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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建构和资本收编:
中国短视频平台的景观社会形塑

———以对乡村用户的研究为例

段 　 鹏 　 李嘉琪 　 明 　 蔚

摘 　 要:由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赋权,用户自主生产的短视频景观反叛并重构传

统媒体时代大众传播建构的“ 景观社会” 。 针对基于短视频平台集合、再生产和分配而呈现

出的“ 景观社会” ,在居伊·恩斯特·德波的 “ 景观社会” 理论及其发展和情境主义国际运

动思想的启发下,以快手短视频平台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SPSS23 软件对乡村用户生产的动

态景观进行数据处理,并抽取代表性用户进行深入的内容分析,挖掘短视频平台 “ 景观社

会” 中用户自主建构的生活情境景观特点和被商业资本收编的因素。 研究发现:短视频平

台形塑的景观社会拥有日常生活普遍化和美学化的情境式反抗趋势,并存在着戏剧性创

作、文化语义置换或反讽的情境式反抗因素,同时也面临着日常景观的商品化消费,以及与

主流资本消费体系相融或被窄化,进而被收编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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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之后,短视频呈井喷式发展。 抖音视频、西瓜视频、快手视频、火山小视频、梨视频等短视

频重构了视频生态,深入渗透大众日常生活。 由于技术赋权,视频的生产与传播的门槛降低,不再仅

仅是由大众媒体单向制造和传输的影像世界,而是成为人们日常表达的方式。 [ 1] 与此同时,在这种短

视频火爆的背后是大众视觉的消费性转向,短视频消费呈现出内容更为动态真实、网民更为主动、叙
事形式更为草根化和视频消费小众化的趋势。 [ 2] 而平台成为景观承载的互动网络,融合了技术、金

融、物流、生产消费者等多种生产消费元素,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环境。 在这种短视频平台生态环境

中,用户生产的短视频景观一方面被认为是展现中国社会被掩盖群体生活和打破以往单向传播偏见

的有效途径,而另一方面又被质疑其内容的低俗化和同质化以及隐藏的金钱诉求的威胁。 对于这些

或乐观或悲观的观点应当辩证考量。 法国著名思想家、情境主义国际创始人居伊·恩斯特·德波

( Guy
 

Ernest
 

Debord)的“景观社会”理论思想来源及其后续发展为我们考量中国短视频平台的景观

社会呈现带来了一定的启发性。 “真实世界沦为影像,影像却升格成看似真实的存在。” [ 3] 在德波的

批判视角下,“在现代生产无所不在的条件下,景观就是商品完全成功的殖民化社会生活的时刻” [ 3] 。
景观社会( Spectacle

 

Society)中人与人的关系被消费影像所中介,被商品物化后再被表征化的表象替

代。 但与此同时,作为情境主义国际一员的德波及其所属学者也建立起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批判,
积极建构具体本真的生活情境,打破以消费优先的幻象建构起来的景象为基础的生活。 [ 4]

在中国国家市场化发展由党政指导完成的历史背景,以及社会转型和网络社会融合发展的现实

背景下,景观社会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拥有什么样的反抗力量,又会面

临什么样的资本收编危机,都值得学术界认真研究。 当下,短视频应用迅速崛起,74. 1%的中国网民



使用短视频应用,因而能够为我们研究的景观社会提供新的对象。 与此同时,短视频平台作为文化

中介的调试作用也成为景观社会呈现的一大背景,我们在研究中也加以凸显。 在以上的条件下,运
用 SPSS23 软件对快手 APP 进行部分用户短视频景观收集,并从其中抽取代表性用户对他们生产的

短视频进行深入的特征分析,以探究景观社会在中国短视频平台中的表现和特征。

一、“景观社会”的理论背景

景观原为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客观景色或景象,也指代为一种具有主体意识的表演或作

秀 [ 5] 。 居伊·恩斯特·德波在马克思对于工业化生产过程中商品对于社会全面统治的批判之上,依
托于西方社会 20 世纪 60 年代后由于工业化的渗透,尤其是大众传媒的兴起催生出的消费社会背

景,提出了“景观社会”的概念 [ 6] 。 他指出,商品堆积促使人与人的关系转变为物与物的关系后,随着

视觉影像技术的出现,这种关系逐渐被社会现实的主导形式景观所替代,生活本身成为景观的庞大

堆积。 而这种显现的影像却被商品资本所浸润,商品的表象化影像统治了一切。 这种客观的物质生

产的表象化二重颠倒,使人们忽略背后的权力关系进而主动地沉迷于表象所创造的虚幻性中,奴役

了人民的批判性和创造性 [ 3] 。 但是,在情境主义国际运动所提倡的将景观生活颠倒为艺术,通过实

践将主观性塑造为社会存在,积极建构起由自己表演形成自己主导生活的景观世界,并以此反抗商

品景观剥削的提倡下,顺应时代发展和数字化技术赋权时代的到来,可以找寻到更多的反抗力量 [ 4] 。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信息和通讯技术驱动着景观的生产,使其凸显主体性和社交性。 在这

种交互性网络之上的景观社会,其中的主动性、创造性、剥削性和不稳定性更加含混不清。 西方一些

理论家已经对景观社会的概念和实践特征进行了重新界定和描述呈现( Spectacle
 

Society
 

2. 0) 。 在当

代通信技术驱动下,景观社会超越了德波发展的居于国家权力和民族性的象征主义以及大众消费和

个人性结合形成的综合式景观,鲍德里亚式的后现代的超真实仿真世界,和凯尔纳所言的通过高度

公开的特殊活动打破日常生活的媒体奇观等的景观界定,而是在保持了德波的景观社会批判思想的

基础之上,重塑了社交媒体环境下具有主体性数字劳动以话语和互动为特征,兼具生活商品化和无

偿或低薪知识工作,由新的美学趋势推动并创造价值的景观社会 2. 0。 [ 7] 因而,有的学者指出,随着

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以及社交媒体和积极的数据生产者的出现使日常生活景观的展现更加便

捷。 景观社会趋向于基于人类敏感之上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整合景观,使得景观社会的消极性被赋

予了主动性的色彩,并更具有互动性。 但与此同时,背后的资本因素也变得更为隐蔽,并和政治与文

化等因素融合 [ 8-9] 。 因而,有的学者指出,对于新技术诸如 AI 的应用,是在加速资本的积累剥削。 社

会本已结构化的状态决定了我们所使用的应用,并决定着我们的关系 [ 10] 。 数字化的技术外壳已经

交融于原始资本、人与社会中,实现着资本的再次积累 [ 11] 。 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思想来源和发展为

我们探索中国的景观社会带来了启发性和借鉴性。

二、短视频平台对中国“景观社会”的形塑

中国“景观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历史特殊性,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景观社会呈现有趋同

性但又有区别。 中国具有消费性的大众化景观的形成与国家政策的改变息息相关,改革开放的国策

使中国逐渐从一个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化社会,为景观消费提供了物质基础条件。 中国集

体社会身份无差别的社会背景被阶层分化所替代,经济发展成为社会国家发展的重点面向,社会整

体的流动性增强,现代社会个人泛化和不确定增强。 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社会的重生产

面向也转向了重消费 [ 12] 。 而媒介体制也从原始的政治喉舌向媒资融合和资本化整合转变 [ 13] ,国家

引导下以消费为导向的市场化发展使得媒介组织所建构出的诸如广告、电视剧、图片等视觉景观,推
动着景观社会的形成,培育着消费大众。 因而,中国景观社会的形成与国家政策下的市场化转向息

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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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特殊的是中国景观社会的加速建构和再次景观化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和网络社会的同

步发展相应和。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市场消费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具有一定的同

步性 [ 14] 。 在此期间,随着中国网络基础设施的提升,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鼓励着普通百姓担当信息发

布传播者的角色,反叛和建构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新的“景观社会” [ 15] 。 一方面,由于大众传媒业的

发展和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到来,由于信息泛化,易得性增强,其开发和交换创造了不同阶层进行社会

参与的可能性,赋予了大众进行自主性景观生产的条件;另一方面,由市场经济带来的消费符号也成

为建构个人形象和社会发展景观的构成要素。 这种消费式“ 景观社会” 物质层面的积累和象征层面

的呈现承载于图片、动图、微视频、长视频以及容纳它们的 APP 和网站等多元化媒介上,融于客观真

实的社会生活中。
针对中国的“景观社会” 呈现状态,短视频平台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根据 CNNIC 第 42 次报

告,截至 2018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8. 02 亿,普及率为 57. 7% ,手机网民达 7. 88 亿,网民通过手

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 98. 3% 。 短视频应用迅速崛起,74. 1% 的网民使用短视频应用,以满足网

民碎片化的娱乐需求。 [ 16]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景观的自主性建构生产更加便捷,与此同时,也使

得商品消费的流通和展现变得更加容易。
短视频平台成为景观流动的中介者,收集、再生产和分配着景观。 平台的运作依托着程序和算

法,实现着用户之间、内容之间及其相互之间的连接,取代着更为分散,定制的出版和发行模式 [ 17] 。
这种基于社交网络的连接,不仅仅只是技术层面的连接,平台实则是一个集装箱,它的逻辑由机构经

由交互界面决定。 之上呈现的景观社会,实则经历了政治经济环境下从协议—算法—应用—平台—
内容—交互界面—用户—社会活动的过程,形成了一种技术无意识的流程 [ 18] 。 因而,在这个过程中,
技术本身实现着功能的凸显,赋予了短视频平台以“个性” ,实现景观的集合和分配,定位它们的使用

者并培育着它们的使用习惯 [ 19] 。 与此同时,有的学者认为,算法和程式的背后,是资本化的再嵌入,
资本的流动扩张通过免费的社交网络平台寻找新的消费者,嵌入景观生产和分配中,实现着再

剥削 [ 20] 。
不仅如此,短视频平台还作为文化的调试者,再生产着景观。 这种调试观是一种技术实践进程

中的文化象征生产,平台的连结性日益成为我们文化物质和隐喻性的基础,不仅由经济和法律框架

形塑,也被技术、使用者、和内容塑造着 [ 21] 。 人和物在联系和实践中创造着新的网络和象征符号,传
递着意义。 在景观的用户生产中,短视频平台成为一个界面,新的端口,和人融合创造新的社会关

系,手机、APP 平台和人同时感知这个世界,形塑景观 [ 22-23] 。 与此同时,由于短视频平台成为一个新

的景观分配场所,它的分类和调配又生产新的象征意义。 如此这般,短视频平台像神经中枢一样,装
配人和技术,使用者和软件,创造具体的使用者接口,并在建立情境和意义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影
响着用户的文化实践 [ 24] 。

因而在中国的特殊性历史背景发展和短视频平台中介的发展下,景观社会的重塑被赋予情境式

反抗消费景观的动力,同时也为消费入侵提供了新的渠道。

三、短视频平台“景观社会”的反抗和收编因素分析

从具体案例入手,可以使我们更为清楚地看到短视频平台所塑造和呈现的景观社会,并挖掘其

背后的情境反抗和资本收编力量。 经过对相关短视频平台的研究和相关资料查询,本研究选取快手

APP 作为研究对象。 快手 APP 的产生和发展顺应了中国“景观社会”的发展,诞生于 2011 年 3 月的

快手在初创阶段是一款制作和分享 GIF 图片的 APP ,其后在流媒体技术和视频承载终端的大众化发

展后,成长为使用成本低和视频生产短、平、快的短视频平台。 [ 25] 据 2018 年中国短视频行业研究报

告显示,2017 年度短视频领域快手 APP 的月活跃用户居于短视频领域第一。 [ 26] 与此同时,根据

QuestMobile 报告,快手用户地域分布结构基本等同于中国移动互联网的人群地域结构,覆盖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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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线城市和乡村,具有“千人千面”的特征 [ 27] 。 这种特征和它简单的产品设计界面和应用手段,技术

和人融合的便捷性息息相关。 由于这些技术赋权吸引了中国大量的三四线及以下的城镇乡村群体,
在之前的主流景观面前往往是一种被动接收的状态,而现在更容易凸显主体能动性。

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为内容分析法。 该方法是新闻传播学中的经典研究方法,能够用于揭示

信息传播者有意或无意间传递的真实信息 [ 28] 。 Riffe 等学者指出内容分析法既可对文本内容进行挖

掘处理,还能通过音频、视频和超链接等媒介形式对传播内容和传播意义进行解构,是研究新媒体问

题的重要方法 [ 29] 。 因而,本研究采用该方法,结合 SPSS
 

23 等数据处理软件,对快手 APP 上的乡村

相关用户(搜索关键词为乡村、农村、农民、农业、村民等)创建的短视频进行数据清洗与计算,以反应

景观的全貌。 与此同时,随机抽取具有代表性的短视频用户进行内容分析,分析他们的情境式反抗

和收编情况。 以显示中国乡村社会自我表达的景观呈现。
通过三位编码员的编码,我们将快手平台上的景观分为记录式景观建构、表演式景观建构、剧情

连续短剧式景观建构、信息知识普及式景观建构。 其中,记录性景观建构内容侧重于对于乡村环境

和生活的自然呈现,涵盖日常食宿、劳动工作、环境风景;表演式景观建构内容侧重于用户个人的主

动表演式呈现,涵盖技术性表演、能力性表演和娱乐性表演;剧情创建式景观建构内容侧重于剧情戏

剧性的情境建构,集中于创意情景连续性短剧的创建;信息知识普及式景观建构,表现于乡村建设信

息和知识的普及。 极少数很难归类的则忽略不计。 见表 1。

表 1　 快手短视频平台景观分布情况

一级主题 二级主题 发布数量 占比 / % Kappa 系数 同义词集合举例

记录式

景观建构

日常食宿 1526 14. 8 0. 98
美食,土味,野菜,粉条丸子,

炕,窑洞,婚宴,工地

劳动工作 2063 20. 1 0. 96
播种,下地,挖土豆,收麦子,

赶集,拉砖,工地工作

环境风景 747 7. 3 0. 99 大雪,田地,水库,果园,集市,动植物

表演式

景观建构

技术性表演 1865 18. 2% 0. 91 跳舞,唱歌,健身,做饭,修车,装修房屋

能力性表演 2319 22. 6% 0. 96
吃饭数量与种类,喝酒数量与时长,

体育锻炼强度,工作时间长度

娱乐性表演 508 4. 9% 0. 95 留守老人和小孩的自娱自乐、滑稽搞笑片段

剧情连续短剧

式景观建构
情景短剧表演 842 8. 2% 0. 94

基于现实环境的乡村生活、夫妻感情、婆媳关系、
亲子时光、虚拟游戏情景短剧或游戏直播

信息知识普及

式景观建构
乡村建设 394 3. 9% 0. 98 政策信息、规划图景、知识普及、发展现状

　 　

选取代表性内容分析样本的标准为:该视频博主被关注数量达到一定基数,样本之间发布的内

容多样化,不进行同质化选取。 最终抽选 6 位视频博主进行内容分析。 根据学者张美娟等提出的效

果评估指标体系 [ 30] ,本研究将视频博主的作品数量,被关注量,被点赞量,被评论量作为研究指标,
分析乡村景观视频的传播效果。 与此同时,本研究采用彭增军提出的方法检验信度 [ 31] ,即计算 10%
样本的简单一致率和 Kappa 系数,得出结果为 0. 897 和 0. 923。 当信度大于 0. 82 时,即证明研究可

行。 见表 2。

·12·段鹏 　 等:情境建构和资本收编:中国短视频平台的景观社会形塑



表 2　 代表性样本特征

用户名称 作品数量 粉丝数量 被点赞量 被评论量

农村会姐 2436 2909537 18785520 1739655

农村才艺阿杰百万粉 70 2274216 6420473 0

农村六点半 63 3396110 13710005 1150314

文哥和奶奶 2874 2468302 25036924 2128818

大山里的生活日记 410 1800539 987933 837644

水西初心农庄 61 455048 894155 65731

　 　 注:“ 农村才艺阿杰百万粉” 由于个人设置,评论数为 0,故作缺失值处理,不影响数据结果。

确定样本数据后,本研究将 6 位视频博主的作品数量,被关注量,被点赞量,被评论量输入软件

SPSS23 进行皮尔森系数检验。 数据结果见表 3。

表 3　 相关性呈现

用户节目数 用户粉丝数 用户点赞数 用户评论数

用户节目数

Pearson 相关性 1 0. 331 0. 845 ‸ 0. 873 ‸

显著性(双侧) 0. 522 0. 034 0. 023

N 6 6 6 6

用户粉丝数

Pearson 相关性 0. 331 1 0. 670 0. 595

显著性(双侧) 0. 522 0. 145 0. 213

N 6 6 6 6

用户点赞数

Pearson 相关性 0. 845 ‸ 0. 670 1 0. 881 ‸

显著性(双侧) 0. 034 0. 145 0. 020

N 6 6 6 6

用户评论数

Pearson 相关性 0. 873 ‸ 0. 595 0. 881 ‸ 1

显著性(双侧) 0. 023 0. 213 0. 020

N 6 6 6 6

　 　 ‸在 0. 05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通过数据清洗和计算,合计统计 10264 条短视频。 根据表 1 显示,记录式景观建构占比 42. 2% ,
表演式景观建构占比 45. 7% ,剧情连续短剧式景观建构占比 8. 2% ,信息知识普及式景观建构占比

3. 9% 。 表 2 和表 3 显示,用户发布的视频节目数量和用户粉丝数量无显著相关,与用户点赞量和评

论量有关。 为深入分析这些用户背后的情境性反抗因素和收编因素,笔者对他们进行了特征记录。
如表 4。

以德波为代表的情境主义国际者着重强调瞬间艺术化的“日常生活的革命” ,通过积极的建构本

真的生存情境来打破以往通过文化设施和大众传播媒介构筑起的景观伪世界。 每个人都应当积极

有意识地参与到对全新生活情境的构境中,与此同时,也可以通过利用意识形态本身物象颠倒地自

我反叛式异轨途径和对物化城市生活否定的漂移途径来实现对于原有景观的反抗 [ 4] 。 社交媒体环

境下具有主体性的价值创造者生产的景观仍然隐藏着真实和具体的社会关系,一方面这种自由劳动

者创造价值彰显着独立性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性,另一方面其他的用户也成为数据的无偿贡献者和被

剥削者 [ 7] 。 这些思想来源能够在中国短视频平台所形塑的景观社会中找到新的应用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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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代表性用户特征呈现

用户名称
所属类别

一级编码 二级编
用户作品描述

用户标签

(自我定位)
补充

农村会姐
表演式景

观建构

技术性表

演和能力

性表演

场所:大多在自己的乡村房前,较为

简单

人物:用户自己、其家人

服饰:普通村民服饰

辅助材料:食材和做饭工具

叙事:按步骤做各种饭,然后和家人

分享

普通的乡村人

记录生活

直播信息

直播 的 时 候 自 己

推销 商 品、 分 屏,
一部 分 屏 幕 做 饭

吃饭,另一部分与

别的用户接通,让
他们 进 行 自 我 展

示或商品推销

农村才

艺阿杰

百万粉

表演式景

观建构

技术性

表演

场所:室内、广场、工地、商场前、别墅

前等

人物:用户自己、路人、偶尔加入其他

网红

服饰:表演服装如僵尸服装、比较潮

流酷的现代服装、工地服等

叙事:展示自己的舞蹈技能

乡村

才艺自学

成功

微信接单

个人基本信息

目标

才艺舞种

微信开班教学,卖
自己 具 有 一 定 粉

丝量的小号,接广

告,炫富,卖鞋

农村

六点半

剧情连续

短剧式景

观建构

情景短剧

表演

场所:乡村自然环境

人物:乡村人

服饰:表演服、乡村普通服饰

辅助材料:各种道具

叙事:创作剧情式,每集或多集一个

话题

微信公号

上映日期

公号 暂 时 只 有 一

个预告短片

文哥和

奶奶

记录式景

观建构
日常食宿

场所:家
人物:主要是奶奶和孩子,还有家人

服饰:家居服

辅助材料:日常生活的材料

叙事:生活琐事

奶奶高寿瘫痪

直播时间

卖肉 信 息, 微 信 号

和淘宝店

通过微信账号、淘
宝店铺卖肉干、直
播的 时 候 卖 一 些

商品

大山里的

生活日记

(湖南)

记录式景

观建构

日常食宿

和环境

风景

场所:村子里、山间农地

人物:主要是该用户,有的时候有他

的家人或朋友

服饰:普通服饰

辅助材料:山间野味

叙事:展示山间食材

主要是山间野味
淘宝 店 铺 卖 农 家

事物

水西初心

农庄

记录式景

观建构和

信息知识

普及式景

观建构

乡村建设、
环境风景、
劳动工作和

日常食宿

场所:水西村

人物:水西村村民、生活状态和自然

景观

服饰:普通服饰

辅助材料:生活材料

叙事:围绕水西村的大大小小的事件

自我介绍 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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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1 ~ 4①,我们可以看出,短视频平台中呈现的景观有着日常生活普遍化和无深度美学化的

趋势。 基于碎片化、简单化和具体化的日常生活环境和琐事的记录性景观,和基于无深度、情感性和

表现形式的个人性展演式的美学性的景观,在景观生产者的日常生活构境中成为反抗主流商业景观

的一大动力。
首先,不论是围绕用户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例如“ 大山里的生活日记” ( 湖南) 用户展示的大山

里的自然风光和山间野味,或“水西初心农庄用户” 展示乡邻乡社的乡间民居生活,还是一些用户通

过自我表演彰显独特之处,例如“农村会姐”和“文哥和奶奶”用户展现做饭和吃饭的场景,以及展示

家庭成员及和睦氛围。 这些碎片化、多元化和本真化的日常生活情境建构式景观代表着具有主体意

识的用户,通过移动实物手机和短视频平台,不依附主流商业消费氛围,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对生活中

每一时刻的重新建构和呈现中来。
而在诸如技术性表演的创意短视频或是剧情连续短剧中,景观生产者会通过异轨的途径,对主

流或传统话语和文化进行改编、反讽、融合的戏剧性再创作,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反堵或语义

置换。 例如,在一些创意短片中,创作者会主动凸显他们的阶级身份和社会地位,表现其不卑不亢和

有所作为的志向、不任意依附和随意倚靠他人的态度,以及彰显自己周围的环境和所属群体的文化,
以实现针对主流文化的反堵。 “农村才艺阿杰百万粉” 用户最初生产才艺短视频中的景观场所居于

工地,并为自己的展示树立了一些“农民工梦想” “牛人在民间” “施工地断头舞” 的标签,意欲展现他

作为乡村人,不卑不亢自学才艺并追梦成功的成长。 又如在一些创意短片中,用户及其参演者也会

借用主流元素和传统文化的元素进行基于现实的语义置换,创造巨大的落差感表现出嘲讽和无奈。
比如在“农村六点半”用户的《人民的名义》短剧中,表演人员通过言语表演到“ 大家好,我叫二蛋,独
自奋斗多年,身价 35 亿……”之后进行剧情反转“给我来瓶二锅头,我可以吹牛吹到怀疑人生”等。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出乡村用户积极生产的景观或是基于以自己的生活区域为中心扩散开去

的场地,或是基于遵循自己的主观意愿移动在城乡各处寻找适于自己表演的场所。 这些景观环境与

主流的城市消费场所、显著城市地标或城市化的家居场景等有巨大的差异,千人千面的碎片化和广

泛化的景观是对物化城市景观的一种打破。 而从其他用户的角度来看,他们能够漫游在与自己生活

环境或是影视创建的环境不同的环境和氛围中,进而反抗主流商业景观。 通过数据统计得出的用户

发布的视频节目数量和用户粉丝数量无显著相关,但与用户点赞量和评论量有关的结果,暗示出短

视频并不一定在数量上支配消费,基于情感、剧情或创造力特性的短视频更容易获得其他用户的支

持和主动性消费(表 3) ,这也为打破传统的消费主流景观提供了理由。
在看到情境式反抗力量的同时,我们同样也不能忽视资本向平台渗透融合的威胁力量。 通过对

于代表性用户的深入探寻和分析。 我们发现,一方面,日常生活的景观会再次成为商品,一些用户往

往一开始通过自我展现,树立自己主体性身份的标签对传统消费景观进行情境式反抗,其后却在虚

拟地位的提升之上,通过获得的用户流量和虚拟礼物,进行资本的收集和再生产。 如一些用户在直

播(成长到一定粉丝量后才能进行直播)的过程中,对手边实物进行推销。 与此同时,他们不停地呼

吁看者双击屏幕、进行虚拟礼物的给予或送他( 她) 上热门。 因此,微景观的出现虽然能够将用户从

单一传输性的传统媒体景观中释放出来,并生根于他们的主观情感表达和自身行动,但是其循环和

流通却依赖于旁观用户的自由劳动。 进而,虽然微景观很多,但消费资本和日常私人生活场景融合

起来,变得更加隐秘,其他用户漂移在浸润资本因素的景观中。
另一方面,由于平台的连接性,情境式反抗景观也会与主流资本消费体系相融合或被窄化,甚至

一开始就成为消费体系中的一部分。 如一些用户,尤其是已经成长为网红的用户如“ 农村才艺阿杰

百万粉”和“文哥和奶奶” ,会在自我简介中标明自己的微信、淘宝店账号、或自家小店连接,搜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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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与快手相连的账号往往是卖产品的账户,或者卖自己具有一定粉丝量的小号,抑或是公开表明自

己可以接广告做推销的信息。 而他们在其链接账号下的一些形象往往与在快手平台展现的日常生

活形象不同,被重新建构为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用户或产品变卖者。 与此同时,例如用户 “ 农村会

姐” ,会在直播的过程中通过分屏直播的方式,连接其他的用户,在自己的直播流量下帮助这些用户

进行个人推广,尤其是他们的产品变卖。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平台中的乡村用户在积极地进行构境,与此同时,他们在运用异轨和

漂移策略的抵抗过程中也面临资本渗透景观生产消费的威胁。 平台作为景观集中、意义再生产和分

配的中介,其视频内容生产的操作步骤、算法机制的分配推荐、对外的端口链接等都为资本渗透提供

了新的途径。

四、反思与不足

本研究首先对景观社会理论概念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概述,并梳理了中国景观社会的形成背景

和现状,接着介绍了短视频平台对于景观社会的形塑作用。 之后以当下流行的短视频平台快手 APP
作为案例,从其呈现出的景观社会中抽取了一定量的短视频景观数据,进行统计和深入分析,剖析了

它们背后的反抗性和收编性因素。 笔者认为,从以快手 APP 为案例的中国短视频平台上乡村用户生

产的景观中可以看出,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和短视频运用的兴起,技术既赋予了原先失语者

乡村用户进行自我表达,从日常生活情境着手进行积极景观构境的权力,以及对主流传统文化的借

用反堵或戏谑反讽的语义置换,从而打破旧有的景观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以反抗主流消费景观的机

会。 但同时平台中自我建构的景观也面临着商品化或主流资本对其浸润融合或窄化,进而被收编的

危机。
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开始关注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考量。 例如,平

台范式当下已从“火山爆发”发展到相对的技术稳定和文化呈现正常化的“ 细水长流” 阶段,但是不

同平台有着自身的算法、界面、协议等逻辑,因而由于不同平台的中介调试作用,景观的呈现也会有

所不同,它们有着什么相似之处又有什么区别,平台在景观社会的形塑过程中会发挥出什么样的作

用。 另一方面,虽然平台用户主动建立自我的标签,倾向于个人化表达,但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

中,集体性赋予了他们为之建立联系和标识的身份,因而本研究选取的是新媒体赋权下乡村用户生

产的景观。 但是,他们只是短视频平台用户中的一部分,其他用户是否更容易被收编或产生基于日

常生活的更为艺术化的反抗形式,不同用户为自己树立的群体化标签会对其他用户的景观生产有什

么样的影响尚未知晓。 除此之外,乡村用户生产的短视频占据平台景观的多少,又对传统的景观社

会有拥有多大的影响力亦不得而知。
本研究选取的一定量数据能够反映出当下中国短视频平台对景观社会形塑的一些侧面。 针对

这些反抗和收编因素,对于短视频的未来建设,我们应当在审核掉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如色情暴

力之类视频的基础之上,重视短视频种类的多样性,挖掘并鼓励扩大自下而上的基于日常生活情感

正能量和充满创意的民间美学的短视频,并提高它们的能见度。 对用户和平台偏好的短视频内容进

行分析挖掘,探寻它们创作生产或集中关注的核心点,并关注它们对于主流文化的异轨运用,以探寻

用户情绪。 与此同时,行业主管部门更应规范短视频平台的变现渠道,对平台上个人注册多用户进

行的小号变卖,视频直播中不同用户不规范的互联推销,以及通过其他端口进行粉丝购买和刷粉接

广告现象加以严格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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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
 

Construct
 

and
 

Capital
 

Recruit:
Shaping

 

of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from
 

Chinese
 

Short
 

Video
 

Platform
 

———A
 

Case
 

Study
 

of
 

Rural
 

Users

Duan
 

Pen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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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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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Ming

 

Wei(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Due
 

to
 

the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in
 

the
 

era
 

of
 

mobile
 

Internet,the
 

short
 

video
 

spectacle
 

independently
 

produced
 

by
 

users
 

rebels
 

and
 

reconstructs
 

"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constructed
 

by
 

mass
 

media
 

in
 

the
 

traditional
 

media
 

era. This
 

paper
 

focuses
 

on
 

"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based
 

on
 

the
 

collec-
tion,re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short
 

video
 

platforms. Inspired
 

by
 

Guy
 

Ernst
 

Debord 's
 

"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theory"
 

and
 

the
 

idea
 

from
 

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movement,the
 

author
 

chooses
 

the
 

Kwai
 

APP
 

as
 

the
 

empirical
 

case
 

and
 

use
 

SPSS23
 

software
 

to
 

process
 

the
 

dynamic
 

spectacle
 

produced
 

by
 

rural
 

us-
ers. Then

 

this
 

research
 

studied
 

some
 

representative
 

users
 

for
 

in-depth
 

content
 

analysis
 

so
 

a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fe
 

situations
 

constructed
 

by
 

its
 

users
 

in
 

Kwai's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factors
 

that
 

are
 

recruited
 

by
 

commercial
 

capital. The
 

article
 

finds
 

that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shaped
 

by
 

the
 

short
 

video
 

platform
 

has
 

a
 

situational
 

protest
 

trend
 

of
 

universalization
 

and
 

aes-
theticization

 

of
 

daily
 

life,and
 

contains
 

situational
 

protest
 

factors
 

such
 

as
 

dramatic
 

creation,cultural
 

semantic
 

replacement
 

or
 

irony. Meanwhile, it
 

also
 

faces
 

the
 

crisis
 

of
 

commercializing
 

consumption
 

of
 

daily
 

spectacles
 

and
 

merging
 

with
 

or
 

getting
 

abated
 

by
 

the
 

mainstream
 

capital
 

consumption
 

system
 

so
 

that
 

get
 

recruited
 

by
 

capital.
Key

 

Words:the
 

society
 

of
 

spectacle;short
 

video
 

platform;Kwai;situational
 

protest;capital
 

recr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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