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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刊部主办 主编 万芸芸 美编 杨 数10 文艺评论

发掘短视频的正向价值发掘短视频的正向价值

乡村成为短视频的重要表现内容，短视频则

成为乡村的“新农具”。从乡村传统技艺的展现，

到创新乡村美食制作，从返乡青年改造老房子、老

院子，到村民拍摄短视频推荐家乡旅游景点，从

“短视频+直播+农产品”营销，到乡村劳动和说

媒，短视频为新时代乡村的振兴、文化的发展和精

神生活的丰富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资源，也让人们

真切地领略到美丽乡村活力满满。

唤醒新时代的乡愁
展现乡村的日常生活是乡村类短视频的主要

内容。“张三嫂”“刘木匠”的《怀旧时光》通过 20 世

纪 80 年代的生活场景，追溯童年的记忆；“康仔农

人”“张同学”等发布的挖南姜、掰玉米等干农活场

景，让儿时生活体验再次被唤醒；“我的小院进化

史”“升级改造爸妈住了二十年的老房子”等老屋

改造内容，畅享乡土空间的现代化；Country Walk
（乡村漫步）的流行，彰显了每一个人根植血脉中

的乡土情结。这些短视频通过情感动员机制、微

观叙事策略和日常生活审美等方式，成功唤醒了

粉丝在乡村记忆和乡村体验方面的共鸣。

乡村文化也在短视频的动感呈现中实现了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群新时代的乡村“守

艺人”，将镜头对准民俗、节庆、曲艺、传统技艺等，

或以原生态场景再现非遗传承，或对乡村文化进

行时尚化演绎，引发粉丝的追捧。山白团队的一

则 5 分 58 秒的非遗视频，让账号涨粉超 150 万；南

方小渔村蟳埔的簪花围火遍网络；福建“游神”、

“中华战舞”英歌舞、甘肃社火表演等有关的短视

频动辄数万点赞。非遗的场景再现、老物件的“返

潮”、新文化新业态的“出圈”等现象，都是因为它

们彰显出田园山水之美、乡村文化之根、乡村生活

之亲，让乡愁得以在城乡之间流动。

呈现新农村的乡土美学
近年来，乡村类短视频实现了从“土味”向“美

学”的转型。庭院祠堂、田园阡陌、水塘溪流、山坡

丘陵等，展现出一幅诗意的田园景象；锄头农具、

瓜果蔬菜、稻谷小麦等，勾勒出“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的农事之美；非遗、传统技艺与数字技术

相结合，揭示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景观。一些短

视频创作者探索创新乡村类短视频制作，如身穿

花棉袄的“张二嫂”以搞笑短视频展现乡村生活，

“导演小策”的《广场往事》以系列化短剧展现另一

种北方乡村，“小琴来了”“三喜爷爷”演绎的乡村

生活剧朴实真挚。这些短视频或是乡村日常生活

的娱乐化、奇观化表达，或是对经典电影的戏仿，

或是对婆媳剧和武侠剧的改编，或是自编自导的

“小剧情”等，展现出一种跨媒介文本和类型融合

的乡土美学风格。

短视频也成为激活乡村旅游的有效方式。一

些短视频以沉浸式介绍、亲身体验、场景化开发等

方式，推介旅游村镇、景区、民宿、文化产品和线路

等。文旅机构和探店达人通过开设短视频账号成

为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宝藏挖掘人”和“文旅推荐

官”，涌现出一大批旅行达人，甚至出现了一夜涨

粉百万的探店达人祁秦。短视频与“三农”的融

合，进一步拓展了乡村文旅发展和经济振兴的模

式。据统计，2024 年前两个月，全国监测的 300 多

家乡村旅游示范点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27.6%，乡村

旅游收入同比增加 48.7%，市场潜力得到较大的释

放。短视频之所以能够带动乡村旅游热，说到底，

是因为游客被新农村的乡村之美所吸引，乡土美

学成为“体验经济”的一个引擎动力。

构筑新农人的精神世界
农村正在“跑步”进入短视频时代。根据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 3.26 亿人。短

视频的风行，也进一步构筑着乡村人们的精神生

活空间。乡情建构成为人们创作乡村类短视频的

重要驱动力。“田野里的七月”“大博奶奶（玉霞和

解放）”等发布的做饭、吃饭等视频，通过家庭生活

实现情感的共鸣；篝火社戏、“村赛”“村晚”，渲染

出广场式的公共情感氛围。无论是讲述乡村生活

故事、家庭的温馨，还是分享一天的劳作和邻里串

门，农人和非农人在观看短视频过程中都被其强

大的情感号召力所影响，勾起人们对乡土文化和

田园生活的美好向往，通过情感的纽带营造起特

有的精神空间。

短视频也进一步丰富了乡村人们的社交形

式，形成了“短视频社交”现象，构筑了以“新乡土

精神”为代表的新农人精神世界。短视频里的“私

人叙事”构建起新的乡土生活空间，加强了乡亲之

间的日常联系，强化了留守乡亲与在外群体的家

庭互动和对乡村的集体认同。人们还通过短视频

接收到来自全国乃至全球的信息，进而激发了新

农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张扬着新农人生活自信

的精神面貌。值得一提的是，乡村老年群体通过

视频平台在共同兴趣的基础上形成了“线上趣缘

社群”，为老年群体提供了重要的虚拟陪伴和精神

抚慰功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孤独感和精

神状态，为“积极老龄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53 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 10.67 亿人，占网民

整体的 97.7%。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10.53 亿人，占

网民整体的 96.4%。据统计，抖音知识内容兴趣用

户超过 2.5 亿，哔哩哔哩泛知识类视频占全平台视

频播放量的 44%。短视频用户对文学、自然科学等

方面知识的需求仍然旺盛，全民在线学习的热情

依旧高涨。当下，随着媒介融合趋势进一步加深，

短视频成了知识传播的重要平台，而曾经弥漫着

书卷香气的传统文学也开始“放下身段”，积极融

入现代传播格局当中。如今，在短视频平台，曾经

那些书本上的文字变成了视听符号，传统文学也

开始了寻亲之旅。

在形式上，文学类短视频的呈现方式百花齐

放，逐渐形成了“短视频文学+”的生态模式。比如

被誉为“国乐行者”的方锦龙自弹自唱，在他弹奏的

阵阵琵琶声中，用户可领悟《春江花月夜》等经典古

诗词之魅力。他的《音乐·诗经》系列演出亦是在短

视频平台得到了广泛传播，当琵琶声与朗诵声一同

响起，那些印刻在书本上的文字便跃然“屏”上。自

媒体博主“1379 号观察员”则为《百年孤独》量身定

制了 30集动画，书中每一个主人公都有一个动画形

象，以此帮助用户读懂这部魔幻现实主义的经典之

作。此外，诗歌、小说等文学形态还借助直播、戏曲

舞蹈、国风变装等极具创意的新形式演绎，让这些

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在短视频平台生发出新的内

涵，也让文字“动”了起来。

在内容上，文学类短视频大多具有“凝缩”特

质。凝，指的是短视频博主将对书籍内容的分析与

当下的某些社会现象对接，比如短视频账号“李乌

鸦爱学习”的作品“‘眼高手低’的年轻人，也许更懂

得爱自己|《坦纳兄妹》”“告别内耗！帮助迷茫的你

找回生命力|《施图茨的疗愈之道》”等，这些标题均

体现了博主对年轻人心理状态的关注。缩，指的是

部分短视频创作者选择缩小内容体量，将短视频有

限的篇幅专注于讲述波澜起伏的小说情节。“海林

爱读书”主打的是“10 分钟精读一本书”，其短视频

作品往往会省略一些细枝末节，着重对故事主线进

行讲述，比如在讲解《骆驼祥子》时，创作者保留了

祥子奋斗、遭遇意外、与虎妞结缘、祥子绝望几个部

分，以此串联起故事的主干。

从主体上看，优质的创作者入驻短视频平台，

为短视频与文学的共生赋予了更多的能量。比如

莫言、刘心武等作家开设了相关的短视频账号，向

观众娓娓讲述文学背后的“烟火气”与“作者情”。

也有一些学者入驻短视频平台，增添了文学类短

视频的专业性。比如北京师范大学的康震对李

白、杜甫等名诗人进行趣味解读，中国人民大学的

蔡丹君对《红楼梦》《古诗十九首》等进行深入分

析，让网友进一步理解文学作品背后的“别有洞

天”。同时，对于短视频用户而言，他们不仅仅是

读者，亦可以作为创作者。一些业余诗人、作家积

极步入短视频领域，为文学作品增添了源源不断

的新生力量。比如在网络空间受到广泛关注的外

卖诗人王计兵，他以骑行丈量生活，以诗歌丰满人

生，他的诗集作品《赶时间的人》引起了普通人的

共鸣。

文学类短视频使得文学作品获得了意义上的

延展。首先，这类短视频降低了普通人接触文学

的门槛，不同职业、不同年龄阶段的用户都可以接

触到可听可感的诗文名著。比如创作者“止庵”通

过自媒体账号，持续介绍了卡夫卡、海明威等享誉

中外的文学大师。在他看来，“这些在文字里淹没

的东西，以短视频的方式呈现，反而更能深入人

心”。其次，部分短视频创作者能够对文学作品进

行多维度、跨学科的思考，为用户理解文学文本提

供了新的角度。博主李燕飞在对《红楼梦》进行解

说时，并没有一以贯之地讲述故事情节，而是以财

务为切入角度，通过分析贾府平时的开支来解释

它衰落的原因，如府内上下约 400 人的月钱和吃穿

用度等费用大约为 4 万两，其他支出约为 3 万两

（不包括兴建大观园等的费用），由此推算，荣国府

一年大概需要支出 7 万两。此外，在信息时代，短

视频阅读蔚然成风，为语境嘈杂的媒介生态增添

了阵阵电子书卷的香气，由此体现短视频平台的

社会价值，深化全民阅读。

值得警醒的是，文学类短视频仍然是快节奏、

碎片化的信息时代的衍生品，用户在“屏幕觅知

音”的同时，切莫丢弃自己的思考。创作者李燕飞

曾谈到，“就做一个搬运工吧，或者一个厨子，相当

于把食材做好，喂到大家眼前，看（他们）愿不愿意

吃”。短视频阅读固然有某些益处，我们可以肆意

挑选、品尝内容创作者带来的美食盛宴，但是我们

还是应当到文字中寻觅文字的原味。用短视频为

文学寻亲，最终目的应当是使用户回归到文学文

本之中，毕竟纷繁多姿的形式、凝缩起伏的内容只

是 庞 大 文 学 作 品

中的冰山一角，我

们 更 应 该 看 到 冰

山 之 下 的 海 底 世

界。

作为信息时代的新兴传播方式和叙事

样态，传统文化类短视频为中国人搭建起

一座连接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桥梁。

打开各大短视频平台，古典诗词掀起

国学热潮，古风音乐传唱东方浪漫，印染、

印刷、织布、剪纸、竹编、打铁花等非遗获得

万千网友的点赞转发。短视频创作者们以

新颖、年轻的方式传播着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也唤醒着大众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

从零开始造纸，手绘《清明上河图》，制

作大秦战鼓，仿制流失文物系列等，博主李

意纯不可思议地一次又一次以短视频向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致敬。摄影博主“我不是

阿树”将傩戏与舞蹈相结合，在舞台上演绎

着神秘而高雅的东方美学。美食博主“南

翔不爱吃饭”从复现“红楼梦饮食”到“御制

名菜”系列，借用短视频展现博大精深的中

国饮食文化。博主彭南科认为“所谓手艺

就是用双手去记忆”，他用一个个视频记录

濒临失传的老手艺，文房四宝、土家织布、

竹简、青黛、竹纸等制作技艺在他的短视频

中均有详细呈献。这些短视频博主各有侧

重，精心创作，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别

样而新潮的打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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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细分能让短视频创作者更加精准地找到用户群体，最

大化地进行传播，从而扩大其影响力。越是专业化的赛道，越

是需要高品质优秀的短视频内容。有学者将文化类短视频分

为六类，分别是制度文化、礼仪文化、学术文化、器物文化、宗教

文化、科技文化。一些短视频平台针对不同类型的传统文化分

别开展了一系列的深耕活动，如抖音推出的“DOU 有好戏”

“DOU 有国乐”“舞蹈传承”等。快手的“新市井匠人”计划，吸

引更多的手艺者传承古老技艺。短视频博主们在不同的文化

类型进行内容深耕，不仅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样态，也

为用户提供了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和多元化的文化选择。

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在早期发展中主要是以 UGC
（用户生产内容）为主，具有草根性和大众性。但随着创作主体

的不断扩大，竞争也越发激烈，短视频内容创作的质量也在不

断地提高，出现了更专业、更严谨的 PGC（专业用户生产内容）

模式。于是，一批网友不舍得催更的短视频博主纷纷涌现。国

风变装博主朱铁雄，上一秒还是平凡少年，下一秒就化身虎虎

生威的齐天大圣，又或是长枪在手的常山赵子龙、怒发冲冠的

关云长，几分钟的短视频展现出电影大片的画面质感。朱铁雄

用“变装+传统文化”的方式在网友心中再塑“中国超级英雄”。

朱铁雄的抖音账号至今共发布了 36 个作品，却收获了 1.6 亿的

点赞和 2162.7 万的粉丝，平均每条视频都获得百万以上的点赞

数，不少网友留言“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惊艳到了，看完热泪盈

眶”。“山白”这个视频账号背后的运营者是“90 后”向清标和“00
后”向宏俊叔侄俩。他们聚焦中国古老技艺，靠手工还原中国

古代的“奢侈品”，如徽墨、毛笔、印泥、胭脂等。短短几分钟的

视频，制作周期却普遍很长，有的甚至要拍摄一年半载。如古

法徽墨的制作，山白团队耗时将近两年，从割漆到炼烟、取烟，

再到洗烟、阴干、和胶、打墨，最终才能制作出徽墨。在创作者

专业化和精细化的创作之下，传统文化类短视频凭借着故事叙

述、情感表述、形式创新等，彰显出独特的美学内涵，也传递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又如，以短视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赛道上，河南

卫视“强得可怕”，推出的《清明奇妙游》《七夕奇妙游》《中秋奇

妙游》等，独辟蹊径，“从中国传统节日入手，以创意十足的国风

奇妙游形式，一路开挂将每个节日都玩出了新花样”。

传统文化类短视频之所以能够火爆“出圈”还得益于传

播方式的改变。相比于电视剧、纪录片等媒介的单向接受，

短视频的传播与创作是双向互动的，观众不仅是内容的接受

者，也可以是创作者和传播者。短视频作为一种视听丰富、

互动便捷的新媒介，打破了以往那种严肃化的叙事风格，并

因创作者的热情，使其更加鲜活和亲切，网友也可以通过对

短视频内容的点赞、转发、评论，不断强化体验感和参与感。

当然，让传统文化类短视频持续“出圈”还需要与时俱进，

积极融入年轻人的审美，创新表现方式，将传统元素与流行元

素融会贯通，由“短”向“深”不断丰富视听语言，以光影探索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多的璀璨与精彩。

河南卫视《端午奇妙游》剧照。

特别策划

打造乡村“新农具”
□ 李翠芳

让文学找到更多亲人
□ 刘 璇

随手随手““拍一拍拍一拍””，，空闲空闲““刷一刷刷一刷””，，短视频深度介入了人们的生活短视频深度介入了人们的生活，，也塑造和影响着网也塑造和影响着网
络生态络生态。。据近日发布的据近日发布的《《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2024）》）》显示显示，，20232023年年，，在网络视在网络视
听细分应用中听细分应用中，，短视频应用的用户黏性最高短视频应用的用户黏性最高，，人均单日使用时长为人均单日使用时长为 151151分钟分钟。。此外此外，，以以
网络视听业务为主的平台上网络视听业务为主的平台上，，短视频账号总数达短视频账号总数达 1515..55亿个……亿个……

如何发掘出短视频更多正向的社会价值如何发掘出短视频更多正向的社会价值，，涵养积极健康的网络生态涵养积极健康的网络生态？？或许或许，，我们我们
可以从当下短视频的创作热潮可以从当下短视频的创作热潮中中，，找到一些答案与思考找到一些答案与思考。。

———编者—编者

博主“1379号观察员”解读《百年孤独》所配图片。

博主“山白”采用传统工艺织麻为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