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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媒 体

样的新鲜感很大程度上吸引了

更多的年轻群体对时政新闻的

关注。

不过，这也让VLOG新闻在

适性上造成了一定的局限：

（一）缺乏专业VLOG平台，

局 限 了 VLOG 新 闻 的 有 效 传

播率

现在国内主流短视频平台

不少，但主打VLOG的平台却很

少，虽然也有例如 VUE Vlog、
一闪、好看视频这样的原创

VLOG平台，但这些平台的安装

量大多只有十几万，处于短视

频的垂直尾部平台，用户量远

远无法和抖音、快手这样的平

台相比。目前来看，VLOG发展

的主要平台是 B 站和微博，

VLOG 新闻这种形式更多地出

现在微博上。

近几年，大量的主流媒体将

媒体融合和创新着眼于“两微

一端”，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

制，VLOG新闻仍以微博为主阵

地。在目前的环境下，国内尚

未出现一个一提到 VLOG 就能

立刻想到的代表性平台。到目

前为止，由于没有合适的头部

垂 直 平 台 ，受 众 分 流 严 重 ，

VLOG新闻的有效传播率较低，

难以形成爆款模式。

（二）形式局限，导致VLOG
新闻只能成为核心报道的绿叶

VLOG 新闻更趋于年轻化

的表达，使得VLOG新闻在题材

上相对局限较大。目前来看，

VLOG 新闻报道的内容往往集

中于大型会议或大型活动的探

营、前期准备等，或者是对核心

报道的揭秘等，报道具有辅助

性，往往从侧面反映新闻内容，

成为核心事件报道的衬托。

（三）受众仍偏小众化，传播

度不高

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

的“人民日报新媒体记者两会

VLOG”为例，虽然总播放量达

到近 500万，但实际转发转载量

仅为一千多条。这和传统爆款

新闻的全民参与相比，还是有

较大差距的。

五、结语

VLOG 作为一种较新形式

的短视频品类才刚刚迎来第一

轮的快速增长，虽然尚未呈现

爆发的态势，但很显然，VLOG
已经成为下一轮短视频行业竞

争的砝码之一。令人欣喜的

是，大量的传统媒体开始纷纷

打破传统媒体思维，紧扣媒体

融合发展实际，不断试水新的

传播形式和话语形态。VLOG
新闻虽然有不少本身固有的局

限性，但在这个领域仍然是一

片广阔的蓝海，也是传统新闻

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勇敢创新

融合。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钱

江都市频道）

钱科焱 孙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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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闪作为当下非常流行的

视听艺术作品，在移动互联网

时代已越来越受到刷屏一族的

喜爱。快闪活动表演时间相对

较短、艺术效果与感染力都很

强。要追求其弘扬主旋律、传

播正能量的实际效果，创作者

必须在努力提升作品思想性的

基础上注重艺术性与观赏性，

遵守拍摄制作的专业规范。纵

观当前一些网上的快闪作品后

发现，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缺少

创意导致的同质化。为此，笔

者通过对绍兴市几家媒体拍摄

制作的快闪作品的分析，就如

何强化快闪作品的视听语言叙

事手段作一番探讨。

一、视觉符号与听觉符号

的互为补充

快闪作为一种新的视听作

品，也是传者利用视听符号对

受众进行信息的传递。视觉符

号主要作用于人的视觉器官，

听觉符号则作用于人的听觉器

官。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在这个重要的时间

节点，全国各地都在拍摄制作

各种类型的快闪产品，然后上

载到网络平台分享。现在人们

只要一刷屏，就能够看到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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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城市、各个行业、各个单位

拍摄制作的快闪作品。这些作

品是声画艺术的结合体，通过

视听双通道叙事，传播着一种

爱国主义理念。

快闪最早出现于 2000 年，

当时美国纽约的时代广场聚集

着许多人，用歌舞等形式展示

一种行为艺术，这实际上属于

公益活动与商业促销相结合的

传播现象，后来流传到了世界

各地。近几年快闪活动传入我

国后，体现出了明显的中国特

色，并逐渐被人民群众所认可。

由于在拍摄制作时，人们快速

从各个方向聚集到特定位置，

又快速四散离开，时间不长，所

以叫做快闪。

快闪作为新的视听艺术形

态，画面与声音的有机配合显

得非常重要，二者应该是一个

整体而不是“两张皮”，否则无

法进行有效叙事、表达情感、营

造意境。作品中的音乐不能独

立于画面，游离于画面，向受众

提供的音乐听觉信息必须建立

在视觉信息的基础之上，即使

是画外音乐也应该为画面服

务。①融媒体时代，视听艺术的

内涵更加丰富，其中的视觉元

素应该在快节奏的作品创作中

体现出独特的个性与魅力，并

与听觉元素互为补充，以满足

受众的视听体验与审美需求。

快闪的特点虽然在于快，但并

不等于就可以忽视画面的信息

量和美感。

“作为公众交流形式的歌

曲之所以会受到大众的喜爱，

是因为极具个性化的歌曲在很

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事件，表

达了公众的感受，人们从歌曲

中能更为深刻地体会到个人的

生活经历并产生共鸣。”②目前，

快闪已成为一种时尚的网络文

化，正在通过移动互联网把现

实生活中志趣相投、理念相同

的人连接在一起。进入 2019年

后，以《我和我的祖国》《我爱

你，中国》《歌唱祖国》为听觉传

播符号的快闪活动相继在全国

各地展开。几乎可以说，每个

地区各个单位都有结合自身实

际的、反映爱国主义主题的快

闪作品上传到了网络。在这些

作品中，有的是与电视媒体或

者影视公司联合制作的，有的

是利用本单位的力量自己拍摄

的。质量参差不齐，视听感受

各不相同。

不同时间节点开展的快闪

活动有不同的主题，选择的曲

目要有随机性，旋律应该具有

贴近性，是人们耳熟能详的，

符合普通群众的鉴赏水平，便

于大家随着音乐节奏哼唱，进

而引发参与者的心理共鸣。

绍兴版的快闪《我和我的祖

国》由于注重听觉元素与视觉

元素的互为补充，在音乐旋律

的串连下，通过越王台、古运

河、阴明园、东湖风景区、迪荡

湖、鲁迅故里、美丽小镇高校

园区等地标性符号的嵌入，增

强了作品的视听冲击力，上载

到网络后已被众多网友刷屏

和分享。

二、地域特征与城市风貌

的动态展示

快闪迎合了当下人们的工

作与生活节奏，符合移动互联

网的传播特征和智能手机的接

收习惯，它既可以弘扬爱国主

义主题，又能够反映各行各业

的成就和从业人员的精神面

貌。但现在网上的快闪作品，

从形态上看，雷同的多，这主要

是创意与创新的力度不够大。

在快闪作品中，听觉元素主要

是爱国主义题材的歌曲，有《我

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

《歌唱祖国》等，自由发挥的余

地不大，最多是用声乐表演还

是器乐演奏的问题，但视觉元

素展示方面，创意与创新的空

间还是很大的，这就是画面应

该体现出各地不同的地域特征

和各城市不同的风貌，力求避

免同质化。

快闪活动之所以宣传效果

非常好，是由于这类活动大多

是人们自发的，积极参与的人

多，还可以作为一个展示形象

的载体，传播区域或单位的相

关信息。像嵊州市的快闪作

品，开头的引子就是一曲越剧

片段，主题音乐响起后，一个小

女孩与一个年轻姑娘手拿国旗

唱起《我和我的祖国》，接着是

多名参与者手持国旗予以附和

以及大家的齐声合唱。这时展

现的画面融入了许多嵊州独有

的地域元素，如美丽的剡溪、西

白山、王羲之故居、连片的茶

园、浙东唐诗之路核心区，同时

反映嵊州是一个中国越剧之

乡、中国围棋之乡、中国竹编之

乡、21世纪国际领带都市、中国

小功率电机产业基地、工厂化

养蚕基地和中国小吃名城，突

出了“东南山水越为最，越地风

光剡领先”的地域特征。作品

的最后是一大群小学生齐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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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祖国好”，画面显示的是由

这些小学生站立拼写出的“70”
字样。

而绍兴市上虞区的快闪作

品《我和我的祖国》，开头就是

介绍上虞地理环境的航拍全景

和一组大小景别齐全的鸟语花

香空镜头，接下去是两个中年

男子在花木丛中分别用小号和

萨克斯管吹出了《我爱你，中

国》的前奏，对应画面是穿着戏

装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一大

群在用手机拍照的游客等。随

后就是各年龄段人员独唱、小

组唱、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在优美旋律的烘托下，画面展

示出了许多地域特征明显的

内容。

现如今，红色快闪已风靡

全国各地。一首首经典歌曲，

引发了老老少少的众声合唱；

一次次公开活动，成了抒发爱

国情怀的较好契机；一个个不

同场面，让人们激动得热泪盈

眶。这是由于大家在快闪活动

中找到了一种潜藏于心的、最

朴素的归属感：只有国家的繁

荣昌盛，才会有小家的幸福

安宁。

三、场内拍摄与场外镜头

的交相辉映

实际上，几乎所有影视作

品的空间都必须以人们的生活

空间为基础进行创作。快闪中

的空间主要由物质空间、社会

空间和心理空间所组成，用以

承载现实场景、人物活动和抽

象理念等信息。快闪作品虽然

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但也应

该有多维的叙事视角。从现在

的一些快闪作品中可以看出，

快闪活动的举办地点通常以广

场、车站、候机厅、校园、景区为

主，后来又出现了商店、办公楼

等场所。有的作品因只展示场

内画面，给人的感受是画面单

一、镜头信息量不大。要解决

这些问题，创作时就必须拓展

拍摄空间，让场内拍摄与场外

镜头交相辉映，以此来增强作

品的空间感。

绍兴市新昌县的快闪作

品，虽然听觉传播符号也是《我

和我的祖国》的歌唱声，活动主

场设定在一个海洋城内，但场

外的画面信息非常丰富。作品

除了展示天姥山、穿岩十九峰、

大市聚茶园的景色外，还有新

昌中学、实验小学、青少年活动

中心等场所的演唱活动。

绍兴市委宣传部、绍兴市

融媒体中心和绍兴市电视艺术

家协会为了拍好快闪《我和我

的祖国》，安置了 10 多个摄像

机位，其中有多台还是游机，

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有上千

名学生、市民、机关干部及游

客参与，向祖国作深情告白。

这中间，既有劳动模范、道德

模范、最美绍兴人、最美老师、

武警官兵、体育明星，还有许

多普通市民。绍兴市树人小学

的孩子为了拼出“祖国万岁”4
个大字，利用课余时间积极排

练，小朋友们说，再苦再累也

要排练好，因为祖国永远在他

们心中。

这些快闪作品在拍摄制作

时，两条主线甚至多条主线共

同为突出主题服务，演奏者与

观赏者、演唱者与跟唱者的表

情和反应真实自然、层次分明、

氛围融洽。画内音乐与画外音

乐的融会贯通，场内拍摄与场

外拍摄同时展开，安排的是交

错式空间结构，实行的是平行

蒙太奇叙事。再加上遥控飞行

器、轨道车、摇臂等设备的广泛

使用，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艺

术感染力。

四、结语

列宁认为，报纸具有宣传、

鼓动、组织三大功能。笔者认

为，在移动优先的融媒体时代，

音乐除了存在以上这些功能之

外，还能发挥出增强民族凝聚

力的巨大作用。许多以爱国主

义歌曲为听觉传播符号的快闪

作品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快闪

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大、

传播效果好、受众涉及面广等

许多特点，作为地方电视媒体，

要在快闪的拍摄制作中担当起

业务中坚的重任，帮助社会各

界不断提升快闪的质量，通过

发挥内容生产优势，利用移动

接收终端传播更多为受众喜爱

的视听作品，让正能量充满网

络空间。

注释：

①严锋、孙愈中：《音乐纪

录片的叙事手段与传播形态》，

《北 方 传 媒 研 究》2019 年 第

3期。

②[俄]叶琳娜·普罗宁娜：

《媒介心理学——记者思维模

式与新闻文本生成》，薛冉冉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 7页。

（作者单位分别为：嵊州市

融媒体中心，浙江越秀外国语

学院网络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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