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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文艺短视频的媒介神话学阐释

———以李子柒古风艺术短视频为主要考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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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自媒体文艺 短 视 频 可 以 被 定 位 为“媒 介 神 话”理 论 观 照 下 的 新 媒 介 神 话。媒 介 神 话 理 论 由 罗

兰·巴特的语言符号神话理论改造、扩 展 而 来。其 中，无 论 是 初 级 系 统 还 是 次 级 系 统 都 更 加 凸 显 由 符 号、载

体、制品、技术、媒体等结合而成的表达面及其意指行为。作为新媒介神话，自媒体文艺短视频主要通 过 诉 诸

于接受者视听感官的媒介系统达成直 接 意 指 实 践，其 关 键 之 处 是 发 生 了 从 初 级 媒 介 系 统 直 接 意 指 向 次 级 媒

介系统含蓄意指的转换。李子柒艺术短视频的新媒介神话所指意义可以归结为：在今天工业社会城市化带来

的快节奏、现代性的都市生活语境中，传统手工时代建立起来的慢节奏、田园牧歌式生活是人们的理想和应该

追求的精神价值指向。“消费文化”和“农耕田园文化”成了这一含蓄意指实践的重要依托。李子柒的自媒 体

艺术短视频不过是新媒介与商业资本合谋形成的“审美乌托邦”，具有典型的新媒介神话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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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依托移动互联网和自媒体平台，文艺类

短视频获得了长足发展。与传统影视、微电影、影

音装置艺术不同，自媒体文艺短视频题材广泛，内

容短小，互动率高，用户黏度大，取材平民化。针对

文艺短视频的爆发式增长，学界及时介入，在制作

内容、技术运用、艺术形式、营销管理、传播模式等

方面开展了相关研究。② 应该承认，这些研究已经

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当代

文艺研究的路径。但也应看到，目前的自媒体文艺

短视频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应有的穿透力、

批判性和反思性。与相关研究的视角和主要观点

不同，本文认为，在较为深层的学理层面，自媒体文

艺短视频应 该 被 定 位 成 一 种“今 日 神 话”，它 具 有

“今日神话”的全部要素和特质。但此“神话”不同

于罗兰·巴特以语言符号学为武器所指认的、形成

于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西方消费社会之初的“神话”，
而是媒介文艺学观照下、形成于当前数字媒介文化

语境中的“新媒介神话”。
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李子柒古风 民 俗 艺 术 短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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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曾一果、时静《从“情 感 按 摩”到“情 感 结 构”：现 代 性 焦 虑

下的田园想象》，载《福 建 师 范 大 学 学 报（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２０年第２期；刘娜、梁潇《媒介环境学视阀下Ｖｌｏｇ的行为呈

现与社会互动新思考》，载《现 代 传 播》２０１９年 第１１期；朱 杰、

崔永鹏《短视频：移 动 视 觉 场 景 下 的 新 媒 介 形 态———技 术、社

交、内容与反思》，载《新闻界》２０１８年第７期；肖珺、张驰《短视

频跨文化传播的符号叙事研究》，载《新 闻 与 写 作》２０２０年 第３
期，等等。



频创作数量近１５０个，其全网粉丝量已达５０００万，
其中海 外 粉 丝 量２０００多 万，累 积 播 放 量 超３０亿

次。这些短视频主要围绕时令节气、传统节日、民

风民俗进行，以传统烹饪的方式分享美食、手工制

作过程等。鉴于李子柒古风艺术短视频的过人“创
意”、高超“技巧”、广泛的影响力和代表性，本文以

此为主要考察对象，阐释自媒体文艺短视频作为新

媒介神话的实质，揭示其隐蔽的生产机制，希望对

其形成更有深度和批判性的研究。

一、从语言神话到媒介神话的理论改造

在东西方文论、美学研究领域，罗兰·巴特的

神话理论或“神话修辞术”研究几乎人尽皆知。一

般认为，这个神话是以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为基础建

构的二级符号系统。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特定的

符号系统，“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词，而是

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

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

们证明的声音表象”［１］（Ｐ．９４）。他用“能指”和“所指”
分别表示音响形象和概念，即作为能指的音响形象

和作为所指的概念联结形成符号系统。巴特以此

为基础提 出 了 著 名 的“神 话”理 论。在《神 话 修 辞

术》中巴特谈道：“因为它是根据在它之前就已经存

在的符号学链而建立的：它是次生的符号学系统。
在初生系统 里 为 符 号（亦 即 概 念 和 印 象 的 联 结 总

体），在次生系统里变成单一的能指。”［２］（Ｐ．１４４）在《符

号学原理》中巴特进一步阐释说：“一切系统都包含

着一个表达平面（Ｅ）和一个内 容 平 面（Ｃ），意 指 作

用相当于两 个 平 面 之 间 的 关 系（Ｒ）……这 样 一 个

系统ＥＲＣ本身也可以变成另一系统的单一成分，
这个第二系 统 因 而 也 是 第 一 系 统 的 引 申。”［３］（Ｐ．１６９）

综合起来，作为“一种言说方式”，神话就是建立在

符号“初生系统”基础上的一个“次生系统”。其间

发生了一种由“直接意指”向“含蓄意指”的转换过

程，初生系统即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语言符号系统

转变为次生系统里的能指或表达面。在转换过程

中，初生系 统 中 的 所 指 或 内 容 面 的 充 实 意 义 被 抽

离，与能指一起退化为空洞的形式，构成了次生系

统中的新能指或表达面，并指向了一个新的所指意

义。为什么要进行这种转换呢？其目的和实质就

是要把“人为”的、有目的的、意识形态化的观念掩

盖起来，并包装成某种“自然而然”的、理所当然或

理想化的思想意识，让人接受。如图１所示。

图１　语言符号学的神话示意图

但按照笔者倡导的媒介文艺学，这个关于神话

的理论概括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事实上它忽略或

弱化了除语言符号外其他媒介要素参与神话建构

的作用。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意指行为都不是符号

的单纯作用，而是包括符号在内的媒介系统整体性

的媒介化活动。这个媒介系统一般会涉及语言符

号媒介、载 体 媒 介（语 言 符 号 所 必 需 的 物 质 承 载

体）、制品媒介（语言符号与载体媒介结合加工的产

物）、传 播 媒 体（信 息 生 产 与 传 播 机 构）、技 术 媒

介（渗 透 于 上 述 各 个 媒 介 层 面 中 的 技 术、技

巧）。［４］（ＰＰ．１１３～１１４）这 些 媒 介 类 别 和 层 次 一 起 结 合 成

一个媒介系统，复合运作共同形成意指实践，共同

打造神话。

实际上，巴特也看到了语言符号外一些媒介形

式对神话的作用。他指出：“在此须回想一下神话

言说方式的材料（狭义的语言、照片、绘画、广告、仪
式、物品等），它们一开始不管多么千差万别，一旦

被神话利用了，都归结为纯粹的意指功能：神话在

它们身上只看到了同样的原材料，它们的同一性在

于它们都简化为单一的语言状态。涉及的不管是

文字的书写还是绘画线条的书写，神话从它们身上

想看到的都只是诸符号的一个总体，只是一个整体

性 的 符 号，它 是 初 生 符 号 学 链 的 最 后 一

项。”［２］（ＰＰ．１４４～１４５）这里说得很清楚，构成神话的能指

除了“狭义的语言”“文字”“绘画的线条”等符号媒

介外，还包括“照片”“绘画”“广告”“物品”等制品媒

介，以及“文字的书写”“绘画线条的书写”等技术媒

介，而这两个方面必然内在地包含着纸张、画布和

其他载体媒 介，它 们 一 起 构 成 了 神 话 意 指 的 表 达

面。但在具体论述中巴特却说：“符号学家可以用

同样的方式处理文字和图像：他从这两者当中所接

受的，就是它们都是符号，它们都迈入了神话的门

槛，具有同样的意指功能，两者也都构成了作为对

象（工具、素 材）的 群 体 语 言。”［２］（Ｐ．１４５）可 见，他 和 大

部分符号学家一样，把我们所说的媒介系统收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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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符号系统之内，认为所有媒介层面和要素种类都

可以被看作是广义的语言。应该承认，一般符号学

分析自有其 道 理，不 过 以 语 言 符 号 学 化 约 媒 介 系

统，很难说 清 楚 媒 介 系 统 超 出 符 号 的 强 大 建 构 功

能，对于摄影、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神话和今天的

数字新媒介神话而言，尤为如此。本雅明曾谈到，
“对电影来说，关键之处更在于演员是在机械面前

自我表演，而不是在观众面前为人表演……在人被

机械的再现中，人的自我异化经历了一种高级的创

造性运 用”［５］（ＰＰ．３４～３５）。而 摄 影 机、摄 像 机 带 来 的

“人自我异化的高级创造性运用”在巴特语言符号

学神话理论的分析中欲言又止。巴特在《电影里的

罗马人》一文中说：“《恺撒大帝》的另外一个符号：

所有面孔都不停地出汗，百姓、士兵、谋反者，严峻

而紧张的 脸 上 渗 出 大 量 汗 水（用 凡 士 林 来 表 现）。

特写镜头频繁使用，汗水在此显然是所蕴意图的表

征。”［２］（Ｐ．１７）这里特别突出了电影“特写镜头频繁使

用”的作用。在《嘉宝的脸》一文中，巴特立足于“迷
人的 影 像”［２］（ＰＰ．５１～５２），对 比 分 析 了 嘉 宝 和 赫 本 的

脸。而电影“特写镜头”“影像”本身是包括画面、文
字、图像、声音等符号媒介的，这些符号又是依托屏

幕这一载体媒介的，其大小、宽窄、长宽比例、质地

等都构成表达因素。这里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媒介

形式背后都有电子技术的支撑。

媒介文艺学认为，应该从媒介视角审视神话的

构成和意指实践，面对新媒介时代的神话现象，需

要把语言符号学神话理论改造成媒介神话理论，只
有使用改造后的媒介神话理论分析自媒体艺术短

视频，才可能取得良好的阐释效果。媒介神话由语

言符号学神话扩展而来，与后者相比，主要体现在

表达面要素的增加和意指过程的复杂化两个方面。

如图２所示。

图２　媒介神话示意图

媒介神话的初级系统应由原来的语言符号系

统扩展为媒介系统，即符号、载体、制品及其渗透在

其中的技术共同构成这一系统的表达面，它们的复

合运作指向原初所指意义，这一表达面和所指意义

的结合形成第一层级的媒介意指。在此媒介意指

过程中，初级系统的所指意义逐渐退化，最终成为

次级系统的形式要素，与初级系统中的诸多媒介要

素共同形成次级系统的新的表达面，并指向一个新

的所指意义，最终使一种文化意识形态被包装成理

想性的、具有精神价值指向的思想观念。需要特别

指出的是，初级系统还停留于生产制作环节，不涉

及传播；次级系统除了生产制作环节外，还延伸到

了传播环节，因此在表达面中，除了符号、载体、制

品和渗透于其中的技术外，作为机构的媒体也加入

其中，并成为重要的意义建构要素和环节。这样，
在次级系统中，符号、载体、制品、媒体和渗透于各

个层面中的技术结合成新的表达面，并指向新的所

指意义。
其实，这种媒介神话在现实中早已存在。在语

言独步天下以及语言论转向大潮汹涌澎湃的２０世

纪，语言符号学神话理论诞生并被用于神话现象分

析，无可厚非。但在数字新媒介淹没语言以及互联

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智媒介强势发展的２１世纪，面对新媒介语境中

的各种“今日神话”，将媒介神话从潜在状态拉向前

台，使用媒介神话的理论武器阐释自媒体文艺短视

频等新媒介神话就变得必要而迫切了。

二、自媒体文艺短视频的

初级系统及直接意指

作为新媒介神话，自媒体文艺短视频以媒介系

统及其直接意指为基础。自媒体文艺短视频主要

通过诉诸于接受者的视听感官达成意指实践。从

视听感官角度，可以把自媒体文艺短视频的媒介分

为视觉媒介系统和听觉媒介系统。两大媒介系统

之中又各自包含着符号、载体、制品、技术等不同层

次和类别的具体媒介。视觉媒介系统以字幕文字、
图画、图像为符号媒介，以屏幕和摄影、摄像器具对

符号的各种承载形式为载体媒介，以上面的符号与

载体结合制作而成的视频文件为制品媒介，以上述

三大类媒介的制作技术即应用于其中的数字技术

为技术媒介；听觉媒介系统以人物语言、配乐和音

响的乐音、韵律、节奏、声响等为符号媒介，以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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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依凭的声波、人物发音器官、外物物体本身、乐
器发音设备等为载体媒介，以这些符号媒介和载体

媒介结合制作而成的音频文件为制品媒介，发音技

巧、音乐、音响技术和贯穿于制作过程中数字技术

为技术媒介。在自媒体文艺短视频中，视觉与听觉

方面的特质都是通过各自的视听媒介系统构建出

来的。在具体文本中，视听媒介系统又是结合在一

起的，集中表现为动态的短视频画面、镜头景别和

蒙太奇等各种拍摄技巧。它们共同构成文艺短视

频一级系统 的 表 达 面，在 观 者 头 脑 中 输 入 影 音 形

象，构建相关的概念意义。
在李子柒艺术短视频中，视、听两大媒 介 系 统

相互结合形成的短视频画面、镜头景别设计和蒙太

奇等技术共同作用，首先会在观者的意识中唤起一

种关于生活状态的概念意义———美人、美景、美食、
完美的手工劳动组合成的田园生活。就初级媒介

系统而言，这种生活状态只是千万种生活形态中的

一种，并不具有特别的意识形态建构意味。从视觉

媒介系统和听觉媒介系统两个方面具体分析这个

初级系统的意指过程。
在视觉媒介系统中，画面、镜头和拍摄 技 巧 很

是关键。首先是蒙太奇技巧的使用。根据蒙太奇

理论奠基者爱森斯坦的观点，蒙太奇的影像表现手

段大致可以分为场面调度和镜头调度。这是“日常

生活中或按戏剧方式结构起来的生活中事物与现

象的表现范围延伸的结果。镜头调度是出自场面

调度的一个飞跃。可以说是‘第二级’的场面调度，
即把摄影机位置变换运动的场面调度叠加在场面

调度的空 间 移 动 折 线 之 上”［６］（Ｐ．１７），即 第 一 层 面 是

创作者对时空的选择运用，第二层面是摄影机对时

空的提炼重塑。在第一层面，李子柒短视频的田园

农耕生活实际耗时较长，因为短视频一般会展现谷

物历经春夏秋冬四季的生长状态，这是营造牧歌式

田园生 活 意 境 的 渲 染 铺 垫。于 是，有 关 谷 物 的 埋

种、破土、抽枝、发芽、开花、结果等重要时刻被剪辑

浓缩在短短的一两分钟画面内。同时，为迎合田园

生活的需要，短视频会尽量打造出区别于都市快节

奏生活的氛围，呈现一系列“自然化”的生活景观，
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固定的蒙太奇剪辑程序，即按

照“谷物生长—谷物采集—谷物加工—菜肴展示—
场景运用”的顺序结构进行画面剪辑组合。在第二

层面，李子柒短视频镜头的景别运用一般以远景、
中景、空景、特写四种拍摄手法为主。这里，景别的

大小不仅取决于摄影机与拍摄对象之间的距离，而

且也取决于单反摄影机光学镜头的焦距。一般而

言，焦距越短则视野越大，焦距越长则视野越小，此
处涉及数码单反的技术媒介特性。在此基础上，技
术媒介构 建 的 不 同 景 别 将 决 定 受 众 的 观 影 心 理。
“从‘远景’到‘大特写’，影片的镜头一反通常所见，
并非仅仅意味不同景别，仅仅表示空间差异。各种

景别与再现的内容结合在一起构成各自不同的形

式，造成不同的感受，从而产生不同的意识、情感和

理 解。”［７］（ＰＰ．３５９～３６０）李 子 柒 短 视 频 经 常 将 白 云、远

山、雾气、太阳光等意象组合形成远景，拍摄不同节

气、不同时辰的大自然景观状态，从而暗喻时间的

流动变化；以乡村田野的花朵、树木、果实和自家院

落中的果蔬、落叶为空景，制造一种自然清新、古风

唯美的意境；以特写展现人物劳作时的手部动作、
脸部神情以及食物的色泽、形状，激发观者的食欲

和对农村生活的向往。亲人、邻里、人与动物之间

的互动则大多以自然风景为底色，以中景为画面景

别表现浓浓的温情。
其次是通过视频后期软件的滤镜技术，打造独

特的色彩与光线配比，使短视频具有特定的风格与

辨识度。在李子柒系列短视频中，色彩的构造是克

制而内敛的，整体呈现出低明度、低饱和度、偏暗色

的色调，暗合农村生活的环境基调。制作的食物大

多为重口味的川菜，色泽鲜明，色彩搭配多样，在暗

色调的主题氛围下，更能凸显食材的新鲜，从视觉

上勾起人的食欲。光线的构思则多以自然光为主，
少量的逆光为辅，营造一种宁静舒适的生活氛围。
其中最突出的案例是《面包窑》短视频的制作。在

视频前期制作面包窑部分，整个画面呈现出暗灰色

调。黄褐色的水泥土、朱红色的砖块、灰色的水泥，
再以绿色的酒瓶来做面包窑的隔热层，为暗灰色的

画面增添了一抹亮色，起到了点睛之效。在食物制

作部分，刚刚出炉的面包在夜晚黑幕的底色下，蒸

腾出一缕缕热气，搭配燃烧着的橘红柴火；又用逆

光拍摄刚刚出窑的面包，使面包的纹理、脉络、颜色

充分呈现出来，无形中增加了观者的口腹之欲，仿

佛可以亲自品尝到窑烤面包酥脆香软的味道。
在听觉媒介系统方面，后期多重声音符号的合

成剪辑的作用突出。在李子柒短视频中出现了两

种类型的声音符号：一种是由各种缓慢柔美的古风

曲目合成的纯背景音乐；另一种是视频中展现的同

期声，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谈话、大自然界的声

响，以及制作美食时产生的响动。短视频中的纯背

景音乐通过合成音轨技术，将各种纯音乐（包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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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旧》《暖雨》《海棠未眠》《墨雨》《千年风雅》等古风

音乐）剪辑在一起，使音乐长度、音乐节奏、音乐风

格更加符合短视频的“古风”定位。短视频画面中

还出现了主人公与奶奶、与邻人之间的交流谈话，
自然界的各种声响（比如夏日虫鸣，院内狗吠，公鸡

打鸣，雨滴声，风声以及煎、炸、炒等做菜的细微声

响）等等。这 些 声 音 营 造 了 一 种 乡 村 生 活 的 静 谧

感，与大众厌倦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向往回归慢生

活的心理相契合。
总之，在初级媒介系统中，李子柒古风 艺 术 短

视频文本通过蒙太奇的影像表现、视频后期软件色

彩与光线的滤镜技术、多种声音符号的合成剪辑技

术表现出来。这些能指或表达面与所指概念的结

合形成了简单明晰的直接意指涵义：在美景、美食、
美好的手工劳动中，主人公李子柒过着简单古朴的

田园生活，一日三餐的食材皆来自自然的馈赠，日

出而息，日落而作。这种生活状态通过短视频独特

的镜头画面和音响形式，展现着美好、自然、诗意等

情感。这就是新媒介神话初级媒介系统的基本情

况和意指行为，也为次级系统及其含蓄意指活动奠

定了基础。

三、自媒体文艺短视频初级系统

向次级系统的转变及含蓄意指

自媒体文艺短视频之所以能够成为新媒介神

话，关键在 于 发 生 了 从 初 级 系 统 向 次 级 系 统 的 转

变、从初级系统中的直接意指向次级系统中的含蓄

意指的转换。李子柒艺术短视频的意识形态涵义

亦即新媒介神话的意义指向可以归结为：在今天工

业社会城市化带来的快节奏、现代性的都市生活语

境中，传统手工时代建立起来的慢节奏、田园牧歌

式的生活是人们理想的生活和应该追求的精神价

值指向。这种次级系统和含蓄意指的形成符合一

般神话的运作规律，即在初级媒介系统层面，能指

与所指的联结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田园牧歌式的生

活画面。在这里，这种画面的展现并不具有意识形

态的作用，只是作为一种纯粹的画面进行展现。进

入次级系统，充实的画面内容被提纯，抽象成为一

种诗意、美好的生活形态，进而与次级系统中的载

体、技术、媒体等构成的媒介系统一起充当能指形

式，发挥意识形态“自然化”的作用。
作为新媒介神话，数字技术统领了各种媒介要

素并形成强大的神话表达力量。技术是一种非实

体性的物质媒介，它是内化在其他要素之中的。在

文艺短视频中，文字、声音、图像等符号及其所依凭

的载体无不需要数字技术的支撑。李子柒艺术短

视频的“古典唯美”风格直接来源于各级媒介及具

体手法技巧的运用，如很多视频文本都是通过单反

摄影技术进行前期视频画面的拍摄，再通过后期软

件进行影像的组织、色彩与光线的滤镜处理以及声

音符号的合成剪辑，塑造出符合意识形态需要的影

像。数字技术来源于比特计算，比特用来描述声音

和图像时，每秒或每帧画面中的比特数会直接影响

到声音的质感以及影像的清晰度，而不同画质的呈

现会带来不同的接受效果。大致可以认为，影音清

晰度与神话意义建构程度之间成正比关系。在对

符号媒介的渗透和支撑的同时，数字技术还造就了

新的载体媒介形态———数字界面。在 推 动 初 级 系

统向次级系统转换亦即后者所指意义走向空洞化

的过程中，数 字 界 面 这 一 载 体 形 态 的 地 位 举 足 轻

重。“在一种意义下，界面指计算机的外围设备和

显示屏；在另一种意义下，它指通过显示屏与数据

相连的人 的 活 动。”［８］（Ｐ．８０）即 界 面 具 有 双 重 的 指 向

意义，且在某种情况下，“我们透过界面观看是不知

不觉的，因为我们是透过一个电子画框来窥视的，
在 这 个 框 框 里 我 们 的 符 号———文 字、数 据、模

拟———均得到了精确的控制，各种事物都表现出惊

人的清晰。这些符号如此让人精神恍惚，以至于我

们忘乎所以，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不知道自己身在

何处”［８］（Ｐ．８０）。在李 子 柒 文 艺 短 视 频 中，影 音 形 象

被承载于数字界面之上，并被其所左右。综合了文

字、绘画、图像、声音等符号的影音形象在进入到数

字界面的那一刻，就已经与现实原型发生了背离、
扭曲和异化。而影音形式在远离了自然生活后，就
给人为的意识形态观念的插入留下了空间。迈克

尔·海姆对界面性质进行分析时指出：“无论被表

现的是什么，界面均能给出一个形状和形式。它引

导甚至歪 曲 我 们 的 视 觉 想 象 力。”［８］（Ｐ．８１）在 数 字 界

面的作用下，李子柒艺术短视频将初级媒介系统中

表达面指向的“纯粹”所指概念搁置起来，其中的美

好、自然、诗意等情感不断被突出和强化，直至“歪

曲我们的视觉想象力”，一种形成于中国传统社会

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自给自足的农耕田园生活

不断被美化或诗意化，于是一种理想生活或应该追

求的价值指向被逐渐标画出来。
除了数字技术统领下的新媒介系统及具体数

字界面的直 接 作 用 外，还 要 看 到 其 背 后 的 文 化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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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这种文化力量是媒介系统能够发挥功能的重

要基础，也是其从初级系统向次级系统转变即神话

生成的潜在推力。关于前者，麦克卢汉有着深刻的

认识。他指出：“媒介研究的最新方法也不光是考

虑到‘内容’，而且还考虑到媒介及其赖以运转的文

化母体。”［９］（Ｐ．２１）而后者正是巴特神话分析的重点，
即历史的、人为的文化力量（文化意识形态）被楔入

表意系统，巧妙地占据了新的所指意义的位置，是

含蓄意指实践的关键。“实际上，倾注于概念中的

与其说是真实，不如说是对真实的认知；在意义到

形式的过程中，图片（姿态）失去了某种信息：这是

为了更好地接受概念中含有的信息的缘故……恰

恰因为神话概念具有历史属性，使得历史能够轻而

易举地消除它们。”［２］（ＰＰ．１５０～１５１）在此，巴特反复强调

神话概念并非真实，而是对真实的认知，其根本性

就在于神话的历史属性取决于历史语境中种种人

为的构造或文化意识形态的建构。如果我们把媒

介研究与神话分析在文化问题上结汇一处，可以认

为，新媒介神话次级系统的概念意义或所指来自于

一整套媒介系统结构基于某种历史文化背景、选取

大众可适应的且潜在于社会形态文化母体中的、有
目的性的意识形态输入。

在这方面，李子柒短艺术视频神话依托的是两

种相对的文化形态———“消费文化”和“农耕田园文

化”，两者一“破”一“立”，共同促使新媒介神话的达

成。其中，“消费文化”构成一种“破”的力量，它给

当代人精神生活凿开了一个缺口，也为神话所指的

形成创造了条件。按照鲍德里亚的分析，消费社会

中物的使用价值被搁置、被置换成了象征价值，消

费者企图通过物的象征符号来凸显自我的身份地

位以及个体的差异性。“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同样

都应该做到‘跟上潮流’，并且每年、每月、每个季度

对自己的服装、物品、汽车等进行再循环。假如不

这么做，就不是消费社会真正的成员。”［１０］（Ｐ．８６）马尔

库塞也有类似说法，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

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的家庭住宅以

及厨房设备成了生活的灵魂。把个人束缚于社会

的机制已经发生改变，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

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的。［１１］（Ｐ．９）过度的欲望和消

费主义的膨胀使现代人陷入精神危机甚至信仰缺

失的境地，本来丰富立体的人格、人性被扭曲成工

具化的、只为物欲左右的“单面人”。就中国的当前

情况看，沿海与内陆、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都存

在着明显的不平衡。相对而言，沿海、东部、都市已

经进入了消费社会，而内陆、西部、乡村还可能处于

现代、前现代的发展阶段。然而，在现代媒介特别

是以网络、移 动 网 络 为 代 表 的 数 字 新 媒 介 的 裹 挟

下，消费主义观念或消费意识形态却是平衡的、漫

灌似的、无孔不入的，生活在内陆、西部、乡村的人

们和众多的低收入者的精神世界时刻都可能遭受

电视、网络、自媒体的浸淫。这也是李子柒文艺短

视频出场时受众精神世界的现实存在状况。相对

于“消费文化”的“破”，“农 耕 田 园 文 化”则 是 一 种

“立”的力量，准确地说，是一种“被立”的力量。中

国本来就有着悠久的农耕文化历史，面对改革开放

以来快节奏、高消费、钢筋水泥的丛林不断侵蚀农

田和自然环境的城市化运动，面对欲望当先、利益

至上、功利主义等价值观的肆虐，人们很容易将目

光投向过去和传统。近年来，中国主流社会、学校

教育等都力推中国传统文化，这为“农耕田园文化”
的抬头和“被立”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李子柒

艺术短视频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强大力量，极尽光

影声色渲染之能事，传统田园生活中的意象———山

林、池鱼、田园、方宅、草屋、农田、村庄、狗吠、鸡鸣

等———无不尽现 为 一 个 拟 像 系 统 之 中，一 种 诗 意

的、充满乡愁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符合理想追

求的生活情境和价值指向不断被强化。神话初级

系统表达面所指向的中性概念不断被有倾向性和

意识形态化的观念所覆盖和替代。在接受者一方

则是不断被影像制造所操控，不断陷入“精神恍惚”
“歪曲想象”之境地，甚至由此进入到“催眠状态和

自恋状态”。［９］（Ｐ．２２）此 时，“影 像 不 再 能 让 人 想 象 现

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

的东西，因为 它 就 是 其 虚 拟 的 实 在”［１２］（Ｐ．８）。在 李

子柒短视频的评论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留言，
“让我想起以前家里的东西都放到缸里，盖上盖子

就是天然冰箱，冬天也是大锅炖肉炖菜！可是现在

在城市里再无这样的生活，柒柒生活的就是我们的

家乡梦”，“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闷得让人喘不

过气，你过着慢悠悠的田园生活应该令无数人向往

吧，希望我也能找到我的那份宁静”。③

这就是“消费文化”和“农耕田园文化”中“破”
与“立”互动结合的结果：前者给现代人精神生活凿

开了一个缺口，后者则将一套通过“拟像化”处理的

“传统牧歌式田园生活”样态和观念填补其中，并不

００２

③ 参 见 ｈｔｔｐｓ：／／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２９７０４５２９５２／ＦｘＮｋ６ＢｘＬｎ？ｆｉｌｔｅｒ＝
ｈｏｔ＆ｒｏｏｔ＿ｃｏｍｍｅｎｔ＿ｉｄ＝０＆ｔｙｐｅ＝ｃｏｍｍｅｎｔ。



断被强化为精神价值指向。至此，自媒体文艺短视

频实现了初级系统向次级系统的转变及直接意指

向含蓄意指的转化，新媒介神话已粗具规模。

四、自媒体文艺短视频的传播

环节及神话建构功能

如上文所述，新媒介神话的次级系统除了生产

制作环节外，还延伸到了传播环节。在表达面上，
除了以上符号媒介、技术媒介、载体媒介的具体运

用，作为机构的媒体也加入其中。以李子柒艺术短

视频为代表的自媒体文艺短视频主要依靠的传播

平台 包 括 微 博、美 拍、抖 音、今 日 头 条、微 信 公 众

号（视频号）、哔 哩 哔 哩、ＹｏｕＴｕＢｅ等，这 些 传 播 平

台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自媒体”。“自媒体文艺

短视频”的称谓已经明显地标识出自媒体传播平台

之于这种文艺形态的重要意义。从新媒介神话的

视角看，这种意义的主要体现就是在传播环节上自

媒体以其自身特色参与了神话的意指实践。
首先，从技术层面看，自媒体传播的神 话 意 指

实践作用。当短视频上传到各个媒体机构的客户

端后，媒体机构会运用视频ＤＮＡ技术对海量的短

视 频 进 行 去 重、溯 源 及 盗 版 打 击 等 方 面 的 监 管。
“视频ＤＮＡ的 技 术 原 理 是：当 你 上 传 一 个 视 频 的

时候，可以生成唯一的指纹，指纹的特性是唯一性，
同时具有稳 定 性，它 不 会 随 音 视 频 文 件 的 格 式 转

换、剪辑拼接、压缩、旋转、增加ＬＯＧＯ等变换而变

化。”［１３］这就在一 定 程 度 或 相 对 意 义 上（相 对 于 下

文谈到的用户“伴随性”生产）能够保证前期制作内

容（当然包括前期制作中被贯穿其中的神话意指涵

义）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同时，各平台又会运用ＡＩ
技术对视频做进一步的打标、分类以及具有美感的

封面设计，便于后续对不同风格特质的短视频进行

有针对性的导向传播。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对前期

产品制作的加强和延续，也是在制品媒介方面对神

话建构的强化。在这些工作完成后，各自媒体平台

会通过“算法推荐”“大数据分析”“热搜排行”“模块

设置”等技术手段助推短视频的传播，使具有不同

风格特质的视频内容到达终端用户的“接触界面”。
当用户在自己的“接触界面”观看到推介的短视频

内容时，上文提及的“数字界面性质”就会对受众产

生作用。无论是“界面属于爱表现的心灵”“加强了

表现的思想倾向”“体验一个受控的世界”，抑或“引
导甚至歪曲我们的视觉想象力”，数字界面的性质

都可以归结为对受众进行潜在的、“自然化的”意识

形态的输入，从而催促新媒介神话次级系统内容面

或所指概念的形成。
其次，自媒体传播模式带来的神话意指实践作

用。马 克·波 斯 特 在 谈 到 网 络 传 播 时 提 到，一 方

面，这种“替代模式将很有可能促成一种集制作者／
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的系统的产生。该系统是对

交往传播关系的一种全新的构型，其中制作者、销

售者和消费者这三个概念之间的界限将不再泾渭

分明”［１４］（Ｐ．３）；另 一 方 面，“信 息 传 输 能 力 都 将 大 大

增加，以至网络中任何一点上任何类型的信息（音

频、视频或文本）都有可能传输到其他任何一个或

多 个 点 上，并 且 这 种 传 输 是 在 ‘实 时’中 完 成

的”［１４］（Ｐ．３６）。尽管这些特点在互联网第一代中已经

显现，不过在互联网第二代———移 动 互 联 网、自 媒

体传播———中才有了更加充分的体现。
在自媒体传播活动中，个体不再是单一的制作

者、销售者、消费者，而是三者统一在一起的复合主

体。作为消费者，个体接收有针对性的信息并根据

信息文本中包含的意识形态进行相应的解码；作为

制作者，个 体 会 根 据 接 收 到 的 原 信 息 文 本 生 产 出

“伴随文本”。同时，只有当个体在一定程度上认可

自己对于信息文本的消费者、制作者身份时，才会

发出“销售”这一动作，承担销售者的角色功能。这

样，可以将个体的复合身份———消费者—销售者—
制作者———分为两个体系。一是以 信 息 文 本 的 传

播为依据，分为消费者—销售者；二是以信 息 文 本

的“伴随性”生产即伴随文本的生成为依据，分为销

售者—制作者。就前者而言，每个个体都是一个裂

变式的传播节点，他可以链接到无穷的个体，即生

产出无穷的传播节点，而这个无穷的传播节点又会

链接到其他无穷的个体（传播节点）。在这样的无

限链接下，一方面，个体与个体之间会产生交汇；另
一方面，个 体 与 个 体 之 间 会 形 成 蛛 网 状 的 传 播 结

构。这是在单个自媒体平台下的传播形态。而事

实上，今天 的 自 媒 体 平 台 都 是 以“复 数”态 势 发 展

的，对用户来说，微博、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今日

头条、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美拍等并不是孤立性

的存在，而是可以打破各个平台的封闭状态，通过

跨平台转发、链接等形成一个复合的、实时传输的、
超级链接的网状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单个自媒体

在自成蛛网 状 的 传 播 结 构 中，会 与 各 平 台 进 行 链

接，形成去 中 心 化 的 撒 播 式 的 超 级 蛛 网 状 传 播 模

式。就后者而言，原信息文本经过作为“销售者—

１０２



制作者”身份的个体的再生产，不断地出现伴随文

本，或是在原文本中进行截取式的制作，或是立足

于原文本基础上的再创造。这样就会出现由原文

本生产出伴随文本１、２、３……的裂变式再造结构。
在此基础上，又会立足于每个伴随文本生产出无数

的裂变式再 造 结 构，各 个 结 构 之 间 也 可 以 形 成 交

汇，形成新的再造结构，这样的无限发展，便形成一

种蛛网状的文本信息生产模式。而这种庞大的生

产模式是内化于新型传播模式中的，可以大大增强

传播模式的传播效力，即新型传播模式的传播效应

离不开庞大的生产模式，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依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按照一般的理解，传 统 线

性传播模式更有利于神话的打造，而作为线性传播

模式破坏者的超级链接网状传播新模式应该是神

话的消解力量。其实这种看法还是太表面化和刻

板化了。在上述超级链接网状传播活动中，每个个

体的确占据了可以解构制作者意图的位置，但残酷

的现实却是自媒体用户的网络“乌合之众”属性远

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一旦靠近信息源头的个体

或节点加入到神话叙事行列，这种新型传播模式所

发挥的呈几何基数增长的威力和效应不仅不表现

在解构神话发展上，反而会表现在推动神话上。另

外，自媒体运营中的商业法则更是盈利规模化、利

益最大化，为此，它们会雇佣“意见领袖”“键盘侠”
“网络水军”等职业化力量推波助澜，因为这些群体

懂得如何运用人气积累、形象包装、打造品牌、长线

作战等商业策略。而这些也是消费社会中消费意

识形态塑造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的功能主要有

两个：一是制造并传播种种幻想和神话，从而把人

们淹没于其 中；二 是 把 现 实 的 真 相 压 入 无 意 识 领

域，阻止人们去觉察事实的真相。”［１５］（Ｐ．３２０）“在大众

媒介日复一日传播的大量信息中，无不包含着特定

的意识形态要素，它们在潜移默化中打造着一个又

一 个 资 本 主 义 文 明 机 器 上 运 转 自 如 的 匹 配 零

件。”［１５］（Ｐ．３２１）这就是当前自媒体运营和自媒体用户

的现实存在状态。
这种情况在李子柒艺术短视频的传播过程中

具有典型性。在自媒体平台中，相关视频主要依靠

占主导地位的粉丝群体的二次转发，在没有流量资

源支持的情况下，粉丝的二次转发成为短视频爆红

的关键，即其短视频内容的传播一开始主要依靠的

是一小部分圈层受众。一方面，他们因为对短视频

建构的“流行神话”产生认同感，自愿发挥圈层受众

的“长尾效应”④，发挥以自身为节点的裂变式传播

功能，向外辐射、链接、创造更多的个体节点，又依

托各平台之间的链接互通，全力发挥超级链接网状

传播新模式的超级传播功能。另一方面，在传播过

程中，受众会立足于短视频衍生出的大量伴随性文

本（如媒体软文、动图、表情包、短视频二次剪辑创

造等），形成蛛网状的文本信息生产模式，增强传播

效力。在这 一 过 程 中，无 论 是 个 体 还 是 伴 随 性 文

本，无形中已经成为短视频意识形态的建构者，以

庞大的数量集群增强着短视频的意识形态效力，构
建着庞大的神话帝国，而且这个神话帝国会随着传

播效应的增加而不断被“神话化”。

结语

使用语言符号学意义上的神话理论分析当前

的新媒介文化现象存在很大局限，我们顺势而为，
提出数字媒介文化语境中的“媒介神话”理论。使

用这样的媒介神话理论阐释已经红透半边天的李

子柒艺术短视频，我们发现它所打造的田园牧歌式

生活及其理想化的精神价值指向只不过是新媒介

与商业资本合谋下的“审美乌托邦”，其短视频前期

种种极具“艺术化”的内容创作和传播运作实质上

不过是一场资本化的“流量经济”商业布局。在李

子柒文艺短视频粉丝突破１０００万之后，李子柒服

务的自媒 体 机 构———杭 州 微 念 科 技———在 天 猫 商

业平台开设了李子柒品牌旗舰店，主卖螺蛳粉、藕

粉、火锅底料等与视频相互映衬的食品，完成了一

场从“单纯的文艺创作”到网红商业的“华丽转身”。
而其几年时间不接受任何商业广告和资本注入的

真实目的———积 累 象 征 资 本———此 时 才 大 白 于 天

下。２０１８年七夕 节，李 子 柒 品 牌 旗 舰 店 与 故 宫 食

品品牌合作，推出了五种美食，并且在其粉丝云集

的抖音、微博、微信公众号上都附有卖货链接，成功

实现了个人ＩＰ的巨量变现。至此，我们已 不 难 发

现，作为一名拥有５０００万粉丝的签约网红，李子柒

的形塑及其自媒体艺术短视频创作属于流量时代

资本助推的最突出商业案例。这恰恰凸显了上文

相关的新媒介神话色彩，也印证了新媒介神话理论

建构及其批评实践在数字媒介时代的必要性。

２０２

④ “长尾效应”是 克 里 斯·安 德 森 提 出 的 一 种 新 理 论，指 只 要 产

品的存储和流通 的 渠 道 足 够 大，需 求 不 旺 或 销 量 不 佳 的 产 品

所共同占据的市场份额可以和那些 少 数 热 销 产 品 所 占 据 的 市

场份额相匹敌甚 至 更 大，即 众 多 小 市 场 汇 聚 成 可 产 生 与 主 流

相匹敌的市场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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