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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民间手艺人“阿木爷爷”的系列短视频在YouTube走红现象为例，使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以心

理共情为核心价值基点，深入探讨在当前“西强我弱”的舆论环境下有效提升我国短视频的国际传播效

能问题，从而更好地把丰富多彩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国际公共话语空间。在数字化交往的多维视

野中，对话意识可以跨越国界和种族边界，消除偏见与歧视，建构互动、平衡的传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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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popular phenomenon of the series of short videos of folk artist “Grandpa 
Amu” on YouTube as an example, uses Bakhtin’s dialogue theory, takes psychological empathy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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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e value basis point, and probes into the problem of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of our short video under the current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of 
“west is strong while I am weak”, so as to better spread the rich and colorful Chinese excellent tra-
ditional culture to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discourse space. In the multi-dimensional vision of dig-
ital communication, dialogue consciousness can cross national and ethnic boundaries, eliminate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and construct interactive and balanced communication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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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巴赫金认为，对话“几乎是无所不在的现象，浸透了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表现形式，浸透了一切

蕴涵着意义的事物”。短视频以短小精悍、传播迅速、个性化和互动性强的优势，将“共情”作为其传

播的核心要素，已经深入地渗透到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不断更新迭代的数字化信息技术正在不断地为其

提供蕴含丰富的叙事方式，重塑着人类的诸多社会关系。 
而全球数字化的背景同样对国际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外言说的困境要求我国实现从效果到效

能的转圜。效能是对行为主体目标与任务完成程度的综合性、概括性评价体系，“效”主要指完成任务

的效率、效果、效益，“能”则指完成任务的能力、能量。因此，国际传播效能是国际传播能力、效率、

效果和效益的综合反映，是对传播主体所起到的可持续性的正向作用，是有效的、集体的。目前，从效

果到效能需求的转变，实则是国际传播跳出点赞数、评论数等等量化指标的衡量，更加重视长期的、从

容的、稳定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的表现(张毓强，潘璟玲，2022)，类似“阿木爷爷”在国际间所产生的润物

细无声的作用。 

2. “阿木爷爷”国际传播效能的创新路径 

六十多岁的阿木爷爷凭借一双巧手在 YouTube 走红，“圈粉”119 万，和李子柒、滇西小哥们一起

把中国乡村文化生活传播给世界。被称为“当代鲁班”的他不用任何现代机械工具，徒手打造苹果锁等

木制品，让不少海外网友对这门手艺膜拜不已。 
从 2018 年到现在，“阿木爷爷”做木工的视频网络播放量已有 6 亿次之多。2020 年 8 月 2 日，央

视新闻频道《24 小时》《新闻直播间》《朝闻天下》讲述了阿木爷爷的故事，央视 17 套《乡村振兴资

讯》进行了后续跟踪报道。阿木爷爷以草根化的“平民叙事”真实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平民百姓

自然而然的生活情境(陈武英，刘连启，2016)，让 YouTube 广大用户产生了“共情效应”，加之外界媒

体、平台等力量的扶持，使得阿木爷爷成为成功提升短视频国际效能的典型案例。通过对“阿木爷爷”

传播现象研究，对“阿木爷爷”进行个案分析，为我国今后的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提供启示和借鉴。 

2.1. 小故事表现小人物的工匠精神 

“阿木爷爷”以日常化、具象化、多样化的微观视角展示普通中国人在中华传统工艺技巧传承方面

的匠人匠心。从图纸绘制到成品完成，他不用一根钉子、一滴胶水，只需双手就能将一榫一卯变成鲁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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凳、机器人、中国馆等精美木器。复杂的工艺流程通过一个个小故事逼真地演绎出来，引发了海外网民

强烈的好奇心，关注度迅速提升，互相性越来越强，产生了很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这种“小人物、小

故事、小结构、快节奏”的叙事手法，即使出场人物平凡、故事情节密度低，能够快速捕捉到国际社交

媒体人的注意力。 
与阿木爷爷互动的海外网民，他们不但非常喜欢这些精巧的工艺产品，更惊叹、质疑阿木爷爷的精

湛手艺，甚至猜测阿木爷爷肯定学习过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先建模再进行手工制作。但阿木爷爷称

“对这个技术一窍不通，只靠一把三角尺、一根铅笔、一根当圆规的木条就能制作出各种各样的器具和

产品”。在这样的交流互动中，不仅展现了中国工匠技艺的高超，还实现了对话理论中多种声音交汇的

“复调”(黄世权，2017)。 

2.2. 情感传播 

情感传播的底层逻辑是情感逻辑，主要通过传播主体的亲身活动来影响传播受体，使其在认知、情

感、态度和意志的碰撞和交流中体会传播者的态度、温度和人文关怀，传播主体的价值取向和情绪色彩

决定了情感传播效果，这种超语言方式能减少文字符合所造成的传播阻碍，正面联结传受双方共同的情

感。 
对话理论更看重对话发生时的情感共通情境。在国际传播中，东西方文化不同的“统觉”背景塑造

着不同的价值观念，这种差异性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叙事风格的差异，但是借助普通网民之间的共情性，

能够在交流碰撞中产生彼此之间的认知共振和情感叠加效应。阿木爷爷的情感传播主要表现在家人亲情

和田园生活体验两个方面。 

2.2.1. 家人亲情搭建共鸣桥梁 
阿木爷爷的家人亲情主要表现为祖孙亲情。视频中常常出现他外孙的身影，并且几乎成为二号主人

公，这种爷孙亲情增添了故事的亲切感和贴近性，真挚的家庭温情和代际之间的互补性打动了很多网民

的心灵。为了给外孙制作出独一无二的玩具，阿木爷爷时常钻研捣鼓，而外孙也常陪伴阿木爷爷左右，

这种亲情互动消弭了传者和受者的“距离感”，“自己人”效应突出(程曼丽，2007)。在国际化社交媒体

建构起共通的情感共享空间，传播了中国人朴实、善良、智慧，注重家庭亲情的良好形象。 

2.2.2. 田园生活的间接体验消弭了乌卡时代产生的焦虑感 
“乌卡时代(VUCA)”，即 Volatile (易变性)、Uncertain (不确定性)、Complex (复杂性)、Ambiguous (模

糊性)的缩写，最早由美国军方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提出，用以描述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多边世界局势特征。

乌卡时代的经济危机、地区冲突、科技变革等因素给大众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心理焦虑和不适应性。在这

样的时代浪潮下，阿木爷爷的短视频对大众心理具有“情感按摩”(曾一果，时静，2020)的效果，画面中

的田园背景、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质朴无华的乡村文化，从视觉和心理层面唤醒了快节奏生活环境下

公众对于美好乡村田园景观的向往，让受众在视觉享受和情感舒缓的过程中读懂了中国乡村故事，间接

性地体验了中国乡村社会平静安详的生活方式，无声无息中提高了它的国际传播效能。 

2.3. 短视频叙事跨越了文化壁垒 

随着“逆全球化”浪潮的来袭，世界格局再次进入“部落化”的交往模式，随之居民再次陷入彼此

隔离的回音壁中，不同国家、族群间的认知区隔越发显著，文字符号的隐匿性在传播过程中难以获得预

期中的效果。在当前国际传播视域下，短视频内容不但克服长视频内容无法有效适应受众碎片化接受信

息习惯的弊端，增强了快节奏生活模式中的海外受众的观看热情，还跨越了文化壁垒，让国际受众看的

懂、理解的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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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认为，对话需要在一定的场域和空间中展开。阿木爷爷在 YouTube 这一国际平台中通过短视

频系列构建起双方对话的场景和空间，跨越了文化间的壁垒，提高了国际网民的认知和认同性。 
他的视频时长多为十分钟以内，短则五分钟以内，更加适合社交媒体受众的欣赏习惯。视频剔除了

繁琐的文字介绍，几乎没有旁白，鲜少的几句人物对白也不影响受众的整体理解，降低了不同文化区域

间的文化阻隔，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同时，沉浸式的视频体验可以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理解程

度的网友提供了更加开放、多元化的语义解读空间。视频里自然音频等非语言符号的临场感效应，成功

地渲染了舒适惬意的乡野生活和悠然自得的生活趣味。 

2.4. 官媒扶持：提升民间社交媒体的国际公信力 

在传播实践过程中，一个毫无争议的法则是：好的平台加优质的内容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

效能。网络平台依托精准算法、大数据等技术，能够有效汇聚同类爱好者，帮助阿木爷爷获取足够流量，

提升用户粘性。阿木爷爷的作品在西瓜视频、抖音、哔哩哔哩、YouTube 等具有亲和力、公共性、创造

性的国内外热潮媒体上线，特别能吸引年轻群体的关注，产生了很好的国际影响力。 
同时，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环球时报、澎湃新闻等官方媒体都对阿木爷爷进行了采访报道，提升

了主人公的公众认可度和国际公信力。这样就充分发挥了官方主流媒体的身份认同性，官媒与民间社交

媒体的这种密切联动，为提升民间网络社交媒体的国际传播效能提供了足够的公信力保障。 

3. 短视频在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过程中的困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

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即传播效能的高、低衡定与我国在国际间形成的话

语权成正比。而话语权形成的前提是发挥平台、人才等等自身的优势，在拓展传播渠道、创新传播手段

和话语表达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短视频在讲述故事、文化创意、信息接受度高等方面具有诸多优势，可以在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方面

发挥强力作用。但在当前高风险社会时期，系统性社会风险变得更加复杂多样，这种复杂环境的易变性

和不确定性因为数字化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而准确地映射到国际社交媒体里，网民们及时地感知到了这

种趋势，并且产生了强烈的参与愿望。因此，短视频升级面临着的困境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环境性和

观念性的问题。 

3.1. 国际社交媒体传播环境复杂 

当前，西方舆论仍占主导地位，乌卡时代“他塑”抹黑现象逐渐加剧，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我国

的认知存在着严重的刻板印象，这种认知偏差主要来源于西方媒体对我国的肆意歪曲。西方社会拥有影

响力很大的 twitter、Facebook、YouTube 等国际性社交平台，他们不断地采取多种手段在舆论上抹黑我

国，致使国际传播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现象。这种“逆差”状态加剧了我国短视频在国际社交媒体上有效

传播的难度。 

3.2. 我国短视频“自塑”能力不足 

目前，在我国短视频国际传播过程中仍然是“宣传”的分析思维多于“传播”的故事思维，习惯于使

用宏大叙事的方法，按照内宣的方式把适合国内传播的短视频直接嫁接到国际网络社交媒体，缺乏对不同

传播对象的文化语境差异性和语言习惯的详细了解，讲口号、树旗帜过多，动情、动理太少，在叙事的过

程中自塑能力不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强调，信息时代处理国际事务的成败取决于“谁讲的故

事更动听(Whose Story Wins)”(李颖，2018)，我们的短视频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没有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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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国尚未真正拥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旗舰性的短视频平台，国际社交媒体传播体系尚不够完

善。Tictok、哔哩哔哩等平台虽享有一定影响力，但未实现破圈，在“被污名化”的情境下应对乏力，不

善于及时、有力地反击，在舆论战中长期处于下风(吴信训，2014)。 

3.3. 东西方高低语境差异性增加了双方对话意识的难度 

在高语境社会中，信息的传递更依赖于“语境”，需要从公共秩序、道德观念、良好风俗等方面出

发考虑才能准确感知信息。而在低语境社会中，交流更依靠“内容”“表达”，通过明晰的编码信息让

受众更高效的解码。相对应的，国内受众偏好隐喻、内涵的风格，国外更崇尚直接、简约的讲述方式，

两者之间在话语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性增加了双方对话意识的难度，因此，国内短视频

在外传的过程中如果一味使用宣传类的“硬”传播思想，强调民族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不但不能使国外

受众接受，无法共享会意空间，反而会导致讯息、意图或观点产生错误的解码指向，扩大传播障碍和传

播隔阂，使得中国故事无法取得更好的传播效能。例如国内生产的一些弘扬主旋律的爱国短视频，虽然

制作技术很高，但是国外社交媒体上质疑和不信任的声音依然很多，无法引起情感共鸣。 

4. 共情视角下短视频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主要路径 

积极心理学把人的心理结构分为三个最重要的系统，即认知(Cognition)、情感 (Affect)、行为

(Behavior)，三者互相作用、影响。而共情传播作为国际社交媒体上的主流传播方式，能够依据传播活动

场所的设置、传播语境的选择和传播言语的使用，为传播内容增加情感色彩，更能贴近受众的心理感受，

激活受众的情感体验，产生代入感。即共情既会对外界认知起到影响，同样还会引发“他者”情感、行

为层面的变化。因此，从这三个维度出发，探讨共情视角下如何将中国故事传播得更广、更深是实现我

国国际传播效能进入新阶段的必由之路。 

4.1. 建立认知：多元叙事，形成官方与民间社交媒体相互配合的传播矩阵 

讲出中国故事，健全全球民众对于我国的认知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第一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一方面，官方主流媒体拥有

丰富的材料，完备的制作团队等资源，在资源调配、整合能力方面担当主导地位，在讲述中国故事、弥

合信息鸿沟、构建传播新秩序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官方主流媒体的“喉舌”定位，难以在

自由主义思潮盛行的西方媒体里获得认可，海外网民很容易被他们的主流社交媒体“带节奏”，产生不

信任和抵触心理。因此，为了降低传者“应讲”和“能讲”、受者“所听”和“想听”之间的差异性，

可以在坚守主旋律的过程中，鼓励民间短视频平台和短视频账号充分发挥在国际社交平台上的“平民性”

功能，建构起官方与民间社交媒体相互配合的传播矩阵。 
这样一高一低、一宏一微、一远一近的多元叙事，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话语优势，建构和打造内宣

外宣联动的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真正有效地提升我国国际传播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更好地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2022 年度对外传播十大优秀案例之一的“民乐也疯狂”短视频 IP 就是最好的佐证。“民乐也疯狂”由

成都市委宣传部指导，成都传媒集团所属成都商报谈资视频团队打造，以“Z 世代”为主要创作群体、目标

受众，面向高校、社会招募组织民乐乐手，至今出镜的乐手超过 100 名，推动了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4.2. 情感认同：故事新编，深化内容供给侧改革 

受众心理从认知到认同，是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显要标识。认同主要包括认知认同和情感认同。在

当前中西方话语交流机制下，我国需要改变“自说自话”的传播现象，调整和创新传播文本，增强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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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实现贴近式传播，塑造共同的情感、意义空间。在选题上，“政治”“经济”等传统的议题不可避

免地涉及国家间利益，在传播方面具有复杂性和风险性。而类似“环保”“气候”“文化”等国际性话

题事关全球人民的生存质量，鲜少存在争议性和冲突性，更能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和价值认同。将传播

视角偏移至人类命运的公共议题中，彰显我国有责任担当精神的大国形象。例如云南红河依托地方自然

资源优势，精准发掘蝴蝶故事的国际传播属性，通过提前策划统筹、多角度设置议题、巧用叙事话语、

多元方式呈现，以“蝴蝶大爆发”现象为基点向世界讲好中国生态文明故事，展示了中国生态环保的世

界贡献。 
在个体或群体接收、参与、反馈的过程中除了价值取向，广泛的情感认同是引发国内外受众共鸣的

重要基础。情绪共享理论认为，个体与他人之间的情绪共享是共情的基础(Jeannerod, 1999)，而情绪共享

过程的典型代表是情绪感染(Decety & Lamm, 2006)。在“乌卡时代”的国际传播场域中，由于高度的不

确定性，相互理解、达成共识、彼此承认、价值观认同的障碍很多。那么以情绪感染为原点，建立一种

与他者共在的理念，并努力发展共情的关爱，将有利于解决全球传播中“对空言说”的传播困境(吴飞，

2019)。无论搭载亲情、爱情，抑或是对于理想的追求之情等等，向人类拥有共通、共识的领域找寻诉求

(胡智锋，刘俊，2013)进行传播，总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4.3. 行为推进：建构“他者”与“自者”的互动空间 

受众使用媒介、接受内容的主要动机是满足自身需求，用户思维，即站在“他者”的角度构想是实

现“中国故事”走远、走深的好方法。“他者”是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构成自我的必

要条件，也是构成对话精神的重要因素(刘雪丽，朱有义，2019)。乌卡时代的国际传播应该在传播过程中

将自身的文化特色与目标地公众的文化价值观和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创造性地转变为适应当地需求的

传播模式(史安斌，刘长宇，2022)，推动“他者”行为的产生。在国外受众即“他者”的自主参与以及与

国内传者即“自者”互动的内容建构中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促成“他者”成为中国故事的亲历

者、讲述者，增强体验感、增强对中国故事的认同性，达到弘扬我国国家形象的目的(高晓瑜，王亚蒙，

2022)。同时推动海外民众进行自发反馈，鼓励他们对感兴趣的内容进行二次创作和二次传播，让信息内

容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传播力。 
此外，在当前的数字化交往时代，交往场景和社会关系都在重构的过程之中。把握好传播机遇，借

用区块链、算法、大数据技术捕捉用户画像，生产合适内容、精准施策，再以 5G、AR、VR 技术赋予观

众全新视角沉浸式体验，以契合“内容 + 形态 + 关系 + 场景”的新媒体语境，实现数字技术赋能下中

国故事新形态的表达形式，从而实现“他者”的参与和互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采用贴近不同

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

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例如重庆就针对“Z 世代”受众特点，以自然探索为

主题开展了“亚欧青少年自然探索大赛”，引导中外“Z 世代”营造情感“共通性”与身份“共在性”，

在交流实践中有效增进中外青少年的友谊建立和文化认同，提升了中国形象亲和力。 

5. 结语 

在巴赫金看来，差异本身即意味着平等，谁也不是真理的绝对拥有者，谁也不是话语权的垄断者。

对话的双方不是传者与受者的关系，而是两个主体共生的状态。“阿木爷爷”在润物细无声中引发了国

内外的共情效应，推广了中国传统技艺、传播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讲述了中国平民的草根故事，在对

话中展现了中国人可亲可敬、热爱和平的良好形象。这种潜移默化的对话模式很好地提升了“中国平民

故事”的国际传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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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卡时代”、风险社会期、数字化交往，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是个很大的挑战。

建设好短视频传播体系，让美丽的中国故事在国际社交媒体语境中经常呈现并形成有效的传播矩阵，微

视角新故事、多元主体、情感传播和对话意识等是提升传播国际效能的有机组合与创新路径。 

基金项目 

杭州市委宣传部与浙江理工大学共建新闻学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项目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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