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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符号学视角出发，以康仔农人抖音短视频为研究对象，通过内容分析、文本分析探究三农短视频

创作的形意关系，运用符号学的理论解析三农短视频的塑造模式、符号构建和现实实践，以实现符号学

视角下三农短视频创作的创新。研究发现康仔农人短视频通过筛选具有乡村记忆的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

构建沉浸式乡村生活体验，提出从两个维度改善三农短视频的乡村文化振兴效果的策略，以期为促进乡

村文化振兴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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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Kangzai Farmer’s Jitterbug short video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rom the semiotic 
perspective, explores the form-meaning relationship of the short video creation of three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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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content analysis and text analysis, and uses the theory of semiotics to analyze the shaping 
mode, symbol construction and realistic practice of the short video of three farmer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innovation of the short video creation of three farmers from the semiotic perspective. 
The study finds that Kangzai Farmer short video constructs immersive rural life experience by 
screening visual and auditory symbols with rural memory,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rural culture revitalization effect of the short video of three farmers from two dimensions, to pro-
vide assistance for promoting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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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传统媒介的使用和打开频率逐渐下降，主要依靠移动智能终端实

现快速产出和传播的新型视频形式逐渐占据领导地位，媒介传播逐渐从图像时代转入影像时代。如麦克

卢汉所说的那样“媒介即讯息”，传播工具的革新对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1]。媒介通过影音频、

文字、影像等符号形式将所收信息进行建构，以此迎合受众轻量化、碎片化、高效化的阅读需求。短视

频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而产生，又反作用于经济。随着网红经济的出现，短视频行业崛起出一批优质 UGC
内容制作者，这种传播广域文化的新型媒介形式，不仅发达城市地区受欢迎，也成为农村乡里人了解接

触外界文化的重要途径。 
现今，数字化乡村建设正如火如荼的推进，如何普遍性推广新农村形象提升农村文化影响力和关注

度显得越发重要。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农村形象依托互联网传播媒介进行 IP 建构，通过对农家田园符

号元素的排列组合，实现从视觉、听觉以及情感逻辑的农村形象呈现。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抖音平台

推出“乡村守护人计划”，对“新农人”账号进行全类型扶持。康仔农人是以返乡青年“康仔”为主的

短视频制作团队，短视频以乡村饮食文化为切入点，结合传统节日、传统器具传达农村人文风貌。账号

运营以来，凭借 200 多个视频，吸粉 2300 万，获赞 3.2 亿个。本文以符号学理论为基础，以抖音“康仔

农人”短视频为研究对象，采取符号分析的研究方法，阐述三农短视频中符号传播的形意关系。 

2. 康仔农人短视频形塑三农形象符号的模式 

“符号学”最早是由瑞士语言学家费尔南·德·索绪尔提出的。他将其定义为：符号学不只是局限

于语言和非语言式的交流手段，而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符号生命的科学。苏珊·朗格认为“事

物的符号化演变是经由人为选择产生的”[2]。符号学为短视频“解码”与“编码”提供理论依据，由于

传统媒介单一化符号元素不能满足受众差异性审美的需要，短视频借助其独创性和猎奇性的符号内涵突

破传统媒介的单一性壁垒，利用短视频媒介传递符号情感认知，通过高效化的信息输出迎合受众读碎片

化阅的现实需要，持续提高受众的认同感。据《2021 抖音数据报告》显示，乡村相关视频获赞超 24 亿

人次。由此催生出以短视频传播媒介为“新农具”，以互联网思维、新型助农技能为意识逻辑的“新农

人”。农民博主通过构建一系列乡村形象符号，把不同地域文化以及不同生活习性展现在受众面前，建构

起虚拟乡村文化的阵地，为城市用户提供情感赋能，极大程度上拓宽了乡村文化传播的新渠道和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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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是农业、农村、农民的集合体，涉及乡风文化、乡村经济、乡村景观等领域；“三农”短

视频主要指以农民为创作主体，以乡村生活为题材，通过新媒体平台展示乡村风貌、乡村美食、乡村文

化习俗等信息的视频形式[3]。“三农”形象的网络化塑造是基于对文化、景观符号的编码及解码，短视

频通过音频、图像、文字等形式进行符号编码，将单一的符号类型进行叠加组合，经由三个“普遍范畴”

(“感觉状态”“时空间经验”“记忆再现”)来进行符号的表达、再现和传递。皮尔斯将其归纳为三类。

即“状态符号”“个例符号”“规则符号”。短视频依托这些符号集合体的多元化组合建构出具备特色

文化内涵的虚拟“三农”形象。对于处于相同价值取向下的受众人群而言，将存在于记忆场域内的符号

进行非线性编辑构建，形成一套有逻辑且完备的符号系统时，受众会根据情感认知进行“解码”。短视

频通过主观视角叙事方式，借助于镜头语言捕捉场景符号让受众体验不同焦段带来的视觉冲击，以听觉

符号丰富视觉叙事，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视听平衡，视听效果的塑造依托符号变得更具辨识度。短视频内

容元素符号，虚拟地将时空相伴及现实景观进行连接，引导受众进行情感互动及沉浸体验，在媒介传播

的过程中通过图像呈现以及声音景观营造等多模态互文，来达到对“三农”形象记忆点的塑造，逐步建

构起受众心中的“三农”形象。 

3. 感官体验：康仔农人短视频中的乡村符号建构 

古往今来，乡村都是社会权重较大的一方，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社会”。

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城乡经济差距、文化差距越来越大，乡村景观的发声渠道被城市景观覆

盖，呈现出“孤立”与城市之外的新景观。“三农”短视频以第一人称视角进行视听叙事，将原有乡风

乡貌进行新媒介再造，跨时空再现“乡村”记忆景观，以乡村的屋舍、田地、方言等充满乡土气息作为

视听符号，形塑出区别于高效化都市生活的数字化乡村生活景观，建构起都市与传统乡村的交流空间，

充分拉近城市受众的归属感和忠诚度。 
(一) 视觉符号：构建乡村环境场域 
“三农”短视频中常出现的器具常常是与视频的意涵主旨相匹配。在康仔农人短视频中将日常所用

的炊具及农具所指为中国乡村时代所传承的情感动能，并将其赋予暗示、承接效果，来表现人物情感，

推进剧情发展。各种材质的劳动用具在不同天气、不同时间、不同场域中出现，以真实劳动操作还原真

实的乡风生活。“质朴”“生态”是康仔农人短视频的画面中常见的镜头语言。通过纪实手法记录生活

场景及自然美景，通过真实场景的呈现，赋予了乡村生活以田园诗意，将受众的注意力聚焦到视频主旨

内容上。在“康仔农人”发布的 325 条短视频中竹筐、簸箕、水缸等器具符号的出镜次数占比都在 95%
以上，其视频取材场景多在自家的院里以及农田，生活场景内零散摆着杂物和农具，并没有经过刻意规

整，展现的就是乡村日常生活中的真实面貌。真实不做作的劳动场景及技术基础，贴合受众的审美需求，

增加画面的视觉冲击力，抑或是寄予物质以精神情感，丰富了乡村短视频内容创作灵感来源。 
在乡村短视频中另一种喜闻乐见的即为美食符号，其在“三农”形象的塑造方面起着关键引导作用。

通过展现不同节日、节气的不同饮食，诸如“月饼”“粽子”等饮食符号，辅以现代烹制技艺、创新型

菜式，呼唤出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多维度共鸣的立体新农村形象。前期运用高清摄像、特写、后期

调色等手段将食物的色彩、形状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使受众在接受时获得视听觉、触觉、味觉交织的

“美”感享受。“饮食和生活”的互动体验，注重营造都市人群向往的生活范式，满足受众对乡村人文

风情的猎奇心理及探索欲望。通过展演乡风美食，将中国社会传统的优秀品德、社交方式、风俗习惯蕴

含在视频中的方方面面，通过呈现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唤起受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归属和认同，增强

国民文化自信。“康仔农人”短视频借助美食符号传递情感，视频中的人物制作美食是出于自己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表达了自给自足、顺应节气、亲近自然等主题，反映出中国人对人文、人本、环保等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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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这种以情感人、潜移默化的方式，唤起了不同文化个体的情感共鸣，也引发了海外受众对人生

价值的思考，散发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学的独特魅力。 
(二) 听觉符号：田园乡愁回忆赋能 
从电影学角度而言，声音绝非是依赖影像而生的附属元素，它具有等同于影像的地位。多元声音能

在调动用户的听觉感官的同时，建构起音画完整性赋能全方位情景体验，对传播体验发挥着重要作用。

德国学者恩斯特·贝伦特认为：听觉是人类社会交流的最高位。声音的表征结构意味着能够反映出深层次

的心理引导和情绪表达。中国社会最常用的语言是普通话，但使用频率并不能界定语言的价值大小，但

丁认为：方言是不凭任何规律从摹仿乳母而学来的特殊语言[4]。 
首先，方言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连接某一片区人群关系的纽带。网络媒体快速发展的

今天，方言传播突破了地域的限制而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5]。不同地域文化之间有着不同的方言体系，

是所谓“加密通话”，也是不能斩断的乡愁血缘，在安土重迁的社会，淳朴的乡音可以唤起受众心中的

记忆场域，同时也是地区文化的载体，是对乡愁的情感表征。“康仔农人”短视频中康仔和“老小孩”

在内容呈现中都是以广西北海的地区方言来传达信息，通过与邻里交流对话和美食制作流程向受众传递

着广西原生态的乡村地域文化。方言叙事的一大功能就是增强现实纪实主义，呈现其所见所感，唤起受

众对乡村的回忆。对于其他地域的受众而言视频中的字幕包装一方面可以帮助受众理解叙事内容，另一

方面也可以精确解读其中蕴含的情感色彩，从而引起受众普遍的共情，这种共情的背后是每个人内心深

处浓浓的乡情与乡愁。方言不仅是语言工具，还是现实场景的映射表征，反映出受众的多元文化诉求，

赋予视频内容浓郁的生活气息。将方言引入短视频，用媒介传播渠道弘扬方言文化，这些新玩法都有助

于方言适应新的时代环境和传播环境，以语言符号为切口形建农村文化、风俗新形象。 
其次，环境音效在非线性编辑中可以拓宽物理空间增加现场的真实感。在康仔农人的视频中，环境

音效可以营造出安宁、恬淡的意境氛围，起着影响叙事节奏的作用。这些环境音效符号的“能指”是采

摘作物、木柴燃烧、人声等，“所指”则是“采菊东篱”式的田园恬淡、回归本真的意象。好莱坞音效

设计师嘉里瑞德斯托姆认为：“声音是一种幻觉艺术，你会认为你听到的是真实的声音，它们都来自画

面中的世界。它是潜意识的，一个纯粹感性的东西。”音效可以延展画面空间，打破画框的限制，增强

荧幕信息量。例如：在室内拍摄人物劳作场景时，配合雷声，即使没有转接到户外场景，受众也能接收

到此刻下雨的画面体验。 

4. 乡情唤醒：康仔农人短视频塑造农村形象的现实实践 

随着城市化进展的不断深化，“内卷”“PUA”“996”等名词逐渐成为束缚城市青年的枷锁，“谨

言慎行”以及“被迫社恐”逐渐成为城市人群社会实践的标签，“快速”“高效”成为城市生活的基调。

从而城市人群愈发渴望无忧、恬静的农村生活。“三农”短视频以日常琐事为着力点，反映区别于城市

更贴近受众视角的情感投射。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刘娜认为：由于短视频制作门槛低，艺术

要求低，短视频也成为当下乡村的真实表达，比很多脱离现实的乡村剧更让人印象深刻。“农村人”在

现代社会常被标上“因循守旧”“无知分子”的刻板印象。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最为关键

就是如何解决农村产业振兴问题，只有产业振兴，农民增收，经济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农村

的刻板印象。“康仔农人”受抖音乡村计划邀请，启动公益助农直播，通过乡村文化符号、流量加持等

举措，帮助推介乡村农副产品，助力农村新形象的建构。在传统媒介时代，乡村文化常处于亚文化的边

缘地带，短视频这一新兴媒介形式为农民群体提供媒介叙事渠道，通过自主摄入–编辑制作–上传发布

逐渐形成传播乡村文化符号的主体，并为该群体争取更多形塑新农村形象的话语权，建构起城乡交流的

现实场域，为城市及乡村的文化发展提供杂糅交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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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仔农人”短视频将农事技术、乡村美食、乡村景观等符号元素传递给大众，展现丰富的乡村文

化内涵，原生态氛围诠释生态文明价值，重构起乡村文化记忆场域，加强了乡村群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

展现立体多维度的“三农”新形象。通过四象限法数据分析将康仔农人的定位进行分析，以此作为选题

核心的是通过标题和脚本的深度组合，使标题服从于内容，达到标题贴合脚本创作的内容，而通过标题

又能让用户形成画面感，在脑海里联想出视频的大致轮廓这一目的。根据变现公式(变现 = 流量 × 客单

价 × 转化率)分析显示[6]，流量可以分为公域流量和私域流量。公域流量变现主要指吸引用户在抖音平

台上成交。私域流量变现主要指吸引用户到公众号等抖音外的平台进行成交，康仔农人树立起的虚拟形

象符号为受众提供信任背书，康仔农人自己本身就生活在农村，通过视频为用户展现农村的真实生活，

其带货也多为助农，为农民的农产品扩宽销路，在高粉丝量和质朴的人物特性下，让用户愿意去购买他

的带货产品。在 MCN 公司介入的大环境下寻求差异化创作模式，不同于纯教学类的美食视频，康仔农

人走的是一条真人故事型的美食路线，通过高质量的视频制作，朴素的人物，淳朴的情感，实现了用户

吸引，拉近了与用户的距离。 

5. 形意效能：康仔农人短视频形塑农村新形象的提升路径 

(一) 深挖乡村文化遗传，打造“三农”IP 新形象 
营造情感 IP 氛围，让乡土记忆更具人情味，留住“乡情”。乡土情怀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通过打造情感化 IP，展示乡民勤劳质朴的形象，留住“乡情”。首先是展示农村居民的乡土情结。利

用新媒体传播媒介进行视觉叙事，激发城市居民对篱间田园生活的向往，逐步达到乡土认同和城乡文化

互相交融。二是展演当地人的家风、家训等文化意境资源，用典型的生活习俗，唤起离乡务工人员的乡

愁和乡恋，为两者情感沟通提供实践场域。三是，树立农村居民创作自信心，充分展现新时代农村面貌

的新变化、农村经济的新模式、农村生活的新状态、农村发展的新活力，带动新村民因地而居，提振乡

村建设信心。 
(二) 发挥艺术创作能动性，加大内容更迭创新 
“三农”类短视频的内容创新应从选题开始，将受众点击播放量占比较大的农村类题材影片框架嫁

接至脚本文案中，通过表现形式、叙事结构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构进行“三农”故事的创作表征。这种跨

界结合为短视频内容选材创新的成功给予可能性。现在常规的短视频叙事策略的典型特点是按照时间轴

进行叙事，受众难免会审美疲劳，特异化的视频叙事逻辑往往会得到受众的赞誉，借此满足其精神的需

求。“三农”短视频创作者可以采用跳脱时间轴的叙事逻辑，使内容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达到内容

叙事和视觉叙事的双重吻合，突破视觉叙事结构的单一化，增强其叙事多元性。 

6. 总结 

乡村振兴，要跳出乡村看三农，在城乡关系的变迁中理解农民到农村到农业的相关问题，通过数字

符号化编码，探究在乡村短视频中呈现三农形象的因果关系，通过对乡村特色文化产业资源的保护、传

承和发展，提高乡村资源禀赋，提升乡村产品开发、文化经营和创新能力，这些能力的核心汇聚而成乡

村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分析“康仔农人”短视频在抖音流量倾斜的领域创作，揭示出同类视频运营

时需要规避和掌握的必要能力，即在获得更多的曝光度的同时，关注用户的情感需求，在视频创作中满

足用户所匮乏的情感需求，让视频的标题在吸引用户的同时能够深刻贴合视频脚本内容，正确运用鱼塘

理论，长期坚持创作领域、人设和拍摄风格上的垂直。“康仔农人”的 IP 形象营造，是该乡村区域的特

色文化内涵的核心体现，在起到在兼顾社会效益的同时还兼顾起经济效益，推动乡村文旅开发，改善乡

村人居环境，确保文化传承的可持续性发展。从农村新形象建构层面来说，“康仔农人”短视频内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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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可向 IP + 农业电商 + 乡村文旅方向打造，从人才、科创、招牌三个维度突破农村形象界限，以乡村

原有的风土人情、乡貌资源、饮食文化等基础上，挖掘、提炼、升华，打造出独具特色的乡村主题 IP 文

化，以此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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