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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尤其是每年的国庆黄金档时期，各种彰显民族精神、回应时代关切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

题材的影视剧在传统媒体时代，都会通过广播、电视、影院等渠道传播。这类影视作品是宣传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提升民族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网络技术相当发达的新媒体时代，

作为主要的信息生产、传播者的青少年，更是能够利用网络接收主流媒体传播的主旋律作品信息，他们

也能够利用相当发达的新媒体工具，在以B站为主的新媒体平台上发布自己制作的内容，而这种传播方

式，无疑是打破主流媒体平台和新媒体平台壁垒的一个有效方法，在赋予受众更多主动性的背景下，促

进信息的二次传播，更能大力弘扬主旋律文化，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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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in the golden period of National Day every year, all kinds of film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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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vision dramas that highlight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respond to the concerns of the times will 
be spread through radio, television, cinema and other channels in the era of traditional media. 
This kind of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ublicize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
ism, enhance national pride and enhanc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Especially in the new media era 
where network technology is quite developed, teenagers, as the main information producers and 
disseminators, can use the network to receive the main melody works disseminated by the main-
stream media. Information, they can also use quite developed new media tools to publish their 
own content on the new media platform dominated by Bilibili platform, and this mode of commu-
nication is undoubtedly an effective way to break the barriers between mainstream media plat-
forms and new media platforms, in the context of giving the audience more initiative. Promoting 
the secondary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can vigorously promote the main melody culture and 
maximize the dissemin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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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旋律如何为大众，尤其是如何为广大青少年

接受、认同、共鸣共情，一直是影视创作探索的重大方向。无论是主旋律创作的大众化还是大众文化的

主旋律化，影视创作都取得了令人关注的成就。如《觉醒年代》《1921》《山海情》《奇迹·笨小孩》

等一大批主流影视作品着力于对青年群体的呈现和青春故事的书写，表现青年与时代的重要命题，赢得

了大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认可，一时成为令人关注的文化现象。不仅使主旋律作品的受众覆盖面越来越

广，而且使其所承载的主流价值理念深入人心，逐渐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主旋律创造高频率、正能量

形成大流量”的新风尚。 
在中国年轻世代高度聚集的综合性视频平台和文化社区——B 站，很容易就能刷到青年 UP 主生产

创作的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二次剪辑版本，他们正在以自己的视角和方式将自己眼中的主旋律影视作品传

播给社会。 

2. 青年亚文化的形成与演变 

(一) 青年亚文化的含义 
在中国，Z 世代通常代表了 1995 年至 2009 年出生的群体，他们在当前的 2022 年正处在 12~26 岁之

间。不再“上网”，而是活在“网上”，是对 Z 世代青年生活状态的精准刻画。作为成长于“永远在线”

的网络环境之中的一代人，Z 世代在青少年时期经历着移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速扩散，见证了以网络

游戏、电子商务、即时通讯社交网络和短视频流媒体等为代表的网络应用向社会各个领域、世界各个地

区全面渗透的“技术–社会”变迁。这样的成长环境使 Z 世代在交往模式、价值观念、生活态度、文化

品位及其演变趋向等方面都有着与过往世代迥然不同的特征[1]。 
“Z 世代”青年群体作为以“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为特征的全媒体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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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媒土著”，其与“Y 世代”伴随着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在网络中逐渐形成的文化价值体系、

认知思维模式和虚拟生活方式构成了“Z 世代”青年群体表达自身认同的网络亚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

以隐性、渗透和无形的方式影响着网络传播范式和文化育人环境[2]。互联网带来的社交和信息传播模式

的变革赋予了青年群体在文化生产和传播中更多的主动权，中国总体社会文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青年

亚文化，特别是网络青年亚文化作为青年群体独特的文化表达方式，也从边缘不断被推向中心。青年在

不同圈层中的亚文化认同、表达和参与成为形塑网络主流文化，乃至总体社会文化的关键性力量之一，

这大大提升了青年文化的能动性、创造力和多样化，也对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文化建设带来了

一定冲击。 
(二) “青年亚文化”群体“视听需求”特点 
一是无功利化的娱乐性。青年群体对视听需求主要出于兴趣需要、不带有功利性。这使得视听市场

越垂直精分，越能引发围观。比如昆虫这个看起来很小众的话题，在 B 站上却有庞大的用户基数，甚至

催生了不少有影响力的内容生产者。 
二是热衷分享观点和情感，并在群体引发共鸣。他们喜欢追逐新奇的内容，更热衷在自己感兴趣的

领域分享传播自己的观点。分享是互联网的一个重要特点，在面对优秀的视听内容时，他们更愿意在网

络上分享自己的真情实感，而这种分享也很容易在网络上引发群体共鸣。 
三是由衷地热爱党和国家，对主旋律内容有着极大的认同感。他们能够保持独立的思维能力，又有

着强烈民族自豪感。例如，在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上，一张护旗手面庞挂泪的照片在各大网络平台刷屏，

在最具有特色的 B 站弹幕和留言中，“此生无悔入华夏”成为高频词。此外，还有不少用户以这张照片

为题材进行加工剪辑，推动了照片及相关报道的多轮传播。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也使得主旋律影片

传播有了年轻且丰沃的“土壤”。 

3. 主旋律作品的发展历程 

“主旋律影视”是一个特定概念，泛指在政府指导下弘扬国家意识形态的电影电视作品。一般带有

政治和时事色彩，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或是其他正面积极的思想，具

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属于主流电影，主旨通常为弘扬社会主义时代旋律，激发人们追求理想的意志和催

人奋进的力量[3]。作品往往场面恢弘，感染力丰富，题材多采用伟人传记、历史大事等，间或偶有以大

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生活命运作为拍摄视角的影片，提倡关注基层社会民生，弘扬传统伦理道德。总而

言之，对于主旋律影视的定义，我们可以借用邓小平同志的一句名言：一切宣传真善美的都是主旋律电

影。 
“主旋律影视”的提出源于 1987 年中国电影局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口号，发展至今，

已有 20 余年。形成的初衷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为我国的文化安全坚守阵地，同时提

升“五个一”等红色影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它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分别是 1987~1992 年的提出阶

段、1992~1997 年的形成阶段、1992~2002 年的发展阶段、2002~2007 年的丰富阶段和 2007 至今的创新

阶段[4]。这期间，主旋律影视由最初的“高大全”变成了如今的“接地气”，体现了时代的先进性，同

时也回归了人民群众最朴素、真诚的可爱情感。 
从讲述改革开放奋斗故事的《大江大河 2》到聚焦扶贫工作《山海情》，从再现百年前新青年知识

分子救国图存故事的《觉醒年代》到讲述首批八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感人事迹《功勋》，近年来，

随着一批优秀影视作品的问世，主旋律题材影视剧摆脱了被冷落的境遇，逐渐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还

意外闯入了年轻人的精神世界，进入由年轻人占主流的社交媒体语境，实现“导向”和“市场”、传播

主流价值观、正能量与吸引关注、吸引流量的双向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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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主旋律影视作品给人留下了一种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的印象。但是，随着

新主流影视作品的崛起，突破了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固有面貌，造就了我国主旋律影视剧创作前所未有的

繁盛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青年学者霍艳认为，新主旋律作品以充满隐喻性的画面、语录化的台

词、生活化的场景、高浓度的情感输出，极大地唤醒和激发了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公众的审美热情。 
年轻人对主流影视作品的传播不仅体现在观看量和热搜，还体现在大量对主旋律作品的“二次创作”

上。众多优秀的短视频 UP 主，将主旋律作品剧集解说与历史科普、党史教育、功勋成就、现实背景等

相结合，加深受众感悟；或贴合年轻群体特征，剪辑展现生活化、幽默搞笑类场景，以小故事传递大能

量，通过情感诉求增加亲和力；或对主创团队进行专访，揭秘幕后创作历程和拍摄细节，拉近主旋律影

视剧与观众距离等，助推主旋律影视剧口碑发酵、“破圈”传播。 

4. 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传播模式 

(一) 传统传播模式 
在网络技术还没有达到发达程度的一段时间内，主旋律影视作品宣传的媒介主要是依靠传统媒体，

传统媒体平台作为主旋律影视作品的播放渠道，影响力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其次，新闻发布会、节目预

告片、拍摄花絮、主创见面会等传统形式是作品宣传的主要途径。在网络文化的冲击下，传统的主旋律

影视作品传播必然面临着诸多局限，阻碍主旋律影视作品的有效传播。 
1) 传统传播模式下的传播环境 
传统媒体是指传统的大众传播形式，主要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均

属于单向输出的媒介，受众可以根据兴趣自行选择主旋律影视作品观看，受众之间主要是通过“口口相

传”的形式实现作品的二次传播。 
主旋律影视作品宣传团队通过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将影片信息传达给受众，受众通过观看电视或

在电影院观影的行为接收信息，并对主旋律影视作品进行优先、协商、对抗三种解码，对作品积极解码

的受众会通过口述的形式将作品分享给其他受众，实现二次传播。受众观看主旋律影视作品主要通过以

下三种渠道，一是最常见的在电视上观看，二是借助 DVD 光碟辅助收看，三是在影院、影厅观看，政府

对于主旋律电影的播映提供了各方面的支持，包括增加排期、组织集体观影、选择最优的播映时间等。 
主旋律影视作品在电视媒体上传播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共享模式，受众往往和家人一起观看作品，个

性特征相对模糊。因此，从内容的传播到接收，主旋律影视作品在传统媒体上形成了闭环的信息生产、

传播、消费系统，这种稳定的信息传播模式难以为主旋律影视作品带来二次传播，进而也无法扩大其传

播效果。在传统媒体时代，主旋律电影的主动受众相对较少，大众更倾向于在电影院观看商业化电影，

导致主旋律电影的票房一直不容乐观，在电影院付费观看的这部分观众是主旋律影视的深度受众，学校、

政府、机关单位等集体也会组织观影来保证票房和传播广度。 
2) 传统传播模式的传播局限性 
首先，从传播内容来看主旋律影视作品容易陷入单调乏味、趣味不足、同质化程度高的困境，给受

众留下严肃、说教、枯燥等刻板印象。相比于言情剧、武侠片等类型作品市场竞争力孱弱。从受众群体

来看，主旋律影视作品在中老年群体中更受欢迎，因为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传播内容更容易满足他们的价

值观、情感表达方式、故事内容等方面的需要，而青少年在消费时代成长，他们更倾向于观看青春偶像

剧、言情剧、武侠片或好莱坞大片来显示自己时尚、个性、自由的心态，表达自我意识。尤其是互联网

普及后，电视媒体所面向的受众仍然是这部分中老年群体，青少年群体的注意力被碎片化的短视频或网

络视频所吸引。因此，传统的传播内容无法扩展自己的受众范围，自然也会限制其自身的发展。 
其次，从传播渠道来看，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传播渠道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传统媒体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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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主旋律影视作品都是由电视台完成制作和宣传工作。受到技术的局限，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传播大

多通过电视直播、电视录播、影院播映、线下宣传等方式同时进行，但这种传播形式受到时间和空间等

多重因素的影响，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达不到理想状态。网络媒体的发展使得传播平台和形式逐渐多样化，

这就使得传统媒体单一的传播形式不再适合当下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发展。 
(二) 新媒体平台传播模式 
根据优酷提供的数据，在《觉醒年代》的观众画像里，35 岁以下的青年观众占比接近六成，这多少

有点出人意料。新主流影视剧纷纷“出圈”，年轻人之间相互“安利”，甚至年轻人向父母辈“安利”，

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但在这两年，这种现象真真切切地发生了。同时，在每年主旋律影视作品的黄

金期——国庆假期这段时间，走进电影院观看主旋律影视作品的观众，已经成为以青少年为主的年龄层

受众，这种现象的产生，与青年亚文化背景下的新媒体平台上主旋律作品的创作生产传播是密不可分的。 
1) 青年亚文化背景下的传播模式 
B 站作为当下年轻社群文化传播的主阵地，其已拥有较为稳定的用户群体并形成自身的品牌风格。

在这个平台内，青年亚文化在这个平台上的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文化逐渐发展和

演变为“青年文化”，并构建出一种多元的价值体系，正朝着大众文化、主流文化的方向不断转变。同

时主流文化的传播形式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与媒介技术的迭代而不断变化。艾瑞咨询《2021 年中国二次

元产业研究报告》显示，二次元产业已经步入爆发期。具体表现为，2020 年整体市场规模达 1000 亿元，

年增速达到 32.7% [5]。B 站作为二次元文化的优质传播地，用户忠诚度较高，在这样的平台环境中，青

年用户就能更好的创作和传播自己的思想和作品。 
2021 年蓝狮问道统计数据显示，B 站用户平均年龄为 22.8 岁，可见其是一个大学生浓度最高的内容

社区。B 站作为互联网时代青年亚文化社群的聚集地，社交是“社群”中不可缺少的用户行为。在多元

化的视频内容与社区圈层氛围的加持下，B 站内的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传播由大众传播模式转换为受传互

动模式，不管是平台电影的播放还是平台 UP 主的自制视频，都会在社区内部引发话题讨论。在此过程

中，用户通过弹幕、评论区或粉丝群进行互动交流，满足其使用视频媒介参与社交的需求。 
除此之外，B 站也是作为一种参与式内容创作平台，在青年群体中引起巨大反响。由传播者主导的

一对多的单向传播模式，开始变成由媒介生产者与受众共同创作、受众与受众之间互动共享的多对多的

传播新模式。受众在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传播活动中具有很大的参与权，可以通过各类新闻和社交平台，

积极地参与内容的交互式传播和扩大再生产。越来越多的主旋律影视作品选择在网络平台播放，受众随

时可以将自己的观影感受转化为弹幕或评论，实现与主旋律影视作品或其他受众的互动。在播放量、点

赞、订阅、话题等各种数据流量的激励下，制作方会主动在新媒体平台生产、发布二次创作的内容。二

次创作与内容再生产也是十分常见的传播方式，受众以兴趣爱好为驱动，将主旋律影视作品中的角色设

定、叙事风格、语言风格作为自己的素材进行内容的编辑与再加工[6]。就比如在电视剧《觉醒年代》播

出期间，受众以电视剧里人物塑造鲜明的“陈乔年”“陈延年”为主角进行短视频的二次创作，该类作

品在 B 站、抖音、微博等平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吸引了更多的受众观看作品。 
2) 新传播环境下的生产传播形式 
在新媒体时代，网络媒介开始强化受众的主体意识，受众成为了新闻内容的发现者、收集者、传播

者，受众不再是单纯的“受众”，而是以评论、分享、创作、监督等形式参与到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传播

中，媒介平台的多样性打破了原有的单向传播格局，为受众与创作者之间的双向交流甚至多向交流提供

了新的方式。 
(1) 受众创作 
在参与式文化盛行之前，受众主要是被动地接收信息，网络媒介的迅速发展使得受众能直接参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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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传播中，在这个基础上，自媒体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受众直接参与到信息的创作中。每个受众都

能够记录身边的故事，又或者是对某一事件有感而发，这种创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传播的范围，

受众创作的内容甚至有可能发展成为新闻热点被广泛讨论和传播。 
对于影视作品内容的传播，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二次创作。二次创作是指以影视作品的人物或

内容为原型，进行二次加工整合，生成新的视频内容。受众创作是受众评论和再创作分享的前提。受众

只有先完成内容的创作，才能继续评论和分享的行为，换句话说，受众创作也是受众参与的基础形式。

在参与式网络场域中，每一个受众都可以通过微信、微博、抖音等平台发布内容、传播观点，受众作为

传播主体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主旋律影视作品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创新形式，争夺受众参与的主动性，在互联网平台发布奖励型的

UGC 活动，通过策划与作品传播相关的 UGC 内容征集，不仅可以推动作品更好地传播，赢得收视率，

也可以通过奖励机制吸引进行内容生产，激发受众参与传播活动的热情。像当下热门的主旋律电影《长

津湖》《金刚川》《1921》等均结合作品内容在微博平台设计 UGC 活动，通过社交传播，扩大主旋律影

视作品的影响范围。 
(2) 受众评论 
技术更迭和媒介赋能催生了受众评论的多样表达形态。传统媒体时代，受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要

借助于新闻中的文字内容实现自身的表达。参与式文化持续赋能，图片、音频、视频、动画、表情、颜

文字等多种形式逐渐融入受众评论。微博作为公共话语台，是受众评论的汇集地。受众可以选择通过视

频、音频、图片、表情、文字等多种形式的组合参与讨论，丰富多样的视听化效果激发其他受众参与到

相关话题的讨论中，接收相关影视作品的信息，提升全民参与的积极性，扩大内容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 
除了对于热点话题的参与评论，影视作品的评论形式也比较多样。首先受众在实时观看视频的时候，

可以输入弹幕文字对内容进行评论，甚至对其他受众的弹幕内容进行评论，弹幕的参与性、互动性、及

时性适应当下受众碎片化的阅读模式，可以激发受众参与评论的积极性。其次，可以通过点赞、评论他

人发布的原始评论内容表达自己对该内容的态度，认可度比较高的评论会再次成为受众评论的对象，从

而发展为“热评”，影响受众对于作品的态度。“热评”是当下网络媒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部分网友

甚至留言“评论比内容好看”，说明受众评论也是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之一。 

5. 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传播策略分析 

(一) 提升内容质量，增强内在感染力 
随着时代在不断发展，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传播内容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来适应社会的需求。

创作者和传播主体要根据社会环境不断更新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传播内容，同时还要实现贴合生活、贴合

受众、贴合实际，在延续优质传播内容的基础上创作出代表时代主旋律、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新

时代下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传播内容不能仅仅局限于战争题材和历史题材，更应该关注当前的社会现实，

和政策保持一致性，像反腐倡廉、脱贫攻坚、下基层、抗击疫情等题材均是不同时代的主旋律文化产物。 
(二) 创新互动机制，调动受众参与积极性 
参与式文化唤醒了受众的话语意识，受众开始重视传播活动中的参与感。青年群体是构建主旋律影

视文化产业的核心力量，通过创新互动传播机制，增强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的互动参与，增强受众黏性，

让观众保持对于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关注。 
主旋律影视作品应该积极创新传播活动，调动受众参与的积极性，提高二次传播以及受众留存率。

主旋律影视作品从前期策划开始，要充分发挥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制造良好的舆情环境，可以在

微博等广场型的传播平台上进行适当的营销造势，让受众预先充分了解作品信息。在作品播出时，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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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受众与作品的关联，与剧情相关的话题可以激发受众参与的积极性，受众可以随时随地参与到剧情走

向和内容讨论中，与其他受众分享互动。 
(三) 延长传播生命周期，持续增强长尾效应 
在当前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传播过程中，传播活动间断化、缺乏连续性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像每

年的十月份会集中涌现大量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宣传，但在其他时间段相关内容少之又少。密集而高强度

的宣传内容容易引起受众的反感与排斥，而非十月的零散传播内容无法形成记忆点给受众留下印象，从

而直接影响了传播效果的生命周期。要延长主旋律影视作品传播的生命周期，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应该采用滴水石穿的传播策略，合理安排传播活动的频率，让受众在日常生活中循序渐进地接收“红色

文化”。 

6. 总结 

本研究旨在探讨青年亚文化背景下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传播特点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青年亚文化背

景下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传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青年观众的需求和偏好、社会文化背景、媒体渠

道和宣传策略等。同时，主旋律影视作品在传播过程中也呈现出一些特点，如强调正能量、注重情感共

鸣和互动性等。因此，青年亚文化背景下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传播需要充分考虑青年观众的需求和偏好，

同时结合社会文化背景和媒体渠道的特点，采取相应的宣传策略。这对于提高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传播效

果和影响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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