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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一些西方发达国

家，出现了一种发人深思的现

象：新的城乡差别已基本形成。

不过，这个差别是反过来的，近

90%的乡村人不愿意离开乡村，

而50%多的城市人希望住到乡

村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

授杨守森表示，乡村，不只是人

类的过去，亦将是人类的未来。

利用短视频这一媒介，将乡村美

学的理念传递，从头部美食博

主，到讲好中国故事的传统文化

传承者，新农人利用“视频出海”

实现了这一转变。由此，乡村美

学变现为实打实的效益。

最初，李子柒掀起了一股田

园牧歌式、东方写真审美的短视

频热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新农

人加入其中。蜀中桃子姐在视

频中展现了乡村生活的人间烟

火气、一股质朴的美，爆火之后

利用直播的方式为家乡农产品

带货，让四川美食销往全国各

地。瑶山妹子香古返乡创业，其

抖音账号“远山的阿妹（瑶浴传

承人）”坐拥千万余粉丝，创立了

“香古瑶”品牌带领瑶乡群众增

收致富。一批批新鲜血液的注

入和青年才俊的到来，使得中国

传统农业再次迎来了发展之春。

要想真正促成乡村经济的

发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传

播，除了优质的作品，还离不开

平台的支持与鼓励。自2020

年起，抖音宣布推出“新农人计

划”，计划投入12亿流量资源

来扶持三农内容创作，从流量

扶持、运营培训、变现指导等方

面全方位扶持“三农”内容创

作。2021年 6月抖音公布的

首份“三农”数据报告显示，“三

农”创作者中54%为返乡创业

青年，主要以城市白领、农民

工、大学生等几类人群为主，农

村视频总获赞量129亿，创作

者收入同比增长15倍，欣欣向

荣的短视频平台正逐步成为促

进乡村发展的“新农具”。

乡村短视频兴起，是当前
网络上引人注目的现象：李子
柒、张同学、蜀中桃子姐、康仔
农人……一批记录乡村生活
的博主相继走红。在这些视
频中，乡土生活的质朴、绿水
青山的风光、充满诗意的田园
牧歌，让乡村的美展露无遗，

闲适、自在、慢节奏的乡
村生活，令人向往不已。

有观点认为，短视频是
“眼球经济”的产物，一些短视
频凭借刻意搭建的建筑、成熟
的制作方法，以一种纯粹想象
的方式对乡村生活进行过度
美化。但这种包装后的乡村

短视频为何能不断拨
动人的心弦、具有直
抵人心的感染力呢？值得我
们深入探讨。

2020 年 1月 16日，80后

福建小伙儿彭传明在抖音上传

了自己的第一支原创短视频。

朴素的穿着，老旧的土屋，因长

期劳作而通红肿胀的双手，右

手的大拇指上还包裹着有些发

灰的创可贴，视频中的他不苟

言笑，潜心打磨手中的竹条

——他希望能够将这根竹条变

成一个马克杯。

在后来的视频中彭传明不

仅仅止步于用双手制作出常见

的家庭用具，他用八分钟的视

频来呈现自己历时两年的古法

制墨过程，在十分钟的视频中

复原了周期八个月的福建古法

竹子造纸术。从制作笔墨纸

砚，到酿酒煮茶，他用自己的努

力践行着东方非遗传承，用独

特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华历史

文化名片，述尽乡土之美。

两年零六个月后的今天，

彭传明已经是全网近千万粉丝

的短视频博主。而他仍一如从

前那个安静的小伙儿，不打广

告，不做直播，一门心思只在呈

现福建乡村图景。

以彭传明为代表，学成之

后回归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年

轻人，现在有个有趣的称谓：新

农人。彭传明、李子柒、张同学

的作品，呈现的内容千姿百态，

体现出两种不同的审美风格。

“李子柒”一类的博主是古

典主义唯美风格，这类视频往

往通过专业的器材、精良的制

作、艺术化的重构营造出充满

诗意的唯美效果。“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李子柒在田

间辛勤劳作、采摘果实、打扫屋

舍……每一帧都是一幅富有中

国传统审美意境的田园世界，

充满视觉冲击力，激活了人们

脑海中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意

象。彭传明、张同学则是典型

的“朴素现实主义风格”。特别

是彭传明的视频，没有太多的

拍摄技巧，就地取材，呈现出的

是乡村社会真实面貌。

但不管怎样，他们的共同

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了解农

村、展示农村的窗口，即使有所

包装和美化，但依然发掘出了

至今还保留在乡村社会山水林

间和日常生活中的中国文化最

朴素、最传统的形式。

电影、电视剧曾是乡村媒

介影响与话语的重要解读文

本。不过，近几年农村题材影

视作品逐渐走到了文艺创作的

边缘位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凭着独特审美风格的乡

村短视频一跃成为记录和书写

农村社会转型和农民心灵嬗变

的重要媒介。为什么同样是用

影像记录，体现乡村之美的视

频能够在短视频平台上获得如

此高的热度？

“乡村短视频以‘小叙事’

的手法进一步强调了小村民的

小生活，个体的所见所遇、所感

所想走上舞台，通过及时性的、

非线性的、随意性的呈现方式，

展示对乡村生活的特殊体验。

由于短视频的制作门槛低，艺

术要求不高，短视频也成为当

下乡村较为真实的表达，这就

使它比诸多脱离实际的农村剧

更能打动人。”武汉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副教授刘娜认为。

乡村短视频平台的横空出

世，满足了“懒癌”患者的娱乐

心理，只需一部手机、划划手

指，就能感受到大千世界的多

姿多彩，李子柒、蜀中桃子姐、

彭传明等一批乡村视频博主的

生活呈现恰好满足了旅居城市

的60后、70后、80后网络用户

的怀旧心理，其视频中所蕴含

的乡味与野趣，唤醒了中年网

络用户的童年记忆，激发“留住

乡愁”的审美，舒缓了他们的现

代性焦虑，成了现代社会给予

他们的精神补偿——这也是新

农人胜出农村剧专业创作者的

优势所在。

今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建

设行动实施方案》，提出要推进

数字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深度

融合，持续开展数字乡村试点。

农村题材短视频以独特的视听

体验、符号化的情感连接、短平

快传播等特点，一度成为流量热

点。但当下，往日爆红的账号粉

丝增速整体放缓，内容制作与发

展模式均遭遇瓶颈。

短视频中的农村形象在

“滤镜”下偏离了真实客观。

这既包括部分自媒体以同质

化、娱乐化甚至低俗、恶趣味

的劣质内容，加深了农村落后

贫弱的刻板印象，也包括一些

网红把农村生活抽离土地，进

行过度包装。互联网传播具

有“去中心化”特征，短视频媒

介建构的农村虽然不可能完

全等同于现实，但创作者应充

分理解，个人主观传播和乡村

文化建设的客观推动是乡土文化传

播的双重因素，不可偏废。镜头里的

“诗和远方”或“人间烟火”都只是乡

村丰富图景的某个侧面，要多元表

达、准确呈现，就要对农村现实及其

文化内核有深刻体验、深层洞察。

随着短视频同质化现象越来越

严重，农村不再是独具魅力的“活生

生”的所在，而是越来越向标签化靠

拢，甚至刻意迎合大众对农村的刻板

印象。值得深思的是，如果媒介中的

农村形象与受众的想象无异，受众兴

趣将断崖式下跌、交流便不复存在、

流量也无以为继。相反，农村题材短

视频应从个性到达共情、在“我”中得

见“我们”，譬如近日刷屏的《回村三

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便是

以“城乡之别”寻得广泛共鸣的一例。

在国家政策帮扶下，充分发掘互

联网和信息化在乡村振兴中的潜力

已成为当下现实。我们需要更多向

上、向善的短视频与“新农人创作

者”，需要对他们更多一些耐心与提

醒，让新媒体真正为乡村振兴注入活

力，推动乡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短视频为何能打败农村剧？

发掘中国文化最朴素的形式

乡村美学变现为实打实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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