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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世代”语境下广东红色文化多语种短视频国际传播策略

创新
徐曼琪　刘 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广东广州　510545

摘　要：广东红色文化蕴含丰富的革命精神与时代价值，如何在“Z 世代”语境下借助多语种短视频实现国际传播，是当

下传播实践的重要议题。Z 世代作为数字原住民，具有圈层化审美、互动性偏好等传播特点，对内容形式与情感共鸣提出

新要求。本文结合 Z 世代媒介特征，分析广东红色文化短视频传播的现状与困境，聚焦内容策划、语种融合、媒介协同与

互动导向等四个维度，提出切实可行的策略路径，并通过典型案例加以验证。研究旨在探索红色文化国际传播的创新方法，

增强中华文化的全球影响力与青年世代的情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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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国

际传播不仅承载文化输出使命，更关乎国家形象与话语权

的构建 [1]。在短视频成为主流信息载体的当下，如何将广东

红色文化有效传递给全球 Z 世代，成为传播策略革新的关

键命题。Z 世代具有媒介迁移迅速、内容消费偏好多元、共

鸣触发路径个性化等特征，促使传统文化传播方式面临新

的适配挑战。与此同时，AI 生成、算法推送、多语种合成

等技术手段的发展，也为红色文化的跨语种输出提供了新

契机。本文聚焦 Z 世代与短视频传播的深度耦合关系，旨

在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广东红色文化国际传播路径。

1. Z 世代与短视频传播的特点

1.1 数字原住民：Z 世代的信息获取与表达方式

Z 世代即 1995 年后出生的一代人，成长于数字技术高

度发达的时代，是典型的“数字原住民”。他们对移动互

联网、智能终端、社交媒体的使用得心应手，获取信息的

主要方式也从传统媒体转向了短视频、社交平台与算法推

荐 [2]。这一代人更习惯于以视频、图像、弹幕等多模态形式

进行表达与接受信息，在表达上强调个性、感性与即时反馈。

他们既是内容的接受者，也是内容的生产者与传播者，在

平台生态中往往具有极强的主导性。这种“去中心化”的

传播路径促使他们更倾向于自主选择内容、主动参与创作。

因此，要面向 Z 世代开展广东红色文化的传播，首先必须

理解并尊重他们的信息使用习惯，从视觉呈现、话语风格

到交互逻辑等方面，全面适应其媒介行为。

1.2 圈层化审美：多元兴趣驱动内容消费新生态

在短视频平台高度细分与精准推荐的机制作用下，Z 世

代的内容消费呈现出典型的圈层化趋势。不同的兴趣群体

形成具有独特审美偏好的小型社群，他们在消费内容的同

时，也以“点赞—评论—转发—模仿”这一方式建构着自

己的身份认同 [3]。广东红色文化若要实现有效传播，必须突

破以往“大众传播”的范式思维，从“共性”转向“共鸣”，

通过贴近特定圈层需求的内容表达和审美编码，激发他们

的情感参与。例如，可以围绕英雄人物、红色地标、革命

故事等元素进行趣味化、IP 化转化，使其与 Z 世代所熟悉

的二次元、美学滤镜、剧情反转等内容逻辑相融合，从而

激活他们的文化感知力。这种“以圈促面”的路径，能够

在尊重个体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红色文化的广泛扩散。

1.3 互动性偏好：重参与、强共鸣的传播接受机制

Z 世代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互动行为频繁，展现出强烈的

参与意愿。他们不满足于被动接受内容，更倾向于通过评

论区互动、参与挑战赛、进行二次创作等方式，成为传播

过程中的一部分。这种“参与即认同”的逻辑意味着，内

容本身的质量只是基础，能否引发用户参与才是传播成败

的关键。在红色文化多语种传播中，可借助投票、接力拍摄、

多语言挑战等机制构建互动场域，调动受众表达自我与认

同文化的欲望。此外，平台中“共情”机制的引入也尤为

重要，诸如情境再现、情感演绎、个体故事讲述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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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打破文化传播的语言壁垒，在共鸣中实现情感认同。

因此，红色文化短视频不仅要传播“内容”，更要设计“互

动”，打造 Z 世代愿意“参与”的传播场景。

2. 广东红色文化多语种短视频传播的现状与挑战

2.1 传播内容同质化削弱文化辨识度

目前在短视频平台上，广东红色文化的呈现方式存在

明显的内容趋同现象。大量视频依赖同一类叙事模板，如

“革命旧址打卡”、“名言快闪”、或“经典片段演绎”，

形式单一、内容重复，缺乏深度和创造性。这种同质化传

播使得红色文化的独特价值被稀释，难以引发受众的持续

关注与文化认同。尤其在面对 Z 世代多样化、个性化的信

息需求时，过于模板化的表达方式很难建立起有效的文化

沟通 [4]。此外，部分内容在表现上流于表面，未能深入挖掘

广东本地红色文化中具有故事张力的人物经历和地域特色，

使得文化辨识度进一步降低。因此，在多语种传播背景下，

提升内容的原创性与文化识别性，成为破解同质化困境的

关键所在。

2.2 多语种转化能力制约传播效果

在多语种传播实践中，语言并非只是工具，更是文化

载体。然而当前不少红色文化短视频的多语种转化仍停留

在“翻译字幕”层面，缺乏对目标语受众文化语境的深入

理解。直译或机械式字幕往往导致语义模糊甚至误读，难

以传达红色文化蕴含的情感与精神力量。一些翻译版本还

存在语法不通、表达僵硬等问题，影响受众接受度。此外，

缺乏专业的跨文化传播团队，使得多语种表达无法真正实

现“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平衡。在语言之外，对非汉

语背景用户如何理解“信仰”“奉献”等红色话语缺乏应

对机制，也暴露出文化转换路径的不足。多语种传播的有

效性，要求的不只是语言转换技术，更需要跨文化叙事能

力与本地化表达策略的支撑。

2.3 平台算法推荐机制限制受众面

短视频平台以算法驱动内容分发，对受众行为高度依

赖。在这种机制下，红色文化类内容面临“信息茧房”效

应的限制，即系统优先将其推荐给已有偏好类似内容的用

户，难以突破既有圈层传播的边界。相比娱乐性强、节奏快、

情绪浓的内容，红色文化类短视频往往不占推荐优势，曝

光度较低。此外，平台对于非主流语种内容推荐力度有限，

多语种版本容易被边缘化。这种算法偏差不仅影响传播广

度，也不利于构建跨文化传播桥梁。在实践中，部分优秀

内容虽然具备传播潜力，却因初始互动数据不足而迅速被

“算法遗忘”，造成传播链条断裂。如何在平台生态中破

解算法壁垒、优化标签设置与用户反馈机制，是提高传播

精准度与覆盖面的核心问题。

2.4 国际话语体系融合面临适配难

广东红色文化作为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蕴

含着鲜明的政治语义和本土叙事模式。在向国际传播时，

这种话语体系往往难以与西方主导的话语系统对接，造成

语义错位与情感隔阂。国外受众在缺乏历史背景与文化语

境的基础上，往往难以理解其中的价值内核，甚至出现认

知偏差。例如，“红色”在中国语境中象征理想、奋斗与

牺牲，而在部分西方国家中却可能带有意识形态的敏感色

彩。此外，中国式表达中的集体主义精神、英雄叙事方式

等也容易被误解为宣传导向，缺乏情感共鸣 [5]。如何构建一

种兼顾本土立场与国际接受度的融合话语，既体现广东红

色文化的精神本质，又具备跨文化传播的表达策略，是多

语种短视频走向世界必须面对的核心挑战。

3. Z 世代”语境下广东红色文化多语种短视频国际传

播策略

3.1 内容策划：凸显时代共鸣感

内容策划要立足当代语境，将红色文化与 Z 世代关注

的社会议题、价值取向深度融合。短视频内容应从“价值

投射”角度出发，强调历史情感与现实共鸣的对接，以触

发情绪共鸣和身份认同。在策划层面，应打破线性叙事，

通过碎片化结构、多结局构型、反转设计等叙事方式，提

升内容张力。同时，引入动漫、短剧、街访等多元形态，

降低红色文化的“距离感”。

例如，在呈现广东东江纵队抗战事迹时，可以围绕“青

年选择”这一主题进行结构设计。策划者设置两个对照人物，

一位是当下 Z 世代大学生志愿者，另一位是红色年代的青

年游击队员。视频以双线交叉叙述的方式展现两人面对“何

为理想”这一问题的抉择过程，并在结尾处用真实档案或

采访对比两人思考的异同。这种结构不仅实现时空对话，

也激发观众对个人责任与时代使命的深入思考。针对国际

传播，可将内容中关于信念、牺牲、集体的表达通过多语

字幕呈现，并加入旁白解释文化内涵，使外国受众在理解

情节的同时感知价值共鸣，从而扩大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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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语种融合：强化本土表达力

多语种传播应避免“翻译腔”，强化母语文化思维下

的表达方式，构建自然、生动、有温度的语言风格。策略

上强调“双语对照 + 文化注脚”机制，即在保持语言流畅

的前提下，通过注释、插图或背景音效补充文化语境。可

引导创作者以“第二母语者”视角设计多语种文本，使内

容既贴近目标语言文化，又保留红色文化独特的思想肌理。

例如，在介绍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历史时，可以采用

英文和粤语双语表达形式。在短视频中，主要旁白为英文，

以便覆盖更广泛国际用户；而重要概念如“农讲所”“黄

埔军校”“农村改造”等关键词汇则保留原名，并以粤语

发音呈现，辅以字幕说明与文化注释。字幕下方设置小图标，

点击即可展开“词汇背景”解释，如“农讲所：由毛泽东

主持创办的农民干部培训机构，推动中国早期农村革命”。

这种设计兼顾语言的普适性与文化的独特性，能够让用户

在语言理解中逐步建立红色文化的知识图谱。对于多语版

本，可以分别定制不同表达风格，例如法语版突出文学性，

阿拉伯语版强调讲述节奏，从而提升传播精准度与接受度。

3.3 媒介协同：拓宽平台传播面

媒介协同意味着不仅依赖主流短视频平台，还需布局

多平台传播链条，形成“社交 + 视频 + 搜索”的立体路径。

策略上应围绕“内容形变”与“媒介联动”展开，通过不

同媒介属性改写内容形态，如将视频改编为卡点音乐、表

情包、问答式互动剧等，以适应平台偏好。同时构建多语

账号矩阵，提升平台推荐权重，促进内容跨文化扩散。

例如，在推广“广州起义”的历史故事时，可选择 B 站、

抖音、YouTube、Instagram 等平台同步发布。在 B 站平台

制作长视频讲解与考据，突出知识性与史实性；在抖音以

10~15 秒音乐快剪形式呈现革命场景重现，搭配流行配乐提

高转发率；在 YouTube 上发布英 / 西 / 阿三语字幕版，增加

国际可达性；而在 Instagram 上通过红色文化金句搭配画报

视觉素材，打造成“革命语录”风格图集，吸引年轻人二

次创作。同时联合博主进行“#GuangzhouUprising”话题挑战，

邀请用户用不同语言复述短片核心句，激发全球 Z 世代的

参与动力与分享欲望，从而扩大广东红色文化的国际触达

广度。

3.4 互动导向：增强受众参与度

红色文化传播应从“讲给你听”转变为“邀你共创”。

策略核心是构建参与式传播机制，激活 Z 世代的内容共创

欲望。通过设定任务制挑战、知识答题、情感共鸣留言等

交互设计，使用户在“玩中学”“评中思”“创中悟”。

同时利用 AI 合成、滤镜道具、虚拟角色等技术降低创作门槛，

助力传播内容“去中心化”。

例如，在讲述“中共三大会址”故事时，设置“穿越

建党百年”互动挑战活动。平台提供一个可自选角色（如

新闻记者、街头学生、工人代表）的视频模板，用户可选

择角色后拍摄自己的“红色体验”，结合历史素材演绎“我

如何见证大会召开”。系统自动合成视频，并生成双语字幕，

用户可一键分享到各大平台。此外，评论区设置“红色金

句翻译赛”与“你会为理想做什么”的话题讨论，引导全

球 Z 世代留言，分享自身认知与价值共鸣。这种由观看走

向表达的转化过程，有助于用户对红色文化的深度体验和

情感投射，也能在互动中不断丰富传播语境与内容维度。

4. 结束语

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不应仅停留于“翻译 + 输出”的

浅层路径，而应在 Z 世代语境中探索跨文化对话与价值共

鸣的新机制。广东作为红色文化重地与开放前沿，其多语

种短视频传播实践具有独特优势。Z 世代既是受众也是共创

者，他们的参与不仅决定传播效果，也重塑文化表达的方

式与内涵。未来的红色文化传播，应以青年语态、国际视角、

技术融合为核心，在数字浪潮中不断拓展文化认同的全球

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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