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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难熬与关切的等待中，

在纠结与豁达的心态里，人们
在“疫情下生存”已持续了半年

之久。上海也不例外，公共文化
活动大为缩减。但这既不意味

着文艺原创力的贫乏，也并不
代表着文化接受力的萎缩———

它们只是转移了场所、转化了方式，其

活力和热度不但未有丝毫消减，反而
盛况空前。最近的例子，便是由上海电

视艺术家协会主办的“首届短视频大
赛”在 6月初揭晓。

主办方半年前通过网络启动征
稿，半年里收到的作品有 3352部。尽

管对时下短视频的火爆，主办方有较

明确的估量，但这个以上海为中心、全
国作者参与的大赛收到如此之多的参

赛作品，其中有大量的白衣战士的作
品，范围很大，群众性很强，仍超出他

们的预期。
随着视听软件的成熟，共享网络

的发达，新媒体呈爆发式增长，短视频
如异峰般崛起，几年内便成了集文学、

戏剧、影视、音舞创作等于一身的大众
文艺。短视频作为新一代的大众文艺，

既集以上之大成，又凭网络之加持，呈
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开放性质、跨界

融合特征、交流共享风格，极有可能成
为新时代大众文化艺术审美的代表性

品种。
“抗疫”半年来，短视频创作更加

活跃，云空间传播更加广泛，或回应公
众关切，维护社会稳定；或宣传防疫知

识，激发大众信心；或歌颂抗疫勇士，
弘扬仁者精神；或放眼全球，表达共同

关怀⋯⋯在“首届短视频大赛”中，上
述各类题材、主题、风格的作品百花齐

放，各擅胜场。另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
是，专业的短视频创作已与传统艺术

门类，诸如传统曲艺、书画、歌舞等紧

密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新旧结合、跨界
融合的“文艺轻骑兵”。

另一方面，从新世纪头十年起，越
来越多的市民个体、民间组织从短视

频的单纯接受者和欣赏者，成为短视
频的复合创造者和传播者。正所谓“技

术驱动娱乐”，这显然是拜视听软件普
及、网络传播便捷所赐。上海是民间短

视频兴起的发源地之一。从以往看，上
海人对新文化娱乐品种的认同度和参

与度都很高，并体现在创作、展演、鉴
赏、评论、教育等各方面和各层次，常

能领风气之先。“首届短视频大赛”同
样唤起并见证了这一底蕴的呈现。从

应征者看，普通市民占了绝大多数；从
获奖者看，个体作者的数量和比例都

很高———一等奖 8名中占 5名，二、三
等奖各 15名中各占 11名、12名。另
外，个人作者还揽获了“最佳创意奖”“最佳视

觉奖”和 2个特别奖。这些出自普通市民之手
的佳作，在文化创意、主题呈现、制作技艺上并

不逊于专业人士，不少更有独特佳妙之处，既
赢得观众肯定，也值得业内借鉴。这令人想起

波黑作家、学者黑蒙所说：“如

今的文艺不仅能展现宏大的时
代事件，还能表达个人生存这

个日益复杂的问题。”此话无意
间道出了当代中国大众文艺的

某些本质———若将大量颇具个
性的短视频作品综合起来，便

可发现它们既分别体现出属于个体的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又共同指向了
时代的宏大背景和社会的发展方向。

看来我们所要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不仅是文艺界和文化界的，而且是全

社会和全民族的。从“首届短视频大
赛”，我们可以发现文艺工作者与市民

大众相向而行的良好态势、融为一体

的发展趋势。
顺应了这一趋势，“短视频大赛”

搭建了一个全新文化平台，让文艺工
作者与市民老百姓关注共同的关注，

创造共同的创造，期待共同的期待，使
文艺实现了心与心的交汇、人与人的

支撑。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工作，不仅
是用作品引导社会道德风尚、提升公

众审美修养，而且要建立平台，营造氛
围，拥抱公众文化期待，学习人民创造

智慧———这才是新时代文艺“为人民
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完整内涵和

外延，才是对“二为”的系统诠释和践
行。

提起完整和系统，上海目前正加
紧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去年 11月考察

上海的重要指示———“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全面地推动城

市高质量建设，完整地实现人民高品
质生活，在生产、生活、生态、公共服务

等方面完整、系统地构建市民宜业宜
居的乐园。笔者认为，繁荣大众文化、

打响文化品牌，是“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不可或缺的重要因

素，同样须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

导向，按照广大群众的意愿要求，在精
神文明层面上打造人人都能顺利参

与，人人都有出彩机会，人人都能充分
享受文艺滋养，人人都能轻松拥有获

得感和幸福感，并由衷地生发认同感
和归属感的文化大都市。从这个意义

上说，“首届短视频大赛”正是上海人
民用新型的大众文艺，建设美好的精

神家园的一次初步尝试、率先作为。笔
者愿更多的文化部门、文艺机构，愿所

有的文艺工作者在“深扎”的基础上，
不断开拓创新，充分回应上海市民对

文化建设的关注度、对文化创造的参
与性，为成就每个人、成就这座城而继
续努力。

作为一个全新

的大众文艺展示和
竞技平台，“短视频

大赛”有魅力有潜力。凭借

大众愿望，凭借文化创意，
凭借网络科技，它极有希望

成为一个新时代的“上海文
化”品牌。

    从“首届短视频大赛”上涌现出来的一

批优秀作品来看，不论剧情类还是纪实类、
公益广告类、城市形象宣传类，无一不是现

实题材，而且多为纪实类作品，获得一等奖
的 8部作品中有 4部是纪实类，另外的几部

也取材于真人真事。我们从作品中可以感受
到创作者发自内心的对人民群众火热的现

实生活的真情关注和关切，他们充满激情，

热爱生活，拥抱生活，发现生活，认识生活，
这是令人欣喜的。

先前，有人曾戏称短视频是升级版的
“家庭录像”，无非是些搞笑的鸡毛蒜皮，记

录一些生活琐事。但实际情况不是这么回
事，此次大赛纪实类作品视角之广，触角之

深出人意料，有表现在抗击疫情最前线冲锋
陷阵的白衣战士，有记录女快递员带着孩子

送快递的艰辛日常，有叙述沪剧爱好者为了
理想结束生意创办沪剧团的执著，有展现藏

族生态管理员对于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的
无私奉献。即使是家庭题材，也不只是轻薄

肤浅地博人一笑，像《父亲的账本》非常厚
重，通过父亲所记的 70年的账本，呈现了作

为新中国第一批注册会计师一丝不苟的职
业精神和勤俭持家的良好品德；而《剪爱》则

描写生于“癌症家族”的主人公加入“青丝行
动”公益组织，成为一名捐发志愿者，向素不

相识的因化疗而掉发的癌症患者传递爱与
美丽的感人故事。这些“家庭录像”不是家里

的搞笑片段，加点夸张的罐头音效，而是纳
入了社会背景，具有家国情怀。

显然，观众接受度最高的就是对现实生
活的“真实记录”———短视频不需要太多的

修饰，不需要太多的编撰，越是撷取生活本

身越是受到欢迎，纪实性和真实性越强，观
众的观赏点击率越高。由此可见，对于短视

频，观众的审美情趣明显地倾向于现实的、
日常的生活，倾向于讲述真实的故事和人

物，倾向于展示真实的画面，这种对“真实”
的强调甚至能容忍“直播”式的原生态。

从拍摄和制作来看，纪实类作品为了凸
显现场感和真实感，创作者自觉放弃了繁复

花哨的手段，是用平实、朴素的画面还原生
活的真实，使作品天然获得了一种真诚感

和亲和力。这些作品在艺术上大多为一镜
到底的长镜头，对于蒙太奇的运用也恰到

好处、不着痕迹。《初到上海新体验》用手机
记录一位妈妈带着两个小朋友在上海逛步

行街，人山人海的景象让他们十分惊奇，而

穿着高跟鞋的妈妈脚都走痛了，却因为不
熟悉，找不到卖拖鞋的店，两兄弟便很暖心

地帮她捶腿。这部作品几乎像杯“白开水”，
没有任何的技术亮点，但其中所捕捉到的

他们在人海中既生怯又兴奋的诸多细节，
尤其是上海街景和上海人互为映衬下的文

明状况让观众怦然心动。《誓言》以六个誓
言串成“恪守誓言，守护家园”的主题，从婚

礼誓言到从医誓言、志愿者誓言、入伍誓言

等，仅仅 3分 30秒的容量却结构精巧，讲究

章法和逻辑，特别是有意识地扩放了“在场
感”，使真实性得以充分展现，因而具有很强

的震撼力。
有人担心纪实类短视频会因强调纪实

性和真实性而忽视其作为影视门类应有的
艺术性，但事实证明，这次获奖的短视频作

品的创作者，都有良好的艺术素养，他们不

显山不露水地赋予了作品以艺术的品质。这
些作品都有很好的故事支撑和人物选择，在

构图、光影方面也很细腻、精致，镜头流畅，
富有生活的烟火气息，让观众在短视频里照

样感受到长片的魅力，各种艺术要素齐备，
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综观获奖作品，

可以发现，正是由于注重艺术的完整性，才
有可能使短视频摆脱粗陋肤浅，获得深刻的

思想内涵和动人的艺术品质。值得一提的
是，纪实类短视频的创作者具有让人敬佩的

创新精神。我们一直在呼吁艺术创新，但说
实话，在长片的创作中我们很少看到有特别

的创新突破，可短视频却给人留下了很多
“新鲜”的印象，既有跨界的思路，又有别出

心裁的手段。像《我的世界》反映的是盲道被
随意占用而造成盲人安全隐患的现实问题，

但创作者不只是复制、粘贴生活中的“随手
拍”，而是转换成动漫形态，采用全三维形

式，对盲人这个弱势群体进行细微刻画，非
常温暖和动人，这样的艺术创新使一般的

“真实性”达到了“艺术真实”的境界，更能触
发观众的共鸣。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短视频一个特
殊的艺术创作特性和规律，那就是其源自生

活，出自百姓，因而对纪实和真实具有超乎

寻常的审美要求，在短视频里，观众期待的
还是现实生活，还是他们自己；他们是生活

的主人，他们也是短视频里的主人公；一句
话，观众在短视频里最想看到他们自己，看

到他们自己的生活，在短视频里回想生活的
瞬间，记取生活的一刻，回味生活的片段，咀

嚼生活的滋味，窥破生活的真相，理解生活
的本质。

作为由时代催生的为大众喜闻乐见的
新的艺术形式的短视频，能在有限的时间和

空间里彰显、放大观众所要求的纪实性和真
实性，这提醒我们应当充分重视、发挥短视

频的这一艺术特质，在创作中更需要有对现
实生活的真情关切，更需要倾听并反映人民

群众的心声和喜怒哀乐，更需要有创作的激
情，更需要有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

当然，我们也应该认真探索如何在短
视频里保持对艺术的敬畏与敬重，使纪实

性和真实性通过艺术的途径得以更加完美
的传达。从某种意义上说，短视频创作者如

今也的确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在短视频
创作中认识“真实”，表现“真实”，实现“真

实”，这对短视频保持长久的生命活力是会
有帮助的。

“首届短视频大赛”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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