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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嵌入文旅融合的产业传播路径探究
———基于格兰诺维特嵌入性理论的分析

张爱红

摘要:互联网是我国数字文化产业的重要载体,亦是当前我国文旅融合的重要产业传播方式.当前,互联

网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读屏时代下受众碎片化浏览习惯的养成,使得短视频异军突起.一场以短视频为

重要载体、嵌入文旅融合的新型产业传播方式已悄然而至.基于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这种产业传播

方式呈现出“意见领袖”引领化、文化内容符号化、内容表达生活化以及传播渠道多元化的特点.短视频嵌

入文旅融合需重视其产业传播的管理:在内容上,应以优质原创内容为核心,注重真实性的表达;在运营

上,文旅现场要结合大数据分析,重视对景点的规划设计;在监管上,要有防范于未然的风险意识,最终形

成网络传播新生态,为推进我国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发展提供可参考的产业传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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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是当前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战略规划,亦是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全面转

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第３４条强调,“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推动文化

和旅游融合发展,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

级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点,创新推进国际传播.”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短视

频平台的出现使传统旅游的方式及意义产生了重要改变.依托我国人口红利的基础以及先进的互联

网技术,短视频可在极短的时间内展现旅游景区的文化精神及独特风貌,以网络传播的方式实现文化

旅游线上与线下的双向输出,大大拓展了文化产业的传播渠道.探究短视频的内容生产、行业特色及

发展方向,对于促进我国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拓宽我国文化产业的传播路径具有重要的启示,有利

于实施文化产业的数字化战略,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发展.

一、短视频嵌入文旅融合的产业传播基础

(一)短视频的内涵及界定

最早的短视频应用平台是出现在美国、成立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的 Viddy.２０１１年 Viddy正式推出

短视频社交软件以打造产业化的短视频平台,其宗旨是“创造和分享视频有趣而简单的方式”.为打

开市场通路,Viddy不但拥有属于自己的专用社区,还积极与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具备庞

大用户数量的社交平台实时对接.随后,Instagram、Vine等应用软件基于已有的社交平台纷纷向短

视频方向布局.我国的短视频起步略晚于国外,２０１１年３月“GIF快手”软件上线,但其功能最初只可

制作、编辑图片,并无涉足短视频领域.直到２０１２年１１月,“GIF快手”更名为“快手”,才标志着我国

正式进军短视频行业.２０１３年８月,微博内置的短视频应用平台———“秒拍”上线,依托于微博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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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规模以及明星效应带来的强大影响力,“秒拍”一时间成为现象级产品.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

«２０１６年短视频行业发展研究报告»,２０１６年５月之前,“秒拍”日均上传视频达１５０万,播放总量达１７
亿次,用户日均使用时长达２０分钟以上①.这一时期我国的短视频传播模式普通效仿于国外模式,即
以社交平台为基础,注重培养用户的使用习惯以及明星“意见领袖”的作用.２０１７年以来,受益于智能

手机与４G技术的普及以及５G技术的问世,各类短视频软件在试水期取得了一定成效:抖音、梨视频

上线,“一条”“二更”获得上亿元融资,土豆网成功转型为短视频平台,一时间短视频平台快速发展,成
为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的重要传播渠道.

短视频是互联网经济的新产物,目前学界业界对其界定多以时长为标准.司若等在«短视频产业

研究»一书中从微观和宏观视角探讨了其概念,认为“宏观上,短视频是一种互联网行业里的内容传播

载体,时长一般在５分钟以内,发布于各种新媒体平台,供用户在休闲时间或移动状态下观看的视频

短片.微观上,短视频可以理解为一种交流语言,像说话一样”②.杨嘉嵋在«我国短视频新闻的

发展与传播研究»中将其界定为“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时长在５分钟以内,具备制作周期短、内容广泛、
原创度高、参与度高、形式自由灵活等特点的视频表现形式”③.短视频的行业巨头“快手”基于自身

客户进行大数据分析后得出了短视频是“竖屏,５７秒”的时长标准.赵晖从短视频的特点出发,认为

“短视频借助人工智能,以算法为依托,将内容信息进行精准的圈层推送,搭建了多元场景的虚拟社

群,这些基于集体认同价值观之上的社群有效地将视频垂类内容进行转发传播,同时,新的媒介矩阵

还将公域流量导向私域流量,形成私域经济下的新媒体营销方式”④.
从以上关于短视频的表述中看出,对于短视频的界定,其时长标准虽略有区别,但“时间短”成为

短视频的核心特征.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短视频不但要做到分秒必争,而且要善于从用户的使

用场景、交互体验、情感层面等多维度入手,才能充分适应当下用户读屏时代的碎片化阅览习惯.结

合当前我国文旅产业的现实情况,嵌入文旅融合的短视频是一种时长在５７秒至５分钟之间,以文化

特色和旅游风景为主要内容,依托移动智能设备的快速编辑、上传等功能,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以视

频形式实时分享的大众传播形式.
(二)嵌入性理论的提出及其在文旅产业中的应用

“嵌入”(embeddedness)一词由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最先提出,他在«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用嵌入性理论研究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指出“经济体系,从原则上说,
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⑤.新经济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Granovetter)在社会网中创

造性地完善并丰富了这一理论,指出“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背后的意图嵌入在社会关系具体且不

断发展的系统中.这些关系网络构成了联结个人行动、社会制度和文化间的中观层次的关键部

分”⑥.另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格兰诺维特重申了“大多数行为是紧密地嵌

入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⑦的观点.基于此,格兰诺维特把社会网分为“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和
“时间的嵌入”.格兰诺维特认为“关系性嵌入指的是一个人与特定他人的关系本质.这个概念涉及

的是一对一的人,用社会学的术语,就是‘双边’.关系性嵌入对个人经济行动有着强大而直接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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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①简言之,“关系性嵌入”依赖于一个相互预期的双边关系,如丈夫与妻子、员工与主管,从而使其

中的任何一方都能从这种双边关系中获得福祉,并影响彼此的行为.而“结构性嵌入指的是一个人嵌

入的网络的整体结构对个人所施加的影响.相比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对经济行动的影响更加精

微而不直接.结构性嵌入也会决定一个人作决策时取得什么样的信息,从而影响其行为.因此,
一个人是否离职不只取决于你的社会连接属性,同时也取决于你是否得到其他好的就业信息”②.显

然,“结构性嵌入”并不局限于单纯的双边关系,而更涉及由第三方共同建构起来的社会网络整体结

构,其波及的范围要比“关系性嵌入”广得多.而格兰诺维特的“时间的嵌入”,体现了在社会网中行动

者对过去历史的重视,认为过去的历史会塑造今日的情境.他提,“人类认知中有值得注意的能力能

把过去久远关系中的一些细节及情绪韵律储存起来,所以一个人即使很久没和一个特定对象打交道,
关系再启动时也不是从一片记忆乱码中开始,而是从过去得到的共同理解与感情开始.”③基于社会

网中的这三种嵌入方式,格兰诺维特在«弱连带的优势»④一文中根据人与人之间连带(dyadicties)的
强度,即“两个人之朋友网络的重叠程度”⑤,按认识时间、互动频率、亲密性以及“互惠性服务的内

容”,将连带分为强连带、弱连带以及无连带.就连带的重叠程度而言,格兰诺维特指出,“强连带的时

候重叠最多,而若是弱连带的时候,重叠程度则是中等的”⑥.可见,格氏的嵌入性理论是基于社会学

视角,将行动者置于社会网的系统之中.
麦尚文在«“关系”编织与传媒聚合发展———社会嵌入视野中的传媒产业本质诠释»一文中认为,

“‘嵌入性’引入了非经济的制度和社会因素,拓宽了关于传媒产业的社会分析视角,包括基于‘关系嵌

入’的传媒与公众的关系联结,以及基于‘结构嵌入’的传媒与更广阔社会结构的关系互动.”⑦陈莹

盈、林德荣以格兰诺维特的关系嵌入理论为基础提出:“博客、微博、评论类网站和虚拟社区等均属于

弱关系网络,微信、QQ、Facebook则属于强关系网络”,同时强调“微信、QQ 也包含着弱关系链,但从

旅游分享角度看,属于强关系平台”⑧.可见,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对传媒及旅游产业的发展具

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三)短视频嵌入文旅融合的可行性分析

以格氏嵌入性理论为视域,短视频嵌入文旅融合主要有三种方式.在“关系性嵌入”中,短视频平

台充当了一个关系节点,通过嵌入文化与旅游形成的双边关系,使原本游离的文化与旅游业通过短视

频这种媒介得以连接,形成以短视频为中介的“文化—短视频—旅游”的共栖互生关系,且在这种共栖

关系中,仍十分强调每个单元个体对对方的独特作用.相较于“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的行动者

类型更为多元化,其更强调第三方对整个社会网的重塑作用,并最终致力于建构一个较为稳固的关系

联盟.此种类型下的短视频平台更像是一种第三方组织,在文化、旅游、公众等多个要素主体之间形

成多重关系,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包括:短视频与文化的关联,会形成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

短视频内容;短视频与旅游业的关联,会对旅游业进行宣传;短视频与公众(此处主要指短视频用户)
的关联,会带来大众的娱乐狂欢.以短视频为媒介形成的诸种关系,经由互联网的虚拟连接,共同形

成了以系统为特征的文化社交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会不断扩展社会关系网,与他人产生更多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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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因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社会网结构.此外,对格兰诺维特的“时间的嵌入”而言,短视频的时长

通常限制在５分钟以内,以展现旅游景区的历史底蕴、文化特色和记录游客的旅行轨迹为主要表现形

式,在时间的维度里将旅游信息与文化内涵相融合,将文旅内容的历史底蕴(涉及过去时态)、游客的当

下状态(涉及现在时态)连接起来,从而致力于文旅产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涉及未来时态).
就文化的发展来说,一种文化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必然离不开一定的媒介,媒介是促进文化传播与

交流的方式,从而促使不同的文化因子在交流、互动与碰撞中生成新的文化质态,促成文化的创新.
文化交流是文化创新的方式之一,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短视频已成为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它以短

小精悍的个性化、趣味化和生活化内容,运用手机互联网等移动传播设备,形成了更为方便、快捷的文

化传播范式.短视频的这种特色化传播范式,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开辟了新的传播路径.
据抖音平台官网发布的“抖音非遗数据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１０日,国家级非遗项目视频数量

超过１４亿,国家级非遗项目有１５５７个,而抖音发布的非遗视频数量覆盖率达９７９４％.其中相声、
象棋、京剧排名前三位①.此外,短视频对于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也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以更为

灵活和受众更易接受的方式,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窗口.如作为一种“短视频文化现

象”的李子柒,在２０２１年４月底,其在 YouTube上的粉丝量就已突破１０００万,在成为首个在该平台

上粉丝破千万的中文创作者.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指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

解这种文化用于会话的工具”②.短视频作为目前互联网时代最流行的一款会话工具,已成为让世界

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种有效的文化传播媒介和跨文化交流方式.
就旅游层面来看,我国旅游业从早期的政府主导模式,到改革开放后的入境旅游模式,旅游的产

业形态已初具雏形.在当前文化和旅游快速融合的发展期,其产业形态已发生了重要改变,旅游的方

式更加灵活多样.主题文化公园、特色小镇、大型实景演出活动、文化产业园区、文旅乡村等文旅产业

新业态不断涌现.但一个颇为明显的事实是,知名景区在旅游旺季会出现“人满为患”的境况,这在某种

程度上已严重影响了游客的旅游体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小众景区却出

现客流不足、景区经营困难的局面.因此,如何挖掘小众景区的特色文化内涵,把客流量从旅游名区适当

引流,并引导“闭门不出”的人走出家门、度假休闲,释放景区活力,是当前文旅融合要解决的关键现实问

题.在此背景下,从产业传播的视角探索文旅融合的方式,借助短视频的用户规模、平台优势及行业属

性,嵌入文旅融合,可促进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及创新发展.其主要的产业传播路径如下:

１．依托原创 UGC,缔造全民创客运动.近年来,短视频用户人数呈井喷式增长态势,据中国网络

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的«２０２０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止到２０２０年６月,短视频用户

规模已达８８１亿,短视频成为仅次于即时通信的第二大网络应用,其中旅游风景类内容占短视频用

户偏好的３５２％③.庞大的用户数量形成了以原创UGC(usergeneratedcontent用户生产内容)为代

表的全民创客运动.格兰诺维特指出,在嵌入社会网的关系中,弱连带的优势在于可将新信息传递给

其他受众,“弱连带或是我们经常说的‘认识的人’,更常有机会接触我们不认识的人,从而带来新的信

息”④.在互联网社交时代,短视频用户经由平台算法自动识别到其“认识的人”(非亲密朋友),形成

一个属于用户自我的关系圈层.同时,该用户也会将这种圈层内的用户以社交网络的方式推荐给他

人(“不认识的人”),由此建构起一种波及面较广的弱连带关系.这种弱连带关系会为内容生产者带

来更多的有效信息,从而使创意与灵感在短视频平台上充分涌动.此类创意包括文旅新业态、文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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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文旅周边新产品等.借助短视频平台的社交互动特性和大数据分析功能,此类创意会被瞬间推

送到用户面前,一方面,可使文旅融合的新业态、新路线及新产品迅速获得流量,进而成为爆款;另一

方面,可使小众景区获得较高的关注度,带来客流量,同时也可使没落的旧景区重新焕发活力,带来新

玩法.因此,基于大众用户自我拍摄、上传的原创旅游景区短视频就为文化旅游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

容支撑及最为广泛的表达方式.一场依托于短视频平台,规模浩大的全民创客运动正悄然袭来.

２．打造“网红”城市,催生新的文化消费增长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提
出了“媒介即隐喻”的观点,认为媒介是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①.短视频借助“结
构性嵌入”形成的多重网络,凝聚巨大的合力,这对于孵化网红景点、打造特色城市、促进文化消费大

有裨益.«２０２０抖音数据报告»显示②,郑州市的银基动物王国成为当年抖音上升幅度最快的景点,点
赞增长超过３０８６％.以抖音检索“银基动物王国”的短视频可以发现,此类主题单个短视频的点赞、转
发量虽然鲜有突破５万,但由于短视频的基数大,话题性强,其传播内容可以迅速发酵.凭借短视频

的这种传播优势,该景点２０２０年荣获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颁发的“中国最美旅游网红打卡地”奖项.
正如格兰诺维特所说:“个人如果有社会纽带连接相互分离的多个网络,那么就可以享有极大的战略

优势.”③尽管短视频还没有成为其预想的“一个网络传往另一个网络的唯一一座桥”④,但短视频强大

的社交互动属性和连接功能已起到了格兰诺维特所说的“社会纽带”的作用.正因如此,特色的文旅

场域依托短视频社交平台,在短时间内可实现裂变式传播,这对于培育文旅内容新供给、释放文化新

动能、实现个性化消费和互联网的产业传播功能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催生新的文化消费增长点.

３．以短视频促进跨界融合,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受互联网经济的影响,我国的文旅产业在

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跨界融合的产业传播现象,由此不断产生出新的业态.这些新业态无论从自

身影响力还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上都远胜于从前.例如,“教育＋网络直播”产生了“在线教育”、“图
书＋电子设备”产生了“电子书”.然而,文旅的跨界融合并不在于“文化＋旅游”的简单叠加,而是在

短视频的嵌入下形成了“互联网×(文化＋旅游＋其他产业＋其他要素)”的协同式发展关系.短视频

嵌入到文旅融合中,可有效利用多元的社会信息,为互联网经济时代下文旅的跨界融合提供多种可

能.未来的旅游业应是以互联网为媒介,融合文化、交通、农业、食品、体育等行业,形成以娱乐、健康、
生态、教育等理念为主的现代文旅产业体系.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第四部分强调,应“加快发展现

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现代文旅产业体系是现代产业体系的一部分,是文旅各业态

在现代新型传播媒介中多产联动、多元融合、多元发展的产物,亦是文化和旅游在产业传播中深度融

合的结果,从而呈现出独特的产业传播特点.

二、短视频嵌入文旅融合的产业传播特点

受益于短视频的简易制作、快速上传、迅速传播以及强社交属性等特点,文旅产业在内容生产、传
播方式及变现形式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其内容生产者特别是“意见领袖”往往可以“一石激起

千层浪”,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从而助推文旅新热点的出现.以短视频传播生成的文旅内容往往以

旅游地的文化特色为主,带有鲜明的地方烙印,并带来一定的文化品牌效应,其对文旅内容的呈现一

改传统旅游宣传片“恢弘大气”的单调印象,使旅游景区更真实有趣、更贴近生活.同时短视频的变现

方式亦更加灵活,出现了“直播带货”的热潮,引发了“云消费”“云旅游”等新型消费方式,这对于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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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文旅产业具有积极作用.具体来说,嵌入文旅融合的短视频在产业传播中呈

现出以下特点:
(一)“意见领袖”引领化

１９４４年拉扎斯菲尔德(PaulLazarsfeld)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意见领袖”的概念,
认为“在每一个社会群体当中都存在一小部分政治思想活跃、敏感、喜欢影响其他人做决定的人———
意见领袖”①.拉扎斯菲尔德同时也对“意见领袖”的传播方式即“二级传播流”做了探讨,“在人际关

系网中,‘意见领袖’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他们却认为正式媒介是比人际关系更有效的影响来源.
这就意味着信息是从广播和印刷媒介流向意见领袖,再从意见领袖传递给那些不太活跃的人群

的”②.拉扎斯菲尔德所提出的“意见领袖”虽是探讨美国社会的选战问题,但其论述的传播方式对

“文化和旅游如何实现深度融合”有着重要启示意义.在当今互联网时代,随着媒介科技的迅速发展,
“意见领袖”已借助互联网的传播演变为一个更为特殊的群体———“网络意见领袖”.“网络意见领袖”
所带来的影响力已远超传统意义上的“意见领袖”,其具体含义已发生了重大转变.“网络意见领袖”
的构成群体包括专家、学者、明星、具有一定粉丝基础的从业爱好者和专业人员甚至是现象级的节目

等.这些“网络意见领袖”在短视频社交平台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无论是直接向大众推荐旅游景点,抑
或是以综艺节目拍摄地进行的间接推广,都能在极短时间获得很大流量,迅速成为网络爆款.“网络

意见领袖”之所以获得网友的青睐,主要源于短视频用户的信任.格兰诺维特在探讨基于群体和网络

身份而获得的信任时就指出:“超越两两信任而与结构相连的最简单的主张就是,信任在那些自认为

同属一个群体的人中间更容易发生.”③短视频的“结构性嵌入”所呈现的虽是一个相互交织且极其复

杂的社会关系网,但这个社会关系网的建构原理是把相似话题以及人物的点击率作为连带进行联结,
在连带的关系节点中建立起信任关系.简而言之,“网络意见领袖”与短视频用户同属一个网络社交

群体,因而其主张便能迅速获得受众的认可与追捧.如,２０１９年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的热映,激发

了广大受众对西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向往,其拍摄地“大唐不夜城”更成为了不少观众必去的旅游

打卡胜地.据«２０１９抖音数据报告»显示,“大唐不夜城”位居２０１９年抖音播放量最高的十大景点之

首.可见,文旅胜地的热度得益于互联网思维下短视频独特的产业传播方式,其中“意见领袖”的地位

举足轻重.
(二)“文化符号”的内容化

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在其符号消费理论中提出,当代社会是消费的社

会,处于消费洪流中的人们消费的不仅仅是物品,更是符号,确切地说,是符号背后象征的一种观念或

价值.鲍德里亚指出:“物品在其客观功能领域以及其外延领域之中是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然而在

内涵领域里,它便只有符号价值.”④这种符号价值所带来的符号经济无疑是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

本的关键环节⑤,亦是文旅融合视野下短视频平台获得流量的活力源泉.就短视频嵌入文旅融合的

方式而言,文旅内容构成了文化嵌入的符号指代,实时性、快捷性、便利性的视频内容构成了文化嵌入

的演绎表达.短视频作为价值嵌入与文旅再现的传播终端,是短视频用户和游客进行文化体验的重

要平台.简单的文化符号涵载着丰厚的精神文化内涵,成为文化经典得以传承的载体,亦是时尚文化

得以传播开来的重要媒介.这些符号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不同的时代意义,亦是经典与流行、民族与

世界、科技与文化沟通交流的象征.以嵌入性理论为视域,短视频嵌入文旅融合,不但可拓宽文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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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传播的空间场景,展现新时代数字赋能文旅融合的产业魅力,更使得各地的文化精神借助短视频平

台得以广泛传播.
每个旅游景区的深处都蕴含着不同的文化精神,这些文化精神体现出的风土人情和地方文化特

色是该旅游区的文化标识,亦是其典型的“文化符号”.在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符号”中,经过恰当而

有效的产业传播运作,久而久之便会形成无形的文化品牌效应.如重庆因其特色地貌及独特的饮食

文化而在短视频平台上打响了“地铁穿楼”和“洞子火锅”的文化名片;武汉两江交汇的天然区位优势

加之楚风汉韵的文化气息孕育了“楚河汉街”的历史底蕴.此外,多数文旅热点景区的短视频都会配

以所在区域专属的背景音乐,用短短十几秒的音乐强化观众的文化记忆.如成都的短视频必少不了

赵雷那首红遍网络的歌曲«成都»,乐曲«济南济南»则常伴随着济南各个景点而出现.这种“短视频＋
音乐”的传播方式从情感角度拉近了与普通用户的距离,制造了身临其境的文旅体验感.这一方面,
可加强当地人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增强了文化凝聚力;另一方面,能使异地网友牢牢记住了该旅游

地的声音符号,从而心驰神往.在此,文旅内容化为一个个文化符号,经由短视频平台的大众化传播,
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消费的主要内容.

(三)内容表达的“生活”化
在“日常生活”的场域中,嵌入文旅融合的短视频在内容生产及表达上更为生活化.迈克费瑟

斯通(MikeFeatherstone)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中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呈现的是将生活

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①.短视频平台上的文旅内容正契合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观点:普通用户

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城市风景与田园风光,经过简单编辑处理后便可自行上传至短视频平台,与大众

分享,由此形成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短视频平台中的旅游内容也一改传统媒体所渲染的城市地标

和著名景区之庄重严肃的形象,在内容上,不断贴近日常生活,表达形式更为真实、直观,其内容的表

现亦更加立体多元.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标签化的旅游景点往往不受青睐,而体现旅游地之生活百

态、充满烟火气息、“接地气”的内容更能迅速而广泛地传播.这在格兰诺维特看来,是“弱连带”优势

的体现.他曾以一个例子阐述了“弱连带”的优势:“当我们需要一份新工作、一个稀缺的服务或一些

重要的投资或项目信息时,虽然我们的亲密朋友会更愿意帮忙,但‘认识的人’才会真正帮得上忙”②.
以往那些熟为人知的文旅场所,就处于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强连带”关系中:大众对其印象深刻,并有

着极强的信任感.而对于短视频其他用户(“认识的人”)分享的内容虽没有较高的信任度,但是这种

“弱连带”关系有利于激发用户的文化猎奇心理,从而增加了文旅内容信息传播的广度.格兰诺维特

对“弱连带”优势的强调,为文旅产业中“日常生活”内容的快速而广泛的传播提供了较为合理的注解.
可以说,短视频平台引领了一场去中心化、去扁平化的旅游文化塑造运动.短视频在拍摄的角度、覆
盖的空间、展现的内容方面虽不是大而全,却能让网友感觉到这不是旅游目的地虚假夸大的营销,“反
而更能激发更多网友的情感认同与共鸣,增进网民对旅游形象、传播内容的信任感及亲切感,产生‘想
到远处看一看’的旅游冲动”③.

(四)传播渠道的多元化

２０２０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受疫情的冲击亦较

为明显.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２０年一季度全国５９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

业收入１６８８９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１３９％,营业收入下降明显.但是依托互联网的文化新业态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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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实现营业收入５２３６亿元,增长１５５％①.且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

利,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２０２０年“五一”假期,我国国内旅游收入达到４７６５亿

元,旅游基本恢复到同期的５０％②.但伴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旅游这一大规模集聚活动仍面临着

线下低迷的真实困境,在此背景下,短视频嵌入文旅融合,为文旅内容的呈现、文化意蕴的表达以及文

化消费的实现提供了多元方式.其一,文旅垂直内容的供给可从互联网信息技术出发,背靠短视频平

台,实现文旅内容的全新表达.其二,随着文旅领域短视频目标用户的多维度扩张,以线上方式也可

完成旅游文化意蕴的传递过程.其三,“直播带货”成为后疫情背景下拉动旅游内需、促进文化消费、
保持文旅产业稳定增长的产业传播新渠道之一.云南省彝族自治县以短视频宣传当地的普洱茶“茶
文化”和民族风情;新疆巴州轮台县以“直播带货”的方式大大提高了其文旅产品———白杏的销售率.
这都充分说明了短视频在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后疫情时代下,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不仅仅是一场思维的革命,更是一种数字技术的变革.短视频

嵌入文旅融合,一方面可通过不同短视频拍摄者的视角发现旅游景区的新特点,从而探索、挖掘旅游

景区的新魅力,同时又可利用短视频广泛的用户群体促进旅游文化的迅速传播,从而实现旅游景区在

经济和社会效益上的双赢,助力数字文旅,促进我国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三、短视频嵌入文旅融合的产业传播管理

文旅融合的产业传播路径不仅包含对产业传播基础和产业传播特点的分析,还包括对后续相关

产业传播问题的管理.短视频嵌入文旅融合后生成的文旅内容已成为当前产业传播管理的重点关注

对象.以短视频形成的文旅内容不但克服了传统旅游内容宣传的缺陷,展现出旅游景区在娱乐、养
生、休闲、文化等方面多元融合的特点,而且极大地激发了普通用户参与文化旅游的热情,有效释放出

了新的文化消费活力.然而,基于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的短视频,其在传播主体、传播途径及传播范

围方面都具有一定的随机性,由此可能会带来传播效应的非稳定性.这正如泽利泽(VivianaA．
Zelizer)对格兰诺维特嵌入性理论的批判,认为格氏理论对结构与关系嵌入的重视恰恰遮掩了文化在

市场中的作用.在泽利泽看来,“市场深深地嵌入于各种文化和结构设置之中,而理性的行动者不仅

处于一个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市场,也处于一个文化性地建构起来的市场之中———市场和产品本身

即是一种浸染了基于共识之上的意义的文化事物,是这些意义的符号或表达;他们不仅根据市场供需

来调整其决策和行动,也根据其所属的特殊(亚)文化来行动”③.因而,本文虽以格氏嵌入性理论为

视域,但对其理论并非全盘挪用,而是理性看待其推崇的“弱连带”优势,并结合我国短视频发展的实

际状况,加以辨析、运用.基于此,以短视频促进文旅融合需注意以下问题:
(一)内容层面:以优质原创内容为核,注重真实性的表达

短视频属于内容驱动型行业,优质的原创内容是获得用户流量的关键.短视频社交平台上文旅

内容的生成主要源于大量的原创 UGC,这对于激发网络用户的创造力以及参与文化旅游具有积极的

推动作用.但在 UGC产出模式的框架下,普通用户的创造热情及创新思维会有所限制,在网络热度

消散后可能会出现创新的瓶颈期.此外,由于短视频后台背靠大数据分析技术及算法推荐技术,短视

频会自动把用户的社交网络由“弱连带”转化为“强连带”,“强连带”固然提升了产业信息传播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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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会导致产业信息的重复及叠加的危险.继而可能引起短视频平台上文旅内容表达的同质化,带
来观众审美疲劳和用户黏度降低等负面效应.这典型地体现为诸多优质原创内容受到相似用户的浏

览,从而引发大量用户线下模仿的行为.因此,将 UGC向PGC(professionalgeneratedcontent,专业

生产内容)方向引导,让更多专业且富有创作力的机构和组织参与到文旅内容的生产是大势所趋.

PGC可保证文旅内容的高质量,实现短视频的深加工,也拥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去深挖旅游文化的特

色,打造一流的文旅传播盛宴.
互联网经济下,以内容创意为“王”、以渠道和技术为“臣”已是业界共识,但在文旅产业的传播、推

广中需慎用技术.短视频所依托的美颜、滤镜等技术虽可使拍摄的文旅内容更美观,吸引了大众的注

意力,但过度使用这些技术往往会造成场面的失真.如湖南郴州的“天空之镜”景区,现场仅有一面镜

子铺在地上,但因过度使用PS、图片渲染等技术造成了“卖家秀”与“买家秀”的天壤之别.诸如此类

的野蛮传播乱象在各地文旅景区已有抬头之势,若不加以制止便会导致短视频用户对旅游景区的好

感度降低,不利于景区吸引力的形成,亦会使文化与旅游在短暂的融合后又迅速分离.值得注意的

是,虚假宣传的传播现象很少出现在信任度较高的强连带关系中,但在信息体量巨大且来源、准确性

不确定的弱连带关系中却常有发生.这是在研究弱连带时所忽视的关键一环,亦是我们理性看待弱

连带形成的社会网的原因.究其本质,在格氏的强、弱连带中,是“认识的人”与“亲密朋友”之间信任

的嵌入,而不是毫不相干的海量信息的嵌入.信任是嵌入信息的关键因素.换言之,人与人之间嵌入

的是基于信任基础的信息.而信任的产生离不开人与人的频繁接触和交流,因此,嵌入性理论与强连

带的强信任度紧密相关.就此而言,格氏强调的弱连带的优势就与“嵌入性”的内在结构有着不可避

免的矛盾.因而,无论从实践层面抑或理论视角,我们都应理性看待短视频在嵌入文旅融合时的产业

传播效果,注意并防范其可能带来的相关问题.
首先,短视频的嵌入需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要让真实的情景在短视频平台上充分涌动.其次,即

便是以弱连带为主的短视频平台,也要重视其连带的感性因素———信任.这就需要短视频平台运营商

和行业管控机构加大对文旅内容真实性的审核力度,尽早将内容把关机制和技术管理规章提上日程.再

次,无论是政府、当地文旅部门、景点开发者或是普通用户,在借助短视频平台进行文旅社交及自我表达

时,都应确信优质的原创内容和真实性的表达才是增强用户黏性、增加粉丝流量、扩大游客数量的关键.
(二)线下层面:结合大数据分析,重视规划设计

文旅内容在线上的高热度会带来线下游客数量的增多,这虽会迅速促进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但
也会使文旅产业中的某些短板暴露出来.例如,常有旅游景点的线上热度与线下接待能力和配套设

施不相匹配的情况,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会影响受众的线下体验,进而影响到文旅品牌的塑造,并在

后续传播中带来一系列问题.这典型体现在文旅景点的交通状况、基础配套设施(住宿、停车场、观景

平台接待人数)、现场环境问题、文化热点引发的物价飞涨等.这些现象造成了文旅内容线上流量与

线下质量的天壤之别,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景区文化记忆的传承与发展,不利于发挥短视频等新媒体技

术“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产业目标.
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为社会网络关系的构建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但其给我们呈现的是

已然形成的结构及特点,而对于如何构建以及建成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没有做深入探讨.简单的人

际网络关系构建可不必赘述,但信息化时代的短视频社交关系网不仅涉及数以万计的人口流动趋势

和信息交互,还与线下的具体现实情况(如接待能力、交通状况、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有着密切的关

联.短视频嵌入文旅融合后,这些原本各自为政的部分都亟需以连带为链条而统筹兼顾.如何科学

构建并有效管理这一复杂的网络关系成为目前政界、学界及业界的一大挑战.基于此,政府和文旅部

门应积极统筹推动短视频平台大数据算法的公开透明,同时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大数据分析中

心,让各城乡具备提前的洞察机制.其中,转化流量和热点可成为各地城乡规划及文旅现场提前考量

及筹备的重要参考指标.因此,可利用大数据打造“以人为本”的文旅现场,让文化成为旅游内在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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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并兼顾硬件配套设施的完善.这是文旅产业生命力延续的根本,亦是实施并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的关键.
(三)监管层面:防范于未然,打造网络传播新生态

加强网络监管,是适应当前信息化和短视频迅速发展的要求,亦是新时代文旅融合赋予的全新使

命.文旅内容虽在短视频平台欣欣向荣,但愈演愈烈的抄袭侵权行为亦不容忽视.一直以来,网络侵

权有着代价小、成本低的特点,尤其以短视频平台展现的文旅内容,一场“人人都是模仿者”的假面舞

会已在悄然上演.这造成了目前短视频平台面临的困境之一:嵌入性社交关系网络形成后,该如何应

对后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其中,如何避免短视频平台沦为抄袭模仿的“重灾区”,是文旅融合在产业

传播过程中必须重视的地方.这就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建立创新用户激励机制及打击侵权行为奖励机制,在文化与旅游相关行业之间,联结更广

阔的社会关系,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格兰诺维特认为,由于社交关系的存在,人们在经济生活

中产生了信任.人与人之间形成的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是维持秩序功能的结构.然而,格拉诺维特声

明,“嵌入性的地位不太全面,因为社会关系网络不规则地、不同程度地渗入经济生活的不同部门,因
此不信任、机会主义和无序绝不是不存在的.”“当社会关系缺乏时,无序和违规行为确实发

生.”①因此,通过分析文化和旅游行业之间具体的社会关系模式,从产业传播的制度建设层面重建以

创新为驱动力的新型社会关系网,才能使文化和旅游充分嵌入经济生活,促进文旅的深度融合.
第二,各大短视频平台要根据自身特色,确立独特的传播定位,促进文化和旅游资讯的特色化传

播.格兰诺维特认为,无论是“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还是“时间性嵌入”,整个社会关系网是由相

互联结的多个网络构成,当有些个体“是信息与资源从一个网络传往另一个网络的唯一一座桥时,他
们就有能力从其跨越的网络中取得‘结构洞’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境中他们享有了中间人的位置,并
因此得到了实质的‘社会资本’.”②格兰诺维特所说的“结构洞”的优势即是指信息传播内容及渠道的

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确立短视频传播定位的关键,也是促进文旅内容特色化传播的关键.
第三,创建线上、线下同时监督的传播管理系统,完善政府部门、相关行业、社会组织机构及个人的多

元主体参与机制,切实保障传播内容的真实性与审美性.格兰诺维特强调,在“关系性嵌入”中,特定的双

边关系以及双边关系的综合效果都会影响行动者的行为.在由众多社会关系编制成的网状结构中,
“仅仅与一群人的联结就会修正个人的经济行动”③.基于此,可建立短视频的传播管理系统,以文旅

内容的真实性、丰富性和趣味性,引导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互动,拓宽文旅产业传播的受众面.
第四,针对监管对象日益复杂化、多样化以及互联网监管滞后于产业发展实际的情况,构建“事

前、事中、事后监管”的全链条动态监管体系④,以全面监管短视频产业传播之盲点.在格兰诺维特的

嵌入性理论中,“时间性嵌入”关注社会网结构的发展历史及动态演化过程,“社会网结构通常来自于

时间的过程,除此之外我们无从了解它”⑤.格兰诺维特认为,每一段社交关系的形成都是一个持续

的过程,基于过去的人际互动,从而获得共同理解与信任.互联网时代的短视频平台,是一场大众的

媒体狂欢,在高互动性、高参与度的娱乐化文化体验中,其暴露的问题也随之增多,一种全链条的动态

监管体系亟待建立.
以上措施是短视频平台在文旅融合中形成优质传播生态圈、构建全新的互联网监管体系的题中应有

之义,亦是促进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的重要产业传播路径,可为学界、政界及业界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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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本文选取了互联网社交思维下,最能增强文旅融合黏合度的短视频为研究对象,以格兰诺维特的

嵌入性理论为依据,对短视频在文旅融合中的产业传播特点及可能遇到的产业传播问题进行剖析,从
传播学视域探索文化与旅游如何深度融合的问题,以此探索适合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特色发展的新型

产业传播路径.笔者认为,在互联网社交时代,文旅融合不能忽视网络传播的“社会纽带”作用.然

而,鉴于网络传播的某些局限性,如可能带来的文化失真等问题,文旅融合又不能完全依赖于网络传

播.只有拨开网络文化的迷瘴,打破网络传播的幻象,显现文旅内容的本真,才是短视频成为产业传

播路径的关键,亦是文旅可以深度融合的先决条件.因此,在短视频独特的产业传播方式中,“文旅融

合”就不仅仅是文化与旅游部门在管理上的融合,更是文化与旅游业在文化精神与旅游特色上的优势互

补.如此,在数字技术的“祛魅”中,文旅内容方可由单一、静止的文化信息转化为鲜活而灵动的文化创

意,文旅产业方可基于网络文化生成优质的传播生态,从而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升级.

OntheIndustrialCommunicationPathofShortVideoEmbeddedinCultureＧTourismIntegration
—AnAnalysisBasedonGranovettersEmbeddnessTheory

ZhangAihong
(SchoolofArt,ShandongUniversity,Jinan,Shandong,２５００１０,P．R．China)

Abstract:TheInternetisanimportantcarrierofChinasdigitalcultureindustry,andalsoitisan
importantindustrialcommunicationmodeofcultureＧtourismintegrationinChina．Atpresent,with
therapiddevelopmentoftheinterneteconomyandthedevelopmentoftheaudiencesfragmented
browsinghabitsintheeraofscreenreading,shortvideoissuddenlyemerging．Anewindustrial
communicationmode,withshortvideoasanimportantcarrierandembeddedintheintegrationof
cultureandtourism,hasquietlyemerged．AccordingtoGranovettersembeddednesstheory,thisinＧ
dustrialcommunicationmodepresentsaseriesofcharacteristicssuchasopinionleader’sleading,

culturalcontentsymbolizing,contentexpressionlivinganddiversifiedcommunicationchannels．The
integrationofshortvideowhichembeddedincultureandtourismneedstopayattentiontoitsindusＧ
trialcommunicationmanagement．Intermsofcontent,weshouldfocusonhighＧqualityoriginalconＧ
tentandpayattentiontotheexpressionofauthenticity．Intermsofoperation,thetourismsite
shouldcombinebigdataanalysisandattachimportancetotheplanninganddesignofscenicspots．In
termsofsupervision,weshouldhavetheawarenessofpreventingrisksinthefuture,andfinally
formanewnetworkcommunicationecology,soastoprovideareferableindustrialcommunication
pathforpromotingthedigitaldevelopmentofChinasculturalindustry．
Keywords:Shortvideo;Interneteconomic;CultureＧtourismintegration;TheoryofEmbeddedness;IndusＧ
trial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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