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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记忆角度思考文化传承议题，是理解和延续

民族精神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

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1]。

传承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是巩固民

族共同思想基础、标识民族共同体身份的重要保障。

然而，在时空束囿和网络亚文化冲击之下，文化传承

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断裂隐忧。文化记忆理论通过

“线性时间观”将过去与现在连接，认为承载记忆的

文化象征是人类文明延续的重要途径。值得注意的

是，文化记忆并非自发形成，而是需要依托媒介进行

有效的建构。因此，探讨新媒介形态在文化记忆中

的作用，成为当代记忆研究的重要议题。

目前，文化记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3个方面：一

是集体记忆的认同功能研究。邓观鹏等认为，文化

记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过程中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通过历史记忆、文化符号和情感共鸣，可

以有效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团结意识[2]。傅才武指出，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记忆是塑造民族国家文化认

同的新路径[3]。二是文化记忆的建构路径研究。袁

野璐认为，仪式中的传统音乐是集体记忆的载体，通

过重复性表现延续并强化地方文化的历史和社会实

践[4]。孟凡丽、郭妍淇指出，经典文本作为文化记忆

的重要载体，能够有效保存和传播文化记忆[5]。范志

忠、仇璜认为，节日庆典是传递文化记忆和文化共识

的重要平台[6]。三是文化记忆的数字化转型与媒介

再生产研究。许多学者从现代影像、网络媒介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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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研究文化记忆再生产过程。孔朝蓬提出，经典电

影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再媒介化，不仅延续了电影的

文化记忆，还拓宽了其表达方式，使文化记忆更加动

态和多元化[7]。夏翠娟认为，数字记忆已经成为文化

记忆传播的新模式，且大模型记忆将成为记忆研究

的最前沿[8]。当前研究虽然对传统媒介在文化记忆

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对于新兴媒介特别是

短视频在文化记忆建构中的潜力仍缺乏系统性的关

注。短视频凭借其便捷的制作方式、快速的传播速

度以及极高的主体参与度，已经成为当代文化传播

的重要载体，并正在重塑文化记忆的生产与再现方

式。因此，研究短视频在文化记忆建构中的作用，不

仅具有现实意义，也为拓展文化记忆理论提供了新

的视角。

一、符号象征的构建与文化记忆的再现

人类社会是一个充满象征符号的世界，“任何意

义的表达都必须通过符号媒介才能实现”[9]。符号象

征在短视频中的选择和表达不仅关乎视觉效果的呈

现，更关乎文化记忆中符号意义的重新解读和诠释。

从符号象征的选择与意义建构到视觉表达与文化记

忆的呈现，再到符号象征的再现与文化记忆的社会

意义，短视频为文化记忆的传承和社会认同的构建

提供了独特的平台和方法。

(一)符号象征的选择与意义建构

符号象征在文化记忆建构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其选择过程不仅是美学和创作技巧的体现，更深层

次地反映了符号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社会意义。皮

尔斯的符号学理论将符号划分为指示符号、象征符

号和图像符号，这些符号在视觉层面传递信息的同

时，也通过隐喻和象征赋予内容更深远的社会文化

意义。然而，这些符号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在特

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中，这使得符号选择的过

程充满了复杂性和文化深度。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理论为符号选择

提供了一个结构性框架。他认为，文化是通过符号

系统的二元对立来组织的，如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

下、神圣与凡俗等[10]。短视频中的符号象征也体现

了这种二元对立，通过对立结构的强化，符号能够更

加有效地传递和建构文化记忆。然而，列维-斯特劳

斯的符号系统强调的是文化的结构性，而没有充分

考虑技术对符号选择的影响。

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补充了这一不足，他认为

技术不仅是符号的呈现工具，更是文化记忆的延伸

与再现。数字媒介环境下，符号象征的选择和再现

通过技术媒介得以实现，这种结合影响了符号的视

觉呈现方式，并重塑了文化记忆的传承路径。斯蒂

格勒指出，数字技术改变了人类记忆的性质，使其从

“内在记忆”转向“外在记忆”，短视频作为新型技术

媒介，正是这一转变的典型表现。

此外，曼诺维奇在其数字文化理论中提出，数字

媒介不仅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也重新定义了文

化生产和消费逻辑。他认为，数字媒体的可编程性

和多样性使得符号象征的选择变得更加复杂和多

元[11]。短视频中的符号选择不仅要考虑其视觉吸引

力，还需关注其在数字语境下的互动性和传播性。

这种数字化符号象征的选择过程，体现了曼诺维奇

所提到的数字文化特性，即文化生产的去中心化和

多样化。

基于上述理论，短视频中的符号象征不仅是文

化记忆的传递载体，更是文化意义的创造和再生产

工具。创作者在符号选择过程中需要找到文化历史

性和技术现代性之间的平衡。一方面，符号必须深

植于文化传统，承载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意义，以维持

文化记忆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技术手段和互动性赋

予符号新的生命力，使其在多元化数字环境中得到

广泛传播和认同。

短视频中的符号类型多样，包括文字符号、视像

符号、音声符号、副语言符号和物源符号等。这些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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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共同构成了短视频传承与传播文化记忆的基础。

文字符号通过标题、字幕和标签直接表达文化，缓解

文化传达中的误读。视像符号通过画面和场景跨越

文化障碍，提升文化的直观感知。音声符号如背景

音乐和音效，承载特定的文化情感，激发观众的文化

共情。副语言符号通过肢体语言和表情，增强观众

的情感共鸣。物源符号如历史文物和纪念品，则通

过展示和解说使观众直观理解这些文化符号的深层

意义。

斯蒂格勒指出，记忆在摆脱遗传记录的同时也

留下了裂变的烙印，“这些烙印留在石块、墙壁、书

本、机器、玉石等一切形式的载体之上，远可推至纹

身，近则有已器具化的遗传记忆，记忆先是被无机

化——或者说非能动化，然后又被重新有机化、被操

作、储存、理性化，它经过电脑工业的全息记忆阶

段”[12]，进入新的裂变发展期。短视频及其符号象征

正是这种记忆裂变的现代载体，深深扎根于历史渊

源与社会背景之中。正如汤普森所言，技术媒体“总

是嵌入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它们总是包含

某些对信息进行编码与解码的技术、规则与资

源”[13]。因此，符号象征的社会历史分析对于深入理

解短视频中的意义建构至关重要。每一个选定的符

号象征，无论是文化符号、历史人物还是特定场景，

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社会意义。在进行象征

符号选择时，应考虑符号的普遍性和可理解性，优先

选择那些能够跨越文化背景、减少理解障碍的符号

形式，同时注重符号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以适应不同

观众群体的需求。通过精心选择和使用这些符号，

短视频不仅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还能在潜移默

化中影响其对文化记忆的认知和态度，达致传承和

弘扬历史文化的目的。

(二)符号象征的视觉表达与文化记忆的呈现

短视频中的符号象征不仅仅是指简单的图像、

文字或物件，而是通过视觉表达手法来呈现文化记

忆的重要工具。视觉表达涉及到如何通过镜头语

言、色彩搭配、图像构图等视觉元素来突出符号象征

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通过精心设计的视觉表

达，短视频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内深刻地触动观众的

情感和记忆，从而使符号象征在文化记忆中得到更

为深刻和广泛的传播与接受。

短视频中符号象征的视觉表达“是感情思想的

对象化的能指，它用自身的理解方式来理解和探索

思想感情”[14]。视觉表达不仅是文化记忆再现的载

体，更是文化意义建构和传递的重要途径。首先，符

号象征通过视觉元素的具象化，使得复杂的文化记

忆能够以简洁明了的方式呈现。皮埃尔·诺拉的“记

忆之场”理论指出，“记忆不再自然存在，而是依赖于

特定的媒介形式得以传承”[15]。在当今数字媒介环

境中，传统的历史影像和文字资料虽然能够传达真

实的历史与文化，但它们在面对新一代观众时显得

过于复杂和晦涩。为此，历史影像资料需要通过技

术加工和视觉重构，才能适应现代观众的观看习惯。

符号象征的视觉表达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

用，它将复杂的文化记忆具体化、简洁化，从而有效

实现文化记忆的再现。其次，符号象征的视觉表达

不仅依赖于具体的图像和场景设计，还涉及到颜色、

构图、光影等视觉元素的运用。罗兰·巴特的符号学

分析表明，视觉符号在被编码时已经蕴含了特定的

文化意义，“物品、图像、动作可以表达意义，并且它

们实际在大量表达着意义，但是，这种表达从来不是

以自主的方式进行的”[16]，而是需要编码的。在短视

频中，符号通过巧妙组合和协调，能够增强其象征的

视觉冲击力和记忆效果，唤起观众对特定文化记忆

的情感共鸣和认同。然而，符号的过度视觉化可能

会导致文化内涵的浅层化，符号的多义性和深度可

能会被过度简化为视觉冲击力。最后，符号象征在

视觉表达中的动态变化和叙事节奏也显著影响了文

化记忆的呈现。短视频中的符号象征通过动静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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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节奏变化等方式，在短时间内传递丰富的文化信

息，增强观众对文化记忆的参与感和沉浸感。正如

哈布瓦赫所言，“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

念”[17]，记忆是通过社会互动和媒介形式进行集体建

构的。短视频通过镜头语言的多样性，如特写镜头、

慢动作、快切等技术，来突出符号象征的细节和动态

变化，从而在叙事节奏中引导观众的注意力和情感

反应。“在这种不知不觉的观看和被捕捉中，一种我

们共同的‘已经在此’牢牢地捕捉了一个个‘我’的意

志，支配着所有人这一共时化当下中的意识。”[18]

因此，符号象征的视觉表达在短视频中既是文

化记忆再现的强大工具，也是文化意义建构的关键

途径。然而，这一过程中既存在着有效传递文化内

涵的可能性，也隐藏着因过度简化而导致文化记忆

浅层化的风险，这是需要警惕的。

(三)符号象征的再现与文化记忆的社会意义

短视频中的符号象征再现不仅仅是对历史和文

化的简单回顾，更是一种有力的社会工具，能增强社

会大众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这种增强效果体现

在多个方面。首先，短视频通过生动的视觉符号和

象征物，将历史和文化以直观、易懂的方式呈现给观

众。这与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编码与解码理论相

一致，即媒介文本通过视觉符号的编码，使文化信息

得以广泛传播和接受。例如，在重大历史纪念日，创

作者会利用国旗、历史人物雕像、纪念碑等符号象征

制作内容，激发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和集体记忆。通

过这些视频，观众不仅接收到象征物的视觉信息，还

通过符号的文化编码感受到背后的历史情感和文化

意义，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认

同感。其次，短视频平台上符号象征的广泛传播，使

得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都能接触和感受多元文化。

这种全民参与的方式打破了文化传播的壁垒，使得

文化记忆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被共享和传承。例如，

短视频中关于传统节庆、民间习俗的内容常常加入

了许多地方特色符号，这些符号通过创作者的精心

制作和广泛传播，被全国乃至全球的观众了解和认

同。这不仅促进了地方文化的传播，也实现了更大

范围内的文化认同和社会凝聚。最后，短视频中的

符号象征再现通过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解读与借鉴，

进一步增强了社会认同感。短视频创作者通过展示

历史人物、英雄事迹和传统文化智慧，为观众提供了

应对现实问题的文化启示。这种古今对话的创作方

式，与霍尔所说的“文化再现”理论相吻合，既让观众

在历史符号中找到情感共鸣和心理支持，也促使他

们更好地理解和传承文化记忆。然而，这种符号再

现也可能引发对历史和文化符号滥用的批判，特别

是在短视频的碎片化传播中，文化记忆的完整性和

深度可能被削弱。

符号象征的再现不仅在文化认同的构建中扮演

关键角色，还在教育和文化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教育和科普类短视频大量运用符号象征来传递文化

知识和社会价值。例如，科学家形象、实验场景、教

科书插图等符号在科普短视频中得以再现，帮助观

众更好地理解复杂的科学概念和文化背景。这种符

号的再现不仅提升了观众的认知水平，还通过符号

象征的文化表达，增强了对科学文化的认同感。皮

埃尔·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认为，文化资本的再生

产是通过符号的传播和再现得以实现的。正如“财

产一旦从关系上被认识，就变成了区分的符号，这些

符号可能是高雅的符号，但也可能是庸俗的符号，只

要牢记这一点就可以看到，个人和群体通过其实践

和属性不可避免地显露的表象，是其社会现实的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19]。短视频正是通过符号的广泛

传播和全民参与，使得文化记忆得以在更大范围内

被共享和传承。

二、叙事策略的运用与文化记忆的传递

关于记忆的研究绕不过去的是谁拥有历史叙事

和现实阐释的权力，正如福柯所说，“谁控制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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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脉络”[20]。在短视频

领域，叙事策略不仅决定了故事的连贯性和吸引力，

更是文化记忆得以传播与共享的核心动力。

(一)叙事结构的构建与文化记忆的形塑

文化记忆的形成是一个“实践基础上的人类主

体能力和本质力量对象化地凝结、积淀和破译、复活

的双向过程”[21]。在现代信息传播环境中，短视频作

为一种新兴的媒介形式，以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和迅

捷的传播方式，成为文化记忆构建的重要载体。叙

事结构在这里并不是指倒叙、顺叙、插叙等叙事方

法，也不是指烘托、白描等叙事技巧，“而是指把一部

叙事作品的各个叙事单元和叙事层面贯穿起来的总

体结构特征”[22]。任何一部叙事作品都可能综合运

用几种叙事技巧和方法，但是一部作品只有一个总

体的叙事结构特征。叙事结构作为短视频内容的骨

架，其构建不仅影响观众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更形塑

了文化记忆的内容和形式。

列维·斯特劳斯的深层结构理论提供了一种理

解叙事结构与文化记忆之间关系的深刻视角。斯特

劳斯认为，叙事结构本质上是文化符号的深层编码，

通过二元对立和象征性结构形成了文化意义的框

架。在短视频中，这种叙事结构通过情节、人物、时

间、空间和视角等要素的有机结合，不仅传递了表层

信息，更隐含了深层的文化符号和价值观，从而塑造

了观众的文化记忆。

情节作为叙事的核心，通过一系列事件的发展

推动故事进程。在短视频中，由于时间限制，情节往

往被压缩成高峰时刻，利用叙事的凝练性和情感的

高密度，迅速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这种情节的设

计不仅仅是事件的简单再现，还是文化符号的象征

性表达，通过高峰情节的集中表现，符号化地传递文

化记忆中的核心价值。例如，在一些历史题材的短

视频中，重要历史事件的片段被提炼为视觉和情感

的高峰，强化了观众对历史记忆的集体认同感。还

有一些生活类短视频通过展现日常生活中的关键情

节，如家庭活动、亲子互动、美食制作等，来塑造观众

的文化记忆。通过叙事结构的巧妙设计，这些短视

频能够将普通的生活片段转化为具有情感共鸣的文

化记忆元素。

人物作为情节的承载者，其形象和行为塑造了

叙事的具体内容。通过人物的符号化呈现，叙事结

构赋予了文化记忆以具体性和感知性。斯特劳斯的

神话分析表明，人物在叙事中的作用不仅是推动情

节，更是文化符号的再现者和传播者。短视频中的

人物往往通过符号化的特征(如服饰、行为、语言)与
特定文化背景相联系，成为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

例如，在教育类短视频中，科学家或教师的形象往往

被符号化为知识与权威的象征，通过简明的叙事结

构，这些人物成为观众理解和记忆科学文化的关键

角色。

时间和空间作为叙事的背景，提供了故事发生

的环境和氛围。在短视频的叙事结构中，时间和空

间通过多维度的交错，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文化记忆

场域。斯特劳斯认为，“神话叙事中的时间和空间往

往具有象征性，它们通过非线性的方式重构历史，赋

予叙事以多重意义”[23]。在旅游类短视频中，创作

者常常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切换，展示一个地方的历

史与现代、自然与人文的对立与统一。例如，通过

展示不同时间段同一景点的变化，或者将不同地域

文化进行空间上的对比，旅游短视频不仅向观众传

递了视觉信息，还构建了关于该地点的多层次文化

记忆。

通过情节的高峰时刻、人物的符号化呈现以及

时间与空间的多维运用，短视频能够在有限的时间

内传递丰富的文化信息，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与文

化认同。这种叙事结构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不仅为

文化记忆提供了多元化的表达方式，还赋予了观众

更广泛的解读与参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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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感叙事的应用与文化记忆的共鸣

在短视频中，情感叙事不仅是一种叙事手法，更

是促使观众与文化记忆产生深刻共鸣的关键因素。

情感叙事指通过叙事中的情感元素与观众的情感体

验建立深层次的联系，从而在观众心中引发强烈的

情感共鸣。这种共鸣并不仅仅是情感的瞬时反应，

而是通过情感的持续挖掘和精细表达，使观众能够

更加深刻地理解并内化文化记忆中的情感与意义。

情感叙事与情动(短暂的情感激发)不同，它强调情感

的持久性以及情感与文化内涵的深度融合，从而在

观众中形成持久的文化认同。

情感共鸣的实现依赖于短视频精心设计的叙事

结构和情感表达策略。首先，情感刻画的细腻性是

情感叙事成功的基石。通过对人物内心情感状态及

其心理矛盾的细致刻画，短视频能够使观众更深入

地感受到文化记忆背后的情感蕴含。这种刻画不仅

增强了叙事的真实感和代入感，还使得观众能够通

过情感的深层次理解，与文化记忆中的情感元素形

成紧密联系。正如罗兰·巴特所言，“符号在叙事中

的意义不仅体现在表面的文字或图像上，更在于其

深层次的文化与情感蕴含”[24]。通过情感的细腻表

达，短视频得以将这些符号化的情感进一步传递给

观众，促使他们在情感上与文化符号产生共鸣。其

次，情节设置中的情感张力也是情感共鸣的重要构

成因素。情感张力通过叙事中情感冲突的逐步积累

和高潮得以释放，引导观众在情感上与叙事内容建

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契克森米哈赖的“心流”理论强

调，人在完全投入某项活动时，情感反应和认知体验

达到最强烈和最优化的状态。他认为，“心流就是大

脑的生命。当心熵比较高的时候，在一片混乱的情

况下，大脑的做功能力很低，很多心理能量都浪费在

内耗上了。但一旦进入心流状态，心理能量就围绕

着同一个主题组织起来，向同一个方向高效率地输

出”[25]。在短视频中，通过巧妙设置情节中的情感张

力，创作者能够有效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促使他们

全身心地投入到叙事之中，并与文化记忆中的情感

元素产生深度互动，即进入一种“心流”状态。这种

情感张力不仅在叙事高潮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同时

也贯穿于叙事发展的各个阶段，形成了一种持续的

情感吸引力，使观众的情感体验与文化记忆的传递

紧密交织。最后，符号象征的情感表达也是情感叙

事的重要策略之一。短视频通过运用符号象征、视

觉和声音元素等多样化的表达方式，能够有效地增

强情感叙事的感染力和深度。例如，使用悲伤的音

乐和灰暗的色调来描述历史悲剧事件，增强观众的

同情心；展示国旗、传统服饰或节庆装饰，唤起观众

的爱国情感和文化认同。通过这些符号化的情感表

达，短视频不仅传递了情感信息，还进一步加深了观

众对文化记忆的认知和认同。

通过精准的情感表达和叙事策略，短视频能够

在短时间内深度触动观众的情感，使得他们能够更

加深刻地理解和认同短视频所呈现的文化记忆。然

而，在情感叙事中，创作者需要谨慎把握情感表达的

度，以避免过度煽情导致观众的情感疲劳，从而确保

文化记忆的传递效果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三)叙事视角的选择与文化记忆的多元化

叙事视角指“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

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或者说，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

角度观察故事”[26]，它是“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看

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27]。不同的叙事视角会产

生不同的叙事效果。热奈特提出了内聚焦、外聚焦

和零聚焦的多元叙事视角，认为叙事视角的选择直

接影响叙述的可信度、信息的传递以及观众的情感

参与度[28]。短视频叙事视角的选择不仅决定了内容

的呈现方式，更在文化记忆的建构和多元化表达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内聚焦强调叙述者仅展示某一角色的视角或内

心世界，这种视角能够使观众深入体验角色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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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心理，从而在文化记忆的建构中产生强烈的共鸣。

内聚焦常用于视频博客或个人叙述类视频，观众通

过创作者的视角体验其独特的文化经历和情感。内

聚焦不仅将个体记忆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记

忆，还增加了文化记忆的多样性和层次感。但内聚

焦的局限性在于它可能忽略更广泛的社会和历史背

景，从而限制了文化记忆的全面性。

相较之下，外聚焦通过展示角色的外部行为和

客观现象，强调叙述的客观性和广泛性。在短视频

中，外聚焦通常用于纪录片或新闻报道，旨在提供不

带个人情感的文化信息。这种叙事视角能够将个人

经历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使观众能够从更全

面的角度理解文化记忆。例如，一段关于传统节庆

的短视频，通过外聚焦展示节庆的历史背景、社会意

义和参与者的整体行为，帮助观众在情感与认知层

面上将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联系起来。这种视角不

仅丰富了文化记忆的内容，还增强了记忆的客观性

和广度。

零聚焦，即全知视角，是一种能够自由切换不同

角色和场景的视角。在短视频中，零聚焦视角可以

通过展示多个视角下的文化现象，呈现文化记忆的

多层次性。通过这种叙事方式，短视频能够将个人

记忆与集体记忆结合起来，既展示个体的主观体验，

也涵盖更广泛的社会和历史背景。零聚焦的优势在

于其能够在同一叙事中整合多种文化视角，打破单

一叙事的限制，从而为观众提供一个更为全面和复

杂的文化记忆图景。

通过内聚焦、外聚焦和零聚焦等视角的应用，短

视频能够有效构建和传播多元化的文化记忆。这种

叙事策略使文化记忆在现代语境中不仅得以保留和

传承，还能够不断丰富和扩展，进而成为跨地域交流

与理解的重要媒介。

三、主体互动的融入与文化记忆的传播

在短视频平台上，主体互动不仅是简单的操作

行为，更是文化记忆解读、再评价和传播的重要环

节。与传统媒体相比，短视频赋予主体更为充分的

参与权，这一变化使得文化记忆的构建不再依赖少

数精英的叙事权力，而转变为大众共同创造和传播

的过程。在传统媒体时代，文化记忆的传播路径相

对单一，观众主要作为被动的接受者，而在新媒体时

代，主体通过评论、点赞、分享等互动形式，积极参与

到文化记忆的构建和传播中。这一转变不仅增强了

文化记忆的多样性和动态性，还使得文化记忆在更

广泛的社会互动中得以不断重构和再生。

(一)评论与文化记忆的解读评价

短视频改变了记忆书写和传播的逻辑，促使记

忆建构从传统储存性媒介向“功能性媒介回返”[29]。

评论作为一种社交互动形式，不仅是观众对内容的

即时反馈，更是对文化记忆进行解读与再评价的重

要机制。通过评论，多元主体能够深入探讨视频所

涉及的文化元素、历史事件或符号象征，从而推动文

化记忆的多样化解读与多维度评价。

首先，主体评论在文化记忆解读中扮演了引导

和深化的角色。短视频通过大众化的叙事风格承载

了部分文化记忆的传承功能，而主体评论则进一步

拓展了这一功能的广度与深度。评论的互动性、非

线性和开放性特征，拓宽了短视频叙事的边界。通

过评论，主体能够即时参与视频内容的讨论，形成一

个动态的互动网络。这种即时性不仅丰富了观众对

视频内容的理解，还使得文化记忆的解读过程更加

多元化和流动化。与传统线性叙事不同，主体评论

并不受时间顺序的限制，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点对

内容发表见解，并从多角度、多时间节点进行解读和

评价。例如，在讨论涉及历史事件的视频时，互动主

体可以从历史学、社会学、个人经历等不同视角提出

评论，这些评论以碎片化形式存在，拓宽了叙事的边

界，使文化记忆的解读跳脱出单一线性叙述的限制。

其次，主体评论促进了文化记忆再评价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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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社会记忆的形式都承载着知识理念和价值

判断等要素，蕴含着社会关系的生成和表达，网络空

间中对社会记忆形式的任何再生产行为，都直接影

响着网民对其传递的价值观念互动、家国情感共鸣

与政治认识认同的效果”[30]，评论中的质疑、反思和

讨论，常常会促使观众重新审视视频中的文化符号

和历史叙述。一方面，主体评论提供了一个开放的

平台，允许多样化的观点和见解得以表达和交流。

参与主体在评论中往往加入了个人经历、历史知识

和文化背景等信息，这种多样化的信息输入使得文

化记忆的再评价具有多重视角。例如，当一个短视

频涉及到特定文化传统或文化习俗时，不同背景的

主体可能会提供截然不同的见解，从而促使观众重

新思考和评估原有的文化记忆。另一方面，主体评

论基于即时性和互动性可以迅速形成集体智慧。多

元主体通过评论进行的互动讨论能够迅速揭示和纠

正视频中的错误信息或片面解读。例如，针对视频

“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网民通过评论对故事

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并通过集体努力查证事实，最终

揭示了故事的虚构性。这种质疑和求证的过程，不

仅是对短视频内容的再评价，也是对相关文化记忆

的重新解读和修正。

最后，主体评论还通过“叙事共创”机制，促进新

的文化记忆形成。“叙事共创”指的是多个主体在互

动过程中共同参与叙事的构建和发展，通过评论分

享观点、经验和解读，集体对内容进行再创造和延

伸。网络评论的互动性和开放性使多元主体能够在

评论中共同创造和重塑文化记忆。评论中的讨论、

辩论和分享，不仅丰富了视频内容的内涵，也促使文

化记忆在交流中被重新定义和再创造。例如，部分

主体在评论中对某个文化符号的不同解读，可能会

促使其他主体重新思考该符号的意义，从而在集体

记忆中形成新的认知和共识。因此，多元主体在评

论中分享的个人经历、文化背景和历史知识，不仅是

对视频内容的回应，更是对文化记忆的丰富与补充。

(二)点赞与文化记忆的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可以基于内容的稳固性和存在状态被

区分为事实性认同和建构性认同。事实性认同指的

是那些较为稳固且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内容，而建构

性认同则指向那些在认同内容和结果上都处于动

态开放状态的领域。在网络空间，人际互动的媒介

和方式愈加多样化：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语言交流，

还包括图片、符号、录音、视频等多模态信息的传

递。在这种多样化的互动过程中，信息的传播和接

收者数量越多，该信息被重新建构和形塑为群体文

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网络空间的认同不是固

定的事实性认同，而是“一种具有明显文化建构性的

社会认同”[31]。

“文化记忆承载着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风

貌与集体情感，是共同体成员共商、共建与共享的公

共记忆。”[32]在短视频平台上，点赞作为一种直接反

映参与主体喜好和认同的互动行为，对于形塑和构

建文化记忆的社会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当一个短视

频中涉及的文化记忆元素获得大量点赞时，这不仅

表明个体用户对其内容的高度认同，也意味着该内

容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得到了共鸣和支持。观看

短视频时，参与主体在记忆交互中回望历史、理解传

统，展开关于文化的多元想象，从而形成某种集体文

化形象。而点赞行为则是对这种集体文化形象的具

象化认可，进一步强化了文化记忆在公众心中的形

象和地位。

点赞行为不仅在当下塑造了文化记忆的内容，

还直接影响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这种选择性影响

形成了文化记忆的动态更新和持续传播。高点赞数

不仅是内容受欢迎程度的象征，还赋予了视频内容

一种权威性，暗示其可靠性和重要性。随着权威性

的提升，文化记忆的影响力在公众中也相应增强，视

频成为讨论和传播的焦点。与此同时，主体评论和

点赞等互动形式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往往通过“漫

灌”的方式进入互联网公共领域，塑造公共意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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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舆论的形成。点赞行为不仅筛选并优先传播那些

更能引起大众共鸣的内容，还引导了创作者的创作

方向，使他们更加关注能够获得高点赞数的主题和

元素。

总体而言，在个体与网络信息深度互动的互联

网时代，点赞不仅表达了对文化内容的认同，也参与

了文化记忆的共同建构。然而，点赞并非完全没有

争议，过度依赖点赞可能导致内容创作者为了迎合

大众口味而放弃深度和原创性，从而影响到文化记

忆的多样性。

(三)分享与文化记忆的传播重构

分享作为短视频平台上最常见的互动行为之

一，对文化记忆的扩散和重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在网络时代，分享不仅是一种传播手段，更是一

种重新定义和再造文化记忆的方式。多元主体通过

分享短视频，将个人对视频内容的理解、情感和价值

观传递给更广泛的受众，从而在社会中形成广泛的

文化记忆网络。

首先，分享行为促进了文化记忆的多样化表达。

罗兰·巴特认为，“符号的意义并非固定，而是在传播

过程中不断被重新诠释和赋予新的含义”[33]。大众

在分享视频时，往往会加入个人评论、情感解读或附

加信息，这些元素丰富了视频的原始内容，使其在传

播过程中被重新解读并赋予新的意义。这种多元化

的解读不仅增加了视频的文化内涵，还推动了文化

记忆的多层次传播，使得不同背景和经历的个体能

够在其中找到共鸣。例如，当视频观看者分享有关

传统节日的视频时，可能会添加自己家乡的独特习

俗或个人回忆，从而使同一节日的记忆在不同人群

中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这种多样化的表达不仅

增强了文化记忆的生动性，也促进了文化的包容性

与多元化发展。

其次，分享行为推动了文化记忆的传播扩散。

“二级传播理论”认为，信息的传播并非简单的单向

线性过程，而是通过意见领袖等关键节点的中介作

用扩展传播广度[34]。在短视频平台上，主体的分享

行为就扮演了类似意见领袖的角色。他们通过分享

和传播，使文化记忆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扩散。短视

频平台上的文化记忆传播依赖于 3个要素：传播主

体、传播内容和传播媒介。用户作为传播主体，通过

分享行为推动文化记忆的扩散：视频内容的吸引力

则决定了文化记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而网络分享

功能则是文化记忆得以广泛扩散的技术支撑。通过

这三者的内在互动，短视频平台上的文化记忆传播

呈现出自觉且网络化的特征。热门短视频在短时间

内被分享和讨论，这种快速且广泛的分享机制使得

视频中内嵌的文化记忆迅速扩散至大众群体，从而

推动文化记忆的更新与重塑。

在多样化表达和传播扩散之外，分享行为还能

构建文化记忆的共同体。主体在分享短视频时，不

仅是在传递信息，更是在建立联系与互动，每一次分

享都是一次记忆的再生产。通过这种分享行为，多

元主体在社交网络中建立起文化记忆的互动关系，

从而将个人记忆嵌入到集体记忆的框架中。随着多

层次的互动与交流，文化记忆得以从个体层面扩展

至集体层面，形成一个互联互嵌的记忆共同体。

四、结语

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形式，凭借其独特

的智能交互、视觉沉浸和快速传播特性，已经成为文

化记忆建构的重要载体。在这个过程中，符号象征、

叙事策略以及主体互动共同构成了短视频中文化记

忆建构的核心机制，使得文化记忆在这个平台上得

到了独特的发展与传播。

符号象征是文化记忆符号化的重要方式。通过

精心选择和呈现符号，短视频得以强化文化记忆的

表达，使观众在短暂的观看过程中获得深刻的文化

体验。符号不仅承载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还在

现代媒介的背景下，借助视觉和听觉的综合手段，被

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成为观众理解和认同文化记忆

的重要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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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叙事策略在短视频中的运用也至关

重要。通过叙事结构的巧妙安排，短视频能够在短

时间内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增强文化记忆的感染

力。情感叙事使观众不仅仅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

还是主动的情感参与者，这种参与感进一步加强了

文化记忆的传播效应。此外，叙事视角的多样化丰

富了文化记忆的呈现方式，使得短视频能够在多层

次、多角度的表达中展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但是，过度依赖情感叙事可能会导致文化记忆的历

史性和真实性被稀释，转而成为一种迎合大众感官

刺激的浅层文化体验。

主体互动在文化记忆的建构和传播中起到了决

定性的作用。评论、点赞和分享不仅是主体对视频

内容的直接反馈，更是文化记忆在社会中的再生产

与扩展。通过这些互动，主体不仅是观众，还是文化

记忆的共同创造者。新媒体环境下，多元主体的积

极参与使得文化记忆在短视频平台上不断被解读、

评价和再创作，从而变得更加多元化和动态化。虽

然主体互动的广泛参与赋予了文化记忆新的动态

性，但也引发了文化记忆可能在多次再创作与再解

读过程中出现偏差或碎片化的隐忧。

总体而言，短视频在文化记忆的建构与传播中

展现了巨大的潜力，它继承和延续了传统文化的精

髓，并通过新媒体的表达方式赋予文化记忆新的意

义与价值。然而，短视频媒介在促进文化记忆传播

的同时，也可能因其技术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导致

文化记忆的浅层化和商业化。在未来，随着短视频

技术的发展及其社会文化影响力的扩展，文化记忆

的建构与传播将继续在这一平台上获得新的动力。

但如何平衡文化深度与传播效率、如何保护文化记

忆的多样性与真实性，将成为更加迫切需要研究的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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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Cultural Memory in Short Videos: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Subject Interaction

Pan Liwen

Abstract：Cultural memory serves as a vital link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showcasing collective cultur⁃
al imagination and revealing the continuity of civilization. It carries the essence of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regenera⁃
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short videos have emerged as significant mediums for construct⁃
ing cultural memory, thanks to their intelligent interaction, immersive experience, and personalized social features.
Through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subject interaction, short videos breathe new life into cultur⁃
al memory. In the selection and expression of symbols, short videos not only recreate specific symbols within cultural
memory but also imbue these symbols with new social meanings. By employing skillful narrative strategies, short vid⁃
eos can convey rich cultural content within a limited time, presenting diverse cultural memories. This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structures, the application of emotional narratives, and the choice of narrative per⁃
spectives, which enhance the audience's re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memory. Subject interaction, as a
crucial compon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memory in short videos, promotes the dissemination of cultural memo⁃
ry through comments, likes, and shares, while also driving its reconstruction and regeneration through interaction.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short videos are not only new carriers of cultural memory transmission but also build a more dynam⁃
ic and diverse cultural memory system through rich interactions and forms of expression.

Key words：short videos; cultural memory;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narrative strategies; subject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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