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九龙壁·艺苑 20232023年年66月月2828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本版责编本版责编 王淑兰

挑灯小语挑灯小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搭乘短视频的东
风，加速“破圈”，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使得大众通过掌上小屏就可感受到传统文
化之魅力。戏腔成为短视频平台的热门音
乐元素、名师讲解古诗词受到用户热捧、非
遗传承人进驻短视频平台……以往“曲高
和寡”的传统文化，何以能通过短视频实现

“以文化人”，获得众多人的青睐？
只有不断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挖

掘新故事，并与传统文化的精髓紧密融通，
实现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消弭传
统文化与时代的历史距离、与人民群众的
心理距离，才能真正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短视频时代焕发出强劲生命力。

传统文化类短视频通过故事情节所传
递的价值观念，不断引导当代年轻人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定位于“中国式的热血与
浪漫”的某视频账号主打“国风+剧情+特
效变装”，通过梳理中国历史上的英雄形
象，在主人公与其所扮演的孙悟空、关羽、
赵云等角色之间的联结中，传播自强不息、
重义轻利、家国情怀等传统价值观，从而在
互联网上获得了众多年轻群体的青睐与追
捧。正如一位用户评论道：“希望总要被燃
起，给每一个努力的人加油！”

此外，传统文化类短视频还具有文化
传播与价值观传承的功能，通过对传统文
物的介绍、对古代文明与传统价值观的应
用，在镜头的讲述中增进用户的理解与认
同。央视系列短视频《如果国宝会说话》，
每集五分钟时间，介绍每一个国宝背后所
蕴含的往事。《鹰顶金冠饰》一集，在诙谐幽
默的讲解中提升了用户对厚重历史文化的

接受度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传
统价值观的认同感。传统文化类短视频将
传统价值观寄托于每一则生动的故事里，
在这样的“对话”中拉近了沉淀上千年的文
物与年轻观众的心理距离，实现传统文化
的“软着陆”。

以往，传统媒体在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时往往事先设定一个明确的受众圈子，按
照他们的认知和趣味来“派单”。这样的分
众传播难以实现更为广泛的传播影响力。
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其得以传
承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拥有一定规模的受
众群体，并且持续收获新的认同群体。

短视频的普及，改变了传统文化的审
美主体，呈现出大众性的特点。传统文化
类短视频的创作者围绕这一特点，打造出
具有文化记忆的作品内容，将传统文化的
精神内核，以耳熟能详的故事融入大众化
的体验之中，确保创作者对传统文化的编
码与用户对其的转码相一致，在最广大的
范围内引起用户的共鸣。

在时间层面上，传统文化类短视频把
过去与现在相连，将过往的经验与记忆以
短视频的形式记录下来，在当下不断触动
用户的情绪，引起用户的回忆，并引导用户
重新关注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被逐渐淡忘
的传统文化。如过年系列短视频《挂灯笼、
贴对联、备好年货过大年啦》，展现的是炸
蛋酥花生、缝制新衣、制作糖葫芦和糖画等
过年细节，这些是每个人的儿时经历，视频
产生了现象级的传播效果，并引起了众多
用户对传统文化的热烈讨论。

在社会层面上，传统文化类短视频的

叙事与当下传播社会大众共同经历相结
合，构造出一个具有共同经验的意义空间，
并通过角色、情节等来影响用户的情绪，拉
近用户与用户、用户与视频之间的心理距
离，达到共情效果。某视频账号通过国风
变装的形式传播传统文化，其视频内容以

“遇到困难——放弃——解决困难——实
现变装”的线条来呈现。在《好彩无借力，
何以落九天》一集中，主人公因不想当“没
人看的里子”而放弃敲鼓，后又为传承舞狮
文化而回归敲鼓，最终实现舞狮变装。也
正是因为主人公坚持做热爱的事情，使用
户回想起自己过往的经历，将“我”投射到
短视频的内容之中，从而产生了共情，实现
了有效传播和意义传达。

有人说，短视频催生了一个“读秒时
代”，越来越少用户有耐心等待视频播放结
束，90%的用户停留在一个短视频上的时
间约为 6 秒。这意味着用户观看短视频的
主要目的并非获取信息，而是观看体验。
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当下，人们的文化
需求逐渐转变为更具参与性与互动性的文
化体验，传统文化类短视频也正凭借着传
播技术打造出雅俗共赏的体验空间，不断
吸引用户注意力，在多感官的交互中丰富
用户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当下的传播环境中，角色扮演成为
传播快乐的主要方式之一。短视频的创作
者利用 VR、AR、剪辑、特效、贴纸等技术，
为用户搭建起一个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相
互交融的、富有视听冲击的享受空间，让用
户通过一块屏幕便能“游戏化”地体验传统
文化。“变脸”拍摄特效，让用户通过抹脸、

甩头等动作便可以在视频录制过程中实现
“变脸”，促进传统文化在与用户游戏互动
中的有效传播。裸眼 VR 的“画中行”视
频，通过 VR 技术让用户“亲临”《清明上河
图》这样的名画描述的“现场”。数字化的
技术重构了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在用户
的观赏游戏中“活”了起来，为用户带来震
撼的视听享受，在“游戏化”的加持下不断
增强传统文化的魅力。

此外，“雅”作为传统文化的独特美学
特征，在短视频时代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快节奏的生活使人向往慢
节奏的田园牧歌、卧听风雨。传统文化类
短视频将生活的细节凝练在视频故事之
中，并于细微处传递出传统文化的生活观
念，以慢的镜头诗意般呈现平淡生活，不
断吸引着众多快节奏生活的用户驻足观
赏。有的传统文化类短视频以固定的镜
头，记录缓慢的生活节奏与朴素的生活气
息，展现出“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思想，
满足了人们返璞归真的心理期待。传统
文化本身富含“雅”的意象，通过短视频营
造的“雅”的虚拟空间，成为大众寄存精神
的“桃花源”。

短视频的时长之短，更使得创作者在
创作时聚焦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注重
故事的讲述与传统价值观的传播，注重用
户的观看体验与传播效果，彰显出传统文
化的美学意义，又传递出传统文化的价值
意义。在故事的描绘、情感的共鸣、技术的
创新之中，传统文化类短视频有望成为展
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重要传播
窗口。 选自《学习强国》

5 集纪录片《扬帆奋进新航程》近
期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该片从
战旗、战备、战力、战位、战歌切入，以
海军一线作战部队数百名官兵为叙
事主体，展现新时代人民海军官兵的
昂扬姿态。

《战旗》开篇即直指主题：“党旗
所指，军旗所向。”“英雄快艇”汉中舰
前 身 是 参 加“ 八 六 海 战 ”的 119 艇 。
119 艇面对强敌炮火，在抵至距离敌
舰较近的位置时才发射鱼雷，成功将
敌大型猎潜舰击沉。2017 年，汉中舰
继承“英雄快艇”这一光荣的战旗，成
为第三代荣誉传承舰。镜头进入艇
内 穿 越 狭 窄 过 道 ，狭 长 空 间 的 纵 深
感，隐喻这艘英雄艇的风云变化。

片中，以革命圣地延安命名的延
安舰，镜头先展示其完成演训任务缓
缓靠港的画面，呈现舱内民主生活会

“战舰课堂”的场景。随后，镜头转到
舱段技师吴冬华。他坚守岗位 24 年，
由个人面部特写拉至会议全景，隐喻
像吴冬华这样数十年如一日苦练精
练的官兵，在海军部队不胜枚举。

换装意味着官兵要短时间内掌
握 大 量 新 知 识 ，转 变 许 多 固 有 操 作
习惯甚至观念。《战备》中，一艘艘新
型 战 舰 开 展 训 练 ，一 个 个 身 影 在 不

同 岗 位 上 操 练 ，展 现 出 官 兵 挖 掘 装
备潜能、感知战场环境、直面复杂特
情的风采。某舰艇训练中心加强对
万 吨 驱 逐 舰 全 课 目 训 练 考 核 ，由 近
及 远 的 镜 头 推 拉 ，叠 加 微 观 岗 位 视
角，展现出海军官兵“把手中武器练
到极致，在紧要关头一招制敌”的拼
劲 ，画 面 带 来 的 视 听 觉 冲 击 让 观 众
热血澎湃。

《战力》呈现的是人民海军人才
建设场景。通过景别的巧妙构思切
换，从军校学员的“兵之初”，到新型
国产航母、两栖攻击舰和舰载机飞行
员培养，展现出人民海军正以更宽的
视野、更新的理念、更实的举措，打造
决胜战场的军事人才方阵。

《战位》中，海军陆战队某旅二级
军士长杨玉柱见证了海军陆战队向
多域多维多栖挺进的历程。不同岗
位官兵关于联合训练的叙事，不仅让
画面有较强冲击力，一虚一实的场景
切换也提升了段落节奏。

每一项实战化训练的背后，都离
不开官兵扎实的战斗作风。《战歌》开
篇就播放了遵义舰与其他型号的舰
艇开展联合训练的场景，讲述人民海
军用过硬战斗作风提升联演联训能
力，奋进于向战航道。 网文

短视频的“破圈”传播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电 影《我 的 青 春 岁
月》上映伊始便引发观众好评。该片将
创作视野对准革命根据地的儿童教育
问题，回望那段热血激荡的岁月，展现
战火硝烟背后的温情，对革命历史进行
了创造性的解读，拓宽了革命历史题材
的创作空间。

1934 年 ，革 命 先 辈 们 克 服 条 件 艰
苦、环境恶劣、敌人围剿等困难，在南梁
开办了“列宁小学”。影片《我的青春岁
月》以此为背景，演绎了一段感人至深
的红色往事。影片中的青年共产党员金
蕾等，把个人的追求融进了党的事业需
要，全身心投入学校建设中，尽心尽力
保护孩子们的人身安全，照顾他们的起
居饮食，带着他们学习知识、强健身体。
作品真实再现了当年创办教育事业的
艰难过程，为观众打开了一扇学习了解
中共党史军史的窗口。

以往提起“革命”“战争”，人们的
第一印象多为炮火连天的战场，主角
也多为男性。但《我的青春岁月》另辟
蹊径，以女性和儿童视角切入故事的
讲述。剧情在小小的学校空间里展开，
既表现了孩子们的纯真童趣，也描写
了老师的无私奉献，更渲染了党中央
对老百姓的无限关怀。创作者塑造了
一位特色鲜明的女性共产党员形象。
主人公金蕾集进步女青年的热忱与担
当、为人师者的温柔与慈爱于一身。在

学校工作期间，她不仅带着孩子读书
识字，还在雪地里练红缨枪，在篝火旁
唱歌跳舞，在土炕边玩游戏，更在孩子
们想念亲人、受到惊吓时耐心陪伴守
护。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金蕾从一开始
懵懂青涩、不被孩子们所接受，到后来
坚强地撑起孩子们的一片天，成为孩
子们最信任爱戴的人，在危险的战争
环境下迅速成长起来，让青春的生命
力量得以升华。

作品通过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
结合的方式，展现英雄人物的崇高精
神，从而产生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
境界。比如，在展现虎娃父亲从军，与虎
娃离别的场面时，创作者没有刻意渲染
撕心裂肺的哭喊，而是用人物为了国家
和信仰从容赴死的状态营造悲怆的氛
围，通过沉浸式的影像讲述将观影者带
到那个特殊情境中，让人感受浓烈的爱
国主义情怀和革命主义精神。有观众感
慨，“我们到底为何而战？这些感人的故
事，是最有力的回答”。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如何找到
和观众尤其是年轻人共情的突破口，一
直是创作者思考的问题。而《我的青春
岁月》所涉及的青年人成长话题和儿童
教育内容，正好蕴含着可以跨越年龄、
地域的议题和情感，再加上接地气且富
有艺术色彩的讲述，为革命历史题材创
新作出了尝试。 晏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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