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视频博客Vlog简介与发展态势

维基百科2008年关于词语Vlog的定义，就已

经界定其为“视频博客”（以下简称Vlog），一种主

要的媒介是视频，同时包括与视频相关的视频与

相关文本的一个链接，加上图片以及其他的一些

信息构成的一种媒体形式。同时，它具有需要规

律性的属性。

在国外以Youtube为代表的一些视频网站上，

Vlog这种视频博客的形式经历了近五年的发展，模

式已趋完善与成熟。2018年下半年，国内部分短视

频平台如B站、微博等开始发力推广Vlog，这种新的

媒介形式一出现在中国的媒介平台上便显示出了

巨大的影响力，不仅加入赛道的平台逐渐增多、注

册的用户成倍增长，各社交平台上更是涌现出一批

具有鲜明的个性标签和独特的创作特色的意见领

袖。可以预期，中国的Vlog在2019年会迎来新的风

口。这其中，女性作者在知名度、内容数量、质量方

面均表现突出，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本文在

熟悉了解了当前社交媒体上活跃的女性 Vlogger（指

拍摄Vlog的人，视频内容创作者）的内容后，选取了

部分较有影响的意见领袖，试图以内容分析的视角

探析女性 Vlogger的叙事特色以及背后的文化特征。

二、女性作者内容书写的叙事特色

（一）空间表征：各种空间领域中的景观展现

从空间角度看，视频博客的女性作者（以下简

称女性Vlogger）的文本中包括各种空间的生活记

录，不仅限于私人空间，也包括公共空间；不仅包括

本土文化空间，还包括各种异域文化空间。 从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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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平台上选取几位口碑和人气最旺的女性Vlogger

发现，现代女性已经是强大的空间穿行者，她们之

所以能吸引粉丝的长期关注和期待，与其内容中的

多角度、多空间、跨地域、跨文化内容带来的趣味性

与新奇性密切相关。名博主子时当归（微博@子时

当归）是定居澳洲的华人，她的Vlog内容中每天有

大量澳洲生活的记录；知名博主@ondo居于韩国，

她的Vlog内容中包括最简单的韩式房间装扮、家常

便饭、日常穿搭等，满足了网友对于韩国流行时尚

的视觉需求；博主@欧阳娜娜的Vlog记录了她在伯

克利留学以及各处工作、活动、度假迪士尼游玩的

片段，作为学生和艺人的双重身份，欧阳娜娜的

Vlog里既有殿堂级学院空间的记录、也有工作空间

各种摄影棚的拍摄录制；既有维密秀这样的时尚空

间的展示、又能平移至休闲空间例如迪士尼、或者

与朋友聚会的生活空间；从地理空间上来讲，她的

Vlog内容也在欧美、台湾、大陆频繁迁移。 这种空

间的转换和跨越增加了Vlog本身的可看性。知名

Vogger（微博@你好竹子）的足迹更是遍布世界。伦

敦北京的双城生活展现了空间上的重大跨越，同时

她在两地均有比较长的定居时间和深入的文化体

验，这让关注者在她的Vlog内容中更能够读出跨空

间的文化意味。

在这些女性Vlogger的叙事中，Vlog的文本消弭

了地理空间，更拉近了博主与网友的空间距离。这

也是Vlog这种媒介形式让人追捧的原因之一。除此

之外，文本内容还包括公共空间至私人空间的跨

越。在Vlogger的视角里，私人空间也成为内容生产

的重要领域，很多的内容记录于家庭内部，这本是不

向外人开放的私人空间，但是这种展示极大地满足

了用户的猎奇心理甚至是窥私欲。至少有很多女性

已经以记录私人日常生活成功具备了个性化标签。

列斐伏尔明确提出：“（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

的）产物”。因为空间体现的是社会关系，故社会空

间既不同于精神空间，也不同于物理空间。列斐伏

尔的理论从社会的角度，解释各种空间生产的政治

和意识形态含义。戴维·哈维则在詹明信和列斐伏

尔等人观点基础上，更鲜明地强调了空间的社会性

意义[1]139。Vlog本身也是一种空间，这个空间中生产

出了个体尤其是女性当下的时代感悟和生存状态，

生产出女性日渐鲜明的话语权力，让女性群体的意

识形态在代表空间中日渐凸显。

（二）时间延展：日常生活中的“慢”生活叙事

在学者戴维·哈维看来，时间与空间都是社会

地建构起来的，“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在各种情况

下都是由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所赋予的，由于

这些实践活动在地理上和历史上是变化的，因而

我们发现，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是以不同方式被

建构的。简言之，各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社会构

成方式，都将体现出一组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的实

践和概念。”[1]137在观看这些日常Vlog时，人们对时

间的感受完全变了，时间的延展在女性Vlog中体

现出来。

与男性相比，女性具有感性和细腻的品质。女

性Vlogger常有的内容是从起床开始记录生活，采

购、烹饪、吃饭、外出、穿搭等这些生活中的极其朴

素的日常，都可以成为她们Vlog中呈现出的视频内

容。这种记录因其日常性，也是从容的，慢的，这种

“慢”叙事延展了时间，这方面以“子时当归”最具有

代表性。在她的Vlog中，一次从购买到料理再到食

用的极其细致的全程被慢慢记录下来，拍摄者从容

悠闲，观看者也是自得其乐。 这种“乐”来自她的内

容生产方式——能够将再普通不过的日常通过视

听语言呈现出仪式感和审美性。在子时当归的内

容表达里，时间是从容的，节奏是缓慢的，她不慌不

忙地自己做一顿丰盛的早午餐；随意地晒出她的穿

搭，以简约为其标志特色；大多时候都不自拍不露

脸，让观众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周边的环境和物件

上；记录的生活也是节奏极慢，没有匆忙疾驰，没有

当紧的通告任务，没有繁忙并让人焦虑的工作，只

是出门逛街、撸猫、消费等（因为在她的Vlog中有开

箱内容），传递出“向往的生活”的样子，让观看者完

全忘记现实的沉重压力，从而成为潜移默化地希望

去模仿和跟随的对象。

另外，由于Vlog时长自由，没有硬性限制，如果

要满足经常更新的要求，满足用户的期待，那么日

常性的内容不可或缺。如知名 Youtube博主、被誉

为Vlog大神的 Casey Neistat，他虽然有大量的工作、

丰富的社交活动、盛大的仪式参与等内容，但频繁

更新的要求也让他的内容中也会有一部分是日常

生活带娃的记录，同样具有时间延展的特性。

（三）角色转换：从前台到后台的多元面向

美国社会学家，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戈夫曼

曾在他的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有一个

经典的戏剧理论：“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使用符号预

先设计或在他人面前展示图像”。 为了使这种性能

良好，将增加一些理想化的性能。“表演者将掩盖或

部分掩盖与他自己的理想形象不符的活动，事实和

动机”[2]，以便集中展示自己理想化的形象。

大部分的媒介呈现出的都是主角的前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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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然而在 Vlog中，由于时长以及内容属性的关

系，由于Vlogger为了强化特色的需要，她们将很多

本应该留在后台的内容提至前台，比如@你好竹

子，她在拍摄的Vlog中读出别人对她的负面评论，

直面这些不客气的批评并表明态度，并不改她的浓

重京腔和她爽朗的笑声。后台本是为前台补偿紧

张、放松休息的地方，但是在当前的文化多元背景

下，结合网友多元的消费需求，一些原来要隐匿的

形象也不或缺地成为前台的补充。

再如欧阳娜娜的 Vlog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将

原先人们对她的认知从前台转向后台的作用，让这

个真实的、努力的娜娜形象代替了原来在《演员的

诞生》上因演技生硬被诟病的娜娜。还有一种表演

类似于戈夫曼所说的“误解表演”。包括Vlogger流

露窘境、念出吐槽、展示自己的纠结和犹豫，其实都

是在有预先设计的情况下故意呈现出的一种假

象。再有一种就是“神秘化表演”，与用户保持一定

距离，比如重要角色不露脸、文本中制造一些悬念

等，让对方产生一种崇敬的表现。

三、女性作者内容书写的文化分析

女性主义从20世纪蓬勃兴起以来，在影视、美

学、传媒等不同领域都有大量研究成果。用女性主

义的理论来思考Vlog的内容，也是一种将女性主义

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尝试，也可以从Vlog的书写中窥

到女性在与男性文化下“沉默的他者”决裂的决心，

以及女性在社会生活与公共领域中争取得到应有

的认可与尊重的动机。

（一）多元性与差异性

法国作家邦达先生在他的作品《于里埃尔的关

系》中曾断言：“男人的身体通过自身而具有意义，

可以撇开女人的身体不谈，而如果不提男性，女人

的身体看来就缺乏意义…..没有女人，男人能独立

思想。没有男人，女人不能独立思想。”而法国哲学

家埃·莱维纳斯在他的随笔《时间与他者》中也明确

比喻是：“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他者”[3]9。

我们从女性Vlogger的内容中，看到了对这种男

性奴役以及主宰的叛逃：女性在镜头中开辟出了更

深入更丰富更多元的内容领域，与男性生产内容形

成了鲜明的区别并引发关注与话题性：如@子时当

归的Vlog在视觉上感性、神秘而精致；@你好竹子张

扬、时尚而精彩；@蕾拉小姐（许婧）美丽、开放而独

立。她们均在自己的领域中拥有大量粉丝，不论是

拍摄、更新、代言还是出书，这些女性Vlogger均体现

出生活的丰富性与选择的多元性。

过去，男人要求“真正的女性”变成客体，变成

他者。妇女很难同时承担实现自主个体境况和女

性命运。那些使她们有时被人看做“失落的性别”

的愚蠢行为和苦恼，根源正在于此。在之前，也许

盲目的忍受奴役，要比致力于解放自身更舒服[3]353。

而今天，那种：“女人自主获得的成功，是与女性身

份相矛盾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女性Vlogger为代

表的这支话语力量表明，现代女性已经在致力于一

种差异性的书写：她们在Vlog里，树立起了立体的

新女性形象；运用女性视角关注到社会更多不同的

领域，生产出更细腻、更感性的内容；基于女性的群

体特性并提供了更多的行为选择与价值参考。

（二）主体性与自主性

女性Vlogger创作的内容中均透露出经济独立、

自主性强的信息，仿佛同时拥有多彩的生活又不需

要有工作谋生的压力，为很多职业女性创造了向往

的状态。她们按照自我的意愿生活，具有强大的主

体性；他们不向世俗低头，不走寻常之路。对于竹

子、许婧们来说，Vlog里传达出了不仅有极具审美

性的视觉内容，还包括强烈的主体性信息：她们的

服饰、交友、生活细节、职业的自信与洒脱的婚恋观

（竹子和许婧不约而同都有跨国恋爱关系）。而许

婧的“明星前妻”的身份更让她带上了独立的标签：

这种拒绝与男人合谋、放弃与传统观念中认为的

“高等阶层”联合带给她们的一切好处，此时的女性

可以自由参与规划自己的世界和历史了。这是一

种对男性主宰地位的质疑和挑战。在男性将自我

看为主体的时代，女性成为他者；而现在的这个情

势，如同女性要从他者反过来成为主体，脱离“异邦

人”的窠臼，远离以往的屈从并重新定义本质。虽

然这种矛盾还没达到理想化的解决状态，但这毕竟

已经是有效的尝试。

（三）突破性与叛逆性

戈夫曼认为，绩效是在框架下进行的。“我所面

对的不是社会生活的结构，而是个人在社交生活中

随时拥有的经验结构。”这种主观的经验结构是所

谓的绩效框架，人们根据这种主观的经验结构来执

行。 框架被戈夫曼定义为“基于支配事件的情境定

义——至少是社会事件的组织原则和我们的主观

输入”[5]。

在对前女性的认知中，人们坚持认为她一生都

在准备饭菜和洗尿布。 她从这里得不到崇高的感

觉，她必须确保生命单调，在偶然和人性中重复，从

未创造过，在她看来，时间在旋转，她无法在任何地

方领先……她专注于生育，烹饪食物，衣服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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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做事方式。 与非必要手段密切相关，唯一

的价值是实用的……就是生活在实用性的层面

上[3]449。

微博中的众多女性Vlogger则在行为和价值取

向上突破了这种以实用性为明显特征的经验结构

和绩效框架：她们职业多元，不再被关在厨房里、闺

房内；她们突破了有限的视野，在实用性之外更追

求真理，追求大胆热情、超脱崇高、自由开放的品

质；她们的自由生活方式、独立的爱情主张和“非典

型”的家庭互动模式，让她们创作的内容脱颖而出，

让关注者趣味盎然。

（四）慢叙事与伴随性

当今社会，现代城市的大多数人背负着沉重的

生活压力。这种情绪也映射到媒体的消费需求

中。 我们在虚拟的世界中认识一个博主，见证她们

的成长，感受她们的内心，它与“快餐”流行文化截

然不同，不靠冲击感官层面赢得关注，而是通过细

水长流的日常叙事、真实记录的个人经历来观照受

众的内心感受，总体风格体现为从容、温情与和

谐。在这方面，Vlog的审美性与去年流行起的“慢综

艺”有异曲同工之妙。相对于快而言，这些Vlog慢

下来的叙事给予主体一个宽松的环境，不设定故事

情节时又恰能展现最自然最真实的状态，Vlogger也

因此具有了鲜明的人格化属性，每一次记录都展示

着她的文化品位、知识内涵、家庭观念、社交理念

等。更重要的是这些Vlog也充当了情感伴侣，这是

对当下都市人的一种人文关怀[5]。

同时，女性 Vlogger提出的一些议题，从私人话

语转向公共话语，让更多女性甚至整个社会参与其

中，使女性主义话题从个人叙事走向集体叙事，变

成全民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整合、聚集了

更多的社会力量。 当女性话语表达成为足够强大

的集体叙事之时，也就是女性话语获得了重新定义

权力的时机。通过不断的话语积累，有助于促进新

的两性话语模式的形成，对于打破传统话语对女性

的桎梏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Vlog由于新颖的形式，创新的表达，更前沿的技

术，更低的门槛，给予了女性作者更多元、更自由的

权力，这样表达的平台给予了性别权力结构重新调

整融合的机会，也成了传统的性别观念和习惯受到

挑战与重新定义的契机。大量女性Vlogger对生活

多角度的记录，对不同生活空间领域的涉足，呈现

出崭新的女性形象，也引发了公众对女性性别形象

的再度关注；建构新型的女性话语，利用自媒体的

自由、易传播，将女性表达提升到了更加自由的时

代；女性突破了家庭单一环境，在公共领域中尝试

展现个人的魅力和价值，将女性潜在的渴望和诉求

进行表达，而Vlog这种传播形式也突破了信息的垄

断，让更多的女性受到这种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

响；女性有了更多的机会获得与男性相同或更甚于

男性的机会去认识世界，全面获得机会与信息。

女性作者在Vlog中暗含着对父权制话语霸权

的挑战。然而，也依然有以男性为中心的对女性刻

板印象的存在。比如女性Vlog中很重要的两个板

块，做菜和穿搭，就是比较典型的女性生活范式。

除了以上提到的正面建构以外，一些现象也确

实提醒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比如对日常生活相关话

题的讨论远高于对于政治话题以及公共议题的讨

论，女性主义话题中最受关注且最能引起人们共鸣

的始终是与最基本、最低级的需求相关的话题，这

让Vlog的公共性缺失呈现非常明显。如果一种媒

体形式过于注重娱乐性和浅表性的日常记录，那么

也很难在用户的生活中产生重要的作用；另外，负

面的话题性也以新的形式卷入，比如：基于性别的

暴力和性别歧视，两性之间的对抗局面仍然存在。

同时，还要警惕污名化、过度娱乐化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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