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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短视频洛阳城市形象符号意义建构研究

刘伊航

新疆大学　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

摘　要：现如今城市越来越注重结合自身特点实现差异化发展，寻求打造“个性化”的城市形象，互联网的崛起以其个性鲜明、

自由开放、包容多元的传播环境，在众多传播渠道中脱颖而出，作为新媒体社交软件的领头羊，抖音已成为城市形象打造

的重要传播主体之一，符号作为短视频的基本单位，在短视频塑造城市形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抖音洛阳短视频为

研究对象，从符号表意规则、表意结构以及符号修辞策略出发，探究其对洛阳城市形象的符号意义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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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短视频的本质是一种形象呈现和意义表达，它所呈现

出的图像符号、听觉符号、文字符号、伴文字符号，仅凭借

单独符号难以传递出更深层次的意义，更难以受到受众的关

注和青睐。符号文本的意义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结构，抖音洛

阳短视频也具有自身符号文本意义的构成规则与逻辑。

1. 抖音洛阳城市形象的符号表意规则

符号的生产不是直接的、任意的，它无法凭空产生，

特定的符号化结果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而特定的条件

下也无法生产出超越条件的结果。这种特定条件不单指从外

部世界出发的反映、经验，也不只是内部世界的精神与心智，

而是遵循一定规则的结果。因此本节从符号场、符码化、元

语言三个层面探究抖音洛阳城市形象的符号表意规则。

1.1. 符号场：符号生产的来源

符号场或符号域（semiosphere）是由苏联符号学家尤

里·洛特曼（Yuri Lotman）在文化符号学中提出的概念，符

号场被定义为一个由多元、异质符号如话语、文字、图像等

构成的文化或意义表达领域。首先，外部世界的具体符号化

过程需要通过具体的符号场来实现。在抖音洛阳短视频中，

内容生产不是纯粹地复制洛阳客观世界的原貌，而是通过抖

音这一特定符号场所能够产生出的具体符号形构洛阳城市

形象，从而形成与其他地域相区隔的独有符号产品。其次，

个人的精神能力需要借助符号场的具体化过程，才能进行符

号生产。在抖音洛阳短视频中，经常会出现内容相似的短视

频内容，这是因为生产者在进行短视频创作时，为了获得更

多的点赞与关注，往往会选择当下热门的服装、场景、BGM

等符号，看似自由受个人主观能动性所支配的符号选择，其

实都是受符号场限制的结果。因此，符号场是符号生产的来

源，对外部世界和个人精神层面都具有限制作用。特定的符

号场只能生成与其相符合的特定符号化产品，抖音洛阳短视

频中的符号正是在抖音平台短视频风格、洛阳城市客观资源

以及个人偏好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符号场中被选择、组

合，最终完成了符号生产。

1.2. 符码化：形象表意的前提

符号文本与意义，一个是载体一个是“可变成物”，

而要想让其产生指涉关系，将意义植入于符号文本中，则需

要构建一种意义植入与解释的规则，这就是符码。在传播过

程中，符码可以分为强符码和弱符码两种类型。强符码例如

词典、交通信号灯、电报密码本等，这种符码通常具有较高

的辨识度和稳定性，能够有效地促进信息传播。但在文化、

艺术领域中，绝大部分符码无法做到如此对应工整、清晰整

齐，这样的符码就被称为弱符码。在抖音洛阳短视频中，大

部分符码都属于弱符码的类型，由于平台用户群体庞大，符

号生产者与接收者之间因年龄、地域、文化、语境的差异，

使得符号文本的意义理解不一致，但这也正是短视频的魅力

所在，生产出的符号也是经过符码化这一过程，才最终实现

了符号表达与形象表意。

1.3. 元语言：形象表意的底层规则

符码作为控制文本意义的机制，其存在和使用依赖于

使用者的共识和共同的文化背景，这个文化语境或系统，我

们称之为“元语言”。根据符号文本的传播过程，可以把元

语言分为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文本自携元语言、接收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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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元语言。在抖音洛阳短视频中，短视频生产者在建构

符号文本时，所依据的意义来源即是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

文本自携元语言也会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典型的如文本的

体裁，体裁决定了接收者解释文本意义的方式。例如，传统

媒体的新闻发布自带庄重严肃之感，而抖音短视频这种传播

方式较之更为轻松活泼，在这两个平台发布相同事件，由体

裁导致的释义可能完全不同，文本自携元语言严重参与并影

响文本的意义解读方式。解释者的能力元语言，是指文本接

收者凭借自身的社会阅历、文化素养及过往经验所积累形成

的，这一能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地学习与实践中逐

渐形成的，它深刻影响着接收者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

2. 抖音洛阳城市形象的符号表意结构

抖音洛阳短视频要想达到良好的表意效果，其短视频

中的符号不是单一堆叠起来的，而是按照一定的关系与结构

排列组合的结果。本节从符号建构原则出发，以能指与所指、

横组合与纵聚合、外延与内涵三种符号对应关系入手，分析

抖音洛阳短视频的符号表意结构。

2.1. 能指与所指关系：形象符号的生成与稳定

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对应的可能性有着无限之

多，任意性是符号的共性，指符号和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间没

有必然联系，是约定俗成的产物。短视频中的符号也不例外，

在抖音洛阳短视频中其形象符号具有任意性。例如洛阳备受

关注的各仿古建筑“门”“堂”“城”等，这些建筑的命名

虽已跨越几个世纪，但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在最初是任

意的。然而这种任意性一旦确定下来以后，又是不能随便改

变的，它是全社会约定俗成的一套规则。例如短视频中经常

出现的洛阳“应天门”“定鼎门”“丽景门”它们都是在对“门”

这一符号能指的基础上修建的所指，因此在建筑外观上具有

相似性，而“应天”“定鼎”“丽景”这些门的具体名称在

古代都具有安定、繁荣、昌盛之意，是有规律可循的。

2.2. 横组合与纵聚合关系：形象符号的“连接”与“选择”

“横组合”与“纵聚合”是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

程》中提出的一组重要概念，指符号间的排列与组合关系，

也指符号值项展开的两个向度，研究的是符号的结构问题。

城市形象短视频的组合轴主要包括城市音乐（BGM）、本

地饮食（Eeating）、景观景色（Scenery）、科技感的设施

（Technology），这四类符号构成了抖音城市形象宣传的四

大传播载体。而洛阳短视频在这四大城市符号元素的基础上

加入了色彩、服饰、灯光、道具等独属于这座城市具有特点

的符号，使得洛阳城市形象短视频的组合轴更为多样化，从

而传递出新奇、有趣的意义，打造城市记忆点。在聚合轴的

选择上，抖音洛阳短视频通常选取具有鲜明反差表现力的场

景符号、道具符号、伴文字符号。例如在拍摄古风短视频中，

大部分的视频都会选择在夜晚进行拍摄，与白天一览无余的

强烈光线相比，夜晚的灯光效果会为视频的环境氛围增色不

少，灯火阑珊打造“不夜城”的繁荣景象。通过符号的“组

合”与“聚合”，二者紧密连接共同促进意义的表达，使洛

阳短视频能够最大程度体现城市特点与优势，形成区别于其

他城市的别致风格，并通过恰如其分的表达，为受众带来良

好的观感体验。

2.3. 外延与内涵关系：形象符号的抽象与衍义

外延与内涵关系是罗兰·巴特在符号意指过程研究中

所提出的概念，在短视频中，外延即为图像、文字、声音等

符号能指所直接表达的所指含义，但符号的意指活动不会止

步于此，透过短视频影像符号，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抽象出

符号的象征意义这种隐含意义即为内涵，为暗示义。例如 @

洛阳消防发布的短视频，画面中是一位消防工作者身背灭火

器，手拿两个消防水带在跑步机上大汗淋漓地跑步，BGM

是励志歌曲《追梦赤子心》。从明示义看，该短视频通过

对主人公腿部的肌肉、坚定的眼神和挥洒的汗珠等特写，展

现该消防工作者训练的艰辛。但其符号表意活动并不停止于

此，对单一人物的镜头描写是这一岗位上所有工作者的具体

化展示，体现出消防工作者吃苦耐劳、严格要求自己和为人

民服务的坚定决心；通过进一步的提炼与抽象化，该短视频

还能够反映出洛阳政府对人民生命安全的重视，从而打造出

以民为本、为民造福、对民负责的政府形象。

3. 抖音洛阳城市形象的符号修辞策略

在对短视频符号叙事结构做出明晰后，还需进一步对

符号整体的修辞策略进行分析，了解短视频文本内部的视觉

符号、听觉符号，以及文字符号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相互联系、

相互配合，以完成意义的搭建。

3.1. 明喻修辞：形象符号的“关联性”呈现

明喻是直接的强迫性连接，不容解释者忽视其中的比

喻关系。创作者往往倾向于综合运用文本与图像符号系统，

以揭示其深层的“象征性”内涵。短视频因其“短、平、快”

的特点，要在短时间内传达拍摄者意图必须精确使用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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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明喻是短视频使用频率最高的修辞手段。例如 @ 河南

都市频道发布的短视频，其短视频文案是“女子到洛阳游

玩，穿传统汉服雍容华贵，仿佛跨越时空回到盛唐”，视频

画面是一位女生身着唐朝服饰在洛阳洛邑古城景区拍照游

玩的画面，因其体型微胖身穿汉服神似《唐宫仕女图》中的

贵族妇女，因此观看视频仿佛置身于盛唐时代，这是视频观

看者最直观的感受。该视频使用了当事人张女士的画外音，

语言能把符号的比喻连接性更清楚地表达出来，视频的文案

将女子穿汉服的雍容华贵直指盛唐时代，使喻指关系明确且

固定，图像与声音都围绕主题精准表达，使观看者不必做出

过多遐想，一目了然知晓创作者意图。

3.2. 多模态隐转喻：形象符号的“跨域隐射”

隐喻与转喻是美国语言学家雅柯布森提出的一组重要

概念，隐喻是一种认知过程，其核心在于借助已知、具体的

实体或情境来解读和体验那些尚未熟悉或抽象的概念。相较

之下转喻则呈现出一种替代性的逻辑，它依赖于某一事物的

显著特征来直接指代该事物本身，从而形成一种替代关系。

多模态隐转喻是相对于单模态隐转喻而言，它的不同点在于

其目标域、来源域和指称功能是在不同的模态中被表征的，

具有生动性、动态性和交互性等特点。短视频集语言、技术、

图像、颜色、音乐等符号系统为一体，是多模态隐转喻研究

对象的代表。

3.3. 互文性建构：“图 - 文 - 声”的三元互动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称“文本间性”，是指“文

本与其他文本，文本及其身份、意义、主体以及社会历史之

间的相互联系与转化之关系和过程”。在抖音洛阳短视频中，

将“图 - 文 - 声”三种元素全部呈现的主要运用于新闻类

短视频，例如 @ 大河报洛阳新闻发布的“真爱粉！洛阳 81

岁老人花费数万元，收藏华为手机近 200 部”，短视频的图

像部分记录了老人的样貌、家中的陈设以及家中柜子里摆放

着的各个型号的华为手机，成为短视频叙事的主体基础；声

音元素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老人自述的画外音，另一部分

是 BGM，使用了《萱草花》这首歌的无歌词版轻音乐，渲

染出细腻情感；文字部分主要是新闻标题及视频中下方的旁

白字幕，对整个视频起到突出主体、强化亮点、补充信息的

作用。短视频的接收是一种融合了看、读、听多重感官的整

体性视觉认知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短视频文本内部的“图 -

文 - 声”三种元素相互交织，形成水平互文进而推动短视

频修辞系统中时空逻辑的流畅运转，为短视频提供了丰富而

深入的文本语境空间，有助于其意义的建构与释义。

4. 结论

在符号意义建构方面，符号场作为符号生产的来源，外

部世界与个人精神世界的符号化过程都需要通过具体的符

号场来实现，符码将意义植入于符号文本中，元语言为符号

解释提供支撑，它们共同作用从而形成了洛阳形象符号文本

的表意规则。从符号表意结构来看，能指与所指关系、横组

合与纵聚合关系、外延与内涵关系厘清了符号的“关系网”，

从符号的生成到排列组合再到意义延伸，将“符号结构”从

直观化的实物到抽象化的提炼进行深入剖析，并运用明喻、

隐转喻、互文等修辞策略，将多种符号元素高效聚合，使抖

音洛阳短视频中的符号形成良好的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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