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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形制短小的网络原创视频短片呈现出与传统影视不同的风貌。从影像语言
角度看，网络原创视频突破影视艺术奇观化的趋向，总体上体现出平实的特征。从形象
塑造角度看，网络视频更多关注小人物，展现寻常人寻常事，呈现日常化特点。网络原创
视频依托网络传播平台，具有碎片化倾向。平实的影像语言，日常化的形象建构，小空间
的微叙事让网络原创视频呈现出民间化的艺术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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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原创视频短片非常庞杂。作为正在形

成中的影像艺术形式，既和传统影视艺术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与它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本文主要从影像语言、形象塑造、叙事特点等角

度，在与传统影视艺术的比较中，阐明网络原创

视频短片所呈现的独特风貌。

一、平实化的影像语言

影像语言主要包括画面 ( 镜头) 、声音———
“语汇”和声画构成方式———“语法”两个层面。
影像语言是构成影视艺术形象的基本要素，影视

形象是在影像语言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能引发观

众情感反应的人物形象或生活图景。两者相辅

相成共同完成影像艺术品质建构。与传统影视

作品相较，网络视频短片首先在影像语言方面发

生了变异。
从画面内部构成上看，网络原创视频短片往

往比较重视交叉性。图文、动画、影像、特技相互

交融，共同完成形象塑造。网络原创视频短片

《人之初》就把手绘动画和真人结合起来，别具一

格。动画内容主要表现“盘古开天”、“后羿射

日”、“夸父追日”神话故事。短片中两个年轻人

为后羿形象争论不休，一个坚持按照文献记载来

绘制，一个则希望按照自己理解来演绎神话。结

果后羿和夸父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中，后羿时而用

弓箭，时而用弹弓甚至火箭炮射日，夸父则跟着

太阳不停奔跑，配上背景音乐《我一直在路上》，

显得非常荒诞，出乎观者意料。
从画面景别角度看，网络视频短片一般采用

近景和特写的方式，强调镜头的运动感。电影中

恢宏的全景式大场景一般不适合网络视频短片，

因为网络视频的视窗往往不大，无法形成电影那

样的视觉冲击力，所以网络短片常常取长补短，

利用近景或者特写来加强视觉效果。近景的好

处是善于表现人物的内在心理，劣势在于忽略人

物和环境的联系，多用小的景别让网络视频更接

近于电视。
从画面色彩角度看，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网

络电影并不醉心于大银幕可以追求的丰富的光影

层次和复杂的色彩方案，而是倾向于一种单纯的、
表现力和装饰性都很强的色彩方案和用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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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电影的光影和色彩设计力图使影像丰富和复

杂，更像在做‘加法’，而网络电影则力图使影像单

纯和更具表现力，更像在做‘减法’。”［1］141

从影像“语法”角度看，网络视频短片常偏重

于蒙太奇，较少运用长镜头。与长镜头相比，蒙

太奇节奏快，传达的信息量多，更长于叙事，短于

抒情。蒙太奇更能体现作者的剪辑叙事功力，剧

情片更是如此。长镜头似乎更长于抒情，节奏舒

缓，强调对“现实生活的复原”，具有真实感。对

网络视频短片而言，因为时长和剧情的需要，蒙

太奇更为适合。
从文本结构看，有的视频制作者改变传统影

视的线性结构，采用非线性方式结构文本。超文

本结构可以说是网络视频充分利用媒介优势的结

果，也是其最具特色所在。网络视频常常利用媒

介优势提供比传统影视更多的艺术信息。例如提

供拍摄花絮、同类视频、相关评论、作者链接等延

伸“阅读”，增加深度、拓展广度。有的在文本内部

设置多重链接，为观众提供多重路径选择。如号

称“中国第一部互动网络电影”的台湾春水堂公司

制作的《175 度色盲》，就是一部具有实验性质的

电影，结合真人拍摄与 2D、3D 动画和网络制作软

件，实现在线观看。为了克服视频文件过大造成

速度慢的问题，制作方特意将电影分为若干片断，

利用压缩技术与 flash 软件制作，每段影像大小只

有 2M。在播放方式上，突出网络互动性，网民可

以顺看、倒看、跳看，增加观者主动性。
2009 年底由香港林氏兄弟制作的网络互动

剧《宅男的最后 120 小时》标志着类似点播式互

动剧的成熟。该剧在一些重要情节点上设置不

同链接，提供多重路径选择。根据选择路径的不

同，观众看到的剧情也不一样。如果选择“正确

的”路径，故事结局比较美满，女主角还主动献

吻。《宅男的最后 120 小时》被放置网络后，引发

了网民的参与热潮，在海外华文世界引起了广泛

响应。网上甚至出现了破解《宅男的最后 120 小

时》的攻略。像《宅男的最后 120 小时》这样的互

动剧，实际上是视频的游戏化，所不同的是互动

剧往往是真人出演的。
非线性结构方式把观众从被动状态中解放

出来，成为主动的观众，甚至变成制作者。将来，

网络视频艺术可能向互动发展，让观众参与到剧

情的建设中来。网络视频观众可以通过视频提

供的入口增删作品与原作者共同“完成”创作。
当观众按照自己的意图对网络视频重新进行加

工、组合时，观众就不再只是欣赏者，而是变成了

网络视频的作者。网络视频观众成了制作者、播
放者、观者的三者统一体。这在传统媒体中是不

可能实现的。
理论上讲充分互动的网络视频最能体现网

络的特点，但是这类视频技术要求高，制作成本

大周期长。视频互动依赖于通讯技术的发展。
基于宽带多媒体通讯技术，一直是互动艺术发展

的最大技术瓶颈。传统的电视多媒体传输技术

非常成熟，但不能和观众形成有效互动。基于专

线网络的多媒体通讯，不仅第一次投入成本太

高，管理和维护也是一个大的问题。宽带互联网

是最低成本最容易普及的方式，不过，其技术难

度很高。目前在全球能很好地实现高质量多媒

体通讯的厂商并不多。互动网络视频艺术也正

处于探索状态，有很多不确定性。虽然互动式网

络剧是网络视频艺术的发展方向之一，但目前充

分互动式网络剧并不多见。
与影视艺术越来越趋向于奇观化相较，网络

视频总体上呈现出平实的特点。奇观化是影视

商业化的产物。如电视武侠片展现的“暴力美

学”，战争片和灾难片的火爆场面，给人强大的视

觉冲击。如果说奇观化的影视艺术有形式主义

趋向的话，那么网络视频更倾向于“自然主义”。
大多数的网络视频是个人制作，时长从几分

钟到几十分钟不等，这一方面和当代文化的“快

餐化”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物质技术条件的

限制，让网络视频制作者要想凭借个人的力量完

成大制作几乎不可能，由此短平快的视频成了自

然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说，平实是网络视频不

得已而为之。与传统影视艺术的精致化不同，有

的网络视频在制作上可以说是粗糙的。质朴的

影像语言，可能无法形成视觉上的冲击，但平实

的影像更接近生活本身，让网络视频整体上表现

出民间文化的特点。

二、日常化的形象建构

网络视频在人物形象上一个突出的特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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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小人物。传统媒体“不可能超越权力或利益

左右，要么形成‘作者中心’，要么形成‘观者中

心’。”［2］199主流媒体因为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

在题材选择和人物形象塑造上往往切合主导观

念。如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剧，大多是宣扬

“主旋律”的作品，是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商业

媒体一般也很少关注没有什么消费能力的底层。
“媒介宣传往往营造出一个虚幻的拟态环境。在

传播内容上，反映‘强势人群’的价值观念、思想

感情、生活方式的东西越来越多，而站在‘弱势群

体’的立场反映他们的愿望、要求、呼声的东西越

来越少。”［3］111

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比较早的是“新纪录

运动”的倡导者。他们的作品一般不受弘扬主旋

律的约束，视角更为宽泛，一些边缘人物走进了

人们的视野。乞丐、农民工、同性恋、妓女、残疾

人、流浪者、小商贩等小人物成了“新纪录运动”
关注的对象。对边缘人“非常”生活状态的展示，

体现了“新纪录运动”视频制作者平民意识和人

道主义精神。对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怀是新纪录

运动的重要内容。前期比较著名的有杜海滨《铁

路沿线》中的乞丐、朱传明《群众演员》中的寻梦

人、吴文光《江湖》中的卖艺人等等，最近几年影

响比较大的有龚向阳《印马渡》里的痴呆儿、金华

青《瓦全》里的拾荒者、范俭《命》里的出租车司

机等。
边缘人形象是对主流文化的有益补充。长

久以来，边缘人被主流媒体和社会忽视了。主流

媒体关注更多的是那些具有“先进性”的人物，如

企业家、劳动模范、文化精英、运动健将等。商业

媒体考虑更多的是塑造能满足潜在消费者收视

欲望的屏幕形象，如都市白领等小资形象。独立

影像很大程度上是对上述影视形象的突破。
边缘化题材虽然有一定的社会和艺术价值，

但是也不能走极端，否则有矫枉过正之嫌，边缘

人毕竟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有的作者拍摄一

些边缘人不是“引起疗救的注意”，而是完全出于

猎奇心理，这是不可取的。另外，太多地表现边

缘人的苦难生活，一味地揭社会伤疤，虽然具有

一定的社会批判功能，但是可能给观众塑造一种

悲观情绪，让人看不到希望。
网络视频对底层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继承

了独立影像的传统。无论是纪实片还是剧情片，

底层人物形象是网络视频的重要表现对象。如

网友 Flyliao 就把镜头对准了街头乞讨的少女和

路边炸爆米花的老人。不过，和独立影像类似作

品比较，网络视频纪实性题材制作周期短，内容

显得很 单 薄，没 有 什 么 背 景 介 绍，也 很 少 跟 踪

拍摄。
有的网络情节剧也把底层人物当作了主角。

舞铭指的《两个傻子的爱情故事》叙述了一对流

浪情侣间凄美的爱情故事。两个流浪城市有点

“智障”的青年男女，每天靠捡拾垃圾度日。一天

清晨在垃圾桶里寻找食物，两人不期而遇，从此

相互扶持开始了他们“没有明天”的爱情生活。
虽然他们对未来有美好的憧憬，但是现实是残酷

的，不久女孩病了，男孩向路人求助，遭到冷遇。
为了拯救女孩生命，男孩不得已偷窃面包，结果

被人暴打。眼看女孩病情不断加重，在爱情的催

化下，男孩忽然变得“聪明”起来，伪装割脉自杀，

引起人们的关注，女孩终于被人送进了医院。类

似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盛世大像《在路上》的农

民工、冰河映像《最后乐章》的同性恋等。
不过网络原创视频中的底层人物形象，往往

被“美化”了，似乎底层人物都具有善良品行。大

多相关网络视频人物形象塑造有简单的阶级决

定论的嫌疑。边缘人并不都是“好人”，也并不都

是“坏人”，也不是非此即彼。在人物性格塑造

上，大多数网络视频显得比较简单，没有把人物

性格的丰富性展示出来。
独立影像和网络视频的创制者都关注边缘

和底层人物，在人物手法上有一定差异，更重要

的是独立影像带有启蒙性质，具有精英文化的特

质。独立影像可以说是精英知识分子为实现启

蒙的自觉制作，而网络视频大多为草根网民自发

的率性而为。独立影像除了关注底层，精英阶层

也是其展现的对象，比较早的如《流浪北京》，最

近的如陈镪的《另一种心跳》。而网络视频基本

展现的是寻常人寻常事。大多数网络视频表现

了日常生活的某个片断，由此造就了网络视频的

日常化。
如手机拍摄的《香港巴士大叔》，画面粗糙，

情节简单，展现了公共汽车上老少两个人吵架的

场景。一个年轻人认为前座的年长者打电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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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过大，拍其肩膀表达了不满，由此引发了两

个人的口角。年长者认为年轻人的举动是骚扰，

“得理不饶人”，非要年轻人道歉。在年长者一再

要求下，年轻人很不情愿说了声“对不起”，并

“握手言和”。视频片断揭示两代人的行为差异:

老者“倚老卖老”、“盛 气 凌 人”，少 者“冷 静 克

制”、“息事宁人”形成鲜明对比; 老者一方面行

动上比较克制，只是动口不动手; 另一方面语言

上却粗口频出，不时冒出“国骂”。少者面对老者

的“教育”，表现出“秀才遇到兵”的无奈。总之，

“对决”彰显了两个人的性格差异，比较富有戏剧

性。视频没有多少微言大义，类似人物和场景我

们在生活随处可见，非常真实。
网络原创视频的制作者多为影像爱好者，业

余者的身份似乎也让他们缺乏专业意识，而是以

“玩”的心态制作视频，导致了影像质量的参差不

齐，不过也因此表现出“原生态”特色。大多数网

络原创视频相对于积淀比较深厚的精致的传统

影视而言，制作比较粗糙，人物形象塑造也比较

简单。网络视频常用漫画式手法塑造形象。漫

画通常以简驭繁，寥寥几笔就能勾勒出一个生动

的艺术形象。网络短片一般不可能塑造丰满的

人物形象，常常突出人物性格的某一点，并使之

放大，形成了一定的漫画效果。

三、“小空间”里的微叙事

与传统影视相较，网络原创视频的别致之处

在于依托网络新媒体传播。网络视频更多把日

常生活引入故事中。很多网络视频就是对某个

生活片断的纪录，把邻里纠纷、交通事故、毕业聚

会、旅行游记、奇人奇事等搬上网络。这些场景

大多具有很强的私人性，人们似乎不再关注具有

代表意义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讨论公共议

题的场域。公共空间不一定是实体，也可能是心

理或想象的虚拟空间。传媒就是一种重要的公

共空间。传统媒介时代的大空间被网络时代的

小空间代替了，“大众”被“小众”取代了。
我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后，公共空间和私人

空间分离是不彻底的，公共空间被政治化了，私

人空间被压缩至最小。改革开放后，政治化的公

共空间开始萎缩，分离为商业化的公共空间和私

人空间。前者如酒店、商场、商业媒体等。商业

化公共空间围绕市场建构，弥漫着拜金主义，丧

失了独立性和文化解放功能，因此是伪公共领

域。私人空间属于个人所处空间，关乎个人的生

活欲望领域，具有私密性。当代人们被分割在不

同的私人空间中。
媒体作为公共领域在我国似乎一直没有真

正实现。媒体长期以来是被操控的，前期主要为

主导意识形态，后期主要为市场原则。公共议题

很少进入媒体，因为在一元思想主导的媒介环境

下，不存在议题竞争。在市场原则主导的媒介环

境下，公共议题可能发生偏向。只有在媒介独立

的环境下，公共议题才可能实现。如独立影像运

动就主要关注大空间，注重议题的公共性。独立

影像运动时期的大空间有《广场》( 张元) 、《站

台》( 贾樟柯) 、《渡口》( 郭熙志) 等。关注的公共

议题有人权、环保等。
大空间和宏大叙事相一致: “有某种一贯的

主题的叙事; 一种完整的、全面的、十全十美的叙

事; 常常与意识形态和抽象概念联系在一起; 与

总体性、宏观理论、共识、普遍性、实证( 证明合法

性) 具有部分相同的内涵，而与细节、解构、分析、
差异性、多元性、悖谬推理具有相对立的意义; 有

时被人们称为‘空洞的政治功能化’的宏大叙事，

与社会生活和文化历史的角度相对; 题材宏大的

叙事，与细节描写相对; 与个人叙事、私人叙事、
日常生活叙事、‘草根’叙事等等相对。”［4］52

小空间和微叙事相一致。网络原创视频短

片则把镜头更多地对准了私人小空间。关注小

人物的日常生活和七情六欲，镜头对准的是街头

巷尾、宿舍、卧室、车内……关注小空间让网络文

化呈现出碎片化的特性。“一方面，信息技术快

速更迭引发了资讯产品的丰富化、媒介使用习惯

的多样化，读书、看报、听广播这样的媒介消费已

经被更为广阔的产品及服务组合所替代，诸如网

络下载、ipod、手机短信、多功能相机等。人们的

媒介消费越来越个性化，媒体服务的对象不再是

可以划分为有限的几类市场板块的受众集体，而

是日渐离散的有特定偏好的用户个体。另一方

面，信息传播新科技提供的快捷、易用、互动等特

性不仅改进了受众的消费体验，而且大大提高了

受众参与媒介生产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他们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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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草根资讯被称为用户自制内容( UGC) 。新技

术滋养下的新一代受众真正成为了同时扮演消

费者和生产者的‘传播单位’，他们加入到原有的

媒介生产体系中后，使得生产主体和生产内容都

呈现了碎片化的分散趋势。碎片化是对当前中

国社会传播语境的形象性的描绘。”［5］60 － 61 新媒

体是信息分散化、碎片化的有力推手。小空间的

微叙事比较热闹，什么都有。“网络短片对于叙

事传统的偏离、对于意义的消解也令它更注重光

怪陆离的影像而忽略了影片的内核，从而错失了

大批的观众。”［6］52 在众声喧哗的背后，往往少了

焦点，信息垃圾横行，由此限制了网络原创视频

的影响力。
网络视频是“后革命”时代的产物。网络视

频创制者常常缺乏精英式的启蒙理想。大多网

络视频是率性之作，是自我表现的产物，从而更

多地倾向于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要比个体主义

庸常和现实，处在微观的生活层面。个人主义常

常以自我为中心，不顾他人的利益，自私又凡俗。
个人主义反映在艺术实践领域，有的网络视频制

作者没有什么崇高的目的，只不过把网络视频当

成了自娱自乐的新颖的玩物。不少网络视频涉

及色情和暴力内容，如“小三”被打、裸体裸奔。
还有的视频制作者把目光投向了庸常的现实，记

录了邻里纠纷、泼妇骂人、妓女站街、醉汉闹事、
无厘头恶搞、牛人表演等生活片断。不可否认这

些视频可能具有一定的新闻价值，那些被传统媒

体过滤掉的东西，通过网络视频的纪录传播浮出

了水面。但是，这类视频更多的是个人情绪的宣

泄，缺乏历史感和理想性。另外网络视频常充满

了快乐情绪。如新近流行的各种版本的“江南

style”以及各种“整蛊”搞笑视频。这些作品构成

了对精英文化的反动。
网络视频也往往缺乏商业文化的专业性。从

技术层面看，网络视频的制作通常比较简单粗糙，

没办法和类似的商业制作机构相比。不仅硬件不

敌专业公司，自身的拍摄技巧也差强人意。网络

视频虽然没有商业化视频精致，但是却具有“民

主”意识，倡导分享。分享是网络艺术的重要特征

之一。网络视频制作者把自己认为值得传播的作

品传到网上，他们不计报酬，只是觉得这样做有

趣。没有经济上的动力和压力，让网络视频表现

出随意性特点。这又构成了对大众文化的反动。
无论是网络视频的创制者还是欣赏者，在开

放的网络世界践行着娱乐观念。他们把自认为有

意思的故事制作成视频，曝到网上供人分享，自娱

而娱人。自娱性可以说是民间文化最本质的特

性，民间艺术的作者的创作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

了自我满足，目的是让自己的情绪得到纾解，给自

己提供快乐。从功能上看，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

都是他律的，一个受主导意识形态的制约，一个受

市场原则的制约。而民间文化可能突破权力和利

益束缚，成为自娱自乐的产物。自娱性让网络原

创视频艺术表现出较强的个人性。因为超越了权

和利，民间艺术的创制环境可能更纯粹，更能表达

作者的真情实感。虽然网络视频作为民间艺术，

形制上可能比较粗糙，内容上“一地鸡毛”，但是却

情真意切，这恰是网络视频弥足珍贵之处。
总之，网络视频在影像语言、形象建构和叙

事风格等三个层面都表现出与传统影视不同的

风貌，呈现出民间文化的特点，成为相对封闭的

传统影视的有益补充。网络视频短片是正在形

成中的新的影像艺术类型，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

探索。网络视频的影视化是不可取的，网络视频

应该有自己的独特品性，否则就成了传统影视的

附属品。

参考文献:

［1］ 陈宇． 网络时代的自由表达———网络电影的美学特征

及其价值意义［J］． 当代电影，2011( 10) : 139 － 145．
［2］ 王 桂 亭． 电 视 艺 术 学 论 纲［M］． 上 海: 学 林 出 版

社，2008．
［3］ 韩鸿． 民间的书写———中国大众影像生产研究［M］． 北

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4］ 程群． 宏大叙事的缺失与复归 ［J］． 史学理论研究，

2005( 1) : 51 － 60．
［5］ 王斌． 传媒业空间形态演化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0．
［6］ 汪许莹． 数字短片制作: 平民化时代业已到来? ［J］．

艺苑，2010( 3) : 51 － 53．

( 下转第 78 页)



78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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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ategic asset-seeking serves a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Ｒ＆D outsourcing model of
automobile enterprises． With the case study of JAC Motors，firstly，the paper analyses the Ｒ＆D outsourcing motiva-
tion，model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ternal Ｒ＆D by mean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secondly，the paper veri-
fies the proposed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by means of data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Ｒ＆D outsourcing of auto-
mobile enterprises is inclined to be driven by strategic asset-seeking; in order to achieve complementary resources
and enha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city，it’s better that automobile enterprises outsource Ｒ＆D locating both in
and outside China; acting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internal Ｒ＆D regulates the relations of Ｒ＆D outsourcing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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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iginal short web videos show different styles from traditional films and television． In terms of their
language，web videos manifest the characteristic of being common and plain，breaking the convention of showing
spectacles by movie and TV arts; in terms of their characters，they focus more on nobody，showing ordinary people
and ordinary matter，and presenting everyday characteristics． Original web videos rely on the platform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tend to be fragmented． The plain language，common image，and small space micro-narrative
bring the original web videos with the quality of folk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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