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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互动论下的“视频博客”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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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视频博客是指用户通过最简单的拍摄设备拍摄自己的日常生活琐事，并以视频的
方式上传到网上，记录生活并传递信息的一种新型网络日志。文章基于符号互动论理论，分别
从语言及身势符号互动、“拟剧论”前台与后台的转换、“镜中我”的人际互动三个方面对视频博
客的拍摄以及发布的过程进行具体分析，发现视频博客和之前的博客一样，在继续变革着人们
的网络互动行为方式。从微观社会学的视角理解和探索视频博客，对视频博客的发展以及理
解人们的互动方式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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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视频博客”的相关简介与特征

视频博客，即Ｖｌｏｇ（Ｖｉｄｅｏ　Ｂｌｏｇ），是指制作视
频的人以自己为视频的主角，通过拍摄视频，再对
视频进行剪辑、配乐并添加字幕加以完善，形成具
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视频日志，之后上传到网站上
与观众分享，是一种记录性和人格化较强的影像
日志。［１］拍摄并发布到网络平台上的人就可以称
为视频博主。总体来说，相比于之前的以文字为
主的博客，如今的视频博客在视觉上更具有效果
性；另外，相比于近几年很火的以搞笑娱乐为主的
短视频，视频博客也更具有真实性，在呈现方面更
显得自然和真实。视 频 博 客 源 于 ＹｏｕＴｕｂｅ。

２０１２年，视频博客之父Ｃａｓｅｙ为了记录并分享
自己的生活，在其平台上出现了第一条视频博
客；２０１６年，住在加拿大的华人孙东山打开了国
内拍摄视频博客的大门。如今，拍摄分享视频
博客越来越多，并逐渐在Ｂ站、微博等各大平台
普及。

“视频博客”还拥有着一系列独特特征。首
先，视频博客的主要内容是为了记录拍摄者的普

通生活，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当自己视频博客的主
角。因此它所拍摄的范围极大，也许是作者参加
了某个会议的记录，或是作者去某个地方旅游的
拍摄，亦或是普通日常琐事的集合，但大都是以生
活题材为主打内容［２］。其次，视频博客的内容定
位契合了年轻用户。这些博客大多存在于 Ｙｏｕ－
Ｔｕｂｅ、Ｂ站和微博等社交平台上，而这些网站目
前的用户群体在年龄上都趋向年轻化，因此，视频
博客中反映生活类、时尚类、旅游类以及游戏类的
视频都满足了年轻人的文化审美品位［３］。伴随着
科技的发展，传播的载体一直在不断地更迭，从通
过文字和图片的表达方式，到通过视频和声音的
传达，人们的记录形式和交流方式也在经历着从
静态到动态的改变。因此，通过自我记录的影像
取代了最初开始博客兴起的文字和图片方式，视
频博客作为互联网沟通和交流的一种新生力量，

带来的用户体验也极大得影响了人们在网络上的
沟通方式［４］。

二、符号互动论下的“视频博客”分析

作为新时代网络互动行为的新锐势力，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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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同文字博客、网络直播、短视频一样，在继续
变革着人们现有的行为互动模式。符号互动论是
一种从微观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研究社会的理论。
它的核心观点是指人类互动是一个基于有意义符
号的行动过程。［５］美国社会学家米德被认为是符
号互动思想的开创者，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学者
布鲁默正式提出了符号互动论的观点，之后一些
学者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库利提出了“镜中
我”理论，戈夫曼在研究中将符号互动论向前推
进，都促使符号互动理论进一步完善。在网络日
益发展的今天，网络互动包括视频博客都可以通
过符号互动论来解释。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分析视
频博客中的符号互动以及互动过程的行为模式，
来探析在拍摄、录制以及发布视频博客过程中符
号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理解人们的网络互动行为。

（一）语言符号与身势符号促进用户之
间的互动

２１世纪人们在网络中进行互动，构成了网络
社会。符号互动论的开创者米德认为，符号作为
一种人类社会互动的工具，使人们在使用符号的
过程中赋予其特定的意义。伴随着社会行为的日
趋变化，符号也跟随着发生变化，并且在进行社会
互动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功能。传统的符号互
动论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制造和使用符号，通
过在不同情境中进行互动，并对所发生的事情辅
以必要的意义和解释；相反，符号在互动过程中也
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使人们能够预先理解自己
与他人的行为，并解释即将要发生的互动过程，促
使人们提前调节和选择自己的行为，从而增进自
我和与他人互动行为的发展。

对符号互动的分类大多都是以语言为标准来
进行划分的，通过语言，可以把符号分为语言符号
与非语言符号两个方面。其中，语言符号包括有
声的言语符号、以文字进行表达的书面符号等，论
其功能，语言符号不仅能够有效表达具体事务或
状态，还能使人们与之建立一定的联系，从而发生
互动；非语言符号，也称为身势符号，在与他人互
动过程中使用的动作、神态、表情、形态、衣着等，
都可当做非语言要素来解释。从非语言符号的角
度理解符号互动的意义也是必不可少的。

１．视频博客中的语言符号
社会学家米德曾指出，在符号互动中，语言不

仅能够使现存的情景或者所要描述的对象更具有

符号化，还能使情景或者对象的出现变为事实。
这是因为语言在人们的互动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
功能，在社会交往行动中，语言符号作为一种促进
整体交流的纽带，使说话的人在与他人交流的过
程中与客观、主观世界以及社会发生联系，而达到
一个共同的状态。通过之前对视频博客的介绍，
发现视频博客主要指的就是把文字、图片以及声
音等符号汇集在一起，再通过剪辑以美化，加工成
能够表达自身情感和展现作者生活日常的视频日
志。在这个过程中，语言符号发挥了自身特有的
作用，成为视频博客网络互动过程中的主要纽带。

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也曾指出，在言语者与听
众相互沟通的情境中，所叙述的内容必须是真实
而有效的；若存在于一个具有一定规范的语境中，
言语行为必须是正确无误的；最后言语者必须是
通过自己真实的想法来表达的［６］。在视频博客
中，来自于生活，并按时间倒叙的排列方式进行的
视频日志集合通过声音、图片的形式，把作者所想
要体现的内容展现在视频中，而受众者通过观看
视频博客与作者进行沟通和交流，不受时间、空间
和社会情境的束缚，两者之间产生互动。作者从
实际的生活世界出发，通过语言把客观、主观世界
和社会联系起来，再上传到开放、无限的虚拟网络
空间中。因此，语言符号在视频博客中所展现的
功能尤其鲜明。

２．视频博客中的身势符号
和语言符号相比，非语言符号指的是在信息

交流的过程中摒弃通过有声和书面语言的传递方
式，而是以能直接打动人的感觉器官的各类符号
为载体来进行互动。具体而言，之前较为古典的
互动理论研究的是在同一场景中面对面互动得来
的，由于科技的发展，出现了以某个特定技术媒体
为中介的互动方式，使人类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新
的存在状态和互动关系，其中，在互联网空间中的
虚拟互动就是一个具体表现。

由于视频的特性，视频博客在非语言符号方
面的互动功能表现在传播者面部表情、身体语言
等方面的意义传达，虽然计算机中介传播缺失身
体接触，但视频博主的表情、动作等都是表达信息
的重要手段；另外，有的视频博主通过拍摄烹饪、
运动、练字等一些日常活动，并非都是通过语言符
号来传递信息的，而是通过非语言的方式交流和
表达的。视频博主与观看者通过非语言符号的交
流使得其之间更加发挥了表达和传递信号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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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而增加了用户体验感，更加促进了用户与观
看者之间的互动。［７］

（二）视频博客中拟剧论呈现：前台与
后台的转换与形塑

“世界是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在扮演一个重要
的角色”，与其他研究社会互动的学者注重研究社
会互动类型、互动性质不同的是，社会学家戈夫曼
将自己的研究兴趣放在社会互动时的情境分析上
面，主要研究和分析在互动过程中的角色扮演以
及特有的意义等问题，其中拟剧论的观点就是最
好的代表。戈夫曼认为，每个人的表演区域都会
被分成前台和后台。前台主要是人们进行正常表
演的地方，后台是用来排练前台，为前台的表演做
准备的地方。可以说人们在前台的行为举止与后
台是有很大差距的。具体来说，前台包括一些面
部表情、言谈举止、仪容仪表、服饰、舞台布置等等
要素，观众能够通过前台来获得一定的信息，而后
台是观众看不到的，即为前台表演的铺垫，在后台
表演者可以表现的松松垮垮，不必表现得专业和
紧张。另外，在互动中，成功的印象管理需要整个
剧组进行合作，即在前台要避免无关紧要的、与前
台表演无关的人进入到表演中，在后台要避免观
众进入到其中，看到其彩排以及后台的行动。因
此，在必要的条件下，人们为了实现更好的印象管
理，就会运用一些手段来装点门面，类似于对舞台
设置的控制、允许表演者使用一些有策略的控制
来调动和调节观众获得的信息。

那么，视频博主把自己拍摄并编辑的视频放
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就可以被看成是视频博主的
前台区域，后台区域就是视频博主在现实生活中
的真实的状况。每个视频博客主为了传递消息，
都会在视频中放置具有自己特性的标志，如自己
的视频ＬＯＧＯ、视频剪辑效果、色彩搭配、具有个
人风格的字幕、甚至于主题的选择以及背景音乐
的添加，都是博主在前台呈现过程中对自我的装
饰；作为一种拍摄视频博主日常生活琐碎的视频
日记，视频博客也是博主对后台的反思，即对视频
博主现实生活真实的呈现。由于视频的特性，也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虚拟空间中存在的匿名和虚
假性互动带来的不信任感，也就使视频作者在互
动时更加真实且有效。但即便如此，由于前台与
后台的不同性，视频博客的作者在前台表演时仍
带有一定的理想化成分，网络虚拟空间中因为时

间和空间的分割，以至于形成了前台和后台的相
对封闭的区域，视频作者利用这一特点，而控制了
观众心中对作者的形象，引导并对观众的互动施
加作用。

（三）“镜中我”理论下的人际互动

社会学家库利对符号互动论的突出贡献在于
提出了“镜中我”概念。他认为，人们在与他人交
往时会形成自我观念，从而形成他人对自己看法
的评价。这样，每个人都是对方的一面镜子，反映
出对方的情况。按照库利给“镜中我”下的定义来
讲———一个人对于自我有了某种明确的想象———
即他有了某种想法———涌现在自己心中，一个人
所具有的这种自我感觉是由取决于别人思想的、
别人对于自己的态度所决定的，这种类型的社会
可以称作“反射的自我”或者“镜中我”［８］。在视频
博客中，博主拍摄并制作视频，会上传到网络平台
上以供大家分享，观看者可以评论博主的视频，而
博主可以和观看者通过评论互动，因此博主和观
看者之间的人际互动传播以及博主观看评论及回
复的心理机制恰恰体现了库利的“镜中我”理论。

因此，由于个人经历、文化背景及情感的差异
性，观看者会对视频博客做出或积极、或消极、或
认同、或否定的评价，视频博主通过观看及回复观
看者的这些评价，形成两者的互动机制，这往往也
成为了反映视频博主自我的一面“镜子”。当观看
者对自己感兴趣的视频博客做出积极评价时，博
主会通过文字符号来回馈观看者，或者通过一些
表情符号如微笑感谢、惊呆、激动落泪等与观看者
进行互动 ，映射出博主对自我的正面评价。而当
观看者对视频博客做出一定的负面评价，博主收
到类似的文字、表情符号后，会通过此负面评价产
生自我怀疑和消极情绪，从而影响了两者的互动。

三、结语

视频博客从在海外崛起并流行到在中国也开
始成为一种潮流，在中国，尤其是在年青一代中可
谓是来势汹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开始使用视
频博客来记录自己的生活，大到公众明星，小到普
通人，都代表着一种积极的新生力量。查阅相关
文献发现，近两年拍摄并上传视频博客的势头可
谓迅猛。在ＹｏｕＴｕｂｅ上以“Ｖｌｏｇ”为关键词进行
搜索，可以搜索出９　０００多万条与之相关的视频，
在国内的网络平台上也可以搜索出几十万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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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ｌｏｇ”的关键词相关内容［９］。依靠国内的移动
社交平台，视频博客的发展趋势也是日益增长，在
年轻人都喜爱的Ｂ站上搜索，有的视频博客的单
条点击量甚至超过了１００多万，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视频博客会发展的越来越好［１０］。

因此，作为信息传播的一种形态，视频博客逐
步抛弃传统的网络分享方式，成为了一种新的社
会行为，促进了人们网络互动行为的发展。从符

号互动论的具体方面阐释视频博客的特征，可以
更加形象得分析和解剖视频博客的详细要素，这
不仅为视频博主的自我呈现提供了更多的途径，
同时也为促使其与观众进行更多的互动增添了渠
道。所以思考并探究视频博客，不仅会使更多的
人拍摄视频博客并感受到视频博客给人们生活带
来的乐趣，还能探索每一个常见符号的意义，促使
我们对社会产生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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