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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篇APP作为一种长图文创作分享工具，重视内容社区和用户反馈，给拥有共同爱好的“不惑后”群体

提供沟通交流的空间，加速推进我国的媒介适老化进程。“不惑后”群体使用美篇主要出于三层逻辑。

在愿景上，“不惑后”群体对媒介适老化日益增长的需求和媒介的普遍年轻化之间存在矛盾，使其主动

或被动地聚集在美篇的内容社区。在环境上，美篇为“不惑后”群体提供了能够进行社会实践的媒介空

间，使其身体在场的形式和社会交往的方式发生转变。在行动上，美篇踩中了去中心化的时代节拍，传

播权力更加分散化，在不断的赋权和反赋权互动中，既满足了“不惑后”群体的媒介适老化需求，也让

他们获得更多的传播效能和社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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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long-form graphic creation and sharing tool, Meipian APP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content 
community and user feedback, provides communication space for the “people over 40 years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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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who have a common interest, and accelerates the process of media elderly-oriented in Chi-
na. The “people over 40 years old” group uses Meipian APP mainly for a three-tier logic. In terms 
of vision,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growing demand of the “people over 40 years old” 
group for the media elderly-oriented and many prefer media that match the habits of young people, 
so that they actively or passively gather in the content community of Meipian APP. In terms of en-
vironment, it provides a media space for “people over 40 years old” to carry out social practice, so 
that their physical presence and the way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can change. In action, Meipian 
APP has stepped on the pace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power is more decentra-
lized. In the continuous interaction of empowerment and anti-empowerment, it not only meets the 
media elderly-oriented needs of the “people over 40 years old” group, but also allows them to ob-
tain more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and social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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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数字化转型的加速，以互联网为重要结构的数字生活已成为常态。解决 40
岁及以上中老年群体运用新型数字技术的困难，是保障公民基本权益、缓解社会资源紧张、激发相关消

费需求、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一款能够吸引中老年群体、保证用户粘性的科技产品，不

仅有利于帮助中老年群体适应数字化生活，还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生活连续性。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移动互联网应用(APP)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和《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

水平评测体系》，持续促进数字包容，开展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和无障碍专项行动，十余项适老化标准规

范相继出台。多家 APP 针对中老年用户推出远程办理、专员问答等业务，其适老化改造及信息无障碍服

务成效显著。 
自 2015 年 7 月正式上线以来，美篇 APP 累计拥有注册用户 2 亿、创作用户 4000 万。2021 年，美篇

进行品牌升级，首次面向公众解释其品牌理念，并正式宣布转型为“不惑后”社区，它的 slogan 也从“诗

意栖息地”变为“来美篇，正当年”。美篇将自我定位为一种“长图文创作分享工具”，吸引了一大批

高层次、高知的中老年人群，并称呼这一人群为“不惑后”。这些“不惑后”群体在美篇结交同好，借

助微信分享作品、表达自我，实现个性化的深度表达，逐渐推动美篇进化为内容社区。 
如美篇的 slogan“来美篇，正当年”所述，其主要目标市场是 40 岁以上的成熟群体，这些“不惑后”

与新青年有着不同的成长环境和语境，其本身便是时代的见证者、文化的传承者和精神的延续者。因此，

美篇不仅通过内容社区的形式帮助“不惑后”群体找到归属感，更在履行适老化目标的同时，陪伴他们

共同寻找人生的价值。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不惑后”群体使用美篇 APP 的逻辑，有利于分析媒介适老化

和中老年人之间的连接与交互方式，反映用户使用的复杂性，回应智能网络时代对“不惑后”群体媒介

使用的社会关切。 

2. 愿景逻辑：媒介使用动机的时代性变革 

我国的媒介适老化稳步发展，老龄化不仅是个体的经历，更是社会互动的过程。“不惑后”群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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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洞明皆学问的潜力，但新媒介产品很难在这些 40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中被持续使用，他们的媒介

使用动机也会随着时代特点而不断发生变化。 

2.1. 新媒介产品的使用现状 

由于缺少技术储备，对于使用新型智能设备的学习和适应速度较慢，因此“不惑后”群体在面对低

端产品的参差不齐和高端产品的高技术要求时，很容易放弃使用新媒介产品。 
目前，很多主流的社交媒体仍以年轻人为主场，关注点还集中在产品的技术性实现上，很多“不惑

后”人群会对此感到无力或者排斥，较难满足其多样化、差异化的需求和喜好。只有持续使用才能让智

能科技真正融入到“不惑后”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并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价值。美篇的脱颖而出，主要在

于它可以融入用户们的日常生活，提升产品的使用效益和体验，将虚拟产品和真实场景联系在一起，进

而提高用户使用媒介的频率和时间，最终达到可持续使用的目的。 
美篇 APP 以“来美篇，正当年”为理念，聚集着大量“不惑后”创作者，他们运用多年的人生经验

和知识积累，在美篇中生产并发布文字内容，从生活日常到人生故事，从社会交往到自我呈现，为互联

网传播领域实现积极老龄化进行了有益探索[1]。 

2.2. 新媒介产品使用的时代呼唤 

现有的“不惑后”群体媒介使用和媒介形象研究大多从使用与满足理论、框架理论出发，运用内容

分析、文本分析等方法，勾勒一种消极负面的集体媒介形象。不同于社会范围内的传统认知与刻板印象，

“不惑后”群体发挥主观能动性，逐渐摆脱“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地位，活跃在各大时兴的社交媒体中，

参与平台的文本叙事和内容建构。可是，缺乏技术知识造成的“科技恐惧”，使得“不惑后”群体难以

深入、自主地使用智能技术，甚至沦为“数字难民”。如何帮助“不惑后”群体享受信息技术带来的福

祉，成为传播学界和业界关注的时代焦点。 
“不惑后”群体在美篇平台建立的虚拟内容社区，逐渐成为 40 岁及以上中老年人群的重要线上活动

场所，在很大程度上践行了积极老龄化中的“参与”指标。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媒介技术

的迭代和移动智能设备的使用，媒介通过调节受众的感知环境、符号环境和社会环境，塑造着“不惑后”

群体的价值观念和认同取向，并悄然改变着整个社会的组织关系[2]。周裕琼认为应将研究的重心从“老

年传播”转向“老龄化传播”，对其进行祛魅，把“老龄化”视作一种宏观的基础结构和持续的动态过

程[3]。封铁英等利用 Bootstrap 实证检验数字时代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机制，认为互

联网无论是作为“符号”还是“工具”均发挥着积极作用[4]。赵红艳认为老年群体和其他世代群体间的

数字鸿沟问题已引起高度重视，而老年群体内部因信息差距而产生并在不断扩大的社会分化现象却鲜有

人关注，最终在老年人群内部形成数字技能、数字素养、认知水平的分化[5]。 

3. 环境逻辑：媒介空间从现实转向虚拟 

在媒介使用的逻辑中，空间作为一种媒介，可以重构传统的结构性空间，主导着人们的认知、情感

和行为。流动空间是由节点组成的物理空间、精英组成的全球化空间，以情绪为中介，通过符号构建多

种多样的空间意象，提供了建构关系的可能性[6]。社会公众对“不惑后”群体的集体记忆，主要来自于

各种媒介生态和传播环境带来的社会、文化共识，这便要求“不惑后”亲身参与到媒介空间的传播实践

中进行重构和纠偏。 

3.1. 数字化实践：重构身体在场的方式 

在新媒介嵌入“不惑后”群体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交往行为和交往对象逐渐突破既定边界，开始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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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公域私域混淆、线上与线下混杂的情况。无论媒介技术进化到何种地步，人际关系的维系始终要以“在

场”为基础，身体的“在场”是人际关系发展的重要前提。 
基于智能手机的线上表达与互动，已经逐渐发展为“不惑后”群体进行社会交往活动的新形态，用

离身性的传播方式营造符号意义上的“在场”，弥补了线下的互动。在媒介技术介入下，美篇为用户提

供线上自我展演的空间，重构身体“在场”的方式[7]。“不惑后”群体可以在美篇中分享大量的人生故

事、原创作品、生活点滴，进行意义层面的社会实践，修复断裂的社交网络，以生活经验和身份符号争

取自己的社会生存空间。此外，点赞数、评论数等量化数据将他人的凝视具象化，进一步激发“不惑后”

创作者的创作热情。 
美篇官方开设组团短途旅行、读书会等活动，将线上具有地域性的虚拟场域带入现实，切实拓展“不

惑后”群体现实生活交往圈。美篇曾参办“退休美好生活嘉年华”，展位陆续有大量用户围观询问，其

中有一半都是美篇的用户。美篇与“不惑后”面对面，尝试在更多场景下打造更加精彩的中老年生活方

式，不仅能够切实感受当代“新老人”的风采，体会他们的温度，更提高了“不惑后”群体的媒介使用

频率，体现了我国媒介适老化的决心与社会责任。 

3.2. 病毒式传播：解构社会关系的形式 

新媒体文化蓬勃发展背景下，各种功能繁多的 APP 不断涌现，“不惑后”群体的文化生活被流行元

素、青年文化裹挟，处于“文化隔绝”的境地。这些 APP 一般以年轻人为主要消费对象，无论是媒体语

态、风格设计都试图尽可能贴合年轻人的生活需求，但对“不惑后”用户来说，这无疑是一堵堵文化高

墙。智能手机和适老化软件的出现与使用，让“不惑后”群体可以轻松跨越时空的阻隔，维系甚至重启

其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被限制的身体在场互动转向泛在、遥在的连接，并在某种程度上延伸了他们

的社交网络，为其社交失落带来转机，进一步实现社会整合。 
美篇的发展使以其为中介的人际传播变得广泛，媒介传播逐渐趋向人性化。“不惑后”群体发挥主

体能动性，以文本叙事的形式介入网络传播中，通过文字创作、转发分享、点赞评论等行为，为互联网

传播领域实现积极老龄化进行了有益探索。“不惑后”群体往往更重视人际关系，社交软件中的好友多

为亲戚、熟识的朋友，他们频繁使用群聊功能，将具有相同属性的好友聚集在一起，促进“模仿”行为

的大量发生，病毒式传播将会在“不惑后”用户的社交圈层中产生更大的爆发力。对于“不惑后”群体

而言，美篇独特的媒介空间有利于维系现有社会网络，或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用线上互动补偿线下的社

会网络，促进社会资本的累积、社会参与的增加以及社会联结的增强[8]。 

4. 行为逻辑：传播方式在赋权博弈中更迭 

正如丁未在国内最早介绍赋权理论的文章中指出，该理论主要针对那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资

源分配中处于劣势，其生存和发展遭遇能力和权力缺失的人群”[9]。相较于 Z 世代群体而言，处于“不

惑后”阶段的中老年人是天然的传播弱势群体，在赋权博弈的格局中历经诸多变化。美篇作为新媒介产

品，赋予“不惑后”群体一定的传播权力和传播效能，影响媒介使用的形式，同时“不惑后”群体的反

赋权也在影响着媒介使用实践。 

4.1. 新媒介产品的赋权和赋能 

微信公众号时代的来临，激发了网民们在公共环境内进行个人表达的热情，但公众号申请认证、文

章编辑排版等门槛，也让很多用户望而却步，尤其是“不惑后”群体。美篇在满足“不惑后”群体需求

的同时，踩中了去中心化的时代节拍，使传播权力更加分散化，让弱势群体获得更多社会资源和社会连

接，增强其传播效能，有助于其参与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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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是在社会交往中得以实现的，参与是传播赋权的主要形式，有利于改善因制度结构或利益分化

造成的弱势群体生存发展困境。信息传播技术对“不惑后”群体的赋权，既有个体性的一面，主要体现

在对其生理、心理、社会资源的改变上，也有集体性的一面，强调社会关系的互动与激发，使分散的个

人集合成团体、组织。例如，美篇具有图片数量多、文字载量大、社交裂变性强等特点，内置 500 多个

模版、1000 万余首音乐，媒介使用的操作方式简单易懂，能随时更改并同步更新文章内容，轻松地实现

阅读推送。 
在新媒体技术改变社会结构的同时，如何利用和“驯化”新媒介技术，改变“不惑后”群体的媒介

使用困境，成为学界和业界思考的重点。美篇的赋权行为是一种社会交往、参与、表达与行动实践，可

以帮助“不惑后”群体通过获取信息、参与表达和采取行动等实践性过程，获得在数字空间中生存的权

力和能力。 

4.2. “不惑后”群体的嵌入与反赋权 

数字时代社交媒介的传播赋权，使弱势群体在社会场域中的地位发生结构性改变，已经引起广泛的

社会关注。“不惑后”群体获得信息权、表达权、行动权的赋权，不再是被动的客体，而已成为能够独

立表达和行动的主体，通过传播输出与接收信息，赋予其对事物进行自我判断的可能，实现了从“为弱

者的传播”转向“弱者的传播”。相比积极探索网络世界、熟练掌握各种社交软件应用和功能的年轻人，

“不惑后”群体所使用的手机应用数量和种类较为有限，主要集中在相册制作、视频资讯等领域。 
于是，美篇 APP 一经推出，用户数和下载量便迅猛增长，这几乎全部依靠美篇的用户裂变和口碑传

播。首先，用户来自于微信端的 H5 页面，当美篇老用户在朋友圈或者社群中发布美篇文章时，其中便

带有 APP 引导条，新用户可以通过点击引导条下载美篇。其次，接受到亲朋好友推荐后，新用户会到应

用商店自行搜索 APP 并下载。除此之外，节假日是美篇用户增长的爆发期，因为每逢假期，用户们会深

度嵌入美篇 APP 的媒介使用中，创作大量的摄影、诗歌、游记、美文等内容，积极分享美篇文章和推荐

美篇 APP。 
“不惑后”群体的媒介使用与其社会关系、媒介素养等因素密切相关，实现了对美篇的反赋权。他

们在美篇中创作内容、分享经验，可以立刻生成相册并随时分享转发，在情感共鸣的过程中进行社会交

往，这满足了“不惑后”群体记录日常行动、向亲友分享生活的心理需求。因此，只有在具体媒介实践

中了解技术赋权的表现与影响，才能有效地助推“不惑后”群体的媒体使用，逐渐将传播的权力与能力

相统一。 

4.3. 赋权与反赋权中的传播生态变迁 

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互动是社会动力的来源，内容连续化则加强了创作者与用户之间的互动，进

一步打造符号认同，提升共享情感体验，增强自我效能感。休闲性质的在线行为是一种可以促进积极心

理的社会化援助，有利于缓解“不惑后”群体与社会之间的隔离和孤独感。娱乐性互联网行为被证实存

在着双向连接的功能，可以帮助并促进“不惑后”参与各种线下活动，如兴趣组织、社区活动、志愿活

动，放大或强化了外部性赋权的效果和范围[10]。 
“不惑后”群体对美篇的“成瘾性”不在于时间上的持续沉迷，而是情感上的依赖和投入。在美篇

中，“不惑后”群体呈现出敢于慢生活、享受无用之用的一面，他们也可以骑行、登山、跳伞、健身、

Cosplay，展现纯粹的玩乐精神。美篇中的创作内容具有连续性，既提升了用户黏性，也拉近了用户与他

者之间的距离，同时为创作素材的储备提供保障。“不惑后”群体可以借助美篇文章的传播便捷、灵活

易操作、影响力大等优势得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在媒介使用中增强多元化的自我呈现和个性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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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篇在 2021 年转型为“不惑后”社区，2022 年联合央视网等权威媒体发布一段名为《前浪》的新

年演讲视频，给社会展现不一样的中老年人，希望那些因数字鸿沟而长期丧失话语权、被误解的“不惑

后”群体得以被重新认识。该视频一经发布，在全网迅速引起热议，让社会看到了“不惑后”人群不一

样的生活方式。人们重新审视身边的父母与老人，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社会对 40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群体

的误解，对“不惑后”群体重拾话语权提供了一定帮助。 

5. 结语 

当下的主流内容社区大多向年轻人倾斜，“不惑后”群体难以融入。我国的媒介适老化进程缓慢，

致使该群体时常被世俗所误解，形成缺乏活力、老旧死板等刻板印象，甚至被部分主流平台所“抛弃”。

美篇不仅通过内容社区的形式帮助“不惑后”人群找到归属感，更在履行适老化目标的同时，陪伴他们

共同寻找生命的价值。中老年赛道流量分散，而美篇掌握着大量“不惑后”的行为数据、消费数据和兴

趣数据，因此，美篇对“不惑后”群体的聚集效应将有望成为产业融合和适老化的基础设施之一，“不

惑后”群体对美篇的媒介使用也将成为我国媒介适老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美篇 APP 的持续使用需要大量数据和技术支持，我国的媒介适老化进程仍需进一步探索。美篇平台

要树立精品意识、建立扶持机制，深耕“不惑后”群体社区的比较优势，提升美篇文章在内容建设、表

达风格上的原创性和创新性，提供更加贴近用户需求的产品和技术服务。在政策层面上，美篇需要建立

完善的中老年科技产品使用和管理体系，加强监管和标准化建设，引导“不惑后”群体合理使用网络工

具，融入虚拟社会生活。在实践过程中，美篇要增加面向“不惑后”群体的网络教育内容，对强娱乐属

性、轻内容属性的文章进行监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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