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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站作为 Ｚ 世代青年群体的
“

精神家园
”

，
通过

“

国创崛起
”

与再创作不断和传统文

化相融合 。 历史文化类纪录片的风靡使其二次元内容与 ＵＧＣ 视频相互反晡的模式发

生变革 ， 青年社群也通过
“

参与式展演
”

与主流文化接轨 ，
引发了一场亚文化群体与官

方话语之间的认同狂欢 。 该群体通过
“

二次创作
”

与纪录片产生紧密互联 ， 将传统文化

ＩＰ 重新演绎
，
以独特的弹幕话语和互动仪式塑造了个体到共同体的身份确认 ，

以隔空

狂欢的方式实现不同圈层的文化融通 ，
继而引发了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 。

本研究基于
“

文化认同理论
”

和
“

使用与满足
”

的基本模式 ，
运用 内容分析法 、 问卷

调查法与深度访谈法
，
从 Ｂ 站

“

出圈
”

纪录片所覆盖的青年社群角度出发 ， 探究其在生

产传播实践中形成的认同表征以及建构文化认同的具体逻辑 。

研究发现 ， 青年社群作为文化认同主体 ，
以弹幕话语的表意实践呈现出圈层认同

景观 。 通过语言符号的
“

意义共享
”

将认同的主体与客体 、 个体与共同体相连接 ，
衍生

出的凌驾于纪录片之上的意义空间
，
为青年社群的情感交换 、 动机生产与隔空狂欢提

供了
“

场域
”

。 在媒介参与和生产实践中 ， 青年社群的认同构成了
“

高情感－高认知
”

双重

正向依赖的特征 ， 并在现代语境下越来越呈现出碎片式的 、 多维度的趋势 ， 个体的
“

差

异
”

通过共有的文化记忆归入到群体的
“

同
一

”

中
，
最终形成

“

想象的共同体
”

。 在接受 、

平衡 、 认同 、 内化的过程中 ， 青年社群的文化身份与主体意识也发生了变化 ，
以

“

现

实 自我的再现
”

与
“

理想 自 我的投射
”

建构个体认同 ，
既而在仪式互动与刻写实践中唤

醒集体记忆
，
并以非抵抗式的文化扩编使原本存在断裂的传统文化与青年亚文化走向

统一
， 最终完成了文化认同的狂欢和治愈 。

关键词 ： 文化认同 ； 青年社群 ； 历史文化纪录片 ； 表征

作者 ： 雷凯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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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１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１ ． １ ． １ 研究背景

据 Ｂ 站 ２０２ １
－２０２２ 年度纪录片发布会数据显示

，
纪录片受众呈现出年轻化 、 高互

动 、 高黏性等特征 ， 其中 Ｚ 世代 （
１ ９９５ ２００９ 年间出生的一代人 ） 用户 占比 ７８％

， 讲

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纪录片成为受众兴趣所在
，
占比 ８２％

？
凸显出青年社群对于

主流文化的积极融合 。 以 ＡＣＧ （动画 、 漫画 、 游戏的总称 ） 为核心圈层的 Ｂ 站受众

常被贴上
“

抵抗性
”

、

“

边缘化
”

、

“

拼贴与反叛
”

的鲜明亚文化标签 ，
随着纪录片 、 拜年

祭和国创崛起等形式在 Ｂ 站的风靡
，
其二次元内容与 ＵＧＣ 视频相互反晡的模式发生

变革 ， 青年社群也不断与主流文化接轨
，
这场双向互动促成了传统文化在 Ｂ 站的成长

与复兴 。 青年社群通过
“

二次创作
”

与纪录片产生紧密互联 ， 将传统文化 ＩＰ 重新演绎 ，

把庄重变为诙谐 ， 把复古变为潮流 ，
实现传统文化与 多元文化的迅速融合 。

历史文化纪录片在 Ｂ 站青年社群的热捧下
，
累计创下播放量破亿 、 弹幕互动超过

百万的记录
， 使得讲述传统文化的纪录片快速走向 了年轻人 ， 并以高度融合的态势与

亚文化群体共存 。 由此可见
， 传统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从表现手法 、 叙事结构到价值内

涵都存在一定的共性 ， 两者之间超越
“

抵抗
”

范式 ，
逐渐产生

“

互动
”

与
“

融通
”

。 在热播

的历史文化纪录片 《历史那些事 》 、 《中国通史 》 、 《如果国宝会说话 》 、 《我在故

宫六百年 》 中
， 青年社群通过

“

萌 、 梗与仪式化
”

的弹幕互动对传统文化表达了 出奇一

致的认同感
，
高频词语如

“

双厨狂喜
”？

、

“

ａｗ ｓ ｌ

”？
、

“

破防了
”？

、

“

致敬
”

、

“

泪 目
”

、

“

为祖

国打 ｃａ ｌ ｌ

”

、

“

此生无悔入华夏
”

、

“

中华文化 ｙｙｄｓ

”

等
，
体现出对于国家 、 地域 、 民族 、

文化等层面的认同与情感共鸣 。

随着越来越多的
“

主流话语
”

在亚文化社群中形成 ， 引发了
一

场
“

二次元民族主义
”

１
２０２ １

－

２０２２ｂ ｉ ｌ ｉｂ ｉ ｌ ｉ 纪录片发布会
［
ＥＢ ／ＯＬ

］
． ｈｔｔ

ｐ
ｓ ： ／八ｖｗｗ． ｂ ｉ ｌ ｉｂ ｉ ｌ ｉ ． ｃ ｏｍ／ｂ ａｎｇｕｍ ｉ／ｐ ｉａｙ／ ｓ ｓ ３ ９８９９ ／？ｆｒｏｍ

＝

ｓ ｅ ａ ｒｃｈ＆ ｓ ｅ ｉｄ
＝

１ ７４４０４３ ９

２７２６２２ ８ ８ １ ４８ ８＆ ｓｐ
ｍ ｉｄ ｆｒｏｍ

＝

３ ３ ３ ． ３ ３ ７ ． ０ ． ０
，
２０２ １

－

１ １
－

１ ３ ．

２ 形容看到一个作品中 同时融合 了 自 己喜欢的两件事物时的激动心情 。

￥“啊我死 了
”

的拼音首字母缩写
，

一

般用来形容看到可爱之物时的激动心情 ，
表达的是一种兴奋到窒息的含义 。

？ 本为游戏术语 ，
意为使用特殊物理伤害突破 了 防御 。 在新媒体语境中 常用于表示心理防线被突破后

，
产生不可

抑制的震动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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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体狂欢 ， 使得原本存在区隔的亚文化场域和官方话语体系之间发生交融 。 在 Ｂ

站资深的
“

二次元
”

原住民和受主流文化熏陶与道德规训的青年群体相互的影响下 ，

Ｚ

世代纪录片社群反而有着更为幵放的心态 ， 不会先入为主地排斥题材 、 种类 ， 只要能

够找到相对应的
“

满足群组
”

， 都会毫不掩饰地表现出狂热的认同感 。 在
“

文化复兴
”

的

大背景下 ， 这样的 良性互动无疑是促进文化认同的有效路径 。 基于此
， 本研究聚焦于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 ， 探究其在特定场域中对于传统文化所表现出的认同以

及形成认同的逻辑 ，
厘清该群体观看纪录片的行为与其认同度之间的关系 ，

以期对
“

文

化认同
”

的建构有所裨益 。

１ ． １ ．２ 研究意义

探究历史文化纪录片中的传统文化与 Ｂ 站亚文化群体之间的双向互动 ，
是衡量认

同动态变化的切 口
，
也是对青年社群文化身份转变的有力解读 。 随着 Ｂ 站亚文化群体

开始摆出明显的
“

畅销
”

姿态
，
亚文化语汇 （视觉的和言辞上的 ） 也变得越来越耳熟能

详气 亚文化现象逐渐被主流收编进入大众语境 。 青年社群中的御宅族 、 动漫迷开始

向主导意识形态看齐 ， 通过戏谑的方式表达认同 ， 个人风格十分鲜明 。 对于该现象中

受众主动性的研究较少 ， 传统研究多以纪录片的角度阐释互动机制 ，
受众扮演的是信

息接收者的角色 ， 但在 Ｂ 站青年社群中更多的是参与者与二次传播者 。 因此 ， 本研究

以受众为本位
，
探究原本分散的社群通过特定的兴趣聚合 ，

从而完成作为个体成员到

群体身份确认的过程 。

青年社群对于 Ｂ 站纪录片媒介的使用能够满足 自 身
“

功能性
”

和
“

情感性
”

的需求 ，

如使用弹幕以及二次剪辑等特定功能以达到预期对历史 、 文化等要素的认同情感或心

理状态 。

一

方面 ，
纪录片要将

“

某种中心价值
”

传递给受众 ； 另一方面
，
受众在接收时

对 自 己在互动中的身份有了 明确的认识 ， 个体对意识形态的承认和接收是
一

个
“

双重

确认
”

的过程气 在这个过程中 ， 青年社群与传统文化通过互动建立起了特殊的认同关

系 。 作为认同主体 ，
该群体不能被简单划分为具有

“

髙学历 、 城市化 、 高收入
”

特征的

人群 ， 应从情感 、 心理角度深入探究根植于历史文化纪录片 中引起受众文化认同与情

？ 林品 ． 青年亚文化与 官方意识形态的
“

双 向破壁
” “

二次元 民族主义
”

的兴起
［
Ｊ

］
．探索与争鸣

，

２０ １ ６
（
０２

）
： ６９

－

７２ ．

２
 ［
美

］
迪克 ？赫伯迪格 ．亚文化 ：风格的意义 ［

Ｍ
］

．陆道夫
，
胡疆锋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９ ： ９４ ．

？
 ［
法

］
路易 ，

阿尔都塞 ．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 家机器 ［
Ａ

］

．齐泽克 ，阿 多尔诺 ． 图绘意识形态
［
Ｍ

］
．方杰译 ．南京 ：南京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６ ： １ ２ （Ｍ ２４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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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共振的因素
，
从而引导青年社群包括部分亚文化群体加入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中 ，

为提升
“

文化 自信
”

与实现
“

文化复兴
”

添薪续力 。

１ ． ２ 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

１ ．２ ． １ 研究对象

参考国务院印发的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
２０ １ ６－２０２５ 年 ） 》 中的年龄定义 ， 青年

为 １４＞

３ ５ 周 岁
？人群

，
据 Ｂ 站纪录片发布会数据显示

，
其 １ ８

－

３ ５ 岁用户 占比高达 ７８％ 。

因此本研究选取的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年龄取交集 ，
将 １ ８

－

３ ５ 岁的青年作

为主要研究对象 ，
基于 Ｂ 站播放量较高 、 较为 出 圈的四部纪录片 《历史那些事 》 、 《如

果国宝会说话 》 、 《河西走廊 》 和 《我在故宫六百年 》 展开研究
，
受众样本的选择具

有
一定代表性 。 上述纪录片的弹幕中充斥着大量表达高度文化认同感的文本 ，

如
“

文

化才是我们的根啊
”

、

“

太震撼了
”

、

“

代代传承 ，
切勿相负

”

、

“

爱故宫 ！ 爱我大中华 ！

”

等 ， 凸显出该群体对于传统文化的积极认可 。 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的方式 ， 对 目

标社群的社会学人口特征进行描述 ， 探讨纪录片媒介使用与文化认同满足程度的相关

性
，
以此洞察文化认同从个体到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 对于弹幕的个案研究 ，

选择 《我

在故宫修文物 》 的姊妹篇—— 《我在故宫六百年 》 进行内容分析 ， 探究该纪录片青年

社群从认知层面所表现出的认同及其话语实践特征 。

《我在故宫六百年 》 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２ 月 ３ １ 日在 Ｂ 站首播 ，
时值故宫建成六百周年 ，

作为跨年纪录片 ， 献礼这
一特殊时刻 。

一经播出 ， 便获得了超过 ５００ 万的播放量 ， 弹

幕总数 ２ ． ２ 万
， 评分 ９ ． ８ 分 。 经过近五年的沉淀 ，

这部纪录片传承了其姊妹篇温情 日

常的表达方式 ，
将视角依旧聚焦在文物修复师身上

， 带动了受众的
“

故宫
”

情怀 。 全片

通过地基 、 瓦片 、 彩画 、 瓷器 、 木作等根植于宫殿内的文物展现了故宫建筑所凝结的

艺术之美 、 文化之美 ， 同时聚焦修葺过程中的
“

人
”

，
以此触及与受众之间更深层次的

关联 。 作为 中华文化 ＩＰ 之一
，

《我在故宫六百年 》 展现了不可移动的古建筑 、 传承而

来的文化技艺 、 历史故事及历史人物等文化要素 ， 在彰显着跨越六百余年的传统文化

的同时 ，
也代表着历史的缩影与 中华文明的见证。 因此 ， 青年社群通过弹幕实践与二

① 新华网 ．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２０ １ ６
－

２０２５年 ）
［
ＥＢ ／ＯＬ

］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 ｅ ． ｃｎ／ｘｗｚｘ／ｇ

ｎ ｓｚ／
ｇｄ

ｘｗ ／２〇 １ ７０４／ ｌ ４／ｔ２０ １ ７０４ １４ ２ １ ９５

５９４２ ． ｓｈｔｍ ｌ
，

２０ １ ７
－

０４－

１ ４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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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创作留下了丰富的受众研究文本
，
为认同

“

意义的共享
”

奠定了基础 。

１ ．２ ． ２ 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关注历史文化类纪录片在 Ｂ 站平台上引发青年受众强烈的文化认同

这一现象
，
从

“

出圈
”

作品所覆盖的青年社群角度出发 ，
探讨该群体在认知层面所表现

出的文化认同以及对主流文化形成认同的过程 。 青年受众对历史文化纪录片所承载的

中华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涵的认同感表现在情感 、 行为 、 价值观等多个层面 ，
甚至围绕

纪录片进行了再解构与再创作 ，
以形成认同本体所需的某种

“

归属
”

。

基于此
，
选定的

“

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
”

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对象 ，
以

“

文化认

同理论
”

与
“

使用与满足
”

的基本模式作为指导 ，
从受众主动性入手

，
衡量

“

认同
”

产生的

具体效用与 多元影响因素 。 本文提出的具体问题为 ： 在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

中所形成的文化认同如何
“

表征
”

？ 认同度与观看纪录片的媒介行为之 间有何关系 ？

具体的建构逻辑是什么 ？ 解决以上问题 ， 需要对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生产

传播实践进行分析研究 ，
挖掘其群体特征以及建构文化认同的过程

，
从认知 、 情感 、

行为各层面所引起的反应 、 引发的共鸣上解析产生认同的根本逻辑 。

１ ． ３ 国内外研究现状

１ ． ３ ． １ 纪录片青年受众研究

以
“

纪录片受众研究
”

为主题词在 ＣＮＫＩ 进行搜索 ， 共获得 ３７２ 篇
“

新闻与传媒类
”

相关文献 ，
其中 ，

以硕博学位论文为主
，
共 ２０９ 篇 ，

以学术期刊为辅 ，

１ ４９ 篇 ， 同时

有少量学术辑刊 、 特色期刊与会议论文 。 其关注的主题涉及到受众解码 、 跨文化传播 、

文化传播研究 、 国家形象建构及空间表征等层面 ， 部分与纪录片受众认同相关的主题

则包含了文化认同 、 仪式传播 、 国家认同感 、 青年亚文化 、 对外传播 、 Ｂ 站 、 工匠精

神等关键词 ，
与本研究的主题具有

一

定关联性 。 在超星电子图书数据库通过检索
“

纪

录片受众研究
”

的关键词
，
得到 ３２ 条相关图书数据 ， 去掉非学术性以及与本研究无关

的书籍 ， 剩余 １ １ 部左右 。 在以上论文与书籍等文献的基础上 ， 对
“

纪录片青年受众
”

的研究现状进行如下综述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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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国内研究现状

“

受众本位
”

的研究视角通常以受众为中心展开叙述 ， 不再局限于对纪录片 内容以

及文本层面的分析 ，
通过积累大量的受众资料 ， 对其呈现出的特征与产生的效用进行

深入探讨 。 在大众传播学和受众研究领域内 ，
关于纪录片受众的研究主要从受众构成 、

对纪录片 内容的反馈以及受众本身的影响等诸多方面展开 ，
关注媒介内容对受众带来

的后果 ，
理解纪录片这一非虚构影视文体的影晌过程 。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学者往往将

受众看作信息的积极解释者 ， 而非被动的接收者 ，
关注其意义生产与实践的过程 。 尤

其以主流文化内容为主的纪录片 ，
从受众的态度和行为效果 （

ａｔｔ ｉ ｔｕｄ ｉｎａ ｌａｎｄ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 、 认知效果 （ｃｏｇｎ

ｉｔ ｉｖｅｅｆｆｅ ｃ ｔ ｓ
） 及身份认同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 等层面窥视民族文化的

影响
，
通过衡量受众的反馈来探究传播效果 。

文 Ｉ

Ｊ晓晓以哔哩哔哩 自制纪录片的
“

网生代
”

受众为研究对象 ，
对其进行心理剖析 。

通过问卷调查 、 深度访谈 、 弹幕与评论的分析等手段 ，
发现

“

网生代
”

受众具备追求个

性 、 反传统反权威 、 讨厌说教 、 具有强烈的表达欲 、 喜爱 自 嘲等特点 。 在
“

网生代
”

群

体中成为现象级的纪录片作品 ，
则呈现出娱乐性强 、 反传统 、 互动性强 、 主题和人物

草根化 、 个人化的微小叙事和快节奏 、 碎片化的叙事特征＇ 受众 自 身所具备的互动

性与开放性和纪录片 内容的新颖性与创造性相结合 ， 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受众认同

感 。 张雯雯在 《融媒体时代中国 电视文化身份论 》 中强调 了受众文化权力 的彰显以及

媒介支配关系的淡化 。 该学者认为在消费文化背景下 ，
带有商品化 、 娱乐化 、 世俗化

特征的文化产品在受众中搭建起广泛的认同联盟 ， 受众通过 自 我赋权获得了主动彰显

文化诉求的机会与权力 。 最终的研究结果显示
，
伴随着个体参与性 、 自主性的增强

，

媒介与受众在以往单向传播中所形成的支配性 、 权威性话语逐渐为大众协商式 、 参与

式话语所取代气

在受众多元化的文化身份中 ， 边缘化与亚文化群体的身份认同颇受关注 。 吕新雨

在 《中国纪录片 ： 观念与价值 》 中总体概述了 中国的纪录片对于亚文化群体的展现 ，

以其 日 常的细节和语言 、 行为方式讲述该群体最真实的生存情感气 霍尔 曾指出 ，

“

那

些选择投身于青年文化的年轻人
，
就如 同他们在纪录片 中被再现的形象一样 ， 同时也

１ 刘哓晓 ． 哔哩哔哩 自制纪录片 的叙事策略研究
［
Ｄ

］

． 山东大学
，

２０２０ ．

２ 张雯雯 ．融媒体时代中 国 电视文化身份论 ［
Ｍ

］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８ ： １４３ －

１４４ ．

？
吕新雨 ． 中 国纪录片 ：观念与价值

［
Ｊ

］
． 现代传播 ，

１ ９９７
（
３
）

： ５ ７ ６ １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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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遣返到常识为他们安排就绪的位置中 ， 从而形成了刻板印象与文化区隔
”？

。 只有修

复不同身份群体之间断裂的秩序
，
亚文化与主流文化才能够形成良性互动 。 童清艳在

《受众研究 》 中认为纪录片有意识地与意识形态中心保持一定距离时 ， 便会寻找另
一

个文化体系中的受众的认可
， 在
一个更为宽泛的社会价值体系中发展 。 部分纪录片将

视野投向处于主流群体边缘的亚文化群体 ， 例如异 乡人 、 少数民族文化群体等 ，
这让

处于边缘地位的一些普通人在纪录片 中找到了 自 己的文化归属气

２ ． 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研究方面 ， 英国学者迪金森 （
Ｄ ｉｃｋｉｎ ｓｏｎ

） 总结了纪录片受众研究的角度 ，

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受众
，
通过复杂的文本研究可以有所收获 ； 心理学方法以对受访者

进行修辞和推理的理解为基础 ； 文化研究以有内涵的 、 概念化的文化生产作为研究路

径
，
各学科之间有所隔阁 ， 但也相互渗透气 欧洲传播学者詹森 （

Ｊｅｎ ｓ ｅｎ
） 和罗森格伦

（
Ｒｏ ｓ ｅｎｇｒｅｎ ） 将青年受众的研究传统划分为五类

，
不同类型分別能够归到人文科学

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范畴
， 前者是

一

种定性研究 ，
通过话语 、 表征和符号学 ， 解释受

众对媒体内容的属性 ； 后者则是一种定量研究 ，
通过效果的测量和使用与满足研究 ，

将影响过程转化为图形和统计模型 。 丹尼斯 ？麦奎尔 （
Ｄ ｅｎ ｉ ｓＭｃＱｕａ ｉ ｌ

） 与斯文 ？ 温德尔

（ ＳｖｅｎＷｉｎｄａｈｌ
） 认为 ，

“

受众的行为 ， 在很大程度上由个人的需求和兴趣来加以解释
”

？
。 两位学者从受众主动性的角度

，
阐明个人是带着某种 目 的进行媒介使用 ， 动机往

往有三个 ： 获取信息
，
了解外部世界 ； 娱乐消遣 ， 满足情感需要 ； 获取知识 ，

提升 自

我认知 。

在具体的纪录片受众研究中 ，
美国学者盖恩 （

Ｇｕｙｎｎ ） 将纪录电影同剧情电影进

行比较 ， 研究受众心理的变化 。 他在研究中指出 ，

“

纪录片被定义为一种具有特别前

提的消费 ， 因此受众意识到需要更多的严肃态度
”？

， 以此区别纪录片与虚构 电影之间

受众娱乐性的差异 。 德国学者霍恩伯格 （
Ｈｏｈｅｎｂ ｅｒｇｅｒ ） 认为 ，

真实的纪录 电影被迫拒

１
 ［美 ］

迪克 ？赫伯迪格 ．亚文化 ：风格的意义
［
Ｍ

］
．陆道夫 ，

胡疆锋译 ．北京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９ ： １ １ ６ ．

２ 童清艳 ．受众研究
［
Ｍ

］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 ７８
－ ７９ ．

３
［
英

］
罗杰 ？迪金森等 ．受众研究读本

［
Ｍ

］
．单波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２００６ ： ２０２ ２０ ３ ．

＝
［
英 ］
丹尼斯 ． 麦奎尔

，
斯文 ． 温德尔 ．大众传播模式论

［
Ｍ

］
．祝建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１ ９８ ７ ： ７ ８ ．

？
Ｇｕ

ｙ
ｎｎ

，Ｗ ．Ｈ ．Ｄ ｅｒ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ａｒｆｉ ｌｍｕｎｄｓ ｅ ｉｎＺｕ ｓｃｈａｕｅｒ
［
Ｊ
］

．Ｍ ｅｄ ｉ ｅｎｗ ｉ ｓ ｓｅｎｓｃｈａ ｆｔＲｅｚｅｎ ｓ ｉｏｎ ｅｎＲｅｖ ｉ ｅｗ ｓ
， 

１ ９９８ ： ２５
－

２８ ．

６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研究


第 １ 章 绪 论

绝世俗化 ，
观众不进行思维的 、 消遣式的接受？

。 以上两种研究结果表明 ，
纪录片受

众在知识储备与社会地位上都有
一定要求 ， 并非流于大众 ， 而是更加尊重知识 ， 注重

精神世界的需求 。

还有学者立足于受众策略来
“

眺望
”

纪录片 内容 。 安妮特 ？希尔 （
ＡｎｎｅｔｔｅＨ ｉ ｌ ｌ

） 作为

威斯敏斯特学派的研究者 ，
主张关注社会与文化变迁的传统 ， 不拘泥于某种范式或研

究方法
，
以跨学科和多种方法考察受众与媒体的变迁气 从观者立场来审视真实电影 ，

可以发现受众的观看策略显示出他们重塑事实性的过程 。 麦茨 （
Ｍｅ ｔｚ

） 指出 ，
人们可

以将纪录片话题的关注度描述成
一定量的原始满足

， 将其作为
一

种高压之下的刺激 ，

这种高压存在于本我之中
？

。 意在表明受众在某种程度上会使用一定的 自我鞭策的策

略
， 代表欲望的

“

本我
”

会驱使
“

自我
”

进行选择 ， 在潜意识中感兴趣的议题 ，
即为纪录

片本身所传达的意义 、 内涵 。

１ ． ３ ． ２ 文化认同研究

１ ．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关于文化认同的研究从单
一

的人类学领域延伸到 了 多学科范畴 ， 包括社会

学 、 历史学 、 心理学等领域
，
研究主题包含不同 民族 、 地域 、 群体之间的文化认同 。

初期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东西方之间的
“

文化冲突
”

， 有学者认为在与国际接轨之前
“

传

统中 国没有认同问题 ， 或者说 ，
认同不是一个问题 。

？”

直到侵华战争的大面积爆发 ，

我国近代史中主要的文化冲突产生 ， 即本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博弈 。 由于被

“

裏挟
”

进入社会加速阶段 ， 李慎之 、 何家栋透视了危机的爆发 ，

“
一切迹象都指陈 ，

发生了文化危机
，
或就其本质来说是价值危机 。 旧的道德秩序崩溃了

， 新的道德秩序

还没有建立起来 。 危机是全球性的 ． ． ． ． ． ．

？”

处于这一境地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们通

过 自 身的努力
，
想要超越现存的意识形态的禁锢 ， 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思想 ，

试图重构

ｘ
Ｗｅｎｚｅ ｌＥ ．ＥｖａＨ ｏｈｅｎｂ ｅ ｒｇｅｒ （

Ｈｇ
．

）
：Ｂ ｉ ｌ ｄｅｒｄｅ ｓＷｉｒｋ ｌ ｉ ｃ ｈｅｎ ．Ｔｅｘ ｔｅｚｕｒＴｈ ｅｏ ｒ ｉ ｅｄｅ ｓＤｏｋｕｍ ｅｎｔａｒｆｉ ｌｍ ｓ

［
Ｊ

］

．Ｍ ｅｄ ｉ ｅｎ

ｗ ｉ ｓ ｓ ｅｎ ｓｃｈａｆ ｔＲｅｚｅｎ ｓ ｉ ｏｎｅｎＲｅｖ ｉｅｗ ｓ
， 

１ ９９ ８ ： ２７４
－

２７５ ．

夂 安妮特 ？希尔
，
侯晓艳 ．重塑

“

事实
”

观看新闻 、 纪录片和真实电视
［
Ｊ
］

．新闻与传播评论
，

２００８
（
００

）
： １

－

１ ５ ２ ５ １
－

２５２ ．

ｓ
Ｃｈｒｉ ｓ ｔ ｉ ａｎＭｅ ｔｚ ．Ｄ ｅｒｆｉｋｔ ｉ ｏｎ ａ ｌｅＦ ｉ ｌｍｕｎｄｓ ｅ ｉｎＺｕ ｓ ｃ ｈ ａｕｅｒ

［
Ｊ
］

．Ｅ ｉ ｎ ｅｍｅ ｔａ
ｐ

ｓｙｃｈｏ ｌ ｏｇ ｉ ｓ ｃｈ ｅＵｎ ｔｅ ｒ ｓｕ ｃｈｕｎｇ ， 

１ ９９４
（

１ ０
）

：  １ ０３

－

１ １ ２ ．

＠ 张汝伦 ．经济全球化和文化认同 ［
Ｊ

］
．哲学研究

，

２００ １
（
０２

）
： １ ７

－

２４ｔ ７９ ．

￥ 李慎之 ，何家栋 ．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
［
Ａ

］

． 中 国的道路
［
Ｍ

］
．广州 ：南方 日报出版社

，

２０００ ： １４８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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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本国的知识文化体系 ，
以此消解 日益加深的文化认同危机

￥
。

在后殖民主义的论述中 ，
萨义德 （

Ｓ ａ ｉｄ
） 提出 了

“

东方主义
”

（
Ｏｒｉｅｎｔａ ｌ ｉ ｓｍ ）

， 引发

了我国的学者们对于本国文化认同 以及话语权力 的探讨 。

“

东方主义
”

是西方对东方的

错误表征 ， 将东方世界的人描述为危险的 、 野蛮的 、 神秘的 、 易被征服的 ，
以此满足

其文化殖民的野心 。 孟鸣歧以
“

后现代主义 、 后殖民主义 、 后现代景观
”

三种理论视角 ，

探究全球化语境中文化认同与文化冲突问题的演变 ，
认为我国正处于前现代 、 现代与

后现代的共时态之中 ， 在文化多难语境下 ，
必须在多样性的话语中坚持 自 己的声音气

在部分学者看来 ，

“

东方
”

是西方文化以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 以西方为 中心投射出

来的一个
“

非我
”

，
这显示出文化之间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 俞楠在 《文化认同的政治

建构 》 中给文化认同下了简单的定义 ，

“

文化认同 （ ｃｕ ｌ ｔｕｒｅ
－

ｉｄｅｎｔ ｉ ｔｙ ） 就是对 自 己的文

化身份和地位的 自 觉和把握 。

３”随着文化认同 的意义发生扩散 ，
民族认同和集体认同

被认为是认同发展的一种高级阶段 。 胡哓明总结了影视中文化认同的两点表现 ， 其
一

是集体主义精神 ， 内在的文化脉络与动力是价值观的统
一

与传承而来的革命精神 ； 其

二是民族主义 ， 通过若干政论性 、 史学 、 新闻性以及焦点话题的作品 ，
点燃对本民族

认同的情绪
？

。

将
“

文化认同
”

与
“

纪录片
”

两种要素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 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

“

不同题材纪录片 中文化认同的表征
”

与
“

纪录片通过何种方式建构文化认同
”

。 第一类

研究主要是以纪录片个案中的详细内容进行分析 ，
从核心议题 、 叙事架构 中提炼出能

够引起文化认同的要素 。 张朝阳 、 程原聚焦传统工艺纪录片 中的普通手艺人 ，
以其特

殊的文化身份 、 工匠精神与传承而来的传统技艺 ，
解构该群体所引发的认同

？
。 戴盈

着眼于美食纪录片 ，
以最能引起情感共鸣的中 国饮食文化入手 ，

将凝结在个人 、 家族 、

地区 、 国家中的情感和盘托出
？

。 马晓虎以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展现的各族人民相互

交融的文化记忆与现实图景 ，
分析存在于不同叙事层次中的文化认同

？
。

第二类研究关注纪录片 中文化认同的建构方式与过程 ，
从微观的画面构图 ， 到中

１ 俞楠 ．文化认同的政治建构 ［
Ｍ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８ ： １ ２ ．

２ 孟鸣歧 ．全球化 ：文化认同与文化冲突
［
Ｊ
］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

２＿（
０２

）
： ５木 ５ ５ ．

３ 俞楠 ．文化认同 的政治建构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８ ： １ １ ．

？ 胡晓明 ．文化的认同
［
Ｍ

］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

２００８ ： ８ １
－

８２ ．

？ 张朝阳 ，程原 ．聚焦手艺人 ： 传统工艺纪录片 中 的双文化叙事研究 ［
Ｊ
］

．河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

２０２ １
（
０６

）
： １ ３ ５

－

１ ４２ ．

？ 戴盈 ．从文化支撑到 民族认同和国家形象传播——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 国 》 和 《寿司 之神 》 的 比较
［
Ｊ
］

．现代传播 （中

国传媒大学学报 ） ，

２０ １ ４
（
０７

）
：  １ ０３

－

１ ０５ ．

２ 马晓虎 ． 日 常生活视域下的家园叙事 ： 少数 民族题材纪录片 的文化特征与叙事策略 ［
Ｊ

］

． 当代 电视
，

２０ １ ９
（
０９

）
： ７２

－

７５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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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叙事表达 ，
再到宏观的意义延伸 ，

纪录影像以递进的方式逐步加强了受众对特定

群体的文化认同 。 李鲤通过研究
“
一带一路

”

系列纪录片 ，
认为该片以共有的兴趣和情

感机制连接起相关人群的文化记忆 ，
以多样化的语言表征和话语实践形成了

“

一带

一

路
”

文化共同体？
。 李荫以历史文化纪录片为例 ，

分析其影像叙事路径和特色创作手法 ，

从而唤起青年社群对于传统文化的集体记忆 ， 以器物本体所具有的内涵引发受众的文

化认同气 综上 ， 文化认同在我国的发展从全球性的文化冲突到民族 、 集体认同的建

构 ，
再到如今文化 自信的宣扬 ，

处于
一个不断上升的趋势 。 对于纪录片的文化认同研

究尚不够成熟 ，
未能从认同的 目标对象入手 ，

了解纪录片受众在观看过程中的认同程

度与建构逻辑 ， 因此缺少
一定的现实意义 ， 本研究将从受众角度填补这

一缺口 。

２ ．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文化认同的研究最初 旨在批判
“

认同
”

的合理性 ， 并对这个未确认的概念

表示质疑 ，
随着全球化世界格局的转变 ，

从国家战略与意识形态角度审视文化认同成

为普遍的研究主题 。 弗朗西斯 ？福山 （
Ｆｒａｎｃ ｉ ｓ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 认为文化或代替意识形态成

为国家竞争的现实内容 ， 并支持国家是
“
一个由共同的历史文化连接在一起的ｉｆ的共

同体
”＠这＿说法 。 这与塞缪尔 ？亨廷顿 （Ｓ ａｍｕｅ ｌＰ．Ｈｕｎｔ ｉｎｇｔｏｎ

） 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相

对应 ，
该观点认为

“

文化和文化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 、 分裂和冲突模式 。

？”

将文化认同放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视野 。

在许多以欧洲社会的文化认同为研究基础的理论中 ，
不同 民族 、 种族之间的认同

问题成为迫切的隐忧 ，
有学者认为文化因素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

能够在潜移默

化中避免武力冲突而得到其他权力 的追随 。 约瑟夫 ？奈 （
Ｊｏ ｓ ｅｐ

ｈ Ｎ
ｙｅ ） 的观点指出 ， 如

果
一

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 力 ， 其他国家会更愿意忠于其领导 ， 所以软实

力与硬实力 （经济 、 军事力量 ） 同样重要
？

。 戴维 ？莫利 （
Ｄ ａｖ ｉｄＭ ｏ ｒ ｌｅｙ ） 和凯文 ？罗宾

斯 （
Ｋｅｖ ｉｎＲｏｂ ｉｎ ｓ ） 认为在文化认同研究中 ，

与其逐个分析文化或民族认同 ， 之后思

考其如何相互联系
，
不如通过探究索绪尔所称的

“

同
一

性
”

如何在群体之间构成文化认

￡ 李鲤
一

带
一

路
”

主题纪录片对文化共同体的影像建构
［
Ｊ
］

．传媒
，

２０２０
（
〇７

）
： ４０

－

４３ ．

２ 李萌 ．器物文明视角下国宝的影像叙事与文化认同建构一以纪录片 《如果国宝会说话 》 第
一

季为例
［
Ｊ
］

．新闻爱

好者
，

２０ １ ９
（
０ １

）
： ２９

－

３３ ．

３
 ［
美

］
弗朗西斯 ？福山 ． 国家构建 ２ １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
Ｍ

］
．黄胜强等译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７ ：

９６ ．

？
 ［
美

］
塞缪尔 ？ 亨廷顿 ．文明 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

Ｍ
］

．周琪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

１ ９９７ ： ７ ．

＆
Ｊｏ ｓ ｅｐ

ｈＳ ．Ｎ
ｙ ｅ

，Ｊｒ ．Ｔｈ ｅＣｈａｎ
ｇ

ｉｎ
ｇ
Ｎ ａ ｔｕｒｅｏ ｆＷｏ ｒ ｌ ｄＰ ｏｗｅ ｒ

［
Ｊ
］

，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ａ ｌＳ ｃ ｉ ｅｎｃ ｅＱｕａｒｔｅ ｒ ｌ

ｙ ，

１ ９９０
，

１ ０５
（
２

）
： １ ８ １

－

１ ８２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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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 不同群体相互存在的差异对比突出 了某
一群体的共性 ，

继而构成了认同 。 但随

着文化认同的演变 ， 同样随之而来的是认同危机的出现 。 因此 ， 在建构认同的过程中 ，

应避免封闭 、 排外 、 复归形式的倾向 。

１ ． ３ ． ３ 青年受众的文化认同建构研究

数字时代的青年群体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加强了对于异文化的接触与交往 ，
既能够

促进文化共同体与 民族意识的生成 ，
也会引发文化认同危机 。 因此

，
建构青年群体的

文化认同是
一个具体而务实的话题 ，

需要从复杂的过程中探究适用的路径 。 许纪霖认

为 当今的文化认同形态不是固有的对于过去历史中存在的文化价值的肯定 ，
而是

一种

主动的 、 介入的 、 建构的方式 ， 通过对于不同文化价值的衡量 ，
以 自 主的意识逐步形

成认同气 俞楠将认同产生的来源归纳为
“

自我
”

与
“

他者
”

关系的 区别 ，
造成这种 区别

的基础包括两类 ，

一是地缘位置 、 自然资源等物质因素 ，

二是历史 、 语言 、 宗教 、 种

族 、 价值等社会文化因素气 前者通过物质实力决定国家利益 ， 后者则对文化资源赋

予含义 ， 使得个体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发展产生密切联系 ， 因此文化认同的建构需借助

优秀传统文化 ， 激活历史记忆 ， 促进时代性与 民族性的相互融合 。

建构文化认同不仅仅是
一种社会要求 ，

更是
一

种从支配性制度中产生的权力的内

化 ， 在围绕这
一

内在化过程生成意义时 ， 便会形成认同 。 其中必不可少的构成来 自人

类社会的历史 、 地理 、 生物等要素 ，
来 自集体记忆 ， 还来 自权力机器与意识形态的强

化气 个体的认同是关于 自我的建构 ， 而集体的认同则涉及到更为复杂的过程。 项久

雨将青年对于文化的认同描述为
一个从

“

外塑于行
”

到
“

内化于心
”

的质变气 首先从情

感 、 价值上对传统文化进行认可与实践 ， 例如诗词大会 、 汉服圈等国风文化的外在表

现 ； 其次是从思想上引发的 民族 自豪与文化 自信 ， 相比于行为的改变 ，
这种对于文化

的本质认同更加隐蔽但却深远持久 。 该学者认为建构文化认同需采取
一定的引导策

略 ，
以青年受众为主体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与创新性的发展 ，

同时辩证性地

思考与运用传承而来的文化形态 ， 杜绝历史虚无主义 ， 在碎片化 、 零散化的新媒体平

台搭建脉络更完善的文化框架 ，
以展现传统文化的全貌 。

￥
 ［
英

］
戴维 ？莫利

， ［
英 ］
凯文 ？罗宾斯 ．认同的空间 ：全球媒介 、 电子世界景观和文化边界 ［

Ｍ
］

．司艳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

社
，
２００ １ ：似 ６ １ ．

２ 许纪霖 ．文化认同的困境 ９０ 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反西化思潮 ［
Ｊ
］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
文科版

） ，

１ ９９６
（
（Ｍ

）
： １４

？

１ ７ ．

３ 俞楠 ．文化认同的政治建构
［
Ｍ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８ ： １ ７ ．

ｓ 俞楠 ．文化认同的政治建构 ［
Ｍ

］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８ ： ２２ ．

？ 项久雨 ．青年为何热衷
“

国风
”

文化 ［
Ｊ
］

．人 民论坛
，

２０２０
（

１ ７
）

： ９８
－

１ ０ １ ．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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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 ， 现有的文化认同的建构研究多从文化认同的发展以及形成认同的因素方面

进行阐述 ， 在认同过程的研究中也仅关注到青年受众的外在表现 ，
并提出针对性的框

架策略
，
但未能够从受众群体的表征 、 意义生产实践等层面进行深度挖掘 。 在已有的

案例 中 ，
有学者关注到部分历史文化类纪录片所建构的认同 ， 并以亚文化研究视域进

行审视
，
在亚文化不断被主流文化收编之后 ， 其群体的抵抗性逐渐弱化 ， 因此更应关

注到传统文化与亚文化融合之后的新形态 。 本研究选取历史文化类纪录片的青年社群

作为研究对象 ，
从其表征与认同的影响因素推导建构认同的逻辑 ，

以此挖掘形成认同

的根本原因 。

１ ．４ 核心概念与理论框架

１ ．４ ． １ 核心概念

１ ． 历史文化纪录片

由于分类和研究角度的不同 ，
各学者对

“

历史文化纪录片
”

的定义也不尽相同 ， 但

仍存在一定的共通之处 。 王列在 《电视纪录片创作教程》 中将反映历史时空的纪录片

分为文献纪录片和历史文化纪录片 ， 因为二者的创作都涉及到过去时空的建构 。 他将

历史文化纪录片定义为 ： 从现代视角 ，
通过回忆和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 、 物象 、 继团

和创伤 ， 展示历史人物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 的生活 、 生存和文化传承 ， 在具体的 民

族身份和集体记忆中探寻流传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气 这＿界定从题材 、 内容 、 形式

以及切入的角度上系统地对历史文化纪录片作出 了解释 。

蔡尚伟认为 ， 所谓历史文化类纪录片 ，
是指通过记录历史考古 、 历史文物 、 历史

民俗文化等要素 ， 真实地描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 并反映该地区和所处时代的纪录

片＇ 这与欧阳宏生在 《纪录片概论 》 中 的解释有异曲 同工之处 ，
该学者同样认为历

史文化纪录片是利用视觉影像形式来记录和表现历史文物 、 建筑遗迹和文化景观的特

点
， 反映当代人们对国家历史和文化的认知 、 经验和思考气 笔者根据学术界与业界

对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分类与研究 ， 认为 以下概念更符合对该类纪录片的总体认定 ： 历

￥ 王列 ． 电视纪录片创作教程
［
Ｍ

］

．北京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２００５ ： ２ １ ８
－

２２ １ ．

？ 蔡尚伟 ． 电视文化战略
［
Ｍ

］
．北京 ： 中国市场 出版社 ，

２００７ ： ５ ８ ．

？ 欧阳宏生 ．纪录片概论 ［
Ｍ

］
．四川 ： 四川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０ ： ８３ ．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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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纪录片是对过去重要的历史事件的还原再现 ， 使用大量的视频资料 、 历史影片 、

照片和文物等进行历史评述
，
尊重历史事实 ，

具有纵深感和文献感 。

￥无论是对文物 、

建筑本身的探索与解读 ， 还是对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与现代人物参与的故事性描绘 ，

都符合上述定义 。

２ ． 表征

斯图尔特 ？霍尔认为
“

表征
”

是
“

借助语言生产意义
”

气 而文化涉及
“

共享的意义
”

，

因此表征也是生产文化的关键要素之一 。 在霍尔看来 ，
表征的含义在 《牛津英语简明

辞典 》 里有这样两个相近的意思 ：

一

是表征和描摹某
一

事物 ，
透过描述或者联想在头

脑中想起 ； 二是意味着代表 、 象征或替代＇ 简言之 ，
表征就是我们赋予事物意义的

方式
，
是我们理解整个世界的方法 。 表征的过程首先是外界事物内在化的过程 ， 即从

物转化为概念系统 ，
通过此系统将世间万物与我们脑海中的概念

一一

对应
，
以此解读

物质的存在与效用 。 其次是内在概念外物化的过程 ， 即用语言代表概念的系统 。 由于

概念的共享不能满足人们 日 常生活的意义交换 ，
因此衍生了语言系统以表征和交流各

种意义 ， 在整个意义的建构过程中 ，
语言成为 了第二表征系统气

语言作为表征的系统 ，
通过表征来运作 ， 那么表征如何将意义和语言用于文化

呢？ 霍尔就这一问题主要讨论了三种不同的途径 ： 反映论表征途径 、 意向性表征途径

与构成主义表征途径 。 其区别在于反映论中语言仅仅反映出现实世界关于人 、 事和物

的意义 ； 在意向性中 ，
语言只用来表达说话者想说的内容 ， 并代表了个人意向的意义 ；

而所谓构成主义则是指意义是 由语言产生或在语言中建构的气 持反映论途径的学者

认为 ，
意义本身就存在于事物之中 ， 语言只是

一

面镜子
， 例如希腊人将语言或绘画视

为反映或模仿 自然事物的方式 。 而持意向性途径的学者与其观点恰恰相反
，
他们认为

说话者 、 作家是借助语言将他们所表达的特殊意义强加给社会 ，
这种意义是其个人所

认为的应当具有的意义 。 构成主义途径意识到语言是公众的 、 社会的 ，
认为意义并不

存在于事物 自 身之中 ，
也并非甶个别的语言使用者决定 ， 而是在人们运用符号与概念

１ 广播电视简明辞典编辑委员会广播 电视简明辞典
［
Ｍ

］

．北京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１ ９８９ ： ７６ ．

２

 ［
英

］
斯图尔特 ？

霍尔 ．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岡 ．徐亮
，
陆兴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２０ １ ３ ： １ ５ ．

３

 ［
英

］
斯图尔特 ？霍尔 ．表征 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 ［

Ｍ
］

．徐亮 ，陆兴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２０ １ ３ ： ２０ ．

ｓ
 ［
英

］
斯图尔特 ＋霍尔 ．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 ［

Ｍ
］

．徐亮
，
陆兴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２０ １ ３ ： ２４ ．

ｓ

 ［
英

］
斯图尔特 ．霍尔 ．表征 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 ［

Ｍ
］

．徐亮
，陆兴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２０ １ ３ ： １ ５ ．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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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种表征系统中意义才被建立＇ 构成主义者不否认客观事物的存在 ，
而是否认物

质世界能够传递意义 。

１ ．４ ． ２ 理论框架

１ ． 文化认同理论 ：

一个概念性分析框架

“

认同
”
一词最早在西方的传统研究中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存在 ， 其英文

“

ｉｄｅｎｔ ｉｔｙ

”

既

表示
“

身份
”

，
又表示

“

认同
”

， 本质指的是物质所拥有的同一性质或状态 。 在 ２０ 世纪中

后期
，
受到政治全球化 、 意识形态转型以及女性主义与亚文化等语境的浸染气 多元

文化的认同危机逐渐显现 ，

“

认同
”

的政治属性凸显
，
并形成了如文化认同 、 身份认同 、

民族认同 、 国家认同 、 自我认同等研究范畴气代表性研究学者包括约翰 ？赫尔德 （
Ｊｏｈａｎｎ

Ｈ ｅｒｄｅｒ
） 、 约翰 ？ 费希特 （

ＪｏｈａｎｎＦ ｉｃｈｔｅ
） 、 爱德华 ？希尔斯 （

ＥｄｗａｒｄＳｈｉ ｌ ｓ
）等人 ， 他们所持有

的
“

本质主义
”

的认同理论强调
“

人类在本质上归属于固定的族类共同体
”

， 这些共同体

是基于
“

语言 、 习俗 、 种族 、 宗教以及其他既定的文化属性的原生纽带
”￥而形成 。 ２０

世纪之后 ，

“

认同
”

理论转向 了建构主义
，
受到雅克 ？拉康 （

Ｊａｃｑｕｅ ｓＬ ａｃａｎ
） 、 阿尔都塞 （

Ｌ ｏｕ ｉ ｓ

Ａ ｌ ｔｈｕ ｓ ｓ ｅｒ
）

、 福柯 （
Ｍ ｉ ｃｈｅ ｌＦｏｕｃ ａｕｌ ｔ

） 、 霍尔
（
Ｓ ｔｕａｒｔＨａ ｌ ｌ

）等人的 景＾响 ，
认同 白勺主体性问题

备受关注 ， 霍尔否定了
“

自然主义
”

的可能 ，
将认同视为一种被建构的 、 不断变化的过

程气

“

文化认同
”

思想作为霍尔文化研究的后期核心问题 ，
主要体现在三个研究层面 ：

首先 ， 霍尔对文化认同的主体进行了解构 ， 强调
“

我者
”

与
“

他者
”

的身份差异 ， 通过对

比凸显 自我身份的归属 。 其次
，
霍尔提出 了文化认同的建构性

，
认为人类并不存在固

定的 、 本质的身份 ，
我们同属于某一具有特定含义的文化共同体 ， 在群体中个人仍持

有独立的文化身份 ，
这是同

一

中的差异性 ； 同时作为个体
，
我们也会寻求差异性中相

同的共同体的认可
？

，
主体在差异性和 同一性的断裂中持续妥协折中 ， 最终形成

一种

“

想象的共同体
”

。 第三个层面 ，
霍尔从构成主义的角度出发

，
通过文化表征透视文化

认同形成与运作的机制 ，
强调话语符号在建构认同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

１
 ［
英

］
斯图尔特 ？

霍尔 ．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
［
Ｍ

］
．徐亮 ．陆兴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２０ １ ３ ：
３＋ ３ ６ ．

２ 阎嘉 ．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
［
］
］

．江西社会科学 ，

２００６
（
９

）
：６３

－

６４ ．

３ 王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认同问题研究 ： 基于中 国经 －验分析
［
Ｍ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２ １ ： ４４ ．

ｓ 左宏愿 ．原生论与建构论 ： 当代西方的两种族群认同理论
［
Ｊ
］

．国外社会科学
，

２０ １ ２
（
３

）
： １ ０８ ．

？ 周宪 ． 霍尔 ：谁需要
“

认同
”

？
 ［
Ａ

］
．文学与认同 ：跨学科的反思

［
Ｃ

］
．北京 ： 中华书局

，

２００８ ：６ ．

？ 杨紫秋 ．斯图亚特 霍尔
“

文化认同
”

思想新探 ［
Ｄ

］
．武汉大学 ，

２０ １ ８ ．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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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层面是层层递进 、 有机联系的整体 ，
主体的存在是产生认同的基础和前提 ，

建构是其本质与核心 ， 而表征则是达成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 。 在霍尔的
“

文化循环
”

论

中 ， 将表征 、 认同 、 生产 、 消费 、 规则五个方面结合在
一起进行考察 ， 这类建构出共

享意义的循环过程就是符号的意指实践 。 由于文化认同是在延续与断裂的双重形态下

不断推进
，
差异性的存在要求我们必须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其内部的复杂关系 。 无论是

从同
一

中寻找差异性的断裂形态 ，
还是从差异中寻找同一性的延续形态

，
亦或是依靠

媒介与情感支撑所形成
“

想象的共同体
”

，
其建构过程都离不开对主体的解构与表征系

统的生成 。

２ ． 使用与满足理论 ： 受众的主动性研究

“

使用与满足
”

理论起源于受众研究的分支 ， 詹森 （
Ｊ ｅｎ ｓｅｎ

） 和罗森格伦 （
Ｒｏ ｓ ｅｎｇｒｅｎ ）

将受众研究传统划分为五类
，
其中一类便是

“

使用与满足
”

研究 ，
主要采用经验分析方

法和量化实证研究？
。 从印刷时代贝雷尔森 （

Ｂ ｅｒｅ ｌ ｓｏｎ ） 的报纸研究 ， 到广播时代赫佐

格 （
Ｈｅｒｚｏｇ ） 的受众研究 ，

再到麦奎尔 （
ＭｃＱｕａｉ ｌ

） 在后续对于电视媒介的拓展研究 ，

“

使用与满足
”

呈现出逐步深化的研究态势 。 卡茨 （
Ｋａｔｚ

） 在 １ ９７４ 年发表的 《个人对大

众传播的使用 》
一文 中 ，

将使用 与满足理论的路径在传播学的研究 中逐渐制度化

（
ｉｎｓ ｔ ｉ ｔｕｔ ｉｏｎａ 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

） 和规范化 （
ｓ 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ｚａｔ ｉｏｎ ） 气 并将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归纳整

理成
“

使用与满足
”

过程的基本模式？
 （如 图 １

－

１
） 。

社会因素 ＿ ［

■？ 媒介接触
一？ 满足需求

—？需求
一？ 媒介期待

一

心理因素 Ｌ？ 参与其他活动

图 １
－

１
“

使用与满足
”

过程的基本模式

在该模式中 ，
受众作为媒介参与的对象 ，

其接触行为具有独立性 ， 不受媒介特点

＾
Ｊｅｎ ｓｅｎ

，Ｋ ．Ｂ ．

，Ｒｏ ｓｅｎ
ｇ
ｒｅｎ

，Ｋ．Ｅ ．Ｆ ｉｖｅＴｒａｄ ｉ ｔ ｉｏｎ ｓｉｎＳ ｅａｒｃｈｏ ｆ ｔｈｅＡｕｄ ｉ ｅｎｃ ｅ
［
Ｊ

］
．Ｅｕｒｏｐ ｅａｎ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 ａ ｔ

ｉ ｏｎ
，

１ ９９０
，

５
（
２

）
： ２０７

－２３ ８ ．

２
Ｂ ｌｕｍ ｌ ｅ ｒ

，Ｊ ．Ｇ ．＆Ｋａ ｔｚ
，Ｅ ．ＴｈｅＵｓ ｅ ｓｏ ｆＭａ ｓ ｓ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 ａ ｔ ｉｏｎ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ｅｒｓ

ｐ
ｅ ｃ ｔ ｉｖｅ ｓｏｎＧｒａｔ ｉ ｆ ｉ ｃ ａｔ ｉｏｎ ｓＲｅ ｓ ｅａｒｃｈ

［
Ｍ

］
．Ｂ ｅｖｅ ｒ ｌｙＨ ｉ ｌ ｌ ｓ ：Ｓ ａ

ｇ
ｅ
ｐｕｂ ｌ ｉｃ ａ ｔ ｉｏｎ ｓ

， 

１ ９７４ ： ３ １ ８ ．

？
 ［
美

］
伊莱休 ？ 卡茨

，保罗
？拉扎斯菲尔德 ．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 ［

Ｍ
］

．张宁译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６ ： ２ １ ５ ．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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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 但作为社会群体中的
一份子 ， 受众不可避免地被其所处的环境和社会条件所

干扰
，
例如家庭性格 、 工作习惯 、 政治结构 、 文化背景等 。 日 本学者竹内郁郎在 １ ９７７

年对卡茨所提出的基本模式作了补充性解释 ，
如图 １

－２ 所示 ：

Ｉ





 ▼ ；

社会

Ｉ

条什－

 印

ｐ

？ 媒 介接触 ？ 满足类型

？ 需 求


； ；



个人特性
｜ 媒 介接触 ＞其他满足手段

 １

Ｉ可能性


图 １
－２

“

使用与满足
”

过程的补充流程？

两种 Ｕ＆Ｇ 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 ： 卡茨 （
Ｋａｔｚ

） 的主要研究路径为社会因素和心

理因素的共同作用 引发 了媒介需求 ， 需求创造了 受众对大众媒体和其他来源的期待 ，

而期待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媒介接触和参与其他活动的可能 ， 最终完成了需求的满足过

程 。 竹内郁郎从社会条件和个人特性方面研究需求的产生 ，
并认为不应该将视野局限

在由大众传播媒介满足的需求范围 内 ，
从而考虑到 了其他满足手段的存在 ，

同时在满

足类型生成之后 ，
还会反过来影响媒介印象和媒介接触的可能性气

经过理论的不断完善与发展
，
罗森格伦 （

Ｒｏ ｓ ｅｎｇｒｅｎ ） 基于卡茨 （
Ｋａｔｚ

） 等人的研

究
，
从基本的受众需求着手 ，

展现了受众使用媒介的完整过程 ： 受众的特定需求和标

准可以被视为存在的
“

问题
”

，
从

“

问题
”

出发寻找可能的
“

解决方案
”

与
“

动机
”

，
继而引

发媒介化的使用行为 ，
此外一些非媒介化的使用也被囊括在内 （例如受众的各类社会

交往与互动 ） 。 在不同的动机与需求的驱动下 ，
受众基于信息需求 、 娱乐需求 、 社会

关系需求以及精神和心理需求等层面 ，
形成了特定的媒介选择倾向 。 麦奎尔 （

ＭｃＱｕａ ｉ ｌ
）

关注到这一特点 ，
认为该现象表明受众更趋向于具有

“

便利性
”

的媒介使用 ，
这种行为

是社会驱动 、 个体经验以及现实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气

？
旧 ］
竹内郁郎 ．大众传播社会学 ［

Ｍ
］

．张国 良译 ．上海 ：复旦大学 出版社
，
１ ９ ８９ ： １ １ １

－

１ １ ２ ．

②
旧 ］竹内郁郎 ．大众传播社会学 ［

Ｍ
］

．张国 良译 ．上海 ：复旦大学 出版社 ，
１ ９ ８９ ：ｍ－

１ １ ３ ．

？
Ｄ ｅｎ ｉ ｓＭ ｃｑｕａ ｉ ｌ ．Ａｕｄ ｉ ｅｎｃ ｅＡｎａ ｌｙｓ ｉ ｓ

［
Ｍ

］
．Ｂ ｅｖｅｒ ｌｙＨ ｉ ｌ ｌ ｓ ：Ｓ ａｇｅｐｕｂ ｌ ｉ ｃ ａ ｔ ｉｏｎ ｓ

， 

１ ９９７ ： ７０
－

８ １ ．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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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５ 研究方法

本文拟采用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
以客观的数据支撑与主观的深度

挖掘 ， 勾勒出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群像及其使用与满足过程的具体效用 ，

以此探究文化认同的建构过程 。 通过文献资料的阅读 ，
拟定主要研究方法为 ： 内容分

析法 、 问卷调查法与深度访谈法 。

一般的研究过程为 ： 首先
，
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 数据抓取工

具对 Ｂ 站纪录片 《我在故宫六百年 》 三集的弹幕进行爬取 ， 通过类 目 建构对样本进行

内容分析 ， 探究青年社群话语实践特征及认同表征 。 其次 ， 设置使用与满足调查问卷

向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的青年社群进行发放 ，
统计该群体观看纪录片的媒介使用行为

以及认同感获取的程度等因素
，
利用 ＳＰＳ ＳＡＵ 在线数据处理工具进行假设检验与回归

分析 ， 较为直观地呈现该群体的需求满足状况 。 最后 ， 选择 ２０ 位 目标受众进行深度

访谈 ，
了解他们在观看纪录片的过程中如何形成文化认同 ，

认同逻辑是怎样的 ， 通过

定性分析探究文化认同从个体到共同体的延续和发展 。

１ ． ５ ． １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作为
一

种社会学研究的实证方法 ，
通过系统 、 客观 、 量化的方式测量

文本 ， 根据不同的研究 目 的进行类 目 建构 ，
并将样本逐条编码 、 归类

，
以数据统计的

方式得出最终结论 ，
该研究方法 曾被广泛应用于发现社会问题 、 探讨社会发展趋势以

及评估媒介表现等领域 。 操作程序为 ： 确定研究问题 、 假设—界定母体—抽取样本 （或

普查 ）
—界定分析单位 （分类对象 ）

—类 目 建构 （互斥性 、 穷尽性 、 可靠性 ）
—根据

已确立的编码表进行内容编码—分析采集到的数据—解释结果 、 得出结论 。 对于文本

内容的分析 ，

一般较难采用量化的方式进行测量 ， 而内容分析法恰好弥补了这
一缺憾

，

从定性入手得出定量的数据结果
，
在量化基础上深化了定性分析的内涵 ，

是
一

种结构

化的分析方法 。 本研究选取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 《我在故宫六百年 》 的三集弹幕作为

研究母体 ， 从中抽取 ３０００ 条样本
，
通过分析其文本特征 、 内容分类 、 情感表达及动机

生产
， 对该受众群体通过弹幕语言符号所形成的文化认同表征与建构的意义进行阐

述 ， 探讨受众个体之间彼此交换 、 共享及认可的意义生成过程 。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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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 ．２ 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是为 了达到调查 目 的和收集必要的数据而设计出的 由一系列问题 、 备选

答案及说明等组成的 向被调查者收集资料的工具？
。 在量化研究中 ， 问卷调查法在分

类整理和数据统计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
且受到媒介效果研究人员的青睐 。 问卷调查结

果的可用性和真实性取决于问卷内容质量的高低
，
因此本研究基于国 内外对使用与满

足理论的问卷设计 ， 结合文化认同程度分析 ， 对其分类进行总结与思考 ，
将主体部分

的问卷调查内容分为三部分 ： 受众的基本信息 、 受众观看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媒介使用

行为 、 受众对纪录片所传达文化的总体认同度 。 对于受众认同感获取的程度 ，
将采用

李克特￥
五级量表设置系列题项 ，

通过因子分析凝聚原始的变量信息 ，
从复杂因子中

抽取代表性的需求满足要素 。 对于媒介使用行为与各认同指标之间的关系 ， 将采用相

关性分析方法
，
逐
一

验证研究假设 。

调查问卷的发放对象为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 ，
发放方式均为线上平台 ，

包括但不限于微信 、 ＱＱ 、 Ｂ 站 、 微博 、 知乎 、 豆瓣等
，
通过滚雪球的方式直接或间接

分享给 Ｂ 站相关用户
，
拟发放问卷 ５００ 份左右

，
回收有效问卷 ４５２ 份 。 为 了保证问卷

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
提高问卷的信度与效度

，
问题设置均围绕研究主题进行

展开 ， 认知 、 情感与行为类问题被分解为可表征的信息与可测的指标 ， 问卷结构与答

案设置相对科学合理 。 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 Ｓ ＳＡＵ 数据分析平台进行统计分析 ， 可用分析

方法包括因子分析 、 相关分析 、 多因素方差分析 、 线性回归 、 Ｌｏｇ ｉ ｔ 回归 、 信效度分

析等
，
择适用方法进行对应分析 。

１ ． ５ ．３ 深度访谈法

对 Ｂ 站相关受众的访谈是本文质化研究的基础 ，
也是定性研究首要的资料收集方

法 。 深度访谈的所有问题设置均为开放式 ，
鼓励受访者对其特有的观点进行阐释 。 根

据林肯和谷巴定义的五种有效访谈成果？ 其中实时实地建构 （受访者对于事件 、 活

动 、 情感 、 动机的解释 ） 、 重构 （对于过去事件和经验的解释 ） 和预测 （对于所预期

１ 郭强 ．调查实战指南 问卷设计手册
［
Ｍ

］
．北京 ： 中 国现代经济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２ １ ．

２ 李克特量表是社会调查和心理测验等领域中最常使用 的一种态度量表形式
，
用来表明被调查者对某

一

事物的态

度 、 看法 、 评价或意向 。 实际应用 中采用五级量表形式
，
Ｅ 卩

“

很不同意
”“

不同意
”“

说不准
” “

同意
”“

非常 同意
”

，
并用

１
￣

５ 分为五种答案计分 。

？
 ［
美

］
Ｊ ． 阿莫斯

？ 哈奇 ．如何做质的研究
［
Ｍ

］
．朱光明等译 ． 北京 ： 中 国轻工业出版社

，

２００７ ： ９２
－

９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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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 片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研究

经验的解释 ） 适用于本研究 。 本次访谈的主题为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对纪录

片 内容的评价 、 参与互动的方式以及形成文化认同的程度和效用 ， 并以受众角度给予

纪录片提升建议 。 质化研究学者哈奇 （
Ｈａｔｃｈ ） 将质的访谈分为三类 ， 非正式访谈 、

正式访谈与标准化访谈 ，
具有主题或半结构化问题的正式访谈 ， 有时候会被称为

“

结

构性
”

、

“

半结构性
”

或
“

深度
”

访谈 。 本访谈隶属于正式访谈范畴 ，
访谈 目标希望沿着采

访者引导的方向进行 ， 在所获回应的基础上 ， 进行试探或穷究问题到底 。

本访谈提纲围绕主题共设置 １ ０ 个问题 ， 由纪录片受众的媒介实践与其他开放性

问题组成 。 访谈时间跨度为 ２０２ １ 年 １ ０ 月 至 １ １ 月
，
因地域限制及疫情相关原因 ， 所有

访谈均采用线上语音 、 视频及电话的方式进行 。 受访对象共选取 ２０ 位具有典型性的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受众 ，
对其年龄 、 地域 、 学历 、 职业及民族等特征作 了划分要求 ，

尽可能达到多元化群体的覆盖 。 通过受众观看纪录片的感受以及对文化认同的真实表

达
，
洞悉受访者形成认同的过程及其个人经历的独特性 。 总结纪录片 内容对其产生的

心理行为上的效用 ， 弥补问卷调查缺乏的深度 ，
以此进

一步讨论青年社群建构认同的

进路逻辑 。

１ ．６ 创新之处

本研究假设纪录片青年社群在观看视频时帯有
“

目 的性
”

，
处于满足某种认同的需

求
，
从而引发了媒介行为 ，

进而获得满足 。 作为年轻人的聚集地 ，

Ｂ 站已经成为许多

Ｚ 世代群体的精神家园 ， 历史文化纪录片能够在这
一背景下出圏 ， 与受众的主动选择

休戚相关 。 因此 ，
本研究从黏性较高的受众角度出发 ， 探寻其观看历史文化纪录片时 ，

由 自 身的媒介经验所引导的选择 ，
从而产生文化认同的具体效用及过程 。 量化研究所

得数据以及质化研究的深度访谈内容均为第
一

手资料 ， 内容较为新颖 ，
具有

一定的现

头思乂 。

在以往的研究中 ，

一方面是以纪录片 内容分析引起文化认同的因素 ，
另
一

方面是

关注纪录片建构文化认同的路径 ， 两者皆忽略了 由个人趋于
一致兴趣而聚集形成的特

殊文化群体
“

满足群组
”

。 基于 Ｂ 站青年社群对文化的细分以及需求的增强 ， 历史文化

纪录片的
“

满足群组
”

凸显出 了十分活泼的群体风格 ， 能够瞬间激起观看者的文化认同

心理 ， 引发情感共振 。 从作为
“

满足群组
”

的趣缘群体角度探讨文化认同 ，
更适用于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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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圈层化社群的特点 ， 与既有的稳定且多元的受众需求结构相呼应 。 因此 ， 对青年社

群认知 、 情感 、 行为多元认同进行深度挖掘 ，
探寻不同维度间的逻辑关系 ， 能够更加

清晰地认知文化认同的实践结构 ， 对文化 自信的培育和文化强国的建构产生针对性提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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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研究

第 ２ 章 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话语表征

文化认同理论认为 ，
认同首先涉及的是个体与个体之间彼此交换 、 共享及认可意

义的过程
，
其产生的前提因素在于意义的建构 。 在霍尔看来 ， 语言所使用的各种表达

形式和与它们相连的各种精神观念 ，
是由表征系统中的信码所提供的联系 。 简言之 ，

决定意义产生的关键是语言表征系统 。 弹幕作为 Ｂ 站的标配
，
它能极大扩张纪录片内

容的信息边界 ， 从而衍生出凌驾于纪录片之上的意义空间 ，
这不仅造就了独树一帜的

弹幕文化 ， 更体现了历史文化纪录片社群的话语表征 。 弹幕的内容正是对受众观感的

直接反映 ，
它们长短不

一

、 形式 白 由 ，
既包括对情节发展的详细评述 ，

也有为喜爱的

人或事物打 ｃａｌ ｌ

？
，
更有 Ｂ 站独特的

“

二次元
”

话语
，
如

“

前方高能预警
”“

献上我的膝盖
”

等 。 因此 ， 分析认同产生的基础需要从受众的弹幕话语实践入手 ， 辨析认同主体的形

成
，
从文化表象与意义共享两个维度探讨认同表征的构成 。

２ ． １ 弹幕话语的表意实践

２ ． １ ． １ 历史文化纪录片 《我在故宫六百年 》 个案简介

本文关于弹幕的研究所选取的个案是历史文化纪录片 《我在故宫六百年 》
，
通过

对其文本进行内容分析 ，
探讨青年社群在 Ｂ 站这

一

文化场域所进行的文化认同表征实

践 。 该片于 ２０２０ 年的最后
一

天在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与 Ｂ 站同步上线 ， 抓住紫禁

城建成六百周年岁末 ， 献礼这
一特殊时刻 ， 同时也从历史走向第六百零

一

年 。 在以青

年受众为主的 Ｂ 站平台上 ，
这部讲述主流文化的纪录片超越了在央视的关注度 ， 成为

众多青年的
“

跨年礼物
”

。 三集完播后 ，
总播放量近 ５００ 万

，
追剧人数超过 ２０ 万

，
留下

近两万条弹幕 ， 评分 ９ ． ８ 分 。 热评中
，

“

期待 、 使命 、 传承 、 创新
”

成为讨论的核心关

键词
，
许多

“

故宫迷
”

们带着特有的情怀进行追忆 、 留下感慨 ， 在这个带有
“

二次元
”

标

签的平台上形成强烈的传统文化认同奇观 。

“

很喜欢这种讲述故宫历史 、 维修的纪录片
，
对于我这种很难去故宫的人来说 ，

既能在细节上欣赏故宫 ，
也能了解故宫保护的不易与必要性 ，

更希望能承担部分的责

１ 为应援某人某事而发声
，
有呼喊 、 喊叫 、 加油打气的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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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认识到这部纪录片 ，

也认识故宫 。

”？

“

我看到了 匠心 ，
我看到 了薪火相传 ，

我看到 了历史一角 ， 它不仅仅是
一个建筑 ，

它是活着的历史 ， 活着的传承 。

”？

“

意犹未尽 。 希望国内的古建修缮保护工作越做越好 ， 希望国 内留存的历史建筑 、

遗迹都能得到保护或者重建 ， 希望国人增进对于中国古建艺术和文化的知识 ，
支持和

欣赏我们的古建筑 。

”？

评论中的认同与赞美直接或间接地影晌了青年受众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
，
有甚者

更将
“

文物修复
”

及其他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职业作为未来发展的 目标 ， 在行动中践行热

爱 。 从受众的观点中可以看出 ，
《我在故宫六百年 》 之所以受到热捧的客观原因有二 ：

其一是以
“

故宫
”

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建筑群作为 中华文明的象征 ，
已然成为大热的文化

ＩＰ 之
一

， 在层出不穷的主题纪录片 中 ，
其创作视角不断由宏观到细微 ， 再到背后的匠

人与学者 ，
通过温情的人物故事吸引 了一批具有

“

故宫情怀
”

的青年受众 。 其二是该片

作为现象级历史文化纪录片 《我在故宫修文物 》 的姊妹篇 ， 在预告发布时便受到 了极

高的关注度
，
受众纷纷表示

“

爷青回
”

气 将时隔四年的持续热度与 口碑转接到姊妹篇

中 。 两者关注的内容不同 ， 但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前者修的是书画 、 青铜 、 钟表

等可移动的文物 ， 后者修的是宫墙 、 砖瓦 、 角楼等不可移动的建筑 ， 在历史与现代的

更替中 ，
故宫看似不变的模样背后是物与人的永恒接力 。

“

作为 《我在故宫修文物 》 的姊妹篇 ，
它承续以往风格 ，

从古建部的视角展现故

宫人的 日 常 。 故宫 ，
本身就是文物 。 除了能摆进展厅的各式文物 ， 亭廊上的彩画 、 大

殿顶上的脊兽 ，
甚至每一根木材 、 每一片瓦块都是故宫六百年的见证 。

”？

青年受众通过文字凸显出尊重历史与热爱历史的情感 ，
也向守护历史的工匠们致

敬 。 在实时的弹幕互动中 ， 受众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 不再以优美婉转的评论抒情 ，

而是直接向正在观看纪录片的人们疯狂安利 ，

“

吹爆 、 满分 、 震撼 、 爱住了 、 ｙｙｄ ｓ

？
、

工
Ｂ站纪录片 《我在故宫六百年 》 热门评论 ［

ＥＢ ／ＯＬ
］

． ｈｔｔｐ ｓ ： ／ ／ｗｗｗ ． ｂ ｉ ｌ ｉｂ ｉ ｌ ｉ ． ｃ ｏｍ／ｂａｎｇｕｍ ｉ／ｍｅｄ ｉ ａ／ｍｄ２８２３ ３２ １ ０ ／７ ｓ
ｐ
ｍ ｉ ｄ ｆｒ

ｏｍ
＝

６６６ ． ２５ ． ｂ
＿

６ｄ６５ ６４６９６ １ ５ｆ６ｄ６ｆ６４７５ ６ｃ ６５ ． ２＃ ｓｈｏｒｔ
；
２０２ １

－

０２
－

２４ ．

之
Ｂ站纪录片 《我在故宫六百年 》 热门评论 ［

ＥＢ ／ＯＬ
］

． ｈｔｔ
ｐ ｓ ： ／ ／ｗｗｗ ．ｂ ｉＵｂ ｉ ｌ ｉ ． ｃ ｏｍ／ｂ ａｎ

ｇ
ｕｍ ｉ ／ｍｅｄ ｉ ａ／ｍｄ２８２３ ３２ １ ０ ／７ ｓｐ

ｍ ｉ ｄ ｆｒ

Ｏｍ
＝

６６６ ． ２ ５ ． ｂ
＿

６ｄ６５ ６４６９６ １ ５ ｆ６ｄ６ｆ６４７５ ６ｃ ６５ ． ２＃ ｓｈｏｒｔ
，
２０２ １

－

０６
－

１ ５ ．

３
Ｂ站纪录片 《我在故宫六百年 》 热门评论 ［

ＥＢ ／ＯＬ
］

． ｈ ｔｔ
ｐ
ｓ ： ／ ／ｗｗｗ ． ｂ ｉ ｌ ｉｂ ｉ Ｈ ． ｃ ｏｍ／ｂ ａｎｇｕｍｉ／ｍｅｄ ｉ ａ／ｍｄ２ ８２３ ３２ １ ０／７ ｓｐｍ ｉｄ ｆｒ

ｏｍ
＝

６６６ ． ２５ ． ｂ ６ｄ６５ ６４６９６ １ ５ｆ６ｄ ６ｆ６４７５ ６ｃ ６５ ． ２＃ ｓｈｏｒｔ ． ２０２ １
－

ｌ ｌ

－

０７ ．

？“爷的青赛回来了
”

的简称
，
形容与青春久别重逢的喜悦 。

？
Ｂ站纪录片 《我在故宫六百年 》 热门评论 ［

ＥＢ ／ＯＬ
］

． ｈｔｔｐ ｓ ： ／ ／ｗｗｗ． ｂ ｉ ｌ ｉｂ ｉ ｌ ｉ ． ｃ ｏｍ／ｂ ａｎｇｕｍ ｉ／ｍ ｅｄ ｉａ／ｍｄ２８２３ ３２ １ ０ ／ ７ ｓｐｍ ｉｄ ｆｒ

ｏｍ
＝
６６６ ． ２５ ．ｂ ６ｄ６ ５ ６４６９６ １ ５ｆ６ｄ６ｆ６４７ ５ ６ｃ ６５ ． ２＃ ｓｈｏｒｔ

，

２０２ １
－

０ ３
－

２ １ ．

？“永远的戒
”

的拼音缩写
，
用来表达某事物或人物十分优秀

，
到 了能够称神的地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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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手就是
一个五星

”

是常用的表达
， 既带有青年受众新奇 、 自我 、 戏谑式的语言特点

，

也蕴含着对传统文化的极度肯定 。 通过沉浸式地观看纪录片的内容
，
笔者对

“

丹宸永

固
”

大展 、 养心殿修葺和紫禁城
“

整容
”

秘术三个主题单元进行分类总结 ， 浏览实时弹

幕并记下各个重要情节的关键词反馈 ， 对弹幕样本进行内容分析 。 内容分析法是
一

种

研究信息特征的 、 系统的和客观的定量研究方法？
，
通过对弹幕文字编码赋值 ， 分类

计算 占比后对结果进行定性分析
， 将定量研究作为基础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 因此可以

较为科学地从弹幕文本中获取青年受众话语实践的主题 、 特征 、 动机等信息 ， 操作步

骤如图 ２－

１ 所示 。

（课题）

ｒ
￣

Ｔ
界定母体类目馳

｜
设计

目表

抽样

编码员 １

—Ｍｉ码员 ｎ

Ｉ
＾
Ｉ

￣？ 样本

（
量＾果 １

－

ｎ
）

（
ｆＳＪ爐分析 ）

士

统计描述

图 ２－

１ 内容分析法步骤示意图

２ ． １ ．２ 弹幕文本抓取

本研究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 数据处理工具开发爬虫获取弹幕 ， 对纪录片 《我在故宫六百

年 》 从 ２０２０ 年 １ ２ 月 ３ １ 日 开播至 ２０２ １ 年 １ ２ 月 １ 日 １ ８ 点的全部弹幕文本进行抓取 。主

要步骤分为三步 ： 获取弹幕文件
，
以 Ｃ ＳＶ 格式进行储存 ； 提取弹幕信息并进行数据清

？
Ｎｅｕｅｎｄｏ ｒｆ

， Ｋ ．Ａ ．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 ｔ Ａｎａ ｌｙ ｓ ｉ ｓ Ｇｕ ｉｄｅｂｏｏｋ
［
Ｍ

］
． Ｌｏ ｓ Ａｎｇｅ ｌ ｅ ｓ ： Ｓ ａｇ

ｅ
，

２０ １ ６ ： ２０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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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 可视化展示弹幕文本 、 发送时间 、 视频位置等信息 。 在 Ｂ ｉ ｌ ｉｂ ｉ ｌ ｉ 弹幕视频网 中 ， 每

一个视频都有唯一的 ａ ｉｄ 和 ｃ ｉｄ 编号 ，
ａ ｉｄ 又叫 ａｖ 号 ， 可以从地址栏获取 ， 数字前加

上 ａｖ 即可定位到视频 。 以 《我在故宫六百年 》 第一集
“

丹宸永固
”

的秘密为例
，
通过查

看其页面源代码找到对应的 ａ ｉｄ 编号
“

７５ ５９４７ １ ５７
”

（图 ２
－

２
） ， 在网页中输入

“

ａｖ７５５９４７ １ ５Ｔ

即可打开相应视频网址 。

（ ｝ ，

＂

ｈ ｌ Ｔ ｉ ｔ ｌ ｅ

＂

：

＂

我在故宫六百年 ： 第 １集
“

丹痕永固
”

的秘密
〃

，

＂

ｍｅ ｄ ｉ ａ ｌ ｎｆｏ

＂

： ｛

＂

ａｃ ｔ ｉ ｖ ｉ ｔ ｙ

＂

：

，

＂

ｉ ｄ

＂

： ０
，

＂

ｔ ｉ ｔ ｌ ｅ

＂

： 

〃 ＂

，

＂

ｐ ｅ ｎ ｄａｎ ｔ ０ｐ ｓ ｌｍｇ

〃

：

＂ ＂

，

＂

ｐ ｅ ｎ ｄａｎ ｔ Ｏｐ ｓＬ ｉ ｎｋ

＂

：
＂

ａ ｌ ｉ ａ ｓ

＂

：

＂

＇

＂

ａｒ ｅａ ｓ

＂

：  ［ ｛

＂

ｉ ｄ

＂

： １
，

＂

ｎａｍｅ

＂

：

＂

中 国大
陆

＂

｝ ］ ，

＂

ｂｋｇ
＿

ｃ ｏ ｖ ｅｒ

＂

：

＂ ＂

，

＂

ｃ ｏ ｖ ｅ ｒ

＂

：

＂

＼ｕ ００ ２Ｆ ＼ｕ０ ０ ２Ｆ ｉ ０ ． ｈ ｄ ｓ ｌ ｂ ．ｃ ｏｍ ＼ｕ０ ０ ２Ｆｂｆ ｓ ＼ｕ ０ ０２Ｆｂ ａｎ ｇｕｍ ｉ ＼ｕ ０ ０ ２ Ｆ ｉ ｍａ ｇ ｅ ＼ｕ０ ０ ２Ｆ ３ ７ ０ｅ ｌ ０ ｃ ｌ
：

ｃ ６ ９ ｂｂ ３ ６ １ ｆ０ｂ ｅ ７ ７ ｆ ｅ９ ５ ｃ ４ｄ９ ４ ｃ ０ｂ ｌ ３ ７ａ ｌ ．

ｐｎｇ＇

＂

ｅ ｐ ｉ ｓ ｏ ｄ ｅ ｓ

＂

： ［ 厂 ａ ｉ ｄ

”

： ７５ ５ ９ ４ ７ １ ５ ７
，

＂

ｂ ａ ｄ ｇ ｅ

＂ ＂

ｂａ ｄ ｇ ｅ
＿

ｉ ｎｆｏ

〃

 ：

图 ２
－

２ 《我在故宫六百年 》 第一集视频 ａｉｄ 编号

视频中的弹幕被隐藏在源代码中 ，
以 ｘｍ ｌ 的格式进行加载 ，

一般弹幕的 ｘｍ ｌ 页面

由 ｈｔｔ
ｐ ｓ ：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ｂ ｉ ｌ ｉｂ ｉ ｌ ｉ ． ｃｏｍ／＜ｃ ｉｄ＞ ．ｘｍ ｌ 组成 ， 其中 ｃ ｉｄ 就是上述的 ｃ ｉｄ 编号 ， 即元数

据编号 。 同样以该纪录片第
一

集为例
，
通过页面源代码查找到视频 ｃ ｉｄ 为

“

２８ １ ３７５０２４
”

，

通过合并ｘｍ ｌ页面得到ｕｒｌ地址
“

ｈｔｔｐ ｓ ：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ｂ ｉ ｌ ｉｂ ｉ ｌ ｉ ． ｃｏｍ／２８ １ ３７５０２４ ． ｘｍｒ
，
访问该链

接就可以得到视频的弹幕文本数据 （图 ２－

３
） 。

Ｔ ｈ ｉ ｓ ＸＭ Ｌ  ｆ ｉ ｌ ｅｄ ｏ ｅ ｓｎ ｏ ｔａ
ｐ ｐ

ｅａ ｒ ｔｏｈ ａ ｖｅａ ｎ
ｙ

ｓ ｔ
ｙ

ｌ ｅ ｉ ｎ ｆｏ ｒｍ ａ ｔ ｉ ｏ ｎａ ｓ ｓ ｏ ｃ ｉ ａ ｔ ｅ ｄｗ ｉ ｔ ｈ ｉ ｔ ． Ｔ ｈ ｅｄ ｏ ｃ ｕｍ ｅ ｎ ｔ  ｔ ｒｅ ｅ ｉ ｓｓ ｈ ｏｗｎｂ ｅ ｌ ｏｗ ．

ｃ ｈａ ｔ ｓ ｅ ｒｖｅ ｒ
＇

ｃ ｈ ａ ｔ ，  ｂ ｉ ｌ ｉ ｂ ｉ ｌ ｉ ．  ｃ ｏｍｃ ｈ ａ ｔ ｓ ｅ ｒｖ ｅ ｒ

ｃ ｈａ ｔｉ ｃ ｉ

：

２ ８ １ ３ ７ ５０ ２ ４
：ｄ迟 ｔ ｉ ｄ

ｍ ｉ ｓ ｓ ｉ ｏ ｎ
－

Ｏ ｎｕ ｓ ｓ ｉ ｏ ｎ
－

＇

ｍａ ｘ ｌ ｉ ｍ ｉ ｔ６０ ０ ０ ．
ｒ

． ａｘ ｉ  ｉ ｍ ｉ  ｔ

ｓ ｔ ａ ｔ ｅ ０ ｓ ｔ ａｔ ｅ

ｒ ｅａ ｌ ｕａｍｅ０ｒ ｅ ａ ｌ ｎ ａ ａ ｉ ｅ

ｓｏｕ ｒ ｃ ｅｋ ｖ  ；  ｓｏｕ ｒ ｃ ｅ 

＞

ｄ Ｄ Ｈ  ９ ４ ２ ０ ０ ．  １ ． ２ ５ ．  １ ６ ７ ７ ７ ２ １ ５ ，  １ ６ ４ ３ ９ ６ ３６ ２ ０ ． ０ ． ２ ３ ａ ａ ３ ｆ ３ ６ ． ９ Ｓ ０ ３ ９ ６９ ： ２ ０ ９ ７ １ Ｓ ２ １ ０ ５ ６ ，  １ １＇这 二
．

】 沾 得可 以 ｆ］ 见 灰个 了 ｄ

－

ｄｐ
＝

ｗ

３ ６ ３ ． ０８０ ０ ０
，  １ ， ２ ５

．  １ ６ ７ ７ ７ ２ １ ５ ，  １ ６ ４ ３ ９ ０ ３ ９ １ ４
， ０ ．  ｒｉ ｃ ｉ ｂ ｅ ｃ ａ４ ６ ．  ９ ７ ９ Ｓ ９ ｉ

＇

０ ７ ３ ９ ０ ｌ ０ ０ Ｃ Ｓ ４
？
 ；  

．

ｄｐ
，

２２ ６ｔ ＊ ０６８ ０ （Ｕ ，

２ ５
，

１ ６７ ７ ７２１５ ， 
ｉＷ３５ １ ３ ７２ ４

，

０ ． ３４ｆｂｄ４２ａ ． ９ ７６６２２９２雄２９３２ ７８７２
， 
ｉｒ ， 嗲校上课铃哈哈哈

‘

ｄ ＞

ｄ ６９ Ｓ００ ．  ｉ
．  ２ ５ ，  １ ６ ７ ７ ７ ２ １ ５

，

１６４２６５７７ ６７
． 
０

， 
９ ５的９ １ ７ ｂ ．  ９ ６９ ４４２ ６３６ ３ ５０ ６４４ ２２ ４ ，  １ １

＂

＞、家 高级丁 程师 ： ｄ

ｄ ７ ２ ６ ００ ．  １ ．  ２ ５
，  １ ６ ７ ７ ７ ２ １ ５

，  １ ６４ ２ ５ ７ ００ ５ ６ ．  ０
．  ６ ｆ０ ５ ｃ ９ ｅ０ ， ９ ６ ８ ７ ０ ６ ８６ ３ ５ １ ６ ０ １ ６ ６ ４ ０ ，  ｉ ｒ  ％ ： 还 Ｕ ： 不 丨 丨 ： 鬼降 ｒ 钥 ！ｄ

＜ ｃ ｉｐ
＝

＂

２ ８ １ ． ２ ５４００
，

１ ， ２ ５ ， 班７ ７ ７２ １ ５
，

１ ６４２ ４３３ １ ８２
，

０
， 
ｄ２０ｄ ５９ ｌ？ａ ，  ９６７ ５ ５８６７７ ６ １２２ ７ ３６ ６４

，
１ １

＇

想起  ｊ

？

糸 厂观察 节记 ｃ ｌ

ｄ ｐ
＝

￣

２ ３ ３ ２ ． Ｓ３ Ｓ ００
， 
５ ． ２ ５ ． １ ５ １ ３ ＳＳ ３ ４

， 
１ ６４ ２ ２ ９ ４ ７ ９ ７

， 
０ ，  ｆ ２ ６ ２ １ ６ １ ９ ， ９６ ６ ３ ９ ７ Ｓ ２ ０ ７４ Ｓ ７８ ３６ １ ６

，  １ １ 。 《 走出 科 ‘

 ｃ ｉ

（ ｄｐ
＝

＂

２ １ ４６ ． ２ １ ６００ ． １ ． ２ ５ ．  １ ６７ ７ ７ ２ １ ５ ，  １ ＾４２ １ ６４９０９ ，
０

， 
ｂｂ ｅ ｌ Ｇ０ １ ｂ

， 
９６＿０８ ２４ ０ ３０ ６ ４３ ７６３２

，
１ １

“

、师溥们也是 ｆｒ： 故宫修文物 ／ ／ ｄ

ｄｐ
＝

＊

２８说 抵 软６＾Ｓ７７§逝 木 ―
〉 ＞物＜ ／ｄ

：

： ｄ ｐ
＝

￣

１ ４ ２ ３ ． ３ ５４００ ， １
，
２ ５

， １６７ ７７ ２ １ ５ ， １ ６４ ０ ５ １ ８７穿２ ，
０

，  ｌＯｅ ｌ ｃ ｂｂ ｅ ． 

．５９４６８ ７２ ．５ ７７６６ ２ ９ ７６０ ，
１ １
＇漂流瓶扔进  ｊ

？

时间的河 ｄ

ｐ
＝

＊

！ ９ Ｓ３ ． ９ ４ ５ ０ ０ ．  １ ．  ２ ５ ．  １ ６ ７ ７ ７ ２ １ ５ ．  １ ６４ ０ １ ４ ７ １ ３ ３ ．  ０ ．  ５ ５ ｆ ４ ｃ ｃ ４ ５ ．  ５ ９ ２ ７ ３ Ｓ ６ ９ ３ ５Ｓ ３ ４０ ０ ９６ ．  ｉ ｒ奐 名 感动 ． 付 ｆ
木材 本身 来 说 也 是朵 牟 厂 ｉ

‘

ｉ ；

：

＂

ｉ ３ Ｇ ０  １ １ ３ ０ ０  １
．
２ ５

， １ ６ ３的 ９ ９ ＵＷ ． ０
，  ３ Ｓ ９ ｂ ｌ Ｓ ｅ ｆ

，  ５ ９ １ ４３ Ｓ ６４ ７ ５９ ７４６５ ６０ ，  １ １

＂

＞乱 塞 ＇

ｊ

、 广
； Ｖ哈哈哈哈哈哈

ｄ ｉ

：

＂

ｉ ９ ５ Ｓ ．

ｉＭ ４ ０ ０ ．  １
，

２ ５
，  ｉ （ ３ ７ ７ ７

： ： １ ５
，  ｉ ６ ３ ９ ５ ６ ６ ９ ２ ｉ ， ０ ． ｃ ｉ ４ｎ ｂ ７ ｆ ０

，
５ Ｓ ９ ６％ｎ ｉ ６Ｓ ３９ １ ６ Ｓ０ ，  ｉ ｌ

＇ 谁能＆ ；

ｉ





？ ‘

Ａ心 ｄ

 ：


ｒ 

ｄｐ
＝

＊

１ ０ ３ ３ ． Ｓ ２ ６ ０ ０ ，  １ ．  ２ ５ ，  １ ６ ７ ７ ７ ２ １ ５ ．  １ ６ ３ Ｓ ２ ７ ９ ７８３ ．  ０ ．  ｆ ７ Ｓ ｂ ３ ｆ ｂ ｅ ．  ５ Ｓ ２ ９ ４ Ｓ４０ ３ Ｈ ９ ３ ０ １ ７ ６ ．  １ １

＂

给我我 也心疼毕竞 砘 都 是 ％ 史 ｄ

ｄ俨

＊ ＂

２ ４ ３ ９ ９ ７ ３ ０ ０
，  １ ．

２ ５
，  １ ６ ７ ７ ７ ２ １ ５

，  １ ６功 １ ４ ９ ０ １ 义 ０ ， Ｗ ｄ ｕ ａ Ｏｎ
．  ３ ８ ２ ２６ ２ ８ １ ６ ４ ７ ２ １ １ ５ ２ ０

，  １ １

＇

在这 ｉ ＬＸ作與的 是 Ｇ 尺 的 ＾本 ４ ？ ： 受 ！ｄ

） ：  
；

ｄ ：

：

二

＂

１ Ｃ ６ ． ２ ０ ６ ０ ０ ．  １ ．  ２ ．５ ．  １ ６ ７ ７ ７ ２ １ ５
，  １ ６３ ７ ３２ １ Ｓ５ Ｓ ． ０

， 
ｆＳＳ ｆ ｃ ｄ ａ ３ ，  ５ ７ ７９ ２ ６ １ １ ３ ５ ７ ６ ３ ３ ５ ３ ６ ．  １ １

＂

说明这透Ｒｆｔ
； ｄｐ
’

２ ３ ０ ７ ． ２４ １ ００ ， １
， ２５ ，  １ ６７ ７ ７ ２ １ ５ ， １６３ ６８９ ６ ９０８ ， 

０ ．  １ ９ｄ９ｂｂ ｂ ０ ．  ５ ７ ５ ６９ Ｓ １ ５ ４部 ７ ３２ ６ ７ ２
，  １ 广 ＞幻

？

怕 他们那 个突然 穿越 了 ， 哈哈哈哈ｄ

ｄｐ
，

１ ２ ７ ２ － ２ ０６ ０ ０ ，  １
，

２ ５ ． １ ６ ７ ７ ７ ２ １ ５ ．  １ ６３ ６ ７９ ０ ０ ７ ９ ， ０ ．  ａ ｃ ５ ２ ａ３ １ ｆ ， ５ ７ ５ １ ３８ ０ ５９ ４Ｓ ３６ １ ２ １ ６
，  ｉ ｒ嗦熙 会拉ｒ 之 ， 乃 文数学几何 都惮 呰 ｃ ！

－

： Ｉ Ｇ ７ ７ ７ ２ １
．５ ．  ｉ Ｇ ３ Ｇ ３ ４４ Ｉ ２８ ． ０ ． Ｓ ０ Ｓ ｅ ｃ ３％

．  ５ ７ ２ ７ ９ ９ ９９ ３ ３ ３ ９ ５ Ｓ １ ４４ ，  Ｉ Ｔ 人家 逊提前到办公审 ： ｄ ＞

ｄＰ
＾

８ １ ８ ． ６ Ｓ ２００ ， ５ ，
２５

，
１６６４６９ １４ 

１ ６３６ ２ ７３ ４ ３３ ，
０

， ｂ９Ｓ ７７６３ ７ ．  ５ ７２ ４ ２９ ３ ４６ ２ Ｓ ７ １ Ｓ ５ ９２ ．  ！ ｒ这么 老师傅的 名 宁 就很有年代感
，

： ｄ

２
：

 ５ ． ４ １ １ ９ ４ ．  １ ６ ３ ５ ５ Ｓ ０
．  ７＆ ｒｉＳＳ ｃ ０

， ５ ６兇 ３ ４ ２ ２ ５９６６ ９９ ６ ４ ８
，

丨 广 淖心殿的藻 几

Ｕ ９ ５ ９ ０ ０ ．  １
，

２ ５ ．  １ ６ ７ ７ ７ ２ １ ３ ．  １ ６ ３ ５４二 ６ Ｓ ６ ． ０ ． ３ ｃ ａ ６ ３ ０ ｄ９
， 
５ ６ Ｔ ９ ６ Ｓ ９ Ｓ ５ ；

３ （ＨＳ ９ ０ Ｓ Ｓ ． ｉ ｒ这个姐姐 说话好听 ： ｄ

ｄｐ
＝

￣

２４ ６ ３ ． ０ １ ５ ０ ０ ．  ｆ ｉ

．  ２ ５ ． ４ １ １ ９ ４ ，  １ ６ ３ ５ ３ ９ ９ ｈ
＇

４９ ．
０

，
４６ｂ １ ４６６ ｃ ．  ５ ６ ＴＳ４９ ２ ５ ２４５ ９ ５ ２ ／

．  ｉ  ：  ：   ： ｉ 

＾
 ，

；
：Ｖ ； 


－


．
 ：    ； ＿

；

： ： ； ： ，： ： ｖ
Ｊ



ｄ ｐ
－

＂

ｉ Ｓ ２ ｉＷ Ｏ Ｏ ．  ５ ．  ２ ．５ ，  １ ６ ７ ７ Ｔ ２ Ｕ ，  １ ６ ３ ５ 〇 ７ ９ ５ ７０ ．  ０ ， ６ ｉ 〕 ９９ ５ ８ ｂ ｃ ，  ５ ６ ６ １ ７ ００ ６Ｓ Ｓ ０５ Ｓ ５ ２ １ ６ ．  ｉ 厂
＇

雊杧玉砌应 优 在 ， Ｋ 是朱颚改
－

ｄ

ｄ ｐ
＝

ｗ

５ １ ４ ． ７ ８９００ ． １ ．  ２ ５ ．  １ ６ ７ ７ ７ ２ １ ５ ．  １ ６３４ ９６３ ４５５ ．
０ ．  ｃ ！ ４４９９６ ｄ ．  ５ ６５ ５ ６ １ ２ ９ １ ３ ０ ２９ ２ ７ ３ ｃ 

＾
－ｒ，

： ｄｒ户

＿

１ ３ ２ ｉ ． ９４ １的
，

１
，
２ ５

，  １ ６ ７ ７ ７２ １ ５ ， １ Ｓ３４７ ３６ ５３８ ． ０ ， 
ｌ ｂ４２４４ ｅ４

，

５６４３ ７ ｌ ５ ９４７８２ ３４Ｕ２ ，  １ １ ＇ 蜘蛛闪为诰 Ｒ过激波踢出直播 间
＇

／ ｄ ）

ｐ
＝

：
２３９２ ． ２阅００

，
１

，
２ ５

，
１ ６ ７ ７ ７２ １ ￥ 

１６３ ４ １ ００ ７３Ｓ
， 
０

，

９ １６３２４５ ５ ． ５６ １０３８ １ ７００２６ １ ９３９２
， 
ｉｒ ＞ 负 尚车辆进出 口 的 ＜ ｄ

图 ２－

３ 〈〈我在故宫六百年》 第
一

集视频弹幕示例

从图中可以看出 ， 所有的弹幕文本数据都是高度结构化的 ，
并且每一个弹幕都有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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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ｄ＞标签
， 因此需要通过构建程序获取所有的标签 。 使用 Ｐｙｔｈｏｎ 的第三方库

Ｒｅｑｕｅｓｔｓ 请求获取数据 ， 通过基本的 ｇｅ
ｔ 请求访问弹幕的 ｕｒｉ 地址 ：

部分代码示例 ：

ｉｍｐｏｒｔ ｒｅｑｕｅｓｔｓ

＃获取页面数据ｈｔｍｌ

ｕｒｌ
＝
ｒ

＇

ｈｔｔｐｓ ：／／ｃｏｍｍｅｎ ｔ， ｂｉｌｉｂ ｉｌｉ ． ｃｏｍ／２８１３ ７５０２４．ｘｍ ｌ

＇

ｒ
＝
ｒｅｑｕｅｓ

ｔｓ ．ｇｅｔ
（
ｕｒｌ

〉
＃

访问 

ｕｒｌ

ｒ．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 

＇

ｕｔｆ
Ｓ

＇

在 Ｒｅｑｕｅｓｔｓ 库的使用中 ，
共有七种可用方法

？
， 分别为 ：

（
１
）
ｒｅｑｕｅｓｔｓ ．ｒｅｑｕｅｓ

ｔ
（）

： 构造一个请求 ， 支撑以下各种方法 ；

（
２
）
ｒｅｑｕｅｓｔｓ ．ｇｅｔ〇

： 获取 ｈｔｍｌ 网页的主要方法 ；

（
３
）
ｒｅｑｕｅｓｔｓ ．ｈｅａｄ

（）
： 获取 ｈｔｍｌ 网页头信息的方法 ；

（
４
）
ｒｅｑｕｅｓｔｓ ．ｐｏ ｓｔ〇

： 向 ｈｔｍｌ 网页提交 ｐｏ ｓｔ 请求的方法 ， ｐｏｓｔ 为字典贝 Ｉ

Ｊｈｔｍｌ 自动编

码为 ｆｏｒｍ
， ｐｏ ｓｔ 为字符串则 ｈｔｍｌ 自动编码为 ｄａｔａ ；

（
５
）
ｒｅｑｕｅ ｓｔｓ ．ｐｕｔ

（）
： 向 ｈｔｍｌ 网页提交 ｐｕｔ 请求的方法 ， 变化原则同上 ；

（
６
）
ｒｅｑｕｅｓｔｓ ．ｐａｔｃｈ〇

： 向 ｈｔｔｎｌ 网页提交局部修改请求 ；

（
７
）
ｒｅｑｕｅｓｔｓ ． ｄｅ ｌｅｔｅ〇 ：向 ｈｔｍｌ 网页提交删除请求 。

这七种爬取网页的方式涵盖了大部分的资源获取 ， 同样也可使用其高级功能获取

ｃｏｏｋｉｅｓ 和 ｕｓｅｒ－ａｇｅｎｔ 。 将现有数据导入 Ｂｅａｕｔｉ ｆＵｌＳｏｕｐ 库提取弹幕信息 ， 把所有＜／（１＞标

签中的弹幕内容保存为 ＣＳＶ 文件格式并进行数据清洗 ， 清洗步骤如下 ： 打幵 ＣＳＶ 文件

获取保存的弹幕文本 清除无效弹幕或无意义的弹幕符号 利用字典记录同一

弹幕内容出现的次数一根据弹幕次数排序字典一对数据格式进行标准化统＿ 。 最

后一步是进行数据的可视化展示 ， 可参照 ｇｉｔｈｕｂ 开源库生成动态的柱状图 ， 但基于本

文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 ， 最终保存的文档为 ｅｘｃｅ ｌ 表格中的 ｘｌｓｘ 工作表格式 。 根据上

述的爬虫分析框架 ， 本研究分三次获取了 《我在故宫六百年》 三集的弹幕文本数据 ，

共计 ２ ．２ 万条 ， 数据清洗过后剩余可用 １ ８２７７ 条 ， 对全部文本进行均匀随机抽样 。

①
Ｒｅｑｕｅｓｔｓ 库

［
ＥＢ／ＯＬ

］
．ｈｔｔｐｓ ： ／Ｍｉｕａｎｌａｎ ． ｚｈｉｌｍ ． ｃｏｍ／ｐ／３４０４７９６４

，
２０１ ８

－

０２
－２７ ．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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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１ ． ３ 确定样本量

由于研究数据的母体涵盖的数量较大
，
且内容具有

一定的相似性
，
因此不采用全

样本分析 ， 通过抽样的方式确定样本量 。 系统抽样 （
Ｓｙ ｓ ｔｅｍａ ｔ ｉｃｓａｍｐ ｌ ｉｎｇ）是指将容量为

Ｎ 的总体按某一顺序编号并平均分成 ｎ 个部分
，
每部分包含 Ｋ 个个体 （

Ｋ＝Ｎ／ｎ ） ， 从

第
一部分随机抽取一个个体后

，
依次间隔 Ｋ 抽取下

一个 ， 最终获得数量为 １！ 的样本 。

以系统抽样进行抽取时 ， 每个样本被抽到的可能性一致 。 已获取的弹幕数据中总量 Ｎ

不是整体
，
因此先通过单纯随机抽样剔除一些个体 ， 使总量 Ｎ 能够整除所分的 ｎ 个部

分 。 剔除后的弹幕数量为 １ ． ８ 万
，
共分为 ３０００ 个部分 ， 间隔数为 ６

， 将弹幕由 １
－Ｎ 逐

个线性排序 ， 并上传至 Ｄ ｉＶｏＭ ｉｎｅｒ 数据库进行抽样 。 由于内容分析涉及情感 、 动机等

相对主观的文本内容
， 需要人工介入 ， 因此要通过抽样来平衡人工编码所耗费的时间

精力 ， 在编码的时效性 、 样本覆盖广度和编码后的分析深度上做出定量的要求 。 本研

究最终抽取弹幕样本为 ３０００ 条 ，
以时间顺序进行排列 （图 ２－４

） 。

ｆｔ
ｊ ｔｓＲ ｉ

ｐｗ ＊ｅｘ ２ 〇２〇／ ｉ ２ ／ ３ ｉ

 
２０ ２ １ ／ １ ／ １ ０央视的 ；

＇

／
！

：

丨 永远这么棒 － 我爱祖ｗ ２０ ２ １ ／３ ／ ７

新牟快 乐 ２ ０ ２ ０ ／ １ ２ ／３ １这 个Ｖ ｔ子 （７ ２ ０ ２ １ ．  １ １ ０ 秒不见 孩 ６ ．？ 念 ２ ０ ２ １ ／ ３
， ７

２ ０ ２０ ／ １ ２ ／３ １好漂亮


２０ ２ １ ／ １ ／ １ ０瀚风儿


２０ ２ １ ／ ３／ ７

ｍ ．

：

：

、 ２ ０ ２ ０ ／ １ ２ ／ ３ １出 周边 ！ ： ０ ２ １ １ １ ０
＜

 ２ ０ ２ １ ／ ３７

凇 了 来 了 ． 新苹快乐 ！ ！ ！ ２ ０ ２ ０ １ ２ ３ １Ｕ ｉ ｒ ｕ ２ ０ ２ １ ！ １ ０总会动的呀 ， 〗 ０ 屮 ． ＵＫ ） 年 ， 总耍 洱次修的 ２ ０ ２ １３７

２ ０ ２ ０ ／ １ ２ ／ ３ １啊啊稱明啊啊啊嗝啊蚵啊啊钶啊咧啊明啊甲２ ０ ２ １ １１ ０果然历史进步离 不开 小推 乍 ２ ０ ２ １
／ ３７

来 ／来 ｆ
 ２ ０ ２ １ ／  １ １哈哈哈 当垃圾 箱 闸 ２ ０ ２ １ １ １ ０４ ＋轻ｑ


２ ０ ２ １ ３２ １

： ２０２１ ／ １ ／ １０辛 ｌ ：３ ：

旁 □ 灯 像新钣红楼梦里的 山 本 ２ Ｕ ：ｎ ＇

ｌ １ （ Ｊ又 书路过哈哈哈 哈 ２ Ｕ ２ １３ 」 」

圣 祖 康熙 ２ ０ ２ １ ／ １ ／ 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２ ０ ２ １ ／ １ ／ １ ０可爸推荐 ２ ０ ２ １ ／ ３／ ２ ２

还好吧 ， 在这里边工作就疮 日 子 １：２ ０ ２ １ １ １怎 么 尹 筑 ， 他们这是在修木 头 ，  ２ ０ ２ １ １ １ ０张卷
２０２ １ ／３ ／ ２２

新 年快 乐  ２ ０ ２ 丨 １ ／ １
？ 、

哈哈 １ ／ １ ０士力架乂 ３１

北京故汽 足我总 岜 上
？ 不够的地 力

＿

 ２ ０ ２ １ ／
１

／ １如懿不配叫 ２ ０ ２ １ ； ： ： ；
…

２ ０ ２ １ｎ ／ ２ ５

疫情期间在家里逛 个故宫明


２ ０ ２ １ ／ １ ／ １海底的 月亮


２ ０２ １ ／ １ ／ １ ２都是木钌啊 ２ ０ ２ １ ／ ５ ／ ２ ５

｜

卷拥项


２０２ １ ／ １ ／ １富察容音 ？


 

２ ０ ２ １ Ｉ １ ２直接凿碎吗 ， 碎砖碎瓦不是说要放昨房 保存２０ ２ １ ／５／ ２５


？  ：  ２ ０ ２ １ ／ １ ／ １ａ时我去故宫时拍下 来 Ｇ 都 觉 ｆｔ２ ０ ２ １ １ １ ２粜敬故 宫 Ｋ 人的 Ｔ ： 作 ２ ０ ２ １ ／ ５

＾
２ ６

远 设 门 后 的 倭 足 御花囡 冷性斋 ２ ０ ２ １ １ ／ １
？

片砖瓦都有这 么 奵听的 名 字 ２ ０ ２ 卜 Ｉ １ ２这些修 Ｍ都要求 足 町逆的 ２ ０ ２ Ｌ５
：

２ ６

真好看 丨ｉ ２ ０ ２ １ ／ １ ／ １哈哈哈哈哈 ２ ０ ２ １ ／ １ ／ １ ２Ｕ能退 ｉ
ｆｉ ｌ求其次 ， 拆 ｆ 明代呈陵 ２ ０ ２ １ ／ ５ ／ ２６

图 ２
－４ 弹幕样本示例

２ ． １ ．４ 类 目建构与内容编码

类 目 建构是根据研究 目标而设计的对资料内容进行分类的项 目和标准 ， 在所抽取

的样本有足够代表性的前提下
， 内容分析法所得出结论的客观性程度的高低完全取决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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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编码的客观情况
？

。 因此在编码过程中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 分层 、 定量 、 互斥 、 穷

尽 。 类 目 的内容与变量主要依据研究问题来设计 ，
按照事先确定的框架进行分类 ， 根

据不同类别对文本内容进行赋值 、 编码 ， 转化成可用于统计分析的数据 ， 最后探索文

本中的意义 ，
回答研究问题 。 有学者指出 ，

类 目与编码通常有三个来源 ： 数据 、 现有

的相关研究和理论＇最基础的类 目 建构可以通过归纳或者演绎的方式来确定
，
如果

没有可供参考的研究理论 ，
则需要从数据中总结出文本内容的规律从而

一一

对应编

码 。 部分类 目若有理论模型作为基础 ，
则可省略文本总结 ， 直接从该模型或理论中提

炼出适用 的
一

级指标
，
再根据具体内容进行二级指标的设置与调整 。

对于弹幕话语的研究 ， 目 前主要集中于仪式传播 、 权力规训与亚文化等领域
， 在

历史文化纪录片纯粹的受众研究成果较少的情况下 ，
笔者需要深深扎根于信息内容之

中 ，
沉浸式地对弹幕进行理解与分类 ， 并对研究内容中具有代表性的子集进行质性考

察 ， 才能够确定出与主题相关的变量 。 识别关键变量 、 准确并详细地阐述和定义恰当

的类 目 至关重要气 过程中主要关注两个问题 ：

一是如何辨识和界定关键变量及类型
，

二是如何将分析单位分隔划入有意义的类 目 中 。

一个一级指标类 目 通常会涉及两个及

以上的变量 ，

一个变量可以定义为 同属类型中的不同赋值 ，
具有相似的属性特征但概

念不重复 。 在对变量进行分类时 ， 需将概念和命题转化为操作化定义 ，
用可感知 、 可

度量的事物对抽象的定义作出界定和说明？
。 尤其在编码时

，
需清晰呈现被考察对象

的测量标准以及数据收集过程 ， 并适当给出示例加深理解 。

本文对于弹幕的研究 旨在探讨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表征 ，

从认知层面分析该群体在观看纪录片的过程中表现出 了哪些情感上的认同 。 基于对既

有文献的梳理
，
类 目 的设置分为客观与主观两种角度 ， 客观性类 目 包括文本特征与 内

容分类 ，
两者较少体现内容创建者的主观意识投射 ， 在分类过程中能够一眼辨识 ，

且

往往能达到较高的编码信度 。 主观性类 目 包括弹幕的情感表达与使用动机 ， 在归类与

定性判断时
，
这两种类 目更需要编码员的主观感知和理解 ，

为 了缩小信度上的差异 ，

应对其进行明确的概念化或操作化定义 。 对于样本的编码 ， 除笔者以外 ， 本研究还招

募了两位喜爱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受众参与编码 ，
通过多次简单 、 反复的培训后上岗 。

１ 来 自于研究生课程 《新闻与传播研究方法 》 课堂笔记 。

２ 邱均平
，

王 曰芬 ．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
［
Ｍ

］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

２００８ ： ３ ３ ．

５
周翔 ．传播学内容分析研究与应用

［
Ｍ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４ ： １ ６８ ．

？
Ｂ ａｂｂ ｉ ｅ

，
Ｅ ．Ｒ ．Ｔｈ ｅ 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 ｅ ｏ ｆ Ｓ ｏ ｃ ｉ ａ ｌＲｅ ｓ ｅａｒｃ ｈ

［
Ｍ

］
．Ｂ ｅ ｌｍｏ ｎ ｔ

， ＣＡ ：Ｗａｄｓｗｏ ｒｔｈＰｕｂ ｌ ｉ ｓｈ ｉｎ
ｇ ，

１ ９９２ ： １ ６３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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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弹幕内容涉及部分专业词汇与特殊表达 ， 为 了能够阅读和解释文本 ，
笔者对编码

员所掌握的编码对象信息及熟悉程度做了一定要求 。 类 目 建构及编码情况如下 ：

表 ２－

１ 类 目建构及编码表

类 目变量操作化定义编码示例说明

例如
“

来了
”“

御猫好
”“

文案爱
小于 ５ 字符 １

 了
”

等 ， 编码为 Ａ １



按照文本字数统计规例如
“

爱故宫 ！ 爱我大中华 ！

”

文
６－

１ ０ 字符 则
， 单个数字 、 汉字 、 ２

“

前方高能预警
”“

太想去一次
本

字母均计为
一

个字Ａ故宫 了
”

，
编码为 Ａ２

长
符 ， 计数时不包含空例如

“

总会动的呀
，

１ ０ 年
，

１ ００

度叉
格及符号 年 ，

总要再次修的
” “

三十年不
１ ０ 字符以上 ３

上朝 ？ 当皇帝 当 了个寂寞
”

，

编码为 Ａ ３

由 中文汉字构成的弹例如
“

啊啊啊好美
”“

和故宫
一

汉字 １

弹幕


＊
起跨年

”

，
编码为 Ｂ １



文本 例如 

“

ｗｏｗ
’ ’ “

ｈｈｈｈｈ
” ‘ ‘

ｙｙｄ ｓ

”“

ｘ ｓ

特征 由英文字母构成的弹ｗ ｌ

”

， 大部分是网络流行语中
字母 ２

分析幕具有特殊意义的拼音缩写 ， 编

码为 Ｂ ２

文


例如
“

１

”“

２３３３ ３
”“

６６６
”

， 同样是

数字由数字构成的弹幕Ｂ３具有特殊含义的网络用语 ， 编
构

码为 Ｂ ３

成


由标点符号构成的弹例如
“

（

＊ ’

▽
’ ＊

）
／
”“

！ ！ ！
”“

． ． ． ． ．

”

，

符号 ４



？
多用来表达情绪 ，

编码为 Ｂ４

例如
“

清新 ｅｒ 来看了 ！ 疯狂打

以上各类型任意组合 ｃ ａ ｌ ｌ ！
” “

朱棣＝

Ｊｕｄｙ

”“

好厉害好
任音组合 ５ｗ

构成的弹幕厉害好厉害 ２３ ３ ３
（

ａ
〇
ａ

）

”

， 编码



为Ｂ ５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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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幕文本中含有正面
例如

“

新年快乐
”“

哈哈哈太好
情绪的词语 ， 如

“

赞同 、

１ 笑了
”“

真正的热爱
”“

好感动
乐观 、 喜爱 、 愉快 、 感

啊
”

， 编码为 Ｃ １

谢
”

等 ， 表达积极态度
情堵抒发类


一

弹幕文本中含有负面例如
“

这配音好难受
”“

好遗憾

情绪的词语 ， 如
“

讨厌 、没看这个展
”“

无语了 ， 这集弹

忧愁 、 悲观 、 沮丧 、 愤幕怎么杠精这么



怒
”

等 ， 表达消极态度多？ ？？？
”

， 编码为 Ｃ２

例如
“

我能想像老爷子是想跑
围绕纪录片入物刻

起来先看
一

圈 ， 泪 目 ！

”“

扫描
画 、 情节发展 、 场景变

之后还是要作图 ，
机器导出来

剧情探讨类 换等内容表达 自 己的 ３

的线条多且杂
”“

讲真这脊檩
观点 ， 涉及逻辑 、意义 、

在天花上部其实是看不到
走向等的探讨



的
”

， 编码为 Ｃ３



弹幕文本 例如
“

这个龙图案的部分叫做
针对纪录片中出现的Ｃ

内容分类瓦当 ， 图案可追溯到汉代的四
历史人物 、事件 、现象 、

科普讲解类 ４ 神纹瓦当
”“

工分是那个年代
技艺等进行知识性的

的虚拟货币 ， 你理解为积分就
补充



可以了
”

，
编码为 Ｃ４

例如
“

所以角楼到底是什么
’ ’

“

听了 
３集片尾的 ＢＧＭ是哪首

对视频内容进行提问
曲子？

”“

前面的乾隆打钱 真
提问互动类 解答或表达观点 ， 并 ５

是笑死我了
”“

钉子是很简单
与其他弹幕进行互动

的铁制品 ， 说古代没有钉子是

 —

老谣言了
”

， 编码为 Ｃ５

使用网络语言或 Ｂ 站

特色话语发出带有调例如
“

涨姿势了
”“

前方高能预

吐槽玩梗类 侃意味的感慨 ， 针对 ６ 警
”“

你行你上
”“

叉会儿腰
”“

御

夸张 、 戏剧性 、 笑点 、前带刀猫卫
”

， 编码为 Ｃ６



｜

记忆点等部分进行戏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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谑式的情绪释放

例如
“

我们家过年贴对联也是

面粉打的浆糊
”“

我 ２０ 年 １ ２ 月

基于视频内容对个人
份去故宫的时候看到这个吊

的生活实践经历进行
经历分享类 ７车在往上 吊文物箱子了

”“

边
分享 ， 营造纪录片与

焦虑边享乐
，
跟我考试前一晚

个人之间的联系
还在玩手机一样 ． ． ．

”

， 编码为

 

Ｃ７



签至 Ｉ

」 、 打卡以及与纪例如
“

来了
”“

滴滴滴
”“

看不到

其他录片 内容无关且不产 ８弹幕
”“

我是第一人？
”“

终于



生意义的弹幕


等到更新了
”

， 编码为 Ｃ ８

例如
“

大家元旦快乐 ！

”“

新年
对特定的 日 期 、 事件

快乐
”“

惟愿山河锦绣国泰民
或人物表达的美好祝

特殊祝福 １ 安 ， 惟愿和顺致祥幸福美满
”

愿
，
让他人感到温暖

“

希望老人家们都身体健康 ！ 

”

，

的用语
编码为 Ｄ １

例如
“

故宫里到处都是宝藏
对本民族共同体所产

啊
”“

能赶上故宫的第六百年 ，

生的物质及精神产品
文化认同 ２三生有幸

”“

央央中华上下五
具有赞同 、欣赏 、 自豪 、

弹幕文本情千年 ， 厚德载物
”“

不要让韩国
骄傲的情感文本Ｄ

感表达
 

愉走我们的文化
”

， 编码为 Ｄ２

围绕纪录片 中 出现的例如
“

爷爷 你就是神话人物

人物
，
从举止风度 、个了 已经

”“

这位老师好可爱哦
”

人格吸引人才能 、 道德品质等 ３
“

这京片儿普通话太带感了
”

方面表达出喜欢 、 肯
“

有纪东歌姐姐的地方就有



定和赞美之情我 ！

”

，
编码为 Ｄ ３



从制作角度
，
表达对例如

“

科普动画好评
”“

这里的

创作肯定 镜头 、配乐 、 内容片段 、４ｂｇｍ 真的太震撼了
”“

这个历



｜

台词等元素的观看感
｜ ｜

史与现实交织的画面也太有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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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感觉了
”

， 编码为 Ｄ ４

通过追忆过去而感伤例如
“

文化艺术的传承跟不

现在传承与发展的没上
， 技术流失真的很痛心

”“

宫
怀古伤今 ５

落 ，
表达一种遗憾 、悲阙万间都做了土

”“

失去了才



观的情绪
来悲伤

”

， 编码为 Ｄ ５



对纪录片以及弹幕中例如
“

你比专家懂？ ？
”“

不靠

出现的不认同点提出科学能测 出来？ 能保留住？

质疑宣泄 ６

质疑
， 并发泄心中的呵呵

”“

整个一豆腐渣工程



不满情绪进行反驳


〇阿
”

， 编码为 Ｄ６


例如
“

明清第一座紫禁城凤阳

通过弹幕传播 、 获取紫禁城
”“

界画是中 国画的传
信 牵 需求 ｉ

知识性信息统门类 ，
不是西洋画法

”

， 编



码为 Ｅ １



例如
“

心无杂念的专注于
一

件
通过弹幕分享 自 己的

表达观点 ２事
，
纯粹

”“

好可爱的声音
”

，

观点 、 看法
编码为 Ｅ２

例如
“

假期没事看看纪录片
”

通过弹幕娱乐放松 、

弹幕文本使 娱乐消遣 ３
“

太好看 了顾不上发弹幕
”

， 编
消磨时间 Ｅ

用动机


码为 Ｅ３



例如
“

山西人前来报到 ！ ！ ！ ！

”

通过弹幕寻求共鸣 ，

寻求认同 ４
“

人在
，
历史就在 ！ 文化就在 ，

找到群体归属感



中华民族万岁 ！
”

， 编码为 Ｅ４

例如
“

弹幕个个都是人才
”“

懂
通过弹幕与他人交流

社交互动 ５了 这就入宫丢漂流瓶
”

， 编码
互动

，
缓解孤独



为Ｅ ５



例如
“

除草
”“

完结撒花
”“

到永
动机不明无明显的使用动机 ６

 ｜

寿宫 了
”

， 编码为 Ｅ６


注 ： 当
一条弹幕在同一类 目下含有两种变量 ， 则将其归入主要变量所在类别 。

３０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研究


第 ２ 章 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话语表征

２ ． １ ． ５ 信度检验

内容分析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包括信度与效度的计算 ，
以此保证分析结果的质

量与科学性 。 信度 （
Ｒｅ ｌ ｉ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

是指根据
＿

种测量程序
，
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现象进行

重复测试产生
＿致结果的程度？

。 重复测量的结果越
＿致 ， 该测量程序的信度就越高 ；

与之相反 ， 测量结果差异越大 ， 信度就越低 。 内容分析学者克里本多夫 （
Ｋｒｉｐｐｅｎｄｏ

ｒｆｆ
）

认为 ，
在信度高于 ０ ． ８０ 时才报告变量结果 ， 当信度系数为 ０ ． ６７

？

０ ． ８０ 之间时 ， 只对变

量作出
“

高度不确定且小心谨慎的结论
’＠

。 也有学者考虑到排除偶然因素的统计方法 ，

因此采取更为 自 由宽松的标准 ， 将
一致性系数的门槛降低到 ０ ． ７０

， 若低于这个数值 ，

则统计结果值得怀疑 。 本研究采用霍尔斯蒂系数３计算公式进行信度测试 ：

１ １

Ａ
＋ｎ

Ｂ

公式中 ，

ＰＡｏ 表示
“

相互同意度
”

，

Ａ 表示两位编码员一致同意的数量
 ，

ｎＡ＋ｎＢ 表爪

编码员 Ａ 与 Ｂ 各 自编码的数量之和 。 这一公式的计算范围从 ０ ． ００ （无
一致性 ） 到 １ ． ０

０ （完美
一

致 ） 。 由于样本数据较大 ，
因此信度测试抽取了其中 １ ０００ 条样本编码进行

计算 ，
两两测试中 ， 编码员 Ａ 与 Ｂ 之间的 ＰＡ。 值为 ０ ． ７５８

， 编码员 Ｂ 与 Ｃ 之间的 ＰＡｏ

值为 ０ ． ８０３
， 编码员 Ａ 与 Ｃ 之间的 ＰＡｏ 值为 ０ ． ７ １ １

，
平均 ＰＡ〇 值为 ０ ． ７５７ 。 三位编码员

整体的复合信度计算公式为 ：

Ｒ＝
—￣

其中 ，

Ｒ 为复合信度 ，

ｎ 为编码人员数量
，

匕 为平均相互同意度 ， 将上述计算数

值代入 ， 最终求得复合信度为 ０ ． ９０ 。 由于手动计算存在误差 ，
并且未剔除偶然一致性

的结果 ，
复合信度的净值应低于 ０ ． ９０

，
但仍然高于一致性系数 ０ ． ７０ 的门槛

， 因此统计

结果具有可参考性 。

２ ． １ ． ６ 弹幕语言的基本特征分析

本研究对于编码结果的统计借助数据分析工具 Ｄ ｉＶｏＭ ｉｎｅ ｒ 平台
，
将样本整体数据

的内容编码输入 ， 即可按照类 目顺序排布生成单变量统计图 ，
以下分析均采用表格形

＝
［
美

］
艾尔 ．

巴比 ．社会研究方法
［
Ｍ

］
．邱泽奇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２００５ ： １ ３ ７
－

１ ４０ ．

ｚ
Ｋｒｉ

ｐｐ
ｅｎｄｏ ｒ ｆｆ

， 
Ｋ ．Ｃ ｏｎ ｔ ｅｎ ｔ 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 ： Ａｎ  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 ｔ ｉ ｏ ｎ  ｔｏ Ｉ ｔ ｓ Ｍ ｅｔｈ ｏｄｏ ｌｏｇｙ ［

Ｍ
］

．Ｂ ｅｖｅｒ ｌ

ｙ 
Ｈ ｉ ｌ ｌ ｓ

， ＣＡ ：Ｓ ａｇｅ ， 

１ ９８０ ： １４７ ．

＾
Ｈｏ ｌ ｓ ｔ ｉ

， Ｏ ．Ｒ ． Ｃｏｎ ｔｅｎｔ Ａｎ ａ ｌｙ ｓ ｉ ｓｆｏｒ  ｔｈｅＳ ｏｃ ｉ ａ ｌＳ ｃ ｉ ｅｎ ｃ ｅ ｓ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ｉ ｔ ｉ ｅ ｓ
［
Ｍ

］
．Ｒｅ ａｄ ｉｎ

ｇ ， 
ＭＡ ： Ａｄｄ ｉ ｓｏｎ－Ｗｅ ｓ ｌ ｅ

ｙ ， 

１ ９６ ９ ： ２３ ５ ．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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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直观展现。

分析历史文化纪录片受众发送弹幕的文本特征如表 ２－２ 所示。 可以发现 ， 在文本

长度中最多的是
“

６￣

１０ 字符
”

的弹幕 ， 共 １ ３８５ 条 ， 占比 ４６ ． １ ７％
， 说明较多的受众选择发

送中长弹幕 ， 更利于意义的产生与理解。 紧随其后的是
“

小于 ５ 字符
”

的短弹幕 ， 共 ９０

４ 条 ， 占比 ３０ ． １３％
，
整体的表达简洁明了 ，

且跟评与重复度较高 ， 大多为具有
一定情

绪推动作用的网络用语。 比例最小的是
“

１ ０ 字符以上
”

的长弹幕 ， 共 ７ １ １ 条 ， 占比 ２３ ． ７

％
， 文本字数的跨度较大 ， 传达的信息量也更高 。 在整体样本中 ， 字符最少的为 １

，

包括
“

眭
”“

赞
”

等感叹词 ， 等表示回应的数字 ，
以及无意义的符号。 字符长度最

长的有两个并列 ８０ 字符的弹幕 ， 其
一根据纪录片的内容分享了个入的生活经历 ：

“

现

在的孩子怕是很少有见过全套木工锛凿斧锯的了 ， 现如今科技进步 ， 很多工具都更新

换代了 ， 前年家里装修 ， 来干活的不管是瓦工 ， 木工 ， 还是水电工 ， 每人标配
一个激

光水平仪 。 其二则是将
“

鸣
”

字打了８０ 遍组成一条弹幕 。

在文本构成中 ，

“

汉字
”

首当其冲成为 占比最高的文本格式 ， 达到 ５ １ ． ８％
， 共 １５５４

条 ，
在整体样本中已经过半 。 其次为汉字 、 字母 、 数字 、 符号的

“

任意组合
”

，
共 １

１２４ 条 ，
占比 ３７ ．４７％ 。 其余三种文本的数量都比较少 ， 相比之Ｐ

‘

字母
”

出现的数量略

为可观 ，
共 ２０ １ 条 ， 占比 ６ ．７％

，
多为汉字的拼音缩写及英文单词 ；

“

数字
”

９６ 条 ， 占比

３ ．２％ ；
“

符号
”

最少 ， 仅 ２５ 条 ， 占比 ０ ． ８３％
，
且不具有内容研究意义 。

表 ２－２ 文本特征分析结果

弹幕数量／条占比 ／％

文本长度小于 ５ 字符 ９０４ ３０ ． １３

６＊

１０字符 １ ３８５ ４６ ． １ ７

１ ０ 字符以上 ７ １ １ ２３ ． ７

文本构成汉字 １ ５５４ ５ １ ． ８

字母 ２０ １ ６ ． ７

数字 ９６ ３ ．２

？ 摘录 自纪录片 《我在故宫六百年 》 的弹幕 。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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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２５ ０ ． ８ ３

任意组合 １ １ ２４ ３７ ． ４７

２ ．２ 认同主体 ： 基于符号象征的趣缘群体

文化认同产生的过程主要取决于认同主体与共同体之间所形成的情感纽带 ，
个体

通过语言表征系统进行意义建构 ，
从而将

“

自我
”

融入共同体中成为
“

社群
”

。 据 Ｂ 站用

户统计数据显示 ， 其受众年龄构成主要以青少年及青年为主 。 参考中共中央 、 国务院

印发的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
２０ １ ６ －２０２５ 年 ） 》 中的年龄定义 ， 青年为 １冬 ３５ 周 岁气

Ｂ 站 １ ８
－

３ ５ 岁用户 占比高达 ７８％
，
其中 ９０ 后与 ００ 后用户 占比 ７２ ． ２６％

，
具有十分明显

的 Ｚ 世代青年特点 。 作为互联网原住民 ， 他们个性独立 、 自我 、 网络互动参与感极高 ，

从而在 Ｂ 站创下了该年龄段 ５ ８４ ． １ ５
２
的 ＴＧＩ 指数

？
（活跃 占比 ） 。 以 １ ００ 为衡量标准 ，

该 目标群体在全体用户 中的活跃表现十分强势 ，
留下了极其丰富的互动行为及文本 。

在历史文化纪录片板块 ，
排名前十的视频播放量均处于千万级以上 ， 部分弹幕数量也

近百万 。 根据 Ｂ 站的用户兴趣构成可知
，

“

二次元
”

群体从立站至今 占比
一直较高 ，

这

群极具青年亚文化特征的用户 ， 表现出 了对传统文化作品极大的兴趣取向和价值认

同 。 在 Ｂ 站文化细分的趋势下 ， 受众形成了基于 自我需求的独立社群 ，
而历史文化纪

录片使其突破了原有的文化身份 ，
获得了来 自 不同群体的认可 。

认同主体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构成 ， 从属于差异化的社会共同体 ，
从国家到社会团

体再到家庭 ， 多维度的社会身份为认同提供了 支撑 。
Ｂ 站用户群体的圈层化区分一般

以和二次元的亲疏关系为依据 ，
可分为核心圈层 、 外围圈层和弥散圈层 ， 对于历史文

化纪录片群体的 区分亦可以按照此标准进行 。 核心圈层包括长期深度参与 、 热情投入

到历史文化纪录片视频的观看 、 互动 、 再创作中 ，
并且建立了较为稳固的身份认同和

群体归属 ， 对纪录片的风格和内容都非常熟悉 ，
但这类用户数量相对较少 ，

反而黏性

最强 。 外围圈层主要包括喜爱并消费与历史文化类纪录片相关的 内容及产品 ， 但是不

① 新华亂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
２０ １ ６

￣

２０２ ５ 年 ）
［
ＥＢ ／ＯＬ

］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 ｃ ｅ ． ｃｎ／ｘｗｚｘ／ｇ
ｎ ｓ ｚ／

ｇ
ｄｘｗ ／２０ １ ７０４／ ｌ ４／ｔ２０ １ ７０４ １ ４ ２ １ ９５

５９４２ ． ｓｈｔｍ ｌ
，

２０ １ ７
－

０４
－

１ ４ ．

＠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２ １ 年哔哩哔哩用户 画像分析 。

３ 可反映 目标群体在特定研究范围 内的强势或弱势 ， 计算公式为 ： ＴＧ Ｉ 指数＝

［
目标群体中具有某一特征的群体所

占 比例 ／总体中具有相同特征的群体所 占比例
］

＊标准数 １ ００ 。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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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深度的文化社交互动 ，
在 日 常生活中也不受到纪录片的影响 ， 不按照其审美及价

值观行事 ， 圏层成员的数量较多 。 弥散圈层成员是最为松散的 ， 他们在 Ｂ 站中接触过

历史文化纪录片 的视频或介绍 ， 但并没有强烈的情感认同 ， 只是将其看作
一

种休闲娱

乐的途径 。

从核心圏层到外围圈层再到弥散圈层 ，
其涵盖的范围 以历史文化纪录片为 中心 ，

向外扩散 ，
人数逐渐递增 。 核心圈层的受众会利用造

“

梗
”

文化使纪录片某一内容片段

成为热门话题
，
例如 《我在故宫修文物 》 中的古钟表修复师王津 ， 因气质温文尔雅 ，

长相帅气酷似明星郑少秋 ， 被受众亲切地称为
“

钟表男神
”

、

“

故宫郑少秋
”

。 该人物出

现在第一集钟表修复片段 ， 但后续在木器 、 漆器 、 织绣 、 书画等的修复中 ， 常有弹幕

刷
“

想念钟表男神
”

，
令新来者一头雾水 ，

但老粉们 自有一番集体默契 ，
形成了特有的

社群文化氛围 。 这
一

现象正是由于对弹幕语言的编码 、 解码产生意义感知 ， 并反馈给

实时观看的受众主体
，
从而对所表征的事物进行解读 ，

在特定的符号象征之下 ，
建构

出的语言表征系统吸引 了相对应的认同主体 。

在历史文化纪录片分区中 ，
受众对于文化的认同和传统的集体主义并不完全

一

样 。 以爱国为例 ， 传统的认同是基于革命教育 ，
而青年社群的爱国情怀则更多来源于

文化 自信 ，
这种情感建构 了对传统文化的喜爱之情 ，

促使这一社群的生成 。 Ｂ 站社区

中趣缘群体的兴起是在社会分化的语境中 出现的文化意义上的社会重聚 ，
在本质上是

新时代
“

共同体
”

的重建＇乔纳森 ？海特将认同的特性描述为 ， 自我通过认同与群体联

结起来
，
形成新的整体 ，

实现 自我的扩张 ，
从而使个人生命变得有意义 。 通过塑造对

于历史文化的认同
，
产生群体的偏爱 ，

从而使受众心理有更明显的
“

边界感
”

气 这种
“

边

界
”

就是历史文化纪录片圈层的存在 。 与该用户群体的成员交流后得知 ， 历史文化纪

录片也形成了一批具有高黏性的用户 ， 在其关注的最新视频内容里 ， 《中 国 》 、 《如

果国宝会说话 》 （第 ３ 季 ） 、 《朱熹 》 、 《西泠印社》 、 《与古为友 》 等都包含在内 ，

证明 了Ｂ 站多元的文化场域并不影响青年受众具有主流文化的 自信之态 。并且上述受

到关注的纪录片 ， 与 ２０２０ 年中国纪录片新媒体热度前 ３０ 中的历史文化纪录片 （表 ２－

３ ）

有所重合 ， 侧面印证了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社群的整体影响力 。

表 ２－

３２０２０ 年纪录片新媒体传播前 ３０ 中历史文化类排行

？ 蔡骐 ． 网络虚拟社 区 中 的趣缘文化传播 ［
Ｊ
］

．新闻与传播研究 ，

２０ １ ４
，

２ １
（
０９

）
： ５

－

２３＋ １ ２６ ．

２ 战泓玮 ． 网络虚拟偶像及粉丝群体认同建构 ［
Ｊ

］
．青年记者

，
２０ １ ９

（
１ １

）
： ７ ８ ．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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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单 ｜

融合传播
｜ ｜ ｜

视频点击量

排名 指数
＿＿＿
 （次 ）



１



《中国 》


７１ ８４


８６８３


８７ ． ８７２ ３７８７４２０８

《如果国宝会说话 》

８ ６２ ． １ ９ ５３ １ ０ ８４ ． ３ ８ １ １ ８９５６４２



（第 ３ 季 ）



１ ２


《此画怎讲 》


５

＾
９３


１ ０４０


７６ ． ３ ５ ３ ９４９８４９６

２０


〈〈西泠印社 》


５１ ５ １



８８４


８ Ｌ ８５


１ ４２７７０５

《从长安到罗马 》

２ １ ５ １ ． ７２ ２６６ ７７ ． ５３－



（第 ２ 季 ）



２８


《藏着的武林 》


４６ ． １ ３ ３ ５５ ８０ ． ２３
－



数据来源 ： 笔者根据北京美兰德视频网络传播监测与研究数据库发布的榜单整理 。

在霍尔看来
，
主体不是

一成不变的存在 ，
而是通过语言不断建构出来的 ， 在共同

的起源或者共享的特点的认知基础上 ，
建立与他人或其他团体的共识 。

Ｂ 站是一个基

于兴趣的社区 ， 社区氛围与用户的风格特征息息相关 ，
在站内找不到相同兴趣的社群

或无法产生共鸣的话
，
用户机制的存在就会变得没有意义 。 为 了保护这种共鸣

，

Ｂ 站

做了很多筛选用户的工作气 从普通游客变为正式用户需要通过 １ ００ 道题 目 的考核 ，

目 的是规范用户发言
， 明确弹幕礼仪和交流的界限 。 在使用过程中 ，

Ｂ 站分区明确 ，

常见的有动漫区 、 番剧区 、 音乐区 、 游戏区 、 鬼畜区 、 知识区 、 纪录区 、 国风区等 ，

每个区又能够划分成若干兴趣群组 。 这里要明确
一

点的是 ，

Ｂ 站用户 ＃ｕｐ 主＃二次元 ，

这种刻板印象的正确范围应该是 ： Ｂ 站用户包含 ｕｐ 主与二次元群体 ，
而 ｕｐ 主与二次

元群体相互有重合 。 这样的分区与类聚消弭了原先固有的文化壁垒 ，
基于兴趣形成了

新的圈层 ， 圈层内的趣缘群体坚守着对各 自文化的认同 。

２ ．３ 文化表象 ： 语言解码呈现圈层认同景观

语言作为一种具有特权的媒介 ，
是人们理解事物 、 生产和交流意义的主要载体 ，

因此受众通过语言表征的观点 、 情感与概念 ， 是促进认同形成的基础要素 。 弹幕语言

李洋 ．最大的二次元社区 Ｂ 站是如何做内容 、 社群和 ＵＧＣ 运营的 ？ ［
ＥＢ ／ＯＬ

］
． ｈｔｔｐ

ｓ ： ／７ｗｗｗ ．

ｊ
ｉａｎ ｓｈｕ ． ｃ ｏｍ／ｐ ／ａ ７ｄ ６７ｅ ５ｂ ９

４ １ｂ
，

２０ １ ９
－

０６
－

２２ ．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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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文字本身不具有任何清晰的意义 ， 他们是传达受众内心情感的工具和媒介 ，
发挥

的是符号的功能 ， 在接收者的理解中产生不同的释义 。 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受众群体在

观看中通过实时弹幕发送语言文本与他人交流 ， 对部分具有亚文化特征的人群而言 ，

与传统文化纪录片接壤 、 融合 ， 是脱离边缘化走入主流的重要途径 。 在对文化认同主

体的探讨中 ，
我们已知 Ｂ 站青年社群是不同文化间交错覆盖形成的多元重合的新生代

文化社群 ，
其具有的最大特点便是文化的圈层趋势 。 在以往的研究中 ，

我们常用
“

青

年亚文化
”

来指涉 Ｂ 站文化 ，
它原本指处于边缘地位的青少年群体 ， 对成年人的社会

秩序采取颠覆和抵抗的姿态？
。 霍尔认为 ，

亚文化群落必须表现出足够独特的形式和

结构 ，
以便同它们的

“

父辈文化
”

清晰地区别幵气 西方学者将边缘 、 抵抗 、 越轨作为

亚文化的形容词 ， 但是显然 Ｂ 站亚文化群体的风格更加内敛温和 ， 抵抗性并不强 ，
因

此也为文化融合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

在 Ｂ 站制作的第
一部

“

实验性
”

历史文化纪录片 《历史那些事 》 中 ，
通过创意性中

插的形式 ， 将真人秀 、 脱 口秀 、 ＭＶ 、 日 和短剧等元素添加于正史 ，
合理改编 ，

又充

满脑洞 ，
吸引 了众多年轻群体 。 甚至

一些亚文化群体也表示丝毫没有违和感
，
并发出

“

恭喜你发现了 

一个宝藏
”“

文案鬼才
”“

小破站纪录片入坑开始的地方 ！

”

的感叹 。 因此

在受众反晡纪录片的过程中 ，
通过弹幕这一有选择的语言表达形式 ，

解释各种特定的

意义以形成解码的过程 。 例如
， 针对故宫中精致的文物 ，

许多青年受众在弹幕中将其

解码为一件艺术家独一无二的作品 、

一个文物研究的样品 、

一

种文化与技艺的传承等 ，

伴随文本进行意义的限定 。 在弹幕语言的表征系统中 ，

“

主题词频
”

与
“

内容分类
”

作为

基础的文化表象 ， 成为意义产生的前提 。

２ ． ３ ． １ 弹幕话语词频解码

对于弹幕文本的分词 ， 本研究将样本内容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 使用 Ｐｙｔｈｏｎ 中 的

分词工具进行识别与分类 。 这
一

操作基于语义字典完成 ，
将完整的弹幕语句或段落分

割成若干个词汇 ， 将单个词汇扫描后进行计数 ， 分词结果如图 ２ － ５ 所示 。

１ 龚丹韵 ．从 Ｂ 站破圈 ， 看青年文化 ［
Ｎ

］
．解放 日报

，

２０２Ｗ）＾２０
（
９

）
．

？
 ［
英

］
斯图亚特 ？ 霍尔

， ［
英

］
托尼 ＇杰斐逊 ．通过仪式抵抗 ： 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 ［

Ｍ
］

．孟登迎
，
胡疆锋

，

王蕙译 ．北京
？

．中

国青年出版社
，

２０ １ ５ ： ９８ ．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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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 ＩＦ—， Ｐ潭^

±？了顯他 十几 减 、丄
人
现在 丨

日
』
遞

、

＾

＾迖个 文物丁Ｉ亩 人

^

，哈哈哈Ｉ宫
丨

、

：

：

机会 哈哈
真的 工资■ 这么

：

ｄｔ夫 撒花 ■忌
：

二

？ 
 ＂

－  ■ ０ ｉ

ｔ ＝ｒ

图 ２－

５ 弹幕文本词云图

从词云图的 比例 中可以看出 ，
围绕纪录片主题讲述的词频分布较多 ， 例如

“

故宫
”

“

文物
”“

工作
”“

老师
”

等
，
与该片所传达的

“

聚焦古建修缮保护
，
记录宫墙之内悉心呵护

这座城池的匠人
”

主题遥相呼应 ， 凸显出 了受众对片中文物修复的核心关注点 。 还有

一

部分动词词频蕴含了受众对于修复师的情感表达 ， 例如
“

传承
”“

修复
” “

致敬
”“

辛苦
”

“

完结
”“

撒花
” “

热爱
”

等 ， 将这些更迭数百年却又平凡朴素的匠人与文物 、 技艺关联起

来 ，
让同为

“

普通人
”

的受众看到古建筑与人的故事在历史长河中激起回晌 ， 切身感受

到人文关怀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 其余词频则从主观视角赞叹了纪录片对于传统文化

内容的展现
，
在心理上凸显出

一致的认同观点
，
例如

“

传统
”

、

“

手艺
”

、

“

百年
”

、

“

中国
”

、

“

高级
”

、

“

养心殿
”

、

“

乾隆
”

、

“

瞩 目
”

、

“

嘉靖
”

、

“

清朝
”

等 。 词云图 中 占比最高的词语
“

哈

哈哈
”

， 仅以轻松诙谐的语言表达
“

笑
”

的状态
，
其真实含义较难捉摸 ， 因此不作意义

解读 ， 部分副词与关联词同上 。

２ ． ３ ． ２ 弹幕文本内容解码

弹幕的 内容分类 占比 由高到低大致可分为三个层级 （见表 ２－４
） ，

第一层为主要

构成部分
，
占比最高的是

“

提问互动类
”

，
达 ３ ３ ． ６％

，
共 １ ００８ 条 ； 之后是

“

情绪抒发类
”

，

占比 ２７ ． ８７％
，
其中表达正面情绪的弹幕共 ７４９ 条

， 占 ２４ ． ９７％
， 表达负面情绪的弹幕 ８

７ 条 ， 占 ２ ． ９％ 。 第二层为次要构成部分 ，
数量比较均衡 ， 包括

“

科普讲解类
”

， 共 ３ ５２

条 ， 占比 １ １ ． ７３％ ；
“

吐槽玩梗类
”

，
共 ３ ３０ 条 ， 占比 １ １％ ； 最后是

“

剧情探讨类
”

， 共 ３０

４ 条 ， 占比 １ ０ ． １ ３％ 。 第三层为补充构成部分 ，
在所分内容类型之外的其他类 占比 ４ ． ２７

％
， 共 １ ２８ 条弹幕 ； 比例最低的为

“

经历分享类
”

， 仅 占 １ ．４％
，
共 ４２ 条 。 总体来看 ，

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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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内容的分布与纪录片本身的情节密切相关 ， 往往在较为夸张 、 充满戏剧性 、 且兼具

笑点和记忆点的部分会激发弹幕数量热潮 。 在弹幕内容的主要构成部分中 ，

“

情绪
”

与

“

互动
”

成为核心表达方向 ， 其话语特征常常暗含多层意义 ， 向
“

同
＿次元

”

的受众传递

额外信息。 比起评论中的成段文字 ， 弹幕的表达更加浓缩简洁 ， 甚至类似于
“

喊口号
”

，

节奏感鲜明 ， 在互动中能够起到
一定的气氛调节作用 ，

这也体现出了青年受众 自身新

奇 、 个性 、 自我的特点 。

表 ２Ｍ 文本内容分类结果

弹幕数量／条占比／％

情绪抒发类 （正面 ） ７４９ ２４ ． ９７

情绪抒发类 （负面 ） ８７ ２ ． ９

剧情探讨类 ３０４瓜 １３

科普讲解类 ３５２ １ １ ． ７３

提问互动类 １００８ ３３ ． ６

吐槽玩梗类 １ １

经历分享类 ４２ Ｌ４

其他 １２８ ４ ．２７

语言作为一个表征系统 ，
它不是照镜子式地反映客观事物 ， 它主动参与到事物意

义的建构过程当中 。 不同圈层的青年受众在弹幕中要证明 自 己
“

在场
”

， 需通过语言这

一媒介表征出个体差异 ， 因此风格迥异的弹幕
“

梗
’ ’

层出不穷 。 不同年龄 、 不同文化群

体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各圏层中的价值观 ，
或是文化基因的浸染或是集体记忆

的耦合与共生 ， 最终目 的都是形成认同 。 总体来看 ， 霍尔认为在全球化与互联网发展

背景下 ， 认同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 ，
这种去中心化的特性实际削弱了个体之间的联系 ，

使人们的群体认同感降低 ，
甚至形成

“

认同危机
”

。 但语言表征系统又提示我们无法脱

离群体生活 ， 弹幕中象征认同的语汇在丰富内容的同时 ， 更是
一种群体标签 ， 使得同

一

圈层的人可以快速识别并获得认同 。 例如部分长弹幕中 ， 对文物修复师群体的认同

表现 ：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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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羡慕在这里工作的朋友 ， 那是因为你坐在屏幕前看别人 ，
如果让你 日 复一 日地

在这里进行着同样的工作 ， 可就是另
一回事了 。 择一事 ，

终一生
，
说说容易 ，

其实不

简单 。

”

“

想起了法门寺地宫 出土的几十层粘在一起的唐代丝绸 ，

一

年时间可能才揭开
一

层 。 文物修复的活儿 ，
没有足够的耐心是干不了 的 。

”

在对受众接收到的弹幕信息进行解码后 ， 可以获得话语所建构出的深层含义 ， 形

成不同主题 、 群体与身份之间的一致观点 ，
进而产生认同 。

２ ．４ 意义共享 ： 情感交换 、 动机生产与隔空狂欢

历史文化纪录片社群之所以形成 ， 本质上是弹幕将这些本来分散在不同角落的观

看者呈现在
“

前台
”

， 引发 了
一

场基于纪录片 内容的隔空对话 。 该群体的萌芽与发展让

Ｂ 站看到 了
一群热爱纪录片的年轻人

，
也体现了弹幕在纪录片 中存在的必要性 。

Ｂ 站

纪录片高级顾问朱贤亮表示 ， 通过弹幕 ，
让作者与观众进行了一次隔空的交流 、 狂欢

和共情
，
这是完成了对作品难得的而且卓有成效的第二次创作气 例如 《历史那些事 》

中讲述苏轼的生平 ， 标题直言
“

在下东坡 ，

一个吃货
”

，
看似无厘头 ，

实则表达了苏轼

人生失意 、 怀才不遇时 ，
反倒以豁达的心胸坦然面对 。 这一设置引发了弹幕中

“

舌尖

体
”？
的疯狂输出

，
满屏

“

隔壁小孩都馋哭 了
” “

舌尖上的苏轼
”“

高端的食材往往需要简

单的烹饪方式
”

等
“

梗
”

的表达 ， 既是两部纪录片的梦幻联动气 也引发了
一场隔空狂欢 。

同时
，
也有大量的弹幕在讨论北宋动蔆的历史与诸多文学家的生平 ， 以问答的方式进

行意义交换 ， 引发了其余观者的情感共鸣 。

弹幕传播与生产意义的方式借助
“

语言
”

产生 ， 其特征在于用文字表达特殊的情感

与观念
，
符号本身具有的原义在表意的过程中被拆解 、 演变 ， 成为

“

意指
”

实践 。 霍尔

认为
，

“

意指
”

系统的存在是建立与维持
“

共同体
”

必不可少的要素 ，
表征用以探讨语言

与意义符号之间互动的过程与联系 ，
以此形成某一具体的文化认同

？
。 在弹幕表征的

意指实践中 ，

“

共享的意义
”

既涉及概念和观念 ，
也涉及感情 、 归属感和情绪 ， 其认知

￥ 方妍 ． 网生新派纪录片是怎样炼成的——专访哔哩哔哩 （Ｂ 站 ） 纪录片高级顾问朱贤亮
［
Ｊ
］

．上海广播电视研究 ，

２０２

０
（
０ １

）
： ６７

－

６９ ，

２ 美食纪录片 《舌尖上的 中 国 》 的解说词衍生 出的 网络文体 。

？ 意指所喜欢的两个本不相干的人或事物突然合体 ，
就像做梦

一

样 。

？ 杨紫秋 ． 斯图亚特 ？霍尔
“

文化认同
”

思想新探 ［
Ｄ

］
．武汉大学

，

２０ １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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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为 ： 我是谁 （认同 ） ，
我感受到了什么 （情感 ） ，

以及我感到我属于什么群体 （归

属感 ）

？
。 因此 ， 对于弹幕语言所产生的意义共享 ， 需从情感表达与动机分析两方面

探究认同的表征过程 。

２ ．４ ． １ 弹幕文本情感意义分析

从情感表达的角度来看 ， 受众所发出的弹幕都是基于
一定的共识而产生

，
在营造

出的虚拟在场感中寻找情绪上的平衡 。 在同一情感分类中 ，

“

共情
”

往往能促进情感的

强化 ， 引发良性的情感共鸣 ，
反之则会受到情感对立面人群的质疑 。 根据表 ２－

５ 的情

感分析结果可知 ， 目标群体的情感表达总体呈现良性循环 ，

“

认同
”

与
“

共鸣
”

的情感比

例远高于部分带有消极情绪的质疑内容 。 其中
，
占比最高的情感类别为

“

特殊祝福
”

类
，

共 ７ ８２ 条 ，

２６ ． ０６％
，
主要原因在于纪录片发行的跨年时间点 ， 引发了受众的

“

拜年热潮
”

，

纷纷在弹幕中发出美好的祝福并许下新年愿望 。 其次为
“

文化认同
”

类 ，
共 ７４４ 条 ， 占

比 ２４ ． ８％
，
这是青年群体基于传统文化所彰显出的高度文化 自信 。 其弹幕话语中既包

含细致典雅的温情流露 ， 例如
“

我明明没有去过故宫却对故宫
一

见如故
”？“这是一种信

仰
， 能在故宫六百年时去寻找历史的痕迹真是

一段美好的回忆
”

； 也包含直截了 当的

交 口称赞 ， 例如
“

绝了绝了绝了
” “

我要起立敬礼了
”“

真是无与伦比啊 ！
”

。

位列第三的是
“

创作肯定
”

类 ，
共 ４５６ 条

， 占比 １ ５ ． ２％
，
从制作层面全方位表达了

喜爱之情 ，
尤其沉醉于故宫的拍摄画面之美 。

“

人格吸引
”

类弹幕数量紧随其后 ，
共 ３

０ １ 条
，
占比 １ ０ ． ０３％

，
大多是对于纪录片 中修复师个人的闪光点以及细节呈现表达认

可与青睐 ， 将文物的传承与 匠人的守护相连接 。 稍有负面情感表达的弹幕包括
“

质疑

宣泄
”

类 ，
共 ２７９ 条

，
占比 ９ ． ３％ ； 以及

“

怀古伤今
”

类 ， 共 １ ６７ 条 ， 占比 ５ ． ５７％
， 比例最

低 。 前者质疑的内容包括纪录片 中部分涉及建筑构造 、 材料制作等专业技术 ，
而对于

该类批评的回应则构成了大部分的
“

话语宣泄
”

，

一部分人不满具体的修复内容 ，
另
一

部分人进行回怼 ，
以捍卫故宫与修复师在个人心中的地位 ，

从而构成了愤怒 、 讽刺等

态度夹杂其中的现象 。 后者
“

怀古伤今
”

所感伤的即是文化艺术传承的没落与技术的流

失 ，
多为遗憾 、 悲观的情绪 。 以上感情类 目 并非嚢括所有弹幕样本 ， 极少的弹幕内容

没有明显的情感表达倾向 ， 共 ２７ １ 条 ， 占比 ９ ． ０４％
，
因此不具研究意义 。

①
［
英撕图尔特 ■霍尔 ． 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 ［

ｍ
］

＋徐亮
，
陆兴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２〇ｍ ３ ．

？ 本段楷体字均摘录 自纪录片 《我在故宫六百年 》 的弹幕 。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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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５ 文本情感分析结果

弹幕数量／条占比／％

特殊祝福 ７８２ ２＆ ０６

文化认同 ７４４ ２４ ８

人格吸引 ３０ １ １０ ０３

创作肯定 ４５６ １ ５ ． ２

怀古伤今 １ ６７ ５ ．５７

质疑宣泄


２

＾
９３



对于情感的聚合与分类 ， 有学者称之为
“

共情
”

现象的存在 。 斯蒂芬 ？平克认为 ：

“

共

情的状态可以比作
一个开关 ，

主体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 ，
正向共情即看到有人受苦而

悲伤 ， 或者看到有入高兴而感到快乐
’＠

。 在各类情感表达中 ， 除了受众完全取决于自

身感受而产生的情绪以外 ， 更多的是
“

共情
”

所引发的情感认同 。 尤其在 Ｂ 站这一充斥

着
“

热词
”

与
“

梗
”

的平台上 ， 观看同
一纪录片的受众显然具备对所使用语言共通的意义

理解 ， 构建了彼此对某
一事物既定的认知基础 。 此外 ， 特定用语还可以成为个体在群

体中迅速识别定位对方身份的标签 ， 并将 自 己也划入同属的圈子内 ， 自动剔除
“

圈外＇

人士
”

， 以此获得身份认同 。 例如 ， 弹幕中出现的
“

汉服爱好者
”

根据故宫特有的场景

与服饰进行沟通 ， 部分
“

行话
”

令其余受众感到不知所云 ； 鬼畜区的受众通过
“

谐音梗
’ ’

与
“

鬼畜主角
”

戏谑式地进行弹幕狂欢 ， 他人却难以融入。 这类聚合式的身份认同对于

情感表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

２Ａ２ 弹幕文本动机生产分析

学者麦奎尔 （
ＭｃＱｕａｉ ｌ

）根据受众需求的
一般理论

，
结合心理学的受众分析 ，

提出了

—个极具
“

心理色彩
”

的受众动机理论 。 其中对于受众的媒介使用动机有着较为明确的

划分
，
从

“

认知
”“

情感
”

等维度进行了详细探讨 ，
总结出信息 、 娱乐 、 社交等需求动机。

本研究在此基础上 ， 将受众的弹幕使用动机根据内容细分 ， 共划分成了五种动机 ， 其

余的为动机不明 。 据表 ２－６ 所示 ，

“

表达观点
”

类动机在弹幕内容中最为常见 ， 共 １０５６

？
［
美］斯蒂芬

？平克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
Ｍ

］
．安雯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 ，

２０ １ ５ ： ６６６ ．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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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 占比 ３５ ．２％
， 是受众对于事物 、 话题 、 人物 、 剧情等事无巨细的评论。 其次为

“

社

交互动
’ ’

类 ， 共 ６９４ 条 ， 占比 ２３ ． １ ３％
，
主要 目 的在于通过实时的问答互动营造出一个

类似于公共电影院式的虚拟观看环境 。

“

娱乐消遣
”

类动机共 ４２５ 条 ， 占比 １４ ． １ ７％ ；
“

寻

求认同
”

类动机次之 ，
共 ３６ １ 条 ， 占比 １２ ．０３％ ； 之后为

“

信息需求
”

类动机 ， 共 ３０９ 条 ，

占比 １０ ． ３％ 。 这三种动机数量稍有差距 ， 但在总体中的所占比例相当 ， 剩余的弹幕内

容
“

动机不明
”

， 共 １ ５５ 条 ， 占比 ５ ． １７％ 。

表 ２－６ 文本动机分析结果

弹幕数量／条占比 ／％

信息需求 ３０９ １〇 ． ３

表达观点 １〇５６ ３５ －２

娱乐消遣 ４２５ １４ － １７

寻求认同 ３６ １ １２ ．０３

宇土交互动 ６９４ ２３ ． １ ３

动机不明


１５５



５ ． １ ７

由此可见 ， 青年受众在使用弹幕时最主要的动机还是进行观点表达 、 社交互动与

娱乐消遣 ，
三者所隐含的意义较为丰富与宽泛 ； 与严肃主题相关的寻求认同与信息需

求动机在历史文化纪录片中有所体现 ，
且富有更为深层的含义 。 由于弹幕独特的形式

与特点 ， 实时交互与滚屏流动使其更加不拘
一格 ， 激发出受众参与的兴趣 。 学者卡茨

（
Ｋａｔｚ

）同样以心理研究为出发点 ， 探究传播者的个体特征与传播过程的发展 ， 他认为 ：

“

动机的产生也属于
‘

情感的
’

需求范畴 ，
也可以认为是甶

‘

个人心理因素
’

引起的 ， 但是

引发这种需求的最本质 、 最深层的根源却是由于
‘

媒介
’

本身造成的 ， 源于传播者和受

众对于媒介本身的喜爱和好感 。 相比于其他平台上弹幕功能的使用 ，
Ｂ 站显然最为

活跃 ， 这是其作为
“

ＡＣＧ 社区
”

的优势 ， 通过这
一优势衍生出的弹幕文本被受众本土

化 ，
形成了更加多样的认同动机 。

弹幕文本对于意义的建构 ， 将认同的主体与客体 、 个体与共同体相连接 ，
以表征

① 大众传媒受众研究理论梳理 ［
ＥＢ ／ＯＬ

］
．ｈｔｔｐｓ ：〃ｗｅｎｋｕ ．ｂａｉｄｕ ． ｃｏｍ／ｖｉｅｗ／８ｅｃ９４ １ ａｅ６５７ｄ２７２８４ｂ７３ｆ２４２３３６ｃ ｌ ｅｂ９ １ ａ３７３３９ｂ ．ｈｔ

ｍｌ
，
２０ １ ９－０８－

０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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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介的方式 ， 建立起不同受众群体隔空交流的桥梁。 弹幕不仅是作者与观者之间

的对话 ，
更多的是庞大的受众群体之间的多重沟通。 为了增强互动的有效性 ，

Ｂ 站在

创作、 出品纪录片时都会充分考虑弹幕的发酵作用 ， 并预留弹幕发酵的空间 ，
吸引更

多的用户参与互动 。 在形成群体传播效应后 ， 情感上的共鸣更利于意义的发散与身份

的接合 ， 不同群体成员之间达成某种
一致的价值观后 ， 便能够共享相同的意义 ，

产生

文化认同 。 霍尔将
“

表征的运作
”

过程概括为
“

意义既不在客体之中也不在主体之中 ，

意义是被表征系统建构出来的 ，
是事物对象与我们的概念系统 、 语言系统之间建立起

正相关联系 ， 我们才赋予对象意义 。 在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中 ， 不同的个体成

员承认彼此作为共同体
一

员的身份 ， 因为他们用几乎近似的语言表达对于传统文化 、

建筑 、 技艺甚至修复师的认同 ， 这样的解释与意涵能够促进彼此对自身和纪录片内容

的认知 。 由此可见 ， 文化认同产生的
一

个前提性因素就在于
“

意义的共享和生产
”

， 在

建构出的认同主体中 ， 不同的文化表象作为语言以及表征的活动 ，
决定了不同语境中

文化共同体的生成 。

？
 ［英 ］斯图尔特 霍尔 ．表征一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 ［

Ｍ
］

．徐亮 ，
陆兴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２０ １ ３ ：４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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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多元认同度分析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研究

第 ３ 章 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多元认同度分析

本章在文化表征所建构 出的认同的基础上 ，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 ， 探究历史文化

纪录片青年社群对传统文化所产生的认同程度 。 在研究模型与假设中设立高度认同与

各变量间的正相关关系 ，
以使用与满足理论为依托

，
通过李克特五级量表将受众的认

同度数据化 ， 以便进行计算与验证 。 通过信效度分析 、 文化认同度因子分析 、 问卷数

据描述性统计分析与认同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得出文化认同呈
“

高情感 －高认知
”

正向依

赖的趋势 。 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结构化访谈 ， 将历史文化纪录片 内容与文化认同

程度融入到访谈之中 ，
探究多元认同作用下的想象的文化共同体 。

３ ． １ 青年社群的认同度问卷量表设计

３ ． １ ． １ 研究模型与假设

对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程度分析 ， 本研究采取
“

使用与满足
”

理论中的各要素设计研究模型 ，
从受众的基本信息 、 受众观看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媒介

行为 、 受众对纪录片所传达文化的总体认同度三方面展开调研 。 其中 ，
关于受众认同

度满足的
一级指标下设立三个二级指标和若干三级指标 ，

二级指标包括文化认同的认

知满足程度 、 文化认同的情感满足程度与文化认同的行为满足程度 ，
三级指标甶具体

的问题组成 （如图 ３
－

１
） 。

— 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文化认同度模型 一

｜

””

糊满足酿

情感雕酿＾

行为满足酿

图 ３
－

１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文化认同度模型图

从第二章对于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表征分析中 ， 能够得知在文化表象建构出的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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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多元认同度分析

层认同中可延伸出情感 、 动机等要素 ， 这既是通过语言生产意义的过程 ，
也是受众对

于传统文化的认同体现。 在受众与历史文化纪录片的积极互动中 ， 我们默认文化认同

已经产生 ， 并且与媒介使用行为高度相关 ， 因此 ， 本研究做出以下假设 ：

Ｈ １ ．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认知 、 情感 、 行为认同程度较高 ；

Ｈ２ ．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媒介使用与认知满足程度为正相关 ；

Ｈ３ ．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媒介使用与情感满足程度为正相关 ；

Ｈ４ ．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媒介使用与行为满足程度为正相关 。

问卷调查题项与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文化认同度的各级指标对照如表 ３
－

１ ：

表 ３－

１ 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文化认同度指相次Ｔ照表

问卷对应题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三级指标

观看纪录片频率 Ｑ６

使用 习惯观看纪录片时长 Ｑ７

媒介使用互动频率 Ｑ９

历


＾观看纪录片原因 Ｑ８

■

２使用行为


＾ 内容认可程度Ｑ １ ０

纪


５ 了解历史文化纪录片所传达的文化内
片 Ｑ １ １

青涵

年认知满足
有助于提升对传统文化的认知Ｑ １２

群文化认同程度
清楚 自身所持有的历史文化身份意义Ｑ １３

很好地传播了传统文化Ｑ １４

情感满足 为纪录片中所展现的历史文化成就而Ｑ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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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研究

感至 Ｉ

Ｊ 自豪
程度

产生强烈的归属感Ｑ １ ６

看完纪录片会感到愉悦Ｑ １ ７

看到负面评论会产生抵抗情绪Ｑ １ ８

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是我的责任Ｑ １ ９

乐于参加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Ｑ２０

行为满足


希望接触更多历史文化知识Ｑ２ １

程度


愿意将历史文化纪录片推荐给别人Ｑ２２

３ ． １ ． ２ 问卷实施与信效度检验

问卷各指标与题项设计完成后 ，
笔者通过问卷星平台生成链接与二維码 ， 在社交

媒体进行发放 ，
以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为 目标对象 ，

采用滚雪球式调研方法

展开填写 。 问卷发放时间为 ２０２ １ 年 １ １ 月 １ ０ 日
－

１ １ 月 ２５ 日 ， 发放总数约 ５００ 份 ，
回收

到的有效问卷数为 ４５２ 份 ，
回收率为 ９０ ． ４％ 。 为检验问卷数据的真实性与有效性 ，

笔

者将问卷结果导入 ＳＰ Ｓ ＳＡＵ 在线数据分析软件进行信度与效度计算 。 其中 ， 信度计算

使用克朗 巴哈系数 （Ｃ ｒｏｎｂａｃｈ
’

ｓ〇〇 分析 ，
测量标准为信度值位于 ０ ． ７ －０ ． ８ 之间 ，

则信

度良好 ， 大于 ０ ． ８ 则具有高信度 。 效度计算需进行 ＫＭＯ 值分析 ， 若高于 ０ ． ８ 则说明效

度高 ， 同时还可进行巴特莱特 （
Ｂ ａｒｔ ｌｅｔｔ

） 球形检验 ， 测试数据是否是多元正态分布的

总体 ， 如果 ｐ 值 （
ｓ ｉｇ 值 ） 小于 ０ ． ０５

， 才适合做因子分析 。 信效度测量结果如下 ：

表 ３
－２ 总体信度分析表

测星因素项数Ｃ ｒｏｎｂａｃｈ
＇

ｓａ

受众基本信息 ５ ０ ． ８３３

媒介使用 习惯 ３ ０ ． ８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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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使用行为 ２ ０ ．７９６

认知满足程度４ ０ ． ８４２

情感满足程度 ５ ０ ． ８ １ ７

行为满足程度 ３ ０ ． ７７３

甶表 ３
－２ 可知 ， 问卷各指标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

ｓ ａ系数均大于 ０ ． ７
， 总体的平均信度为 ０ ．

８ １ ３
， 信度较高 ， 可以进行后续分析 。

表 ３－３ 问卷效度分析结果

ＫＭＯ 值 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的检验

ＫＭ？ 值 ０ ．７９３

近似卡方９２２ ． ５５７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度检验ｄｆ ４６ １

户 值 ０ ． ０００

由表 ３
－

３ 所得出的效度分析结果可知 ， 本问卷的 ＫＭＯ 值为 ０ ．７９３
， 大于 ０ ． ７

， 效度

较好 ， ｐ 值为 〇 ．〇〇〇
， 小于 ０ ． ０５

， 较为显著 ， 表示数据为正态分布 ， 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 ３
＞４ 文化认同度因子分析

测量语句第一因子 第二因子 第三因子

Ｑ １ １ 我了解历史文化纪录片所传达的文化内涵０ ． ８７７

Ｑ １４ 历史文化纪录片很好地传播了传统文化 ０ ． ８５９

Ｑ １２ 观看历史文化纪录片有助于提升我对传统文
０ ． ８ １２

化的认知

Ｑ １ ３ 我清楚 自身所持有的历史文化身份意义 ０ ． ７９６

Ｑ １６ 我看到相关的历史文化内容会产生强烈的归 ０ ． ８５３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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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感

Ｑ １ ５ 我为纪录片中所展现的历史文化成就而感到
０ ． ８ １ ９

自豪

Ｑ １ ７ 看完历史文化纪录片我会感到愉悦 ０ ． ８０６

Ｑ １９ 我认为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是我的责任 ０ ．７７３

Ｑ １ ８ 看到关于我国历史文化的负面评论我会感到
０ ．７５７

排斥

Ｑ２０ 看完纪录片后 ， 我更乐于参加与传统文化相
０ ． ７９２

关的活动

Ｑ２ １ 我希望在生活中接触更多历史文化知识 ０ ．７５ １

Ｑ２２ 我愿意将历史文化纪录片推荐给别人 ０ ．７ １ １

因子得分 ３ ． １０２３ ．７３５２ ．２ １４

因子方差贡献率 （％ ） ２５ ． ８４９３０ ． ８７ １ ８ ．４４７

累计因子方差贡献率 （％ ） ２５ ． ８４９５６ ． ７１９７５ ． １６６

提取方法 ： 主成份 。

旋齋法 ： 具有 Ｋａｉｓｅｒ 标准化的 ＩＥ５Ｓ？離。

ａ ． 旋转在 ５次■后收敛 。

由上表 （表 ３
－４

） 对于文化认同度各指标因子的分析可知 ，
各因子得分均符合检

验标准 ， 累计因子方差贡献率为 ７５ ． １６６％
， 高于 ６０％

， 说明该验证性因子可进行有效

解释 。 通过正交旋转后所得因子可分为三个变量 ， 第
一

因子 、 第二因子 、 第三因子分

别对应认知 、 情感 、 行为等维度 ，
与原研究模型的类别划分一致 ， 故沿用原变量名 。

通过以上分析能够看出 ， 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度问卷中各指标与题目

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 受众的媒介使用与文化认同各变量的从属关系正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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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３ 描述性统计分析

１ ． 受众社会学人口特征分析

在对受众的问卷数据进行统计之后 ， 其社会学人口特征分布如表 ３
－５ 所示 ， 可以

看出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受众多集中于 １ ８－２２ 岁之间的学生群体 ， 这与本研究的限定

词
“

青年
”

有密切关系 。 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有关规划中的定义 ， 青年为 １４￣

３５ 周岁人

群
，
这一区间内的学生群体占比显然较大 。 在性别比例中 ， 男性人数略高于女性 ， 分

别为 ２５８ 人与 １９４人 ， 占比 ５７ ．０８％和 ４２ ．９２％
， 具有微小的差距 。 受众的年龄构成除上

述的 １ ８－２２ 岁主要区间外 ，
２３ －

３０ 岁人群的数量也较大 ， 并且 ２２ 岁 以下人群占比已经

超过一半 ，
证明了００ 后群体在 Ｂ 站纪录片中的高活跃度。 以学生群体为主力军的受

众
， 学历集中在本科及以上 ， 共占比 ７ １ ．２４％

， 侧面印证了该群体普遍受到 良好教育的

特征 。 同时由于大部分是在校学生 ，
其薪资水平主要在 ５０００ 元以下

， 部分已经工作

的人群可达 ５０００４００００ 元
，
但总体超过 １＿元的非常少 。

以上数据分析所构成的用户画像 ，
与 Ｂ 站纪录片官方公布的数据具有极大的吻合

性 。 ２０２ １ 年 １ １ 月 １３ 日 ，
Ｂ 站举行的 ２０２ １

－２０２２ 纪录片发布会中 ，
总结出了纪录片主流

观看人群的特征 ， 分别是学历层次较高 ， 尊重知识 ， 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 ７４％ ； 位于

社会中坚阶层 ，
物质条件优越 ， 愿为优质内容付费 ， 月薪 ７０００－２＿元占比 ５５％ ； 身

处发达地区 ，

＿线城市占比 ７６％等 。 除了本研究对于年龄的严格限制以外 ， 大致的群

体构成具有典型性 。

表 ３
－

５ 历史文化纪录片受众社会学人口特征统计

题 目选项样本量 （个 ）占比 （％ ）

男 ２５８ ５７ ． ０８

性别

女 １ ９４ ４２ ．９２

１４＾

１７岁 ７７ １７ ．０３

年龄 １ ８
－２２岁 １ ８３ ４０ ．４９

２３－

３０岁 １２ １ ２６ ． ７７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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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

３５岁 ７ １ １５ ．７ １

学生 ２６ １ ５７ ．７４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６９ １５ ．２７

职业

民营／私营／个体户 ９５ ２ １ ．０２

其他 ２７ ５ ．９７

高中及以下 ８０ １７ ．７

大专 ５０ １ １ ．０６

学历

本科 ２０９ ４６ ．２４

硕士及以上 １ １３ ２５

５０００元以下 １９ １ ４２ ．２６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元 １７６ ３８ ．９４

收入

１００００＾２＿ 元 ５０ １ １ ．０６

２００００元以上 ３５ ７ ． ７４

２ ． 受众观看历史文化纪录片情况分析

受众观看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媒介使用行为特征如表 ３
－６ 所示 ， 通过五个题项的统

计结果可以衡量受众的整体参与度。 首先在观看频率上 ，
３６ ． ５％的受众会经常观看 ，

占比最高 ， 而每天观看与经常观看两个频率较高的选项占比已经超过
一

半 ，
证明多数

受众对于历史文化纪录片内容的黏性较高 。 其次 ，
受众的单次观看时长主要集中于半

小时到一小时区间 ，很大
一部分原因在于 Ｂ 站较为出圈的历史文化纪录片均集时长在

此范围内 ， 大多数人群会选择
一次观看一集 ； 观看时长小于半小时也占到 ２５ ． ８８％

， 这

是甶于 Ｂ 站 自制的
“

网生新派纪录片
”

与微纪录片的兴起 ， 两种形式均采用较短时长与

简洁叙事快速吸引到受众 。 在观看原因中 ，

“

娱乐消遣
”

、

“

纪录片内容吸引
”

、 与
“

获取

历史文化知识
”

成为三个主要原因 ，
基本一半及以上的受众都因为这三点进行观看 ，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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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其娱乐需求 、 个人整合需求与信息需求 。 受众的互动频率整体较高 ， 其中
“

几乎

每次
”

与
“

经常
”

两者已经达到 ７ １ ．６８％的比例 ， 凸显出 了Ｂ 站互动友好型的功能与该受

众群体的高活跃度 。 最后 ，
关于纪录片文化内容的认可程度呈现了断层式分布 ，

６４ ． ８

２％的受众认可度超过 ９０％
， 因此整体认可度极高 。

表 ３
－６ 历蚊化纪录片受众媒介獅行为特征

题 目选项样本量 （个 ） 占比 （％ ）

每天观看 ８９ １ ９ ．６９

经常观看 １ ６５ ３６ ． ５

观看频率

偶尔观看 １ １ ５ ２５ ． ４４

想起来才看 ８３ １ ８ ． ３７

小于半小时 １ １ ７ ２５ ． ８８

半小时到一小时 １ ９２ ４２ ．４８

单次观看时长
—小时到两小时 ８７ １９ ．２５

两小时以上 ５６ １２ ． ３９

纪录片内容吸引２５３ ５５ ． ９７

获取历史文化知识２ １７ ４８

学习或工作需要 １７６ ３８ ．９４

观看原因 （多选 ）

娱乐消遣 ２８５ ６３ ．０５

他人推荐 １０４ ２３

其他 ９ １ ２０ ． １３

几乎每次 １２５ ２７ ． ６５

互动频率经常 １９９ ４４ ．０３

偶尔 ８６ １９ ．０３

５ １



第 ３ 章 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 多元认同度分析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研究

从不互动 ４２ ９ ． ２９

１ ０％
以下 ２７ ５ ． ９７

１ ０％－

３０％ １ ３ ２ ． ８ ８

文化内容认可程度 ３０％－ ６０％ ５ １ １ １ ． ２８

６０％－

９０％ ６８ １ ５ ． ０５

９０％
以上 ２９３ ６４ ． ８２

注 ：

“

观看原因
”

为多选题
， 百分比合计大于 １ ００％ 。

３ ．２ 文化认同呈
“

高情感－高认知
”

正向依赖

对于文化认同度的研究在文化认同的建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青年社群

对于纪录片所传达的传统文化的认同度是衡量认同产生的重要依据 ， 高认同度则是保

障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基础 。 相应地 ， 对文化的认同度越高 ， 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

越能行之有效地开展 。 衡量文化认同的程度需要从受众主体出发 ，
通过可量化的数据

清晰展示各个不同维度的效用 ， 本研究所采用的李克特五级量表突破了对于问题
“

是

与否
”

的简单回答
，
通过数值反映对于主题的综合态度 。 经数据分析可知 ，

受众在认

知 、 情感 、 行为三个维度的总体认同程度较高 ，
其中认知与情感为高度认同 ，

行为认

同存在但不显著 ， 因此构成了
“

高情感－高认知
”

的双重特征。 同时 ，
将已有的描述性数

据通过相关性分析验证假设 ， 假设中各要素间的关系均为成立 ， 并呈现出正相关趋势 。

３ ．２ ． １ 历史文化纪录片受众认同度描述性分析

为 了将历史文化纪录片受众产生的文化认同进行量化分析 ， 本研究对于认同度采

用 了李克特五级量表设置系列题项 ，
通过因子分析划分了认知 、 情感 、 行为三个维度 ，

对受众在不同维度的认同感做出归纳 。 英国学者丹尼斯 ？麦奎尔 （
Ｄ ｅｎ ｉ ｓＭｃＱｕａ ｉ ｌ

） 曾 以

受众为研究视角探寻媒介传播的效果 ，
提出 了使用与满足理论 。 从受众接触媒介的动

机出发 ，
研究媒介使用行为与媒介内容满足了受众怎样的需求 ，

以此考察媒介的传播

给受众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 。 这
一理论将受众看作具有某种特定需求的个人 ，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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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媒介接触行为看作是基于该需求动机 ，
来使用媒介从而得到满足的过程？

。 美国

社会学者 Ｅ
？卡茨 （

Ｅ ｌ ｉｈｕ
＿Ｋａｔｚ

） 等人将这
一

理论过程模式化
，
并将受众需求细分 ，

主

要分为 以下五大类

（
１

） 认知的需要
，
包括信息 、 知识 、 了解情况等 ；

（
２

） 情感的需要 ，
包括情绪的 、 愉悦的或美感的体验等 ；

（
３

） 个人整合的需要 ，
如加强可信度 、 重要性或明晰身份地位等 ；

＾０ 社会整合的需要
，
如加强与家人 、 朋友的联系等 ；

（
５

） 舒缓压力 的需要 ，
如逃避现实 、 娱乐消遣等 。

本研究根据受众的需求分类 ， 将其认知需求 、 情感需求与社会整合需求作为测量

认同程度的二级指标 ，
并作出一种程度假设与三种关系假设 ， 将受众的社群成员身份

和参与程度也纳入考察范围 内 。 量表的设计采用 ５ 分制的方式计算符合程度 ，
１ 表示

“

非常不认同
”

，

２ 表示
“

不认同
”

，

３ 表示
“

不确定
”

，

４ 表示
“

认同
”

，

５ 表示
“

非常认同
”

，

该结果显示 出 的认同度满足状况也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历史文化纪录片对于传统

文化的传播效果 。

通过表 ３
－ ７ 中的数据可知 ， 受众整体在认知满足程度 、 情感满足程度与行为满足

程度上的均值都大于 ３
，
说明其总体认同度较高 。 其中 ，

认知满足程度均值为 ３ ． ６２５
，

情感满足程度均值为 ３ ． ８２２
，
处于 ３ 到 ４ 分之间趋向于

“

认同
”

的位置
，
因此两者具有高

认同度 ； 而受众的行为满足程度均值为 ３ ． ２ １ ３
，
处于 ３ 到 ４ 分之间趋向于

“

不确定
”

的位

置
， 因此存在认同但不显著 。 从以上总体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

历史文化纪录片受众的

认同度具有高认知和高情感的双重特性 。 值得注意的是 ，

１ ２ 个题项的标准差中有 ７

个大于 １
， 因此

一半以上的受众在认同度的分值上都具有较大分歧
，
个人选择的差异

性较为明显 。

表 ３ －７ 历史文化纪录片受众认同度描述性统计

认同样本 均 标准 合计
题项

维度量 值 差 均值

３５

大众传媒受众研究理论梳理
［
ＥＢ ／ＯＬ

］
． ｈ ｔ ｔｐ

ｓ ： ／／ｗｅｎｋｕ ． ｂ ａ ｉｄｕ ． ｃ ｏｍ／ｖ ｉｅｗ／８ｅｃ ９４ １ ａｅ ６５７ｄ２７２８４ｂ ７ ３ ｆ２４２３ ３ ６ｃ ｌ ｅｂ９ １ ａ３ ７３ ３ ９ｂ ． ｈｔ

ｍ ｌ
，
２０ １ ９

－

０８
－

０ １

２
 ［
美

］伊莱休
？ 卡茨

，
保罗 ＇

Ｆ
？ 拉扎斯菲尔德 ．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使用 ［

Ｍ
］

．张宁译 ．北京 ：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６ ： ２２７ ．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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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解历史文化纪录片所传达的文化内涵４５２３ ．４３１ ． １２

观看历史文化纪录片有助于提升对文化的

认知伽
４５２３ ＇ ８６Ｕ９

认知 ３ ．６２５

满足
我清楚 自身所持有的历史文化身份意义４５２３ ． １４ １ ． ０６

历史文化纪录片很好地传播了传统文化４５２４ ．０７１ ． １０

我为纪录片中所展现的历史文化成就而感
４５２４ ． １４０ ．９９

到 自豪

我看到相关的历史文化内容会产生强烈的
４５２３ ． ９３ １ ．０３

情感归属胃

３８２２

满足看完历史文化纪录片我会感到愉悦４５２３ ．４３１ ．２４
＇

看到关于我国历史文化的负面评论我会感
４５２４ ． ０７０ ． ８８

到排斥

我认为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是我的责任４５２３ ． ５４０ ． ７３

纪录片使我更乐于参加与传统文化相关的

＾ ４５２２ ． ９３０ ． ８８

行为活动

３２ １ ３

满足我希望在生活中接触更多历史文化知识４５２３ ． ６４０ ． ９７
＇

我愿意将历史文化纪录片推荐给别人４５２３ ．０７ １ ．２８

从受众的认知满足程度来看 ， 绝大多数受众都认同
“

历史文化纪录片很好地传播

了传统文化
”

， 其均值高达 ４ ．０７ ； 其次 ， 受众还赞同
“

观看历史文化纪录片有助于提升

对文化的认知
”

，
均值为 ３ ． ８６ 。 以上两点的高度认同说明历史文化纪录片对于传播传

统文化的效用不可小觑 ，
且在受众群体中效果明显 。

从受众的情感满足程度来看 ，

“

我为纪录片中所展现的历史文化成就而感到 自豪
”

均值达到 ４ ． １４
， 构成了单项分值中的最高分 ； 其次是

“

看到关于我国历史文化的负面

评论我会感到排斥
”

， 均值为 ４ ．０７ ； 位列第三的是
“

我看到相关的历史文化内容会产生

强烈的归属感
”

，
均值为 ３ ． ９３ 。 以上三类情感上的认同度极高 ， 说明受众对于传统文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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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 自豪感 、 责任感与归属感非常强烈 ， 并且能够主动维系
“

共同体
”

的存在 ， 不允许

他人轻易诋毁 。

从受众的行为满足程度来看 ， 调查对象主动学习 、 分享 、 弘扬传统文化的意愿较

高 ， 但并没有因纪录片影响而提升线下活动的参与度 。 其中 ，

“

纪录片使我更乐于参

加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
”

均值仅有 ２ ．９３
， 为所有题项中的最低值 ；

“

学习历史文化知

识
”

与
“

推荐历史文化纪录片
”

的均值分别是 ３ ．６４ 与 ３ ．０７
，
证明受众在认知与情感上的

认同对其行为产生了一定影响 ， 但程度不高 。

３ ．２ ．２ 认同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及假设检验

在上述的受众媒介使用与认同程度所得数据的基础上 ，
笔者将受众观看纪录片频

率 、 观看纪录片时长、 互动频率 、 观看纪录片原因 、 内容认可程度等题项的 占比作为

衡量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 ， 使用 ＳＰＳＳＡＵ 中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分析受众在认知 、 情

感 、 行为上的认同度与以上媒介使用行为变量间的关系 。 虽然在前文对数据进行了因

子分析 ， 对变量进行了降维 ， 但是为保证其相关性更加准确和透彻 ， 本次分析仍采用

原始数据 ， 分析结果如下 （表 ３
－８

）
：

表 ３
－

８ 使用行为与认同度相关性分析

各项指标 观看频率 观看时长 互动频率 观看原因 认可程度 认知满足 情感满足 行为满足

观看频率 １

观看时长０．４５３ １

互动频率０ ． ５２０
＊０ ．４９７

＊ １

观看原因０ ．３８０
＊０．３６７

＊０ ． ３０２ １

认可程度０． ６２７
＊ ＊０ ． ５ １５

＊＊０ ． ６７ １
＊ ＊０ ． ６４３ １

认知满足０． ３３ １０ ． ５５４
＊０ ．７ １２

＊ ＊０．５３４
＊０ ． ７７４

＊ ＊ １

情感满足０．５０３
＊０ ． ５６７

＊０ ．９２０
＊ ＊０ ．６ １ ８

＊ ＊０ ． ８ １ １
＊ ＊０ ．６６０

＊ ＊ １

行为满足０．３０２０ ．３８００ ．７７９
＊＊０ ．４０ １

＊０．５０６
＊ ＊０ ．４４ １

＊ ＊０ ． ３６７
＊ ＊ １

注 ：

＊和 ＊ ＊分别表示在 ｐ〇．０５ ７ｊ＜平显著相关和 Ｊ
Ｘ０ ．０１ 水平极显著相关 ，

无＊表示不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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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
受众的媒介使用行为与其认同程度中各项变量间的分析数值均大于 ０

，

呈现不同程度的正相关 。 本研究主要考察受众认知满足 、 情感满足 、 行为满足与观看

频率 、 观看时长 、 互动频率 、 观看原因 、 认可程度间的关系 。 其中 ，
认知满足与互动

频率 （
ｒ
＝

０ ． ７ １ ２
，ｐ
＜０ ． ０ １ ） 和认可程度 （ｒ

＝

０ ． ７７４
，ｐ
＜０ ． ０ １

） 的相关系数较高
，
呈极显著正相

关 ； 情感满足与互动频率 （
ｒ
＝

０ ． ９２０
，ｐ
＜０ ． ０ １

） 、 观看原因 （
ｒ
＝

０ ． ６ １ ８
，ｐ
＜０ ． ０ １

） 、 认可程度

（
ｒ
＝
０ ． ８ １ １

，Ｐ
＜０ ． ０ １

） 的相关系数极高 ， 呈极显著正相关 ； 行为满足与互动频率 （
１

－
０ ． ７７９

，

ｐ
＜０ ． ０ １

） 和认可程度 （
ｒ
＝

０ ． ５０６
，ｐ
＜０ ． ０ １

） 的相关系数较高 ，
呈极显著正相关 。

虽然分析结果中认知满足与观看频率 （
ｒ
＝
０ ． ３３ １

，Ｐ
＞０ ． ０５ ） 、 行为满足与观看频率 （

ｒ

＝

０ ． ３０２
，ｐ
＞０ ． ０５

） 和观看时长 （
ｒ
＝

０ ． ３ ８０
，ｐ
＞０ ． ０５

） 这三组间的相关性不显著 ， 但总体来看 ，

受众媒介使用与认同程度的 １ ５ 组数据中有 １ ２ 组都呈现了 显著到极显著程度的正相

关 。 综上可知 ， 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媒介使用 、 认知满足 、 情感满足与行为满

足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 即受众使用媒介的参与度越高 ， 其认知 、 情感 、 行为的满足

程度就越高
，
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程度也会越高 。

根据前文所述 ， 通过信效度分析 、 文化认同度因子分析 、 问卷数据描述性统计分

析 （社会学人 口特征 、 媒介使用行为特征 、 受众认同度量表 ） 与认同变量的相关性分

析等主要分析步骤
，
对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

，
验证结果如表 ３

－

９ 所示 ，
四项假设均为

成立 。

表 ３
－

９ 研究假设验证汇总

假设 结论

Ｈ １ ．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认知 、 情感 、 行为认同程度较高成立

Ｈ２ ．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媒介使用与认知满足程度为正相关成立

Ｈ ３ ．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媒介使用与情感满足程度为正相关成立

Ｈ４ ．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媒介使用与行为满足程度为正相关成立

３ ． ３ 认知 、 情感 、 行为多元认同指涉想象的共同体

在前节中对于文化认同程度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完成分析后 ，
可知历史文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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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片群体的整体认同度较高 ，
且与其媒介使用行为呈正相关 。 对此 ，

笔者通过参与式

观察与调研的方法 ， 选取了２０位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爱好者进行访谈 ，
对上述

认同程度进行质化研究 ， 探讨在多元认同作用下的文化共同体的存在 。

霍尔认为 ， 文化认同在不断建构的过程中 以个体的差异向共同体的同
一所靠拢 ，

使得主体在断裂与延续的矛盾中达成和解 ，
从而形成

“

想象的共同体
”

。 本尼迪克特 ？安

德森同样认为
“

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 ，
即它不是许多客观社会

现实的集合 ， 而是
一

种被想象的创造物 。 文化是以民族为载体的 ，
不同类型的文化

由各 自所属的民族共同体所创造 ， 而文化所引 申 的意义也反映着不同 民族的存在 ，
成

为维系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纽带 。 因此
，
文化认同 中主体所达成的

一致性并不能完

全与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事物与发展进程所对应 ， 文化本身也是人们 自我拼凑的想象

的共同体 。 历史文化纪录片作品所构造出的传统文化宏大叙事 ， 使受众在追忆与 向往

中构建出 自 己的精神家园 ，
与之相对应的文化群体通过追求

一种普遍认可的价值观 ，

在共同体中互动进
一

步强化主体身份 ， 向理想的认知状态靠拢 ，
证实并肯定 自 己作为

共同体的一员 。

安德森认为
“

想象的共同体
”

中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分散的 、 相互没有个人联系

的
，
但他们能够通过各种媒介

“

想象
”

出
一

种把他们联系在
一起的整体 。 在历史文化纪

录片青年社群中 ，
受众会通过弹幕 、 评论等互动方式表达 自 己的看法

，
在实时观看的

人群中营造出
一种虚拟在场感 ，

尤其是作为享用
一

种语言 、 拥有共同的文学和文化资

源的青年群体 ，
极易在观点达成

一致的情况下形成认同 。

“

我非常激动 ，
感觉找到 了志同道合的人 ，

而且我会第
一时间对他们的弹幕或者

评论点赞
，
因为我觉得他们跟我有共同理想 ，

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 自然的情

感流露 。

”

（
ＹＧＲ

）

“

虽然说咱们处于不同地区 、 不同 民族 、 不同的信仰 ， 但是咱们总归来说还是中

国人 ， 还有骨子里的那些东西 ， 还是会有
一

种亲切感 。

”

（
ＺＸＨ

）

作为个体的受众彼此之间在现实中没有实质性的联系 ， 但因为同是
“

中华民族
”

，

这仅有的共同点建立起了认同的关联性 ， 强化了作为
“

中 国人
”

的主体认知 ，

一种浑然

天成的身份边界感加深了
“

我们
”

的概念 ，
从而与其他的文化身份区隔开来 。

“

想象的

共同体
”

被认为是
一

种想象中 内部
“

平等的社群
”

，
安德森将其解释为

“

即使在现实生活

１
 ［
美

］
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
Ｍ

］
．吴？人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２〇 １ ６ ：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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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不平等和剥削可能严重到 了在社会中 占支配地位的程度 ， 但共同体中仍处于上下

融合 、 消除了 阶层区分的状态 。 从参与访谈的群体中可以看出 ，
其社会身份与文化

身份相差甚远 ， 不同的年龄层 、 差异化的地区 、 悬殊极大的学历与专业和形形色色的

职业现状
， 种种因素都没有成为阻挠认同产生的理由 ， 平等化的个体是共同体的准则 ，

也是其想象出的有别于现实的美好愿景 。

在文化认同形成的因素中 ，
认知的满足程度较高 ，

显然历史文化纪录片对本民族

文化的传播起到 了显著的作用 ， 对于传统的历史文化的
“

客观特征
”

进行展现
，
将共同

体所认知的社会事实凝聚并强化 ， 形成了文化认同不可或缺的认知过程 （ ｃｏｇ
ｎ ｉ ｔ ｉｖｅｐ

ｒｏｃ ｅ ｓ ｓ ） 。 这种合理的
“

想象
”

并非
“

捏造
”

，
反而会促进共同体

“

集体记忆
”

的形成
，
产生

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 。 许多受访者都表示 ， 除了系统性地在课本中学 习过历史文化知

识以外 ，
生活中很难接触到专业的文化讲解 ， 并且文字性的东西无法让受众实质性地

看到文物的全景
，
感受不到

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
，
而纪录片却更加真实生动 ， 在提升

传统文化认知上作用显著 。

“

纪录片让我更加真实客观地形成对国家的
一

种认知
，
和对这个民族的一种认可 。

尤其是历史上那么多 民族发生的那么多故事 ，
比如说和亲 、 抵御外敌等等 ， 就会想象

至峨们 民族发展的不易 ， 有共同的理想 ， 才能构筑源远流长的历史 。

”

（
ＹＧＲ ）

“

让我意识到从古至今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 ， 都是先辈

奉献并且奋斗出来的
，
这种传承和底蕴深厚的历史也只有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才能孕育

出来 。

”

（
ＭＱ ）

在情感满足程度上 ，
历史文化纪录片所形成的认同体现在 自 豪感 、 归属感 、 责任

感等主观意识范畴
，
与说教式地宣讲带来的重复 、 机械方式不同 ，

纪录片灵活的表达

能够引起更为强烈的情感共鸣 。 尤其是在文化寻根热潮的引领下
，
受众在民族情感中

努力创造 自 身与维持 自 身的文化身份 ，
寻找一个与祖先群体享有同样历史的

“

自我
”

。

在安德森看来
， 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 区别于宗教认同 ， 宗教共同体相信上帝绝对完美 ，

而文化共同体认为 ， 即便我的国家 、 民族会犯错
，
但在情感上

， 不论国家对错 ，
它依

旧是我的国家气 许多受众认为这种感性的关联是提升认同感的重要因素之一 ：

“

看了 这些纪录片之后
，
我发现咱们国家的建筑 、 文物 、 美食都有这么 多 ， 这些

１
 ［
美

］
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
Ｍ

］
．吴？人译 ．上海 ：上海人 民出版社

，

２０ １ ６ ： ５２ ．

２
 ［
美

］
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
Ｍ

］

．吴數人译 ．上海 ：上海人 民出版社
，

２０ １ ６ ： １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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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软实力会潜移默化对我造成一种影晌 ，
让我的民族自豪感也会慢慢提升。

”

（
ＹＫ

Ｌ ）

“

我看历史纪录片是出于 自发的民族情感 ， 你总要知道 自 己的民族从哪里来 ， 然

后又是怎么来的 ， 为什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 就是 自然而然地想去了解 ， 像是了解这

些祖先一样 ， 你想去了解 自 己民族的历史文化 。

”

（ＭＤＹ ）

最后 ， 受众在行为满足程度的层面上主要受到认知与情感的积极影响 ， 虽然认同

度低于前两者 ， 但有效的行为改变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却有着实际意义 ， 对文化的传承

与发扬至关重要 。 受众行为认同研究的 目的 ， 重在通过考察受众外在的而非内在的表

现来解释纪录片的影响 ， 预测受众的行为 ， 为如何建构文化认同提供参考 。 在
“

高情

感－高认知
”

双重特征的作用下 ， 许多受众更有意愿通过实际行动展现认同 。

“

我们民族文化的
一部分已经让我非常地骄傲 ， 更吸引着我多去了解

一

下我们祖

国的文化 ， 这 ５０００ 年的历史留下来的东西太多了 ， 从
一点一滴都能体现出内在的精

神内涵 。

”

（
ＤＳＱ ）

“

我很遗憾我们国家的很多文物现在躺在大英博物馆里 ，
但是这件事情是没有办

法挽回的 ，
我只能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会尽力让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再发生。

”

（ＷＪ

Ｊ
，
英国伦敦 ）

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建构性的存在 ， 在现代语境下越来越呈现出碎片式的 、 多元化

的趋势 ， 文化认同产生的过程也是多元因素凝结的结果 。 青年社群通过历史文化纪录

片在认知 、 情感 、 行为多维度下产生的认同感 ， 是基于
一个民族共有的历史经－验和文

化记忆而形成 。 这种强大的凝聚力将个体的
“

差异
”

归到共同体的
“

同
一

”

中 ， 最终形成

“

想象的共同体
”

， 为认同的建构与维系提供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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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建构逻辑

在前文通过对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表征以及多元认同度进行研

究后 ，
可知该群体作为认同主体通过文化表象与意义共享建构 了认同的基础 。 在其使

用 Ｂ 站这
一

媒介的过程中 ，
认同度在认知 、 情感 、 行为 多方面都有体现

，
但其建构的

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 因此 ， 本章基于文化认同所形成的现状与程度 ， 遵循个体到共

同体的路径 ， 倒推该群体建构认同的进路逻辑 ， 探究群体成员在接受 、 平衡 、 认同 、

内化的过程中 ， 文化身份与主体意识的变化 。

４ ． １ 从
“

我是谁
”

到
“

我将成为谁
”

： 自我认同的主动性建构

在前
一章中 ， 笔者通过对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在认知 、 情感 、 行为等多元层

面产生的认同进行量化 ， 以高度认同的结论推导出
“

想象的共同体
”

的生成 。 在 Ｂ 站这

一被建构的文化共同体中 ， 不同圏层的主体享有各 自 的文化身份意义
， 在对个体的评

估与判断中发现差异与 同一 ，
从而强化 自我的认同 。 霍尔认为

，
文化认同是一个动态

发展的概念 ，
是个体或者某

一特定群体通过文化实践寻找归属感并 自 证
“

我是谁
”

的过

程 ，
包含着各文化与主体间融合 、 排异 、 重组等阶段 。

Ｂ 站的青年社群通过发送弹幕

与剪辑视频等方式参与到文化生产当 中 ， 成为生产性受众 ，
其独特的

“

造梗
”

语言强化

了圈层化特征 ， 他人较难融入 ，
为个体提供了建构主体意识的空间 。 尤其是在消费时

代背景下
，
物质的饱和与精神需求的缺乏形成分裂 ，

促使部分青年社群在 自 身认同产

生危机时转而与传统文化进行对话 ，
从而弥补 自 己现实精神的缺失 。

学者埃里克森 （
Ｅｒｉｋ ｓｏｎ ） 曾将

“

认同
”

解释为
“

通过 自我意识选择同一性 ，
从而塑

造 自 身的属性 ， 将形成的主观心理与态度赋予社会意义 ，
继而产生认同 。 这一概念

的创新点在于
， 他将

“

认同
”

与
“

自 我
”

联系在
一起

， 井强调所属文化圈层的社会背景 ，

突出个体在群体中的情感 、 心理的趋同过程 。 在文化研究视角下 ，
认同的核心问题在

于主体的建构 ， 而主体 甶个体组成 ， 个体间彼此交换 、 共享意义继而形成共同的价值

观 。 在现代性语境中 ， 认同
“

跨越了许多差异化且相对复杂甚至敌对的话语实践
”

，
从

１ 伍庆 ．消费社会与消费认同
［
Ｍ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０９ ： １ ８ ．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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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谁
”

的过去式建构
，
转向 了

“

我将成为谁
”

的未来式建构气 青年社群对于文化的

互动也从描述性历史转变为解读与重现历史的主动性建构 。 学者韩炳哲认为 ，
数字时

代的媒介形式不仅是连接与传播信息的渠道 ，
更是受众

“

主动地生产信息 、 完成交流
”

的中介 ， 参与互动的受众既是消费者 ，
又是生产者 。 因此

，
在青年社群所参与的话语

生产实践中 ，
自 我认同的变化体现在对

“

现实 自我
”

与
“

理想 自我
”

的呈现中 ，
通过 自我

意识的确立塑造出认同主体 。

４ ． １ ． １
“

我是谁
”

： 现实 自我的再现

吉登斯 （
Ｇ ｉｄｄｅｎｓ ） 认为

“

自 我认同
”

并非个体所固有的某种鲜明的特征 ， 而是
一个

人通过对 自 己的人生经历进行总结与反思后产生的经验了解 。

“

作为
一个人就是要知

道 ． ． ． ． ． ． 自 已正在做的事以及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 ． ． ． ． ．在一个后传统秩序的脉络下 ，
自我

变成一个反思性的计划气
”

受众在对 自 身进行审视的过程中 ， 个体的文化行为与 自我

认同都不可避免地与纪录片所包含的传统文化产生交集并引发互动 ， 其中既涉及到社

会层面的价值取向
，
更体现了充分而真实的 自我表达 。 郑晓云将个体对于文化的初步

认同分为两个方面 ：

一是根据已有的文化对应 自 己生存的现实环境 ，
通过认同使 自我

融入到主流文化中 ， 并赋予身边事物文化意义 ， 最终成为个体所认可的文化的创造者

与传承者 。 二是对相异的文化产生好奇心理 ， 并冲破已经形成的 自我文化认同的枷锁 ，

转而认同 自 己圏层之外的一种文化 ， 将新的文化内涵引入到原有的 自我认同中 ， 加以

整合后形成个体所推崇的新的文化特征气 在 Ｂ 站以弹幕 、 评论 、

一键三连等互动为

基础的前提下 ， 自我对于文化的认同不断从前者的被动融入转移到后者的主动建构 ，

青年社群通过 自 己的话语方式解读传统文化 ， 将 自我塑造成一个文化化的个体 ， 与纪

录片 内容相结合 ， 并形成了深深的文化烙印 。

在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中 ，
对现实 自我的认知体现在与纪录片内容的互动和

与其他观赏者的互动两种角度 。 首先
， 在与纪录片 内容的互动中 ，

受众主要关注其中

与文化相关的
“

人
”

的故事
，
将 自 己在不同场域中的文化身份与之对应 ，

形成对 自我的

肯定 。 在前文对历史文化纪录片 《我在故宫六百年 》 的弹幕内容研究中 ， 许多受众基

于视频内容对 自 我的生活实践经历进行分享 ， 营造纪录片与个人之间的联系 ， 同时围

１ 杨兰 ， 白苏婷 ．认同概念多学科释义与整合
［
Ｊ

］
．人 民论坛

，

２０ １ ４
（
３４

）
： １ ７ ８

－

１ ８０ ．

２
 ［
美

］
曼纽尔 ？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

［
Ｍ

］
． 夏铸九

，
黄丽玲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０３ ： ７
－

８ ．

３ 郑晓云 ．文化认同论
［
Ｍ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１ ９９２ ： １ ０３ ．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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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纪录片中出现的人物 ，
从 自 身寻找共同点 ，

并表达出喜欢 、 肯定和赞美之情 。 尤其

是在纪录片
“

人文关怀
”

主题的驱动下 ，
这些更迭千年却始终平凡的文物修复者 ，

正是

普罗大众的写照 ， 象征着权力的宫殿建筑与普通人相关联 ， 使得受众在宏大的历史文

化中找到属于 自 己的
一

隅
， 不禁在弹幕中感叹 ：

“

我们都是历史中的小人物 ，
平平无奇但却对历史有着塑造性的作用

”

“

好巧我也是文物修复专业 ，
本来对 自 己的前途十分迷茫 ， 看了故宫的修复 ，

更

加坚定了我学好本专业的决心
”

“

我很 自 豪的说我在上面搭架子
”

“

原来皇帝和我也一样啊 不爱开会
”

“

乾隆他爷康熙 当 了６ １ 年皇帝 ， 他为 了 以示尊重不超过他爷爷所以干了６０ 年 ，

看来就算当皇帝也要干到退休 ， 瞬间心理平衡了
”

“

拿到海 月 贝売的师傅 ， 像极了拿到玩具的我 ，
好开心

，
迫不及待

”

这类表达
“

自 我认同
”

的弹幕体现在对个人经历的分享以及对片 中人物的认可层

面 ， 占弹幕样本数量的比例超过 １２％
， 约 ３６０ 余条

，
通过对 自 身具有的闪光点以及细

节的呈现 ， 将文化的传承 、 融合与个人相连接 ，
以不同的文化身份作出 自 己的解读 。

其次 ， 在与其他观赏者的互动中 ， 青年社群通过弹幕表达观点与诉求 ， 并在他人

的 回复中找到满足感与认同感 。 个体的 自我意识往往需要
“

他者
”

参与才能更加显著 ，

作为参照物的受众 ， 在互动过程中使得文本叙事更加丰满 ，

“

自 我
”

之外的任何针对性

回复都能够促进个体对于现实 自我的建构＇ 在词频统计中 ，

“

师傅
”“

致敬
”“

传承
”“

瞩

目
”“

厉害
”“

撒花
”“

修复
”“

手艺
”

等词汇表达了受众对于修复师的认同 ， 并在他们身上感

受到人文关怀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 许多还未择业的青年受众基于对这
一工作内容的

喜爱 ，
表达了想成为修复师的意愿 ， 但因不够了解而瞻前顾后 。

为 了坚定 自我意识 ， 他们在弹幕中提问 ：

“

考古专业是不是冷门专业啊？
”“

要求

什么学历
， 材料学对 口性强吗 ？

”“

我喜欢文物保护但是没能学上
，
过了３０ 岁还来得

及吗 ？
”

得到 了诸多回复 ：

“

只要热爱都不算冷门
，
我从不后悔大学在美院选了文物倏

复这个专业 。

”“

专业对 口性很强 ，
本科以上学历最好 。

”“

我们国家对文物保护渐渐重

视起来了
，
我和你一样本来就对这些行业有兴趣 ， 但是苦于之前大环境影响去学 了其

他并不喜欢的专业 ，
现在反而坚定了技艺传承的决心 。

”

这些互动内容让受众体会到

１ 杨桃莲 ．大学生 自我认同 的建构
［
Ｄ

］

．复旦大学
，

２００９ ．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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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自我的价值
，
建构了 自信心与满足感

，
从而找到个体的认同所在 。

４ ． １ ．２
“

我将成为谁
”

： 理想自我的投射

受众通过弹幕互动的方式对现实 自我进行再现 ， 树立了基础的认同感与满足感 ，

同时在已有的圏层中强化了主体意识 。 在宏大的历史文化叙事下
，
这种 自我的认同往

往会引发其更深层次的期待 ，
并设立

“

理想化
”

的 自我
，
为能够成为

“

理想我
”

而不懈追

求 。 具体的方式是 ， 在观看纪录片时 ， 青年社群会把 自我的情感投射到他人或其他群

体之中 ， 将投射对象所持有的观点态度与生活状态作为 自 己的标杆进行 自我延伸 ，
从

而实现理想 自我的刻画 。

一般情况下 ，
历史文化纪录片 中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的精神

标识
， 例如谦逊 、 独立 、 上进 、 团结等特点会成为情感投射的因素 ， 既而引发受众的

自我认同 。 吉登斯 （
Ｇ ｉｄｄｅｎ ｓ

） 将
“

理想 自我
”

描述为
“

我想成为的 自我
”

，

“

它是 自我认

同的核心部分
， 因为它塑造了使 自我认同的叙事得以展开的理想抱负的表达渠道 。

受众对纪录片 中所出现的人物以及共同观看者产生的认可与赞美之情 ， 有
一部分参杂

着 自 我认同
，
即发现 自 己与该认同对象有美好的共同之处 ， 并将其看作 自我的投射 。

在这一
“

理想 自我
”

的身上 ， 受众往往能看到 自 己想要拥有或已经拥有并想要不断加深

的素质和特征 。

在前文的调查问卷中 ，
笔者设置了关于 自我认同维度的问题 ， 根据描述性统计分

析 ，
认知层面的 自我认同体现在

“

我清楚 自 身所持有的历史文化身份意义
”

上
， 根据李

克特五级量表计算 ，
其认同度的均值为 ３ ． １ ４

， 处于
“

较高
”

程度 ； 情感层面的 自我认同

体现在
“

我看到相关的历史文化内容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
”

题项上
，
其认同度的均值为

３ ． ９３
，
处于

“

高
”

程度 。 由此可见
， 无论是对现实 自我的认同还是对理想 自 我的投射 ，

该受众群体的认同度都较为可观
，
并能够清楚地意识到 自 身的文化定位与追求的情感

寄托 。

表 ４＊

１ 受众 自我认同维度描述性统计

自 我认同维度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我清楚 自 身所持有的历史文化身份意义 ４５２３ ． １４ １ ． ０６

１
 ［
英

］
安东尼 ？ 吉登斯 ．现代性与 自我认同 ：现代晚期的 自我与社会

［
Ｍ

］
．赵旭东

，
方文译 ．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

店
，

１ ９９ ８ ： ７本 ７５ ．

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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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相关的历史文化内容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４５２３ ． ９３ １ ． ０３

受众之所以能够在纪录片中找到理想的 自我
， 原因在于创新型的文创思维摒弃了

时代大背景下官方话语的解说 ， 将规范化 、 权威化的表达风格替换为风趣 、 亮眼却又

不失格调的历史故事 。 这样的转变迎合了消费时代受众的文化心理 ，
纪录片 内容不再

空谈伟大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怀 ， 反而注重题材的多元与创作的个性 ， 为许多青年受众

提供感兴趣的看点 。 学者麦克 ？费瑟斯通 （
Ｍ ｉｋｅＦｅａｔｈｅｒｓ ｔｏｎｅ

） 在其著作中认为消费文

化
“

强调 了艺术与 日 常生活之间的界限的消解 ， 高雅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之间明确分

野的消失 ． ． ． ． ． ．

”？在访谈过程中 ， 多位受访的青年受众都提到了 《历史那些事 》 、 《如

果国宝会说话 》 、 《我在故宫六百年 》 等历史文化纪录片
，
其内容为理想 自 我的形成

提供了参照基础 。

Ｄ ＳＱ 是
一位大专院校的青年教师 ，

师范毕业
， 家境较为贫寒 ，

因贷款压力每天身

心俱疲 ， 在众多打工人中 间挣扎与拼搏 。

“

迷茫的时候
，
非常没有归属感 ，

特别是在

异地 ，
只感到孤独 。

”

虽然身为理科生 ， 但对于历史文化独有的兴趣使他成为纪录片

爱好者 ， 同时在片 中也找到 了理想身份的认同 。

“

在闲暇时间我会关注
一些讲述咱们

祖国历史人物和文化遗产的纪录片 ，
比如说像 《历史那些事 》 还有 《寻找手艺 》 ， 特

别是第一个纪录片 ， 非常生动有趣 。 我还记得我看过的＿集叫 《在下东坡 ，

＿

个吃货 》 ，

讲的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的生平 ，
但是是从美食的角度讲的 。 作为

一

个资深的吃

货 ，
看东坡肉 、 东坡肘子 、 羊蝎子真的太过瘾了 ，

最重要的是这些美食是他仕途受挫

被流放时做出来的 ，
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给了我非常大的感染 ， 我也逐渐在成为这样

的人 。

”

通过纪录片内容所产生的归属感 ，
会促进受众与该文化间形成情感依赖 ，

但仍处

于浅层次 ，
当对于某一文化具象或象征的认同转变为 自我认同后

，
其情感的黏性会极

大提升 ，
并主动映射出理想 自我 。 受众对于历史文化的认同原本因时代与阶层不同而

存在隔阂 ，
然而纪录片 中对于普通人的文化意向描写 以及对于著名历史人物的世俗化

刻写 ， 使权力象征与普通受众相连接 ， 并与 自 身创造的文化保持同一性 ，
更加有利于

自我认同的生成 。 在这一过程中 ，
具有表意实践和传递意义的语言成为认同的中介 ，

１
 ［
英

］
麦克 费瑟斯通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

［
Ｍ

］
．刘精明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２０００ ： ９４ ．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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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众互动式的交流中为文化认同的动态发展提供了第
一

阶段的建构 。

４ ． ２ 互动仪式与刻写实践 ： 集体记忆的唤醒和身份确认

当受众通过与纪录片内容以及其他观赏者互动而产生 自 我认同之后
，
少部分人会

选择持续个体认同的状态 ， 而大多数人则会基于高度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寻找同好群

体 ，
以此形成了前文所提到的圈层化的趣缘群体 ，

加入该群体之后 ， 个人所持有的 自

我认同通常会无缝地转变为集体性认同＇ 卡斯特将其描述为
“

借 由共同的历史及政治

目标
，
以人民的心智及集体记忆所建构的文化共同体 。

”？ 青年社群在观看纪录片时 ，

通过片 中所传达的符号意向 、 纪念仪式 、 英雄原型 、 历史故事等建构出 了一种集民族

荣耀与创伤于一体的二元叙事 ，
对 自 己身处本民族并接受同样的历史文化熏陶有了更

清晰的认知 。 这些讲述国家 、 民族过往的内容通过拼贴式的手法刻画并还原了历史样

貌
，
受众的集体记忆被唤醒 ， 身份意识被强化 ， 对于民族文化的认知也更加深刻 。

保罗 ？康纳顿区分了
“

集体
”

与
“

个人
”

记忆的概念 ， 并将
“

集体记忆
”

从个人层面彻底

剝离 ， 认为
“

集体记忆并非集合起来的个人记忆 ， 而是真正社会群体的记忆 。

”？因此 ，

历史文化纪录片 中所蕴含的
“

集体记忆
”

是其成员共同书写并延续而来的 ，
通过仪式化

的过程将建构 出 的
“

文化共同体
”

身份对应到社会现实 当 中 ，
使得宏大叙事不断被解

构 ，
以记忆的互动方式将个人共同的情感凝聚在

一起 。 Ｂ 站的弹幕体系作为一种互动

仪式 ，
通过营造出虚拟在场的群体观看氛围 ，

突破了物理接触的限制
，
使共同观看的

受众沉浸到同
一

互动情境中 ， 触发了短暂的情感交换 。 在观看视频与观看弹幕同步进

行时 ， 弹幕的内容也成为 了视频的
一

部分 ，
甚至能够扩展出额外的剧情和看点 ，

这种

互动的仪式感使情感表达更加强烈 ， 潜移默化中引发多数人的集体认同 。

在基于青年社群媒介使用情况的问卷调查中 ，
受众观看纪录片时参与弹幕 、 评论

等互动仪式的频率非常高 （见表 ４－２
） ，
其中

“

几乎每次
”

与
“

经常
”

两者已经达到 了７ １ ． ６８％

的比例
，
证明互动仪式是促进意义交流与认同产生的重要因素 ，

而该社群独树一帜的

弹幕文化也促成了形式 自 由 的表达空间 。 在互动频率与认同度相关性分析中 （见表

４＞

３
） ， 受众的认可程度 、 认知满足 、 情感满足与行为满足均与其互动频率呈显著正相

？
曾庆香 饭圏

”

的认同逻辑 ：从个人到共同体
［
Ｊ

］

．人 民论坛 学术前沿 ，

２０２０
（

１ ９
）

： １心 ２３ ．

２
 ［
美

］
曼纽尔 ？卡斯特 ．认同 的力量 ［

Ｍ
］

． 夏铸九
，
黄丽玲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０３ ： ７８ ．

？
 ［
美

］
保罗 ？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 ［

Ｍ
］

．纳 日碧力 戈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００ ： ３ ８ ．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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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
且最高值达到了ｒ

＝

０ ． ９２０
，ｐ

＜０ ． ０ １ 的程度 ， 可见互动在受众观看纪录片时对其认知 、

ｆｔ感与行为产生了极大影晌 。

表 １２ 受众媒介互动情况描述性统计

题 目选项样本量 （个 ） 占比 （％ ）

几乎每次 １ ２５ ２７ ． ６５

经常 １ ９９ ４４ ． ０３

互动频率

偶尔 ８６ １ ９ ． ０３

从不互动 ４２ ９ ． ２９

表 心 ３ 互动频率与认同度相关性分析

各项指标 认可程度 认知满足情感满足 行为满足

互动频率０ ． ６７ １

＊ ＊０ ． ７ １ ２
＊ ＊０ ． ９２０

＊ ＊０ ． ７７９
＊ ＊

注 ： 表示 Ｐ
＜０ ． ０ １ 水平极显著相关 。

在受众参与互动的过程中 ，
历史文化记忆的基础也通过身体操演被刻写下来 ， 并

进行传播和保持 。 康纳顿将
“

刻写实践
”

描述为
“
一

种把入声的时间属性系统地转化成

书写符号的空间属性并因此而存在的实践 通过解释性的方式来表达 ，

“

刻写实践
”

就是通过一种超脱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储存机制来保存共有的记忆 ， 为 日后他人翻阅和

查看这段记忆提供记录文本 。 纪录片本身作为
一

种承载与传播记忆的方式 ， 在弹幕互

动中又形成了新的文字刻写实践 。 通过弹幕 ， 我们可以洞悉历史文化纪录片 内容的演

变
，
以及受众关注的核心议题的变化 。 从传统纪录片过渡到网生新派纪录片是其风格

不断下沉的过程 ： 从髙冷到暖荫
，
历史文化纪录片愈发关注平凡人物的生存发展 ； 从

冗长到简短
， 片段式的故事化内容更加直击心灵 ； 从说教到交流 ，

纪录片与受众的双

向互动取代 了单
一

的解说 ； 从古板到时尚 ，
主流文化的认同与二次元文化并存 ； 从辉

煌记忆到文化 自信的传播 ，
宏大的叙事转变为具体的传统文化元素 。

纪录片 内容提供了诸如
“

民族
”

、

“

匠心
”

、

“

遗产
”

之类的符号表象 ， 受众关于历史

１
 ［美 ］保罗 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

［
Ｍ

］

．纳 日碧力 戈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００ ： ９ ３ ．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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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集体记忆也被重新唤起 。 我们拥有的五千年浩瀚历史 ， 构成了辉煌记忆与创伤

记忆的二元情感 ， 无论是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历史上的繁荣盛世 ， 还是近代的丧权

辱国和战乱中的哀鸿遍野 ，
这种共鸣的喜悦和切身的苦难 ， 作为中华民族的

一员都能

够感同身受 。 因此 ， 受众在弹幕中对于集体记忆的描述与回应也分为两种情感文本 ：

一

是对本民族共同体所产生的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赞同 、 欣赏 、 自豪 、 骄傲的情感 ，

二

是通过追忆过去的苦难与失去的珍宝 ， 表达
一

种遗憾 、 悲观的情绪 。 当纪录片 中讲述

关于辉煌历史的片段时
，
弹幕包括 ：

“

古建筑不仅仅是壕 ，

一砖一瓦 、

一

草
一

木都是尽心设计过具有高度审美的中华

特色
，
你看中 国宫殿式建筑上的五脊六兽

，
背后都有深刻的含义 。

”“

人在 ，
历史就在 ！

文化就在 ， 中华民族万岁 ！
”“

哇
，
我们中国古人留下的东西真的很有味道

，
是泱泱大

国的气质
，
代代相传

，
切勿相负 ！

”

当纪录片中传达出创伤记忆时
， 弹幕则会感叹 ：

“
一

看故宫 ，
我就可惜圆明园 ， 古代园林集大成 ，

世界上的人永远也看不到 。

” “

好

恨 ， 却不知道该恨亡了的大清还是侵略者们
”“

我们这个民族
，
经历了 多少次苦难 ，

在

亡国灭种的边缘凭借向死而生的意志挺过来 ， 才延续了五千多年 。

”

这些对于集体记忆的刻写与互动加深了青年社群对于 自我文化身份的确认
，
通过

阐释的方式将共同的记忆作为被推崇的故事不断分享与传播 。 卡斯特认为
“

认同的建

构所运用的材料来 自 历史 、 地理 、 生物 、 生产与再生产制度 、 集体记忆及个人的幻想 、

权力机器及宗教启示等 。

”？ 受众通过与纪录片内容进行互动而唤醒 自 身的集体记忆 ，

将历史知识与传统价值观注入认知 当 中 ，
从而呈现出对民族情感与文化的认同 ，

这就

是集体记忆所蕴含的
“

认同的力量
”

。

“

举个例子 ， 就看完莫高窟的那个纪录片 ，
让我想起了清末那段丧权辱国的屈辱

史
，
八国联军侵华 ， 包括法国 、 德国还有英国的大使把我们莫高窟里的东西都搬走了 ，

致使多少珍宝都流亡海外 。 当 时还有
一

句话是说大英博物馆里的莫高窟藏品是最全

的
， 法国卢浮宫里的藏品是最精的 。 我之后想去法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想去卢

浮宫里看莫高窟的藏品 ， 看我们古人的技艺有多精湛 。

”

（
ＷＪＪ

）

在对
“

集体记忆
”

进行刻画时 ，
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

他者
”

的存在
，
例如

“

被侵略的中

华民族
”

所对应的
“

侵略者八国联军
”

。 通过对
“

他者
”

的想象 ， 作为
“

我者
”

就能够对共同

？
 ［
美

］
曼纽尔 ■卡斯特 ．认同 的力量

［
Ｍ

］
夏铸九

，
黄丽玲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０３ ： ２５ ．

６７



第 ４ 章 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建构逻辑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研究

体的身份加以确认 ，
这是基于差异性认知所形成的结果 。 戴维 ？莫利 （

Ｄ ａｖ ｉｄＭｏｒ ｌｅｙ）

认为认同产生需要同时具备两个要素 ： 对所属群体的认同和对
“

他者
”

的排斥 ，
通过对

比才能进
一步加深文化认同的建构 。 在社会记忆被操演的过程中 ， 文化与记忆都处于

流动的时空中 间 ，
我们应视之为过程而非结果

，
这种动态的发展使得传播与接受文化

的主体在断裂与延续的矛盾中达成
一

致 ， 从而获取认同 。
Ｂ 站的青年社群圏层多元 ，

因此常会形成不同的
“

风格
”

来缓解 自 身的认同危机 ，
对主流文化和商业文化进行抵

抗 。 但在 自我认同与集体记忆双重规训的基础上 ， 传统的历史文化内容被不同圏层的

群体所接纳 、认可
，
通过互动与意义生产将原本存在隔阂的传统文化与亚文化相连接 ，

实现不同文化圈层的交融共享 ， 将产生的认同感内化于心 ， 外塑于行 。

４ ．３ 甶断裂到统一 ： 传统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交融与内化

通过对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集体记忆刻画的分析 ，
可知这

一群体对于

主流文化的接纳 、 互动和融通已经超越了抵抗范式 ， 反而主动弥合代际产生的鸿沟 ，

通过参与式展演的方式将原本对立的二者 自然融合。 以主流文化为主的历史文化纪录

片原本带有明显的边界感 ，
与部分亚文化群体 自 身的风格有所区隔 ， 但 Ｂ 站青年社群

通过拼贴鬼畜 、 弹幕互动以及加入
“

萌
”“

梗
”

元素的方式消解了两者之间 固有的距离 ，

使得亚文化的
“

破壁
”

与传统文化的
“

出圈
”

得以实现 ，
这种双向互动加速了其 由断裂到

统一的过程 。 霍尔认为
“

我们理解的
‘

青年文化
’

指的是这样
一

个层面 ： 青年群体在其中

发展出 自 己独特的生活模式并且把他们的社会和物质生活经验以
一定的形式表现出

来 。

￥”
显然 ，

该群体是围绕一些既有的规则和独特的行为所形成 ，
其紧密程度与群体

关注的
“

焦点
”

密切相关 。 青年亚文化则建立在青年文化的基础上 ，
有了更为独特以及

标签化的行为 ， 例如早期
“

越轨文化
”

（
ｃｕ ｌ ｔｕｒｅｏ ｆｄ ｅ ｌ ｉｎ

ｑ
ｕｅｎｃｙ ） 所具有的极端 、 反叛

特征。 当青年亚文化与 Ｂ 站受众相结合 ，
这种抵抗性特征逐渐变得柔和 ，

与本土的青

年文化相适应 ， 形成了更多以共同的小众爱好为基础的兴趣圈层 。

Ｂ 站受众的年龄构成趋于年轻化 ， 在前文的调查中 ，
历史文化纪录片受众多集中

于 １ ８ －２２ 岁 之间的学生群体 ，
其次 ２３

－

３０ 岁人群也 占到一定比例 。 这样的年龄基础使

得青年受众更容易找到兴趣相投的群体 ，
从而获得身份认同 ，

满足 自 我的精神需要 。

１
 ［
英

］
斯图亚特 ？霍尔

， ［
英

］
托尼 杰斐逊 ．通过仪式抵抗 ： 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

［
Ｍ

］

．孟登迎
，
胡疆锋等译 ．北京 ： 中国青

年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５ ： ７８ ．

６８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 片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研究


第 ４ 章 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建构逻辑

根据调研发现 ， 许多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爱好者本身也是一些亚文化兴趣社群的成

员
，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热爱 ＡＣＧ 文化的二次元虚拟社群 ， 其次还包括宅文化 、 汉服

圈 、 Ｃ ｏ ｓｐ
ｌａｙ 、 同人圈 、 鬼畜文化 、 佛系丧文化等 。 这些通过趣缘形成的群体往往比现

实世界的社群更加团结 ， 认同度也更高 ， 他们的信息分享与话语传播速度更快 ， 有利

于历史文化纪录片在其中的发展与蔓延 。 通过对有着亚文化兴趣特征的历史文化纪录

片受众进行访谈 ， 可将其分为两类人群 ：

一是资深的亚文化爱好者 ，
对传统文化的态

度由抵抗 、 排斥到逐渐接受并主动参与生产 ； 二是入二次元坑
，
对诸多亚文化形式有

着极大的兴趣 ， 但是骨子里
一直热爱传统文化 ，

认为两者并不矛盾 。 第一类人群中的

受访者之
一是一位嘻哈 （

Ｈ ｉｐｈｏｐ ） 文化爱好者 ，
９５ 后

，
高中辍学 。

“

我挺喜欢看历史文化纪录片的
，
但不是从一开始就喜欢 。 我最大的兴趣是嘻哈 ，

一

般看别入唱 ， 自 己入了这个圈子之后也和他们
＿起玩

，
说唱 、 ｂｂｏｘ 都会

，
我之前在

酒吧里工作 ，
也玩过一段时间的 ｄ

ｊ 。 你说反叛也挺反叛的 ， 纹身 、 暍酒都很常见 ， 但

是这种特立独行的感觉让我很 自 由
，
生活也很有趣 。 我们

一起玩的人
， 你要给他讲什

么秦始皇统一六国
，
没人听得进去

，
觉得你有病 。 后来我喜欢的两个嘻哈组合天府事

变和 Ｈ ｉｇｈｅ ｒＢ ｒｏ ｔｈｅ ｒｓ 出 了两首关于中国的歌
，

一首叫 《这就是中 国 》 （Ｔｈｉ ｓｉ ｓＣｈ ｉｎａ ）
，

英文版的 ， 我看了翻译真被打动 了 ，
然后就想知道我们国家到底是怎样的

，
就去 Ｂ 站

搜了相关的纪录片看 ，
我也在 Ｂ 站常驻 。 他们出 了这种

“

爱国
”

说唱后 ，
被很多人叫

“

说

唱界的耻辱
”

， 现在看来很幼稚 ， 因为现在
“

政治说唱
”

也挺酷的
，
只要能表达真实的

情感
， 谁说 ｒａｐｐｅｒ 不能喜欢传统文化昵？

”

（
ＺＸＨ

）

Ｒｅｇ ａ ｒｄ ｌ ｅ ｓ ｓｏ ｆ ａ ｌ ｌ  ｔ ｈ ｅ
ｐ ｒｅ

ｊ
ｕ ｄ ｉ ｃｅ ｉ ｎ ｔｈ ｅ

ｐ
ａ ｓ ｔ拋开过去的种种偏见

ｔｏｄ ａ ｙ
ｉｗａ ｎ ｎ ａ ｒｅｓ ｔｏ ｒｅ ｔ ｈ ｅ ｉ ｍ 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 ｎ
ｙ
ｏ ｕｈ ａ ｖｅｏ ｎｍ

ｙ
ｃｏ ｕ ｎ ｔ ｒｙ ．Ｃ ｈ今天我想重塑大家对于我们中国的印象

ｉ ｎ ａ
，而这种印象已经被媒体捏造很久了

ｗｈ ｉ ｃｈｈ ａ ｖ ｅｂ ｅｅ ｎｅ ｘａ ｃ ｔ ｌ

ｙ 
ｆａ ｂ ｒ ｉ ｃａ ｔ ｅ ｄｂ

ｙ
ｍ ｅ ｄ ｉ ａ ｆｏ ｒ ａ ｌ ｏ ｎ

ｇ
ｔ ｉｍ ｅ作为

一

个生长在这个国家西南部的独立公民

Ａｓａ ｎ ｉ ｎ ｄ ｉ ｖ ｉ ｄ ｕ ａ ｌ ｃ ｉ ｔ ｉ ｚｅ ｎｂ ａ ｓ ｅ ｄ ｉ ｎｓｏ ｕ ｔ ｈｗｅ ｓ ｔ ｏ ｆ  ｔ ｈ ｅｃｏ ｕ ｎ ｔ ｒｙ ，我有话要说

Ｗｅ ｌ ｏｖｅ ｔ ｈ ｅｃｏ ｕ ｎ ｔ ｒｙ ，ｗｅ ｔ ｈ ｅＣ ｈ ｉ

－

ｐ
ｈ ｅ ｎ ｏｍ ｅ ｎ ａ我们 ， 中国的栋梁 ， 爰着这个国家

Ｔｈ ｅ ｒｅｄｄ ｒａｇ ｏ ｎａ ｉ ｎ

＇

ｔ ｎ ｏｅｖ ｉ ｌ红色巨龙绝不邪恶

Ｂ ｕ ｔ ａ
ｐ

ｅａ ｃｅ ｆｕ ｌ

ｐ ｌ ａｃｅ而是和平的所在

Ｔｈ ｅｂ ｅ ａ ｕ ｔ ｉ ｆｕ ｌ ｌ ａ ｎ ｄｗ ｉ ｔ ｈ ｒ ｉ ｃｈｃ ｕ ｌ ｔ ｕ ｒｅｒｅｍ ａ ｉ ｎ此处人杰地灵

图 ４￣

１ 天府事变组合 《Ｔｈｉ ｓｉｓＣｈｉｎａ》 歌词截图

第二类人群对于传统文化本身就不具有明显的抵抗情绪 ， 他们将 自 己热爱的亚文

化形式作为一种宣传方式
，
与传统文化非常巧妙地结合 ， 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其发展和

６９



第 ４ 章 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建构逻辑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研究

传播 。 该群体的受访者之一是一位 ００ 后 ， 刚刚成年 ， 作为二次元的参与式爱好者 ，

喜欢 日 漫 、 漫画 、 汉服和国风等诸多亚文化元素 。

“

我入二次元坑已经 ３ 年了
，
从初中开始就很喜欢动漫和漫画 ，

看 了 好多 日 漫 ，

觉得虚拟世界比现实世界更有趣更美好 。 后来我也看了很多国产动漫 ，
特别喜欢那种

画风
，
我就 自 己画画设计 ， 渐渐还入了汉服圈 。 我在 Ｂ 站上找到 了和我有同样兴趣爱

好的人
， 他们都有群 ， 带着我

一起了解这方面的东西 。 我们看纪录片之后会进行交流 ，

去买一些类似的故宫文创 ，
还有仿唐妆 ，

这些都加深了我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 而且我

看
“

国宝
”

那个纪录片的时候 ，
大家在群里做了好多表情包 ，

特别搞笑 ， 但是这不是嘲

笑
，
而是我们用 自 己的方式表达喜欢 。

”

（
ＨＹＲ

）

图 心２ 纪录片受众制作的文物表情包

亨利 ？詹金斯 （
ＨｅｎｒｙＪｅｎｋ ｉｎｓ ） 将粉丝受众形容为

“

文本盗猎者
”

，
并反对将其视为

蒙昧而无知的
“

白痴受众
”

。 他认为粉丝群体在参与生产实践的过程中 ，
担任了积极消

费者的角色 ， 通过已有的材料积累 ， 对所获取的文本进行游猎式解读 ，
以 自 主性的符

号阐释建构 出相应圏层的社群生态？
。 Ｂ 站亚文化群体在进入历史文化纪录片这一场

域之后
，
对片中的传统文化内容进行了高度 自 甶 的二次创作 ， 无论是表情包还是鬼畜

拼贴视频或是国风元素还原 ， 都带有各 自群体的鲜明烙印 。 Ｂ 站插画艺术 ｕｐ 主
“

画画

的玉玉卿
”

将纪录片 中的金瓯永固杯 、 孝靖皇后凤冠 、 长信宫灯 、 四羊方尊等
“

国宝
”

拟人化 ， 使得原本厚重而肃穆的尘封物件变得年轻而富有朝气 ，
粉丝则通过弹幕的形

式对文物及背后历史人物的故事进行解读 ，
创造出彼此交流与狂欢的互动空 间 。 在视

？
 ［
美

］
亨利 ？詹金斯 ．文本盗猎者 ： 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 ［

Ｍ
］

．郑熙青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 １ ６１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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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精彩之处 ，
会出现大量二次元弹幕话语 ，

例如
“

前方高能预警
”

、

“

啊啊啊太美了 ，

你币有了
”

、

“

画风杀我
”

等
，
这种集中式的弹幕刷屏极易营造出

“

花车巡游式
”

的快感 ，

使得受众通过互动展演获取个体的满足感与成就感 ，
从而沉浸在群体情绪浸染的环境

中引发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 。

图 本 ； 国宝
“

金瓯永固杯
’

＇
“

孝靖皇后凤冠
’ ’

拟人化形象

原本陈列于博物馆中静默的国宝在青年社群的解读之下 ，
从

“

活
”

起来到
“

火
”

起

来 ， 并在 Ｂ 站之外的各大社交媒体成为
“

顶流
”

，
例如三星堆出土的陶猪撞脸 《愤怒的

小鸟 》 中的反派绿猪 、 青铜人像因外型被戏称为奧特曼 、 西周的云纹铜五柱器设计神

似现代路由器等 ，
这些

“

高冷
”

的文物被赋予暖萌化的语境 ，
让受众能够

“

触摸
”“

感知
”

到文物所具有的温度 ，
通过再创作将其文化意义与社会互动意义重新连接 。 不同的亚

文化群体通过拼贴 、 映射的方式
，
将文物和历史与各 自 圈层的语言 、 事物相结合 ，

既

提升了趣味 ，
又能够增强受众的记忆与认知 。 通过戏谑式 、 世俗化的展演 ， 看似个性 、

反叛的亚文化以非抵抗式的文化扩编与传统文化相融合 ， 在相应的亚文化圈子中不断

扩散 ， 这种 由兴趣引发的对传统文化的溯源和学习 ，
为青年带来了更直接 、 实用的文

化体验？
， 从而产生认同的内驱力 ， 提升了其文化认同度 。

？ 毛湛文 ，高山等 ．青年亚文化
，在

“

破壁
”

中展现新图景 ［
Ｎ

］
．光明 日报 ，

２０２０＊

０７
－

２４
（
０７

）
．

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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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青年亚文化主动拥抱传统文化 ， 弥合了既有的代际鸿沟时 ， 传统文化也有意识

地将主流价值观加入亚文化元素 ，
以青年二次元流行语有效解读重大的历史事件 、 传

播民族情怀 。 《历史那些事 》 作为一部网生新派纪录片 ， 内容与形式区别于以往的传

统纪录片 ， 顺应青年受众的兴趣与审美 ，
将

“

创意中插
”

融入到鲜活的历史中 ，
并结合

大量
“

鬼畜梗
”

合理改编
，
被受众称为

“

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
”

。 这种传统文化传播形式

的改变
，
与 Ｂ 站风格契合度非常高 ， 但在轻松诙谐之余并不失文化深度 ， 寓教于乐的

展现形式使得青年社群更易于接受与转换知识 。 在第
一

集 《在下东坡 ，

一个吃货 》 中 ，

苏轼通过 ｍｐ 的方式唱出 自 己怀才不遇
， 被贬之后却成为

一位美食家的故事 ； 第三集

《请回答 ９０４》 在讲述隋文帝杨坚的生平时 ， 运用 了
“

铁骨铮铮王境泽
”

、

“

窃 ？格瓦拉周

某人
”

等网络热梗
，
拉近了原本严肃庄重的历史与青年受众间的距离 。 在亚文化群体

以
一

种
“

新潮
”

的姿态主动挖掘和解读传统文化内涵时 ，
这类官方

“

下场
”

玩梗的新文创

思维也有效打破了次元壁 ，
引发了一场双向互动的弹幕狂欢 。

在传统文化与青年亚文化关系的演变中 ， 伯明翰学派所持有的
“

抵抗
”

与
“

收编
”

理

论逐渐向
“

协商
”

与
“

融合
”

方向发展 ， 当下的亚文化也在寻求主流文化的认同与肯定 ，

寻求与主流文化的积极对话
￥

。 尤其在 Ｂ 站网生新派纪录片 中 ，
主流文化的展现形式

预留 了弹幕发酵的空间
，
受众能够迅速捕捉主创埋下的

“

笑点
”“

萌点
”

甚至
“

槽点
”

， 将

其媒介效用最大化 ， 相反关掉弹幕独 自欣赏时 ， 反而会忽略某些情节设置 ， 产生理解

上的差异 。 在前文对于弹幕内容的分类中 ，
亚文化群体使用 网络语言或 Ｂ 站特色话语

发出带有调侃意味的感慨 ，
针对夸张 、 戏剧性 、 笑点 、 记忆点等部分进行戏谑式的情

绪释放 ， 归类为
“

吐槽玩梗
”

类 ， 例如
“

涨姿势了
”

、

“

破防了ｘｄｍ
”

、

“

叉会儿腰
”

、

“

御前

带刀猫卫
”

等 ， 占比超过 １ １％
，
证明青年亚文化正逐渐向传统文化融入

，
并通过文化

碰撞结合出青年受众青陳的
“

新场域
”

。

弹幕文化最初作为一种反抗主流社会和大众文化的方式 ， 常使用大众难以理解的

“

暗语
”

进行沟通 ，
从而将主流社会和大众群体排斥在外气 但随着传统文化不断涌入

亚文化圈层 ， 并且呈现的 内容与方式也有意识地贴近其风格时 ，

“

弹幕族
”

小众 、 反叛

的特点被普遍的大众文化所浸染 ， 其语言符号也变得更加多样化 。 根据历史文化纪录

片弹幕风格的迥异
，
可将其分为三类 ： 萌 、 梗与仪式化文本 。

“

荫
”

语言原本用来表达

１ 马 中红 ． 国 内 网络青年亚文化研究现状及反思 ［
Ｊ
］

．青年探索
，

２０ １ １
（
０４

）
： ５

－

１ １ ．

２
曾
一

果 ．弹幕背后青年群体的情感需要与价值诉求
［
Ｊ
］

．人民论坛
，

２０２ １
（

１ ０
）

： ３４ ３ ７ ．

７２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研究


第 ４ 章 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建构逻辑

ＡＣＧＮ 群体对于二次元人物的喜爱
，
逐渐发展为具有儿童化叙事的话语风格 ，

如 《我

在故宫六百年 》 中 出现的形似天马的摆件 ， 弹幕纷纷称其为
“

超级萌的小怪兽
”

、

“

独

角兽
”

等 ，
通过 自我幼化 、 矮化的语言消解了文物本身的严肃性 ，

并提升了其亲和力 。

玩
“

梗
”

作为 Ｂ 站的另
一

大特色 ， 能够极大增强弹幕的趣味性 ，
以

“

语音变异
”

和
“

词汇

变异
”

的方式所形成的
“

热梗
”

， 能够充当受众情绪的
“

解压阀
”

，
通过理解背后的

“

隐喻
”

而在同
一

群体中产生身份认同 ，
如故宫系列姊妹篇上线后 ，

众多故宫迷纷纷在弹幕中

感叹
“

爷青回
”？

， 表达 自 己对于该主题纪录片的怀念与企盼 ， 并且将故宫 中 出现的猫

也戏称为
“

御猫展昭
”

。 第三类
“

仪式化文本
”

具有更加直接与强烈的情感表达 ，
许多亚

文化受众被纪录片 中的传统文化内容所感染 ，
发出 了如

“

大明强音千古不绝
”

、

“

中华

文化永垂不朽
”

、

“

故宫人故宫魂
，
吾辈定传承

”

等赞叹
，
是其以

“

中华民族共同体
”

的身

份共享主流意识形态 ， 并与亚文化身份碰撞 、 结合的成果 ， 凸显出该群体在符号与仪

式的维系下内心热烈的认同情感 。

Ｂ 站青年社群的文化身份原本在不同圈层中存在明显的区隔 ，
且亚文化群体所具

有的严格的准入机制使得传统文化与其产生难以逾越的鸿沟 ， 但随着官方话语的
“

降

维
”

与亚文化的积极
“

展演
”

，
这种双向互动为受众提供了一种

“

新场域
”

，
通过虚拟在场

的弹幕仪式在纪录片 中完成了彼此认同的狂欢和治愈 。 历史文化纪录片所展现的文物

器皿与历史遗迹被视为一种带有时间维度的
“

文化认同物
”

，
其内在意义通过符号象征

而形成强大的
“

感染域
”

， 青年社群以 自 己的方式解构与重构其文化内涵 ， 将亚文化的

“

新知
”

与传统文化的
“

已知
”

相融合 ， 促进了两者的深度参与 ， 使得传统文化与青年亚

文化的关系 由断裂转向统一 ，
提升了青年社群对于共同体的认知与 民族文化的认同 。

１“

爷青回
”

是
“

爷的青春回来了
”

的缩写
， 作为 网络流行词常用来表达青春时代所熟悉的人或事物的再现 。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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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站以系列拜年祭和国创崛起等与主流文化接轨的形式 ， 使其二次元内容与 ＵＧ

Ｃ 视频相互反晡的模式发生变革 。 在以传统文化为题材的作品
“

刷爆
”

Ｂ 站之后 ，
多部

历史文化纪录片与青年社群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反应 ， 并在官方话语和亚文化群体中构

筑了一种能够完成彼此认同的
“

新场域
”

。 这场双向奔赴使得讲述传统文化的纪录片快

速走向 了年轻人
，
并以高度融合的态势与亚文化群体共存 。

Ｂ 站的青年社群以独特的

弹幕话语和互动仪式塑造了个体到共同体的身份确认 ，
以隔空狂欢的方式实现不同圈

层的文化融通 ，
继而引发了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 在

“

文化复兴
”

的大背景下
，
这样的 良

性互动无疑是提升文化认同的有效路径 。

本研究关注到 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的
“

出 圈
”

， 并与 当代年轻人相勾连从而撬动其

“

认同感
”

这一现象 ，
基于

“

文化认同理论
”

，
运用 内容分析法 、 问卷调查法与深度访谈

法 ，
从

“

出圈
”

作品所覆盖的青年社群角度出发 ， 探讨该群体在认知层面所表现出的认

同 以及对传统文化形成认同的建构逻辑 。 从其生产传播实践之中挖掘青年受众的群体

特征 ， 厘清该群体观看纪录片的行为与其认同度之间的关系 ，
从认知 、 情感 、 行为各

层面分析纪录片对青年社群所引起的反应 、 引发的共鸣 。

基于纪录片个案 《我在故宫六百年 》 的弹幕内容分析 ，
本研究通过青年社群的话

语实践对其文化认同表征作了初步的分类与描述 。 笔者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 数据抓取工具对

该纪录片的三集弹幕进行爬取 ，
通过类 目建构将样本指标划分为文本特征 、词频解码 、

内容分类 、 情感表达 、 动机生产五大类
，
并设置关键变量逐一编码 ， 通过分类统计勾

勒出青年社群在认同主体 、 文化表象与意义共享三方面的话语实践特征 。 同时 ，
为提

升研究样本的代表性 ，
笔者依托使用与满足理论设置纪录片受众的文化认同度调查问

卷
，
发放总数约 ５００ 份 ，

通过李克特五级量表将受众的多元认同转变为可量化的数据 ，

探讨纪录片媒介使用与文化认同满足程度的相关性 。 最后
， 在以上量化研究的基础上

选择 ２０ 位 目标受众进行深度访谈 ，
了解其在观看纪录片的过程中主动参与认同建构

的逻辑 ， 通过定性分析探究文化认同从个体到共同体的延续和发展 。

研究发现 ， 作为文化认同主体的 Ｂ 站青年社群是不同文化间交错覆盖形成的多元

新生代文化群体 ，
以弹幕话语的表意实践呈现出 圈层认同景观 。 不同主体间通过弹幕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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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解码构建了彼此对同一文化既定的认知基础 ， 以语言表征作为 中介 ， 将认同的

主体与客体 、 个体与共同体相连接
，
建立起隔空交流的桥梁 。 在以兴趣 、 精神需求凝

结而成的趣缘关系中 ， 语言符号本身具有的含义在表意的过程中被拆解 、 演变 ，
通过

“

意指
”

实践构成认同产生的基础要素 ， 即
“

意义的共享和生产
”

。 从构成主义的角度出

发
， 弹幕衍生出的凌驾于纪录片之上的意义空间 ，

为青年社群的情感交换 、 动机生产

与隔空狂欢提供了
“

场域
”

，
凸显了符号表征系统在建构文化认同的过程中起到的基础

性作用 。

通过 Ｂ 站青年社群的媒介参与和生产实践 ，
本研究进一步使用量化分析对受众的

社会学人 口特征 、 观看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媒介行为 、 总体的文化认同度及各变量间的

相关性进行测量 。 经数据统计可知受众在认知 、 情感 、 行为三个维度的文化认同度较

高
，
其中认知与情感的认同数值显著 ，

与纪录片媒介使用呈正相关关系 ， 因此构成了

“

高情感 －高认知
”

双重正向依赖的特征 。 作为 多元认同凝结的结果 ， 青年社群所建构 出

的文化认同在现代语境下越来越呈现出碎片式的 、 多维度的趋势 ，
通过历史文化纪录

片中 民族共有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记忆 ， 个体的
“

差异
”

被归入到共同体的
“

同 中 ，
最

终形成
“

想象的共同体
”

，
为认同的存在与维系提供了保障 。

审视这场文化认同实践
，
可以看出青年社群在接受 、 平衡 、 认同 、 内化的过程中 ，

文化身份与主体意识都发生了变化 。 通过 自我认同的主动性建构 ， 青年社群将
“

我是

谁
”

的过去式书写转变为
“

我将成为谁
”

的未来式塑造 ，
以

“

现实 自我的再现
”

与
“

理想 自

我的投射
”

等方式深化纪录片与个人的情感依赖 。 在此基础上 ，
纪录片 中所传达的符

号意向 、 纪念仪式等集 民族荣耀与创伤于一体的二元叙事 ，
以拼贴式的手法刻画并还

原了历史样貌 ， 使得受众在仪式互动与刻写实践中唤醒集体记忆 、 强化身份意识 ，
对

民族文化的认知也更具归属感 。 在 自我与集体的双重规训下 ， 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逐

渐实现不同圈层的交融共享 ， 跨越了诸多差异化且相对复杂 、 边缘的话语实践 ， 以非

抵抗式的文化扩编使原本断裂的传统文化与青年亚文化走向统
一

。 从 自我到集体再到

民族文化的认同过程中
， 青年社群通过戏谑式的展演不断弥合鸿沟 ， 最终完成了共同

体认同的狂欢和治愈 。 值得注意的是
，
历史文化纪录片作为建构文化认同的路径之

一

，

与青年所持有的文化共识仍存在一定差距
， 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应辩证思考两者间破

壁融合机制的复杂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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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 １ 弹幕样本 （节选 ）

弹幕文本 ｜

发送时间
丨弹幕文本 ｜

发送时 Ｉ司

＂̄

和故宫
一起跨年


２０２０／ １ ２／３ １携纪录片跨年哈哈


２０２０／ １ ２／３ １

＾敬守护故宫的故宫人 ２０２０／ １ ２／３ １来了来了
￣

７〇２０／ １２／３ １

清新 ｅｒ 来看了 ！ 疯狂打 ｃ ａ ｌ ｌ ！



２０２０／ １ ２／３ １这种
——

ｆ故就是——辈子


２０２ １ ／ １ ／ １

我这辈子 的愿望在北京租个房我去了丹宸永固大展 ， 在人还７ ｒｙ＞ １ ／ １ ／ １

子每周去一次故宫


＾ｍ ／ １ ／ ｌ

不多的时候


元旦快乐 ！２０２ １ 年啦 ！ ２０２ １ ／ １ ／ １六百多岁古董木 ２０２ １ ／ １ ／ １

̄

象单霁翔院长 ２０２ １ ／ １ ／ １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

２０２ １ ／ １ ／２

中 国龙脉最大的两条线
一

个是短短几句话
，
连我这种外行人

秦岭淮河一代的龙脉 ，

一个是燕２０２ １ ／ １ ／２听着都感觉特别有力量 ， 很骄２０２ １ ／ １ ／２

山
一

代的龙脉 ，



ｍ


当 你们 自 己干到这份工作就知
＿＿

说的是故宫 ６００ 年
，
我看就是

道有多辛苦了 。



满清三百年


真想通过文物 的 眼去感受那份９ ｒｙ７ １ ／ ｉ ｎ那个年代的这种大号 贝 売估７ｎ９ １ ／ １ Ａ

历史
Ｕ

计现在已经绝种 了吧

看到这些总想起消失 的 圆 明 园 －

ｎ
．

ｉ ｎ ／

．六百岁 的建筑和两年的疫情 ，＿

ｎ
＿

ｉ ｎ ／
，

能有多厉害


°；７

最古与最幼


１有文化气息 ， 接杏子都用宣被
￣

２０２ １ ／ １ ／４老将不死 ， 薪火相传
￣￣

２０２ １ ／ １ ／５

̄

￣

＾ 看展的时候没注意 ２０２ １ ／ １ ／５什么我的大清亡 了 ？ ２０２ １ ／ １ ／５

这个纪录 片拍 出 来说不定后人放松心情去观赏期待已久的

能看见昵


２０２ １ ／ １ ／６

纪录片


２〇２ １ ／ １ ／６

这个地面儿微距的感觉太棒 ，机玻宝

篇

佛地面儿就是－个小小的丛 麵 ／７ ，总｜欢＾底鬵忒
的 、

，

２０２ｍ＂

肯ｋ有北京户 口啊 ， 这是事业单７ ｆＶ７ １ ／ １ ／７我是女的也遗憾没学考古 ， 前７ｎ７ １ ／ １ Ａ７

位
，
有编制的


＇

面喜欢学考古的等等我


松木跟金丝楠木比 ，
差的有点多

ｉｍｖｕｉ趁夜色 。 。 。 总有
一

种偷运的＿

０９ １ ／ １ ／７

卩ｇ
ｚｕｚ ｉ ／ ｉ ／ ／

感觉
ＺＵｉ ｌ ／ ｕ１

我爷爷 ３３ 年的 ， 希望我爷爷和这感觉上新 了 故宫 已经变成 了

些爷爷奶奶们身体健康 ，
长命百２０２ １ ／ １ ／８偏向于人和文创综艺 ，

还是喜２０２ １ ／ １ ／８

呈


欢沉稳的纪录片



想起了学中国建筑史的恐惧２Ｑ２ １ ／ １ ／ ８ｆ

心疼 ７ 这双手 … 师傅羊＊２０２ １ ／ １ ／８

其实 中 国传统绘画很早就有透 ＺＴ７Ｉ
￣ ￣

暗时候开放啊啥时候开放啊

视 宋代山水常有近大远小
＿

羡慕这个工作


＾ １ 皇上头上偷工减料 这欺多 Ｉ２０２ １ ／ １ ／８ ｜
和明孝宗相比 ，

乾隆就是个铁 ｜２０２ １ ／ １ ／９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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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君啊 ｜ ｜

渣男 ｜
＿

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
你们的功ｏｍ ｉ ／ １ ／Ｑ啥都不干 就撸猫 ｉ 哈哈哈哈

绩永世长存


２〇２ １ ／ １ ／９

哈哈哈


２〇２ １ ／ １ ／９

大明的家业 ， 鸠 占鹊巢 ２０２ １ ／ １ ／９。
？

工
？ａ

） （

ａ ？

工
． 八

）
￣

２０２ １ ／ １ ／９

Ｐ
禧宫 是故宫 内 唯

一

的西洋建２ （）２ １ ／ １ ／ １ （）

大红大绿的配色唐代就流行２ （）２ １Ａ ／ １ （）

筑


７


前面建筑学生的等等我 我也是
￣ ￣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
／／▽ ／／

） 啊啊啊啊啊啊啊东哥

要是我们能赶上第
一次工业革７ｎ７ １ ／ １ ／ １ １人

一

辈子能做程
一个东西就

９０７ １ ／ １ ／ １ １

命 ，
国内的百年企业也不会少是功德无量了 。



’

其实故宫一直都走车的 。 西边有别吹德国工匠精神 了 ，
和 日本

门跟道 ， 你出神武门前往西看就２０２ １ ／ １ ／ １ １工匠精神一样 ， 都属于宣传效２０２ １ ／ ｉｍ

能看到 ，
车道是跟游客隔开的


果 ，
水分很大的 。


嘉靖年 间 营造养心殿的工部侍三十年不上朝 ，
权利结构拿捏

郎是谁？
一查一个准 的死死的

＾^

穿越时空有幸看到 ， 不知道是哪７ｍ ｉ ｎ ／ １ ７

￣￣

比松木好的木头多得是
，
为啥７ｎ７ １ ／ １ ／ １ ７

位才子写
ｆ
字

，
潇洒笔画

１非要用松木 ？


■乐 跟我考试 目 丨

」

＿晚
２Ｑ２ １ ／ １ ／ １ ２ 工部侍郎胆大包天啊哈哈哈 ２０２ １ ／ １ ／ １ ３

还在玩手机
一

样 ． ． ．



人均央美 ２０２ １ ／ １ ／ １ ３

￣ ￣

现代的纸保存不了一百年２０２ １ ／ １ ／ １ ３

中 国人做事情 ，
讲究千秋万代的拉出线 ，

放在要划线的地方 ，

延续
，
做一件事情 ， 都是百年规２０２ １ ／ １ ／ １ ３拉起墨线

，
松开

，
利用 回弹划２０２ １ ／ １ ／ １ ３

戈 丨

」起步
 ＾

＝腎＾
纪
筇 ，

＊

戴 □罩的画
观ｍｍ５

间有言 ： 和職倒 ， 嘉庆吃
２—

面也见证了
一段历史
 ＾

百年了居然没有腐朽 ，
证明里面刚巧也是我在故宫修文物第

真的干爽 ，
而且古时候的东西好２０２ １ ／ １ ／ １４三集出现的杨老师

，
刚才进错２０２ １ ／ １ ／ １ ４

耐用


片场看到的


致敬 谢谢你们 ２０２ １ ／ １ ／ １ ５ｊ 自 内心的热爱很有魅力
—

２０２ １ ／ １ ／ １ ５

^

泪 目 ２０２ １ ／ １ ／ １ ５嘉靖狂喜 ２０２ １ ／ １ ／ １ ５

突妖 到奇萌说的辩题 博物馆说真的
，
看到这些工作人贝就

明 白 我们 的文物能保存这么＿ ／ １ ／９ｎ

，

、＾ 好
，
故宫没像法国那样着火都

議后面 ７Ｅ 代代故 １
＝

１ 人的 ／ Ｌａ血 白勺

好家伙天天用丙酮 ， 有毒的呀２０２ １ ／ １ ／２０
＂

ＨＩ好重哈哈哈哈１０２ １ ／ １ ／２ １

修文物是
一

个很漫长的过程 ，

一你有 当 故宫泥瓦 匠的资格你

修就是好久好久
，
不是所有人都２０２ １ ／ １ ／２ １没去我才服你 ，

你连资格都没２０２ １ ／ １ ／２ １

有这份耐心的 。



凭什么说他们


就故宫扫地的也可能也得是大我拍过跟这个一模一样的 春７ｍ ｉ ／ １ Ａ７ １

学文凭加北京户 口


夏秋冬啊 泪 目


題 ’ １ ／２ １

哇哦 ， 身为 山西人不知道琉璃 ，＿

１ ／ ｉｍ

―

时光匆匆 ，

２ １ ２ １ 年的小伙伴看

惭愧了


｜
２Ｕ２ ｉ ／ １ ／２４

丨 到这条 ， 请点赞 〇
（
ｎｎ

）
ｏ Ｉ

皿 １ ／ １ ／２４

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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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站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研究

又
一个传承人 ｜

２０２ １ ／ １ ／２４

 ｜

可爸导师排面 ２０２ １ ／ １ ／２５

文保科技部音乐风格就变２ （｝２ １ ／ １ ／２５我是一个粉刷匠 ，
我粉刷本领２〇２ １ ／ １ ／２５

得亲民了


皇帝 ： 给朕拔几根早来煮火锅 ！２０２ １ ／ １ ／２５

￣＂

陝博出盲盒了 ２０２ １ ／ １ ／２５

主要还是金箔的出现吧 ，
成本大古代房屋过几年就要修缮 ， 不７ ｆＹ７ １ ／ １ ／％

大降 彳氐 ２３３ ３ ３ ３ ３


管的话十几年就没了


没看到是工程管理处拍 的 吗 又在家里补过墙上小窟窿眼就

不是专业的摄影师有这份记录２０２ １ ／ １ ／２６知道 了 要想把墙抹平 了 那真２０２ １ ／ １ ／２６

就不错了要求那么多


是需要技巧的 。


ｆ子格子格子格子格子 ２０２ １ ／ １ ／２６

＾

出同款文创吗 ？ ２０２ １ ／ １ ／２７

人都说是 （清 ） 嘉庆年 ，
不是 （明 ）赶紧给身边坐着的德国小哥

嘉靖年 。 后期清朝修复的 ，
马马２０２ １ ／ １ ／２７科普 了

一

下他们德国 瓷砖在２０２ １ ／ １ ／２７

虎虎修复就好 。



紫禁城落脚的证据 ｈｈｈ


晃的那部分是部门拍摄的 ，
是为

￣￣

单院長真的把工作和愛好合

了记录知识吧
２Ｑ２ １Ａ ／２８

而為
一

了 ！
２（）２ １ ／ １ ／２８

空
们
ｇ
都是方言 ， 普腦也算方

層 １ ／２８５響普
看看这词儿

，
老祖

２。２ １ ／ １ ／２８

目
一

种


宗真有文化


很棒的片子 ，
但在第二集

，
第

主 体 ｈｉｔ 曰
４７ 分 ４９ 秒出现的画面令我吃

止

￥
百

雰惊 ， 实物应该由头部和躯干两
吗 ？ 可 ，又法和 故 吕 这

一砖一瓦邱分贴培而成一个敕体 伯宕
比

， 还有如果你要把英国造出美２０２ １ ／ １ ／２９ ２０期 ／２９

国
，
和美国

“

自 主独立
， ，

都算上 ，

ｉ

不上 ， 头像錢是个道教的中

 ＾Ａ 〇



１望故宮能擁有更多的 ６００ 痒 ２０２ １ ／ １ ／

￣

＾ 白天猫在睡觉
￣

１〇２ １ ／ １ ／２９

＾是俺老朱家的人 ２０２ １ ／ １ ／

￣

＾ 泪 目 ２０２ １ ／ １ ／３０

哪怕有一部分可以保留下来呢 。

■■

７〇？ ｌ ／ １ ／

．

ｎ雨夜时候黛玉借给宝玉照亮
？ ｎ９ １ ／

．

ｎ ｎ

慢慢的舍不得 。 看哭了


的琉璃灯球就是明瓦做的

１梨纸的声音真好听 ２０２ １ ／ １ ／

￣

＾ 来 ！ 要我立马去 ！
￣

０２ １ ／ １ ／３ ０

这么一看挺有意思的 。 刚被老师Ｔ ｎ ｎ＾ ｎｎｎ

傅们喷了
，
回头就去教小朋友 ＾ Ｊ

原来的紫荆城是皇帝的紫荆城
，

｜

现在的故宫是人民的故宫 ！
２〇２ １ ／２／５

丨

绝绝子 ２０２ １ ／３／６

８４



ｂ站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研究


附录 ２ 文化认同度调查问卷

您好 ，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与此次问卷调查 。 本问卷旨在探究 Ｂ 站历史

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在观看纪录片后所形成的文化认同度 ， 请您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

进行选择作答 。 本问卷的填写均采用匿名形式 ， 所得数据仅供学术研究分析使用 ， 严

格保密个人信息 ， 请放心填写 ！

（备注 ： Ｂ 站热门纪录片包括但不限于 《历史那些事》 、 《中国通史》 、 《如果国宝

会说话》 、 《我在故宫修文物 》 、 《河西走廊 》 、 《我在故宫六百年》 、 《寻找手艺 》）

一

、 受众的基本信息 ：

１ ？ 您的性别是 ：

［单选题 ］

？男 ？女

２ ． 您的年龄是 ：

［单选题 ］

青年受众年龄范围为 １４￣

３５ 岁

〇 １４￣ １ ７ 岁 〇 １ ８－２２ 岁 〇２３－

３０ 岁 〇３ １
－

３５ 岁 〇不在以上范围内 （结束 ）

３ ？ 您目前的职业是 ：

［单选题 ］

〇学生 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〇民营／私营 ／个体户 〇其他


４ ？ 您的最高学历是 ：

［
单选题 ］

〇高中及以下 〇大专 〇本科 〇硕士及以上

５ ？ 您的收入状况是 ：

［单选题］

〇５０００ 元以下 〇５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元 〇 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元 〇２００００ 元以上

二、 受众观看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媒介行为 ：

６ ． 您观看历史文化纪录片的频率是 ：

［单选题 ］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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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每天观看 ＠常观看 〇偶尔观看 ａｉ起来才看

７ ． 您每次观看历史文化纪录片所用时长是 ：

［
单选题］

〇小于半小时 〇半小时到一小时 小时到两小时 〇两小时以上

８ ． 您选择观看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原因是 ：

［多选题 ］

〇纪录片内容吸引 ＠取历史文化知识 〇学习或工作需要 〇娱乐消遣

Ｏｆｔｉｉ人推荐 〇其他


９ ． 您观看历史文化纪录片时参与弹幕 、 评论 、 点赞 、 分享等互动的频率是 ：

［单选题］

〇几乎每次 ＠常 〇偶尔 〇从不互动

１０ ？ 您对历史文化纪录片所展现的传统文化的认可程度是 ：

［单选题 ］

〇 １０％
以下 〇 １０％－３０％〇３０％－６０％〇６０％－

９０％〇９０％
以上

三、 受众对纪录片所传达文化的总体认同度 ：

请您根据自身的情况对以下观点进行打分 ，

１ 表示
“

非常不同意
”

，

２ 表示
“

不同意
”

，
３

表示
“

不确定
”

，
４表示

“

同意
”

，
５ 表示

“

非常同意
”

。

文化认同的认知满足 ：

１ １ ． 我了解历史文化纪录片所传达的文化内涵 ［
量表题

］

非常不同意 〇 １０２〇３〇４〇５ 非常同意

１２ ． 观看历史文化纪录片有助于提升我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量表题 ］

非常不同意 〇 １０２ 〇３〇４ 〇５ 非常同意

１３ ． 我清楚 自身所持有的历史文化身份意义 ［
量表题 ］

非常不同意 〇 １０２ 〇３〇４〇５ 非常同意

Ｓ６



ｂ站历史文化纪录片青年社群的文化认同研究


１４ ． 历史文化纪录片很好地传播了传统文化 ［
量表题］

非常不同意 〇 １０２〇３〇４ 〇５ 非常同意

文化认同的情感满足 ：

１ ５ ． 我为纪录片中所展现的历史文化成就而感到 自豪 ［
量表题

］

非常不同意 〇 １〇２ 〇３〇４〇５ 非常同意

１６ ． 我看到相关的历史文化内容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 ［
量表题］

非常不同意 〇１〇２ 〇３〇４ 〇５ 非常同意

１７ ． 看完历史文化纪录片我会感到愉悦 ［
量表题］

非常不同意 〇 １ 〇２ 〇３〇４ 〇５ 非常同意

１８ ． 看到关于我国历史文化的负面评论我会感到排斥 ［
量表题］

非常不同意 〇 １〇２ 〇３〇４ 〇５ 非常同意

１９ ． 我认为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是我的责任 ［
量表题 ］

非常不同意 〇 １〇２〇３〇４ 〇５ 非常同意

文化认同的行为满足 ：

２０ ． 看完纪录片后 ， 我更乐于参加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 ［
量表题 ］

非常不同意 〇 １ 〇２ 〇３〇４ 〇５ 非常同意

２ １ ． 我希望在生活中接触更多历史文化知识 ［量表题］

非常不同意 〇１〇２ 〇３〇４ 〇５ 非常同意

２２ ． 我愿意将历史文化纪录片推荐给别人 ［量表题 ］

非常不同意 〇 １〇２〇３〇４ 〇５ 非常同意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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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３ 受访者信息表

序号 访谈对象 年龄地区学历专业职业

１Ｍ Ｓ２５陕西西安大专动漫设计与制作游戏设计

２ＸＹ Ｊ２６江西宜春大专物流管理销售

３ＹＧＲ２５陝西延安硕士 学生

４ＹＫＬ２６湖北孝感本科汉语言文学小学教师

５ＢＹＣ３ １江苏南京硕士风景园林高校辅导员

６ＭＤＹ２５本科广播电视学影视后期剪辑

７ＺＳ２４山东济南硕士新闻传播学学生

８ＷＪＪ２５英国伦敦硕士营销传播学生 媒体

９ＺＸＨ２４陕西咸阳高中无销售

１ ０ＬＣ２４安徽宿州初中无市民中心前台

１ １ＨＺ Ｊ ３ ３高中无货车司机

１ ２ＳＣ２５安徽合肥本科自动化电气工程师

１ ３ＨＹＲ １ ７辽宁大连高中无学生

１ ４ＭＹＦ １ ９香港本科法语学生

１ ５ＭＱ２４陝西西安本科应用物理学教培机构老师

１ ６ＬＹＣ３０云南丽江本科会计学公务员

１ ７ＤＺＧ３２四川西 昌硕士数学与应用数学 高中数学老师

１ ８ＹＲＷ３３北京本科新闻学财经公关

１ ９Ｄ ＳＱ３０天津本科化学大专院校老师

２０Ｓ ＳＲ２４上海硕士传播学广告策划

８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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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 ４ 访谈材料 （节选 ）

节选访谈设置的部分问题 ， 整理 自 ２０ 位受访者的回答内容 。

１ ． 请问您看过哪些历史文化类纪录片 ？

ＹＧＲ ： 历史文化类的纪录片看的比较多
，
比如说 《航拍中国 》 、 《舌尖上的中国 》 、

《河西走廊 》 ，
还有关于西安的一些纪录片

，
比如说 《大明 宫 》 、 《盛世长安 》 ，

我

忘了是不是这个名字 ，
还有 《春秋 》

，
还有关于孔子的 。

ＢＹＣ ： 这两天在看的就是 《我在故宫六百年 》 ，
之前看过 《我在故宫修文物 》 以及

一

些历史类的 ， 就是像历史人物类型去讲述某个朝代的皇帝 、 大 臣的故事 。 也看过
一些

文物爆款 ，
比如 《如果国宝会说话 》 。

Ｄ ＳＱ ： 在闲暇时间我会关注一些讲述咱们祖国历史人物和文化遗产的纪录片 ，
比如说

像 《历史那些事 》 还有 《寻找手艺 》 ， 特别是第
一个纪录片 ， 非常生动有趣 。 我还记

得我看过的一集叫 《在下东坡
，

一个吃货 》 ， 讲的是唐宋八大家之
一

的苏轼的生平 ，

但是是从美食的角度讲的 。 作为一个资深的吃货 ，
看东坡肉 、 东坡肘子 、 羊蝎子真的

太过瘾了
，
最重要的是这些美食是他仕途受挫被流放时做出来的 ，

这种豁达的人生态

度给了我非常大的感染 ，
我也逐渐在成为这样的人 。

２ ． 那您觉得这些纪录片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

ＹＧＲ ：
—些文化内涵 ， 因为我们是

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 ，
而且加之我是文学专业

的
， 对这些东西就非常感兴趣 ， 情不 自 禁去关注它们 。 想了解文化还有好奇古人是如

何生存的
，
看看他们的文化结晶是什么 ，

就比如说像大明宫之类的遗址
，
它的历史背

后都有很多趣事 。

ＹＫＬ ： 往大地说 ，
就是里面的文化内涵 ， 因为那些纪录片还是很有我们中国特色的 ，

无论是 《我在故宫修文物 》 还是 《舌尖上的 中国 》 肯定是我们 中 国的
一

种文化 ，
所以

看这些视频的话 ， 中 国人肯定感同身受 ，
如果是外国人也能够从中感受到 中国的特色 。

Ｄ ＳＱ ： 这些纪录片我感觉体现出的是一种深深的文化 自信
，
我们袓国 ９６０ 万平方公里

的大好河山 以及 ５０００ 年的传统文化 ，
还是非常值得骄傲的 ，

这对我们来说是
一种无

形的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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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看完纪录片之后 ，
会给您留下哪些印象深刻的民族国家记忆？

ＷＪＪ ： 举个例子
，
就看完莫高窟的那个纪录片 ，

让我想起了清末那段丧权辱国的屈辱

史
，
八国联军侵华 ，

包括法国 、 德国还有英国的大使把我们莫高窟里的东西都搬走了 ，

致使多少珍宝都流亡海外 。 当 时还有
一

句话是说大英博物馆里的莫高窟藏品是最全

的 ， 法国卢浮宫里的藏品是最精的 。 我之后想去法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想去卢

浮宫里看莫高窟的藏品 ， 看我们古人的技艺有多精湛 。

ＤＳＱ ： 比如说 《航拍 中 国 》 ，
我看了很多名 山大川 以及各地的风土人情 ，

实现了足不

出户 了解全国的方式 ， 真的是非常有吸引 力的
一件事 。 像山西的平遥古城就是

一

大群

古建筑 ， 遗留下来真的是无价之宝 ， 因为经过了战火 ， 对这个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

我最近也在看我们中国建筑这方面的研究 ，
当 时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为 中国古建筑的保

留真的是下了很多功夫
， 而且当时像

一些遗址没能完好地保留下来 ， 他们是很遗憾的 。

在纪录片 中我们能看到平遥古城里边那
一

大片古建筑 ， 真的是非常欣慰 。

４ ． 您对主流文化的态度是怎样的 ？ 通过观看纪录片有没有发生改变？

ＬＨＰ ： 之前系统学 习 的这些主流文化 ， 没有让我们实质性地看到过这个文物背后 、 这

个食物本身到底是怎么样的
，
或者当地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的

，
感受不到 ，

现在纪录

片 中看到的更鲜活生动 。

ＹＫＬ ： 我觉得通过纪录片这种视频方式 ， 接受度肯定变高了 ，
从整体的受众群体来看 ，

视频还是优于传统的文字等形式 。 因为大部分人都依赖于通过短视频获取知识 ， 毕竟

看书的人也变少了 ， 这是
一

种便捷有效而且能够直接提供历史文化知识的方式 。

ＳＣ ： 肯定有
，
因为 以前只是重复式地 、 机械式地去认可它 ， 现在不

一

样 ，
现在是从内

心去认可它 。

５ ． 看到一些表达强烈民族 自豪感的内容 ，
您会有什么样的感触？

ＹＧＲ ： 我非常激动 ， 感觉找到 了志同道合的人 ，
而且我会第一时间对他们的弹幕或者

评论点赞 ， 因为我觉得他们跟我有共同理想 ， 这也是我们作为
一个中国人的 自然的真

情流露 。

ＹＫＬ ： 那我真的是也会产生共鸣 ，
因为这些纪录片很有中国特色 ， 那身为 中华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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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份子肯定很认可 ，
我看到这些纪录片的时候 ，

回想 曾经 ， 好像也是有那种民族 自 豪

感的
， 所以看到那些言论 ， 我肯定也会有共鸣 。 因为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真的是太悠

久了
， 能够用片段把它给展示出来 ，

就是我们 了解它的＿个途径 ，
如果没有这些纪录

片
，
我们可能就没有地方去真正了解这个活灵活现的东西 。

６ ． 这样的感受对您的民族认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

ＹＧＲ ： 会让我更加真实客观地形成对国家的一种认知
， 和对这个民族的

一种认可 。尤

其是历史上那么 多 民族发生的那么多故事 ，
比如说和亲 、 抵御外敌之类 ， 就会想象到

我们民族发展的不易 ， 接纳别人优秀的部分 ，
剔除 自 己的糟粕 ， 不断发展 。 就像我之

前说的 ，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 ， 在异中求同 ， 然后保留各 自 的风俗 ， 有共同的理

想
，
才能构筑源远流长的历史 。

ＺＸＨ ： 其实影晌挺深的
， 就是觉得虽然说咱们处于不同地区 、 不同 民族 、 不同的信仰 ，

但是咱们总归来说还是中国人 ，
还有骨子里的那些东西 ，

还是会有
一

种亲切感 。 尤其

是很多人对于九零后 、 零零后 ，
还有像我这一类

“

边缘
”

群体会产生一些误解
，
比如我

喜欢欧美的东西
， 喜欢玩说唱 、 纹身 ， 那我就是

“

不良青年
”

，
是

“

废柴青年
”

， 但我觉

得我对民族国家的爱不比他们差多少 。

７ ． 您觉得讲述传统文化的纪录片在 Ｂ 站青年群体中爆火 ，
有什么样的原因？

ＭＤＹ ： 我想是因为国家实力提升了 ， 对于民族的 自信加强了 ， 就觉得有必要把 自 己

优秀的文化再次发扬起来
，
包括 Ｂ 站里的年轻人会 自发地分享一些国风方面的东西 ，

比如传统文化中很火的是汉服 ，
很优质的内容就获得了众多粉丝的喜欢 ， 这方面我觉

得有 Ｂ 站 ｕｐ 主的贡献 。

ＷＪＪ ： 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青年群体大部分是 ９０ 后 ，

９０ 后这＿代人可能见证了２００８

年奧运会 ， 包括香港回归 ， 然后很多具有 民族情感的那种转折性事件 ， 所以我们这
一

代人的民族认同感是非常强的 ， 传统文化开始逐渐受欢迎 ，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

我

觉得是这
一

代人的原因 ， 会让传统文化未来发展的越来越好 。 特别是在 Ｂ 站这类技术

性的平台上 ， 他们会用 自 己的技能 ，
比如说插画或者剪视频 、 动漫

，
去二次创作纪录

片的内容
， 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播越来越广泛 ， 所以说喜爱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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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ＹＦ ： 做的内容很新颖 ， 是大家想看的 ， 而且纪录片制作的方式越来越年轻化了 ， 懂

得接梗 ， 跟上潮流。

８． 您有没有把自己癟欢的这些纪录片推荐给别人？

ＺＳ ： 推荐过 ， 我主要出于情感因素 ， 感叹我们祖国居然有这么多精美的文物 、 巧夺天

工的建筑 ， 所以就迫不及待地想让其他人看到这些内容 ， 和我
一样产生情感共鸣 。

ＨＺＪ ： 其实我平常不怎么会在社交媒体上评论分享 ， 互动的频率很低 ， 但是我在 Ｂ 站

看到这些真正能够触动我心灵的纪录片时 ， 我还是忍不住安利给别人了 。 因为这些东

西不是虚构的 ， 是真实存在的最精华的民族瑰宝 ， 我们在生活中接触不到也感受不到 ，

所以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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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１
］
《时空 、 资本与惯习 ： 大运河文化纪录影像的叙事路径分析 》 ， 传媒观察 ，

２０２０（ １２ ）
．

［
２
］ 《在物质性的敞开中重构故宫形象——纪录片＜我在故宫六百年＞的人类学解读》 ，

中国电视 ，
２０２ １（０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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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时光流转 ，
此刻我在苏大求学的三年即将结束 ，

犹记当初怀抱学术理想从西北内

陆来到江南水乡 ，
石桥杨柳 、 烟雨梅花的景色使我为之陶醉 ，

温润如玉 、 暖人心扉的

师长与同学不吝赐教
，
使我受益匪浅 。 如今 ， 初心如磐 ，

往 日 时光历历在 目 ， 但已然

到 了说再见的时候了 。

本应绚丽多彩的研究生生涯被疫情 占了大半 ，
也留有些许遗憾 ， 但我们注定要在

曰 常生活的点滴中寻找生存的意义 ，
因此仅有的在校时光显得格外珍贵 ， 在这些时光

中相遇 、 结识的 良师益友也令我倍加珍惜 。

感谢我的导师张健教授三年来的谆谆教诲 ， 张老师的睿智与渊博激发了我对学术

的兴趣 ， 在无数次组会的悉心指导下 ，
老师在学术中深耕的精神更是极大感染了我 。

在对选题较为迷茫时 ，
老师常常主动为我出谋划策 ，

一起头脑风暴思索可行的路径 。

每当听完老师的一席话 ，
我便感到如沐春风 ，

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 ，
更是为我拨云见

日 。 遇此 良师 ， 荣幸之至 。

感谢传媒学院的陈龙老师 、 陈霖老师 、 马中红老师 、 杨新敏老师 、 陈
一

老师 、 张

梦晗老师和徐国源老师 ， 在诸位老师对于专业知识的教授与孜孜不倦的引导与指正

下 ，
我得以构筑 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新闻传播知识体系 ，

这宝贵的财富将令我受益终生 。

感谢同师门已毕业的三位好友 ，
我们在校时的点滴时光大概就是青春最美好的样

子
， 尤其感谢勋哥离校后与我不间断的 ｃｈａｔ

， 给予 了我写论文时的部分笃定 。 感谢学

术造诣颇深的张晶师姐 ， 有趣的灵魂和直爽的性格十分圈粉 ，
静待姐姐的好消息 。 也

感谢建茹 、 媛媛 、 明珠等五位可爱的同门师妹 ， 你们给我的苏大生活带来了更多色彩 ，

祝顺利毕业 ！ 同时
，
感谢我亲爱的舍友上上 、 鑫儿和介涵 ， 我们的性格总是相互吸引 ，

在一起便有无限的快乐 ， 希望我们早 日重聚
，
ｄｒｉｎｋｄｒｉｎｋ̄

感谢我的闺蜜改荣 ，
无论在生活还是学习上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 ， 与你

“

再次
”

相

遇 ， 注定要参与
一生 。 感谢始终陪伴我左右的男朋友闵森 ，

于你的爱在多年沉淀后依

然浓烈 ，
以后天长地久并肩走 。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 ， 始终作为我坚实的后盾 ， 困难

一

同承担就不复困难 ，
从现在起我也能成为你们的依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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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

包括 ：

１ 、 对论文的评价 ， 包括选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 论文理论 、 方法上的开拓与创新 ， 论据的可靠充

分与结论的正确性 ； 论文所反映的作者学术视野 （对本学科及相关领域研究动态的把握 ） 、 基础理

论 、 专业知识 、 写作能力等 ；

２ 、 对答辩的评价 ；

３ 、 是否同意通过论文答辩 ， 是否建议授予学位或是否建议在规定时间内修改论文后重新答辩
一

次的结

论 。

雷凯虹同学的学位论文选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性 ，
也具有理论价值 ， 对历史文

化纪录片的青年接受群体的文化认同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 。 论文研究过程

设计合理 ， 方法运用规范适切 ， 资料与数据分析科学 、 准确 。 论文在问题与材料

的关联性论述上还可以进
一步加强 ， 以凸显所考察的特定群体的普遍意义 。

该同学答辩过程中表达清晰有条理 ， 很好地回答了答辩委员提出的问题。

经答辩委员全体投票表决 ，

一致通过该生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
建议授予硕

士学位。

答辩委员会主席 ：秘书 ：^

委员 ：痛ｔ、


、


、、 、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注 ： 本表内容 （包括答辩名单 ） 可手签或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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