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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3 年

底，我国网民总规模达 10.92 亿，其中短视频

用户规模达 10.53 亿，占比超过 96%。“量”的

积累势必要求“质”的提升，经过 10 余年发

展，短视频业态正在从自发走向自觉，进入

高质量发展阶段。

在互联网平台积极谋求短视频业务的

“升级换代”时，一系列艺术类短视频的涌现

让人眼前一亮。艺术和审美是美好生活的

重要组成，也是构筑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径。

物质生活得到显著改善的今天，人们对高品

质的艺术熏陶和审美享受有了更突出的需

求。开设短视频账号、入驻视频网站等，已

成为相当一部分职业艺术家和艺术团体的

“必修课”。如何面向大众做好艺术解码？

艺术类短视频从不同方向进行探索，带动短

视频在人文底蕴、视听呈现、审美品格和传

播效果等方面不断提升。

讲好艺术故事，做好艺术导赏。一批短

视频创作者怀着“为大众导赏”的追求，瞄准

人们的知识渴求和艺术渴求，通过视听语言

的转译，带观众进入精妙的艺术世界。这类

短视频的创作门槛较高，它要求创作者具备

一定的人文修养和知识储备，能做到“入乎

其内又出乎其外”，把艺术要领展现给观众，

同时也要了解公众的内容诉求和审美旨趣，

具备与之相匹配的传播意识和媒介技能。

要言之，以专业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兼备的

叙事讲好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故事，才是艺

术短视频的“制胜法宝”。

知易行难。主打艺术普及的短视频虽

然数量颇多，但好作品依然稀缺。在海量短

视频中脱颖而出的，往往是不落窠臼、具有

独特竞争力的作品。比如，有短视频博主以

“一日一画”的方式，在美术普及上进行“垂

类深耕”。其短视频作品中，既有丰富的艺

术史论材料和独特的个人解读视角，也配合

以艺术家故事、艺术品展示的动画混剪，别

具 特 色 的 解 说 也 能 牢 牢 抓 住 观 众 的 注 意

力。内容饱满、结构精巧、语言幽默，这样的

短视频作品带给观众美妙的艺术鉴赏与认

知体验，成为一堂堂有声有色的艺术课。

放大艺术之美，培育潜在受众。还有一

类传播较广的短视频，主打艺术家艺术技巧

的细节展现，让观众大饱眼福耳福，进而产

生进一步了解的兴趣。唢呐演员忘我的演

出状态和超燃的演出现场，戏曲演员精致的

服饰妆容和微妙的表情神态，书画家挥毫泼

墨如云烟、笔走龙蛇若惊鸿的创作过程，都

可以通过多机位镜头的推拉摇移在屏幕上

获得“过程性”展示、“聚焦式”呈现。有的短

视频采用片段集锦的方式，快速提炼、集中

展示艺术精华，有的短视频借助影视化剪辑

以及全息扫描、裸眼 3D、虚拟场景等技术，

放大艺术细节之美。短视频“精华版”“特别

版”成为艺术作品在互联网时代的一种存在

方式。

短视频平台也在整合专业艺术院团、院

校和场馆资源，邀约更多艺术家参与到这场

线上艺术竞技中来。许多之前少为人知的

非遗民乐，如绛州鼓乐、独弦琴、四胡等，在

视听光影的氛围营造中为大众所知。舞蹈

诗剧《只此青绿》的主演孟庆旸，在短视频平

台对舞剧片段“青绿腰”的表演进行示范教

学。翘袖、前踏步、后折腰等绝美的“古风”

舞姿，引发了网络上的“青绿腰挑战”二次创

作热潮。

融入创意策划，丰富艺术场景。短视

频是一门创意制胜的艺术，也是场景化叙

事的艺术。许多艺术类短视频通过创意手

段，让寻常的艺术形式绽放不一样的火花，

让熟识的场景焕发不一样的光彩，实现了

普通人与艺术的“会心相遇”。有的艺术家

擅 长“ 画 景 合 一 ”的 写 实 风 景 技 法 。 从 故

宫、圆明园等著名景点，到公园、街区等随

机场景，艺术家先用画板遮住自然风景的

一角，接着以超强的拟真色彩“丝毫不差”

地将这个缺角“补”了回去，于是画板等遮

蔽物神奇地“消失”了。相关短视频作品累

计 播 放 量 高 达 6 亿 ，网 友 的 留 言 里 满 是 惊

叹。类似这样的短视频创意还有很多。创

作者在不同场景下的高质量、高频次复现

中，展现自己的艺术构思与艺术技法，强化

观众的审美认知和沉浸式体验，带动艺术

作品广泛传播。

艺术类短视频通过生产、传播和接受等

多方面的积极探索，通过艺术家、艺术组织、

社交媒体和网络用户等的共同努力，正在逐

步形成艺术形态和审美质素相对稳定的视

听类型。当越来越多的从业者不再追求过

度奇观化，也抵制住营销“噱头”的诱惑，相

信艺术类短视频会进入静水流深的“降噪升

格”阶段。面向大众做好艺术解码，也会有

更多富有特色的短视频佳作问世。

（作者为北京舞蹈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面向大众 传播艺术
张朝霞

随着手指在屏幕上下划刷，人们不期然

间与各种艺术相遇：欣赏完民乐演奏家的表

演，再品鉴青年美术家的国画，顺便看看评

论区网友的各种评论，接着听听世界艺术趣

味解读……短视频在日常生活中的日益深

入，不仅催生了新的文艺样态，更造就了大

众艺术普及和互联网美育的崭新平台。通

过各类短视频接近艺术、体验美感，甚至进

行艺术审美创造，已成为今天人们文化生活

的日常。

艺 术 类 短 视 频 创 作 与 传 播 为 什 么 火

热？这一方面是人们高涨的艺术热情拉动

的结果，另一方面得益于人才与媒介的双向

赋能。短视频平台上，聚集了音乐、舞蹈、绘

画、影视、书法、戏曲等各艺术领域的相关人

才。他们当中既有艺术家，也有艺术院校的

专家学者，既有网红博主，也有大批艺术爱

好者。短视频以其突出的媒介与技术优势，

拉近了艺术与大众生活的距离。不同于文

字的抽象和图片的单一，短视频的动态性、

可视化和参与感，让艺术变得灵动起来，增

强了艺术普及的成效。与此同时，算法对

“内容—受众”供需的精准匹配，让再小众的

艺术也能找到其目标受众，有效优化了艺术

与受众的生产供给机制。多重因素

叠加之下，艺术类短视频创作队

伍不断壮大，用户群体日益多

元 ，不 仅 显 著 推 动 了 艺 术 普

及，而且打开了互联网美

育的新空间。

区别于传统美育，短视频平台上的艺术

普及集中体现了艺术的生活化与生活的艺

术化，是一种艺术与生活高度融合的公共美

育。它们注重在当代生活与艺术时空的多

维度交互中，展现艺术之美的多重意蕴，探

索艺术浸润人心的多重可能。

许多艺术博主擅长把艺术导览、作品解

读置于丰富的生活叙事和日常情境中，创造

性地呈现艺术作品的创作语境和艺术家生

平故事，以别致的切入点品读艺术魅力。如

从明代张翀的绘画《蓬山遇辇图》中发现车

辇、车轮造型的特殊，由此剖析画家的匠心

独运，阐释中国画的想象力。再如，将毕加

索不同时期艺术风格的形成，置于他成长和

感情的传奇经历中讲解，对艺术进行生活还

原，褪去其神秘的面纱，让它们以一种亲切

的面貌与观众会面，让观众感受艺术与生活

的紧密关联。这些短视频往往通过风格化

的艺术图像、幽默诙谐的解说词以及充满

喜剧效果的声音和剪辑等元素，让观众在

欢 乐 有 趣 中 接 受 艺 术 知 识 ，获 得 审 美 认

知。短视频美育不仅成为学校美育的有力

补充，更助力中华美学的传承和传播。人

们在对京剧、昆曲、苏绣、油纸伞等短视频的

“惊鸿一瞥”中，惊叹于中华美学的丰厚意蕴

和当代价值。

记录和表达生活之美是短视频平台的

标志性特色，也是其受到人们喜爱和参与的

重要原因。借助平台多样的模板和便捷的

剪辑工具，短视频以艺术化的方式记录和表

达生活，把日常的“油盐酱醋”变为“雪月风

花”，为平淡的日常赋予诗情画意。在田间

地头上演的巧借日常物件和生活废料的时

装秀，老年大学里边学边练边讨论、欢声笑

语不断的合唱课，从逛花市、挑花买花到剪

枝修叶、精心搭配、布景拍照的行进式插花

艺术教学……短视频里呈现的这些多彩瞬

间，不仅让观众看到了日常生活里无所不在

的美，培育观众发现美、欣赏美、体验美和分

享美的能力，更以便捷的互动分享和广泛传

播，激发人们进行美的创造的热情。在技术

赋能下，短视频打破艺术创造的专业门槛限

制，让普通人成为美的生产传播主体。

从为艺术普及提供平台，到扶持优质艺

术内容创作者，再到与专业艺术场馆开展长

期合作，探索展览数字化等多元艺术实践，

可以看到短视频平台在推动艺术普惠、推进

全民美育上持续发力。一方面，艺术类短视

频的蓬勃发展升级了短视频平台的内容生

态，提升和丰富了短视频的社会功能。另

一方面，专业艺术院校、艺术机构、艺术场

馆等的进驻，也壮大了艺术类短视频的创

作主体，推动着作品样貌和产品形态的迭

代创新。

在看到短视频拉近观众与艺术之间的

距离、推动艺术普及与全民美育的同时，也

要警惕算法带来的“审美茧房”现象，商业变

现催生的急功近利倾向，以及模板化生产带

来的同质化、单一化趋势。过于生活化的表

达，还导致一些艺术类视频审美品格的缺

失。如何平衡生活化表达与审美品格，构建

健康向上、充满活力的美育生态，是短视频

艺术和互联网美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者为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连接生活 深耕美育
郑焕钊

自 2019 年 贵 州 被 确 定 为 长 征

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以来，“红

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等项目

陆续亮相。这个暑假，不同年龄段

的来黔游客尤其是青少年朋友，被

这 种 新 形 态 的 长 征 文 化 展 演“ 圈

粉”，对伟大长征精神有了新体验、

新感受。

伟大长征精神已经深深融入中

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

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

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过去，文艺工作者用文学、绘画、音

乐、戏剧、影视等形式讲述长征故

事，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留下了很多

令人难忘的艺术杰作。今天，在数

字时代，我们怎样与时俱进，用更加

具有沉浸感和感染力的数字艺术舞

动“地球的红飘带”，让人们重回历

史现场，在感同身受中体会长征的

艰苦卓绝，理解红军战士为了救国

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

一切牺牲的精神境界？

前些年，我们曾做过一些相关

的艺术探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联欢活动上，我们通

过科技与艺术的融合，展现了大国

形象、历史进程和文化传统的深厚

底蕴。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我

们以“一朵雪花的故事”为创意，通

过动态演绎、多媒体矩阵研发、数字

光影编程等将中华文化与奥运元素

相融合，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式浪漫

……这些成功实践，让我们有信心

通过“科技+文化”的整合创新，通

过数字转译向世界讲好“地球的红

飘带”的故事。

落实到具体项目上，如何使用

数字科技、使用哪些技术手段实现

艺术表达，对创作者来说依然是一

个全新挑战。我们深知，靠文字、图

片、视频和传统演艺的简单组合，也

许能传达一些基本信息与情感，但

很难产生临场感和互动性。贵州的

“红飘带”项目，力求以创新的沉浸

式叙事，带观众穿越历史的长河，体

验长征的壮阔与艰辛，唤醒人们对

长征的集体记忆，从而在新时代的

长征路上更加坚定理想信念。这显

然比电视转播的标准更为严苛，难

度还在于这种艺术场馆设计建设没

有太多可资借鉴的案例。

我们希望带来一种“行浸式”的

空间体验，将“数字沉浸”进行多维

度拓展升级，让观众沿着故事线边

走边看，全身心地进入情境。“红飘带”场馆拥有复杂的实景异

形显示系统，利用多媒体影画与精美塑形包装，结合现代演艺

手段来讲好“伟大征程”的故事。故事由无名英雄、血火洗礼、

伟大转折、砥砺征途、胜利丰碑以及新时代新长征 6 个篇章组

成。将仿真场景、真人演出与 AI虚拟交互、全息影像、全维度机

械运动、虚拟现实、三维声场等科技手段相结合，还原湘江战

役、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等经典场景，让观众在“枪林弹雨”

中、“茫茫雪山”上，感受红色血脉，升华心中信仰。

为了增强参与感，我们充分利用数字艺术的互动性特点，

精心设计了多样化的互动环节。在“血火洗礼”这一篇章中，观

众能够跟随红军战士脚步，深入体验从五次反“围剿”到红军突

破数道封锁线后“血战湘江”的悲壮历程。在空间叙事上，我们

采用零距离的演出形式，加之声光电的有机结合，大大增强了

演艺的震撼效果，让观众成为历史的“亲历者”，切身感受红军

战士在生死存亡的危机下，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震撼场景。

“红飘带”在伟大长征精神宣传中的创新尝试，拓展了红色

文化传播的新空间和新形态，显示了数字艺术推动文化传承创

新的巨大潜力。数字技术日益普及，特别是人工智能、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等前沿科技融入，让文化传播走出静态、单一的展

示形式，更具有互动性和新鲜感，为人们提供了全新体验，让红

色文化的传承创新焕发勃勃生机。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

的长征路。”随着数字科技不断发展，沉浸式体验将更加丰富多

彩，为观众带来更加震撼的视听感受和精神共鸣。我们深信，

通过恰如其分的表达与传播，我们有能力让红色文化滋养更多

人的心灵，让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

（作者为“红飘带”项目总导演、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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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一方印章，分享声乐技巧，赏析经典影片……艺术类短视频的创作

者们，为了做一期内容硬核、表达可亲的作品，钻研大量资料，梳理知识图

谱，打磨呈现形式，如此才有干货满满、趣味横生的精品内容。透过这些短

视频，更多的艺术故事、创意妙思被看见，更多的艺术好奇、知识渴望被点

燃。短视频不仅短在篇幅，更短在与大众的距离，它以直观了然的方式架起

了艺术走向大众、大众亲近艺术的一座座桥梁。

——编 者

数字技术日益普及，特别是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前沿科技融入，让文
化传播走出静态、单一的展示形式，更具有
互动性和新鲜感，为人们提供了全新体验，
让红色文化的传承创新焕发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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