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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类短视频内容生产特征解析

——基于抖音博主“江寻千（九月）”的研究

吴　莹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省淮北市　235000

摘　要：“江寻千（九月）”是一位传统文化短视频的博主，她通过构建传统文化的视觉表征系统，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入

地理解和欣赏传统文化，并且能够从个人经历中获得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本文将深入探讨“江寻千（九月）”的内容创作，

以及如何利用这种方式来推广传统文化。研究表明，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短视频内容生产具有独特的特征：追溯

历史记忆，唤起人们的情感归属；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达深刻的文化内涵；结合视觉和听觉元素，提供丰富的视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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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庞朴指出，

传统文化是一种深植于中国历史的民族精神，它不仅塑造了

过去，也滋养了现在，并且激发了未来。李宗则更加深入地

探讨了传统文化的内涵，他认为它是一种综合性的价值观、

思维模式、道德准则以及审美追求的体现 [1][2]。随着智能手

机的普及，短视频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和传播的革新。这

种技术的碎片化和场景化使得传统文化的传播更加专业化

和规模化。短视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为传统文化的内

涵注入了新的活力。“江寻千（九月）”（“九月”）以其

独特的内容创作风格，为传统文化类短视频的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撑，它不仅能够深刻地反映出文化的内涵，还能够

丰富观众的审美体验，成为人们记忆和想象的重要载体 [3]。

“九月”的成功，不仅为传统文化类短视频的发展提供了一

个新的起点，更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2. 传统文化类短视频内容生产特征的重要性和影响

2.1 重要性

传统文化类短视频为文化传承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途径。

在传统的文化传承方式中，往往依赖于学校教育、博物馆展

览、古籍文献等方式。然而，这些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学校教育的受众主要是学生，博物馆展览的受众有限且参观

时间受限，古籍文献对于普通大众来说阅读难度较大。而短

视频以其简短、直观、生动的特点，打破了这些限制。通过

短视频，传统文化可以更广泛地传播到各个年龄层和社会群

体中。例如，“九月”的短视频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的关注，

使他们对非遗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对于非遗文化的传

承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文化类短视频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在全球

化的背景下，西方文化的冲击使得部分人对本国文化的认同

感有所下降。传统文化类短视频通过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

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民族情感。当人们看到自己民族的文化

在短视频中呈现出独特的魅力时，会产生一种自豪感和归属

感。“九月”通过展示传统文化元素，如糖画和非遗，向观

众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并为民族文化的认同带

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传统文化类短视频促进了文化创新与融合。短视频创

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往往会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相结合 [4]。

例如，“九月”将古风古味的房间装潢、古朴的用具与现代

的后期剪辑技术相结合，营造出一种时尚与传统、新潮与厚

重并行的风格。这种创新与融合不仅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

活力，也为现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不同地

区、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在短视频中相互交流、相互影响，

促进了文化的融合。

2.2 影响

传统文化类短视频丰富了受众的文化知识。通过观看

短视频，受众可以了解到各种传统文化知识，如非遗文化的

种类、制作工艺、历史背景等。例如，通过观看“九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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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受众可以了解到缠花、纸鸢、打铁花等非遗文化的相

关知识。传统文化类短视频提升了受众的审美水平。通过“中

和”这部古典京剧的精彩表演，以及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丰

富性，短视频能够深刻地展现出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

激发观众的兴趣，增强他们的审美能力。回顾历史，唤起人

们的情感共鸣，传统文化类短视频可以在观看过程中激发出

强烈的情感共鸣。例如，“九月”的糖画系列视频让观众回

忆起童年的街头巷尾，产生情感共鸣。

传统文化类短视频推动了非遗产业的发展。通过展示

非遗文化的魅力，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从而为非遗产业

带来了更多的商业机会。例如，“九月”的非遗系列视频播

放量达 4.6 亿，这为非遗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传

统文化类短视频拓展了文化产业领域。随着传统文化类短视

频的发展，相关的产业链也在不断完善。除了短视频制作本

身，还涉及到电商、旅游等领域。例如，“九月”开辟了电

商化的高效益变现渠道，同时也可能带动相关旅游产业的发

展，因为观众可能会因为对某个非遗文化的兴趣而前往其发

源地参观。

3. “江寻千（九月）”的短视频内容生产特点

1986 年卢茨和怀特的《情感人类学》指出，人的情绪

不仅仅局限于心理学或者生物学的概念，而且还深植于当今

多元文明的环境，其表达形式也受到文化习俗的影响。因此，

当今的社会环境 [4]，以及人们对于短视频的热爱，都成为了

快速创作和发布的重要推手。“九月”的视频为观众带来一

场深刻的回忆，它不仅仅展示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

统古法美食，更重要的是，它把观者的心灵深处带入到一个

全新的世界，从而激发他们的情感共鸣，这也是一次革命性

的创新和实践。

3.1 情感价值：追溯历史记忆，召唤情感归属

历史记忆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它以文字、图像、

仪式等多种形式呈现，它不仅仅是一种事实的组合，更是一

种深刻的社会文化建构。它不仅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深

刻的认知，一种对过去的反思，一种对未来的憧憬。它们之

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过去的经验，

并且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因此，重视文化特质的历史记

忆可以更加深刻地反映出历史文化的精髓 [3]。

扬·阿斯曼教授强调，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可能

会利用新的技术和工具来创造和保护历史文化的记录，从而

使其能够被永久地留存。特别是在数据驱动的信息技术背景

下，这种新的技术和工具将对人们的思维产生深远的影响。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以及短视频技术的普及，人们对历史

的看法和理解已经大大改变，使得传统的历史文化记录拥有

了全新的活力 [5]。

“九月”的糖画系列短视频是她转型成为中华非遗文

化传播者的契机。在她一笔一划的描摹下，仿佛带着观众回

到童年的街头巷尾，串联起人间烟火的情感记忆。在糖画视

频爆火后，“九月”开始意识到大众对这些传统文化的兴趣，

尤其是精巧的非遗文化。她决定要重新发掘和传承古老的非

遗，并将其以短视频的形式呈现给观众，以此来唤起他们的

共鸣。《荔枝酒》这一系列的短视频，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传统文化审美领域，将历史文化的

记忆与当下的情感联系起来。“九月”以其精彩的视觉效果，

将杨贵妃醉酒的场景重新演绎出来，将大唐的历史文化以审

美的方式呈现出来，唤起了观众对盛唐的深刻记忆。《荔枝

酒》则以“贵妃醉酒”为基础，融合“中和”的精髓，展示

出被压迫女性的复杂情感，让观众在这段历史记忆中找到自

我认同。在短视频平台上，人们可以通过观看戏剧来重新审

视自己的情感和认知。杨·阿斯曼认为，通过文化记忆，人

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传承历史，并将其带到更遥远的未来 [6]。

这种方式不仅可以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历史，还能让他们成为

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通过观看视频文本，受众可以重新

感知历史，并将其转化为情感体验，从而使文化记忆发生变

化，从而更好地理解历史。

3.2 内容特征：盘活非遗资源，传递文化意蕴

我国地广物博，文化多样、蕴含丰富。“九月”发布

的短视频涵盖了 17 种不同的非遗文化，从传统的缠花、纸鸢、

打铁花、滚灯，到新兴的雕花蜜饯，每一种都有独特的魅力，

让观众可以欣赏到丰富多彩的非遗文化 [7]。但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内容泛滥，视频创作逐渐出现低俗化、同

质化趋向，仅仅通过哗众取宠、博取眼球等形式的短视频已

经无法满足用户的精神需求 [7]。真正有意义的、具有正统文

化血脉的视频才能在鱼龙混杂的短视频市场站稳脚跟，而非

遗本身强大的文化属性正中下怀，源源不断为其注入鲜活的

内容资源。据统计，“九月”的非遗系列视频播放量已达 4.6

亿，她让观众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了解接触传统非遗文化，

将那些陈旧晦涩的文字记录变成了重焕新生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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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叙事策略：结合视听元素，满足感官体验

“九月”的视频样本显示，传统文化短视频的构成元

素相对简单，仅包括单一的拍摄场景、有限的画面内容、简

单朴素的镜头拍摄手法等，但是为了更好地展示非遗文化，

“九月”采用了特写镜头，并且大量使用倍速，以便让受众

更加清楚快捷地了解非遗手工艺品的制作过程，而不会拖延

时长。通过使用特写和全景镜头，曲艺类和表演类短视频可

以为观众提供更加直观的视觉体验。这种方式不仅可以让观

众清楚地感受到表演者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还可以让他

们沉浸在整个氛围中。

在传统技艺类的短视频中，背景音乐是非常重要的元素。

一些短视频会配合同期的解说，让观众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

增强视频内容的信息含量。在音乐方面，传统文化短视频的

背景音乐可能会有不同的风格，有些会选择流行的音乐片段，

有些会使用轻松愉悦的纯音乐。相反，具有浓厚文化气息的

短视频通常会使用古典音乐，让它们更具历史感和文化底蕴。

“九月”将听觉元素与视觉元素相结合，古风古味的

房间装潢、古朴的用具、简明诗意的旁白，再加上后期剪辑

技术“加持”，营造一种时尚与传统、新潮与厚重并行的风

格，满足当代年轻人立体交织的多重感官沉浸式体验需求，

也使得传统文化不再是远离现代的艺术品，而成为与时代紧

紧贴合的社会公共文化产品。“打铁花”作为一项高难度的

民间焰火艺术，需要把 1600 摄氏度的铁水盛装在柳木槽里，

然后用木棒从下方用力向上击打，从而呈现灿烂夺目的视觉

盛宴。“九月”花费一个月时间，掌握了这项传统技艺，还

成为了“确山铁花”的第一个女徒弟和第七代传人。在她的

短视频中，清晰直观的近景和全景镜头，练习时的绵长配乐

到表演时的恢弘音调，让受众一步步跟随画面，从喧嚣中体

会到盛大绚烂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结论和讨论

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是由其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所塑

造的 [3]，它既是一种精神上的共识，也是一种社会责任。随

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短视频作品的出现，让更多的观众有

机会去了解这些历史，深入了解这些文化，进一步巩固了他

们的民族认同。随着技术的发展，短视频平台已经成功地将

传统文化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它提供给我们一种全新

的、充满活力的方式去接纳各种各样的文化，让我们能够从

中汲取精华，激发出对自身的认同，并且能够从中发现历史

的智慧，从而把握当下的机遇，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兰德

曼曾经指出：每个人都是文化的创造者，但他们也可能成为

文化的推动者 [8]，影响着文化的发展和演变“

通过对“江寻千（九月）” 短视频账号进行研究后，

在某些层面来看，该账号确实成为了一个成功的案例，不仅

获得了大量的忠实粉丝，同时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呈现了新时代非遗文化的复刻与传承，开辟了电商化的高效

益变现渠道，但“九月”乃至其他传统文化类短视频创作者

未来仍有一段路要走。首先，在内容产业大搞“流量思维”

的时代，要明确“内容为王”才是持续发展的原生动力，实

现内容上的创新，打造更多优质内容；其次，粉丝是账号能

否持续发展下去的重要因素，要多关注粉丝的评论，对内容

进一步作出调整，更好地满足受众需求，维系友好的关系 [9]。

在研究过程中，了解到传统文化类短视频发展对文化传播、

传承多方面发挥作用，这是值得称赞的，希望在未来的一步

步优化中，让传统文化不断焕发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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