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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时代民俗文化的创新扩散路径

刘秀梅董洪哲

【 内容提要 】 民 俗文化作 为 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极为 宝责的 文化财 富 ， 是我们 民族文

化 、 思 想形态 、 意识 形态 的 结 晶 ， 也是 建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方 面 的精神资源 。 随着

技术 的发展和 ５Ｇ时代 的 来临 ， 短视频平 台如雨后春笋般
“

爆裂 式
”

涌现 ， 其为 民俗文化

的创新扩 散传播提供 了 新的发展契机 。 文章基于 罗 杰斯 的创新扩散理论
？
和 生物 学 的 物

质跨膜运输理论 ， 将短视頻设为 民俗文化创 新扩散的
“

创 新代理人
”

，
借助场景化 、 符号

化 、 交互性等创新要素 ， 开创 了 自 由扩散 、 易 化扩散 、 主动运输创新扩散的有效路径 。

【 关 键 词 】 民 俗文化 ； 短视频
；
创 新扩散 ； 物质跨膜运输

【 基金项 目 】 华 东 师范 大 学 中 华优 秀传统 文化传承 与 创 新研究 院专项 课题 （ 项 目 编

号 ： ＥＣＮＵ－ＣＥＴＣ－２０ １ ８０ １）〇

【 作者简介 】 刘 秀梅 ， 女 ， 华东 师 范大 学教授 、 博士生 导 师 （ 上 海 ２００２４ １） ； 董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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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 华东 师 范 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 生 （ 上海 ２００２４ １） 。

一

、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以来 ， 习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 并在２０ １ ８年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 围绕讲什么 中国故事 、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做出深刻论述 。 民

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为宝贵的文化财富 ， 其如何在讲好中国故事背景下进行

创新扩散 ， 成为当下亟待研究的实践课题 。

《 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 显示 ， 截至２０ １ ９年 ６月 ， 我国网民规模达 ８ ． ５４

亿 ， 手机网民规模达８ ．４７亿 ， 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６ ．４８亿 ， 用户使用率为 ７５ ． ８％
？

。 近年来 ，

短视频平台数量急剧增长 ， 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
“

风 口
”

之一 。 我国的民俗文化 ，
不仅

支撑着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容基因 ， 而且为短视频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 、 用之不竭的

题材源泉 。 民俗文化作为民族传统 、 思想形态 、 意识形态的载体 ， 其为短视频的发展提

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 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民俗文化短视频作品 。 为了更好地让民俗文

化在流动与传承中找到新的传播路径 ， 文章试从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和生物学的物质

① 美国学者埃弟雷特
？ 罗杰斯 （ Ｅ ．Ｍ ．Ｒｏｇｅｒｓ ） 于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提出 的创新扩牧理论是传播效果研究的经典理

论之一
，
是一个关于通过媒介劝服人们接受新观念 、 新事物、 新产品的理论 ， 側重大众传播对社会和文化的

影响。

②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 ＣＮＮＩＣ ） ：＜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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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
，
２０ １８年第 ６期 。

高崇
，
杨伯淑 ： 《微视频的 内容主题发展趋势分析——基于对新浪微博官方短视频应用

“

秒拍
”

上高转发

微视频的研究》
，
《新闻界》 ，

２０ １６年第 １２期 。

王玖河 ，
孙丹阳

： 《价值共创视角下短视频平 台商业模式研究——基于抖音短视频的案例研究 》 ， 《
出版发

行研究 》
，
２０ １８年第 １０期 。

王晓红 ，
任Ａ妮 ： 《我国短视频生产 的新特征与新问题 》

，
《新闻战线 》

，
２０ １６年第９期。

曾一果
，
时静 ： 《从

“

情感按摩
”

到
“

情感结构
”

：
现代性焦虑下的田园想象

一以
“

李子柒短视频
”

为例 》
，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
２０２０第２期 。

胡致祯
，
郭梓婷 ： 《短视频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的运用

——

以抖音ＡＰＰ为例 》 ， 《传媒论坛》
，
２０２０

年第２期 。

沈先陈 ： 《优秀传统文化的短视频传播策略探析 》 ， 《新闻知识》
，
２０２ ０年第 １期 。

跨膜运输理论进行民俗文化短视频的文本分析 ，
研究民俗文化传播过程中 ，

短视频作为

创新扩散的
“

创新代理人
”

， 如何借助创新要素 ， 为民俗文化的传播开创了新的有效路

径 ， 使民俗文化在短视频时代展现出新的魅力风采 ， 开拓民俗文化生产实践活动新思

路 。

近年来 ， 短视频平台如雨后春異般
“

爆裂式
”

涌现 ， 其逐渐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重

要渠道 ， 关于短视频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焦点 ， 日益成为
“

显学
”

。 目前 ， 关于短视频

研究的著作主要有 ： 《短视频产业研究 》 《三步玩转短视频 》 《玩
“

赚
”

短视频 》 《短

视频营销全攻略 》 《短视频营销实战 ： 爆款内容设计＋粉丝运营＋规模化变现 》 《我国短

视频新闻的发展与传播研究 》 等 。 这些专著对短视频的研究 ， 主要从文化产业视角来＃

察其发展 ， 以案例和实操技术的形式对短视频的创作 、 营销进行论述 。 此外 ， 关于短视

频研究的学术论文 ， 专家学者从短视频发展成因
？？

、 发展现状
？？？

、 传统媒体介人短视

频＿以及短视频个案研究
＿等多个层面 （ 宏观 、 中观 、 微观 ） 分析和考察短视频的发

展 ， 为短视频时代民俗文化的创新扩散进
一

步深人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 从短视频特点层

面来看 ， 短视频具有便携性 、 直接性 、 趣味性等特质
， 迎合用户碎片化消费需求 ，

其成

为媒体融合的标准配置？ 。

关于传统文化短视频的研究 ， 专家学者主要集中在情感
？

、 特点
？

、 传播策略
？

、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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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众
？

、 审美
？
等多个角度 ， 而本文将短视频作为民俗文化创新扩散的

“

创新代理

人
”

， 对其如何进行创新扩散展开研究 。 由于生物学的细胞间物质跨膜运输理论与信息

传播和扩散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 因此 ， 本文将民俗文化置于生物学物质跨膜运输的视角

下进行创新扩散分析 ， 研究代理人从场景化 、 符号化 、 互动性等
“

创新
”

因素 ， 开创 自

由扩散 、 协助扩散 、 主动运输的新路径 ，
实现民俗文化从细胞 （ 短视频 ） 膜外转运到细

胞膜 内 。

二
、 空间的 自 由扩散 ： 场景化叙事

在微观社会分析范式
“

拟剧理论
”

中 ， 戈夫曼把场景分为前台和后台 ，
将其作为信

息传递的场所和可感知的环境 ，
来研究人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
。 随着技术的发展 ， 电子

媒介浸人人类生活 ，

“

媒介情境论
”

创始人梅罗维茨将媒介作为超越物理地域的变量引

人拟剧论
？

。 电子媒介可以突破时空 的限制 ， 融合不同的社会场景
？

， 从场景解读麦克卢

汉
“

媒介即讯息
”

的理论 ， 可以为媒介技术创造了影响使用者的环境
？

。 因此 ，

“

场景
”

可以定义为媒介创造的空间 、 受众获取信息的交往场合 。

关于民俗文化的记录 ， 可 以追溯到象征符号 ， 随后民俗文化进入 口头传播或借助某

种介质 （ 纸媒等 ） 的传播阶段 。 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更多感官信息媒介的出现 ， 特别是

短视频平台的发展 ， 短视频为民俗文化的传播插上了新的翅膀 ， 改变 了人们接受民俗文

化的空间氛围 ， 营造出 了具有电子媒介特质的场景 。

媒介环境学派认为 ：

“
一切技术都是媒介 、 环境和文化 。

”？
关于视觉媒体充斥的

社会形态 ， 尼古拉斯 ？ 米尔佐夫认为 ：

“

人们经验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具视觉性和视觉

化 。

”＠
短视频作为莱文森

“

新新媒介
”

代表 ，

一方面通过革新信息复刻功能实现了空间

上的快速蔓延 ， 还原文化
“

即时即地性
”？

，
以切片化的方式打造了随意出人的场景叙

①刘濟 ： 《姐视頻 自媒体对中西文化俦播的影响
——

以李子柒短视頻为例 ＞
，
＜新闻研究导刊 》 ， ２０２０年第 １

期 。

② 郝玉佩 ： 《短视频时代的传统文化传播与受众心理分析＞ ， 《中国广播》 ． ２０ １９年第９期 。

③ 李瑞 ： 《从李子柒短视《看当代人的审美价值观 ＞ ， ＜新闻研究导刊＞
，
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

④ 王晴锋： 《重返戈夫曼的拟剧论与 自我分析种社会批判的路径 ＞
，
《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

２０ １７年第５期 。

⑤ 刘娜
，
梁潇 ： 《媒介环境学视 阈下 Ｖｌｏ

ｇ
的行为呈现与社会互动新思考  ＞ ， ＜ 

现代传播 （ 中 国传媒大学学

报 ） 》 ，
２〇 １ ９年第 １ １期 。

⑥ 李明伟 ： 《媒介形态理论研究》 ， 博士学位论文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２００５年。

⑦ 胡泳 ： 《理解麦克卢 汉 》
，
《 国际新闻界 》 ， ２０ １９年第 ３期 。

⑧ 何道宽 ： 《媒介坏境学 ：
从边缘到庙堂 》 ， 《新闻与传播研究 》 ，

２０ １５年第 ３期 。

⑨ ［ 美 ］
尼古拉斯 ．米尔佐夫 ： 《视觉文化导论 》 ，倪伟译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０６年 ， 第 １页 。

⑩ 黄栗 ，
董小玉 ： 《短视频对优秀民俗文化传播影响力的研究

——以
“

抖音
”

ＡＰＰ为例 》 ， 《 当代传播》 ，
２０ １ ９

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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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空间 ， 这些场景可以是虚拟的 ， 也可以是现实的 。 如钟程庚在抖音平台发布的
“

将军

娘娘八月 初六走火路
”

民俗文化短视频 ， 直接拍摄现实空间的 民俗表演上传到短视频平

台 ， 促进文化的创新扩散 。 国学杂谈发布的 《中 国 民俗文化
——

十二生 肖的起源 》 短视

频 ， 采用了虚拟的场景来还原
“

民俗故事
”

，
以虚拟场景这

一直观的方式将观众带人传

播空间 ， 实现文化创新扩散 。

在生物学 的 自 由扩散模型中 ， 它强调物质从高浓度 的细胞膜外 向低浓度的细胞膜

内流动
，
在这个流动过程中 ，

不需要载体
，
同时也不需要消耗细胞内新陈代谢所释放的

能量 。 在短视频时代 ，
民俗文化的传播是抽象文化转化为影像的

一个过程 。 在民俗文化

短视频创新扩散模型中 ， 我 国丰富的 民俗文化资源成了高浓度
一

侧 （ 细胞膜外 ） 的
“

物

质
”

。 在新媒体时代 ，
短视频作为民俗文化创新扩散中 的

“

创新代理人
”

， 为抽象文化

到立体直观的视听影像转向开辟了
一

条最基本的道路＾—

自 由扩散 （ 图 １ ） 。

在创新扩散理论中 ， 罗杰斯认为
“

创新
”

是被某个体或团体认为新的观点 、 方法或

物理 ， 而
“

扩散
”

是指创新在社会系统的成员之间传播的过程 。

？
短视频作为文化传播

的重要载体 ，
民俗文化在短视频的传播明显表现 出典型的创新扩散特征 。

一方面 ， 短视

频平 台 中的潮州农村拜祖仪式 、 漳州进香仪式 、 厦门妈祖 、 雷州府
“

颂神
”

等地域性 民

俗文化对于大众来说是陌生的 ， 其内容能够引发受众的全新认知 ， 满足短视频用户的猎

奇观感和想象期待 。 这些地域性民俗只为这
一

地方的老百姓所熟知 ， 从未进人大众的视

野 ， 短视频为 民俗文化的传播打破了空间的壁垒 ，
虚拟场景和现实场景的融合拓展 了物

理的 区域空间 ， 延伸 了区域性民俗文化传播空间 ，
实现了爱德华 ？ 霍尔

“

高 －低语境
”

的

文化交流 。

＠
另一方面 ， 这些短视频突破社群界限的社交场景

，
同时视觉符号促成

“

弱连

①［ 美 ］
Ｅ ．Ｍ ．罗杰斯 ： 《创新的 散 》 （ 第五版 ）

，
唐兴通译 ， 电子工业 出版社

，
２０

１６年 ， 第 ７ 、 １４瓦 。

② 爱德华 ？ 霍尔 ： 《超越文化 〉＞ ， 何道宽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 ］ ０年

， 第 ７７
－

９ １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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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 ？

霍布斯龅姆 ： 《史学家
——历 史神话的终结者＞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０２年 ， 第 ６页。

肖環
，
张耗 ： （植視頻跨文化传播的符号叙事研究 ＞ ， 《新闻与写作＞ ，

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 。

［ 美 ］
乔治 ？ ＊

）
：伯特 ．米德 ： 《

心灵
， 自我与社会》 ， 霍佳恒译 ，

华夏出版社 ，
１９９９年 ，

第 ８８瓦。

越毅衡 ： 《
田到皮尔斯 ＞ ， ＜符号与传媒＞ ，

２０ １４年第２期 。

接
”

的强联结 ，
民俗文化迅速扩散开来 ， 单个视频收获上万的点赞量和播放量 ， 体现了

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共同参与的特征。

在抖音短视频平台 ，
民俗文化的话题播放量达到 了 １ ． ４个亿 ， 出现了 白鹿原民俗文

化 、 倒盏民俗文化 、 赵洪坡民俗文化 、 林芝 民俗文化等多个单个文化的话题 ， 同时也涌

现出 山东农耕民俗文化 、 发现潮州 、 赵氏文化 《天下赵姓
一家亲 》 等高粉丝量的意见领

袖 ， 这些都体现了短视频作为民俗文化
“

创新代理人
”

的重要地位 。 短视频时代 ，
直观

生动 的影像使民俗文化再生 、 重构 ， 凭借电子媒介符号特性 ， 进行再创造 、 再生产 ， 实

现民俗文化的
“

自 由扩散
”

， 为 民俗文化的生命增添新的活力 。 在民俗文化
“

自 由扩

散
”

过程中 ， 短视频以场景化叙事编码方式 ， 挖掘民俗文化的精髄 ， 将抽象 、 地域性的

民俗文化从髙浓度的细胞膜外向低浓度的细胞膜内转运 。 在这个物质传输过程中 ， 实现

民俗文化空间流动的
“

自 由扩散
”

。

三
、 符号的勗化扩散 ： 符号化叙事

关于符号意识 ， 最早可 以追溯到柏拉图 的 《理想国 》 ， 随后亚里士多德提出 了
“

再

现
”

的符号意指 ， 直到２０世纪索绪尔 、 皮尔斯和巴尔特等学者的研究助推了符号学的进

一步发展 。 霍布斯鲍姆曾说
“

过去总会被合法化
”？

，
这是因为过去取决为人类意识筛选

和想象重构 ， 而这一想象重构的过程就是文化表征的过程 ， 文化的表征只能通过符号才

能实现 。 传播是意义的传递？
， 民俗文化传播更需要符号作为意义载体的建构 ， 人类以符

号交流中产生意义
？

， 民俗文化的创新扩散 ， 本质上就是对民俗符号化处理 ， 基于传播情

境的需要 ， 通过选择 、 支配等手段将符号转化为与民俗文化主体相关联的 内容 ， 衍生 出

文化的新内涵 ， 实现皮尔斯三原分解法的符号意义延伸
？

。

在生物学细胞的易化扩散中 ， 物质从高浓度的细胞膜外转运到低浓度的细胞膜内 ，

是需要细胞膜上的
“

特殊蛋白
”

作为载体 。 因此 ， 易化扩散是一个
“

被动
”

的过程 。 民

俗文化作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新媒体语境下 ， 实现短视频传播的
“

创新扩散
”

， 就需要在
“

自 由扩散
”

基础上 ，
重新建构文化象征符号 ， 来获取大众对

文化的认同 ， 唤起观众情感 。 在这个过程中 ， 由于大众对于短视频中的民俗文化略识之

无 ，
民俗文化 （ 影像 ） 成为细胞膜外高浓度的

“

物质
”

，
创新代理人 （ 短视频 ） 需要借

助符号这
一

“

载体蛋 白
”

， 实现物质向大众认知低浓度的一侧转运 ，
完成这一

“

被动
”

的过程 。 在
“

被动
”

过程中 ， 借助符号
“

载体蛋白
”

， 变
“

被动
”

为
“

主动
”

， 实现民

俗文化短视频符号的
“

易化扩散
”

（ 图２ ） 。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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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迪格 ： 《亚文化 ： 风格的意义 》 ， 陆道夫、 胡猹锋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９年 ， 第 １ ２页。

程安霞 ： 《符号叙事学视域下民俗图像叙事模式探析 》
，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

２０
１６年

第 ５期 。

肖 惠荣 ， 曾斌 ： 《
叙事的无所不在 与叙事学的与时俱进

——

“

叙事的符号与符号的叙事 ： 广义叙事学论坛
”

综述》 ，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
２０ １ ５年第 丨

期 。

膜内

＃

民俗文化
（
认知

）

在符号学理论中 ， 罗 兰 ？ 巴特认为符号作为匿名 的意识形态 ， 能为社会交往提供框

架 。

？
在民俗文化传播中 ， 短视频扩散最重要的 内容就是用户利用文化符号进行文化修

辞
，
为短视频社交提供交往的符号系统框架 。 巴特认为 ， 符号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活动 ，

尤其在短视频平台上 ， 符号成为社交关系的框架 。 符号叙事学认为 ， 符号具有直接的指

向性质 。 在 民俗文化类短视频中 ， 视频通过拼凑和编码符号来激发受众对文化的认同 ，

因此符号成为消费的商品 。

在短视频中 ， 民俗文化的创新扩散需要通过符号系统建构受众的认同 ， 因此符号趋

向商品化
， 通过消费这些符号来

“

标榜
”

民俗文化 。 在消费社会中
，
空间充满了符号 ，

巴特的
“

匿名意识形态
”

变得不再匿名 ，
而增添了更多的

“

显性
”

， 符号消费通过商品

符码让大众获得对文化的想象空 间 。 在民俗类短视频中 ， 借助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分层理

论 ， 可将民俗图像叙事分为视象层和话语层 。

＠
关于第一层面的视象层 ， 符号化叙事不

仅仅是简单的事象和物象叠加 ， 还包括了仪式化场景 、 符号化行为 ， 如视觉民俗在西瓜

视频平台发布的福建漳州进香仪式 、 海南文 昌农村宗祠坐殿仪式 、 广西玉林农村上梁仪

式等 。 在这些短视频中 ， 当地人穿戴具有典型民俗文化符号的服饰 ， 通过节 日 活动的仪

式
，
营造出浓厚的文化传播扩散的场景 ， 给予文化符号展示的舞台 ，

在消费主义蔓延下

通过消费这些文化符号来增加大众对民俗文化的认知 ， 实现民俗文化的创新扩散 。

第二层面的话语层 ，
即听觉性符号 ， 也具有唤起情感共鸣和帮助理解的叙述意义 。

？

卢梭曾指出声音作为人类沟通的最重要方式之
一

， 听觉更具有生理上的优势 。 哲学家德

里达认为 ， 声音传播能够消解能指与所指的隔阂 。 在
“

听
”

汉字繁体
“

聽
”

中 ， 它包含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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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耳 、 目 、 心三种器官
， 在 中 国文化中 ， 听觉处于统摄地位 。 在民俗文化中 ， 很多

“

声

音
”

符号成为文化组成的重要部分 ， 如时令歌谣是耿村民俗文化的特色 、 永州 蓝山 的山

谣 、 湘西土家族山歌等 。 在短视频平台 中 ， 声音作为叙事的重要符号之
一

， 同样具有催

化情感的作用 。 例如 ，

“

小一姐姐
”

在抖音平 台发布的春节手指游戏的视频 ， 其配乐运

用 《腊月 歌 》 这一具有民俗符号化的音乐 ，
讲述了从腊八到春节期间过年前后的传统风

俗习惯 。 再如 ，

“

悟空游记
”

发布的广水民间歌谣视频 ， 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水农 民

唱的插秧歌 ，
通过短视频的形式实现了 民俗文化的传播 。

在消费社会中 ， 民俗文化无法与符号割裂开来而存在 ， 不同民族文化的符号意义取

决于特有的习俗 尤其民俗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民族性的符号性质和符号力量 。 随着技术

的发展 ， 数字媒体重构了跨文化传播模式
？

。 短视频平台的符号化叙事 ， 通过民俗文化象

征符号 ，

一次又一次地勾起民族记忆 ， 拉近民俗与受众之间 的距离 ， 实现罗杰斯创新扩

散理论中的
“

共情
”

， 实现民俗文化短视频传播的
“

易化扩散
”

。 在 民俗文化的创新扩

散中
， 短视频作为

“

创新代理人
”

，
以直观通俗的形式聚合多重文化符号意义

？
， 催生了

符号新意义 。

四 、 交互的主动运输 ： 构建互动仪式链

社会学家戈夫曼在
“

拟剧论
”

中首次提出
“

互动仪式
”
一词

？
， 后来柯斯林对此进一

步发展 ， 认为互动仪式链成为社会结构的基础 。 互动发生在一定生活和社会交往的情境

中 ， 生成互动仪式链的基础是关注和情感
？

。 在短视频平台上 ， 用户可以筛选民俗文化进

行 自 由创作 ， 借助文化符号生成影像上传至平台社区 。 基于互动仪式链视阈 ， 作为民俗

文化创新扩散的
“

创新代理人
”

， 短视频成了大众交往际遇的情境空间 。 在抖音短视频

平台上 ，
拍摄 、 点赞 、 评论 、 分享成了互动的最基本方式。 在抖音社区出现的

“

野仙文

化馆
＂ “

罗山皮影陈雨伦
” “

中华国学小冯 １

”

等抖音达人 ， 因对民俗文化的关注 ， 获得

了上万粉丝的认同 ， 从而产生了情感相连的文化共享 。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 ， 相比传统媒介 ， 短视频平台的叙事发生 了革命性的变革 ， 呈

现出一种交互双向传播状态 。 目前 ，
短视频的 内容生产主要有 ＵＧＣ 、

ＰＵＧＣ和ＰＧＣ三种

方式 。 在 民俗文化创新扩散中 ， 短视频平台为文化传播者与使用者提供了际遇互动的舞

台 。 用户在观看民俗文化类短视频时 ， 首先被文化影像内容所吸引 ， 伴随视象层和话语

层的文化符号进人情境 ， 与文化内容产生交互 ， 实现从 日常生活进人异地文化世界 ， 民

俗文化的新鲜感和神秘感不断满足着精神上的猎奇观感 ，
激发着情感的共享体验 ， 这种

情感促使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了解文化与分享文化。

新媒体成为麦克卢汉的
“

人的延伸
”

， 尼古拉斯 ？ 加内和 比尔认为 ， 相比传统媒

①吴越民 ： 《跨文化视野中符号意义的 变异与 多样性》 ，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 ２００９年第 丨期 。

② 肖裙 ： 《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咏络》
，
《武汉 大学学报 （

人文科学版 ） ＞ ．
２０ １ ５年第４期 。

③ 肖裙
，
张驰 ： 《短视频跨文化传播的符号叙事研究》

，
《新闻与写作》 ， 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

④ ［ 美 ］ 欧文 ？ 戈夫曼 ： 《 曰常生活 中的 自我呈现》
，
冯钢译，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８年。

⑤ 兰德尔 ？ 柯林斯 ： 《互动仪式链 》 ， 林聚任、 王鹏 、 宋丽君等译 ， 商务印书馆 ， ２００９年， 第２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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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
互动是新媒体的主要特性 。

？
在这个互动的过程 ，

符号成为建构情境空间的基础 ， 因

此互动仪式本质上是
一

种符号互动 。 根据符号互动理论 （ Ｓ
ｙｍ

ｂｏｌ ｉｃＩｎ 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ｉ ｓｍ ）
？

，

文化意义在社会互动 中被赋予 。 在民俗文化创新扩散中 ， 短视频作为
“

创新代理人
”

，

其移动传播特征使文化的延展意义互动成为可能 。 符号作为文化传播交流的 中介 ， 民俗

文化依托
“

创新代理人
”

的移动特性实现文化意义的流动 ， 由此 ， 符号互动的核心在于
“

意义的互动
”

， 这个过程实现了
“

主体与传播工具的过程性互动
”

。

在生物学的细胞
“

主动运输
”

中 ， 物质从低浓度 的细胞膜外转运到高浓度的膜 内 ，

不仅需要载体蛋 白的协助 ，
而且还需要消耗细胞 内的新陈代谢所释放的能量 。 在快节

奏 、 碎片化的时代 ，
民俗文化资源的

“

过剩
”

就像主动运输的高浓度的膜内
一

侧 ，
地域

性民俗文化 （ 影像 ） 要想高效地从低浓度膜外向高浓度的大众文化认知 （ 膜内 ） 转运 ，

在符号
“

载体蛋白
”

协助基础上 ， 还需要借助
“

互动
”

这一ＡＴＰ（ 腺嘌呤核苷三磷酸 ）

水解时释放的大量能量 ，
来完成民俗文化短视频的

“

主动运输
”

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 ，

民间故事趣味化表达会更易理解
、
更贴近生活 ，

受众解码信息的
“

压力
”

将被压缩到最

小 ， 受众获取文化内容的程度变得最大化 ， 最终实现更高效的创新扩散传播 。

图 ３ 主动运输模型

在互动仪式链理论中 ，
柯林斯认为 ，

产生互动仪式的关键因素是共同在场 。 在民俗

文化创新扩散中 ， 短视频为互动仪式的共同在场提供 了空间 ， 主要表现在虚拟与真实的

身体在场 。 首先 ， 关于虚拟身体的在场 ， 当观看民俗类短视频时 ， 用户可以 随时与民俗

文化的
“

意见领袖
”

进行互动 。 比如 ，

“

柚 乡平和
”

发布的福建平和帝君出巡 民俗短视

频 ， 收获了高达 １ ７万多 的点赞量
，
评论量达６０００多次

，
有用户评论道

“

自从有 了抖音 ，

全世界的风俗人文我都可 以看 了
”

，
也有很多用户在评论区为家乡点赞 。 除此之外 ， 评

论区还包括用户提出的拍摄建议等 。 其次
，
关于现实身体的在场 ，

在短视频平台上 ， 很

①王正中 ： 《新媒体交互叙事中 的身份认同 》 ， 《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 ２０ １ ７年第 ３期 。

② 车文博 ： 《当代西方心理学新词典》
，
长春 ： 吉林人民 出版社

，
２００ 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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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俗村落的宣传内容 ， 会激发用户前往民俗村落的欲望 ， 这种线下打卡实现了身体的

共同在场 。

短视频作为
“

创新代理人
”

，
民俗文化的互动传播存在着明显的互动仪式链特征 ，

不断发展的媒介技术为符号互动提供源源动力 ， 继而实现用户的虚拟与真实的在场 ， 形

成良性的互动仪式链 。 在这一过程中 ， 短视频借助
“

互动
”

这一腺嘌呤核苷三磷酸释放

的能量 ， 促进文化的创新扩散 ， 最终实现民俗文化
“

主动运输
”

的传播 。

五、 结 语

综上所述 ， 随着 ５Ｇ时代的到来 ， 短视频作为传播新载体 ，
以其移动化 、 碎片化的

传播特性 ， 为民俗文化的创新扩散传播提供了创新技术支持 。 短视频成为
“

创新代理

人
”

， 将民俗文化的精神 内涵 、 民族特性传递给观众 ， 构建起以场景化 、 符号化 、 交

互性为创新要素的传播机制 ， 开辟了 自 由扩散 、 易化扩散 、 主动运输三条扩散路径 。 笔

者昭示着大众和传播媒体 ： 在短视频时代 ，
运用数字媒介的理念 ， 整合传播渠道 ， 适

应
“

互联网＋
”

融媒体传播平台 ， 构建彰显优秀民俗文化意义的
“

自 由扩散
” “

易化扩

散
” “

主动运输
”

传播路径 。 要以短视频平台作为
“

创新代理人
”

， 讲好中 国故事 ， 继

承和发扬民俗传统文化精神 内涵 ， 实现文化的创新扩散 ， 进一步提高 国家文化软实力和

中华文化影响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