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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交媒体时代，伴随着注意力碎片化的趋势愈发明显，观众对微短剧的要求越来越高，微短剧要想从众

多趋于同质的作品中脱颖而出，就需要探索出合适的传播策略。以《逃出大英博物馆》为例，该短剧创

造性的采用了共情传播的传播策略，在内容、情节、语言等方面都巧妙地融入情绪，分析其在传播策略

方面的共情性表达，旨在为未来微短剧的发展提供一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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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social media, with the trend of attention fragmentation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
vious, the audience has higher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micro-short dramas, and if mi-
cro-short dramas want to stand out from many homogeneous works, they need to explore ap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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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at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aking “Escape from the British Museum” as an example, the 
short play creatively adopts th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empathy communication, skillfully in-
tegrates emotions in terms of content, plot, language, etc., and analyzes its empathetic expression 
in communication strategy, aiming to provide some hel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short dra-
ma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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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微短剧是指网络影视剧中单集时长不足 10 分钟的剧集作品，是继网络影视剧、网络电影、网络动画

片后第四种官方认可的网络影视作品形态[1]。微短剧通过语言的渲染、情节的设置、人物的塑造和传播

渠道的选择，可以更好的触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实现有效的传播效果。根据学者赵建国的观点，他认为

共情传播就是共同或相似情绪、情感的形成过程或传递[2]，并且共情传播最终可以达到形成一个情感共

同体的效果。以大热的《逃出大英博物馆》为例，其在共情传播方面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创造性

的以“文物归家”为主题，以拟人化的文物为叙事主角，唤醒千万国人的集体记忆，激发情感共鸣。下

面将以共情传播为切入点，对《逃出大英博物馆》的语言、情节和叙事策略等方面的共情性传播策略进

行研究。 

2. 煽情化语言创造情感共鸣 

在微短剧当中恰当的运用煽情化的语言可以有效的引起观看者与剧中人物之间的情感共鸣，将情感

共鸣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也可以增强传播效果。 
(一) 第一人称增强情感共通 
在小说当中可以经常看到作家使用第一人称叙事来吸引读者的注意，他们或使用华丽的辞藻或使用

感人的故事情节来让读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同样，微短剧也常使用第一人称来引起观看者的情感共

鸣，让观看者代入剧中人物的角色，从而提升参与感。《逃出大英博物馆》中小玉壶见到张永安以中文

交谈时，激动的说“家人”“我不知道怎么样找到回家的路”等等，将文物拟人化从而以第一人称的口

吻展开故事，短剧中还有大量类似这样的描写，这种语气能够更好地唤醒观看者对小玉壶的同情和理解

感，让观看者将情绪代入其中感受到她的思家之情和孤独感。在短剧结尾，博物观地众多文物仿佛真的

开口讲述历年来的心酸以及无奈，文物们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家国永安”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文物归家

背后的真正意义，那一瞬间就像亲近的长者在向屏幕前的观众诉说，从而引发情感共通。 
(二) 融入“家国永安”情怀以小见大 
另外，煽情化语言还可以用来表达作者的观点和态度。在文学作品中，作者往往会借助煽动性的文

字传达自己的价值观和对社会现象的看法。通过运用情感化的语言，作者可以引导读者思考并接受他们

的观点。微短剧也一样适用，在《逃出大英博物馆》当中，最后结尾处来自各个地方的“家国永安”一

下子抓住了每个观看者的心弦，引起了强烈的情感共鸣，让观看者真切感受到这部短剧所表达的中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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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除此之外，在小玉壶回国途中广播中播报的下一站站点名为“瑰葭路”，“瑰葭”意为“归家”，

简单两字却诉说了万千思绪，道尽了小玉壶的思家之情，一个路名却表达了国外众多文物渴望归家的心

路历程。 
最后一集小玉壶满怀思家之情终于“逃”回家时，内心深藏的家国眷恋必是难以言说的，但小玉壶

此时却决定返回英国，并且当张永安问起“你会让大家都逃回来吗？”小玉壶几乎没有任何迟疑，说出

来一句最能彰显中心主旨的一段话：“我们不会，我们是泱泱大国，中国人不做偷鸡摸狗的事，总有一

天我们会风风光光、堂堂正正回家。”“家国情怀”的渲染正是从每一处对话、每一句台词当中传达出

来，这也注定了《逃出大英博物馆》是一部优质的微短剧。 

3. 精细化内容填充激发情感 

内容的巧妙填充对于激发观看者对于短剧内容的共情程度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许多电视剧的

灵感来源都源于现实生活。 
(一) 家国牵绊渲染共情氛围 
微短剧中情节的搭建对于微短剧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在微短剧中，情节的设置影响着是否能快速

吸引受众注意力。一个引人入胜的情节能够引发受众的好奇心和情感共鸣，通常越是简洁明了的情节，

越能够迅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同时还可恰到好处地将氛围烘托到高潮。在《逃出大英博物馆》当中小

玉壶归国之后去往博物馆与“琴师陶俑伯伯”“唐大马”等的对话，简单的对话中诉说文物们相隔两地

的思念之情；当“杯杯盏盏念故乡”的诗句响起时，家国之间的牵绊便油然而生。这一个个情节中的家

国牵绊，一下子塑造了文物们的立体化形象，仿佛文物们真的开口说话，这样的情节设置能够更好地引

导观众与剧中人物共情，也可以增加观众的观看欲望。 
在剧中还有值得注意的一个情节就是张永安扬言要将小玉壶送回大英博物馆时，小玉壶对他无条件

信任，尽管张永安在送小玉壶回家和送回博物观之间犹豫不决，但小玉壶只是说“你不会的”，小玉壶

第二天醒来张永安对她说“走，回家”，国人之间的信任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这个情节可以看出独属

于中国人之间的温暖牵绊，也让观看者代入其中。 
(二) 共情音乐营造共情传播情境 
背景音乐在微短剧当中充当一个重要的表达符号，同时也是使微短剧的情感氛围达到高潮的催化剂，

从而引发共情的传播氛围。所谓情境是指在某一场景中呈现的、可影响个体对刺激客体的意义理解的一

切事物和信息[3]。在微短剧中恰当的时候运用符合当下情境的背景音乐可以大大增强微短剧本身的影响

力和感染力。《逃出大英博物馆》十分擅长使用音乐来营造共情的传播氛围，让听觉和视觉互为补充，

在受众注意剧情内容时，也沉浸在音乐所营造的情感联动的情境当中，当小玉壶在国外时，背景音乐是

慷慨激昂的英文歌；而当小玉壶最后一集归国却是一首缓缓叙述的中文歌曲，音乐的细节转换使情绪感

染达到了顶峰，音乐协助剧情促使观众沉浸在营造的情境当中，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实现观众与剧中人物

之间的情感联动。 
(三) 转折情节吸引注意力 
故事情节强烈对冲的重要目的便是引起读者的注意力，当微短剧中的主人公面临挣扎时，观众的注

意力就会被吸引过去，从而产生共鸣。这种情况下，通过一些小细节可以体现剧情的发展。在《逃出大

英博物馆》当中，张永安面对小玉壶回家的请求时，是有过明显犹豫的，尤其是当他得知大英博物馆悬

赏寻找玉壶时，张永安内心深处是万分挣扎的，他在思忖是否要将小玉壶送回博物馆，他站在电话亭前，

耳边回响着小玉壶说“黑眼睛，黄皮肤，能听得懂我说话的就是家人”等等，最终因中国人与生俱来的

家国感而选择带小玉壶归家。简单的情节却极大的增强了观看者对剧中人物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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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共情化叙事策略引发共情氛围 

叙事策略的选择对于塑造一个良好的共情氛围具有不小的影响力，采用共情化的语言和真实的日常

从而触发观看者的集体记忆，可以更好的让观看者沉浸在其渲染的氛围当中[4]。 
(一) 真实日常引发共情感悟 
短剧的主题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但通过一个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故事背景与观看者相连接，这

种相似性让观众寻找到与故事人物之间的共性，在思想和情感上达到共鸣的效果。《逃出大英博物馆》

当中，以 2017 年被大英博物馆购买远离家乡的中华缠枝纹薄胎玉壶为主要人物，以小玉壶期待归家为主

要叙事内容，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不少游子漂泊在外但期待归家，短剧中的故事背景与真实日常的经

历巧妙地映射了当代观看者地生活。这种融入日常的传播方式使得传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更加贴近受众

的思想和生活，也更容易引发观看者的强烈共鸣。 
再如小玉壶根据张永安说中文判断出是家人，这段经历看似很稀松平常，但却极易引起观看者的心

灵触动，无论是外出工作还是出外游玩，熟悉的乡音总是能唤起游子的拳拳思家之情，看似平常却蕴含

深意的小设计，恰恰能够最大程度上引起观众的共鸣，这种贴合日常生活的经历也更容易引发观看者的

共情感悟。 
(二) 独特角色塑造激发受众情感 
与此同时微短剧在人物塑造上也重视共情效果，角色形象的塑造必须真实、立体[5]，让受众能够感

同身受，达到短时间内了解人物的目标，同时在某些方面产生共鸣，在表达情感共鸣时兼具真实性和个

性化则可以更好产生共情乃至移情的效果[6]。例如《逃出大英博物馆》中张万安记者形象的塑造，在开

头第一集，张万安就因摄像机损坏而焦躁，这与生活中大多数人的经历相符合，因此观看者能够与角色

之间产生强烈的共情，《逃出大英博物馆》对叙述角色聚焦视角的转换能够引起观看者的情感叠加。 
(三) 集体记忆推动情感共鸣 
莫里斯提出“集体记忆”即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社会交往和群体意识是

保证集体记忆延续的重要条件[7]。《逃出大英博物馆》以 2017 年被英国博物观收藏的“中华缠枝纹薄胎

玉壶”作为叙事的主人公和原型，在其中融入文物的思乡之情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从而调动观看者对于

文物流失海外的集体记忆，引发公众对于《逃出大英博物馆》的情感共鸣。这种集体记忆可以激发当下

国人对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热情，以及文物归国的强烈情感共鸣。 
(四) 拟人化叙事增强代入感 
有学者认为，共情可以分为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8]。两者的区别就在于认知共情比情感共情更持久

也更容易产生更深层次的共情。《逃出大英博物馆》当中运用共情化策略时不仅营造了一个感染受众的

情绪氛围，还塑造观众对主角的身份认同感，让观看者能够切身代入其中[9]。主要策略就是将小玉壶进

行拟人化，为文物赋予人类的情感，观看者代入其中感受文物的恐惧、期待以及见到家人的激动，观看

者更易共情文物的心理活动。 

5. 多样化渠道增强传播效果 

传播渠道的选择也直接影响着微短剧的传播效果。当下，各类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微短剧的主要传播

渠道，但不同的用户对微短剧的播放方式有着不同的偏好，由此可以看出，选择尽可能多样化的渠道投

放内容对于提升传播效果至关重要[10]。因此，微短剧传播时往往运用多样渠道，如微信公众号、微博、

哔哩哔哩、抖音等，并结合视频、图文、音频等形式，以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和爱好，通过针对性的选

择和运用合适的媒介形式，可以更好的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11]。《逃出大英博物馆》这部微短剧正是认

识到了传播渠道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因此不仅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上进行播放，还同时在哔哩哔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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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化平台上热播，针对性的切合不同用户的观看习惯，从而实现了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6. 结语 

综上所述，微短剧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形式，有着独特的优势和潜力[12]，《逃出大英博物馆》以传

统文物归家作为主题，将文物拟人化，展现其希望归家的心路历程，同时融入浓厚的家国情怀，通过准

确把握受众需求注重情感表达和人物塑造以及合理运用共情的传播策略，为微短剧的创作和传播提供了

新思路[13]。从传统文化中吸收创作动力，用主流价值观凝聚集体记忆，微短剧也同样可以焕发出生机和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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