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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
展，我们的信息传播形式和接受方式，正
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短视频，这个甚至在5
年前还有些小众的信息传播形态，如今已
经成为一种网络传播主流。

短视频传播的快速兴起，究其原因，
既有其形式的简约、技术的成熟等基础性因
素，也源于它适应了当前人们的新媒体化生
存需求，如短视频对碎片化时间、生活化认
知、个性化创意的填补、契合和张扬。

轻型的体量与技术的基础

“短视频”之所以被如此命名，主要是
因为此类视频的时长较短，一般是介于 15
秒到 5 分钟，这中间有 15 秒、30 秒、1 分
钟、3 分钟、5 分钟等几个经典的时长，这
几个时长也常常是各大短视频平台，对用
户所上传视频的时长限制。短视频的传播
渠道，主要有通过短视频类、社交类、媒
体类 APP 客户端观看，通过微信群、朋友
圈分享和微信公号发布观看，通过微博发
布观看等。

不得不说，相对于长视频的影视作
品，这种轻型体量的本身，就彰显了短视
频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实现“易于传
播”“适于传播”的目标，最大可能的使受
众在碎片化时间里看完视频内容。

同时，如抖音短视频APP，会通过大数
据算法，实现用户观看的“千人千面”，也
即根据每一位用户的观看喜好，为他们精
准推送个性化内容。这更增强了用户的短
视频观看黏度，提升了短视频传播效果，
使我们观看短视频产生较强依赖。

除了轻量之外，网络技术、新媒体技
术的发展，是短视频传播逐渐成为互联网
空间“爆点”的又一个基础性因素。

就网络技术来说，如今我们的智能手
机已经能够普遍而便捷地连接WIFI和4G网
络，且网速不断提升。同样重要的是，从
2018 年开始手机流量的资费大幅降低，普
通民众的手机月流量套餐里常常有几G甚至
几十G；因此即便看视频会耗费较大流量，我
们也不再担心资费，几乎可以敞开地看任何
短视频。未来的5G时代，情况更是如此。

就新媒体技术来说，这得益于高品质
千元智能机的普及化，让我们可以轻而易
举地安装并快速运行多类型的短视频 APP；
同时，手机视频拍摄和剪辑技术的发展，
让我们在界面十分简洁、友好的短视频APP
中，便捷地拍摄、剪辑、上传、分享短视
频作品。

总之，如今网络和手机，已经甚至成为
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曾有戏言，当下的人
们，无论你身处何地、周遭时空如何，只要拥
有“手机+网络+充电宝”，就可以长时间、自
主性地沉浸、沉醉在一个与现实世界隔绝的
网络世界之中。这种状态虽然会带给人不
少问题，但却着实是短视频传播兴起和发展
的关键性基础。而如下三个方面，则是短视
频传播火爆的一些具体原因。

填补了人们的碎片化时间

新媒体时代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生存
变化，就是将我们的时间打碎：原本应该
是整饬的阅读时间、写作时间、亲子时
间、工作时间、旅行时间，常常被反复突
如其来的微信、短信、邮件消息所打断；
同时，我们也被长期的新媒体使用培养
得常常忍不住过一会儿就要刷一下微博、
朋友圈，也包括短视频内容，这些都加剧
了我们时间的碎片化。

况且，我们的生活中，本身就有许多
零碎的短时间，如候车、等人、睡前、吃
饭、排队、小憩，等等。可以说，碎片化
生存已经成为当前我们生活的常态。而在
碎片化的时间里，蕴含着我们大量的对信
息吸纳的需求，不论是我们想充分利用各
种细碎时间来吸纳知识，还是我们只是想
在无聊的零碎时间里休息娱乐。

短视频恰好满足了我们的需求。短小
精悍、可随时开始又随时停止观看的短视
频，有效地填补了生活化、碎片化时间
中，较强的信息接受需求。因此，短视频
传播的快速发展，正是新媒体产品找准当
代人生活痛点，释放当代人冗余精力，满

足当代人信息需求的结果。

契合了人们的生活化认知

网络新媒体的主流使用人群是中青年
人，他们大多是“网络原住民”或第一代“网
络移民”，已经自觉适应、熟悉并喜好了新媒
体时代的信息传播方式，这种方式的突出特
点是生活化的。

短视频传播火爆的原因，也在于它契
合了我们的生活化认知方式。除了前面所提
及的，我们是在生活化、碎片化的时空中来
观看短视频的原因外，还在于短视频不仅形
式短小，且内容大多是生活化的。

如今，无论是主流媒体的主流内容，还
是商业化短视频平台的创意内容，大多数短
视频都注意到用软性、灵活、生动、创意甚至
带有网感、后现代的方式表达出来，撩拨观
看者的情感、情绪和社交分享欲。这些亲近
的表达方式给人以生活感、切近感，在生活
层面、情感层面继而在价值层面，起到默默
浸润的传播效果。

张扬了人们的个性化创意

目前，抖音、快手等依赖用户贡献短
视频的平台，正如火如荼地发展，短视频
创作者的草根化，正是短视频传播快速崛
起的又一重要因素。

在网络新时代，网民的创意是无限
的，网民为短视频平台贡献了大量带有强
戏剧性、创意性、视觉性、奇观性、知识
性、喜剧性、情感性的短视频内容。同
时，主流媒体在主流内容的短视频化实践
中，也顺应了“期待创意”的用户观看期
待，展示了不少同样富有创意的内容表达。

这种用户个性化创意的张扬，一则使得
短视频的内容海量、丰富且可视性强，提升
了短视频的传播效果；二则在创作上强力吸
引用户制作、上传视频的同时，也带来了传
播上的用户大量观看视频，形成草根网民之
间的互动和对话，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提升
了用户黏着度。

固然，短视频传播给我们带来了不少
益处，例如拓展了我们的休闲方式，提升
了我们用视频表达自己的能力，为我们提供
了施展创意的平台，搭建了我们和社会对话
的一个良好渠道，也让我们在观看中增加了
见闻和见识，同时它还是主流媒体在媒介融
合时代发展转型的重要“抓手”。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信息表达、传播和
接受方式，这是自然而自觉的信息和媒体
发展规律。面对新的形式，我们期待短视
频的发展能够趋利避害，不仅释放娱乐休
闲功能，也能释放审美文化功能，更能够
在社会沟通和交往中起到良好作用，走上
一条有内容、有活力、有质感、有创新的
发展之路。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师）

过去的 2018 年，是短视频大爆发的一
年，短视频的使用时间、用户范围、应用领域
等都实现了由短变长、由点及面的成长，原有
的单一长视频生态被悄然解构。短短的时间
内，互联网巨头争先恐后涌入短视频领域，在
摸索中短视频行业渐趋规范，发展环境进一
步净化。未来，如何让短视频从传媒领域的
最大变量成长为最大增量，逐渐成为文化传
播的新担当，已是当今融媒体时代需要解决
的新问题。

从产品到作品，构建艺术审美

心理学研究曾证明，人类存在着“生动
性偏见”，具有视觉显著性的信息容易左右人
们的判断。相对而言，视频具有更强的感染
力。在智能手机、移动网络的助推下，短视频
从“20分”到“15秒”仅用了几年时间。在不用
拼技术的5G时代，以艺术思维和创意开道的
短视频创作者将打败拼流量的所有人。

当下短视频创作呈现产品多、作品少的
状态，融媒体时代加速了短视频的扩张，同
时也更加呼唤它的艺术化传播。在影视艺术
领域，短视频虽然短平快，但依然不能跳出
艺术美学的规范，同样需要符合受众的接
受心理。对于“美”可以有千万种理解，
万千种定义，但艺术之美是可以被感知
的，正是这种可感知性，使得受众在解码
艺术作品时获得精神的喜悦与震动。当
下，短视频传播更需要细节放大、插叙倒
叙、高潮前置，创作者需要以优化用户体
验为中心，展开对编排方式、内容选题和
互动模式的专业化、精细化设计，才能真
正制作出符合传播规律和用户接受习惯的
优质作品。未来短视频只有完成从产品思
维到作品思维的跨越，才能真正实现艺术化

审美，重塑当今的传媒发展格局。

从消遣到欣赏，充盈人文内涵

当前，短视频消费市场保持快速增长，网
络原生的移动短视频头部机构开始兴起；以
互动、竖屏、10-30秒长度为特征的小视频发
展势头猛烈，算法和社交关系在短视频分发
中占据重要地位。可见，短视频正以主体多
元化、内容碎片化、受众年轻化、平台社交化
为特点进行着高效传播。瞬间窥探他人生
活、短时获得突发爆点，让众多短视频平台成
为吸睛高手，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神
器。然而，若无创新和内涵续航，这一切终将
成为空中楼阁。

不久前，短视频作品《啥是佩奇》突然
刷屏，引起了众多分发和关注，短片由一段

“寻找佩奇”的故事引发了关于亲情与陪伴
的全民思考。优质短视频作品的出现让所有
以流量为上的内容集体“翻车”，以消遣娱
乐为目的的瞬时快感终究不敌有内涵有深度
的艺术欣赏。让短视频及时转向，迈向欣赏
高度，需要在内涵和选题上梳理四个维度：
专业中的高“颜值+言值+研值”、言论中的
反常态、行为中的不可思议及情感中的强共
鸣。《啥是佩奇》 用优质内容戳中了人们内
心的软肋，它的成功充分证明了在这个浅表
性阅读的时代，具有艺术美感、内容穿透力
和人文内涵的走心作品是多少受众发自心底
的呼唤。

从浅表到深度，释放社会价值

以短见长、以小博大是短视频可以期
许的未来，然而流量不是恒久的能量，让
短视频以一公分的宽度挖掘一公里的深

度，除了赋能艺术魅力、人文内涵之外，
还要激发短视频作品释放出更强大的社会
价值。

在流量竞争中短视频内容生产已悄然从
头部向多元化延伸，新闻类、探索综艺类及
剧情类都找到了各自的切入角度。在选题和
内容创新上隐藏着短视频从浅表到深度的发
展机会。传统短视频更多是浅表性阅读，带
来的问题是看过之后缺乏思考，却可以将很
复杂的内容浅显化表达出来，省时高效地传
递给观众。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及社会主
义价值观的内容，都可以通过短视频来呈
现。寻找短视频的机会，需要讲好治国理
政、奋斗圆梦、合作共赢的中国故事；需要
创造性转化中国文化，提炼文化精髓的当代
价值和世界意义；需要帮助青少年系好人生
的第一粒扣子，从教育角度切入引领青少年
的健康发展；还需要升级乡村户外综艺，传
扬乡村文明新气象。把生动鲜活的短视频作
为外包装，内核是讲好中国故事，这样才能让
观众看过之后，感到有趣、有料、有情、有思
考，是我们现在所呼唤的一种短视频。

1985 年 ， 卢 米 埃 尔 兄 弟 以 《火 车 进
站》、《水浇园丁》 等 12 部约一分钟的短片
开启了世界电影之旅，让电影成为三种时
间艺术和三种空间艺术之外的“第七艺
术”，带着对技术的摸索和对艺术的尝试，
短视频以这样一种角色诞生。120 多年后的
今 天 ， 当 人 类 科 技 再 次 超出了自己的想
象，当影视艺术已然炉火纯青，短视频又将
重构影视发展格局，释放出影视艺术沉淀了
一百多年的力量。

（作者冷凇系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世界传
媒研究中心秘书长，张丽平系中心创研基地
特聘研究员）

近年来短视频蓬勃发展，平台迅速崛起，用户规模飞速攀
升，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掀起了一股短视频文化热潮。作为
网络文化的新形态，短视频文化已经逐渐渗入到社会文化的许
多方面，在社会文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知不觉
间，短视频已成为展示日常生活的新窗口，记录时代风貌的新
载体，塑造社会文化的新工具。

展示日常生活的新窗口

表达自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需求，短视频的出现为用户打
造了一个展示日常生活的新窗口。悄然之间，用户展示日常生
活的窗口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主打文字和图片的传统社交平
台，逐渐转移到了抖音、快手等主打短视频的新兴社交平台。
在市场的倒逼下，传统社交平台也纷纷开始在短视频业务上重
金布局。与此同时，用户展示日常生活的介质也发生了较大变
化，从过去的“拍照片”变成了现在的“拍短视频”。平台的迁
移与介质的变化的背后，除了智能手机的更新换代、网络环境
的持续改善、流量资费的逐渐下降等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从

“照片”到“视频”的审美跨越。
短视频社交没有消减用户表达自我的欲望，反而更好地满

足了用户展示日常生活的需求。秀文化是短视频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秀”源于英文词汇“show”，短视频中的秀文化主要
是指张扬个性的自我展示，包括秀才艺、秀容貌、秀装扮、秀
技能、秀学识等各种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短视频发挥着
和真人秀类似的功能。秀文化容易引发大规模的模仿行为，进
行病毒式传播，迅速从线上扩散至线下。“抖音五分钟，人间两
小时”，虽然这个说法略显夸张，但是从中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洗
脑旋律和魔性动作对于短视频用户的黏性以及用户对于短视频
的沉迷。目前用户短视频文化消费习惯已经形成，消费群体不
断扩大，消费时长不断增加，短视频逐渐成为用户展示自我和
感知他人日常生活的新窗口。

记录时代风貌的新载体

无论是抖音的口号“记录美好生活”，还是快手的口号“记
录世界记录你”，无不在强调短视频的记录功能。从这个意义上
来讲，短视频具有和纪录片类似的功能，是记录时代风貌的新
载体。纪录片通常是专业团队对于某些事件相对完整的记录，
而短视频则通常是普通个体对于某些生活瞬间的捕捉。从微观
视角来看，短视频记录的只是一些碎片化的内容，但是从宏观
视角来看，短视频记录的却是一个时代的整体风貌。不同于纪
录片，短视频的记录是一种拼图式记录，它聚合与拼贴了普通
个体对生活瞬间的碎片化记录，以其丰富多样的视角合力记录
了一个时代的整体风貌。

英国导演凯文·麦克唐纳和雷德利·斯科特曾经进行过一次
大胆而有趣的尝试，他们透过 YouTube号召全球网民用镜头捕
捉 2010 年 7 月 24 日这一天的生活点滴，最后收到了来自 192 个
国家和地区网友拍摄的总数量近 80000 段、总时长达 4500 小时
的短片，他们从中选取1125段短片进行剪辑加工，制作了一部
时长95分钟的实验性纪录片《浮生一日》，展现同一天之中世界
各地人们的日常生活。

短视频对于时代风貌的记录，与纪录片 《浮生一日》 有着
异曲同工之妙。相同的是，二者都是普通个体对于某些生活瞬
间的捕捉，不同的是，像过去规模如此宏大的超级工程，现在
每天都在各大短视频平台轻松上演。打开短视频平台，用户能
够看到一个前所未见的多元世界，这里有豪华都市的灯红酒
绿，也有偏僻乡村的鸡毛蒜皮，有山南地北的美食美景，也有
世界各地的萌宠萌物，有柴米油盐，也有喜乐悲欢……一个时
代的整体风貌在这里尽显无余。

塑造社会文化的新工具

短视频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传播载体，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更是塑造社会文化的新工具。据统计，截至2018年
6 月，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 5.94 亿，占整体网民规模的
74.19%。如此大的规模和如此高的比重，让我们不得不重视短
视频文化在社会文化塑造中的重要作用。

短视频文化是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交汇融
合。短视频是新时代传播正能量和弘扬主旋律的利器。目前，
各级政府部门和各大主流媒体纷纷在短视频平台开设账号，“青
微工作室”“北京SWAT”“四平警事”等政务短视频号，“人民
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等媒体短视频号，受到了年轻用
户的普遍青睐。随着短视频文化生产主体的逐渐多元，精英文
化开始在短视频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
短视频精品内容越来越多。目前短视频平台已成为大众文化的
策源地，“来了老弟”“买了否冷”“我们不一样”等网络流行语
都发源于短视频平台，并由此向线下扩散至更广阔的社会文化
空间。

不得不提的是，迅速崛起的短视频，在其繁盛表象下也潜
藏着不少隐忧和问题，比如偏离主流价值轨道的表现，低俗庸
俗、暴力血腥、谩骂恶搞等内容层出不穷，拜金主义、消费主
义、享乐主义等观念肆意横行，亟需进行有效的价值引导。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教师）

“新媒体化生存”的需求
□刘 俊

如何从最大变量成长为最大增量
□冷 凇 张丽平

短视频形成文化风尚
□张陆园

今天，
你短视频了吗？

近年来，短视频蓬勃发展，平台迅速崛起，用户规模飞速攀
升，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也引发国家有关部门、业内专家和全社
会的关注。我们邀请业内专家学者对短视频进行探讨研究，分析
短视频发生发展和存在的问题，并展望未来。 ——编 者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排名不分先后本版图片来自网络，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