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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抖音与快手短视频平台对比

产品名称 抖音 快手

名称 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

创历时间 2015年9月 2011年3月

创始人 张一鸣 宿华

广告语 记录美好生活 记录世界记录你

平台定位

帮助大众用户表达自我、记录美好生活的

短视频分享平台

(初期为“专注年轻人音乐的短视频社区”)

记录、表达和分享大家生活的平台,

发现真实有趣的世界

盈利模式 广告收入占比约80% 直播收入占比约60%

特征 头部创作者主要包括明星和网红 头部创作者主要包括草根和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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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媒体时代,政府等官方部门几乎垄断了建构城市形象的权力,但缺乏平民视角的城市形象

往往太过“冰冷”。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城市宣传视角逐步走向多元化,部分民众开始利用互联网传

播着个人视角下的城市形象,2017年,抖音一跃成为同类APP中排名第一的短视频平台,更是为大众建构

城市形象提供了全新的途径。笔者通过对相关短视频文本进行了分析发现,与官方角度不同,普通用户将

充满“烟火气息”的民间影像进行平台上传、更新,这些视频通过相互拼合、重叠、交叉对过去官方构

建出的形象进行重构,形成了一张张的城市新名片。 

[关键词] 城市形象；抖音；短视频 

中图分类号：E073  文献标识码：A 

 

城市作为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的集中图景呈现,城市形象则是城市内

外部公众对城市诸要素的总体感知,是

该城市有别于其他城市的深刻印象。一

直以来,大众传媒都是传递城市形象、树

立城市品牌的重要手段,但随着媒介技

术的不断发展,社交媒体、移动媒体等对

人们生活的影响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

社会公众参与城市形象的建构中来。 

1 媒介与城市形象传播 

传统媒体时期,政府作为城市管理

者基于城市既有形象元素制定传播策略,

通过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进行传播活

动,虽然不乏优秀案例,但总体而言,对

于城市的形象塑造都较为抽象。例如,20

世纪90年代十几秒的城市形象广告或几

分钟的专题宣传片就开始在中央电视台

播出,视频多以展现自然风光、历史名筑

为主,并未将城市的特点进行良好展现。

这一阶段,城市中的居民仅仅作为信息

接收者的身份,并未参与到城市形象的

构建与传播中。 

随着新技术的变革,特别是QQ、微信

及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使得传

统的城市形象传播途径及内容开始转

变。这一时期,城市形象的传播不再是单

向的过程,公众逐步参与到传播过程中, 

 

在政府、媒介和大众之间互动,形成了多

元互动的局面。与此同时,微信、微博等

社交平台中诞生了一批致力于推广地方

文旅、当地美食特色的意见领袖,这些大 

 

V充分发挥着新媒体表现形式多样、互动

性强等优势,以独具特色的内容参与到

城市形象的建构与传播中。 

2 短视频打破城市形象传播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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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能手机和4G网络的不断普及,

特别是近三年国内短视频行业的迅速发

展,中国的互联网文化迸发出了新的活

力。2018年,以字节跳动、快手、腾讯、

新浪等互联网公司为主力,多家企业都

相继推出各类短视频应用,短视频市场

迅速发展。在这众多短视频平台中,抖音

的用户数量增速位居同类应用第一,截

至2021年1月,抖音国内日活跃用户数量

突破6亿,成为了继微博、微信之后传播

城市形象的新阵地。 

短视频文化的走红有其必然性。首

先,社交媒体大大激发了网民的表现欲,

通过短视频表达自我、分享生活成为当

下 流行的互动趋势；其次,短视频作为

一个UGC产品,操作门槛低,用户具有极

强的参与感,他们既是内容的浏览者,同

时也是生产者和传播者。用户进行内容

拍摄后,仅通过使用平台自带的编辑功

能便可以轻松进行视频创作与上传,实

现内容的生产与传播。 后,以抖音为例,

平台在进行视频推送时,并非盲目推荐,

而是以其背后强大的算法逻辑为支撑,

将用户观看时的喜好进行数据采集分析

后,为其推送感兴趣的视频内容。这种基

于大数据采集的信息推送,极好地顺应

用户喜好,从而更愿意继续沉浸其中。 

此外,短视频打破了以往中心化的

传播格局,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多机遇。以

往城市形象的塑造依赖于各大官方媒体,

城市的政治经济实力越强、文化建设投

入越多,其城市形象的宣传就更全面、到

位,因而北上广及东部沿海城市的宣传

就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城市。但近年来,

通过借助短视频平台,一些西部城市开

始崛起,一跃成为网红城市。从抖音中涉

及城市形象相关视频热度来看,重庆、西

安与成都这三个西部城市跃居为全国

top3,超越了超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与此

同时,抖音短视频平台为中小城市提供

了输出优质本地内容的机会。2020年年

底,抖音平台中一条10s的微笑视频使得

一位名叫丁真的少年火爆全网,在其个

人走红的同时,其家乡理塘也一夜之间

成为网红城市,获得了大量曝光。 

3 短视频改写城市形象传播内容 

城市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是一系

列符号建构的信息集合体,城市形象的构

建与各类形象符号的使用紧密相关。而在

一条短视频中,则包含了声音、光影、画

面、人物等多元信息,也正因如此,短视频

才成为了建构城市形象的极佳途径。 

3.1美食符号。“民以食为天”,饮食

文化在城市发展中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

地位。而短视频中的美食符号来源于城

市实际日常生活,普通人物视角的城市

特色美食、网红打卡餐厅远比宣传片中

的美食更具普适性,也更吸引人。一个个

特写镜头下的众多特色美食对观者的感

官更是形成了直接冲击,在展现城市人

文风情的同时带来了“原汁原味”的体

验,在加强城市特色美食标签符号认知

的同时大大提高了城市辨识度,例如西

安“肉夹馍”、成都的“九宫格火锅”等

无一不是受到大家追捧的网红美食。 

3.2方言乐曲符号。随着城市的不断

发展大量人口在城市间迁移,但与此同时,

许多地方特色文化都在逐渐消融,其中影

响 大的便是方言。然而,随着短视频的

走红,方言短视频开始迅速流行开来,获

得大家的争相追捧。这除了归功于方言得

天独厚的“地方味”和构建的“烟火气息”

的生活场景外,方言还能够通过其专属地

域属性发挥着情感纽带的作用,提高了基

于地域认同和语言认同的用户黏度。 

2019年底,抖音上曾掀起一股学东

北话朗诵诗歌的狂潮,并且还举办了首

届东北话诗朗诵大赛,视频中一句句用

东北话改编过的现代诗充满搞笑氛围的

同时,也体现了东北人豪放幽默的性格

特征。相关视频播放量突破2亿,成为抖

音 热门的年度话题之一。此外,方言歌

曲也在抖音盛行,例如成都相关视频配

有城市同名歌曲《成都》,极具西安特色

的方言歌曲《西安人的歌》等,无一不能

将用户带入特定的城市场景。 

3.3人文情怀符号。如果说以往以政

府为主导的城市形象建构多采用恢弘大

气的叙事手法,对城市的观察角度是俯视

的,那么短视频的日常化叙事则是更多是

充满“烟火气息”的平视角度,它将目光

聚焦于普通个体的小小悲欢,捕捉被宏大

叙事所遗漏的细节,且将这些细节进行放

大,彰显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普通市民通过短视频平台随时随地发

现并记录生活中的细节,并通过将这些细

节拼合、重叠来打造城市新名片。例如,

在2020年1月,当全国人民都陷入对新型冠

状病毒恐惧居家隔离的特殊时期,一条河

南市民在抖音发布的给姥爷拜年却被隔在

门外不准进门的视频刷爆网络,在抖音平

台的播放量过亿,并先后被@光明日报、农

业日报等多个官媒转发,在充满搞笑气息

的方言对话中展现了河南人民的抗疫意识,

获得全国人民点赞。这些数量众多的短视

频深入到城市的每个角落去记录和呈现,

从标志性景观建筑到街角的某人某事,涉

及到传统城市形象传播无法触及的神经末

梢,增强了内容传播的感染力与亲和力。 

4 结语 

城市形象的建构与传播历经了多个

发展阶段,传统媒体时代,大都遵循着“内

容为王”的基因,而当前新媒体时代则更

加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与体验,是“以人

为根基”,因此,短视频虽然难以承载城市

形象传播的全部功能,但至少在短视频中

的城市形象充满着“烟火气息”,人的风

貌、感受以及情感是城市形象传播 核心

的部分,人的参与和体验形成了更有价值

的传播。在短视频等推动下,未来的城市

形象传播会变得更丰富、更具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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