 、 图片为辅 ，
未来更多技术形式的呈现会丰富众筹叙事的表达元

素 ，
比如视频 、

ＶＲ
、
ＡＲ 等技术形式的参与 ，

塑造更多元化的众筹叙事 。

第三节 叙事掺假将由隐匿走向曝光

尽管大病家庭是处于等待援助的弱势与被动地位中 ， 但他们在求助叙事的建

构环节中却掌握着完全的主动权 ，
居于强势地位 。 在叙事中说什么信息 、 如何说

这些信息等 内容全部都由求助者决定 ， 潜在捐赠者只能在被动接收信息的基础上

确定态度和行为倾向 。 也正 因为求助者对传播 内容的主导力 ，
众筹叙事

一直存在

部分虚假叙事成分较难被潜在捐赠者察觉的不足 ， 致使社会公众对公益众筹叙事

的真实性产生较为明显的负面质疑情绪 。 比如 ， 在本文的前期研究过程中就曾发

现 ， 众筹叙事 中有求助者试图 隐匿 自 己超生 、 交通违法 、 病后入保等违规行为 ，

达成
“

移花接木
”

误导潜在捐赠者的 目 的 。 基于此 ， 本研究认为对虚假叙事成分

的识别是未来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中的重要建设任务之
一

。

一

、 求助叙事内容掺假已伤及社会信任

近年来 ，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是否可信 ，

一

度成为社会公众的心头疑

惑 。 不可否认 ， 部分求助者故事中确实掺杂着伪装或捏造的叙事元素 。 比如 ，

２０ １ ６

年 ， 知乎女神
“

童谣
”

在互联网平台
一

人分饰两角并通过虚构患病事实的手段实施

骗捐 ， 被大众识破 ； 同年 ， 深圳本土作家罗尔隐瞒家庭实际经济水平为患病女儿

罗
一

笑发起众筹 ， 后被大众揭发欺瞒行为 ；

２０ １ ９ 年 ， 萧山
一

女子为患癌父亲发

起水滴筹募捐 ， 却被网友发现使用 ２０ 万善款购买奢侈品炫富 ； 同年 ， 德云社相

１

１

１ 王佳航 ．叙事变迁 ：技术驱动下的新闻表达重构 ［
Ｊ

］
．新闻与写作 ，

２０ １ ６
，
Ｎ〇 ． ３ ８４

（
０６

）
： ９

－

１ ２ ．

７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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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演员吴鹤臣突发脑出血 ，
家人在水滴筹平台为其发起百万众筹 ， 却被网友扒出

其家在北京有两套房 、

一

辆车 。

２０ １ ９ 年 ， 国外的 ＺｅｎｏｎｅＭ 与 ＳｎｙｄｅｒＪ 通过搜索新闻媒体和众筹欺诈的在线

聚合器 ， 检索了５２ 个医疗众筹骗捐 、 诈捐的案例 ，
并对案件进行了分类 。 最终

确定 了 以下四类骗捐 、 诈捐行为 ： 第
一

， 伪造 、 夸大 自 已的疾病 ； 第二 ， 伪造 、

夸大他人的疾病 。 特别是在求助者对病患有权利或控制的情况下 ，
比如 ， 父母监

护人对未成年孩子病情的伪造与夸大 ； 第三 ， 冒名顶替 。 即求助者意图利用他人

的真正疾病来为 自 己筹集资金 ， 并将这些资金用来满足 自 己的需求 。 在这类欺诈

行为 中 ， 求助者实际上并不认识患者 ，
只是釆用移花接木的形式取而代之 ； 第四 ，

滥用资金 。 即求助者是为真正的疾病筹集资金 ， 但所募善款并没有用于其所述的

治疗 目 的⑴ 。
２０２０ 年 ， 我国的西北政法大学学者郭研同样根据类型化思维 ， 在梳

理案例后 ， 对骗捐 、 诈捐行为进行了分类 ： 第
一

，
无中生有型 ， 表现为求助者完

全认为编造事实 ， 潜在捐赠者因求助者的欺诈行为产生错误判断 ， 并进
一

步对 自

己的财物做出处分 ， 形成财物损失 。 第二 ，
虚虚实实型 。 表现为求助者所虚构的

事实具有
一定事实基础 ， 但釆用真假掺半 ，

或仅告知部分事实 ， 隐瞒了事情的真

相 。 第三 ， 前后不
一型

， 表现为求助者募集善款的动因为真 ， 但不会将善款用于

陈述的筹款 目 的中 ［
２

］

。

上述两种分类的最大不同是 ＺｅｎｏｎｅＭ 与 ＳｎｙｄｅｒＪ 多 了
一

项
“

冒名顶替
”

的分类 。

在中 国 ， 冒名顶替类的骗捐 、 诈捐行为可以通过
“

实名制发帖
’ ’

和大众网络公益众

筹平台的初审规避 。 因此
， 目 前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 中的造假情况有三类 ：

无中生有型 、 虚实结合型 、 滥用善款型 。 此类事件屡禁不止 ， 严重伤及社会信任 。

二 、 叙事虚假元素糊将軟势所趋

虽然我们无法对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中掺假的叙事元素做到
一

眼识

别 ， 但该类叙事要素必然会与其他叙事细节形成冲突 ， 留下叙事上的些许漏洞 ，

检测技术模型参与叙事传输过程将成为必然趋势 。

在国外 ，

Ｃ ｈｏ ｉＪ 、
Ｋ ｉｍＪ 与 ＬｅｅＨ 证明 了通过机器学习建立智能化检测模型

这
？

路径是可行的 。 三人通过隐含狄利克雷分布 （
ＬＤＡ

） 方法 ， 将网络公益大病

医疗众筹项 目 的相关文本分成 １ ０ 个主题 ， 检测 出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中

具有欺诈性意图 的词语 ， 并确认其准确性 。 三人还在 ＬＤＡ 方法的基础上 ， 计算

和评估了协同过滤 （
Ｃ Ｆ

） 方法 ， 构建起了医疗众筹混合欺诈检测模型 。 通过机

器学习 等智能化方法 ， 来识别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中的伪装因素ｍ
。 在中

＾
Ｚｃ ｎｏｎｅ Ｍ

， 
Ｓ ｎｙｄｅ ｒ Ｊ ． Ｆｒａｕｄ  ｉｎｍｅｄ ｉｃａ ｌｃ ｒｏｗｄ ｆｕｎｄ ｉ ｎ

ｇ
：Ａ  ｔｙｐ

ｏ ｌｏｇｙ 
ｏ ｆ

ｐｕｂ
ｌ ｉｃ ｉｚｅｄ ｃａｓｅ ｓ ａｎｄ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 ｅｎｄａ ｔ ｉ ｏ ｎ ｓ
［
Ｊ

］
． Ｐｏ ｌ ｉ ｃｙ 

＆ Ｉ ｎ ｔ ｅ ｒｎｅ ｔ
， 
２ ０ １ ９

， １ １

（
２

）
：２ １ ５

－

２３４ ．

１

２
１郭研 ．基于被害人同意的诈捐 问题研究 ［

Ｊ
］

．法律适用 ，

２０２２
（
０ １

）
： ８９

－

９ ８ ．

Ｃｈｏ ｉ Ｊ
， 
Ｋｉｍ Ｊ

， 
Ｌｅ ｅ Ｈ ． Ｈｙｂ ｒ ｉｄ Ｆｒａｕｄ Ｄｅ ｔｅ ｃ ｔ ｉ ｏｎ Ｍｏｄ ｅ ｌ ： Ｄｅｔｅｃ ｔ ｉｎｇ 

Ｆｒａｕｄｕ ｌ ｅ ｎ ｔ  Ｉｎｆｏ ｒｍａ ｔ ｉｏｎ  ｉ ｎ  ｔｈ ｅ Ｈｅａ ｌ ｔｈｃａ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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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 中南大学的徐晨和张巍从众筹叙事中提取了三个方面的文本线索 ， 分别是 ：

认知负载 、 叙述视角 、 情感输出 ， 并基于此建立集成模型 ，
发现可以有效地识别

欺诈鱗项 目
⑴

．

他们的研究证实了 ， 通过机器学习建立智能化检测模型这一路径是可行的 ，

但实现对众筹行业的实际覆盖应用并非
一

夕之功 ． 未来 ， 我们可以通过类似手法 ，

建构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敘事的检测模型 ， 以机器学习和预警等智能技术做
“

匕
”

， 划破众筹叙事中虚假叙事因素的神秘面纱 ，
让叙事掺假因素由 隐匿走向曝

光 。

．
．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ｆ
Ｊ
］

． ＫＳＩＩ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 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
ｙ
ｓｔｅｍｓ

 （
ＴＵＳ

） ， 
２０２２

，
１ ６

（
３
）

： １ ００６
－

１ ０２７ ．

⑴ 徐晨 ，张巍 ．不平衡数据背景下基于文本线索的公益众筹欺诈项 目检测 ［
Ｊ
］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 ： １
－

１ ５ ．

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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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随着互联网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

“

互联网 ＋
”

为各行各业各领域带来 了新的

内生发展动力 ， 慈善公益方面亦是 。 互联网在全国范围的覆盖 ，
让个体能更快速 、

便捷地浏览求助信息 ， 打破地域壁垒 ，
让过去因缺乏人脉 、 资源和能力而不能广

泛求助的人也可以通过众筹获得帮助 。 对社交媒体的应用成就了用户在社交平台

上的 自 我书写 ， 构成了新媒介语境下的全新传播景象 。

“

社交＋众筹
”

被开辟成
一

种新的功能性传播场域 。 在这里 ， 众筹叙事从过去的分散传播走向 了如今的聚集

传播 ， 并形成了独特的众筹叙事风格 。

党的十八大以来 ， 国家卫健委深入实施健康扶贫工程 ，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已

合计帮助近千万个因病致贫 、 因病返贫家庭脱离贫困 。 但仍有家庭在面临因病致

贫返贫的风险 ， 如何保障普通家庭的健康与经济安全 ， 是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 。 得益于社交媒体的发展与在线支付系统的完善 ，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事业

蓬勃发展 ，
可以有效通过第三种分配方式 ， 为 因病致贫 、 因病返贫群体提供

“

困

有所依
”

的帮扶网络 ， 成为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与救助体系的有效补充 。 目前 ，

在强大现实需求与媒介能力的支持下 ，
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活动的发展势头保

持 良好 。

众筹叙事是大病求助者与潜在捐赠者之间建立联系的重要纽带 ， 因此 ， 对网

络公益平台大病医疗的众筹叙事研究尤为必要 。 本研究深入剖析了 当前网络公益

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在讲什么 、 讲的 内容如何发挥作用 以及如何讲会更好等问题 。

第二章中 ， 本研究以叙事学理论为研究框架 ，
通过对 １ ３ ５ 项网络公益大病医

疗众筹求助项 目做内容分析 ， 总结得出 了当前大病众筹项 目在叙事中呈现出的常

用方法和技巧 。 分析发现 ， 在网络公益平台大病医疗众筹的叙事中 ， 叙事者会通

过向主流价值靠拢的方式来推衍 自 我形象 ， 以此调动潜在捐赠者对 自 己的积极评

价 ， 激发潜在捐赠者利他主义决策可能 。 众筹项 目 求助者会基于曾有过的利他行

为展开回报希冀叙事 ， 尝试通过介绍 自 己 曾经也有过捐助行为来打动潜在捐助者 ，

合力呈现
“

福来者福往 ，
爱 出者爱返

”

的美满道德结局 。 他们也会通过叙述求助者

品性 、 患者对家庭的 １ ：要性 ， 淡化金钱索取不适感等方式来加深潜在捐助者对他

们
“

值得帮扶
”

的形象认知 ； 此外 ， 求助者们还会通过动员现实亲友在众筹平台参

与社交网络验证叙事 ， 来为其身份与叙事的真实性增信 。 在众筹叙事中积极作为

的同时 ，
求助者亦有形象建构方面的叙事疏忽 ，

主要表现为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

筹叙事中的求助者不 良形象暴露和优秀品质叙事时有缺位等不足 ； 分析还发现 ，

受制于文化水平和求助经验的不足 ， 单
一

的固定内聚焦视角叙事和简单的单线型

叙事成为众筹求助叙事者的首选 。 其中 ， 内聚焦视角的应用可以为求助过程中的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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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动员奠定 良好叙事基础 ， 单线型叙事也能够帮助求助者完成最基本的叙事结

构 ， 但这种简单化的选择也注定了众筹求助叙事在内容和框架上的单
一

性 ， 这会

使求助故事缺少足够多的细节呈现 ， 并进
一

步导致众筹叙事面临缺乏叙事个性化

与竞争力的普遍现状 。

第三章中 ，
本研究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Ｇ ｒｅｅｎ 在 ２０００ 年提出 的叙事传输理

论 （
Ｎａｒｒａ ｔ 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 ｉｏｎ

）来解释网络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叙事的说服作用机制 ，

明确了高质量的众筹叙事可以将潜在捐赠者传输进求助故事 ， 并在强烈的情绪起

伏中产生对求助者的认同和代入 ， 最终生成与求助者倾向
一致的意愿这

一

作用过

程 ， 为下章探究不同众筹叙事方法传输效果做好理解层面的铺垫 。

第四章中 ， 为探究什么样的叙事方法传输效果更好 ， 本研究通过
“

配对样本

Ｔ 检验
”

和
“

单因素方差
”

分析 ， 对标题信息含量 、 性别导向 、 负面形象回避 、 叙

事视角 、 叙事策略 、 情节波折 、 叙事线数 ７ 个叙事维度下的不同叙事方式的传输

效果进行了 比较 ， 确定不同的叙事方式对潜在捐赠者捐赠意愿的说服效果间存在

显著差距 ， 并得出丰富的信息标题会增强众筹信息偶遇者的阅读意愿 、 在求助叙

事中示弱会增强潜在捐赠者捐赠意愿 、 丰富众筹叙事视角会增强潜在捐赠者捐赠

意愿 、 进行患病前后对比会增强潜在捐赠者捐赠意愿 、 丰满叙事故事会增强潜在

捐赠者捐赠意愿等结论 。

本文着墨最多的两处 ，

一

是对 １ ３ ５ 项大病医疗众筹项 目 案例展开分析 ， 总结

出众筹叙事常用的叙事方法与技巧 ，

二是基于此通过问卷调查法对不 同的叙事方

法展开效果检验 。 在这两个环节的分析过程中 ，
本研究发现网络公益平台的大病

医疗众筹叙事执笔者并不
一

定是患者本人 ， 亲友代笔成为普遍现象 ， 甚至 出现出

资寻求专业代写等方式 ； 同时 ， 众筹叙事也存在内容 、 结构高度雷同化 ， 求助信

息造假等问题 。 因此
， 在第五章中 ， 研究者基于上述问题 ，

积极查阅资料 ， 最终

对网络公益平台的大病医疗众筹叙事做出 了未来叙事将由 自 书走向代理 、 由 同质

化走 向个性化以及虚假叙事元素会从隐匿走向曝光的三个趋势预测 。

囿于笔者的有限的学术素养 ，
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 ： 首先 ， 潜在捐

赠者的捐赠意愿是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结果 ， 本文仅研究了求助叙事与

潜在捐赠者捐赠意愿之间的关系 ， 忽视了更多调节变量的分析以及不同变量之间

的交叉关系 。 其次 ， 第二 、 三 、 四章作为本研究的重点章节 ，
是依托于众筹叙事

传播的过程建立整体 内在逻辑的 ，
强调过程性及系统性 。 因此涉及到叙事技巧与

方法分析 、 技巧与方法在叙事 中的作用机制分析以及叙事技巧与方法的传播效果

差异化分析
， 存在对某

一

个纵向的深入挖掘不够这点不足 ，
后续研究可 以聚焦某

一

具体领域展开深入研究 。 此外 ，
本研究的样本规模有限 ， 如果可以进

一

步扩大

样本规模 ， 研究结果将更加稳健 ，
适应性更强 。

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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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录 １

网络公益平台大病医疗的众筹叙事框架编码表

―

、 网络公益平台大病医疗求助者形象建构

（

―

） 求助叙事中 ， 真实作者与叙事者是否统
一

？
［单选题］

１ ．统一２ ．不统
一

３ ．判定不清

（
二

） 求助叙事中 ， 叙事者的性别是 ？
［单选题］

１ ．男性 ２ ．女性 ３ ．未表明

（
三

） 求助叙事中 ， 叙事者对读者的称谓是？
［单选题］

１ ．现实化称谓 ２ ．道德美化的称谓 ３ ．没有特意称呼

（四 ） 求助叙事中 ， 叙述者的类型有？
［单选题］

１ ．外叙述者 ２ ．内叙述者 ３ ．包含内叙述者与外叙述者

（五 ） 求助叙事中 ， 叙事者有无对求助者优秀道德品质的建构 ［单选题 ］

１ ．有 ２ ？没有

（
六

） 当求助叙事为患者亲友代写时 ， 求助文本中关于亲友求助者品性的叙述都

体现了哪些方面 ？ ［多选题］

１ ．无亲友品性描述 ２ ．感恩 ３ ．慈爱

４ ．不离不弃 ５ ．孝顺 ６ ．其他价值观


（
七

） 求助叙事中 ， 关于患者品性的叙述有哪些方面？
［多选题］

１ ．无患者品性描述 ２ ．勤劳 、 奋斗 ３ ．不惧困难 、 积极乐观

４ ．懂事 ５ ．坚强 ６ ．善 良 ７ ？其他


（八 ） 求助叙事中 ， 是否强调了患者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
［单选题］

１ ．强调了精神支撑重要性 ２ ．强调了物质支撑重要性

３ ．强调了精神支撑与物质支撑双重要性 ４ ．没有强调

（八 ） 求助叙事中 ， 有无将患者及其家属与特殊社会身份相关联的叙述？
［单选

题］

１ ．有 ２ ．没有

（九 ） 求助叙事中 ， 关于求助者违规行为的体现情况如何？
［单选题］

１ ．无违规行为体现 ２ ．有超生行为 ３ ．有交通违法情况

４ ．有确诊后入保行为 ３ ．疑似有违规行为 ， 不能清晰辩定

（十 ｝ 求助敘事中 ， 暴露求助者负面形象的因素是被如何处理的 ？ ［单选题］

１ ．有意回避 ２ ．有意暴露 ３ ．有回避意图但还是无意暴露

（十
一

） 求助叙事中 ， 有无求助者社交网络好友的辅助认证？
［单选题］

１ ．有 ２ ？没有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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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网络公益平台大病医疗的众筹叙事视角建构

（

一

） 求助叙事中采用 了下述哪种叙事视角 ？
［多选题］

１ ．非聚焦视角 ２ ．内聚焦型视角 ３ ．外聚焦型视角

（
二

） 如求助叙事中有非聚焦视角的应用 ， 釆用 了何种非聚焦视角 ？ ［单选题］

１ ．全景式的鸟瞰 ２ ．从容把握不同人物的作为与思想

３ ．叙述者一 目 了然 ， 而人物间却没有沟通 ４ ．未釆用非聚焦视角

（
三

） 如求助叙事中有内聚焦视角的应用 ， 釆用了何种内聚焦视角 ？
［单选题 ］

１ ．固定内聚焦型 ２ ？不定内聚焦型 ３ ＿多重内聚焦型 ４ ．未釆用 内聚焦型视角

三 、 网络公益平台大病医疗的众筹叙事时序建构

（

一

） 求助叙事中 ， 釆用了哪种叙事时序 ？
［单选题］

１ ．顺时序 ２ ．逆时序 ３ ．交叉使用

（
二

） 如求助叙事中有逆时序的应用 ， 采用了何种逆时序 ？ ［单选题］

１ ．闪回 （倒叙 ）
２ ．闪前 （预叙 ）

３ ．交错 （闪回和闪前的混合运用 ）

（
三

） 如求助叙事中有闪回的应用 ， 釆用的是哪种对比闪回 ？ ［单选题 ］

１ ．填充闪回 ２ ．对比闪回 ３ ．重复闪回 ４ ．未使用 闪回

四 、 网络公益平台大病医疗的众筹叙事故事建构

（

一

） 求助叙事中 ， 釆用了下述哪种叙事策略 ？
［多选题］

１ ．情感策略 ２ ．理性策略 ３ ．信用策略

（
二

） 求助叙事中 ， 情节建构釆用哪种线性结构 ？
［单选题 ］

１ ．单线型 ２ ．复线型 ３ ．环形

（
三

） 求助叙事中 ， 有无辗转就医情节的建构 ？
［单选题］

１ ．有 ２ ．没有

（四 ） 求助叙事中 ， 配图信息包含哪些内容？
［多选题］

１ ．病历 、 身份等书面证明材料 ２ ．伤状照片 ３ ．病前健康形象照

４ ． 医疗环境照片 ５ ．患者作品照片 ６ ．与病情无关但表达爱的主题的图片

７ ．家属或家庭特殊身份证明照 ８ ．能展示患者某种品格的照片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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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录 ２

问卷变量操作化方法

变量类＾测量情境题项

Ｍ傭

＂

 标题 ： ３８ 岁父亲确诊白

标题信息少血病 ， 治疗费用高 ， 恳请援

助 Ｉ

标题信 标题字数—

ｍ祕 ３８ 岁家麵雛
息含量

标题信息多确诊白血病 ， 治疗费用 ３５ 万 ，



家有二孩 ，
恳请援助 ！

大家好 ， 我叫李梅 ，
患

者是我老公 ， 身患急性白血

病 ， 前期治疗已用光家庭积

蓄 ， 现急需筹款 ， 目 前全家

靠我
一个人每月 三千元工资

叙事视角的女性倾向
来驗 ， 家里还有－个正在

读大学的女儿 ， 每年学费加

生活费 ２ 万左右 ， 作为
一

个

女人真的难 以承受生活之

由
、重

，
恳请大家伸出援手 ！

性别导向大家好 ， 我叫张亮 ，
患

者是我妻子 ， 身患急性白血

病 ， 前期治疗已用光家庭积

蓄 ， 现急需筹款 ， 目 前全家

靠我
一

个人每月 三千元工资

叙事视角的男性倾向 来维持 ， 家里还有
一个正在

读大学的儿子 ， 每年学费加

生活费 ２ 万左右 ， 作为家里

的唯
一

男劳力现在难以承受

生活之重
，
恳请大家伸 出援

 ｜＿ｆ ！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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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叫李建新 ， 今

年 ４０ 岁 ， 是甘肃省
一

名普通

工人 ， 今年 ６ 月 份噩耗降临

——我被诊断为肺癌 ， 治疗

至今已经无力负担接下来的

求助者负面形象回避 医疗费用 。 生病前我是家里

的顶梁柱 ， 家里还有 ２ 个孩

子 ， 全家就靠我
一

个人支撑

整个家里的经济 ，
无奈之下

发起水滴筹款 ！ 恳请各位爱

江ｆ 岛心人士可以伸出援手 ！

负面 形象

大家好我叫李建新 ， 今
回避 Ａ

年 ４０ 岁 ， 是甘肃省
一

名普通

工人 ， 今年 ６ 月 份噩耗降临

—－我被诊断为肺癌 ， 治疗

至今已经无力负担接下来的

求助者麵形象暴露 ＝［
我还

＝
孩子 ，

大女儿咼二 ，

二女儿初
一

，

三女儿三年级 ， 小儿子幼儿

园 ． 全家就靠我一个人支撑

整个家里的经济 ， 无奈之下

发起水滴筹款 ！ 恳请各位爱



心人士可以伸出援手 ！

各位好心人您好 ， 我是

来 自 单亲家庭 的
一

名 高三

生
， 我的爸爸凌晨 自 驾小车

（供职公司的 ） 时 ， 与大货

车在环城高速追尾 ，
造成眼

负 面 形 象
求助者负面形象回避 球破裂 、 颅底骨折等多处严

回避 Ｂ

重损伤 ， 性命垂危 ． 我们还

没有收到保险赔付 ， 但医疗

费用迫在眉睫 ， 如果后续赔

付够治疗用 ， 我们愿将您的



｜

捐款退还 ，
望好心人士在此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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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先伸手相助 ！

各位好心人您好 ， 我是

来 自 单亲 家庭 的
一

名 高三

生
， 我的爸爸凌晨 自 驾小车

（供职公司的 ） 时 ， 与大货

车在环城高速追尾 ， 造成眼

球破裂 、 烦底骨折等多处严

求助者负面形象暴露 重损伤 ， 性命垂危 ． 此次车

祸是我爸爸全责 ， 我们 尚未

收到保险赔付 ， 但医疗费用

迫在眉睫 ， 如果后续赔付够

治疗用 ， 我们愿将您的捐款

退还
，
望好心人士在此时伸



手相助 ！



大家好 ， 我的妻子曹美

霞今年 ３４ 岁 ， 与我孕有两个

孩子 ．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 妻子被

确诊为急性髓系 白血病 ， 两

年多的治疗里 ， 面对多次病

危通知 ， 我们始终积极 自救 ，

ｍａ＋￥＆变戶； 够财

叙事 视
■

人 ＼
产投人治疗 ． 总计己经花费

＆求助视角凭借
一

个人物的感官去
＾^

胃 Ｔ歸万 ， 目 削 ２０２２＿

医保已经封顶 ， 好在今年 ８

月 ， 终于有机会进仓等待骨

髓移植 ，
而进仓费用需要 ９０

多万 ． 虽然后期的治疗费压

力相当之大 ， 但是 ， 拼尽全

力 ， 我也要好好守护她康复 ，



｜

恳请大家祝我们
一

臂之力 ！

８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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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 ： 大家好 ， 我的妻

子曹美霞今年 ３４ 岁 ， 与我孕

有两个孩子 。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

妻子被确诊为急性髓系 白血

病 ， 两年多的治疗里 ， 面对

多次病危通知 ， 我们始终积

极 自 救 ， 我变卖了所有能够

变现的财产投入治疗 。 总计

己经花费了１ ００ 多万 ， 目 前

２０２２ 年的医保已经封顶 ， 好

在今年 ８ 月 ，
终于有机会进

仓等待骨髓移植 ，
而进仓费

用需要 ９０ 多万 。 虽然后期的

治疗费压力相当之大 ， 但是 ，

多 重 内 聚 焦 拼尽全力 ， 我也要好好守护

（凭借多个人物的感官去 她康复 ， 恳请大家祝我们
一

看 、 去听 ）臂之力 ！

儿子 ： 医生说 ， 我的骨

髓可以救妈妈 。 我好开心 ，

很 自 豪 ！ 虽然很害怕又粗又

长的针管 ， 但
一

想到能够救

妈妈 ， 我就不害怕 了 。 我爱

妈妈 ！ 希望妈妈能早点好起

来 ， 叔叔阿姨帮帮我们吧 ！

医务人员 ： 白血病人的

治愈过程是非常艰难而漫长

的 ，
患者曹美霞在治疗过程

中历经坎坷 ，
夫妻二人始终

坚守 ， 终于迎来救治希望 ，

希望社会爱心人士能伸 出援



手帮帮他们 ．



大家好 ，
我 叫戚娟娟 ，

＾今昔对比有对比闪回患者是我的儿子秦启晨 ， 今
丨

曰

 ｜

年 １ ７ 岁 ， 马上要参加高考进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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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入大学了 ， 但今年却不幸查

出 了 白血病 ， 我和他爸爸已

经倾尽所有家财但仍然不够

治疗费用 ， 实属无奈 ， 不得

已 向各位好心人发起筹款 ，



恳请大家救救我的儿子 ． ． ．

大家好 ， 我叫戚娟娟 ，

患者是我的儿子秦启晨 ， 今

年 １ ７ 岁 ， 他是个阳光少年 ，

患病前学习
一

直名列前茅 ，

还特别会打篮球 ， 跟老师 、

同学关系都十分融洽 ， 我们

是普通家庭 ， 有些负债 ，
但

夫妻俩勤恳工作 ， 儿子也体

贴父母 ，

一

家人劲往
一处使 ，

前年还完了欠款 ， 儿子也马

无对比闪回上高考进入大学 ，
日 子眼看

越来越好。

万万没想到天有不测风

云
， 我的孩子在今年查出 了

白血病 ， 短短半年 ， 我们原

本幸福的家突然变得特别沉

重 ， 我们倾尽所有家财但仍

然不够治疗费用 ， 实属无奈 ，

不得已 向各位好心人发起筹

款 ， 恳请大 家救救我 的儿

子 ． ． ．

大家好 ， 我叫秦美娟 ，

是
一

名 白血病患者 ， 在鬼门
■

 关走 了几遭后 ， 有时候我也

ｍ
Ｋ

叙事策略情感策略会感叹命运捉弄让我忍受这

么多年煎熬与折磨 ； 有时又

会感慨 自 己何其幸运 ， 两个



｜

可爱的儿子在侧 ， 有丈夫 自

９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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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始 自 终的守护 ， 不离不弃 ，

拼尽全力救治我 ； 更有那么

多家人 、 朋友和医护人员 、

爱心人士的关爱和付出 。 我

又有什么理由放弃 ？ ！ 努力

配合 ， 积极治疗 ， 要让所有

所有那些为爱付出的人们 ，



看到我健康归来 ！



大家好 ， 我叫王涛 ，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 我的妻子秦美娟确

诊为急性髓系 白血病 ， 两年

多治疗 ， 历经 ３ 次真菌感染 ，

４ 次病危通知 ，
１ １ 个化疗疗

程 ，
２ １ 次骨髓穿刺 ． 我们变

理性策略卖了家中所有财产 ， 医疗支

出 已有 １ ００ 多万 。 但后续 ９０

万的治疗费用我们家庭已无

力承担 ， 恳求大家伸出援手

救救我妻子 ， 我会公布所有

支出 明细 ， 以便大家监督 ，



再次恳求 、 感谢大家 ！

大家好 ， 我是安庆市立

医院的护士戚红梅 ，
工号 ：

２２２０００
， 白血病患者秦美娟

在我们科室治疗两年 ， 期间

数次感染 ， 险象环生 ， 夫妻

二人变卖家产积极 自救 、 合

信用策略力与疾病抗争的经历还登上

了安徽 日 报 ， 我们在他们身

上见证了爱情的力量和生命

的顽强 ， 现在夫妻俩终于迎

来了期待已久的进仓机会 ，

却又受制于 ９０万高额的治疗



｜

费用 ，
恳请大家方便的话能

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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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够伸以援手 ．

大家好 ， 我叫王芳 ， 今

年 ４８ 岁 ， 我 ８ 岁的女儿徐艺

桐不幸被
“

睡血细胞综合征
”

找上了 门 ， 现在仅仅是保命

阶段 ， 就已经花费了２０ｗ ，

还没有正式开始治疗这个

波折就医情节缺位病 ， 面对后续巨额的医疗支

出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好 。 恳

请大家伸出援手救救我的女

儿 ？ 面对天文数字的医疗费 ，

无奈发起水滴筹 ， 希望借助

大家的力量 ， 帮我们渡过难



关 ！ ！ ！ ！



大家好 ，
我叫王芳 ， 今

年 ４８ 岁 ， 我 ８ 岁的女儿徐艺

情节波折 桐不幸被
“

噬血细胞综合征
”

找上了 门 ， 面对天文数字的

医疗费 ， 无奈发起水滴筹 ，

希望借助大家的力量 ，
让我

们 渡 过 难 关 ！ ！ ！ ！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 女儿突发发烧 ，

在当地医院治疗了段时间却
波折就医情节就位^

不见好转 。 无奈
，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 ０ 日
， 我们来到了驻马店

１ ５９ 医院治疗 ，

一

周后因为病

情加重再次转诊到上级河南

省儿童医院治疗 ．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 日
， 女儿病情恶化 ， 转

科到重症监护室 ，
三天后由

于感染导致多器官障碍 ，
医



生给我们上了ＩＣＭＯ 治疗代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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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替心肺功能 ，
这是抢救的最

后一步 ， 能否保命在此
一

举 ？

然而现在也仅仅只是保

命阶段 ， 就已经花费了２０ｗ ，

还没有正式 开始治疗这个

病 ， 面对后续巨额的医疗支

出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

恳请大家伸 出援手救救我的



大家好 ，
我叫戎丽挪 ，

患者是我 ３ ９ 岁 的丈夫陈科

峰 。 ８ 月 １ ９ 号 ， 丈夫突然半

个身子发麻 ， 嘴歪 ， 辗转多

家医院后被确诊为
“

脑血管

单 线 型 叙 事 血栓形成并重度狭窄
”

， 急需

（主线 ）手术治疗 ， 费用高达十几万．

丈夫的治疗迫在眉睫 ，
但家

庭经济艰难 ， 住房已抵押 ，

我们实在走投无路才向大家

发起求助 ， 恳请好心人帮助



我们渡过难关 ．



叙事线路大家好 ，
我叫戎丽娜 ，

患者是我 ３９ 岁 的丈夫陈科

峰 ． ８ 月 １ ９ 号 ，
丈夫突然半

个身子发麻 ， 嘴歪 ， 辗转多

家医院后被确诊为
“

脑血管

复 线 型 叙 事
^

手术治疗 ， 费用高达十几万 。

＾＾前年 ， 我父亲身患肺癌 ，

两年来为父亲看病已经花费

了近 ３０ 万
， 房子也抵押出去

了 。 如今丈夫的治疗迫在眉

睫 ， 我们实在走投无路才向



｜

大家发起求助 ， 恳请好心人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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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

文字型的诊断报见附录问卷调查 ： 网络

公益大病医疗众筹平台 中求

病人伤情图片助者叙事对大众捐赠意愿的



影响调查


因 变暈
变量名称测量题项

类型


请选择您愿意进一步点击查

看众筹项 目求助全文的意向

隨胃
击 阅 读 ｉ

廳进一步点击查看众筹 程度

愿ｇ项 目求助全文的意向程度
□
非常不同意

１＝１

不太同意
＾

ａ—般ａ
比较同意



□
非常同意


请选择您您同意捐赠的意向

程度

ｆ

赠 意 倾 向
愿意捐赠数额的多少

□
非常不同意 □不太同意

愿 程度□－
般□比较同意



｜

＾
非常同意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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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 ｓ

网络公益平台大病医疗众筹叙事对大众捐赠意愿的影响调查

尊敬的女士 ／先生 ：

您好 ， 我是来 自 山东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 目前正在进行网络

公益平台大病医疗的众筹叙事研究 ．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 ， 您将在阅读每
一

段求助

者叙事后选择您同意捐赠的意向程度 ， 预计将占用您 １ ５ 分钟的时间 ．

我承诺将对您的作答信息严格保密 ， 您的填写对本研究至关重要 ， 感谢您的

认真作答 ！

第
一部分 ：基本信息

１ ．您的性别 ：

女

男

２ ？您的年龄 （周岁 ）
：

（
１

）１ ８ 岁及以下

（
２

）１ ９－

３０
岁

（
３

）３ １
－５０

岁

（
４

）５０ 岁以上

３ ．您的职业为 ：

行政机关 、 事业单位人员

企业工作人员

服务行业人员

学生

自 由职业者／个体户

聽

其他

４ ．您的家庭年收入水平 （元 ）
：

（
１

）５ 万元以下

⑵ ６
－

１ ５ 万元

（
３

）１ ６－２５万元

（
４

）２６
－３５万元

（
５

）３６￣４５
万元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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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４５ 万元以上

５ ．您的学历是 ：

专科以下

专科

本科

硕士

硕士以上

第二部分 ： 潜在捐助者点击阅读／捐赠意愿情境测试

６ ．请您阅读以下两则求助标题 ， 并分别选择您进一步点击查看全文详情的意

向程度 ：

（
１

） 标题 ： ３ ８ 岁父亲确诊白血病 ， 治疗费用高 ， 恳请援助 ！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
２

） 标题 ： ３８ 岁家庭顶梁柱确诊白血病 ， 治疗费用 ３５ 万
， 家有二孩 ， 恳

请援助 ！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口一般□比较同意口非常同意

（
３

） 我能感知到两则标题中存在信息含量多少的差异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７ ．请您阅读以下两段求助叙事 ， 并分别选择您同意捐赠的意向程度 ：

⑴ 大家好 ， 我叫李梅 ，
患者是我老公 ， 身患急性白血病 ， 前期洽疗已用

光家庭积蓄 ， 现急需筹款 ，
目前全家靠我

一

个人每月三千元工资来维持 ， 家里还

有一＾正在读大学的女儿， 每年学费加生活费 ２万左右 ， 作为
一＞

ｈ女人真的难以

承受生活之重 ，
恳请大家伸出援手 ！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
２

） 大家好 ， 我叫张亮 ，
患者是我妻子 ， 身患急性白血病 ， 前期治疗已用

光家庭积蓄 ， 现急需筹款 ， 目前全家靠我
一个人每月三千元工资来维持 ， 家里还

有４正在献学的儿子， 每轉费加生活费 ２万左右 ， 作为家里的唯一男劳力

现在难以承受生活之重 ， 恳请大家伸出援手 ！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
３

） 我能感知到两种描述中求助者的性别差异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８ ．请您阅读以下两段求助叙事 ， 并分别选择您同意捐赠的意向程度 ：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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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大家好我叫李建新 ， 今年 ４０ 岁 ， 是甘肃省
一

名普通工人 ， 今年 ６ 月份

噩耗降临一我被诊断为肺癌 ， 治疗至今已经无力负担接下来的医疗费用 ？ 生病

前我是家里的顶梁柱 ， 家里还有 ２个孩子 ，
全家就靠我

一

个人支撑整个家里的经

济 ， 无奈之下发起水滴筹款 ！ 恳请各位爱心人士可以伸出援手 ！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
２

） 大家好我叫李建新 ， 今年 ４０ 岁 ， 是甘肃省
一

名普通工人 ， 今年 ６ 月份

噩耗降临一我被诊断为肺癌 ， 治疗至今已经无力负担接下来的医疗费用 ． 我还

有四个孩子 ’ 大女儿高三 ，
二女 一

，
三女ＪＬＨ年级， 小儿子幼儿园 ？ 全家就

靠我一个人支撑整个家里的经济 ， 无奈之下发起水滴筹款 ！ 恳请各位爱心人士可

以伸出援手 ！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
３

） 我能感知到两段叙事中存在
“

求助者是否有超生或重男轻女
”

这一负面

形象呈现的不同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９ ．请您阅读以下两段求助叙事 ， 并分别选择您同意捐赠的意向程度 ：

（
１

） 各位好心人您好 ， 我是来 自 单亲家庭的
一

名高三生 ， 我的爸爸凌晨 自

驾小车 （供职公司的 ） 时 ， 与大货车在环城高速追尾 ， 造成眼球破裂 、 颅底骨折

等多处严重损伤 ， 性命垂危 ． 我们还没有收到保险赔付 ， 但医疗费用迫在眉睫 ，

如果后续赔付够治疗用 ， 我们愿将您的捐款退还 ， 渴望您的援手 ！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
２

） 各位好心人您好 ， 我是来 自单亲家庭的
一

名高三生 ， 我的爸爸凌晨 自

驾小车 （供职公司的 ） 时 ， 与大货车在环城高速追尾 ， 造成眼球破裂 、 颅底骨折

等多处严重损伤 ， 性命垂危 。 此次车祸是我爸爸全责 ， 我们尚未收到保险赔付 ，

但医疗费用迫在眉睫 ， 如果后续赔付够治疗用 ， 我们愿将您的捐款退还 ， 渴望您

的援手 ！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
３

） 我能感知到两段叙事中存在
“

是否交代患者有交通违法
”

这
一

负面形象

的不同

口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１ ０ ．请您阅读以下两段求助叙事 ， 并分别选择您同意捐赠的意向程度 ：

（
１

） 大家好 ， 我的妻子曹美霞今年 ３４ 岁 ， 与我孕有两个孩子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 妻子确诊患了急性髓系 白血病 ， 两年多的治疗里 ， 面对多次病危通知 ， 我们

始终积极 自救 ， 我变卖了所有能够变现的财产投人治疗 。 总计己经花费了１ 〇〇

多万
，
目前 ２０２２ 年的医保已经封顶 ， 好在今年 ８ 月 ， 终于有机会进仓等待骨髓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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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 ，
而进仓费用需要 ９０ 多万 。 虽然后期的治疗费压力相当之大 ， 但是 ， 拼尽

全力 ， 我也要好好守护她康复 ， 恳请大家祝我们
一

臂之力 ！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 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
２

） 丈夫 ： 大家好 ，
我的妻子曹美霞今年 ３４ 岁 ， 与我孕有两个孩子 。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 妻子确诊患了急性髓系 白血病 ， 两年多的治疗里 ， 面对多次病危通知 ，

我们始终积极 自救 ， 我变卖了所有能够变现的财产投入治疗 。 总计己经花费了

１ 〇〇 多万 ， 目 前 ２０２２ 年的医保已经封顶 ， 好在今年 ８ 月 ， 终于有机会进仓等待

骨髓移植 ，
而进仓费用需要 ９０ 多万 。 虽然后期的治疗费压力相当之大 ，

但是 ，

拼尽全力 ， 我也要好好守护她康复 ， 恳请大家祝我们
一

臂之力 ！

儿子 ： 医生说 ， 我的骨髓可以救妈妈 。 我好开心 ， 很 自 豪 ！ 虽然很害怕又粗

又长的针管 ，
但
一

想到能够救妈妈 ， 我就不害怕 了 。 我爱妈妈 ！ 希望妈妈能早点

好起来 ，
叔叔阿姨帮帮我们吧 ！

医务人员 ： 白血病人的治愈过程是非常艰难而漫长的 ，
患者曹美霞在治疗过

程中历经坎坷 ， 夫妻二人始终坚守 ， 终于迎来救治希望 ， 希望社会爱心人士能伸

出援手帮帮他们 。

口非常不同意口不太同意□一般□ 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
３

） 我能感知到两段叙事中存在
“

单人视角 ｖ ｓ 多人视角
”

的差异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 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１ １ ．请您阅读以下两段求助叙事 ，
并分别选择您同意捐赠的意向程度 ：

（
１

） 大家好 ， 我叫戚娟娟 ，
患者是我的儿子秦启晨 ， 今年 １ ７ 岁 ， 马上要参

加高考进人大学了 ， 但今年却不幸查出 了 白血病 ， 我和他爸爸已经倾尽所有家财

但仍然不够治疗费用 ， 实属无奈 ，
不得已 向各位好心人发起筹款 ，

恳请大家救救

我的儿子 ． ． ．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 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⑵ 大家好 ， 我叫戚娟娟 ，
患者是我的儿子秦启晨 ， 今年 １ ７ 岁 ，

他是个阳

光少年 ， 患病前学习一直名列前茅 ，
还特别会打篮球 ， 跟老师 、 同学关系都十分

融洽 ， 我们是普通家庭 ， 有些负债 ， 但夫妻俩勤恳工作 ， 儿子也体贴父母 ，

一家

人劲往
？

处使 ， 前年还完了欠款 ，
儿子也马上高考进入大学 ，

日 子眼看越来越好 。

万万没想到天冇不测风云 ， 我的孩子在今年查出 了 白血病 ， 短短半年 ， 我们

原本幸福的家突然变得特别沉重 ， 我们倾尽所有家财但仍然不够治疗费用 ， 实属

无奈 ， 不得已 向各位好心人发起筹款 ，
恳请大家救救我的儿子 ． ． ．

□非常不同意口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
３

） 我能感知到两种描述 中存在
“

是否有患病前后生活对比叙述
”

的差异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 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９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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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本题为问卷填写状态测试题（请选择
“
一

般
”

选项）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１ ３ ．请您阅读以下三段求助叙事 ， 并分别选择您同意捐赠的意向程度 ：

（
１

） 大家好 ， 我叫秦美娟 ， 是
一

名 白血病患者 ， 在鬼门关走了几遭后 ， 有

时候我也会感叹命运捉弄让我忍受这么多年煎熬与折磨 ； 有时又会感慨 自 己何其

幸运 ， 两个可爱的儿子在侧 ， 有丈夫 自始 自终的守护 ， 不离不弃 ， 拼尽全力救治

我 ； 更有那么多家人 、 朋友和医护人员 、 爱心人士的关爱和付出 ． 我又有什么理

由放弃？ ！ 努力配合 ， 积极治疗 ， 要让所有所有那些为爱付出的人们 ， 看到我健

康归来 ！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
２

） 大家好 ， 我叫王涛 ，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 我的妻子秦美娟确诊为急性髓系 白

血病 ， 两年多治疗 ， 历经 ３ 次真菌感染 ，
４次病危通知 ，

１ １ 个化疗努港 ，
２ １ 次

刺 ． 我们变卖了家中所有财产 ， 医疗支出已有 １００ 多万。 但后续 ９０万的

治疗费用我们家庭已无力承担 ， 恳求大家伸出援手救救我妻子 ， 我会公布所有支

出明细 ， 以便大家监督 ， 再次恳求 、 感谢大家 ！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
３

） 大家好 ， 我是安庆市立医院的护士戚红梅 ，
工号 ： ２２２０００

， 白血病患

者秦美娟在我们科室治疗两年 ， 期间数次感染 ， 险象环生 ， 夫妻二人变卖家产积

极 自救 、 合力与疾病抗争的经历还登上了安徽 日报 ， 我们在他们身上见证了爱情

的力量和生命的顽强 ， 现在夫妻俩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进仓机会 ， 却又受制于

９０ 万高额的治疗费用 ，
恳请大家方便的话能够伸以援手 。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口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
４

） 我能感知到 ３ 种描述在情感 、 逻辑及权威上的不同倾向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１４ ．请您阅读以下两段求助叙事 ， 并分别选择您同意捐赠的意向程度 ：

（
１

） 大家好 ， 我叫王芳 ， 今年 ４８ 岁 ， 我 ８ 岁的女儿徐艺桐不幸被
“

噬血细

胞综合征
”

找上了门 ， 现在仅仅是保命阶段 ， 就已经花费了
２０ｗ

，
还没有正式开

始治疗这个病 ， 面对后续巨额的医疗支出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好 ？ 恳请大家伸出援

手救救我的女儿 。 面对天文数字的医疗费 ， 无奈发起水滴筹 ， 希望借助大家的力

量 ， 帮我们渡过难关 ！ ！ ！ ！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口非常同意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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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大家好 ， 我叫王芳 ， 今年 ４８ 岁 ， 我 ８ 岁的女儿徐艺桐不幸被
“

嗤血细

胞综合征
”

找上了门 ， 面对天文数字的医疗费 ， 无奈发起水滴筹 ， 希望借助大家

的力量 ，
让我们渡过难关 ！ ！ ！ ！

２０２２年 ８ 月 ， 女儿突发发烧 ， 在当地医皖治疗了段时间却不见好转 ． 无奈 ，

２０２２年 ８ 月 １０ 日 ， 我们来到了驻马店 １５９ 医院治疗 ，

一

周后因为病情加重再次

转诊到上级河南省儿童医院治疗 ． ２０２２年 ９ 月 １ 日 ， 女儿病情恶化 ， 转科到重

症监护室 ，
三天后由于感染导致多器官障碍 ， 医生给我们上了

ＩＣＭＯ 治疗代替

心肺功能 ， 这是抢救的最后
一步 ， 能否保命在此一举 ？

然而现在也仅仅只是保命阶段 ， 就已经花费了
２０ｗ

，
还没有正式开始治疗这

个病 ， 面对后续巨额的医疗支出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恳请大家伸出援手救救

我的女儿 ．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
３

） 我能感知到两种描述中存在就医波折程度的差异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口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１ ５ ．请您阅读以下两段求助叙事 ， 并分别选择您同意捐赠的意向程度 ：

⑴ 大家好 ， 我叫戎丽娜 ，
患者是我 ３９岁的丈夫陈科峰． ８ 月 １ ９ 号 ， 丈

夫突然半个身子发麻 ， 嘴歪 ， 辗转多家医院后被确诊为
“

脑血管血栓形成并重度

狭窄
”

， 急需手术治疗 ， 费用高达十几万 ． 丈夫的治疗迫在眉睫 ， 但家庭经济艰

难 ， 住房已抵押 ， 我们实在走投无路才向大家发起求助 ， 恳请好心人帮助我们渡

过难关 ？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⑵ 大家好 ， 我叫戎丽娜 ，
患者是我 ３９ 岁的丈夫陈科峰 ？８ 月 １ ９ 号 ， 丈

夫突然半个身子发麻 ， 嘴歪 ， 辗转多家医院后被确诊为
“

脑血管血栓形成并重度

狭窄
”

， 急需手术治疗 ， 费用高达十几万 。

前年 ， 我父亲身患肺痛 ， 两年来为父亲看病已经花费了近 ３０ 万 ， 房子也抵

押出去了 。 如今丈夫的治疗迫在眉睫 ， 我们实在走投无路才向大家发起求助 ， 恳

请好心人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
３

） 我能感知到两种描述中存在叙事支线数量的差异 （丈夫线 、 丈夫＆父

亲线 ）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１ ６ ．癌症患者郑某某突遭车祸重危截肢 ， 还需 ３０ 万医疗费用急救 ， 请您依次

点击选项中的图片 ， 并据此选择您同意捐赠的意向程度 ：

１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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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医院诊断报告


（
２
）病人伤情照片


□非常不同意 □不太同意 □一□非常不 同意 口不太同意 □一

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般□ 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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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饿能感知到选项 中存在对患者伤情采用

“

文字诊断 ｖ ｓ 视觉直观呈现
”

的不

同

□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 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问卷 内容到此结束 ， 再次感谢您的认真作答 ！ 祝您身体健康 、 生活愉快 ！

１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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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５ ：１ ３８ －

１４３ ．

［
５

］
ＭｃＩｎｅｍｅｙ

Ｍ．Ｈｏｗ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ｓＣａｎＵｓｅＳｔｏｒｙｔｅ ｌ ｌｉｎｇ
ａｎｄ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ｒｉｃｓ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Ｈｏｗ Ｔｈｅｙ
Ｓｈａｒｅｔｈｅ ｉｒ Ｐｈ ｉ 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
Ｊ
］

．２０ １ ８ ：２６－２７ ．

［
６
］
ＳｃｈｅｒｒＣＬ

，Ｌ ｉ ｌｌ ｉｅＨ
，
Ｒａｔｃｌ ｉｆｆＣＬ

，ｅｔａｌ ．Ａｒｅｓｏｍ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ｏｔｈｅｒｓ？ ：

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 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ｍｓｏｎ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ｅｘｔａｎｄｄｒｉｖｅ
［
Ｊ
］

，

Ｒｉｓｋ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
，
２０２２

，
４２

（
１ ０

）
：２ １ ７６－２ １ ８８ ．

［
７

］
Ｍｏｙｅｒ

－ＧｕｓｅＥ
，ＴｃｈｅｍｅｖＪＭ

，Ｗ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ｒｔｉｎＷ ．Ｔｈｅｐｅｒｅｕａ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ａ

ｈｕｍｏｒｏｉｉ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ｂ 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ｅｘｐｌｉｃｉ ｔ
ｐｅｒｓｕａｓ ｉｖｅａｐｐｅａｌ

［
Ｊ
］

，

１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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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 ｉｅｎｃ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２０ １ ９

，
４ １

（
４
）

：４２２－４４ １ ．

［
８
］
Ｅ ｌ

－Ｋｈｏｉｕｙ
ＪＲ

，ＳｈａｆｅｒＡ．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ｅｘｅｍｐ
ｌａ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ｅ ｌｅｂｒｉｔｙｓｐｏｋｅｓｐｅｒｓｏｎｉｎ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ａｎｔｉ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ｐｕｂ ｌ ｉｃｓｅｒｖ ｉｃｅ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２０ １ ６

，
２ １

（
８
）

：９３ ５－９４３ ．

［
９
］
ＷａｌｔｚＭＩｍａｇｅｓａｎｄ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ｏｆａｕｔｉｓｍｗｉｔｈｉｎｃｈａｒｉ ｔｙ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
Ｊ
］

．Ｄ ｉ 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 １ ２

，
２７

（
２
）

：２ １ ９－２３３ ．

［
１ ０

］
ＮｉｃｋｅｌＰＭ

，Ｅ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ＡＭ．Ａ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ｅｄ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Ｓｃ ｉｅｎｔｉ ｓｔ
，
２００９

，
５２

（
７
）

：９７４－９８９ ．

［
１ １

］
ＥｖａｎｓＬ

，ＰｉｅｒｐｏｉｎｔＪ ．Ｆｒａｍ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ｇｄａｌｅｎ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ａｎｄ

ｉｍ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ａｒｉｔｙ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

Ｊ
］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２０ １ ５

，
４５

（
６－７

）
：６６ １

－６９０ ．

［
１２

］
Ｊａｃｏｂｓ ＲＮ

，
Ｓｏｂｉｅｒａ

ｊ
Ｓ ．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ｌｅｇ

ｉｔｉｍａｃｙ ：Ｕ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ｄｅｂａｔｅｓ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ｓｅｃｔｏｒ
［
Ｊ
］

．Ｓｏｃ 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ｉｙ ，
２００７

，
２５

（
１
）

：１
－２５ ．

［
１ ３

］
Ｈａｒｖｅｙ

Ｃ
，
ＧｏｒｄｏｎＪ

，

Ｍａｃ ｌｅａｎＭ ．Ｔｈｅｅｔｈ ｉｃｓｏｆ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ｐｈ ｉ 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Ｅｔｈ ｉｃｓ
，
２０２ １

，
１ ７ １ ：３３ －４９ ．

［
１ ４

］
Ｍａｃ ｌｅａｎＭ

，
Ｈａｒｖｅｙ

Ｃ
，
ＧｏｒｄｏｎＪ

，
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ｓｔｏｒｙｔｅ ｌ ｌ ｉｎｇ
ａｎｄｔｈｅ

ｐｈ ｉ ｌａｎｔｈｒｏｐ ｉｃ

ｊ
ｏｕｍｅｙ［

Ｊ
］

．ｈｕｍａｎｒｅｌａｔ ｉｏｎｓ
， 
２０ １ ５

，
６８

（
１ ０

）
；１ ６２３

－

１ ６５２ ．

［
１ ５

］
ＡｐｐｅＳ ．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

ｐ
ｒｏｆｅｓｓ ｉｏｎａ ｌｉｚｅｄｎｏｎｇｏ

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ｉｆｅ－ｈｉ ｓｔｏｒｙ

ｎａｒｒａｔ ｉｖｅｓｏｆ
ｇｒａｓ ｓｒｏｏｔｓ

ｐ
ｈ ｉ ｌａｎｔｈｒｏｐ ｉｃｌｅａｄｅｒｓｉｎＡｆｒｉｃａ

［
Ｊ
］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 ｉｐ ， 
２０２０

，
３ １

（
２

）
：３３ ５

－３ ５３ ．

［
１ ６

］
Ｋｏｈｌ

－ＡｒｅｎａｓＥ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 ｌｆｉｎｐｈｉ ｌａｎｔｈｒｏｐ ｉｃｌ ｉｆｅ ：Ｔｈｅ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ｆｉｃｅｒ

［
Ｊ
］

．Ａｎｔｉｐｏ
ｄｅ

，
２０ １ ７

，
４９

（
３

）
：６７７－７００ ．

［
１ ７

］
ＨｏｓｓａｉｎＭ．Ｅｘｐ ｌ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ｕｓ ｌ ｉｍ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ｈ ｉ 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
＆ 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

２０２２
，
６
（
２
）

；４７－４９ ．

［
１ ８

］
王凯 ．公益广告的

“

叙事传输
”

机制——以央视三则公益广告为例 ［
Ｊ
］

． 中国广播

电视学刊 ，
２０ １ ９

，
３３９

（
０６

）
： １ ５

－

１ ９ ．

［
１ ９

］熊定 ．公益广告叙事策略分析一以泰国电视公益广告片为例 ［
Ｊ
］

．当代电

视 ，
２０ １ ８

，
３ ６６

（
１ ０

）
：８８＋８７ ．

［
２０

］牛鸿英．情感叙事与身份认同——后世俗社会视域中泰国视频公益广告的文

化建构 ［
Ｊ
］

？中国电视 ，
２０ １ ９

，
３９８

（
０４

）
：６３

－

７０ ．

［
２ １

］赵小波 ．中外影视动画公益广告叙事比较研究 ［
Ｊ
］

．电视研

究 ，
２０ １ ５

，
３０４

（
０３

）
：６７

－６９ ．

［
２２

］逯明宇 ，李艺璇 ．全景视频公益广告的传播特点与叙事策略 ［
Ｊ
］

．青年记

者 ，

２０ １ ９
，
６４４

（
２４

）
： ７９

－

８０ ？

ｌ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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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何梦凡 ，叶思成屈蔚？广播公益传播叙事路径与创作特征撷谈一以北京广播

电视台建党百年主题广播公益传播为例 ［
Ｊ
］

．中国广播电视学

刊 ，
２０２ １

，
３６６

（
０９

）
： １ １ ７－

１ ２０ ．

［
２４

］董寄舟 ．重大题材广播公益广告的叙事方式创新一央广十九大主题系列公

益广告解析［
Ｊ
］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
２０ １ ７

，
３２ １

（
１ ２

）
： １ ５－

１ ７ ．

［
２５

］董天策 ，窦心悦 ？央视公益节目 《等着我 》 的情感叙事解析［
Ｊ
］

．当代传

播 ，
２０ １ ８

，
２００

（
０３

）
：４５４９ ．

［
２６

］张振卿 ．图像叙事 ： 从离析到统合的模式化建构——公益寻人栏 目 《等着我 》

的叙事模式与道德旨趣 ［
Ｊ
］

？上海文化，
２０２２

，
２ １ ３

（
１０

）
：６２－６８ ．

［
２７

］张帆 ，
王雪．延续与转变 ：电视公益节 目 《开学第

一课 》 的叙事策略研究 ［
Ｊ
］

． 中国

电视 ，
２０ １ ９

，
４０６

（
１２

）
：３８４３ ．

［
２８

］陈笑春 ，唐瑞蔓 ．乡村振兴语境中公益直播带货的叙事意义考察 ［
Ｊ
］

．西南民族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２〇２ １

，
４２

（
１ １

）
： １ ５６－ １ ６ １ ．

［
２９

］刘叶子 ，张学知 ．公益求助中的
“

故事 叙事文本与传播效果研究一￣基于
“

新

浪微公益平台
”

网络筹款能力的考察 ［
Ｊ
］

．当代传播 ，
２０２２

，
２２６

（
０５

）
：７ １

－

７ ５ －

［
３０

］
Ｇｅｒｂｅｒ Ｅ Ｍ

， 
Ｈｕ ｉＪ ．Ｃｒｏｗｄｆｉｍｄｉ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ｔｓｆｏｒ

ｐａｒｔｉｃ ｉｐ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ＡＣＭ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
ＴＯＣＨＩ

） ， 
２０ １ ３

，
２０

（
６
）

：１
－３２ ．

［
３ １

］
Ｋｕｐｐｕｓｗａｍｙ

Ｖ
，
Ｂａ

ｊ
ｏｉｓＢＬ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ｉｄｅａｓ ：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ｂａｃｋｅｒｓ
［
Ｊ
］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 ｐｏｒｔａｌｓ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２０ １ ８ ： １ ５ １

－

１ ８２ ．

［
３２

］
ＬｅｅＳ

，
Ｌｅｈｄｏｎｖｉｒｔａ Ｖ． Ｎｅｗ 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ａｆｅｔｙ

ｎｅｔ ｏｒ
ｊ
ｕｓｔ ｍｏｒｅ＾ｅｎｄｆｉｍｄｉｎｇ

５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 ｔａｔｅｓ

［
Ｊ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
２０２２

，
２５

（
８
）

：１ １ ５ １
－

１ １ ７５ ．

［
３ ３

］
Ｂ ｅｋｋｅｒｓ Ｒ

，
Ｗ ｉｅｐ

ｋｉｎｇ
Ｐ ．Ａ ｌ 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 ｉｅｗ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

ｐｈｉ 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 ：

Ｅ ｉｇｈ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ｔｈａｔｄｒｉｖｅ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ｇ

ｉｖｉｎｇ［
Ｊ
］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
２０ １ １

，
４０

（
５

）
：９２４－９７３ ．

［
３４

］
ＧｕＴ

，
Ｈｕａｎｇ

Ｘ
， 
ＷｕＪ ．Ｗｈａｔ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ｓ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Ｄｏｎａｔｅｉ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
ｊ
ｅｃｔｓ？ＡＴｒｕ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Ｊ
］

．２０２０ ：４３９－４４０ ．

［
３ ５

］
Ｐｅｎｇ 

Ｎ
，
Ｆｅｎｇ

Ｙ
，
Ｓｏｎｇ

Ｘ
，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ｈｓｔ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ｒｏｗｄｆｉｍｄｉｎｇ

ｓｕｃｃｅｓｓ肪ｄｆｄ ｌ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ｃｒｉｓｐ
－

ｓｅｔ
ｑｕａ 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

［
Ｊ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Ｓｙｓｔｅｍｓ
，
２０２２

（
ａｈｅａｄ－ｏｆ－ｐｒｉｎｔ

）
．

［
３６

］
Ｌ ｉｕＳ

，
Ｃｈｅｎｇ

Ｔ
，
Ｗａｎｇ

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 ｌ ｉａｂ ｉ ｌｉｔｙ

ｏｎ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ｒｏｗｄｆｔｎｗＭ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ｍｏｕｎｔ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 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２０２０

，
５
（
３

）
：１ ６２－

１ ７ １ ．

１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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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７

］
Ｗａｎｇ

Ｘ
５
Ｚｈａｎｇ

Ｘ
，
Ｔｏｎｇ 

Ａ．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 ｉｎｇｐｈｉ 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ｃａｐｐｅａｌ ｓｏｎ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ｇｉｖｉｎｇ ［

Ｊ
］

．Ｐｒｏｃｅｄｉａ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 ｉｅｎｃｅ
，
２０２２

，
１ ９９ ：２９３ －

３００ ．

［
３ ８

］
Ａｌｅｋｓｉｎａ Ａ

，
ＡｋｕｌｅｎｋａＳ

，
Ｌｕｂ ｌ６ｙ

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 ｃｒｏｗｄｆｉｍｄｉｎｇ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ａｌ ｉｔｙ ［
Ｊ
］

．Ｄｒｕｇ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ｔｏｄａｙ，
２０ １ ９

，
２４

（
７
）

：

１４ １ ３
－

１４２０ ．

［
３９

］
ＶａｓｓｅｌｌＡ

， 
ＣｒｏｏｋｓＶＡ

，
ＳｎｙｄｅｒＪ ．Ｗｈａｔ ｗａｓｌｏｓｔ

， 
ｍｉｓｓｉｎｇ ，

ｓ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ｏｐｅｄｆｏｒ ：

Ｑｕａｌ ｉｔａｔｉｖｅ 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ｆｏｒ Ｌｙｍ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Ｊ
］

．Ｈｅａｌｔｈ
，
２０２ １

，
２５

（
６
）

：７０７－７２ １ ．

［
４０

］
Ｘｕ

Ｋ
Ｗａｎｇ

Ｘ ．

“

Ｋｉｎｄｈｅａｒｔ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

， ｐｌｅａｓｅｓａｖｅｍｙ

ｆａｍｉ ｌｙ
”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ｒｏｗｄｆｌｍｄｉｎｇ ［
Ｊ
］

－Ｈｅａｌ ｔｈ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２０

，
３５

（
１ ３

）
：

１ ６０５ －

１ ６ １ ３ ．

［
４ １

］
ＺｈａｏＸ

，
ＭａｏＹ ．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Ｌ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Ｃｒｏｗｄ－

ｆｕｎｄｅｒｓ ：Ｈｅ ｌｐ
－

ｓｅｅｋｅｒｓ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ｎｌｉｎ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Ｄ ｉｓｃｏｎｒｓｅｓ
［
Ｊ
］

．

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２３

，
３ ８

（
２
）

：３６３ －３７０ ．

［
４２

］
Ｒｏｂ ｉａｄｙ 

Ｎ Ｄ
， 
Ｗｉｎｄａｓａｒｉ Ｎ Ａ

， 
Ｎｉｔａ Ａ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ｏｎｌ ｉｎｅｓｏｃ ｉａ ｌ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ｓｔｏｒｙ
ｔｅｌ ｌ 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
ｑｕｅｏｎｄｏｎ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Ｊ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
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

２０２ １
，
３ ８

（
２

）
：４９２－５００ ．

［
４３

］
Ｗｈｅａｔ Ｒ Ｅ

，
Ｗａｎｇ

Ｙ
，
ＢｙｒｎｅｓＪＥ

，
ｅｔ ａｌ ．Ｒａ ｉｓ ｉｎｇ 

ｍｏｎｅｙ

ｆｏｒｓｃ ｉｅｎｔｉｆｉ 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
Ｊ
］

．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ｅｃｏ ｌｏｇｙ
＆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

，
２０ １ ３

，
２８

（
２

）
：７ １

－７２ ．

［
４４

］
Ｊ ｉｎＰ ．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ｉｎＣｈ ｉｎａ ：ｅｍｐ
ｉｒｉｃｓａｎｄｅｔｉｉｉｃ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ｅｄ 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
２０ １ ９

，

４５
（
８
）

：５３ ８ －５４４ ．

［
４５

］
ＣｕｉＳ

５
Ｗａｎｇ

Ｙ ．Ｌｅｇａ ｌａｎａ ｌｙｓ ｉｓｕｎｄｅｒ
ｐｕｂ ｌ ｉｃｗｅ ｌｆａｒｅ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Ｔａｋｅ
＂

ｓｈｕｉｄｉ Ｆｕｎｄｉｎｇ
＂

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
ｌｅ

［
Ｊ
］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２０２２

，
１
（
１
）

：５－

５ ．

［
４６

］
Ｐｅｎｇ

Ｎ
，
Ｚｈｏｕ Ｘ

， 
Ｎ ｉｕＢ

，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ｆｕｎｄｒａｉｓ 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ｍｇ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ｕｓ 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ｍｉｎｇ ［
Ｊ
］

．Ｅ ｌｅｃｔｒｏｎ ｉｃｓ
，

２０２ １
，

１ ０
（
２

）
：１４３ ．

［
４７

］刘瑶．公益众筹法律风险的识别与防控 ［几人民论坛 ，
２０ １ ９＃〇 ．６４７

（
２９

）
：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

［
４８

］杨睿宇 ，马箫 ．网络公益众筹的现状及风险防范研究 ［
Ｊ
］

．学习与实

践
，
２０ １ ７

，
３９６

（
０２

）
： ８ １

－

８８ ．

［
４９

］曹广 ，沈丽宁 ，芮天奇 ，黄文婧 ．国外医疗众筹存在问题研究系统综述 ［
Ｊ
］

．医学与

社会 ，
２０２ １

，
３４

（
１ ２

）
：２４－２８ ．

［
５０

］张波 ．传播失灵视角下互联网大病众筹中的瞄准偏差及其治理 ［
Ｊ
］

？ 云南行政学

院学报 ，
２０２０

，

２２
（
０６

）
： ７７－

８２ ．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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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１

］叶晓君 ．技术神话光环下的中国慈善公益 ［
Ｊ
］

．文化纵横 ，
２０ １ ８

，
６ １

（
０５

）
： １ １ （Ｍ １ ８ ．

［
５２

］邵祥东 ．公益众筹特征识别与决策参考￣￣

１ ‘

空间 －制度
”

耦合嵌人视角 ［
Ｊ
］

．公共

管理学报 ，
２０ １ ８

，
１ ５

（
０３

）
： １４２－ １ ５３＋ １ ６０ ．

［
５３

］邓国胜 ．网络众筹平台骗捐诈捐现象频发 ， 如何破［
Ｊ
］

．人民论

坛 ，
２０２０

，
６５５

（
０ １

）
：５ １

－５３ ．

［
５４

］徐晨 ，张巍 ．不平衡数据背景下基于文本线索的公益＾筹欺诈项 目检测 ［
Ｊ
］

．数据

分析与知识发现

［
５５

］蔡明章 ，王林，吴江．区块链技术在互联网公益众筹领域的应用研究 ［
Ｊ
］

．图书与

情报 ，

２０２０
，
Ｎ〇 ． １９２

（
０２

）
‘７６－８０ ．

［
５６

］
匡亚林．网络公益众筹中个人救助的参与效果何以评价？

——兼论认同性危机

的消弭之道 ［
Ｊ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
２０ １ ８

，
Ｎｏ ． １ ３８

（
０６

）
： １ ３２

－

１ ３升 １ ５８ ．

［
５７

］马晓瑜？对网络公益众筹 ，监管不能
“

缺位
”

［
！
］

？人民论坛 ，
２０ １ ８

，
６ １ ５

（
３４

）
：７４－７５ ．

［
５８

］刘赫男 大病众筹
”

的法治逻辑［
Ｊ
］

．社会科学战线 ，

２０２ １
，
３ １ ８

（
１ ２

）
：２６０－２６５ ．

［
５９

］钟玉英 ，钟文珊 ．第三次分配视角下网络公益众筹助力医疗救助的发力点及监

管重点 ［
Ｊ
］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 ，
２０２ １

，
１４

（
ｌ ｌ

）
：４９－

５４ ？

［
６０

］卜亚敏 ，甄伟锋 ．社交媒体公益平台议题的文本构建与表达 ［
Ｊ
］

．青年记

者 ，
２０２０

，
６７６

（
２０

）
：２９－３０ ．

［
６ １

］李彪 ．社交媒体平台议题的动员策略与表达机制一基于新浪微公益平台众

筹项 目标题的文本分析 ［
Ｊ
］

．当代传播 ，

２０ １ ７
，
１ ９７

（
０６

）
：９４－９６＋ １ １ ２ ．

［
６２

］李武 ，毛远逸 ，黄扬 ．框架效应 、 进展信息对公益众筹意愿的影响 ［
Ｊ
］

．新闻与传播

评论 ，
２０ １ ８

，
７ １

（
０５

）
：６８－７８ ．

［
６３

］徐晨，杜月 ．非结构化文本语言 ＂

注对公益众筹项 目筹资绩效的影响 ［
Ｊ
］

．技术经

济 ，
２０２ １

，
４０

（
０４

）
： １ １ １

－

１ ２ １ ．

［
６４

］刘畅 ，陈守明 ．文本信息含量与公益众筹绩效研究一￣基于有限注意的视角 ［
Ｊ
］

．

投资研究 ，
２０２２

，
４ １

（
０６

）
：９６

－

１ １ ３ ．

［
６５诛志超 ，向菲 ．基于面板数据的互联网医疗众筹项 目筹资效果影响因素研究 ［

Ｊ
］

．

中国卫生统计 ，
２０２ １

，
３ ８

（
０５

）
： ７２５ －

７２８ ．

［
６６

］曹广 ，沈丽宁 ．基于 ＳＥＩＲ 模型的网络医疗众筹传播建模与仿真分析 ［
Ｊ
］

．数据分

析与知识发现 ，
２０２２

，
６
（
０ １

）
： ８０－９０ ．

［
６７

］朱志超 ，向菲 ？基于面板数据的互联网医疗众筹项 目筹资效果影响因素研究 ［
Ｊ
］

．

中国卫生统计 ，

２０２ １
，
３ ８

（
０５

）
：７２５－

７２８ ．

［
６８

］程诚，任奕飞 ．求助悖论 ：疾病众筹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 ［
Ｊ
］

．社

会 ，
２０２２

，
４２

（
０ １

）
： １ ２４－

１ ５６ ．

１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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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

］高阳 ，李东 ．公益众酬项 目 中个人动机对支持意愿的影响研究 ［
Ｊ
］

．工业工程与管

理 ，
２０ １ ７

，
２２

（
０６

）
： １ ３５ －

１ ４ １ ．

［
７０

］李武 ，李昕 ，毛远逸．亲社会行为动机视角下公益众筹信息分享行为研究 ［
Ｊ
］

．新

闻与传播评论 ，
２０２ １

，
７４

（
０２

）
：４９－６ １ ．

１７
１
］李静 ，杨晓冬．社交媒体中

“

医疗众筹
”

信息分享行为研究 ：转发还是不转发？
［
Ｊ
］

．

新闻与传播研究 ，
２０ １ ８

，
２５

（
０２

）
：６４－７９＋ １ ２７ ．

［
７２

］郭停停 ，吴正祥 ．负面社会推理对社交媒体用户医疗众筹信息分享意愿的作用

机制研究 ［
Ｊ
］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
２０２２

，
１ ２

（
０６

）
：８４－９７ ．

［
７３

］彭国超，梁欣婷 ，张冰倩 ？网络医疗众筹信息规ｉｉ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
Ｊ
］

．情报资

料工作 ，
２０２ １

，
４２

（
０４

）
： ７２

－

８０ ．

［
７４

］毛远逸 ．网络公益众筹传播的抗拒心理及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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