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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传播之我见

摘要：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理解媒体影

像资料？媒体影像资料对当下的内容生产有何

意义与作用？本文试图从概念意义、运用趋势、

优势作用、使用要求这几个方面谈谈互联网传

播中，传统媒体如何更好地运用媒资，助力新

时代传播。

关键词：媒体影像资料 主流媒体 媒资

运用

媒体竞争进入融媒体短视频时代之后，原来

的高塔文化传播渐渐为广场文化传播所替代。采

集信息和发布信息不再是传统媒体所垄断的权

利。当人们叹息主流媒体无论在传播速度、亮点

提取、总量堆砌等方面不如一些自媒体平台的时

候，其实审视自己，我根本原因是们所拥有的独

一无二的核心利器还没有被充分利用。今天借此

试论其中的一种，即媒体影像资料（以下简称媒

资）如何发挥在新时代传播中的作用。

今年 2 月 12 日，在 ATP250 达拉斯站男单

网球决赛中，24 岁的杭州小伙吴易昺夺冠，成

为第一位夺得ATP巡回赛冠军的中国网协球员。

这条体育新闻一发出，引爆了国人对网球的关

注，目光集中在吴易昺这位鲜为人知的年轻网球

选手身上。正在相关新闻资料匮乏，而大众好奇

心高涨的时间当口，一条小男孩因输球哭泣的短

视频在前述体育新闻大热的基础上，突然引爆网

络，形成了累计数千万的传播量，因为这个小男

孩正是当年的吴易昺。浙江广电集团钱江视频仅

微博单个平台发布的话题“2007比赛画面！7岁

时小吴易昺没夺冠还哭了鼻子”，单条点击量就

达到344万。

短视频不仅满足了大家的探究心，更让人看

到了冠军的成长奋斗历程，让大人和孩子都能从

中获取相关的感动与感知，把一条时效性很强的

热点体育消息，完美转化为共情共鸣的内容，并

且成了可以长时间停留在网络上的新闻，这背后

发生重要作用的就是浙江广电集团媒体影像资料

（以下简称媒资） 的运用。17 年前的少儿新闻，

在结合了新近的热点后，它的传播价值绝非

“1+1=2”，而是几何级增长，聚变式爆发。

如果说小吴易昺这个爆款是一种可遇不可求

的机会，还不能说明广电媒资常态化作用的呈

现，那么2021年春节，“美丽浙江”抖音号发布

的一条视频——“30 年前浙江人春节穿什么”

在过年期间火爆网络，达到 3988 万的点击量，

则完全可以说明媒资在融媒体环境下的助推作

用。一条视频用纯资料画面，加上唤起记忆的字

幕引导，就达到了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

越来越多事实表明，在传播中，由于媒资运

用得当，引发数倍级传播的案例让笔者思考，在

新的传播环境下，老的视音频资料其实正开始显

露其独有的战斗力，甚至可以发挥决定性的作

用。

一、媒资的概念和意义

关于媒体影像资料，在既有的概念中，更多

的是媒体库存的图片、画面、电影胶片资料。说

“媒体”，是指技术和通路造成的专有性；说“库

存”，是指对于这类资料的作用是被动存放。由

于传统传播环境下，对于影像资料的使用率不

高，其独立使用能产生的作用并不大。

现在的很多关于历史资料的教育与应用，依

旧沿袭着“前电视时代”，大家接受的教育大多

是通过解读文字来了解历史和世界。但是近几十

年的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的发展与随身设备的

普及，民间的记录与传播已经迅速从文本发展到

图片、音视频。音视频记录、传播、保存的门槛

大大降低，而历史音视频的再利用，在社会文化

传播中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职能。

新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的利器新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的利器
——浅论融媒时代的媒资运用

陈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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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最先意识到这点的是“星期天历史学

家”菲利普·阿里耶 （法国，1914-1982），在

他的《童年史》与《死亡史》两部著作里，均把

图像作为起点：可视的史料被当做“感知和生活

的证据”，同“档案管理的文献和档案一样”。而

美国批评家威廉·米切尔（1879-1936）提出了

“图画转向”理论，认识到历史照片与图像作为

社会史的证据所具有的价值，帮助人们构建起

“自下而上的历史学”，把研究重点开始放在日常

生活和普通民众的经历上。①

进入移动融媒互联时代后，在短短的十年时

间，从文本的PC时代、微博时代，到微信公众

号的图文时代和读图时代，迅速发展到了如今的

短视频时代。撇开对这种传播深浅优劣的争论不

谈，广大受众已经完全适应了影像传播的环境。

而影像媒资，不管新旧短长，其使用的必然性和

必要性急遽提升。

二、媒资在融媒体传播中使用的必要性

与文字和电影胶片不同，广电媒体磁带和数

字记录构建起“自下而上的历史”，记录的重点

是日常生活和普通民众的经历。正因为这种“题

材的轻量”导致过去的广播电视工作，其实除了

纪录片制作，本身是很少使用历史资料的，也没

有形成在生产中要用到资料的意识。而在新的融

媒体传播下，随着媒体“高塔传播”逐步向“广

场传播”转化，这种“自下而上的日常生活与普

通民众的经历”记录，必然会发挥其重要作用。

首先，从行业竞争角度看。主流媒体新闻单

位的属性，导致我们的着眼点始终是“新近发生

的”事件和内容，在内容竞争上始终以“快”为

重要标准。同时由于传统媒体传播环境下的渠道

垄断性，导致一个内容的发布权决定了一切。但

是在融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信息采集

者，除了政府主导的事件外，其他事件的首发者

均有可能来自普通自媒体端口，主流媒体保有

“首发权”的时代已经远去。

新闻事件的解读权和解读能力是主流媒体的

“第二道城墙”，但是优质专业自媒体在这方面也

在快速进化。此时，利用人无我有，且源源不断

多年积淀的媒资进行深度解读，将新闻背景可视

化呈现，是重要的差异化竞争手段。比如，浙江

夏季经常有台风，浙江卫视的台风报道也是全国

媒体的标杆。台风来临，自媒体只能报事件发

生，但广电媒体却可以利用历史资料进行背景回

溯和梳理，以权威的剖析解读来引导舆情。从这

一点来说，“独家报道”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即

消息本身不是独家，但是因为有了媒资，对消息

的深度解读成了独家，这就是主流媒体的“第二

道城墙”。

其次，以从业者的认知和习惯看。广电媒体

本身的历史，不过40年，行业概念里，也没有

“历史资料”一说，做过的节目和报道往往被看

作是易碎品，没有往资料、资源上去靠，更想不

到要好好利用。比如，笔者2022年参与创作的

抗疫爆款 MV 《浙世界那么多人》，使用的就是

近一周的新闻记录镜头，配合触动人心的演唱，

通过“美丽浙江”平台，达到了数亿次量级的传

播。这是因为“美丽浙江”平台的编辑部抓住时

机，用好了媒资。

随着媒体环境的变化，传播的变化促使从业

者的理念必须随之发生变化。如果说过去的广电

传播是单向单次，更像是传统出版物时代“孤

本”的话，那么现在的互联网融媒体传播则是

“复本”时代的降临，“复本取代孤本”的结果，

造成图像“崇拜价值”向“展示价值”“传播价

值”的转变。②

再次，从利用资料的便利性看。以往的技术

导致资料检索很麻烦，停留在编辑记者个人对所

知节目的了解，寻找相应的节目，再寻找合适的

画面内容。老记者都有自己的“素材库”。媒资

的使用往往停留在“我知道有，所以我找来用”。

而目前，浙江广电集团的媒资编目及资料库建

设，已经一定程度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资源中

心可以用“百度”模式检索相应内容，实现了媒

资“我想要，所以我能找到”。

笔者十多年前去台湾东森电视台学习交流

时，曾非常羡慕他们强大的媒资系统。记者在某

个突发新闻的现场拍摄的画面在最后的成片中可

能只占一半的比例，另一半用的则完全是资料，

讲述事发地背景、盘点同类事件。记者使用素

材，借鉴了电影的分级制，一些不加密的素材是

全员开放的，电脑里直接拖到非编线上就能使

用，很方便。媒资的使用也让单条新闻的“厚

度”大大增加，使得东森电视台在竞争激烈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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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电视媒体中颇有竞争力。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便利的媒资检索和使用的保障条件将会

逐步提升从业者的使用频率。

三、当下主流媒体如何用好媒资助力传播

互联网传播改变了内容生产者对资料的看

法。以往广电媒体的生产往往以事件本身为基

础，以作者的表达为核心，但是互联网传播却是

把用户的需求，用户想看什么放在了首位。在媒

资整合中，新拍摄素材和老资料的概念逐渐模

糊，取而代之的是对传播效果“是否更有用”。

事实上媒体资源的核心价值是“可见中的不可

见”，是可见的画面里有不可见的传播价值，关

键看如何使用，让其产生更大的价值。笔者试总

结如下。

媒资原先是库存，无使用即显现不出价值。

融媒体环境下内容生产者对媒资的使用，第一，

要有“用”的意识。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将不仅仅

停留在新近事实的报道，还在于丰富资料的支

撑。当“快”已经不再是主流媒体的优势时，

“真实”“丰富”“详实”将成为新的护城河和出

击利器。当大众传播中，大家对“相信”二字提

出越来越多需求的时候，媒资对传统媒体的正向

助推作用也将会越来越大。

传统媒体的从业编导、记者应有观念上的转

变，认知与认识到，在融媒时代的内容生产中，

传统媒体人员本身不仅是新事物的发现者，也是

传统资源的不二使用者；要认识到，除了话筒和

镜头，还有媒资这个“新”武器。只有转变看

法，才能有新的打法，才是互联网时代，内容生

产的新玩法。

第二，媒资的使用不应该是个人行为。各个

单位要着力培训，适当引导，把媒资使用纳入内

容生产链条。同时，在使用上进一步打破垂直化

的壁垒。目前的统一管理而不是分散在个人手

上，已经使得媒资的应用获得了相当的便利。但

是使用时，仍要以素材原摄制单位签字同意为基

础，走流程的过程会让使用者感到不便。如果能

进一步打破壁垒，变“媒资管理”为“促进使

用”，相信媒资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使用的标准化和严谨化。媒资在当作

证据使用时，还要弄清楚它们在哪里做过剪辑。

越早的资料，尤其是胶转磁的资料，往往具有很

多浓厚的时代特征和局限，需要谨慎甄别，不能

将图像简单等同于当时表述的事实。这在一定程

度上要求使用者具备相关的专业素养和责任心。

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版权，特别是涉及肖像权和

作品的二度创作加工版权。在传统的广播电视生

产传输中，版权属于统一认同，即只要广播电视

台的使用都在版权授权范围。但是现在的很多产

品，生产出来后是在互联网上传播，互联网版权

不在广电的认同范围中，所以资料使用前的确权

认定很重要。

第四，用好媒资有以下几个标准。

一是让媒资产生共鸣作用。图像的一项特殊

优势在于它们能迅速而清楚地交代细节，而细节

是最能被人感知和共情的点位。如前文提到的

“美丽浙江”视频号春节期间发布的爆款，用视

频资料独家细节展示了30年前浙江普通人的穿

搭，唤起了中老年人的激情回忆，也唤起了年轻

人“陌生的熟悉感”的共鸣，这对缺乏媒资资源

的社会自媒体而言是不可能的。

二是让媒资产生引发话题的作用。很多有时

代感的报道或人物，往往会逐渐被人淡忘，或者

新受众的成长会造成我们以为尽人皆知的事物，

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造成传播效果下降。此

时，一段资料的使用，就能快速弥合时代的裂

痕，而且年代感会强化很多主题。如在杭州几十

年如一日为市民免费修自行车的孔胜东，按传统

表达，基本上是平铺直叙，陈述现在他的义务修

车画面，再强调他已经坚持30年，这样的报道

不会有震撼感和冲击力，网络传播力有限。但

是，如果运用媒资，出来第一个镜头是他30年

前年轻时的画面，并设问“大家是否还记得这个

小伙子，他现在怎么样了？”以此引发兴趣的话

题，马上会达到较好的“网感”。

三是让媒资使产品具有爆款潜质。前几年有

媒体制作发送了当年西湖明珠频道的一个暗访视

频，讲的是找几个人假装偷窨井盖是否有人制

止，结果当晚只有一个瘦弱的小伙子站出来，这

条当年的普通新闻，经过30年陈化，突然成了

爆款传播作品，因为那个小伙子是当年的马云。

在融媒体传播中，媒资使用的场景增强，作

用加大，甚至成了爆款利器。互联网生产不缺小

编，缺的是责编。有一个好的责编或有责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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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集体，是可以整合手头近的、远的资料，

打碎重组，赋予其新的生命和主题，并产生爆款

的。抗疫MV《浙世界那么多人》就是较好的例

子，以有主题的整合方式，通过媒资的合理重塑

堆叠，达到了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

四是媒资界定要宽泛。应该破除“老资料”

才是媒资的固化印象。事实上，当天之后的素材

都可视为媒资。相关媒资管理系统可以按月或者

按周为单位，主动提供例如“历史上的今天”或

“历史上的这周”这样的内容。从热点切入做回

溯性新闻，主动作为，主动推荐。让“躺”在素

材库里的媒资真正“活”起来。

今年4月18日，浙江广电集团的Z视介平台

正式上线。新平台的LOGO是在原来中国蓝的底

色上加上了青瓷的“冰裂纹”，象征着文化的延

伸、延展和传承。笔者以为，这其中还有另一层

寓意：在互联网时代，碎片化传播是基于整体化

布局。整体的文化形象因碎片化的伸展而赋予了

更多、更不可预知的魅力。在这些冰裂的裂变

中，媒资的使用很有可能会是冰裂纹底下那个

“可见的不可见”的底瓷，用其整体丰厚的存在，

愈加衬托了冰裂的美丽。

参考文献：

①（英） 彼得·伯克，《图像证史》，2008

年出版，第7页。

②（英） 彼得·伯克，《图像证史》，2008

年出版，第15页。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

摘要：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虚拟数字人

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元化。各媒体也纷纷加码数

字人赛道，寻找“技术+艺术+传播”相结合的

最优方式。本文以浙江卫视虚拟主持人“谷小

雨”在重大文化传播平台“Z 视介”的运用为

例，探讨如何运用数字虚拟人在视听平台用更

具网感和年轻态的传播，以推动传统文化的创

新性传播。

关键词：虚拟数字人 视听平台 AI技术

一、虚拟数字人的分类与发展

随着WEB3.0、元宇宙、AI等概念的热度飙

升，虚拟数字人也在大众眼中逐渐从陌生变为熟

悉。简单来说，虚拟数字人是通过计算机图形渲

染、动作捕捉、深度学习、语音合成等技术打造

的虚拟或仿真人物。虚拟数字人是元宇宙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AIGC技术的重要体现载体，被

认为将成为新的流量入口。从技术分类，虚拟数

字人可分为2D型和3D型。从应用分类，可分为

IP 型 （KOL 型、歌舞型、品牌型等） 和功能型

（功能型、学术型和身份型等）。IP型中有知名度

较高的洛天依、柳夜熙等。IP型虚拟数字人通过

对虚拟人进行艺人化包装打造产生品牌效应，积

累流量和粉丝，最终达到商业变现的目的。从获

得万科2022年度优秀员工奖的数字员工崔筱盼

到 2023 年 5 月招商证券传媒推出首席分析员顾

佳的“AI数字分身”，这些都是功能型的虚拟数

字人。虽然其知名度远不如 IP 型数字人，但体

现出虚拟数字人的应用正向着更智能化、更普及

化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虚拟数字人的应用场景日趋多元

化，应用领域也从最初的影视、传媒、文旅等，

逐步向金融、房地产、汽车以及银行证券延展。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量子位《虚拟数字人深度产业

报告》预测，到2030年，虚拟数字人的整体市

场规模将达2700亿元。艾媒咨询的用户调研数

据 显 示 ， 中 国 受 访 者 对 虚 拟 人 的 知 晓 度 达

88.0%。

论虚拟数字人在视听平台中的创新应用论虚拟数字人在视听平台中的创新应用
——以“Z视介”谷小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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