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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视觉人类学角度探讨短视频的文化呈现

高子煖

南京传媒学院　江苏南京　211100

摘　要：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视觉文化媒介，已经成为文化表达和交流的重要平台。本文采用视觉

人类学的视角，系统分析短视频在文化呈现中的角色及其对社会文化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短视频不仅重塑了传统文化

表达的方式，也在全球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桥梁的角色。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快手通过其独特的内容形式和互动性，展示了

丰富的文化元素和故事叙事，从而在全球观众中建立了新的文化认同。本研究旨在揭示这种视觉媒介如何影响文化的表达

和感知，以及它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形成新的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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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传统文化短视频以“短视频 + 传

统文化”的形式拓展了短视频的内涵与外延，同时为传统

文化在数智时代的创新性呈现提供了更多可能。短视频平

台汇聚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创作者，他们通过短暂而富

有表现力的视频内容，展示各自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

文化特色。这种新兴媒介的视觉力量不仅加速了文化元素

的全球传播，也促进了跨文化理解与接纳。然而，这种快

速的文化交流也带来了文化同质化和文化表象的扭曲问题。

从视觉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短视频作为一种文化呈现工具，

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来探索这些现象。通过分析短视频中的

文化符号、故事叙事和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互动，我们可

以更深入地理解短视频如何塑造和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文化

认同。这种研究不仅增强了我们对视觉文化动态的理解，

也为如何有效利用这一新媒介进行文化传播和教育提供了

重要的视角。

1. 短视频作为视觉文化的新媒介

1.1 视觉人类学与媒介研究的框架

视觉人类学关注的是视觉材料（如图片、电影、媒体

制品）如何被用来构建和表达文化意义。在短视频的研究中，

视觉人类学提供了一种理解和分析这些视觉文化产品如何

传递文化信息、影响观众认知和行为的有力工具。视觉人

类学家通常利用影像分析、符号学解读等方法来探讨媒介

中的文化表达，如何通过视觉符号和叙事技巧构建社会现

实和文化认同。在短视频的语境下，这种分析帮助我们理

解不仅是内容本身，更包括观众如何接收和解读这些内容，

以及这些互动如何反过来塑造文化景观。

1.2 短视频的媒介特性

短视频是指时长在 ５分钟以内的短片或动画，一般具

有较强的情节性和创意，且画面较为清晰连贯的视频作品

被称为短视频。这些特性使得短视频能够迅速吸引观众的

注意力，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递信息。短视频通常以直观

的视觉效果和紧凑的叙事结构为特点，使信息的表达更加

生动和直接。此外，短视频平台如 TikTok、Instagram Reels

等提供了丰富的编辑工具，使得普通用户也能创作出具有

专业感的视频内容。这种低门槛的创作与分享机制极大地

丰富了文化表达的多样性，并允许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用

户展现其独特的文化视角。

短视频的互动性是其另一显著特征。用户不仅可以发

布自己的视频，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参与挑战

或话题来与其他用户互动。这种互动性不仅增强了用户的

参与感，也促进了文化观念和价值的交流与碰撞。因此，

短视频平台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文化集市，各种文化

元素在此交织、融合和再创造，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动

态和社会交往模式。

2. 短视频中的文化元素解析

2.1 符号与意象的运用

短视频中广泛使用的符号和意象是理解其文化表达的

关键。这些符号可能是具体的文化标志，如服饰、节日、食物，

或者是更抽象的概念，如自由、爱情、冒险等。这些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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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加强了视频的表达力，还帮助观众在极短的时间内理

解视频的文化语境和情感色彩。例如，一顶特定样式的帽

子或一道特色菜可以迅速引发观众对某一地区文化的联想。

短视频创作者通过巧妙地运用这些文化符号，不仅展示了

自己的文化背景，也促进了文化特性的跨文化理解和欣赏。

2.2 故事叙事与文化再现

短视频的叙事方式独特且富有吸引力，它通常通过快

节奏的剪辑、直观的视觉效果和紧凑的故事线来传达信息。

这种形式非常适合表现日常生活的片段，展现个人经历，

或者讲述具有文化意义的故事。通过这些生动的故事叙事，

短视频不仅传递了娱乐价值，更成为了一种强有力的文化

表达和教育工具。例如，一部讲述传统节日庆典的短视频，

可以让全球观众在几分钟内感受到节日的氛围和文化深度，

从而增强文化共鸣和理解。

2.3 异质文化的呈现与融合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短视频成为了展示和融合异质文

化的平台。创作者来自世界各地，他们通过短视频分享本

土文化，同时吸纳其他文化元素，创造出新的文化表达形式。

这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不仅丰富了全球观众的文化经验，

也促进了文化多样性的认知和接受。例如，通过短视频平台，

亚洲的传统舞蹈可能与西方的现代音乐结合，创造出全新

的艺术形式，这不仅展示了文化的动态性，也体现了文化

间的对话和互鉴。

3. 短视频与文化认同的构建

3.1 短视频在全球化中的角色

短视频作为全球化的媒介，有效地促进了文化的快速

流动和交换。这种媒介使得地域界限变得模糊，人们可以

即刻接触到世界各地的文化现象。通过这种方式，短视频

不仅传播文化，更有力地参与到全球文化认同的构建中。

例如，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的短视频挑战，如冰桶挑战

或各种舞蹈挑战，人们在参与这些活动的同时，也在无意

中接受和传播特定的文化价值和行为模式。

3.2 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交流

短视频平台使得地方文化能够在全球舞台上展示自己

独特的文化特征，同时也接受全球文化的影响。这种双向

交流不仅保留了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同时也使其能够适应

和融入全球化的趋势中。例如，许多地方性的短视频内容，

如传统手工艺教学、地方节庆活动的记录，不仅向全球观

众展示了本地文化的魅力，也让本地文化在全球化的影响

下寻找到新的生存和发展方式。

3.3 短视频与青年文化认同

短视频平台在青年群体中尤为流行，这使得它成为形

塑青年文化认同的重要场所。青少年通过观看和创作短视

频，不仅在寻找和表达自我，也在通过这些互动构建他们

的社会认同。短视频中流行的各种文化符号、时尚趋势和

生活方式被广泛接受并模仿，这些元素逐渐融入青年的日

常生活和价值观中，成为他们文化认同的一部分。例如，

全球青年通过 TikTok 分享的各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不仅

影响了他们的穿着和行为，更在更深层次上塑造了他们对

社会和文化的理解和态度。

4. 短视频的文化批评与前瞻

4.1 短视频中的文化刻板印象与偏见

虽然短视频平台提供了展示多元文化的机会，但它们

也可能无意中强化了某些文化刻板印象和偏见。由于内容

创作者常常追求快速吸引观众的注意，有时可能会采用简

化或夸张的文化元素来制作视频。这种做法虽然可能提升

视频的娱乐性，但也可能导致观众对某些文化群体形成错

误或片面的认识。例如，某些短视频可能过分强调某个国

家或地区人民的某种行为习惯或生活方式，使得这种局部

现象被错误地视为整个文化的代表。

4.2 技术发展对短视频文化展现的影响

技术的进步对短视频的制作和文化表达方式有着深远

的影响。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应用，短视频

的制作和编辑变得更加高效和多样化。这些技术不仅提高

了视频的视觉效果，也为复杂的文化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

然而，技术的使用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过度依赖视

觉效果可能会削弱内容的文化深度和教育价值。

4.3 短视频的未来趋势与文化影响

未来，短视频将继续作为全球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其影响力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随着全球互联网的普及和移

动设备技术的发展，短视频有潜力成为更加主流的文化传

播媒介。这种趋势预示着短视频将在全球文化认同的构建

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同时，随着对短视频影响的深入

研究，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政策和指导出现，旨在促进短

视频内容的健康发展，减少负面影响，并加强其作为文化

教育工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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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短视频作为视觉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揭示了

其在全球文化构建中的重要角色。通过其独特的视觉和叙

事方式，短视频不仅推动了文化元素的全球传播，也促进

了跨文化理解和互动。然而，这种媒介同时也带来了对文

化刻板印象和偏见的挑战，要求我们更加审慎地评估其文

化影响。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的深入，短视频将继续

塑造文化认同和推动文化创新。因此，我们必须全面理解

和利用短视频的潜力，以其作为推动全球文化多样性和包

容性的重要工具。这不仅需要技术和创意的进步，也需要

对文化深度和教育价值的不断追求，以确保它能在全球文

化对话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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