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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媒体技术自然随之迭代更新，短视频这一媒介平台经

过了一系列迅速生长周期之后，不难发现短视频平台的创作内容正在逐渐由“流量为王”转变为“内容

为王”的时代。不难看出，其实短视频平台上的受众，对于充斥着帅哥美女等年轻脸庞的创作者或许已

经审美疲劳，中银发网红形象让人耳目一新，完全迎合了短视频平台用户受众的猎奇心理。银发网红的

出现不仅颠覆了人们对于老年人的刻板印象，而且成为了连接“网络原住民”与“网络移民”的纽带，

达到了跨越互联网受众群体中代际圈层的效果。本文从符号互动论视角出发，在响应当下积极老龄化的

社会主旨背景下，探析短视频平台中“银发网红”的媒介实践。银发网红通过身份符号的塑造构建了与

粉丝受众的互通体系，通过前台展示、互动共情等对粉丝受众达到圈粉效应。在当前社会积极老龄化的

背景下对银发网红现象进行积极引导，保障其持续引领正向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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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media technology is naturally updated iteratively. After a series of rapid growth cycle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the creative content of short-vision platform is gradually changing from 
“traffic is king” to “content is king” era.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at, in fact, the audience on the 
short video platform may have experienced aesthetic fatigue for creators full of handsome boys, 
beauties and other young faces, and the image of online celebrities in the BOC hair is refreshing, 
completely catering to the novelty-seeking psychology of the users of the short video platform. 
The emergence of silver-haired Internet celebrities not only subverts people’s stereotype of the 
elderly, but also becomes a link between “network aborigines” and “network immigrants”, and 
achieves the effect of cross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circle of the Internet aud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media practice of “sil-
ver-haired network celebrities” in the short video platfor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active 
aging society. Silver-haired online celebrities build a communication system with fans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identity symbols, and achieve fan effect through foreground display, interactive empa-
thy, and so 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active aging of the current society, we should actively guide the 
phenomenon of silver-haired online celebrities to ensure that they continue to lead a positive so-
ci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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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统计，“银发网红”一词在 2020 年 4 月首次在学术研究中被正式提出。目前，已有许多学者从传

播学、新闻学、社会学等视角对“银发网红”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学者都是从

传播学的角度研究其经济与文化属性，例如刘阳、冷凇基于短视频社交场景出发研究老年群体的网络实

践(刘阳，冷凇，2021)，吴炜华不仅基于短视频社交场景研究银发网红的网络实践，在前者的研究基础上

还探寻了老年群体的主体追寻；还有一部分学者从传播学视角研究银发网红群体的传播特点与发展路径

构建。另外，还有一部分学者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关注“银发网红”这一主体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属

性。有学者从积极老龄观与老年社会参与的视角出发研究“银发网红”群体的缘起、机遇与挑战(杜鹏，

马琦峰，2023)。韩敏、孙可欣则是聚焦于一个视角，运用访谈调研法，分析了银发群体在短视频平台数

字情感劳动的社会意义(韩敏，孙可欣，2022)。通过以上的研究可以得出结论，大部分学者都是基于“银

发网红”群体与短视频平台或研究其经济及文化属性，或研究其社会属性，但是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去研

究的学者较少。对此，本文将从作为社会心理学理论之一的符号互动论视角入手，去分析银发网红与受

众的互动现象，尝试对这一主体衍生出的社会心理学问题及现象进行分析。 
符号互动论基于社会建构主义，是社会学与心理学的一种学术思想(乔治·米德，1992)。这一理论是

由米德创立，并由他的学生布鲁默正式提出。符号互动论主张人们通过符号来构建和理解事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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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这个理论认为事物的意义不是由其本身的物理或属性决定的，而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由人们

赋予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元语言环境，也就是自己语言、文化、社会背景等来进行理

解和解读。同时，这个理论也强调了社会互动的重要性。人们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学习和理解事物的意

义的。他们通过与他人的交流、观察、理解来形成对事物的看法和理解。这种互动过程是动态的，是随

着时间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银发网红与受众群体的互动主要基于网络平台进行，构建适合社交

平台情境的互动体系，这是银发网红吸引粉丝受众的前提条件。 

2. 短视频平台的现状分析 

2.1. 媒介平台：技术赋权双向互动的扁平化传播 

近两年，短视频这种新媒体形式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这与传播技术的赋能、新媒体的转型、平台

流量的变现以及商业资本的操控等力量的推动息息相关，其实这更真实地反映出了用户需求的逐渐转变

的过程。比如像 QQ、微信、微博等这种老牌的社交软件平台，已经渐渐势头不如从前，并且，从一些调

查报告中也不难看出，一些老用户也会对这些平台产生些许的使用的倦怠感。所以，当一个全新并且极

具创造力和吸引力的社交平台映入用户的眼帘时，尤其是对于一部分不喜爱用文字表达和记录生活的老

用户来说，微博等社交媒体正好不能完全满足一部分用户的使用需求，而短视频等新型社交平台的出现，

刚好打破了这一瓶颈，让用户拥有了更多表达的形式和机会。 

2.2. 内容供给：KOL 增速放缓，MCN 强势介入 

短视频制作门槛低，因此能够给用户群体赋予更多的表达权利，尤其是短视频以“模仿”为出发

点，在网络迷因效果下形成病毒传播，更为 KOL 提供了大量原生内容的创作灵感。诚然，在 UGC 的

大量涌现和实力助推下，KOL 的内容生产占据了短视频平台上内容创作的很大一部分比重，但随着传

播技术的逐渐赋能，这种形式增加的用户红利也还是会慢慢减退，当 KOL 的增长速度放慢，和 KOL
内容生产的逐渐扁平化，短视频的内容生产也将向更加细分、更加优质和更加垂直化发展。因此，短

视频这一新兴的媒介平台上出现了一批打造网红的专业机构，也就是 MCN 机构。他们是专业的内容生

产扶持机构，扮演着经济商的角色。由于当前 UGC 当道的平台现状，UGC 生产的大量零散的内容与

平台需要的规模化的广告投送这一商业需求形成了对立面，大量的 UGC 内容生产也无法满足平台对内

容生产的细分化和优质化强烈需求。但是 MCN 这个专业机构的出现，不仅实现了内容的量产化，更是

以工业化生产，培育了越来越多的网络红人，使得短视频平台的内容生产质量和效率都得到了极大地

提升。 

2.3. 用户需求：短视频引领受众消磨碎片时间风潮 

宏观上来看，短视频平台不仅用户数量显著增加，而且用户黏性也极高。其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

像短视频这种新型的媒体社交平台，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下，不仅仅迎合了用户如今对于内容消费

形成的快速阅读及浏览习惯，更是合理利用了用户的碎片时间。并且随着智能终端，移动通讯等新媒体

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移动传播时代逐渐走向深化。 
在讯息传播快速且消遣化发展的趋势之下，信息叙事传播摆脱了大卫·温伯格所说的“长形式”模

式，向着简短化、碎片化、娱乐化反向发展，近年来短视频的蓬勃兴起正是碎片化媒介接触的结果(王晓

红，王宛艺，2019)。短视频是一种主要使用移动设备拍摄并编辑的视频社交平台，它是一种把语言、文

本和录像相结合的视频形式，并能够实现在平台上与好友用视频的形式进行分享生活片段，由此可见，

拥有这一特点的短视频平台能更直观、更具体地满足社交平台用户的各方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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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银发网红兴起的原因和现状 

针对老年人媒介使用的问题，提出了相对应的情况，为互联网网民受众多元化更好的发展，形成繁

荣的互联网媒介使用景象提供分析和思考。 

3.1. 后喻文化兴起，实现技术反哺 

“后喻文化”的兴起促使技术反哺成为现实，“后喻文化”是指青年群体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在

世的长辈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增加了老年群体对于新媒体的学习和使用，但这种效果在现阶段竟然有

限。而且在两个群体之间仍然存在着描述的，巨大的“品味区隔”，青年群体标榜着自我文化的稀缺性，

对老年群体多数抱着“排他性”的态度，但是不得不承认，大部分老年人学会使用网络的原因还是都来

自于子女或是晚辈的“数字反哺”，为老年人使用网络媒介的普及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传播技术的赋能，依靠网络平台传播的技术和设备逐渐普及

了每个家庭，老年人对于能否学会使用新媒体和能否融入新媒体社交平台的问题尤为突出。老年人的学

习方式也是得到了更大的普及。 

3.2. 创作门槛不高，操作简单容易 

例如抖音这个近来人气极高的社交媒体平台，它的创作门槛并不高，现如今，移动通讯技术的革新

和新媒体技术的赋能，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打开手机，打开各种 APP 应用软件，利用碎片化时间在网上冲

浪。抖音短视频平台受广大受众欢迎的主要原因还有就是它不仅制作功能强大，并且操作也很简便容易。

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老年群体使用抖音软件的难度。并且根据一些数据显示，中老年群体的上网数

量在逐渐增加，所以对于“抖音”这种，使用门槛不高、操作简单时间后能够又方便的时下热门的移动

设备中的软件，他们更乐于尝试使用，并且在接触一段做到熟练运用，甚至进一步加入银发网红群体的

队伍。 

3.3. 老年媒介使用者向短视频平台平移 

据数据调查，从 2004 年起，上海就启动了“扶老上网”工程，后来该项目在全国得到了很大的推

广。由此可见，老年上网群体上有政策的保护，下有老年网民自身条件的支持。根据全国中老年网的

调查显示，中国 45%的老年人都是拥有很多存款的老年人，人均存款将近 8 万元。因此，根据马斯洛

需要层次理论的角度来看老年人使用互联网这件事，不难看出，这些早已经满足了基本需求的人群，

现在需要完成更高层次的需求，并且，这个人群中的大部分人都处于既有钱又有闲的阶段，所以他们

的生活需要更多的分享和娱乐。那么各种各样的新媒体平台就大大的满足了这一部分人群的日常需求

(盖龙涛，陈月华，2017)。 
虽然大部分人都认为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都更适合于年轻人，但是其实老年上网人群正在潜移默化

地改变网民结构。目前，例如抖音短视频平台上就暴增了许多银发网红，他们创作的视频内容涵盖的领

域非常全面：有分享养生健康生活的、分享搞笑娱乐段子的、讨论年轻人都市情感话题的、时尚穿搭街

拍的等等。这些银发网红所创作的内容比起年轻群体更具时代性和感染力。 

3.4. 眼球经济时代抓住受众的猎奇心理 

所谓“注意力经济”也就是“眼球经济”它是指为获取经济利益而受到大众关注的经济活动。在

目前快速蓬勃发展的新媒体时代，这种经济形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在这种“流量

称王”的时代，眼球经济的盛行使受众的信息摄入量日渐增加，并且信息摄入的范围和形式也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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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信息量在增加，需求量更是在增加，这个现象也随之带来了网络内容的同质性和单一性。所以

为了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突破这一桎梏，平台为了谋求发展的新思路，另辟蹊径，抓住受众的猎奇心

理，“老年”网红在短视频平台更具有“噱头”，更容易获取浏览量，传播得更容易，更广泛，更容

易获得大众青睐。 

4. 银发网红在短视频平台与粉丝受众的符号互动现象分析 

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意义的传递是通过隐秘的编码再现，传受双方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对

于编码解码产生重要影响，缺乏共通的意义空间会产生理解误差，进而引发深层的刻板成见(特伦斯·霍

克斯，1997)。短视频平台具有横跨巨大年龄层的受众群体，圈层的“排他性”本应随圈内人身份与文化

越发明显，然而银发网红以异质的文化资质冲击了固化圈层的排他性和私密性，进一步在短视频平台受

众群体的文化中产生了好奇与理解的下一层影响，加固了认同的互动链条。 

4.1. 前台展示：代际关系推动银发网红与受众群体的互动延续 

正如戈夫曼提出的“拟剧理论”所言，只有在交接各方不仅赋予自己的行为以意义，而且理解或者

寻求理解他人给出的意义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真正的交流(马尔科姆·沃特斯，2000)。代际关系，也称为

亲子关系，顾名思义就是指纵向的两代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过在学术研究中，代际关系往往被限定在

家庭系统中，也就是在一个家庭内部的亲代与子代的关系。老年人的上网数量暴风增长这与代际支持的

关系密不可分，代际关系在老年人的网络传播活动中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费孝通先生，曾将中国式

的代际关系模式概括为：下一代赡养上一代的反馈模式，并且认为千百年前孔夫子的儒家“孝道”观念

正是这种模式的一种反映。而这种模式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所反映出的，就是子女在老年人使用网络

上的帮助指引和信息支持，正是对之前养育之恩的一种反哺，这也是孝道的具体体现。所以，短视频平

台上出现越来越多的银发网红的受众，也并不只是局限于老年人，依据代际关系这一视角来看，银发网

红不仅会得到老年媒体受众的支持，更会得到中青年受众的支持。 

4.2. 情景互动：共情维度下个体需求与社会陪伴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最高需求层次便是自我实现。随着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

口的不断增加，老龄化现象也在不断深化，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群体不再是满足于从前的老年生

活，而是对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例如互联网的普及，给他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

门，而移动互联网设备的普及，更是给了他们提供了走进这扇大门的“通道”，让他们看到了年轻人的

丰富多彩的世界，如今中老年人的子女大部分都是 80 后 90 后，当他们看自己的子女熟练地使用手机软

件，并且享受着如今互联网时代给我们的生活提供的种种便利时，例如：不用出家门就可以手指轻轻一

点轻松的网购，打开手机软件，足不出户也可以最快速度的“知晓天下事”，他们一定也渴望跟上时代

的步伐，能够走进这扇网络的大门，融入年轻人的生活。 
另一方面，这些中老年群体大多数也是孤独的，缺乏陪伴的，因为他们的子女大部分无法陪伴在他

们身边，子女们忙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这一群体从而更渴望有人与之互动、倾听。尤其是那些有才华、

有梦想、对生活充满好奇心的中老年人，那么比如现今火爆的抖音短视频平台更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不

错的展示自己并且分享生活的社交平台，他们可以通过短视频的形式，与更多的人分享自己的生活、创

意和才华，并且可以与更多的人进行社交互动，从而脱颖而出一些有才华且有梦想的银发网红，他们不

再孤单的同时还实现了自我价值等其他特定的目标。所以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群体选择愿意去接触并使用

如抖音一般的短视频软件，能够得到自我对生活的憧憬和满足的同时，把这种积极的老年心态分享给更

多的中老年受众，促使他们能够再接触、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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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随着自媒体时代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短视频平台以其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社交属性强

大、操作方式简便等受到了广大受众的喜爱。并且应运而生的大批网红中，也逐渐有一群银发网红群体

迅速崛起，他们用行动带来了新的价值观传播，也为平台带来了流量及利润。当银发网红群体在平台上

发挥各种各样的个人特色、个人魅力来吸引粉丝注意力，收割关注和喜爱时，其通过身份符号的塑造构

建了与粉丝受众的互通体系，通过前台展示、互动共情等对粉丝受众达到圈粉效应。在当前社会积极老

龄化的背景下更是具有巨大媒介发展潜力。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短视频平台中，银发网红群体的兴起

其实更是反映了大部分中老年群体还是愿意积极探索、勇于求新求知的特征，同时他们也渴望在没有子

女陪伴的单一的老年生活中，能够有更多向社会表达自我的机会。所以在新媒体时代的积极老龄观的视

角下，我们年轻一代更应该积极探索中老年群体接触新媒体的目的和需要，这样才能让越来越多的中老

年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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