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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时代的话语体系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符码的创作面临能指的泛化和所指的窄化等困境。

以“抗疫”为主题，选取富有影响力的纪录片作为研究对象，从符号学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对人民性文艺符码

的重塑策略。解读抗疫纪录片对主流意识形态召唤的正项表达以及“刺点”设计，融入异项风格的对抗和翻转，探

寻艺术作品与人民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有利于厘清后疫情时代抗疫纪录片创作的价值引导趋势，众筹式抗疫纪录

片、微抗疫纪录片或将成为书写人民性文艺符码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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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性”作为文艺创作中最重要的符号之

一，是中国艺术创作实践的 “指南针”。文艺创作

应与时俱进，创造出与当代社会现实相符的文艺作

品。后疫情时代随着抗疫正能量的持续输出，短平

快的新闻报道已无法满足受众的需求，一系列抗疫

题材纪录片的成功推出，彰显了全民战疫的团结精

神以及医护工作者们大爱无疆的奉献精神。本文以

“抗疫”为主题，选取富有影响力的纪录片作为研

究对象，从符号学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对人民

性文艺符码的重塑策略。

一、人民性文艺符码面临的困境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社交媒体对民众的全面浸

染，“人民性”这一文艺符码在当前语境中面临诸

多困境。

( 一) 人民性文艺符码在能指层面的泛化

符号学家索绪尔把符号视为能指和所指的结合，

即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和对应。 “符号的意义作

用基本上是通过符号形式 ( 能指) 和符号内容 ( 所

指) 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但是意义表现的过程并

没有到此结束。”［1］“人民性”在能指层面主要集中

在“人民”“人民性”等字面上的形式。2014 年 10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提到“坚持为人民服务”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 “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

人民抒怀” “热爱人民”等［2］。当这些符号出现在

社会话语体系中，势必因其所产生的 “陌生化”间

离效果，延长受众解读符号信息和感受 “人民性”

魅力表达的过程，使其在适当的时机将这一约定俗

成的意蕴和内涵传播给受众，并且吸引受众积极主

动探索符号意义背后的解读，最终完成能指和所指

对等化的符号真实塑造的目的。但随着商业大潮的

全面浸染以及融媒体环境下网络平台的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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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呈现出爆炸性的增长，这将导致能指的完全泛

化，即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崩塌，深层的内容及

背后的意义被抛弃。当 “人民性”这一符码迷失于

海量信息涌动的社交媒体之中，受众也将错过本应

存在的对所指内容的思考和解读。

当然这种在能指层面上的泛化并非指历时性维

度上的错位和共时性维度上的裹挟，更多表现在对

“人民性”符码的过度使用，常见于借用人人平等

的“公民性”来落实“人民性”或是佯装以 “新人

民性”和“后人民性”进行多种资源的配置，脱离

与社会现实的紧密联系，违背文艺创作的初衷，从

而弱化和疏离真正的 “人民性”。从艺术创作本身

来说，创作主体及受众之间存在着对于 “人民性”

符码的博弈，通过替换或逃脱真实的能指 “制造幻

觉”来达到哗众取宠的负面所指效果，换取商业利

益，甚至当能指在尚未获得受众反应时，就被无数

的媒体先行轰炸。因而， “人民性”的基本含义不

应也不能改变，坚决防止那些与 “人民性”异质的

“新人民性” “公民性”或 “后人民性”来做其替

代品［3］。

( 二) 人民性文艺符码在所指层面上的窄化

社交媒体的盛行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约

定俗称的符号意义也在不断更新，受众不断增加的

精神文化需求同 “人民性”符码在所指内容上的窄

化和固化发生矛盾。符号是时代的产物，需要在文

化的洪流中不断演变和沉淀， “人民性”符码在文

艺创作中的所指已然超越和衍生出更多意义，迸发

出新的生命力，如不与时俱进，还停留在所指层面

的简单延伸，传受双方的对话性将受到严重影响。

“人民性及其相关符号体系在当下文艺环境中

的位置显得尴尬: 向左走，就成为了政治的附庸，

表达的内容也容易沦为空洞的呐喊，无法体现文艺

自身的特点。向右走，就变成了商业经济的爪牙，

按照交换的主体间性来自我建构，躲避文艺自身的

审美深度”［4］。在网络时代下，“人民性”符码要为

广大受众所接受，需要进入市场，依赖能指包装从

而完成其“所指价值”生成，但常常被边缘底层叙

事和“俗文化”所裹挟，产生符号摹本，从而降低

了文艺创作本身的崇高性。长此以往， “人民性”

被商业所裹挟失去了其本真的魅力。如何在商业属

性的能指包装中内隐主流核心价值观的所指，并合

乎情理融合新的时代特征和趣味性任重道远。

二、抗疫纪录片对人民性文艺符码的重塑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疫情防控所

呈现的舆论场域空前复杂。在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加大宣传舆论工作力度，统

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营造强信心、

暖人心、聚民心的环境氛围。我们广泛普及疫情防

控知识，引导人民群众正确理性看待疫情，增强自

我防范意识和防护能力。我们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特

别是群众的集中诉求，不回避矛盾，积极推动问题

的解决”［5］。对待复杂舆情所体现的科学态度进一

步体现了人民性文艺符码在舆论引导中的重要性。

虽然“人民性”符码在文艺的发展进程中遭遇了能

指和所指层面上的困境，但要想解决当下的难题，

仍需通过人民性文艺符码进行溯本清源，抗疫纪录

片的适时出现调和了当前的矛盾，通过重塑人民性

文艺符码，为被商业裹挟的文艺创作打造出一条新

的路径。

( 一) 抗疫纪录片对人民性文艺符码意识形态

的召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

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

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

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

习、向生活学习，以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

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

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2］。从范俭导演走近

武汉最底层社区拍摄纪录片 《被遗忘的春天》，到

范士广导演以医护人员群体的视角记录 《人间世·

抗击疫情特别节目》，再到疫情期间最受关注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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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创作者林晨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记录 《武汉日

记》，以及优酷视频与大象记录联合发起全民合拍

第一部全景式的抗疫纪录片 《一日冬春》，都是从

最日常的角度刻画出医护工作者、志愿者、清洁工、

基层党员和社区民众等一个个鲜活的 “普通人”不

平凡的事迹，真实反映出中国人民众志成城、抵抗

疫情的坚强意志和决心。林晨的 《武汉日记》中五

段“武汉up主实拍”记录了疫情“封城”后武汉普通

人的生活状况，在哔哩哔哩网站上高达 2 522 多万

的播放量，足以窥见民众对抗疫题材纪录片的需求

和共情作用。抗疫纪录片也因宏大的国家意识形态

以及国家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得以被符号整合，将

个体的生命体验进行意义传播和接收，这是一种强

有力的人民性文艺符码的群体召唤。

罗兰·巴尔特说: “马克思主义式写作和一种

行为结合起来后，实际上立刻变成了一种价值语

言。”［6］抗疫纪录片中对个体的人民性符码的书写融

载了更多的意识形态，从而让正项价值得以体现。

以纪录片《人间世》抗疫特别篇的开场为例，其符

号指示过程如表 1。

表 1 《人间世》抗疫特别篇开场的符号指示过程

Tab. 1 Symbolic indication process of the opening of

Life Matters COVID－19 Ｒesponse Special

第二符

号系统

E ( 能指)

Ｒ ( 意指)

C ( 所指) 人性的温

暖和抗疫的希望

符号的

初级系

统

E 新冠肺炎患者 80

岁老人的截肢事件

Ｒ

C 医护人员高尚无私

的精神

从表 1 可见，一个符号初级系统的建构过程首

先是受众感知到这是一位新冠肺炎和糖尿病并发症

的 80 岁老人，在治疗的过程中他的肺炎好转而右腿

却面临坏死急需截肢的事件是该符号的能指，在头

脑中所唤起的对该事件的所指是医生不顾危险争分

夺秒进行救死扶伤的英雄形象。正是这第一符号的

表达面构成了第一行中所体现的第二符号系统的内

容面，而这产生的新所指即是罗兰·巴尔特所强调

的“内涵”，在表 1 中体现为在生病与死亡面前所

展示的人性的温暖和抗疫的希望，所指不再空洞且

窄化，反而在受众的解读中自然召唤出富于正能量

的意识形态。

当符号、对象、解释项三者形成一种合力后，

所产生的符号活动在传统的能指和所指所形成的符

号活动的内部空间以外，对象将进一步被弱化，承

担“新所指”重担的解释项将和其他的符号活动相

关联，使得这一正项的人民性意识形态产生 “无限

衍义”的解释项，自觉促成其意义在符号网络乃至

更大范围的生成与传播，新媒体环境下疫情防控的

良性舆论引导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 二) 抗疫纪录片对于人民性文艺符码 “刺点”

的书写

罗兰·巴特尔在 《明室》中提出过一对拉丁词

叫做 Studium /Punctum，我国学者赵毅衡将其译为展

面和刺点，并认为展面体现的是人类普世的情感，

更多的是创作者和受众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俗成;

刺点只在某些场合才会出现，“是一种偶然的东西，

正是这种东西刺疼了我 ( 也伤害了我，使我痛

苦) ”“不在道德或优雅情绪方面承诺什么……可

能缺乏教养……像一种天赋，赋予我一种新的观察

角度”［7］。可见，刺点不同于展面更为理性的展示，

更多的是基于特别的角度对日常状态下的破坏以及

给予观者偶然且强烈刺激性体悟的艺术性观感。赵

毅衡也提出， “艺术是否优秀，就看刺点安排得是

否巧妙”［8］。

抗疫纪录片是在国家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

下出现的一种艺术化表达形式。随着影视创作工具

的进步，能通过较短的制作周期以及丰富的镜头能

指在双轴关系中展开，将 “展面”和 “刺点”进行

合理把控，向观众快速清晰还原疫情当下的真实情

况，吸引观众介入。在六集抗疫纪录片 《人间世·

抗击疫情特别节目》中，范士广导演以医护人员抗

疫日常与患者们的鲜活故事展现了符号文本的 “展

面”，而“刺点”的设计被安排在第 4 集 《脸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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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即通过医护人员的口述产生 “纵深式的反差”。

作为纪录片的常规性操作，大多展现出具有矛盾冲

突的人物故事，但在抗疫特别节目系列中却打破了

往常的结构。前三集医护人员抗疫故事先做铺垫，

他们在抗疫中的日常生活及作为医者仁心的身份属

性给予了受众较为普遍的聚合段，前三集画面的叙

述都是由旁白介入强调医护人员所担当的责任，形

成符号文本的展面。到第四集时，医护人员正面口

述的脸庞以近特写的镜头交替出现在画面左屏和右

屏，最终将他们口述的文字以碎片化的形式组合，

特写镜头越来越近，变成一位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

员的虚拟图像，形成了全集的高潮。这个风格的变

化，也形成了具有鲜活个人化体悟的 “纵深式刺

点”，让受众在聚合轴上思索医者身份的再现，不

同于媒介所塑造的 “英雄”身份，但有着最寻常的

真实情感，具有一定的文化符号寓意，更易收获普

通民众的尊崇。

此外，创作工具的进步也是抗疫纪录片书写人

民性符码重要的基础之一。无人机航拍的视角在抗

疫纪录片的广泛使用带有明显的 “刺点”效果。林

晨的《武汉日记》中“医院、医生、武汉人生活情

况”这一集的开场效果显著，大年初一本应车水马

龙的武汉长江二桥因为疫情变得空空荡荡，下一镜

头通过光影切换回到日常的武汉长江二桥，金黄色

的阳光映射在河面和桥上，将武汉繁忙的景象体现

出来，前后两个镜头的衔接对照在航拍的视角下一

览无余，无声地预示着疫情对武汉人民生活的改变，

以及武汉全民居家抗疫、静待花开的勇气。同时光

影变化下航拍画面不同造型处理所产生的魔幻感和

陌生化效果，为受众们带来了强大的视觉震撼以及

心灵冲击，明与暗、虚与实的对比等 “刺点”的设

计展现出特殊时期的武汉，给予了受众与众不同的

符号审美情趣，同 “抗疫”这一主题交相辉映，极

富艺术感染力。

( 三) 抗疫纪录片对于人民性异项风格的文艺

符码的翻转应用

赵毅衡《符号学》中把 “携带中项的非标出项

称为正项，把中项所排斥的称为异项，即标出

项。”［9］可见正项代表了主流和约定俗成之意，异项

更多存在于亚文化圈中。人民性文艺符码为社会正

项，顺应主旋律及社会发展，形成了大多数受众对

正项的偏边认同，有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但异项

风格的戒除平庸化所呈现出的对传统文化的标新立

异重塑了符号建设，使人民性符码有了反思和深度

认知的可能性。

抗疫纪录片作为灾难题材纪录片，以一种非虚

构的方式在现场真实记录灾难的全过程，是具有正

项风格的传统纪录片类型。但自媒体的发展及疫情

防控的空间限制，让抗疫纪录片在保持正项表达的

同时，异项风格的标出性也存在并引入，两者在对

抗且和谐的关系中并进，积极反应社会真相，有效

地进行舆论引导和监督，从而促使正项的主流价值

观更加稳固，并有了更为人民所需求的推陈出新的

表现。

秦晓宇导演的纪录片 《一日冬春》作为 “全民

记录时代”的代表作之一，即是异项风格翻转同正

项共存的最好体现。 《一日冬春》同传统的抗疫纪

录片最大的差别来自于拍摄并不在现场，它邀请了

全国各地将近 5 000 名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

处境下的普通人拍摄从 2020 年 2 月 9 日 0 点 0 分到

2月10日0点0分———武汉“封城”第18天这“一日”

的生命片段，通过筛选整理时间线，共同形成一部

中国人的抗疫影像日志。对于合拍记录的异项风格

的选择构成了与正项的对立，集中反映出来自社会

底层的普通人及小人物的 “一己之真”，但对于个

体最真挚的情感体现通过亚文化的主观技术的再现，

已经或多或少融入群体的全景式记录。疫情大背景

下个体“可视化”的联结，使得同正项表达的对抗

慢慢停止，与正项人民性所体现的 “扎根人民、扎

根生活”的价值观如出一辙。

随着民间影像记录的兴起，抗疫纪录片不再局

限于大场面、大制作等全局式的角度，越来越包容

民间创作者发出自己的 “抗疫”微声音，比如清华

大学清影工作室与快手联合发起的首部抗疫手机纪

08
福建商学院学报

JOUＲNAL OF FUJIAN BUSINESS UNIVEＲSITY 2021 年第 4 期



录片《手机里的武汉新年》、全国首档医务人员直

击抗疫一线 VLOG《我的白大褂·抗疫日记》、融媒

体短视频《武汉，我的战 “疫”日记》等，通过异

项风格的翻转应用，清除了自身明显的标出性，形

成一种既含有旧符号又涵盖新语境意义的开放性、

螺旋式的演绎，从侧面来说有利于正项价值观的体

现，也是人民性文艺符码重塑的必要选项。

三、抗疫纪录片书写人民性文艺符码的新进展

( 一) 以意动性符号传播的内容众筹式抗疫纪

录片或成为主流

符号意动性是任何侧重于接受者的文本都有的

品格，例如说 “这里很热”，听者很容易明白这是

让其去开窗，哪怕这句话并没有用祈使句形式［10］。

随着疫情的持续以及抗疫行动的深入展开，受众们

已经无法满足短平快的新闻报道所获取的信息需求，

抗疫题材纪录片的出现汇合了受众周遭的经验文本，

以一种特殊的阐释视角将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联合

起来，特别是民间话语的兴起满足了受众深入获取

讯息的互动需求，深化了他们的认知结构，从而将

美学阐释的过程重新建构在不同性质和不同联觉的

基础上，最终产生对社会性存在的真实性的一种自

我认知，这与惯常的一度区隔的纪录片有着本质的

不同，更具有意动的功能。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我国纪录片的拓展和突

破呈现出不同态势。疫情这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使

得深入疫情一线的专业化主流团队数量极少，并且

无法快速制作完成纪录片，以适应受众快节奏获取

信息的需求。抖音、快手、bilibili 等平台分享的便

捷性，使得 “纪实+众筹”这个字眼开始出现在受

众的视野中。纪录片的影像符号本身就具有意动性，

在人人创作的特殊时期里，以意动性符号传播为主

流的内容众筹式抗疫纪录片已然成为书写人民性文

艺符码的主流。

《一日冬春》的导演秦晓宇发起内容众筹计划

时提出， “记录是为未来而著史，因为我们太健忘

了，容易重蹈覆辙; 记录是对生活世界的追问，疫

情肆虐，如当头棒喝，当此际，每个人都该发出自

己的天问”，这其实就是抗疫纪录片存在的意义。

抗疫纪录片不止是验证抗击疫情的过程及宣扬抗疫

精神的伟大，它的书写更在于 “意动”———行动邀

请性。阿尔都塞在谈到布莱希特 ( Bertold Brecht) 的

戏剧时指出: “他想要把看客变成演员，来完成未

结束的戏。”［11］每个身处其间的人都可以参与，从中

得以“内容众筹”发出自己的疑问，并给出受众自

我行动的意义所在，从社会学意义上来呼唤爱和真

正改变的动力。此外，由于少了对 “经验显示素

材”的使用论证，内容众筹式的抗疫纪录片往往更

具有意动叙述的张力，受众的信任度更高。

( 二) 微抗疫纪录片模式将被广泛应用

随着融媒体的飞速发展，受众可选择接受信息

的平台和渠道增多，传统的以画面+同期声为主的

宏大叙事型纪录片的观看人群大幅减少，大众越来

越青睐于轻操作、低成本、接地气并具有强互动性

的微型纪录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频道推

出的九集融媒体系列短视频 《武汉: 我的战 “疫”

日记》的成功可见一斑。该视频每集五分钟，以

2020 年 2 月 4 日至 12 日中武汉疫情的亲历者们作为

视频日记的主观视角，讲述了整个武汉在抗击疫情

过程中的温暖故事，达到了 1. 57 亿的视频观看量，

深受观众的欢迎。最具 “网生代”气质的第三集还

采用了先进的电视科技手段，将云摄像头作为该集

的主人公，被网友戏称为 “摄政王”。在 AI 机器人

仿真声音的自述中展现了火神山和雷神山与疫情赛

跑的“中国建设速度”。其中大量的表情包和网络

语言的使用以及直播互动数据的表白，让受众快速

进入到编导所建构的符号语境中，满足了他们的参

与感和沉浸式体验，最终完成以平民的微视角呈现

宏大主题的转换。

四、结语

人民性文艺符号的重构体现的是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创作导向的主流价值观，是作为正项的一种符

码表达。抗疫纪录片的成功，弥补了我国重大事件

题材纪录片在人民性文艺符码创作上的短板，将官

方表达同民间叙事联结起来，将叙事的主要力量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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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普通民众，还原生活的本真及美好，展示了真正

的“抗疫精神”，发挥着引导舆论的作用。身为文

艺创作者，我们应该努力解决能指的泛化和所指的

窄化困境，丰富 “人民性”符码的形式和内涵，从

人民的个体性和平民化入手，选择更多元化的拍摄

角度和微记录，巧妙地安排好 “刺点”，在正项表

达中融入异项的对抗和翻转，最终将正确的意识形

态和主流的价值观传播给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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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People-oriented Literature and
Art Code in Epidemic Ｒesponse Document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JIN Shan

( School of Media and Exhibition，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Fuzhou 350012，China)

Abstract: In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internet age，the creation of people-centered literature and art code is facing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generalization of signifier and the narrowing of signified. Taking epidemic response as the
theme，this paper selects influential documentaries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analyzes their strategies for reshaping
people-oriented literary and art cod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It is helpful to sort out the value guidance
trend of the creation of epidemic response documentari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to use semiotics to interpret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of the documentaries on mainstream ideology，employ the design of Punctum，integrate the
confrontation and turning of heterogeneous styles，and explore the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works and
the people. Epidemic response documentaries with gathered clips and micro-documentaries may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writing people-oriented art and literature codes.
Key words: people-oriented; epidemic response documentaries; semiotics

( 责任编辑: 练秀明)

28
福建商学院学报

JOUＲNAL OF FUJIAN BUSINESS UNIVEＲSITY 2021 年第 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