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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学理研 究

抖音平 台 中 的 美好生活空 间 与社会价值重构

宋 雪

摘要 ： 抖音 ＡＰＰ 是 ２ ０ １８ 年 活跃 用 户 增长 最快 的短视频 平 台 ， 以 用 户上 传

内 容 为 主要传播素 材 ， 通过平 台 引 导 的 方式 实 现传播效果最 优化 ， 用 户 与 平 台

共 同 营造 了 热 闹 非 凡 的 生活 空 间 。 通 过 内 容传 播与 互 动 ． 抖音 平 台 重 构 了 人

们心 目 中 的 美好生 活 实 践 与 价 值 ？ 但其 重 构 的 美好 生 活 却 存在 着诸 多 问 题 。

对 美好 生活 实 践 的 重构 存在 着呈现方 式碎 片 化 、
知 识假 象 、 传 统 文化 浅 层化 的

问 题
；
对 美好生活价值 的 重 构 存在 着 消 费 主 义 意识 形 态 严 重 与 感 官刺 激过度

遮蔽社会价值 的 问 题 。 人们 沉 浸在抖音 平 台 所 重 构 的 美好 生活 图 景 中 时 ． 应

对其 存在 的 问 题保持警 惕 。

关键 词 ：抖音 ； 美 好生活 ；
社会价值

受益于 国家政策支持 ．移动数据流 量降 费 ， 短视频在 ２ ０ １ ６ 年后迅速 崛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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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ｉＭ ｅｄ ｉ ａＲ ｅｓ ｅａｒ ｃｈ 数据显 示 ，
２ ０ １ ８ 年 中 国短 视频 用 户 规模达到 ５

． ０ １ 亿人 。

？

２０ １ ８ 年主流短视频平台 月 活跃用户 增长最快 的抖音平 台 ， 其 国 内活跃用户 突

破 了２ ． ５ 亿 。 抖音平 台通过推荐 系统助推优质内 容 ，通过平 台 引 导 与成 长计

划 ，构建价值标准 、
判断体系 ， 引导用户传播表达美好生 活的 内容 ，平 台与用户

共同描绘 了想象 中 的美好生活 图景 ，重构了美好生活实践与价值 。

２０ １ ８ 年 ，抖音启 用 了新 的品牌 口号
“

记 录美好生活
”

， 对此 ，今 日 头条抖音

产品总经理 张楠表示 ，全新的 ｓ ｌｏｇ ａｎ 明确 了 抖音 的定位和对用户 的价值 ，

“

抖

音 希望让无数个普通人 ， 在遇到生命 中 那些 美好的瞬间 的 时候 ， 可 以抓住它 、

分享它 ，让大家的
‘

美好 ’

都 能流动起来 ， 让爱在彼此之间 流动 ，让人们 的生活

变得越来越 阳光 ，越来越幸福
”？

。 但究竟什么 才是美好生活 ？ 抖音 ＡＰＰ 所重

构的生活空间是否如其产品宣传所说 ，反映 了 美好生活 ？

一

、什么是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就是相对于每个人而言是
“

自 然好
＂

（ ｎ ａ ｔｕｒａ ｌｇ ｏｏ
ｄ ） 、

“

自 然正确
”

（ ｎａｔ ｕ ｒａ ｌ ｒ ｉｇ ｈ ｔ ） 的生 活 ，是每个人值得过 的生活 ，也是在现实 中可 以 体验但 尚

未实现的理想生活 ， 是现实 向 着这个理想去超越的生活
。

？ 美好生活是一种理

想状态 ， 是对真美善价值的追求 。 人们 的现实生活是对这种理想状态的实践 ，

在 实践中完成价值体 系建构 。

抖音平台通过美好生活实践 内 容来构筑生活 图景 ， 展现美好生活应该有

的 样子 。 用户将个人生活进行筛选后 ，上传至抖音平 台 ，经平台 引导 、 分配 ，二

者共 同完成对美好生活的重构 。 在 这一生 活空间 中 ，

一条条短视频共 同展现

了 美好生活所追求 的 价值 。 价值来源 于美 好生活 ， 包括生存 、 健康 、 幸福 、 友

谊 、助人 、 自 尊 、被人尊重 、 知识 、 自 由 、 自 我实现 、 同情 、 生活 的意义感等 ，
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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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影视门 ： 《 抖音 发布
“

美好 生 活计划
”

，来 听 抖音产 品 总经 理张 楠怎 么说 》 ， ｈ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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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金 生鉉 ： 《教育哲学怎样关涉美好生活 ？》 ， 《 华东师 范大学 学报 （教 育科学版 ） 》 ２０ ０２ 年第 ２ 期 ，

第 １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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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并非亘古不变 的 ？亦非放之 四海 皆 准 ， 无论是基础 价值还 是具 体价值 ． 都会

因时 间 、 地点和人物 的 不 同而 不同 。

？ 抖音作 为 当下 最火爆 的短 视频互 动平

台 ．重构 了 当今社会美好生活 实践与 价值 。 人们 可 以在平 台 中 发 现美好生活

的具体表现和价 值追求 ． 这反过来影响 人们在现实生 活 中对美好生活 的 实践 。

抖音平 台对美好生活 的重构 对现实生 活 产生 巨 大影 响 ， 因此 有必要 考察抖 音

平 台所重构 的生活空 间是否如其宣传语所说 ． 反 映 了美好生活 的状态 与 价值 ．

以及 与人 们追求 的美好生活 之间存在着 怎样 的关系 。

二
、美好生活 实践重构

抖音平台对美好生活 的重 构 因其 短视频 的 基本模式而呈现碎 片 化特征 。

在知识传播 、传统文 化传播方面 ． 看似 繁荣的景象背后却存在着假象营造 与浅

层化趋势 。

１ ． 呈 现方式碎 片 化

抖音平台 中的信息 呈现方式为 不 超过 １ ５ 秒的 短 视频 ？ 在如此 短 的 时 间

内 ，其所呈现的 内容很可能是零散的 、 信息要素不完 整 的 。 短 视频传播符合现

代受众的媒介使用 习 惯 ． 使其充分介人 人们 生 活 中 的零散 时 间 ， 如 上 下班途

中 、等待过程中 、工作间 歇等 ． 但短视频也 反过来使得用 户 的 时 间 更加 分散 。

受众碎 片化与信息碎片化共同 建构 了抖音平台碎片 化的 生活空 间 。

碎片化 （ ｆｒａｇｍ ｅｎｔ ａ ｔ ｉｏ ｎ ） ，其初始含义是指较 为完 整 的事物在 某 种 外 力 或

自 身 内 在特性发生改变 的情况下破碎成为零块 。

？
碎片 化是后现代文 化的

一

种体现 ． 后现代主义学者詹姆逊认 为 ， 后现代文化 的首 要特征 是零散 化 、 碎片

化 、缺乏连贯性 ． 给人一种拼贴感 ． 与此 相对应 的是情感和 历史感的消 失 ， 以及

内 在和外在 、 本质与 现象 、隐 义与显义 、真实性与 非真实性 、能指 与所指等几 种

①艾 克里夫 ？

贝 克著 ． 詹万生等译 ： 《 学会过美好生活 －－ … ？人的价值世界 ． 中 央编译 出 版社 １ ９ ９ ７

年 。

② 彭 琦 ａ 碎片化时代电视剧批 评的 方法 创新 ？
＞ 当 代电 视 ５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７ 期 ． 第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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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次模式的消失 。

？
碎片化信息完全脱离了冗长 的叙事方式 ， 以

“

短平快
”

的

方式传递简化的信息 内 容 。 信息 、情感表达 的碎片化 潮流席卷 了抖音平台 所

组建 的传播语境中 ，每一条 内容不再是 以完整 的状态呈现 出来 ， 而是被分割 、

裁剪成为碎片化的信息表达模式 。 受众很难形成完整的 、
立体的 、 整体的信息

体系 ， 只能被迫在碎片化 的信息环境 中展开互动 、讨论 。 信息发布者 、 接受者 、

参与者满足于
“

浏 览
”

所带来的 审美愉悦 ， 在碎片 化信 息环境 中共 同建构起对

美好生 活 的想象 。

虽 然信息碎片化是新媒体环境下 的大趋势 ，大众文化不断衍生 的必然结

果 ，但沉迷于碎片化信息环境会导致对完整信息 的忽视 ， 满足于片面 、
零散信

息 ， 由此生成的讨论也更加荒谬 。 美好生活集结 了全社会对理想生 活状态 的

向 往和对美好生活的实践 ，其 意涵 是丰富的 。 碎片 化的表达方式却将美好生

活实践简化为美妆 、 美食 、美景 、美人等流于视听表面 的内容 ，遮蔽 了美好生活

背后的深刻意涵 。

２
．
知识 学 习 假 象营造

生活科学即是人 民群众在 日 常生活 中直面的科学知识 ， 与人 民 群众关于

生活的科学素质息息相关 。

？ 生活科学类 内容是抖音平台 中美好生 活 内容展

现的一个重要方面 。 这类 内容多为生活常识 、百科知识介绍 ， 简短 的视频刚好

可 以展示一个知识内容 ，让受众轻松享受知识获取 的快感 。

抖音账号
“

果壳
”

置顶 的三条短视频分别为 《 搓澡搓 出 的泥是什 么 》《 喝一

杯饮料相当 于吃 了多少块糖 》《金针薛为什 么 总是 ｓ ｅ ｅ
ｙｏ ｕｔｏｍ ｏｒｒ ｏｗ ？ 》 ，均 与

身体健康相关 。 《搓澡搓 出 的泥是什么 》用拟人化的表达方式描述 了角 质层的

生长周期 ，并呼吁不要过度搓澡 。 视频 内容简短易懂 ，不会为受众带来理解负

担 。
《 喝一杯饮料相当于吃 了多少块糖 》 以

一颗 ４
．
５ 克的方糖为基准 ， 测量市面

上常见饮料的含方糖量 ，再参照 中 国居 民膳食指南 的每 日摄 人糖量标准 ， 发现

仅喝
一瓶饮料便可达到一天 的标准 。

以方糖作 为基准来进行测量 ， 使内 容展

示更为直观 ，方便理解 。 《金针截为什么总是 ｓｅ ｅｙ ｏｕｔ ｏｍｏ ｒｒｏｗ？ 》讲解为什么

①陈莉 ： 《碎片化与意识形 态批评——詹姆逊后 现代文化批 评研究 》 ， 《阜 阳 师范 学院学 报 （社会

科 学版 ）
》２ ００ ７ 年第 ２ 期 ，第 ２２

—

２ ４ 页 。

② 王一鸣 ： 《生活科学与 人民 美好 生活的需要 》 ， 《 中 国科技论坛 》 ２０ １９ 年第 ２ 期 ，第 １
４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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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针菇不会被人体吸收 ． 用 幽 默搞笑 的方式解释 了 人体因缺乏一 种 酶而无法

消化蘑菇细胞壁的组成成分 。

“

果壳
”

短 视频 的 选题均与 日 常生活 相关 ，且所

解释的 问题难度低 ， 用受众易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 ． 让人们在轻松的 氛围 中 获

取知识 。

“

生 活百科
”

抖音账号的主题围绕着美食制作展开 ，有 简单的烘焙教学 ， 有

食物装饰技巧介绍 ，有创新吃法发 明 ， 展示的 内容步骤简单 、 方法新颖 ， 吸 引 了

２ ０
．
３ 万粉丝关注 。 烘焙教学题材是

“

牛 活 百科
”

账号数量最多 的选题 ． 展示巧

克力 杯 、 巧乐滋 、岩浆蛋糕等甜 品 的制作方法 ，
五个步骤 内 即可 完成 。 短视频

中 的 生 活科学从内 容到 操作方法都很简单 ， 可以让受众轻松获取生活技巧 ， 保

证浅显 易懂的同时 ．让受众感到有所收获 。

但这种知识学习 的 获得感 ，却是
一 种假象营造 ， 仅 仅让 人获得学 习 的 体

验 ，实则并非真正 的学习 。 真正的学习是有对抗性的 阅读 ， 是需要付 出努力 的

探索 。 短视频 中 的生活 小常识 ， 提供 的仅仅是粗糙的 、 浅显 的生活科学 ． 虽然

可 以让人快速掌握 、理解生活 知识 ，但过多地接 触这类短 视频容易 使人麻痹 ，

给人带来获取知识的错觉 ， 其所营造的 知识学 习 假象会影响 到 真正 的学习 行

为 ，使人忽视完整 、 系统知识体系 的建立 。

３
．传统 文化 浅层 化趋 向

“

我要笑出
‘

国粹范
’ ” “

谁说 国 画 不抖音
”

是抖音平 台 ２ ０ １ ８ 年 的现象级话

题 。 京剧演员王佩瑜上传了一段京剧老生 的笑声 ， 引 来众多模仿者 ，兴起 了 模

仿老生笑声的风潮 ，

“

我要笑出
‘

国粹范
’
”

话题总播放量达到 ２ ６ 亿次 。 在另一

热 门话题
“

谁说国 画不抖音
”

下 ， 用户 纷纷上传作 画 的过程 ， 有的短视频 以作画

工具吸 引 人 ， 用手 、扫 帚等不常见 的工具作 画 ； 有 的短视 频 以 国 画 教学的 方式

呈现 ． 用 简单几笔勾勒 出西瓜 、 荷叶 、小鸡等 ； 有的短 视频展现已完成 的 国 画 作

品 ，
通过绚 丽的 色彩 、精美的画 作和名 家作品 吸引人 。

传统文化 内 容的短视频 ， 播放量 、 互动量 大 ， 但短视 频 的核心 内 容却 仅仅

是对传统文化元素 的借用 。

“

我 要笑 出
‘

国粹范
’ ”

话题 中 ，

一段老生笑声 成 为

竞相模仿的音乐 素材 ，本可 以承载 、 传递更深意涵 的 国 粹 ， 却被简化为 了
一个

方便制作流传 、 表意浅显的符号 。

“

谁说 国 画 不抖音
”

话题 中 ， 国画 成为 了 另
一

个可 以被借用 的元素 ， 拥有深厚文化 底蕴 的传统艺术在短视频 中化身 为 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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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 冲击力 的媒体奇观 ， 国 画 的历史 、 传统被遮蔽 ， 被展现 出来 的仅有符号化

了的文化元素 。 浅层化 的传统文化借助文化工业得 以快速 、广泛传播 ，但这种

浅层化的 内容传播 ，终究会失去 传统文化 内核 ， 让传统 文化变成 制 造喧嚣 的

工具 。

三 、社会价值重构

社会价值是美好生活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 抖音平台通过一条条短视频试

图建构人们心 目 中 的美好生活 ，蕴含其 中 的价值观念却存在着消 费主义泛滥 、

感官刺激过度等问题 。

１
． 消 费 主义 充斥 其 中

消费主义倾向 ， 即传媒着眼于公众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需求欲望的创造 ，

对物的符号意义的强调及其所营造的
“

消 费社会
”

的 氛围 。

？ 消 费主义是一种

文化态度 、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 ，把消费数量 和种类 日益增长 的物品 和 服务看

作是至高无上的 ， 并将其作为最普遍 的文化倾向 和最确切地通向个人幸福 、社

会地位和 国家发展的道路 ，作为较高生活质量的标志 ，甚至是公民 对经济繁荣

的贡献和对国家或社会的 道德责任 ，从而使高消费成为正当 的 、 道德的 和合法

的或者说是 自 然的和普遍的 。

？ 抖音平 台 中 的美妆类短视频充斥 着消费主义

现象 ，并以之作为美好生活 的价值追求 。

“

认 真少女颜九
”

以 口 红推荐与测评视频为 主 ， 从产品 的 外包装到使用后

的颜色 、质地 、 气味 ，再到适 合搭配的 风格都做 了详细的 介绍 。 每条短视频的

封面配有简短介绍 ，

一方面可以说明视频的大致 内容 ， 另 一方面可以 营造激起

消费欲望的氛围 。 封面标题为 《精致 女孩 ！ 学 生党必买 》 的短视频 ， 提到 了近

期 的热门 话题
“

那些 出 门买菜都要涂个 口 红的 女孩
”

，认 为这种态 度应该值得

学 习 ，

“

精致的女孩子 ，不可能素颜见人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
”

，随后便开始推荐

适合素颜涂的 口红 。 短视频将精致女孩 塑造为榜样 ， 而精 致的最基本要求是

①秦 志希 、刘 敏 ： 《 新闻传 媒的消费主义倾 向 》 ， 《 现代传播 》２ ０ ０ 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４ ４ 页 。

② 刘 晓君 ： 《 全球 化过程中 的消费主义评说 》 ， 《青 年研究 》 １９ ９８ 年第 ６ 期 ，第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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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媒介批评

要 涂 口 红 ．进而将 口 红打造 为 必备物 品 。 《涂上它 去 恋爱吧 》短 视频 在标题下

写道
“

听说涂它 的人都找 到 了 男 朋友
？除 了我

”

．将涂 口红 与恋爱结合起来 ． 暗

示涂 了 口 红便会带来美好爱情 。

？ ？

乃提 Ｇ ｕ ｌ ｉ

”

的短视频多 通过 简短 的 剧情 来展 示美妆产 品 。 《 别 整 天都盯

着别人 》短视频 讲述 了办公室 同事 嘲讽乃提素颜丑 ．之后 乃提用美妆产 品成功

逆袭 的故事 ． 视频下方弹出 商品链接 ． 用 户 点击进去 即可 购买 同款商 品 。
《 哼 》

短视频通过
一个短小的情节展示 了 某美妆产 品 的 特征 。 妈妈因衣 服上 的粉底

印子怀疑 弟 弟在 交女朋 友 ． 弟 弟试图让姐姐
“

背锅
”

，结果姐姐现场展示 了 自 己

的粉 底 防脱妆 。 这时 ． 视频下 方弹 出 同款产 品链接 。 这类 短 视频针对产 品特

性设计情节 ，将产品推广植人 短视 频 。 这种 介 于广告与 短视频之 间 的 新型 内

容 ，将消 费行 为 包 装成 日 常生 活 的 价 值所在 ． 暗示 追求 消 费 就是追求 美好

生活 。

还有很多如
？ ？

张凯毅 Ｋｅ ｖ ｉｎ
” “

道上都 叫 我 赤 木 刚宪
”

这类 的美妆 短视频 账

号 ．介绍 了 大量的 护肤 品 、化妆品 个体使用感受 。 将消 费 主 义看作 是较高 生 活

质量的标志 和幸福生活的象 征 。

：

短视 频对消 费行 为 的赞扬 ． 引导人 们把消 费

作 为一种生活方式 ．把商品 的购买与使用变 成
一种仪式 ． 从消 费 中 获 得精 神 的

满足 。

？

抖音平台将消费 主义作 为其重构 的美好生 活 价值 ？ 树立 消费 主义 的 合法

性 ，对人们 的物质 、观念 、 行为层面都 产生 了 深刻 影 响 。 消 费 主 义 文化作为
一

种 意识形态 ．控制 着人们 的消 费 欲望 、 消费 行为 ． 构成 了 人 们 的生活方式 、 实践

领域和 日 常 活动 。
作 为一种机制 体 系 ， 它不断地模 糊需要 和欲求之 间 的 界 限 ，

鼓励人 们尽量去
“

欲求
”

他们 实际
“

需要
”

之外 的东 西，把传统生活 伦理 中 的节

俭 、适度 变 为普遍的奢 靡之风 ＝

２ ． 感 官 刺激遮蔽社会价值

感官刺激是短视频行业
一个关键的 推进剂 ？ 唯有生产新 的 、 与 众不 同 的 、

难 以 抗拒的感官刺激才能 吸 引 眼球 、
捕 捉用 户 注意 力 。 抖音平 台 中 的 各种特

① 刘晓君 ｊ全球化 过程中 的消 费主 义评说 青年研 究 〗 ９ ９ ８ 年第 ６ 期 ． 第 ８ 页 ，

？ 张坤 民 ： 《可持续发 展论 》 ， 中 国环境科学出 版社 １ ９ ９ ７ 年 ．第 １ ２ ５ 页 ，

③ 刘晓君 ： 《全球化过程 中 的 消 费主 义评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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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便是感官刺激的重要工具 。

最热 门 的
“

抖音变脸
”

特效 ， 可以进行面部识别 ， 为用 户戴上京 剧脸谱 ， 体

验者每甩动一次头部 ，则会切换脸谱 。

“

我变脸 比翻书还快
”

话题下是对
“

抖音

变脸
”

特效 的应用 ，配上《 唱脸谱 》音乐 ， 用 户 只需跟着模版甩动头部来换脸即

可完成制作 。 用户 制作 了 大量 出 自 同
一 模版的 变脸 短视频 ， 内 容极其相 似 。

从短视频数量和播放量来看 ，这一模版十分受欢迎 。

“

黑脸 Ｖ
”“

Ｈ 先生
”“

浣 熊学长
” “

钢铁西游
”

等特效短视频账号 ， 以特效制

作见长 。

“

黑脸 Ｖ
”

的短视频 中没有言语表达 ，仅用肢体动作与特效来讲述
一

个个短小的故事 ， 内容围绕特效展开 。 短视频 内容涉及物品 生成 ， 如将纸兔子

变为实物 ； 与镜像 、太 阳等进行互动 ；

一秒换装 ；人物消 失等 。

“

Ｈ 先生
”

的短视频将特技融入生活化场景 当中 ，叙事更为完整 ，作为其核

心部分的特技效果与 同类短视频差异不大 ，包括一秒换装 、变脸 、背 景转换 、物

体移动等 。

“

Ｈ 先生
”

播放量最高 的
一条短视频为青花瓷特效 。 伴随着歌曲青

花瓷 ， Ｈ 先生走进了
一个青花瓷瓶 内 ，青花瓷瓶上蝴蝶翩飞 ，

Ｈ 先生与 场景展

开互动 ， 释放 出 花瓣 。 这样 一 条情节 简单 的 短 视 频 ， 完 全依 靠 特技 画 面 吸

引人 。

“

浣熊学长
”

的短视频制作了 物体变换 、人物消 失 、

一秒换装 、 背景置换等

特效 ， 画 面绚丽多彩 ，特技效果与故事场景配合 ， 十分具有吸 引力 。

“

钢铁西游
”

以机器人特效吸引 粉丝 ，短视频 内 容围绕特技展开 ，机器人变

形 、 机器人打斗是其短视频 的核心 内 容 。

“

黑脸 Ｖ
”“

Ｈ 先生
”“

浣熊学长
” “

钢铁西游
”

这
一类的抖音账号 的短视频内

容极其相似 ， 以特技效果 吸 引 流量 ， 画 面炫酷 ， 效果震撼 ， 在 碎片 化文化 氛围

中 ，追求短时快感 的诉求在此得到满足 。 在诸多短视频中 ， 制作者强化 了感官

刺激 ， 忽视了情感 、价值追求 ，受众在接受了过多 的观感刺激 内容后 ，也更加追

求短时的感受 、刺激体验 。 虽然科技带来了更为丰富 的视 听享受 ，提高 了刺激

水平 ，但过多的感官刺激分散 了受众注意力 、消 减 了受众的理性思考 ，

？
使人不

再探求美好生活价值 。 这些强化感官刺激的 内容 ， 使受众在快速 浏览短视频

① ［美 ］赫伯特 ？ 席勒 ： 《大众传播与美帝国 》 ，上海译 文出 版社 ２ ０ １ ３ 年 ，第 ２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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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 中 ，逐渐对绚丽 的 画面产生依赖心理 ，他们 的文化接受活动也逐渐从艺

术享受退化为 肤浅的视觉消遣 和 听觉消 遣 ， 这直接导致受众接受能 力 和 审 美

能 力弱 化 ，

一些受众甚至会因此丧失 审美 自 主性和创造性，

四 、 结论与 反思

抖音短视频平台通过用 户上传 内容与平 台 引 导 ？ 重构 了 当今社会人们对

美好生活 的想象 。 在其所重构 的生活空 间 中 ， 对美好 生活 的实践并不符合人

们 的美好生活想象 ，其价 值追求并没有契合 当今时代所弘 扬的 价值 。 对美好

生活实践的重构存在着呈现方式碎 片 化 、知识假象 、 传统文化浅层化 的 问题 ；

对美好生活 价值 的重构存在着消 费主 义意识形态严重与 感官刺激过度遮蔽社

会价值的 问题 。 人们在享受抖音平 台带来 的视听震撼 、信息便利 的 同 时 ，也应

该对短视频平 台 中所构建的美好生活实践与 价值保持一份警醒 。

（ 宋 雪 ， 华 东 师 范 大 学传播 学 院 ２０ １ ６ 级新 闻 学 专 业博 士研究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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