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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驯化与社会应许:
农村老人短视频使用与社会融入研究

晏　 青　 李宁馨

摘要:短视频的“易用性” “有用性” “可见性” 等特性为农村老人的社会融入提供了可

能性。 运用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的方法,研究发现农村老人有联结诉求与满足、技术规避与

驯化、社会应许与共鸣三个面向的短视频使用特征。 农村老人试图通过短视频使用来缓和

在家庭空间和社会场域面临的隔阂感、边缘感和距离感,并挪用其原有的商品性意义消解

孤独,以数字互动的形式带动心理互动、社会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融入。 研究凸显

农村老人作为个体的生命体悟,为探讨农村老年群体的文化适应、社会融入提供了短视频

的可见性视角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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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末以来,数字化和老龄化成为我国社会变迁的两个重要表征。 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

农村网民规模已达 2. 84 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57. 6%,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达

1. 19 亿。[1] 互联网及数字基础设备不断向农村下沉,技术迭代改变农村老年群体认识外部世界的渠

道和方式。 如果说农村的文化流失、伦理淡化、流动迁徙等结构性因素将农村老人拉入时代潮流的

“急流滩” ,那么大众媒介作为一种调剂物,成为通过象征系统维系着农村老人生活和情感的“调味

品” 。 但我们也看到未接入互联网的老年人所面临的社会边缘化困境,老人因没有健康码乘公交车

被拒绝、不会用手机的中老年人出门买菜都困难等社会新闻屡见不鲜,这关乎尊重弱势群体的伦理

问题,是落实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
社会融入理论视阈下老年群体研究对象主要是流动老人,关注流动老人难以融入社会的影响机

制,如学历、观念等人力资本和人际支持等社会资本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2] ,关注促进融入的对策

路径,如以社会工作介入实践活动[3] 、通过体育锻炼实现再社会化[4] 。 互联网时代,新媒体被认为是

老年人参与、融入社会的有效数字手段。[5] 但是数字思维与传统思维的互斥却是阻碍老人数字社会

融入的重要原因[6] ,而农村老人是如何被卷入互联网,新旧思维如何碰撞又糅合,乃至其社会行为与

媒介使用呈现怎样的关系,仍缺乏关注。 本研究试图进一步探讨这类现象,在短视频使用者的基础

上,回溯触网的心理历程和行为转变,感知当下短视频使用的得与失,以期展望未来农村老人社会融

入的可行路径。

二、文献综述

(一)老年人的社会融入研究

社会融入( social
 

inclusion)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指的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能动地与特定



社区中的个体和群体进行反思性、持续性互动的社会行动过程。[7] 与之相对的是社会排斥,其形成有

这样三种情形:一是不同社会场景的主导形象、框架各不相同,因此排斥理由不尽相同;二是不同地

方的不同制度、社会结构使得社会排斥的面向、轻重有所差别;三是个体不同的生活阅历、社会资源

增加了社会排斥的可能性。[8] 老年群体因地域结构的特殊性和个体学习能力的差异性而无法在社会

迭代中自我调适,陷入与主流社会相区隔的现实困境。[9]

国内农村老人社会融入的研究围绕随迁老人展开。 随子女迁移的老年人面对陌生的城市时,缺
乏社会保障的孤独、麻烦、艰涩而成为“异乡人” 。 学界探讨出多种社会融入框架,比如,建立社会适

应、心理接纳和身份认同三层次的融入框架[2] ,从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身份认同四个维度

架构融入体系[10] ,以个体、家庭、社会支持和政策保障为切入点搭建社会融入阐释模型[11] 。 不同框

架突出的影响要素有所不同,例如,随迁老人社会融入程度的主客观差异反映出老人社会参与的相

关障碍[12] ,参加社会医疗保险有助于乡-城随迁老人的社会融入呈现出完善医疗保险政策的必要

性[13] ;动力-张力关系框架所展现的生活模式碰撞、正哺延续等问题体现了正面宣传、权益保障的重

要性[14] ;流动老人文化环境的不适应凸显要正视文化差异性需求、增强地域文化认同以提升社会融

入感[15] 。 其中,视角较为新颖的是流动老人社会记忆的影响研究,张新文等从社会心理学入手,发
现随迁老人原有的农村记忆的整合、认知、规范、传承、批判功能有利于社会融入,因此帮助流动老人

构建完整、系统的城市社会记忆是促进流动后社会融入的题中之义。[16] 总的来看,大多研究依据班

杜拉在社会学习理论中关于人的行为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影响的复杂作用的产物的论断,考察老

年群体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这一基本逻辑也为本次研究提供参照。
国内研究主要以地理流动、空间流动引发的融入问题为切入口,国外研究以年龄歧视的现实基

础展开。[17] 一方面,对“依赖” “无用”等标签的恐惧是横亘在边缘老人进入主流社会的心理鸿沟[18] ,
另一方面,政策保障、设施资源等环境因素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老人社会融入的“拦路虎” 。 Walsh 等

从宏观概念入手审查老年人遭遇社会排斥的领域,囊括政治文化、公共参与、设施服务、社区支持等

范围,全方位的梳理为社会融入提供背景框架。[9] Burns 等的研究表明邻里关系微妙地干预老年人的

社会融入态度和行为,揭示社交空间的重要性[19] ,在邻里关系基础上,Dahlberg 等发现社会排斥与城

市、农村的地理位置有关,福祉措施需要因地制宜[20] 。 Dawson-Townsend 在前人社会孤立和孤独、抑
郁等情绪关联的研究基础上,实证发现保持社会参与有利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并对具体的社会活

动模式进行了探索。[21] 这些研究从生态文化、社会规范到人际交往、心理认知,外国研究多采用量化

方法,以问题解决为导向探讨老年人社会融入的困局,以实用主义范式直击社会痛点,探讨打破社会

壁垒的路径。
(二)老年人的媒介使用与数字反哺

随着数字化生存越来越成为常态,媒介技术形塑人的社会行为,也成为组织日常生活的结构性

变量。 随之而来的数字鸿沟问题成为横亘在不同代际、群体间的因素。 老人往往被认为是技术采用

的后知后觉者,被视为“被遗忘的群体” ,而数字媒介使用成为缓解这一问题的可能性路径。
在互联网使用情况上,大多数老年人已经感知新媒体的便利,手机成为他们积极维系社交的工

具。 老人的社会融入程度和生活满意度是互惠关系,社会活动有助于健康和长寿,良好的生活状态

反过来又有助于参与社会融入。[22] 研究表明,老年人使用新媒体能够提升生活幸福感、降低孤独感、
增强认知能力,[23] 老人作为节点在数字社会中实现连接,加入社会互动,老年群体的互联网接触所

形塑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正在凸显。 也有学者注意到数字化引发的认知内卷、算法迷失、身体异

化等问题[24] ,仍处于弱势地位的老年人群无法平等享受数字化社会带来的便利,甚至被排除在外。
基于此,代际间的“文化反哺”和媒介教育进入老人社会融入的视野。 文化反哺不仅会在两代人间形

成更为和谐的共生方式以缩小代际鸿沟,还能开阔老人眼界以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在媒介使用中完

成自我赋权。[25] 总的来看,学界以社会融入为底层逻辑,围绕数字时代老年群体新媒体使用价值、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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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效果与提升策略三方面展开,关注增强社会融入的路径及其效能。
(三)农村老人的短视频使用研究

如果说社交媒体时代语言文字牢牢地掌控在都市精英那里,短视频的出现则是一次难得的技术

赋权。 短视频重新定义了网络传播的语言规则,低生产门槛、直接快速的情感唤起、社交资本的转化

等特征促使短视频飞入寻常百姓家。[26] 短视频秉持人人参与的底层逻辑,吸纳大量老人主动的“入

场” 。 老年群体的短视频使用研究集中在银发网红身上,主要关注银发网红的生成机制和效果两方

面。 在效果层面,银发网红潜在的社会价值和显在的商业价值勾连,产生积极价值导向、弘扬正能量

等正面影响[27] ,也有研究把老年网红的媒介形象划分为知识传播者、刻板印象纠正者、潮流元素推

动者等多种面向,发挥银发网红知识领袖、人生导师的引领作用。[28] 这类研究以银发网红的全新视

角去理解老年群体,凸显老人独特的身份意涵和叙事风格,但对网红老年群体的关注也意味对边缘

老年群体的忽视。 研究多考察外部环境对银发网红潮的影响,是“时势造英雄” ,而少从“英雄造时

势”的内生性视角去剖析相关行为。 在农村,不少自媒体用户在短视频赋权下拓展话语权,将自我表

达与主流媒体、县级融媒体建设有机融合[29] ,是构建乡村文化传播新生态的重要力量,也是融入主

流社会的有力话语展现。 那么,短视频创作既为农村老人社会融入增添可能性,也具有促进乡村治

理、助力乡村振兴的社会意义。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将老年群体社会融入作为一种社会症候,对这一群体的社会融入的社会逻

辑、影响因素和融入方案进行了探讨。 但尚有不足。 主要体现在:一是主要聚焦老年群体网络社会

融入的被动性,对其融入的主动性关照不足。 二是研究对象聚焦在容易被看见的群体,如老漂族、银
发网红,而被遮蔽的、社会边缘性、弱势的农村老年群体需要更多关注。 基于此,本研究沿着媒介技

术变迁对社会文化影响的脉络,探讨短视频与农村老年群体社会融入的复杂关系,选择了短视频这

一门槛较低、易于上手的媒介形式,审视农村老人的积极、主动的媒介使用行为,即探讨农村老年群

体的边缘性与社会融入的主流性之间存在何种张力,以及如何在短视频中表现自己,农村老人的生

命体验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深嵌其中的等问题。

三、研究设计

农村老年群体因地域、年龄等因素而呈现了较大差异,同时研究主要考察短视频使用的作用与

角色,所以,本研究选择研究积极主动融入社会的媒介使用者,而非总体性的农村老年群体。 一般只

作为接收者的短视频使用行为,并不能完满地展现兼具生产和接收活动,尤其无法很好地呈现社会

融入的主动性行为。 因此,在研究对象上,本研究选择作为短视频创作者的农村老年群体,农村老人

拍短视频这一行为表征显在的社会融入期许,是边缘群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其背后的媒介意义与社

会意义是值得考究的。 在老年群体对象界定上,按照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凡年满 60 周岁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属于老年人。 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采取了两种途径:一是在“灰豚数据”网站上

按照年龄、区域选取留有联系方式的短视频生产者,获得 5 位受访者;二是身边人滚雪球的方式,获
得 9 位受访者。 对他们进行电话访谈、面对面访谈,访谈语言为普通话和四川话,在受访者知情的前

提下对访谈录音,通过讯飞听见转为文字稿,并对照录音进行矫正。 访谈问题大致为两部分。 第一

部分涉及被访者基本情况,包括年龄、学历、手机使用情况、短视频使用情况;第二部分关于家庭支持

情况、短视频拍摄的动力、自我认同感、内容生产体验等。 访谈结束后,阅读文字稿,结合访谈时的笔

记提取线索,以此形成本研究结论。
研究者还运用文本分析法,文本包括:一是所有受访者的短视频内容,共 4228 个短视频文本;二

是这些视频下方的评论文本,采用随机抓取评论样本 300 条评论。 通过对农村老人创作的视频作品

进行编码,以窥见他们以一种怎样的内容、话题参与人际互动、社会感知。 同时对这些短视频创作的

评论进行文本分析,从中探讨农村老人与亲朋好友、陌生用户的在线互动方式、主题和情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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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访者基本情况(截至 2022 年 6 月 25 日)

序号 性别 年龄 居住地 教育程度 拍摄时间 视频数(个) 粉丝数(个)

S1 男 61 西藏 没上过学 三年 410 9098

S2 女 66 四川 小学 一年 63 918

S3 女 60 四川 高中 两年 783 2. 9w

S4 男 71 山西 小学 三年 340 1. 7w

S5 女 65 四川 初中 半年 243 7602

S6 女 68 陕西 没上过学 两年 314 5923

S7 女 61 福建 没上过学 一年 209 7735

S8 女 63 四川 高中 一年 78 3332

S9 女 66 湖南 初中 四年 641 1. 4w

S10 男 62 四川 没上过学 四个月 13 1381

S11 男 65 山西 没上过学 半年 49 4393

S12 女 69 四川 小学 两年 93 5504

S13 男 70 浙江 初中 一年 475 1022

S14 女 71 重庆 没上过学 两年 517 8986

四、研究发现

边缘群体是话语的边缘者,往往成为话语系统中不被看到的群体生命。 短视频使用使得这些群

体尝试进入主流话语圈层,尽管过程是缓慢而艰难的。 本研究通过短视频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发
现农村老人的短视频使用在家庭融入、人际关系的融入的诉求与满足中,以自我独有的表达方式,获
得来自亲朋好友以及社会应许与共鸣。

(一)联结诉求与满足

农村老人主动接入互联网是数字代沟的隔阂感、家庭处境的边缘感、社交关系的距离感等隐秘

情绪的外在表露。 来自家庭内部和社会场域的心理诉求在短视频的使用中得到满足,这一过程既是

家庭危机的自我救赎,也是社会结构性变化的协商适应。
在家庭中,数字代沟隔阂感和家庭地位边缘化使得农村老人情感失衡,内里情绪的失落是刺激

其发生互联网主动接入的根本原因。 对老人来说,触网不是必需的,但家庭和美是必须的。 具体而

言,其一,数字代沟的隔阂感是农村老人加入互联网的驱动力。 媒介技术的加速更迭重塑每个人的

生活模式,年轻世代在新媒体中如鱼得水之时,生理机能、思维能力等掣肘年长世代进入数字时代,
两个世界的差距被比喻为数字鸿沟。 这种不平等表现为数字代沟,即父母(亲代 / 传统世代)和子女

(子代 / E 世代)在新媒体采纳、使用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方面的差距。[30] 代际技术经验的断层在亲

情中漫延,拉大家人之间的距离。 当与作为精神支柱的亲人心理距离越来越远时,农村老人弥合数

字代沟的心理诉求愈发强烈。 受访者隐晦地袒露自己在向后辈询问网络使用问题时双方产生的

不快:
有时候不懂就多问了几句,他(孙子)说话越来越激动,语气都变了,那反应就跟我做错事了

一样,我就觉得自己跟他们好像没得以前那么亲了。 ( S2,2022 年 1 月 18 日)
其二,与时代脱钩的老人在家庭单元中滞后,家庭权威的偏移反映老人家庭地位边缘化和家庭

决策权缺失的普遍化问题。[31] 互联网的到来加速家庭的“易主换代” ,也加深老人的不适感。 由此解

铃还须系铃人,用智能手机替换老年机成为农村老人的主动诉求,这既是交流的无奈、破局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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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含自我的期许。 而当老人把在短视频中了解到的流行词语、热点事件与家庭分享时,家人的诧

异欣喜提升老人的自我效能感,家人之间的共同话题普遍增多,并对老人的短视频接触行为做出正

面肯定评价,老人内心情感的缺失有一定的填补,也促进老人的媒介使用与生产。 受访者 S3 以愉悦

的口吻回忆道,当她因为阴雨绵绵停止拍摄一个月后,她的女儿常常催促她去拍视频,并以粉丝的口

吻为她加油打气( “美女姐姐要开心拍噢” ) 。 受访者 S3 在访谈中两次提到了这件事,重要性不言而

喻,不仅指涉家庭对老人拍摄行为的拥护和策励,更是失落许久的亲情距离的亲密时刻,这种能量化

作持续拍短视频的强大动力,成全老人的心理诉求,修饬家庭的内在抵牾。
而在社会场域中,老年人数字接入的初衷指向朋辈群体的步调一致性。 这种诉求源自群体的归

属感和自我的安全感。 Brashier 和 Schacter 指出,老年人依赖互联网进行连接的原因是他们在线下时

日益增长的孤立感和孤独感。[32] 短视频共享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保持个人与周围环境相关联。 沉

默的螺旋告诉我们感受到社会排斥恐惧后的个体力图避免陷入孤立状态,努力靠近周围环境与他人

保持连接。 换句话说,人际关系的维系不仅需要物理身体的亲密性,还在于社会认知的一致性。 因

此,筑牢友情纽带的意愿激发“网络状况外”的老人对手机产生使用兴致,态度由被动消极到主动接

触,朋辈在互联网接入上发挥着“先用带动后用”的积极作用。 而在疫情之下,许多受访者还表示是

疫情的封控推动他们走向互联网,居家隔离时打发时间、充实生活的简单动机触发农村老人互联网

接入的心理愿望:
除了看电视,没有其他活动。 新闻都说最好不出门,为了安全我就待在家哪儿都不去,无聊

的时候跟亲戚朋友打电话聊天,好多都让我玩抖音,我开始都不晓得抖音是啥东西,他们就说要

在手机上下载,可以刷视频,很好玩。 ( S10,2022 年 3 月 14 日)
农村老人在家庭、在朋辈、在疫情的场景中体验到的不被理解的酸楚、落后朋辈的哑然、岑寂生

活的闷倦都寄托在媒介的魔法中,幻化成体谅、包容与自我赋能。 互联网的接入开阔农村老人的视

野,改变日常生活的行为图式,心理的诉求在媒介接触中得以满足,在社会融入中得以融洽。
(二)技术规避与有限度的驯化

技术障碍是老人在使用互联网中产生心理焦虑和降低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因素。[33] 技术障碍的克

服意味着某种程度上对短视频的驯化。 Sliverstone 运用驯化来隐喻技术媒介在家庭场域普及过程中

产生的意义赋予、文化冲突与协商,该过程大致分为“商品化” “想象” “挪用” “客体化” “整合”和“转

化”六个面向。[34] “商品化” “想象”两个环节发生在购买行为前,“客体化”和“整合”更强调空间意义

和个体意义,因此农村老人适应互联网表现在以短视频为中介展演“挪用”和“转化”的两个意义范

畴。 “挪用”意味着短视频从公共领域进入到私人领域,“转化”是把在私人领域赋予个人意义的技

术重新输送到公共领域[35] ,展示人对技术创造性嵌入的驯化关系。
驯化发生前,农村老人游离于想学但学不会的状态。 究其原因,主要受文化水平和生活环境两

方面的阻碍。 其一,农村老人大多出生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大环境使得他们的教育程度处在

“文盲”与“半文盲”之间,文化的滞后限制他们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娱活动,自然而然地削弱了互联网

带来的多功能属性。 其二,区别于城市的喧嚣,农村地处偏僻、资源贫瘠,信息环境封闭,技术普及迟

滞,智能手机的移动支付、在线阅读等功能在农村老人的生活经验里是空缺的,老年群体闲置智能手

机的多功能用途:
和棒棒机用法一样,我又不像他们年轻人那么会用,我就打电话嘛,我家孩子教了我两次使

用方法,还是学不会年轻人那一套啊。 ( S4,2022 年 3 月 4 日)
数字服务设施的不断下沉,短视频逐渐成为农村老人的“新锄头” 。 初次触网受挫的不适感到欣

然接受短视频的情绪转变,在于短视频的短平快、“往上刷”等特点契合农村老人的使用习惯。 如果

说年轻世代是以牟利出名为目的来经营短视频,短视频则被年长世代视为填补文娱生活的重要方

式。 如前文所述,环境因素和文化因素制约老人集体性文娱生活的顺利开展,而短视频的趣味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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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性填充了农村老年文娱生活的“真空地带” ,便捷的操作和大数据个性化的私人订制为农村老人

提供成本最低、场景实用性最强的消遣方法。
短视频的入场降低了农村老人与社会连接的门槛,给予老人“挪用”和“转化”短视频的机遇,这

是一个驯化过程,也是个体意义的嵌入和社会价值的浸润、输出。 区别于年轻人拍视频的利益不公

性动机,农村老人短视频实践更具纯粹性,他们挪用短视频的商品性意义,将其视为一种非不公性利

益的陪伴,关注刷短视频的乐以忘忧、消愁解闷作用:
人老了睡眠就不好了,以前都是半夜醒了心慌,现在就是睡之前耍一会儿视频,困了就睡,

睡醒了一觉再耍,耍困了再睡。 ( S7,2022 年 1 月 26 日)
可见,老人主观能动地把短视频挪用进日常生活中,让短视频休闲时间契合劳作时间、睡眠时

间,消弭晚年孤独,填补精神空白。 在他们看来,抖音、快手是他们生活调解、日常消遣之所,也是有

形的空间,他们在里面建立自己的亲朋好友关系网,并且基本上只挑选关注身边的好友,而对不认识

的粉丝理会频率低,也就是说,他们的兴趣点使其专注生活情境的事件,而无视短视频中的连接、关
注和流量机制。

作为边缘群体,农村老人不仅挪用短视频来满足精神需求,还把短视频转化为展现自我、获得认

同的表达渠道,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外化为短视频,无形之思转化为视听之像。 亲人朋友带

动往往是转化的推动者,农村老人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成为拙劣的“模仿者”和积极的“合众者” ,而
转化建立在媒介可见性基础之上,短视频的可见性与农村老年群体的边缘属性深度互嵌,操作简便

的特点是老人拍摄短视频的基础,生成的短视频利用算法推荐机制延展能见度,使得农村老人从媒

介遮蔽者变成自我呈现者。 对受访者创作的视频文本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见图 1、图 2) ,使用带有音

效的“情景模仿秀”是农村老人的第一选择,所使用的模版不是随机选择,而是在刷短视频过程中因

钟意而收藏的,是自主选择的结果。 譬如一个短视频展现了在牛羊成群的大草原上,老人容光焕发,
使用滤镜扮成牧羊女,唱着“白云飘在那蓝天里,我在草原上遇见了你” (但老人只对口型,模版自带

音乐)的画面,投射出老人内心的美好憧憬与向往,类似的情景模仿在农村老人的短视频作品区不胜

枚举。 其次,“分身特效”也是农村老人所爱,比如一个老人斜挎着包,头带蓝色帽子,随着音乐《咱

们的领袖毛泽东》节奏有序的小踏步,而画面中呈现出的是“一人拍出一支队伍”的一群“相同的人”
踏步特效。 在拍摄声音方面,相较于用单调的独白让美好留存,农村老人多选择画面和背景音乐相

结合的方式,用镜头无声记录田间地头辛勤耕种、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等场景,配上诸如《云上情歌》
《家乡美》的优美音乐。 在家中拍摄时,农村老人常以一个人自拍的视角呈现,把手机随意地靠在墙

上,对拍摄角度往往没有太多的讲究,而是乐在其中,享受整个拍摄的过程,有的受访者会在外出跳

舞、干农活时带自拍杆协助拍摄,小光圈大景别展示更完整的地点、人物和情节,烘托跳舞喜庆、务农

勤恳等氛围。 同时,这些私人领域的生活经验通过短视频平台向公共领域转化所衍生的浏览量、观
看数、评论量等编织幸福感、自我效能感等文化意义。

我姑娘让我在抖音上拍平时跳舞的视频,我开始随便拍了一下,没想到有好几千人会看我

的视频,还夸我漂亮姐姐、年轻的奶奶,我看到就很开心啊,这么多人关注我,我肯定要一直拍

的。 ( S3,2022 年 2 月 19 日)
不少受访者由此深受鼓励,这是社会评论带来的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社会行为的再延续。 转化

不仅是生活内容的展演,而且指向自我认同与主体性建构,可视为自我轮廓的修缮,社会规范的调

适。 因此,凭借对短视频的某种程度的驯化,农村老人挪用原有的商品性意义,赋予其消解晚年孤

独、丰富文娱生活的社会性意义,削弱短视频的经济功能,转化为自我表达和社会融入的工具,实现

从场外路人、入场围观到主动参与的跃升,不论是观看短视频,还是拍摄短视频,既是排遣孤单的方

式,也是社会融入的策略,都是在技术驯化中知悉、感知、参与大千世界,以及被主流网络社会关注、
点赞、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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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村老人短视频创作特点

图 2　 农村老人短视频创作的主题

(三)社会应许与共鸣

农村老人在驯化短视频的过程中认识世界、体认世界,同时实现社会认同与自我认知。 农村老

人创作短视频之所以得到社会应许,得益于主流社会对这一媒介行为的认可,和对短视频内容所构

造的田园想象的合意。 来自亲朋好友的点赞、评论会修改农村老人认知图式,予以能量、意义、自得,
一并逼促外在行为范式的转变,从内在涌出的效能之流穿越外界的压力,渡越无形的鸿沟,聚合身、
家、乡、国于生命意识,唤醒沉睡已久的主体意念,冲开主流社会的大门,激活“我”的自主性、能动性,
也激活“他”对诗与远方的回归、展望。

一方面,社会应许是对农村老人短视频生产行为的应许,其间夹杂的是主流与边缘意识壁垒的

消解。 从受访者短视频评论区中随机抽样 300 条评论进行文本分析,编码情况如表 1 所示,对短视

频主体的行为、观念表示认可赞扬的评论数为 182 条,占比 60. 6%;评论态度以正面为主,其中 278
条都是正面肯定,占比 92. 6%。 评论区中不乏“美如花” “大美女” “演艺棒极了”等评价,表面上是对

老人短视频中身体展演所象征的灵动、矫健的肯定,实际上是对短视频生产行为的肯定。 对于主流

网络社会,农村老人的短视频生产行为不仅是展示生活、展现才艺,更表征农村老人的主体性建构,
是在网络空间形塑的身份认同,是农村老人不断增长的自我意识,满足心理诉求的最佳机制,数字代

沟的破局之道。 在短视频可见性生成的点赞、评论等符号互动中,农村老人捕捉社会应许,这反作用

于农村老人的自我认知,促使完成从边缘封闭的农民到人人可见的短视频生产者的身份认同的嵌入

与转变。
另一方面,社会应许也表现为对农村老人短视频内容的迷恋,是对都市现代性社会中失掉的灵

魂栖居和诗性空间的挽歌和悲鸣。 “乡村传统在脱离了地方物质基础后仍可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资

源应对现代性危机” [36] ,农村老人短视频中所展现的乡土淳朴景观化解地方与空间的矛盾,灶房院

坝、耕地喂鸡化约为一种田园美学,短视频上的乌托邦带来视觉与心灵的双重慰藉。 短视频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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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勾连网络社会和农村老人,使得边缘群体日常生活创造的诗意叙事流入大众视野,既是农村老

人融入社会的契机,也唤起压抑已久的“他”回归、解放等奇妙反应,在朴素闲逸的短视频内容中,现
代性创伤得以短暂的自愈。

表 1　 短视频评论的主题与态度

类别 子类别 类别解释
数量(条)

占比
举例

评

论

主

题

日常问候
指在评论区里礼貌问好,如同

线下见面时的问安。
32

10. 6%
“帅哥下午好[玫瑰] ” “谢谢你的关注,早上好”
“二哥,早上好”

认可赞扬
指观看者对短视频中主体的

行为、态度、观念等表示肯定。
182

60. 6%

“其实您一点都不老,为什么叫自己老人呢” “老

人家,你也成网红了” “哇塞太美太美啦[玫瑰]姐

妹美如花,优雅大方动人歌声靓丽光彩照人”

祝福贺喜

指的是对短视频主体的道贺

行为, 比 如 节 日 祝 愿、 生 日

祝寿。

66
22. 0%

“祝您大美女六一儿童节快乐[鼓掌] [鼓掌] ” “长

寿面吃了两百岁,二妈生日快乐[比心] [ 比心]
[蛋糕] ” “祝你们扎西德勒! 心想事成!”

内容反馈
是指对短视频中的内容重点、
亮点进行阐释、强调。

14
4. 6%

“下雨好凉快[笑脸] ” “亲爱的,这是在泸州还是

在贵阳?”

质疑嘲讽
指观看者对短视频中主体的

行为、态度、观念等表示否定。
6

2. 0%
“你们一天没事干嘛?” “你说话前最好先打个草

稿[无语] ”

情

感

态

度

正面

指的是对短视频中的主体及

文化行为表达认可、肯定、鼓

励等态度。

278
92. 6%

“大叔您的视频点赞率不错哦[鼓掌] ” “老妈妈,
你精神,我高兴呵!” “朱哥多才多艺,演艺棒极了

[666] [666] ”

中性
是指没有明显的正面或负面

倾向。
16

5. 3%
“五粮液每天睡觉前半斤,连续二十年” “去重庆

了啊?”

负面

指的是对短视频中的主体及

文化行为采取消极的评价,表
达否定、批评、抨击等态度。

6
2. 0%

“会不会带孙儿,摔着了都不上去抱起来”

　 　

社会应许的布局呈现出差序格局波纹般的特点,以血缘为核心,以短视频为媒介,突破地缘关系

的局限。 不论是现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以老人自我为中心搭建的社交圈最核心部分以家人亲戚为

主,而对他们的在线互动与反馈往往最先来自家人亲戚。 也就是说,短视频使用与互动动力机制暗

含着“差序格局”的逻辑。 家人亲戚是农村老人的重要支撑,在短视频创作中给予老人赞赏和鼓励,
在平台上化身忠实粉丝点赞、评论,线上互动与线下肯定的叠加深化农村老人的自我认同,评论区中

诸如“二妈” “朱哥” “二哥”的称呼都证实评论者和拍摄者之间的亲密关系。 波纹外延的是与网友粉

丝的弱关系连接,短视频平台的中介性和聚合性扩充了老人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的幅度,突破传统

的农村地缘、血缘关系圈,是边缘身份与主流价值双向感知的窗口,赋予老人潜在的情感归属、显在

的行为图式。
同时,短视频使用还引发农村老人参与公共事件的行为。 媒介赋能与社会应许为农村老人的乡

村在地实践提供技术支持、精神动力和社会期许。 不少研究表明,数字媒介嵌入后的农村老人更能

有效地处理邻里关系、促进乡村治理[37] 、再造村庄公共交往[38] 。 在访谈中,一些受访者表示通过短

视频他们才知悉新冠肺炎疫情的感染情况、抗疫现状、政策方针。 其中,受访者 S8 提到,因为对短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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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中用自制铁竿守住进村要道以区隔外来人员的治理方式印象深刻,所以她曾向所在村村委会提议

使用这个方法,村委会也采纳了这个建议。 不仅如此,农村老人还扮演着维系和巩固地域性民俗文

化、处理地域矛盾纠纷等传承者、调解员、宣传者的角色[39] ,短视频在其中的作用值得进一步探讨。

五、结论与讨论

研究聚焦农村老年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立足于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发现农村老年群体在所

处地方空间与媒介空间之间进行着文化适应与文化协商的现象,从而促进农村老人的社会融入,并
表现为联结诉求与满足、技术规避与驯化、社会应许与共鸣三个心理路径。 总的来说,本文一方面考

察在“可见”状态下反观“不可见”到“可见”的演进路线,阐释短视频技术如何介入农村老人的日常

生活,并辅助老人完成社会融入,边缘群体与主流空间的张力关系应从农村老人主体性建构和社会

应许中得以理解。 另一方面从媒介意义生产诠释农村老年群体短视频生产的个体意涵和社会价值,
以边缘弱势视角为中心审视家庭之间、朋辈之间、组织之间的隐性问题,而只有社会融入理论视角才

能理解农村老人主体生成的深层意义,社会应许下的农村老人可以缓解数字鸿沟,实现身体共在、情
感共鸣。

而在理论层面,本研究扩展社会融入的研究视角,在中国乡村振兴语境下描摹农村老人的技术

使用逻辑,并透视技术使用、社会融入与价值实现三者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从社会融入的媒介技术

面向切入,认为数字技术为弱势群体、边缘群体融入社会提供全新选择,边缘人群与主流社会之间只

需一部手机,就能实现与主流人群共处一个场域的愿景,而社会融入后的价值实现反过来确认主体

的生命深度,改造其行为图式,推动个体价值的社会展演。 借助短视频,农村老人得以看见。 农村老

人曾经是历史的“不在场者” ,是社会的“无何有之乡” ,而短视频的平民装置消弭精英化的遮蔽,明
媚的阳光透射既有的荫蔽,被遮蔽的弱势群体得以显现。 这个过程展现由内里变化驱动行为表意,
由技术赋能实现价值转换,农村老人游离在边缘与主流二元范畴间的社会性状态。 短视频技术的加

持开阔老人的眼界,促进农村老人踊跃参加乡村治理、文化维系,积极调和邻里纠葛,人际冲突,在乡

村振兴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但同时需要警惕技术对人的异化,初尝网络快感的农村老人未曾觉察异

化已经展现其统制性面貌,技术异化制造网络诈骗陷阱,真假信息泥沙俱下,徒增老人困扰,同时老

人为观看短视频化身银发低头族,脊椎负担加重、用眼过度等使身体异化成为关注焦点。 技术这把

双刃剑不仅能充当老人认识世界的一扇窗,还能宰制老人成为数字技术的忠实奴仆。
其次,本研究关照具体的农村老人,正视其社会融入的主动性意图和主体性意义。 本文在深度

访谈的微观叙事中感知农村老人个体的生命体悟,挖掘媒介使用“被看见”的价值,既是一种主体性

建构,又是一种媒介赋权,媒介赋予的不仅是主体叙事,还是农村老人再社会化的生命历程。 这个过

程也展演了弱势群体内心镜像中认知世界与自我关系的出口,边缘人僵局突围的主观能动性得以领

会。 这既弥补社会融入宏观概念的空洞性,又彰显社会融入的主体性意义。
然而,农村老人的社会融入并非一蹴而就,其间迂回曲折。 农村老人薄弱的媒介素养、所见即真

实的思维等问题仍然在影响他们的媒介化生活。 同时,短视频创作上存在“一镜到底” 、以模仿为主,
质量粗粝等问题。 当然,本研究所讨论的短视频使用并不是农村老人社会融入的“唯一方案”或“替

代性方案”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显示某种自主性、能动性的自由选择和生产性实践存在一定的社

会融入潜力,或多或少地改变这一群体的心理状态。 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虽然老人数字化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有必要,但仅靠数字化不足以拯救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线上和线下战略相结合是亟须

的。[40]那么,如何使线上线下双轮驱动,共同助力边缘弱势群体化解社会存在危机有待进一步研究

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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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ation,
 

and
 

Social
 

Promise:
Rural

 

Elderly
 

Short
 

Videos
 

Used
 

for
 

Social
 

Inclusion

Yan
 

Qing,Li
 

Ningxin(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The
 

characteristics
 

of
 

" user-friendliness"
 

," usefulness"
 

and
 

" visibility"
 

of
 

short
 

videos
 

pro-
vide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rural
 

elderly
 

group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text
 

a-
nalysis,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rural
 

elderly
 

use
 

short
 

videos
 

in
 

three
 

aspects:psychological
 

appeal
 

and
 

sat-
isfaction,technological

 

avoidance
 

and
 

domestication,and
 

social
 

promise
 

and
 

resonance.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try
 

to
 

alleviate
 

the
 

estrangement,edge
 

and
 

distance
 

they
 

face
 

in
 

family
 

space
 

and
 

social
 

field
 

through
 

the
 

use
 

of
 

short
 

videos,and
 

use
 

their
 

original
 

commercial
 

meaning
 

to
 

dissolve
 

loneliness,drive
 

psychological
 

interac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form
 

of
 

digital
 

interaction,and
 

achieve
 

social
 

inclusion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study
 

not
 

only
 

highlights
 

the
 

life
 

understanding
 

of
 

the
 

rural
 

elderly
 

as
 

individuals,but
 

also
 

de-
scribes

 

the
 

logic
 

of
 

technology
 

use
 

of
 

the
 

rural
 

elderl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providing
 

a
 

short
 

video
 

perspective
 

and
 

a
 

path
 

to
 

discuss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social
 

inclusion
 

of
 

the
 

rural
 

elderly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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