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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符号学多模态框架的
短视频共通话语建构∗

上海外国语大学　 索格飞　 郭　 可

　 　 摘　 要　 对 ＴｉｋＴｏｋ 短视频的多模态分析，可以有效考察短视频制作者如何使用短视频丰富的

模态资源来触达或赢得目标受众，从而建构共通的意义。 为此，该研究以 Ｋｒｅｓｓ 提出的社会符号学

多模态分析方法为基础，结合 Ｐｏｕｌｓｅｎ 等学者提出的“作为符号学技术的社交媒体”框架中的多模态

和实践两个维度，探讨技术、实践和多模态文本的互动关系。 研究发现，短视频作为一种综合模态，

在丰富话语内涵和表达方式、拓宽话语空间、建构话语共同体等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 最后，文章从

语言策略、短视频多模态符号协作以及新媒体技术创新等方面提出了未来跨文化传播中建构共通话

语的三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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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创新对外

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我国在国际舆论

场的话语权。 然而，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不可避

免地面临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为此需要建构文明沟通

的桥梁、融通话语的空间（胡钰， ２０２１）。 如何建构融通

中外的“共通话语”，更为有效地触达国际用户，便成为

推动我国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突破口（郭可等， ２０２１）。
传统的话语研究多以语言文字为核心。 近年来，

随着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网络话语表述形式由文字

为主导演变为以图文结合为主导的多模态话语（陈
娟， ２０１４）。 多模态话语研究的文本形式丰富多样，包
括 ＰＰＴ （胡壮麟、 董佳， ２００６ ）、 网络新闻 （ 彭媛，
２０１６）、语言标签（周冰， ２０２１）以及课程思政短视频

（高照等， ２０２２）等。 伴随短视频社交媒体的全球流

行，多模态被广泛应用于用户生产的数字媒体文本的

复杂 性 构 成 （ Ａｄａｍｉ ＆ Ｊｅｗｉｔｔ， ２０１６； Ｚａｐｐａｖｉｇｎａ，
２０１６）、市民文化（Ｃａｒ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以及技术对于意

义建构的影响研究（Ｐｏｕｌｓｅｎ， ２０１８；Ｐｏｕｌｓｅｎ ＆ Ｋｖåｌｅ，
２０１８），并体现出这种方法在研究“意义建构”方面的

优势。 在跨文化传播语境下，短视频多模态符号为话

语融通带来了新的契机（吴瑛等， ２０１６；肖珺， ２０１７）。
为了探究用户如何使用短视频平台提供的多模态

资源来制作和分享短视频，以及数字技术如何与文字、
视频、音乐、色彩等多模态话语相互配合、相互作用建

构相互协商的、共通的意义空间，本文结合 Ｋ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提出的社会符号学多模态话语分析方法，以及

Ｐｏｕｌｓｅｎ ＆ Ｋｖåｌｅ （２０１８）提出的“作为符号学技术的社

交媒体”框架，从多模态和实践两个维度解析短视频

多模态话语如何参与共通意义的建构，以及短视频作

为一种符号学技术实践呈现的新特征。 最后，本文结

合多模态分析的结果，从语言策略、多模态符号有效协

作以及新媒体技术创新等方面提出短视频跨文化传播

共通话语建构的三点思考。

２　 短视频跨文化传播共通话语

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融
通中外”的跨文化传播理念，以“共通话语”和“共通的

意义空间”为关键词进行了广泛的学理阐释：“融通中

外”包括情感上的“共情”、道理上的“共通”、价值上的

“共享”（于运全、朱文博， ２０２２）；在跨文化传播中必

须从探寻话语的共通点出发构筑“共通的意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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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天栋、任晓， ２０２１）。 关于“话语共通”或建构“共
通的意义空间”，有学者提出从信息传播中所使用的

符号含义的共通理解的视角进行解读 （郭庆光，
２０１１），有学者从共同体学术理念、全球多元话语的和

谐共存和国内多元话语场域融合等方面提出了大致的

路径（郭可等， ２０２１）。
跨文化传播要实现共通，必须依赖客观实践，在跨

文化传播实践中构建共通话语。 近年来，伴随国际短

视频社交平台的流行，全球内容生产（Ｕｓ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形式从网络文字转变为短视频，人类社会的

生活和跨文化沟通方式被重塑。 国际短视频平台通过

聚合丰富多彩、包罗万象的内容，为不同文化的用户提

供“替代性经验，让没有亲身体验过的场景变得可感

可知”（张彩霞、杨永军， ２０２０）。 跨文化传播实践中，
短视频作为一种集文字、图片、音频、色彩、特效等符号

资源于一体的新兴模态资源，在建构“共通的意义空

间”方面的潜力逐渐得到关注：在人际交往层面，社交

媒体的参与性、复向传播性、对话性和圈子性有助于提

升跨文化传播的认同感、覆盖率、亲和性和粘合度（栾
轶玫， ２０１２）；在意义建构层面，网络社会中多模态话

语的广泛使用，使得意义的共享和文化共同体的建构

变得便捷（肖珺， ２０１７）。
总之，这些研究从宏观概念层面为跨文化传播语

境中短视频“共通话语”建构奠定了基础。 但也需看

到，包括技术在内的多模态符号使跨文化传播的话语

内容、形式、表达以及跨文化传播图景都发生了巨大变

化，目前这方面仍缺乏细致深入的实证研究。

３　 社会符号学多模态话语分析框架

社会符号学缘起于语言学领域，以 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
为首的学者们继承发展了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的理

念，将其用于电影、图像、新闻、广告等媒介的表意系统

的研究（彭佳， ２０２１）。 至此，语言符号学的研究全面

扩展至传播学领域。
Ｋｒｅｓｓ 和 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 研究了模态与媒体的关系，

从视觉图像、颜色语法、报纸设计和不同媒介作用探讨

了多模态的表意现象（张德禄， ２００９）。 在此基础上，
Ｋｒｅｓｓ（２０１０）全面解析了社会符号学多模态话语理论。
该理论认为，有效传播不能仅限于单一的语言模态，
“所有模态中的所有符号都是有意义的” （ Ｋ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传播过程就是多种模态联合运作的过程。 此

外，该理论围绕意义建构、多模态和特定模态，试图描

述和分析所有模态的符号以及在文本中这些符号的相

互关联。 可以说，该理论使我们对多模态符号如何建

构话语有了全新的认知：它极大地丰富了跨文化传播

中话语模态的多样性，使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从传

统话语分析聚焦的文字拓展至图像、声音、视频、动画

和色彩等多感官模态结合的话语素材（肖珺， ２０１７）。
伴随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交媒体的全球流

行，文本与设计、生产、发布以及消费等技术特征变得

密不可分，多模态研究也越来越关注数字技术如何与

其他模态共同作用，创造出一种具有“高度凝聚力和

连贯性的多模态文本” （Ｌｉｍ， ２０１８）。 为理解社交媒

体技术如何使意义的建构、表达和管理成为可能，
Ｐｏｕｌｓｅｎ ＆ Ｋｖåｌｅ （２０１８）以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Ｋｒｅｓｓ 和 ｖａｎ Ｌｅｅｕ⁃
ｗｅｎ 的多模态话语研究为基础，提出“作为符号学技术

的社交媒体”综合框架，从多模态、实践、社会、媒体、
物质性、历史性、批判性等七个维度探讨了多模态

文本、社会实践、技术“三位一体”的互动关系（参见

图 １）。其中，多模态维度指的是对人们在社会实践中

使用和关注的符号资源和符号体系进行系统和详细的

分析；实践维度考察人们如何使用社交媒体在日常生

活中开展多样化的社会实践以及技术如何使这种社会

实践再符号化并带来社会实践本身的变化。
与国际学界相比，国内学界对多模态话语，尤其是

社交媒体多模态话语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在短视

频跨文化传播语境下，短视频软件技术作为一种符号

资源，如何与文字、视频、音乐、色彩、特效等多模态文

本形式相互作用建构共通话语？ 短视频社交媒体如何

重构跨文化传播话语实践？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该研

究以 Ｋｒｅｓｓ（２０１０）的多模态社会符号学理论为基础，
尝试运用 Ｐｏｕｌｓｅｎ ＆ Ｋｖåｌｅ （２０１８）提出的“作为符号学

技术的社交媒体”框架，从多模态和实践两个维度来

解析短视频社交媒体技术、短视频多模态文本以及跨

文化传播实践如何互动实现意义共通。

４　 研究设计

４． １　 研究对象

该研究选取近 ５ 年来 ＴｉｋＴｏｋ 上获得主流媒体和

全球用户高度认可的中国文化短视频（ｓｈｏｒｔｓ）为研究

对象，分两个阶段进行案例收集： （１） 以“ＴｉｋＴｏｋ”和
“中国文化”为关键词搜索 Ｇｏｏｇｌｅ 新闻，搜集到《环球

时报》、新华网、人民网等主流媒体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对 ＴｉｋＴｏｋ 上有关中国文化的公开报道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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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将涉及的 １５ 个短视频锁定为研究案例。 （２）以

“上海”“中国上海” “北京”以及“中国北京”为关键

词，分别搜索点击量排名前 １０ 位的短视频，剔除重复

视频后获得 ４０ 个短视频作为研究案例。

图 １　 作为符号学技术的社交媒体分析框架

４． ２　 研究过程

视频收集完成之后，该研究根据视频主题内容将

５５ 个短视频初步分类为美食、传统文化、奥运会、城市

生活、流行文化、大国成就、自然风貌和新科技等八大

类。 为了深入解析短视频用户通过短视频多模态资源

在社交平台建构共通话语的过程，该研究从以上 ５５ 个

短视频中筛选出拥有庞大粉丝群体的“张世先”“最游

感觉”“火锅公社”三个背景完全不同的视频号发布的

三段主题迥异、风格独特的短视频作为深度分析对象

（参见表 １）。 第一段短视频名为“马路画断了，狗吓得

差点摔倒”（以下简称“３Ｄ 画”），主要讲述福建农村小

伙张世先使用普通的烧烤木炭和加粗的粉笔，根据环

境在乡间道路上即兴创作 ３Ｄ 画，由于效果逼真，一只

经过的狗被吓到不敢向前的故事。 这段时长仅有 １ 分

５ 秒的视频吸引了超过 ３０ 万次的观看量。 第二段时

长 １ 分 ３９ 秒的短视频“重庆：世界大城市排名，奇葩度

第一”（以下简称“重庆”），从山城独具特色的公路的

视角，传递重庆“魔幻 ３Ｄ 立体空中城市”的形象，在
ＴｉｋＴｏｋ 上的观看量达到 ３０ 多万次。 第三段时长仅有

１５ 秒的短视频（以下简称“火锅公社”），以丹麦首都

哥本哈根的一家火锅店为背景，以“尽管有点贵，这是

一种尝试新事物、和朋友聚会的有趣方式”为主题，讲

述了一群外国食客享用美食的热闹场景。
该研究结合 ５５ 个短视频的初步分类，以“３Ｄ 画”

“重庆”“火锅公社”三段短视频为重点分析对象，采用

案例分析以及深度内容分析的方法探讨“共通话语”
的建构过程。 首先，对短视频中出现的讲解词、插入语

以及与视频相关的语言标签和其他文字描述进行提取

和内容分析。 然后，聚焦视频的色彩、图像、声音、特效

等视听符号，并对视频的生产过程进行分析。 最后，使
用 ＡｎｔＣｏｎｃ 文本分析软件对三段短视频评论区的文字

进行词频统计和内容分析。

表 １　 三段短视频基本信息

主题内容 风格 视频生产者 时长 观看量

３Ｄ 画 传统文化 风趣幽默 业余爱好者 １ 分 ５ 秒 ３０４２５０

重庆 城市生活 魔幻 专业团队 １ 分 ３９ 秒 ３５００００

火锅公社 美食 温馨浪漫 外国用户 １５ 秒 ７６０００

５　 研究结果

从多模态文本和实践视角来看，短视频的制作、分
享、传播过程不仅是视频、文字、音乐、色彩、特效等多

模态文本的互动过程，还是用户之间通过多模态的符

号资源建构话语共同体、重构跨文化传播话语实践的

过程。 该部分将深入解析多模态符号资源如何通过互

动协作共同建构相互协商的意义，以及短视频时代跨

文化传播话语实践的新特征。
５． １　 多模态话语协调融合建构共通的意义

短视频作为一种全新的模态，是集文字、图片、
视频、音乐、特效等多种模态于一体的综合模态。 目

前，多模态话语研究的重点是不同模态的形式特征

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张德禄， ２００９）。 该研究发现，
短视频跨文化传播中多模态资源主要通过文案创作

表达、多模态协调融合以及软件技术多模态意义表

达等方式参与话语的生产和传播，并成为建构共通

意义的基础。
首先，在短视频中，语言和文字不再是唯一主导性

话语，但具有创意性的文案创作对于短视频的意义传

递仍然至关重要。 “重庆”“３Ｄ 画”和“火锅公社”三段

短视频制作过程中，文字话语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语

言标签、解说语、视频插入语、封面标题、视频号个性签

名等（参见表 ２ ）。 这些文字话语的主要特征是：
（１）主题标签、个性签名简洁易懂、特色鲜明、用词多

元。 例如，“３Ｄ 画”短视频使用“眼见不一定为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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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签名以及“艺术” “有趣” “创意”等主题标签，吸
引了大批具有艺术品位、追求新鲜刺激的年轻人。 同

时，该 视 频 还 使 用 “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 “ ｄｒａｗｉｎｇ ” “ ｄｒａｗ ”
“３ｄｄｒａｗｉｎｇ”等多元同义词作为标签，满足用户不同的

搜索偏好。 “火锅公社”短视频则使用“哥本哈根”“火
锅”等鲜明标签，搭配“尝试新事物” “朋友聚会” “有
趣方式”等吸人眼球的词语作为主题词。 “重庆”短视

频使用“奇葩度第一”作为主题，迎合了青年群体对于

娱乐、 社 交、 新 鲜 感 的 追 求 （ Ｖａｔｅｒｌａｕｓ ＆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２１）。 （２）解说语、封面标题、视频插入语巧用语言

策略，吸引潜在用户。 以“重庆”短视频解说语为例，
该视频巧妙地将“公交车”比喻为“过山车”，将“一栋

楼的顶楼可能是马路”的体验比喻为“盗梦空间”，将
“凌晨的车灯”比喻为“孔明灯”，生动刻画出重庆的

“奇葩”“魔幻”与“活力”，有效提升了说服力和感染

力。 “３Ｄ 画”封面标题使用“太吓狗了！”，插入“还好

我闪得快”“能不能过去啊”等口语化、拟人化的表达

手法，制造轻松幽默的效果。 “火锅公社”使用“你尝

试过火锅吗？”“火锅共和国是你的下一站”等对话式

的语言风格有效拉近与用户的距离。
其次，短视频制作和传播过程中，文字、图片、视

频、音频、色彩、表情符号等视听符号既独立存在，又相

互依存：（１）语言文字具有较强的地方性，而视频、音
乐、色彩、图片、表情符号等视听话语则具有全球共通

性。 具体而言，具有直观性、生动性等特征的视频使原

本抽象复杂的内容变得生活化，因此更容易走近普通

用户。 ＴｉｋＴｏｋ 上与“３Ｄ 画”创作类似的微陶和竹编制

作都属于民间工艺，通过视频展示其制作的全过程，大
大提升了全球网友对这些民间工艺的认知并引发广泛

的讨论。 “３Ｄ 画”短视频仅使用寥寥几句中文，但从评

论区里多语种的评论以及点赞情况来看，共通性的视

听符号已经使农村小伙“艺术家”的形象深入人心。
此外，以色彩、图片、特效为代表的多模态话语更多使

用场面化、细节化的方式烘托气氛，更擅长传递感情；
这对于更倾向于感性化、经验化和感官化表达的“后
人类” （ｐｏｓｔ⁃ｈｕｍａｎ）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吉莉恩·罗

斯， ２０１９）。 “火锅公社”短视频在色彩、图片、特效的

搭配方面独具特色：红色的灯光，墙上一张京剧脸谱，
屋内坐满了外国人；他们有的两人小聚，有的三五成

团，围坐在火锅前；他们有模有样地拿着筷子，仔细地

从锅里捞上肉，放进酱料碟里蘸一下，再慢慢地送入嘴

中。 红色的灯光、京剧脸谱、热气腾腾的火锅等场景展

示不仅极大满足了感官体验，而且使用户产生情感共

鸣，瞬间感受到视频传递的温馨和美好。 对该视频的

评论区留言进行词频分析，“喜欢”“爱”“太强了”“太
棒了”等表达积极情感的词汇以及“♥”（爱心）、“ ”
（点赞）等表达支持性的表情符号占据主导地位。

（２） 从模态的相互关系来看，不同模态的话语实

际上都是为了体现话语的整体意义（张德禄， ２００９）。
在短视频多模态符号互动中，视频作为主导性模态与

文字、色彩、音效、特效等模态相辅相成，凸显视频的主

题意义。 “重庆”短视频为了传递“奇葩度第一”的主

题，视频讲解紧扣“魔幻的 ３Ｄ”形象展开。 视频拍摄

中使用大量的连续镜头和俯视的角度聚焦重庆的路、
桥和建筑，为用户带来丰富的画面感和强烈的视觉冲

击的同时，激发他们思考重庆的城市文化。 在此视频

中，文字和视频互为非强化性补充关系，两者相互协调

共同建构多模态话语：视频使文字更加具体化和形象

化，文字使视频的意义更加生动、内涵更丰富；音乐、色
彩等模态与文字和视频形成互补关系，强化主题意义

表 ２　 文字话语的表现形式

文字话语形式 ３Ｄ 画 重庆 火锅公社

主题标签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ｗａｓ ｂｒｏｋ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ｇ ａｌｍｏｓｔ

ｆｅｌｌ ｉｎ ｆｒｉｇｈｔ． ＃ｄｒａｗｉｎｇ＃３ｄｄｒａｗｉｎｇ＃ｐａｉｎ⁃

ｔｉｎｇ＃ｄｒａｗ＃ａｒｔ＃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ｆｕｎ

重庆：世界大城市排名， 奇葩度

第一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ｐｒｉｃｅｙ，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ｆｕｎ ｗａｙ ｔｏ ｔｒｙ

ｎｅｗ ｆ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ｎｄ ｔｉｍｅ ｗｉｔｈ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ｃｏｐｅｎ⁃

ｈａｇｅｎ ＃ｈｏｔｐｏｔ

解说语 × 身处重庆你不会视觉疲劳…… ×

视频插入语

哎呀妈呀能不能过去啊

还好我闪得快

能不能过去啊

×

Ｈｏｔ Ｐｏｔ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 Ｆｒｅｄｒｉｋｓｂｕｒｇ ｉｓ ｙｏｕｒ ｎｅｘｔ

ｓｔｏｐ．

Ａ ｆｕ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ｏ ｄｏ ｗｉｔｈ ａ ｂｉ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ｐｅｏ⁃

ｐｌｅ！
封面标题 太吓狗了！ × Ｈａｖｅ ｙｏｕ ｅｖｅｒ ｔｒｉｅｄ Ｈｏｔ Ｐｏｔ？

视频号个性签名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ｙｅ ｓｅｅｓ ｉｓ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ｔｒｕ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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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 “火锅公社”的短视频中，插入 ＴｉｋＴｏｋ 平台上

拥有超 ３ 亿播放量的动感歌曲 Ｈｏｎｅｙ， Ｓｅｅ Ｙｏｕ，搭配

互动性强的文字描述和极具氛围感的色彩，使整个短

视频传递的朋友聚会的浪漫氛围更加突出。 因此，该
视频中视频是主要模态，文字、色彩、音乐、特效等其他

模态与其形成强化性互补关系。
再次，各种短视频编辑和生产软件为用户提供丰

富的符号资源，使多模态话语内容更充实、形式更多

元。 对具备一定数字素养的短视频用户，他们可以通

过各种短视频编辑软件提供的快剪、变速、动画、滤镜、
添加音频、贴纸、文字、特效等功能，对原始视频进行编

辑。 对普通用户，他们可以选择平台提供的音乐、灯
光、特效、滤镜或其他工具进行视频录制，并在短视频

发布之前，通过添加文字、表情符号等描述视频的主题

内容，并选择个性化标签（ｈａｓｈｔａｇ＃）和最能代表视频

主题的封面。 这两种方式都确保用户可以灵活选择

“视频 ＋音频 ／音乐 ＋文字 ＋ 色彩 ＋ 表情符号”等多模

态资源作为主要的意义表达方式，大大增强了短视频

的叙事效果。 例如，“３Ｄ 画”短视频的原始版本时长 ４
分 ３０ 秒，运用特效剪辑出视频内容的精彩片段，使平

台上呈现的短视频更加简洁，更适合用户在移动端观

看。 “火锅公社”不仅使用了快剪、特效、拼接等功能，
还添加了搭配餐厅氛围的简介文字“位于弗雷德里克

堡的火锅公社就是你的下一站” “适合一大群人的有

趣经历”，并运用滤镜制造怀旧感，同时插入充满浪漫

色彩的音乐，使该视频表达的意义更为丰富多彩。
５． ２　 短视频社交媒体重构跨文化传播话语实践

随着短视频风靡全球，以 ＴｉｋＴｏｋ 为代表的国际短

视频平台为全球用户跨越语言、民族与文化的鸿沟，实
现意义相通提供了重要场域，越来越成为多元文化沟

通和交流的 “新媒体接触区” （索格飞、 张红玲，
２０１８）。 在短视频社交平台上，传受主体通过多模态

符号资源建构话语共同体、重构跨文化传播话语实践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短视频平台为全球用户提供了分享个人经

历的场域，并汇聚相似兴趣爱好的网友建构话语共同

体、塑造网络圈层新文化。 在 ５５ 个中国热门短视频

中，最吸引海外用户的短视频标签包括中国、时尚、美
食、烹饪、艺术、舞蹈、音乐、旅游、奥运会、为了你、日
常、中文、中国新年、动漫、文化、书法、感情、有趣的、
Ｆ１ 等。 就总观看量而言，街拍时尚热度最高，达到 １２
亿次观看量；３Ｄ 画和汉服次之，分别达到 ３ 亿次观看

量。 这些热门内容不仅体现了全球青年群体在生活和

社交方式上的相通，而且有助于他们跨越种族和文化

身份的隔阂，在个体和心理层面建立联通和信任。 例

如，“３Ｄ 画”短视频将艺术和轻松的乡村生活相结合，
成功吸引了来自日本、韩国、美国、英国、俄罗斯、越南、
马来西亚等世界各地具有相同兴趣的用户订阅其视频

号或尝试模仿制作相似的 ３Ｄ 画短视频，从而使中国

的 ３Ｄ 画艺术成为连接全球网友的共通话语。
其次，全球网友通过短视频平台开展协商性对话，

并有望将这种对话从网络虚拟空间延伸至现实，大大拓

宽了共通话语的空间。 当下以 ＴｉｋＴｏｋ、ＹｏｕＴｕｂｅ 等为代

表的社交媒体用户内容生产，是传播权力从“纵向”转向

“横向”的典型代表（Ｂｒｙａｎ， ２０１０），改变了共通的意义

空间的建构方式。 在传统媒体时代，传受主体之间的传

播模式是单向的、一对多的，传受双方关系是不平等的。
相比之下，短视频作为一种共享的并具有共通意义的符

号资源，其分享和传播过程通常以协商、合作、对话为特

征，因而更容易达成“你理解我、我理解你”的互惠性共

识（于运全、朱文博， ２０２２）。 这一点在“重庆”短视频的

评论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位芬兰网友评价“我并不理

解视频上讲的是什么，但是因为这个视频的镜头太棒

了，我一定会喜欢这个城市。”一位香港网友回复“这座

城市叫重庆，因为火锅而出名。 这个视频的名字叫做

‘重庆：一个 ３Ｄ 魔幻天空之城’，你在视频里看到的高

速路，还有从大楼顶部飞驰而过的地铁，你在其他城市

都看不到。”此外，多位国际网友表达了想去重庆旅游、
学习方言、与当地人交流等意向。 可见，来自多元文化

的短视频用户之间这种平等、协商、友好的线上互动有

助于增进国际网友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为现实中的跨

文化沟通奠定良好的基础。
再次，与传统话语形式相比，短视频平台使跨文化

传播传受主体之间的互动走向多维化、常态化，话语的

广度、深度和频度都大大增强。 在短视频平台上，视频

制作者通过创作短视频来分享信息，同时获取反馈。
用户之间的互动实践在本质上是以多模态符号资源的

互动为中介的，同时也离不开背后隐含的技术力量。
短视频的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有效拓展了人际沟

通的符号资源。 ＴｉｋＴｏｋ 用户可以点赞、保存、分享视

频，也可以订阅该视频号以关注更多同类型的视频，又
可以根据现有短视频的场景、音乐制作出同款短视频，
形成聚类效应。 这些类似的短视频不仅为用户之间带

来新的互动体验，而且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具有相似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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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用户。 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台提供了多样化的人

际沟通的途径，有效拓展了跨文化传播话语的广度和

深度。 此外，短视频平台将时长设定在 １５ 秒至 ３ 分钟

以内，并利用算法技术将用户喜爱的视频源源不断地

推送给他们，使用户随时随地都能参与内容互动，使意

义的传递和共通话语的建构变得更加便捷。

６　 讨论

短视频的创作过程包含了复杂的符号实践，其目

标是在对话性的文化群体内，通过技术和数字素养达

成共享的意义（Ｃａｒ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从多模态话语的

视角来看，短视频跨文化传播本质上是以多模态符号

为中介，以用户之间互动性的符号实践为基础，以共建

平等的、对话性的话语空间为目标的。 同时，短视频软

件技术在丰富话语内涵和表达方式、拓宽话语空间、推
动话语走向多维化和常态化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 综上，文章就未来短视频跨文化传播中更有效地

建构共通话语，提出三点思考。
６． １　 以语言为抓手，增强话语的思想性和文化性

在“流量为王”的年代，泛娱乐化、荒诞化的视频内

容能够给用户带来即时满足感，吸引更高的关注度。 但

只有具备思想说服力和文化感染力的优质内容才更有

灵魂，更具持久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语言文字对于凸显

话语内容的思想性和文化性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为此，
短视频传播中，首先要使用国际用户听得懂的语言。
“听得懂”指的是尽量使用目标用户习惯的语言类型进

行讲述或提供双语字幕。 其次，要了解目标受众偏爱的

语言风格，注重语言策略的使用。 例如，一些言简意赅

的习语、谚语、典故以及青年人偏爱的“语言梗”通常令

人印象深刻。 用中文或方言讲述的故事给人以真实、淳
朴的感觉，如果再使用一些特色鲜明的语言标签，传播

效果会大大增强。 另外，在视频讲解中，使用比喻、拟人

等修辞手法，以及用于增强语义的排比句、疑问句、感叹

句、省略句等都能给用户留下深刻的印象，增强说服力。
６． ２　 融合短视频多模态符号资源，推动话语创新

短视频跨文化传播中，话语是多模态的，意义的建

构在本质上是语言、音乐、视频、色彩、图片等视听符号

互为补充共同建构意义的过程。 以文字为主的静态话

语能够丰富话语的内涵，视频、音乐等动态话语则具有

更强的全球共通性。 只有将两者有机融合，话语的内容

才能更深刻，话语的表达才能更直观、更生动，并满足全

人类对情感认同、美好事物等共同价值的追求。 短视频

多模态资源有效协作，有助于拉近传者与受者的心理距

离，是推动跨文化传播话语创新的有效路径。 视觉方

面，从画面、镜头、色彩、图像、特效等方面精雕细琢，有
助于提升视频的质量。 听觉方面，搭配音频讲解并选择

符合视频主题风格的背景音乐，有助于满足全球受众对

高品质影像的审美需求。 在此基础上，短视频内容生产

应遵循平等、坦诚和真实的原则，着力寻求文化、艺术、
娱乐、时尚、体育、教育、日常生活等普通民众共同关注

的内容，实现中外话语融通。
６． ３　 依赖新媒体技术创新，提升跨文化传播效果

短视频跨文化传播不仅是传播主体之间，也是传

播主体和技术之间互动性的“共生合唱” （ ｏｒｃｈｉｓｔｒａ⁃
ｔｉｎｇ）（Ｋ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的过程。 社交媒体技术，不仅仅是

一种工具或符号呈现的技术载体，还是一种社会和符

号资源（Ｐｏｕｌ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跨文化传播多模态话

语内容和形式的不断丰富离不开先进的技术。 近几

年，拥有超 １０ 亿月活用户的 ＴｉｋＴｏｋ，积极运用算法技

术，使用户生产的内容在特定圈层内拥有的可共享性

和可发现性达到最大化，确保了用户的高黏合度。 未

来，应鼓励像 ＴｉｋＴｏｋ、Ｋｗａｉ（快手海外版）为代表的中

国短视频社交媒体不断加强技术创新，成为国际短视

频平台的领跑者，为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打开新局

面。 此外，中国的文化创新企业也要不断尝试开发出

更多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多模态符号，使中国故事的

讲述路径更加丰富多元。
此外，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的质量、数量和

参与度是衡量国际传播媒体效用的重要指标，直接关

系到跨文化传播效果。 为此，需要不断进行用户培育。
高等教育应注重培养更多思想政治意识强、数字素养

高的跨文化传播人才，为短视频跨文化传播积蓄后备

力量。 同时，鼓励那些类似“张世先”“最游感觉”等具

有一技之长的网红青年，从色彩、画面、镜头、特效、剪
辑等技术方面不断提升短视频制作水平。

７　 结语

传统的意义建构研究大多围绕多模态文本和实践

两个因素。 该研究尝试将短视频社交软件技术融入意

义建构过程的讨论中，初步探讨了短视频软件技术作

为一种符号资源如何与短视频多模态话语进行互动，
以及如何重构跨文化传播话语实践。 研究表明，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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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态维度来看，语言文字在短视频中不再是主导性模

态，但仍发挥独特的作用；短视频多模态话语在全球共

通性、凸显主题意义、传递情感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从

实践维度来看，短视频社交平台在助推话语内容和形

式创新、建构话语共同体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推动

跨文化传播实践不断走向平等化、多维化和常态化。
需指出，本文对于社会、媒体、物质性、历史性、批判性

等维度触及甚少，今后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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