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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的发展和媒介环境的改变，促使中国政治宣传片出现了许多新变化：

综合运用多媒体形式，实现多渠道多角度传递；以平民视点切入，注重个性化叙

事与情感诉求，以平等的姿态呈现出鲜明的平民化取向；以注重画面感染力的

视觉元素和强调受众代入感的听觉元素从高大上的视觉风格中摆脱出来，以接

地气的形式呈现、传递政治理念。高高在上的政治传播以贴近受众的有效媒介

文本呈现，注重受众感受，力求以喜闻乐见、轻松活泼的形式诠释严肃宏大的政

治话题，这表明中国政治宣传片日渐贴近平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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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片起初是指直接服务于某种政治宣传

任务的宣传画式的短片。随着时代的发展，宣

传片逐渐分化为政治类和商业类两大类型，其

中商业宣传片更是占据了主流，而之前宣传片

的界定也因其浓重的时代痕迹不再适用。国玉

霞等从广义的角度重新定义了宣传片：“传播

者有目的地选取一定信息，通过现代媒介对受

传者进行说服，从而使其产生影响的影（视）片

类型。”［１］可见，如今的政治宣传片就是专事意

识形态工作的宣传片，它是政治和宣传片两个

范畴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交集形成的宣传片类

型。在新的民主政治与媒介形势下，中国政治

宣传片逐渐摆脱了宣传画式短片的思维限制，

新鲜的创意和新颖的形式随之涌现。

早在１９３０年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就曾

指出：“我们正在进入世界图像时代。”［２］随着

科技的发展，媒介环境迅速改变，移动化、社交

化、视频化、碎片化逐渐成为信息时代的显著特

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发布的第

４０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２０１７年６月，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

５６亿人，网络视频用户使用率为７５．２％。其

中，手机视频用户规模为５．２５亿人，手机网络

视频使用率为７２．６％。手机屏成为个人网络

视频服务中最重要的一屏。［３］移动视频在人们

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人

们的个体意识和平等意识逐渐增强，媒介素养

越来越高，对政治传播的接受和参与程度与日

俱增。与媒介环境和人们的接受习惯相适应，

中国政治宣传影视片呈现出明显的平民化取

向。从２０１１年年初推出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

片，到之后的“复兴路上工作室”系列作品、征

兵宣传片《战斗宣言》、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

年宣传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宣传片

……高高在上的政治传播以贴近受众的媒介呈

现，以轻松活泼的形式诠释严肃宏大的话题，中

国政治宣传片日渐贴近平民大众。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政治宣传片的相关

研究多从形象片的角度切入来进行国家形象设

置的解读，其中，内隐化宣传、跨文化传播与外

宣模式是研究比较集中的方面，论者往往从政

治传播的宏观视角出发，以单个视频的微观分

析为主，缺少对中国政治宣传片在当下媒体环

境下的整体考察，其中虽涉及中国政治宣传片

的转向与创新研究，但多为传播策略的相关分

析，尚无对其平民化倾向的系统论述。鉴于此，

本文拟从媒体转型和受众需求的角度切入，从

媒体策略、内容建构、呈现形式三方面阐述当下

中国政治宣传片的平民化取向，以更好地促进

中国政治宣传片的进一步发展。

　　一、媒体策略：综合运用多媒体

麦克卢汉认为：“一切媒介都是人的延伸，

它们对人及其环境都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

响。这样的延伸是器官、感官或曰功能的强化

和放大。”［４］这一真知灼见虽根植于普通的电

子媒介，但对新媒体带来的诸多媒介变革仍然

有普适意义。当下，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体

因其鲜明的伴随性已最大限度地融入到人们的

日常生活之中，信息超越时空无时无处不在，这

给政治宣传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新兴媒体拓展了普通民众的发声渠道，给

政府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同时也为

政治理念提供了多向传播的可能，为政治宣传

片提供了贴近民众的机遇和平台。中国政治宣

传片之前的传播渠道较为单一，缺少互动，换来

的只是受众浅尝辄止的一瞥，或是对居高临下

的强势宣传的逆反与吐槽。随着新媒体的发展

和政治传播理念的更新，中国政治宣传片得以

综合运用多种媒体形式，实现多渠道多角度传

播，在叙事上更贴近普通民众。

从２０１３年起，复兴路上工作室陆续推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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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风格独特的政治宣传片，网友大多认为该视

频生动有趣、不刻板，是跟得上时代的政治宣传

片。［５］作品首先在优酷网播出，紧接着在微博、

微信、豆瓣、知乎等知名社交媒体广为传播，同

时上线ＹｏｕＴｕｂｅ。２０１６年４月，征兵宣传片《战
斗宣言》在中国军网首发后，引发了境内外媒

体广泛关注和热评，成为媒体和公众普遍关注

的舆论热点［６］。７月，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
宣传片《我是谁》刷爆朋友圈，共青团中央、人

民日报、今日时评、传媒圈等微信公众号合力推

送，大家纷纷转发并惊叹“我党居然第一次打

广告了”［７］。这批政治宣传片切合当下视频

化、社交化的媒体需求，适合人们在碎片时间观

看、评论并通过便捷的一键按钮转发，受众参与

度大大提升，作品的传播范围迅速扩大。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

后，相关短视频多角度解读中共十九大，复兴路

上工作室推出系列短片聚焦党代会，以简洁生

动的动画形式，从党代表的选举、党代会报告的

产生、党代会的召开三方面逐次揭开党代会的

神秘面纱；央视网《十九大，我们在等你》则以

多人采访的形式解读“十九大是什么”，表达广

大民众对十九大召开的期待；《十九大时光》

《青年师生说》《公仆之路》等系列短视频，从不

同角度解读十九大精神，将对内宣传与对外传

播有机结合、官方传播与民间传播相结合，在传

播内容、传播基调、传播方式等方面综合不同媒

体形式进行统筹，既有相关专家的权威解读和

意见领袖的理性分析，又有草根百姓的盼望和

期许。围绕中共十九大的召开，电视、网络、社

交媒体等多平台一起发力，采用多元化媒体策

略，以短视频的形式及时传播，共同打造十九大

视听媒体环境，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形象

宣传增添了新的媒体元素。

　　二、内容建构：采用平民视角

内容建构是影视作品从意念表达向内容构

成转换的具体方式，直接决定着作品本身的讲

述特色与表现风格。政治宣传片以政治表达为

主要目的，其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对内容建构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中国政治宣传片拘泥

于精英化的内容建构思路，基本上是一种居高

临下的官方表达，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只能膜拜

而没共鸣。近年来的政治宣传片则一改以往的

精英路线，从平民视点切入、以平等的姿态呈

现，表现出鲜明的平民化取向。

１．直面现实问题：百姓视角的直接表达

以往的政治宣传片聚焦于政治表达，擅长

从正面诠释政治理念，强化意识形态，对相关负

面因素往往采取迂回态度，因而给受众留下躲

闪逃避的印象。近年来的中国政治宣传片虽仍

然是从正面诠释政治理念，但一改自上而下高

大全式的宣传模式，分享机遇，共迎挑战，展现

出积极的正面因素，也不回避中国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交通拥堵、人口稠密、工业污染、贫富差

距等问题。这种直面现实、正视困难和问题的

内容建构态度，显示出敢于正视发展进程的复

杂性、富有责任意识的勇气和担当。

从受众的角度考量，信息的接近性尤为重

要，与受众相关的信息往往会得到更多的关注，

也易于调动受众的参与积极性，从而使之主动

完成二次传播和互动传播，形成信息传播的倍

增效果和叠加效应。直面现实是政治宣传片对

当下时政热点的及时回应，在受众心存困惑之

时给予及时的解读与诠释。之前的政治宣传片

虽然力图使宣传片和国家领导人的外事活动相

结合，但整体上这种结合仍旧显得单调乏味。

近年来政治宣传片则有了较为具体的指向，与

时政热点的结合甚为紧密，甚至一一对应。

“十三五”规范出台、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后的宣

传片有预热有跟进，各司其职，功能分明。这是

对受众需求的体察与呼应，也是中国政治宣传

片平民化取向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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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种直面现实的问题意识也是百姓视

角的直接表达，是对百姓切身利益的真正关切。

不排斥负面信息并认真对其进行反思的诚恳态

度，表达了对现实问题的真实认知，彰显了对问

题解决的决心与自信，易于引起受众的广泛共

鸣，也使得政治宣传片更有说服力和传播力。

２．个性化叙事：个人角度的微观切入

政治宣传片代表的是国家理念和政府意

图，无论是对政治理念还是对政治形势的阐述，

都因其主题宏大而易流于宏观叙事。近年的中

国政治宣传片适应社会的多元化需求，呼应社

交媒介的草根特质，多从个人角度切入进行叙

事。继２０１１年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

之后，中国政治宣传片多从个人角度切入进行

叙事。《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从儿时的梦想

“长大了我想当总统”开始讲述各国领导人的

炼成之路，自然亲切。《跟着习主席走》系列片

则多用记录的手法，让人们现身说法，更易于使

受众接受和信服，增强传播效果：来自巴基斯坦

的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生阿姆扎德，用策划广场

舞的特别方式歌唱中巴友谊。在《美国篇》中，

以中国在美企业中的美籍员工为切入点，借个

人之口表达中美友谊，从民众利益的角度讲述

自己的故事。而在《俄罗斯篇》中，则通过随机

采访的形式表现中国百姓对俄罗斯的印象，表

达对中俄合作的积极态度，让平民百姓自然表

述“普京和习大大一样帅”，“想请普京到幼儿

园吃包子”等真实朴素的友爱之情。

中国政治宣传片《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

路上》关注普通人的真实生活，随着他们一一

道出自己的梦想，自然展现中国共产党人追求

人类共同梦想、始终和人民一起奋斗的积极形

象。该宣传片从草根视角出发，力求还原普通

中国人的真实生活片段，这使该片更容易引起

受众的共鸣与认同，成功实现了将政治话语资

源向有效媒介文本的顺利转化［８］。中国共产党

成立９５周年宣传片《我是谁》，直接以第一人

称叙事，“我是走得最晚的那一个……”，以 ６

位普通共产党员为样本来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形

象，最后在他们真诚的笑脸中推出“我是中国

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的宣传主题。纪念

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宣传片《金色的鱼钩》，

则以大家耳熟能详的老班长的故事唤起人们的

怀念情结，将讲述者置换为“鱼钩”，以置换之

后的全新视角更加从容地深情揭示“历史不仅

只被陈列，精神应当世代传承”的宣传主题。

政治宣传片个性化叙事的加入，使其自然

放低了姿态、放平了视角，以普通百姓的视角展

开讲述，同时，也从宏大走向微观，于细微处展

开叙事、体现情怀、升华精神。这种个人角度的

微观切入也体现在对细节的重视与强调上。在

《战斗宣言》宣传片开头，一束暖光下一位年轻

的士兵整理行装，特写镜头使场景平静温暖，深

入人心，在给受众带来极强代入感的同时，也跟

后面呈现的紧张的训练场景形成鲜明对比。这

一注重细节的个性化叙事，与当下的媒体环境

极为贴近，符合受众个性化的接受习惯。

３．情感诉求：激起大众的情感共鸣

情感诉求是从受众心理出发，抓住其情感

需求，以充满情感的语言、形象、背景气氛作用

于受众需求的兴奋点。以往的中国政治宣传片

存在明显的概念先行之弊病，虽然有优雅从容

的大国风范，但缺少必要的情感表达，其感染力

和影响力因此而大打折扣。近年来的政治宣传

片对情感渲染较为重视，侧重情感诉求而感性

传达，充满了人情味和趣味性；它不再以生硬的

形象进行直接宣传，梦想、家庭、友谊等接地气

的关键词成为其表达的主题。在《跟着习主席

走》系列片中，无论是从中国百姓对俄罗斯的

印象角度表达对中俄合作的积极态度，还是以

美国民众之口道出中美共建家园的深厚情谊，

都将访谈场景与实景画面交叉剪辑，现身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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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大众自己的故事，富有亲切感和说服力。

另外，还通过个性化叙事的生动故事讲述，呈现

日常生活背后的共同梦想和追求：我们是伙伴、

兄弟，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重视亲情友情，我们

有着共同的追求。因此，在各种画面中，出现频

次最高的是无情感边界、无理解障碍的笑脸。

在众人的笑脸中，在共同梦想的讲述中，激起大

众情感共鸣，从而产生巨大的感染力与影响力。

　　三、呈现形式：接地气

内容建构的方式确定之后，影视作品的呈

现形式决定最终成品的传播效果。形式即内

容，注重受众感受的形式能够带动内容的有效

传播，形成长尾效应。之前的中国政治宣传片

整体上是一种单向的展示与传达，缺少与受众

的互动。近年来的政治宣传片则从高大上的视

觉风格中摆脱出来，以接地气的形式呈现、传递

政治理念。

１．视觉元素：注重画面感染力

与之前的政治宣传片强调中国高大上形象

的视觉呈现不同，近年来的政治宣传片强调受

众的接受度，以受众关注的视觉形象诠释政治

主题，营造视觉感染力。

从创作主题来说，征兵宣传片无疑要传达

的是保家卫国的主流价值观，《战斗宣言》不囿

于常规的主题设置，舍弃传统的“参军光荣”的

道德感召，选择我军现代化武器装备和实战化

训练的震撼场面，以树立有血性的军人形象，在

满足用户视觉体验的同时呈现主流价值，用力

量和激情唤起适龄青年的参军意愿。

近年来的政治宣传片还以轻松活泼的卡通

形象诠释严肃宏大的主题。《领导人是怎样炼

成的》是中国领导人卡通形象在视频中的第一

次呈现，这一“萌版领导人”的形象与轻松、诙

谐的视频格调完美匹配。领导逐级晋升，“跳

房子”（游戏）式的视觉呈现设计，能唤起大众

的童年记忆，拉近与大众的距离。《中国经济

真功夫》打造少林武僧卡通形象，借中国功夫

的高认知度传达中国经济新常态。《十三五之

歌》除使用民谣歌手的卡通人物形象之外，还

运用大众巴士、黑白电视等串联信息的卡通形

象，与真人图片等综合使用，形成拼贴艺术动

画，将十三五规划演绎得生动活泼。

２．听觉元素：强调受众代入感

从听觉元素的运用来看，近年来的政治宣

传片强调受众的代入感，以受众喜闻乐见的旋

律和口语化的解说营造轻松愉悦的接受氛围。

《跟着习主席走》系列宣传片选用各国有代

表性的音乐，如俄罗斯的《喀秋莎》、巴基斯坦的

《友谊之歌》、美国的乡村音乐、非洲的鼓点乐曲

……使受众在熟悉的音乐旋律中自然而然地沉

浸其中，毫无违和感。《十三五之歌》则创造性

地使用了说唱形式，以民谣穿插幽默对话，轻快

的旋律节奏分明，令人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和摇

摆，迅速成为广为传唱的网络神曲。《战斗宣

言》以“９０后”的适龄年轻人为受众，音乐舍弃了

经典的军旅歌曲而选择ＲＡＰ说唱，辅之以快节

奏镜头剪辑，营造热血沸腾的时尚风潮。《跟着

习主席走》的解说则充分口语化：《博鳌篇》采用

对话式解说；《万隆篇》则截取习近平主席讲话

中所引民谚，以普遍的人生经验道出语重心长的

嘱托。《十三五之歌》以“十三舞是什么舞”的问

话开头，用幽默轻松演绎严肃话题，全片“十三

五”重复了２８次之多，通俗直白易懂易记。同

时，解说词注重话语与百姓语言的贴近性，大量

运用网络语言，符合平民大众的用语习惯。

与单向的宣传相比，即时、互动的传播理念

更适合当下的媒介环境，从官方到民间、从精英

到平民、从宣传到传播，近年来的政治宣传片在

平民化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随着社

会媒体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宣传片必将以更加

多样的形式传递贴近普通民众的政治内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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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受众为指向，以互动传播为旨归，强化内

容、形式与受众的贴近性，从而促进民众的广泛

了解与深入参与，在平民化的道路上展现更为

开放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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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因为西方发达国家通

过历史上的侵略行为，完成了国家发展的原始

资本积累，没有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沉重包袱，所

以它们才非常强调人权价值中个人层面的价

值，如自由价值和财产价值等。而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前，由于长期受西方国家的殖民

和奴役，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的挨打问题

和挨饿问题。前者是安全和生存价值等诉求，

后者是幸福和发展价值等诉求。我们坚持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通过消除实现人权价

值的最大拦路虎———贫穷，让人民过上了幸福

安康的生活，又通过不断落实和保障宪法规定

的公民权，把人权价值实现于人民对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的获得之中。人权价值在人民对具

体人权的享有和实现中不断生成，这是中国人

权事业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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