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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互联网混剪短视频的形构与变迁

———基于 “融合文化” 与 “混合文化” 视角的比较研究

张玲玲

摘　 要： 混剪是一种互联网短视频类型。 从混剪的定义、 源流与演变出发， 探索 “融合文化” 与 “混

合文化” 视角之下混剪短视频的形构路径， 梳理其作为粉丝作品与创意文化在互联网中的发展脉络。 文章

认为， 混剪在两种理论中均被视为积极的文化实践， 前者强调粉丝群体对源文本的积极解读与合作式的阐

释， 后者强调创作者个体对原有材料的挪用、 转化与混合， 创作者的集体阐释与个体表达共同构成混剪文

化的两个侧面， 推动话语权力向新的制高点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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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 混剪短视频 （常简称为混剪） 在国内视频网站与社交媒介逐渐萌兴， 成为一个值得关注

的新生事物。 作为一种在国外已有四十余年历史的视频类型， 国内学界对其尚未有正式讨论， 业界对

于混剪的认知也普遍存在诸多模糊区域， 如何理解混剪的文化源流及其背后丰富的文化实践成为一个

颇有价值的议题。 本文从历史与理论角度出发， 提出两种形构混剪短视频类型的路径， 为学界、 业界

进一步厘清与探索混剪文化面貌及其多元价值建构体系提供启示。

一、 混剪的定义

混剪短视频英文名称为 “ｍａｓｈｕｐ ｖｉｄｅｏ”， 也称 “ ｖｉｄｅｏ ｍａｓｈ－ｕｐ”， 是一种主要基于剪辑功能的二次

创作视频类型， 维基百科将其定义为 “将多个预先存在的视频文本根据并不明显的关系 （ ｎｏ ｄｉｓｃｅｒｎｉｂｌ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组合成完整视频的类型” ［１］ 。 通常， 人们认为混剪最早来自著名视频网站 ＹｏｕＴｕｂｅ， 但事实并

非如此。 也可以说， 混剪并不是一种互联网原生内容类型， 其发源最早可溯源至 １９７５ 年电视剧 《星际

迷航》 同人展会上诞生的第一个幻灯片粉丝视频， 名为 《双面而今》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Ｎｏｗ）， 其创作者康迪

·芳 （Ｋａｎｄｙ Ｆｏｎｇ） 被认为由此开创了混剪概念， 一种通过重新剪辑电视剧或电影来讲述一个新故事的

创作传统。［２］短片 《双面而今》 尽管制作较为粗糙， 其创作手法已呈现出混剪短视频类型的主要特征，
包括镜头的并置、 对源文本故事的二次创造、 视觉与节奏的匹配剪辑。 从视觉表现形式而言， 混剪短

视频根源于电视的原生摘要播出或新闻短播文化 （ ｓｏｕｎｄ ｂｉ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被紧紧剪辑在一起的瞬间， 为

背景的主题、 意义创造了一个有限的框架……它假定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组成一个整体” ［３］ 。
严格意义上来讲， 混剪并非单一的短视频类型， 它往往被视为一系列具有相似风格的短视频类型

的集合， 其主要特征与互联网的碎片式观看文化一脉相承： （１） 鲜明的主题， 创作者预先设定某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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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并根据主题组接镜头素材， 原材料采自一部或多部影视或音乐作品， 常常使用原素材中的关键性瞬

间； （２） 简单的结构， 混剪由并列或递进的若干小段落构成， 偏重营造氛围而非叙事； （３） 独特的视

听风格， 包括极高的剪辑率、 简洁有力的台词、 动感的音乐、 酷炫的特效与快速的转场， 视听元素常

常使用蒙太奇手法形成连贯内洽的效果； （４） 创作者的主观介入， 创作者广泛挪用一个或多个不同的

影视文本中的素材， 其主观意图通过视听元素的高度杂糅得以实现。 从形式上看， 混剪的创意思想主

要源自爱森斯坦的 “杂耍蒙太奇”， 其奥义在于使用离开现实的、 脱离叙事情节的画面元素和组接方

法， 创造具有视觉冲击力和表意明确的电影文本， 以此来表现作者的思想观念。［４］ “杂耍” 是一个特殊

的时刻， 其间一切元素都是为了促使把导演打算传达给观众的思想灌输到他们的意识中， 使观众进入

引起这一思想的精神状况或心理状态中。［５］另外， 混剪并不注重叙事的完整性， 相对于叙事蒙太奇， 混

剪更偏爱表现蒙太奇或主题式蒙太奇， “各个镜头具有统一的外延限度” ［６］ ， 致力于 “在观众思想中不

断产生割裂效果， 使得观众在理性上失去平衡” ［７］ 。 总而言之， 混剪是在某个主题的统筹之下， 以意义

生产与情感动员为核心的一系列蒙太奇技巧的杂糅， 其精髓在于跨文本与跨时空的二次创意剪辑， 创

作者的主观建构使混剪短视频具备意义再中心化特征与情感动员功能。

二、 混剪创意的源流与演变

早期混剪是一种由女性创作者主导的创意形态， 主要类型是粉丝视频。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和 ８０
年代初， 家用录像机渐渐普及， 电视剧观众开始使用家用录像机的剪辑功能创作粉丝视频。 学者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 Ｃｏｐｐａ 曾重点关注过视频创作过程中的女性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基于本地或地理邻近的女性

集体分享设备、 录像和专业知识， 相互教导； 她们在网上互相指导， 交易技术技巧和回答菜鸟的问

题。” ［８］由于家用录像机功能局限， 个人单独创作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 电视剧 《星际迷航》 的女粉

丝常常进行集体创作， “计算歌曲时长、 记录节拍和韵律变化， 她们的双手像管弦乐队指挥一样挥动着

空气， 将源节目的磁带在家用录像机中快速转动或倒带， 选择、 重放和评估镜头”。 Ｃｏｐｐａ 认为， 《星际

迷航》 中女性角色的边缘化、 错位和碎片化给女性粉丝所带来的创伤正是通过视频创作被治愈的， “无
实体的声音和充满渴望的身体重新凝聚起来， 着手工作本身成为独特而重要的女性艺术传统的一部

分” ［９］ 。 学者亨利·詹金斯也关注过同时期的粉丝视频， 他使用 “文本盗猎者” 理论将其界定为一种基

于粉丝对影视作品的 “共享的理解、 共同的兴趣、 集体的幻想” 的社群艺术形态， 并根据不同的流通

范围将其分类为大众的 “起居室视频” 和小众的 “展会视频”， “带去大场合的 （展会视频） 必然是热

血沸腾的那种。 不能过度集中于深刻度。 他们想要一起欢笑， 或者分享他们的感受…… （起居室视频）
是为非常小的人群设计的， 这些人一般已经了解你想表达的思想。 这和同人写作是一样的。 你不需要

架构起整个世界。 你完全可以依靠某些已存信息” ［１０］ 。 早期粉丝视频的传播路径是私人场合或同人展

会， 粉丝们在展会现场播放和相互拷贝视频， 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下载的方式进行分发， 流通渠道较

为有限。 另外， 视频创作者在传播过程中往往是匿名的， 由于技术原因， 创作者无法在视频上标注自

己的名字， 随着视频的流传， 作者的痕迹逐渐消失。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 制作混剪视频的工具从录像机转为电脑软件。 ２０００ 年 Ｗｉｎｄｏｗｓ 系统发布

Ｍｏｖｉｅ Ｍａｋｅｒ； 苹果公司则于 １９９９ 年发布 Ｆｉｎａｌ Ｃｕｔ Ｐｒｏ， ２００３ 年苹果电脑开始发行软件 ｉＭｏｖｉｅｓ； ２００１ 年

又出现专业级视频剪辑软件 Ｓｏｎｙ Ｖｅｇａｓ ２ ０， 电脑剪辑软件的普及使视频剪辑制作效率大大提高， 吸引

更多业余爱好者参与混剪创作， 也为其表现方式的多元化奠定了基础。 ２００５ 年是一个关键性节点， 视

频分享网站 ＹｏｕＴｕｂｅ 成立 （恰好正值同人粉丝社群网站 ＶｉｖｉｄＣｏｎ 成立 ３０ 周年）， 混剪的主要传播渠道

从粉丝社区转移到专业视频分享网站、 从现实场景转移到虚拟互联网。 新的技术与传播环境为混剪创

作带来了重要转折， ＹｏｕＴｕｂｅ 成为主要视频分发渠道之后， 粉丝论坛失去中心地位， 创作者必须使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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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中流通。 为保障视频的播放量与传播范围， 创作者开始学习新的能力， 诸如掌握不

同来源的影视源文本， 打破区隔创作 “多群视频” （ｍｕｌｔｉ－ｆａｎｄｏｍ ｖｉｄｓ）， 关注与监测每一条视频的粉丝

在线反馈与数据等。［１１］在这个时期， 混剪短视频成为 ＹｏｕＴｕｂｅ 网站的主流视频类型， 并呈现出深度混合

的多元形态， 包含电影预告混剪 （ｍｏｖｉｅ ｔｒａｉｌｅｒ ｒｅｍｉｘｅｓ）、 同人 （ｖｉｄｓ）、 戏仿 （ＹｏｕＴｕｂｅ Ｐｏｏｐ， ＹＴＰ） 和

超级剪辑 （Ｓｕｐｅｒｃｕｔｓ） 等子类型。 国内混剪短视频也形成了一定规模， 视频网站爱奇艺、 哔哩哔哩、 新

片场等均有混剪短视频相关专栏以及自媒体账户， 最常见的主题有明星混剪、 电影混剪、 动漫混剪和

游戏混剪等， 鬼畜也常被认为是混剪的子类型， 较有名气的自媒体账户有 “混剪队长” “混剪晓佳”
等。 从播放量来看， 混剪也不乏现象级短视频， 例如 “混剪队长” 所创作的 ６ 分钟 《２０１５ 年度华语电

影混剪》 曾在网上爆红， 获得了近 ７ 万次转发量。

三、 “融合文化” 与 “混合文化” 对于混剪的形构

混剪创意文化的迁延轨迹表明， 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实践不会囿于某个圈层， 而是犹如投入水面的

石子， 激荡起一圈圈向外扩散的涟漪， 最终形成多元混杂的创意形态， 其融合发展动力正是媒介技术

的不断更迭与以人为主体的文化融合。 在此前提之下， “融合文化” （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与 “混合文

化” （ ｒｅｍｉｘ ｃｕｌｔｕｒｅ） 两种理论视角提供了不同的理解与形构混剪文化面貌的路径。
（一） 混剪的 “融合文化” 与粉丝集体阐释

亨利·詹金斯在 ２００６ 年提出 “融合文化” 概念， 他将媒介融合视为一种文化变迁， 它鼓励消费者

获取新信息， 并把分散的媒体内容联系起来。 “融合发生在每个消费者的头脑中， 通过他们与其他人之

间的社会互动来实现。 我们每个人都是借助零碎的、 从媒体信息流中获取的信息来建构个人神话， 并

把它转换成我们赖之以理解日常生活的资源。” ［１２］在詹金斯 “融合文化” 理论对于流行文化诠释中， 粉

丝文化的文本间性贯穿始终， 文本间性概念的核心洞察在于， 文本存在于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之中， 每

一个文本与意义产生都是基于在此之前存在的符号。［１３］

在 “融合文化” 视角之下， 混剪是粉丝对源文本的一种理想阐释方式。 首先， 它被亨利·詹金斯

视为一种 “多产的互动”， 如果读者可以在自我个人经验和虚构文本叙述、 个人意识形态和官方 ／ 作者

的权威之间取得一种平衡， 不让其中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话， 那么， “多产的互动” 可以让读者在

文本世界和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领域双方都获得全新的洞见。［１０］对于粉丝集体而言， 混剪是一种合作式

诠释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合作式诠释是粉丝参与式活动的中心， 是粉丝实现自我认同与文本

认同的核心， 越来越多的共享理解和共同利益超越了特定的文本来源， 成为一种回应或与大众媒体对

话的方式。［１４］ Ｓｔｅｉｎ Ｌｏｕｉｓａ 认为， “这些视频创造了一种感觉， 即基于人们对各种媒体文本或形象的投入

与认知， 创作者和观众在共享文化时刻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ｍｅｎｔ） 联结在一起。 粉丝作品体现了对媒体

文化集体参与的情感动员， 并与粉丝传统的批评传统与随笔式分析相契合。” ［１５］ Ｌｏｔｈｉａｎ Ａｌｅｘｉｓ 将混剪视

为一种爱的劳动 （ ｌａｂｏｒ ｏｆ ｌｏｖｅ）， 这种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模糊了工作、 玩乐、 社区与广告之间的界限，
成为一种范式或数字化资本， 在这个场域中， “非法化的主体窃取和偷窃官方生产的知识， 但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 这种劳动也是一种贡献， 主流媒介与文化借此被再生产或被改写” ［１６］ 。
“融合文化” 理论视角将混剪形构为一种衍生品， 它由粉丝创作者对源文本重新提炼与创意剪辑加

工而成。 混剪的创意资源根植于以源文本为中心的共享符号系统， 并在复杂的文本间性关系中创造了

一个联结源文本与粉丝群体的精神纽带。 在大众影视文化 “精英—草根” 的二元结构中， 混剪帮助粉

丝群体获得对源文本的拥有感与集体阐释的权力， 进而创造了以源文本为中心的粉丝群体认同。 另一

方面， 囿于粉丝圈层与其所使用的符号系统的封闭性， 混剪在传播过程中往往无法超越源文本的边界

以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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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混剪的 “混合文化” 与作者个体表达

无独有偶， 列夫·曼诺维奇在 ２００７ 年提出 “混合文化” 概念， 他认为， 对文本的抽取、 挪用、 引

用以及混合形成了新的共通性， 即基于现有内容重新混合而成的、 对于旧文本进行重新鉴赏的新美学

形式， 在这个过程中， 原创性更多地来自使用的能力而非创造的能力。［１７］Ａｂｉｇａｉｌ Ｔ Ｄｅｒｅｃｈｏ 提出， “混合

文化” 作为一种技术赋权之下的、 对流行文化进行反抗的私制文化 （ｂｏｏｔｌｅ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它与先前的粉丝

制作区别在于， 它不仅仅以搜集、 并置或重新排列的方式处理先前存在的材料， 而是对其中的元素进

行积极转换和重新制作。［１８］Ａｎｄｅｒｓ Ｆａｇｅｒｊｏｒｄ 将 “混合文化” 视为一种 “修辞融合”， 融合是平衡不同媒

体之间差异的过程， 混合则是融合的结果， 其数字化表达已成为一种通用语言， 它创造了一个共享空

间， 来自不同媒体的不同类型以新的方式组合并创造新的类型。［１９］ 从继替关系来看， “混合文化” 与

“融合文化” 一脉相承， “混合文化” 的开创者与推动者正是长期以来被主流大众传媒业所边缘化的粉

丝社区。
从 “混合文化” 理论视角重新进行考察， 混剪不再仅仅是主流大众传媒业的附属品， 而是一种新

的话语方式。 在新媒体时代， 庞大的影视粉丝群体所谋求的不仅仅是文本的阐释权， 而是能够代表多

元化个体价值的表达权。 Ｐａｕｌ Ｊ Ｂｏｏｔｈ 将混剪放置于后现代文化语境考察其积极意义， 他认为混剪强调

时间感上的稳定性， 虽然时间的流动是复杂的， 但是个体通过从中构建意义来掌控自己的生活； 混剪

通过瞬间所组成的网络传递象征意义， 产生有意义的话语， 使得我们对时间和历史的感觉仍然完好无

损。［２０］Ｔｉｓｈａ Ｔｕｒｋ 与 Ｊｏｓｈｕａ Ｊｏｈｎｓｏｎ 则从写作生态学视角出发考察混剪创作者的主体性， 他们反对将粉丝

作为观众而非制作人、 无视其作者身份的范式， 通过考察粉丝话语对于混剪创作传统与惯例的影响，
提出混剪是一个 “可不断参与的多样性社会构成系统” ［２１］ 。 对视频剪辑分享网站 Ｊｕｍｐｃｕｔ 的定性研究发

现， 用户将自我定位为作者， 崇尚通过自我努力达成对于作品的 “拥有感”， 在用户的作者身份建构

中， 视频新颖性和原创性至关重要， 作者的工作不仅是将材料选择和重组， 而是一个包含原创性、 权

威性、 互文性和归属性概念的复杂结构。［２２］ 在 “混合文化” 视角之下， 混剪概念走出单一的粉丝视频

范畴， 其多元演化的美学特征与不断更迭的剪辑合成技术之间的张力被彰显出来， 其概念边界更为宽

泛， 可涵盖 ＹｏｕＴｕｂｅ 上几乎所有的二次创意视频类型。
在 “混合文化” 视角之下， 混剪创意被分成破坏与重组两个过程， 源文本完整的意义在二次创造

中被打碎， 符号脱离原有的语境进入新的排列组合并生成新的意义。 在 “混合” 的过程中， 创作者对

符号的跨文本挪用以及对于源文本的修改或戏仿成为常用手段， 镜头、 台词、 角色、 符号、 音乐等元

素以杂耍的方式组合起来， 为 “我” 所用。 因此， “混合文化” 视角之下的混剪与之前的粉丝创意呈现

出较大差异， 个性化表达取代合作式诠释， 作为个体的创作者从粉丝群体中凸现出来， 原创性概念与

作者身份得到空前的强化。 同时， 混剪的传播也从大众影视文化的粉丝圈层中拓展开来， 在互联网空

间中形成以创作者为核心的、 以用户的碎片式观看为基础的跨时空文化认同。
（三） 两种路径之下混剪文化的面貌与未来

在混剪的发展轨迹中， 粉丝文化圈层不断融合， 新兴创意形态也逐渐发生深度混杂， “融合文化”
与 “混合文化” 从不同侧面形构了混剪的概念内涵。 首先， 两种路径的出发点不同。 如果说 “融合文

化” 是从与技术融合相对的文化层面出发， 强调粉丝群体在混剪内容生产与融合传播中的能动性， 那

么 “混合文化” 则突出媒介技术赋权之下以作者为中心的身份建构与杂合式创新。 其次， 两者的研究

重心也稍有差异。 “融合文化” 偏向于媒介 ／ 粉丝研究， 关注粉丝文化的文本间性与集体意义生产过程；
“混合文化” 则偏向艺术 ／ 文化研究， 关注草根创作者对符号的跨媒介调用、 混杂及其更为个性化的创

作过程。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融合文化” 与 “混合文化” 也有相通之处， 两种视角都关注混剪去权

威、 去中心的文化倾向， 强调视频制作者 “粉丝 ／ 作者” 身份的草根色彩与主观能动性， 并将混剪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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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特定的内容生产方式与积极的文化实践。
表 １　 “融合文化” 与 “混合文化” 理论视角之下的混剪

融合文化 混合文化

创作主体 粉丝 作者

创作过程 “文本盗猎”， 强调符号的共享与意义共通 原创性， 强调符号的混杂与意义再创造

技术赋权 集体阐释的权力 个体表达的权力

观点偏向 “作者已死” 与粉丝崛起 对已有文本的 “去中心化”

理论重心 对源文本的积极解读与合作式的阐释 对已有材料的挪用、 转化与混合

概念形构 附属品， 一种合作与共享的社群艺术 作品， 特定的美学形态与创意方式

　 　 “融合文化” 与 “混合文化” 理论从不同侧面形构了混剪短视频在当今互联网中的文化面貌， 两

者是并行不悖、 相互补充， 而不是界限分明、 相互对立的关系。 在复杂的融合文化环境中， 基于影视

作品的源文本符号共享系统具有一定封闭性， 这与混剪短视频传播路径的开放性之间出现了一个具有

张力的矛盾； 而国外粉丝视频的发展路径也表明， 在日益强势的商业资本控制之下， 以大众传媒影视

作品源文本为核心、 以粉丝群体的二次创作与消费为延展的中心化结构非常脆弱， 资本的力量可随时

介入粉丝体制并影响其创意的纯粹性， 或者通过版权保护法压制粉丝创作的自由度。 因此， 在 “融合

文化” 理论视角下， 学者们对于混剪的诠释具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 相比较而言， “混合文化” 理论在

宣告混剪对主流文化 “去中心化” 的同时， 更强调创作者以个人身份认同为基点的 “再中心化”， 由此

揭示混剪文化更具反抗性与成长性的一面。 在未来的混剪文化景观中， 崛起的草根话语与商业资本之

间的协商与博弈在所难免， 而其多元化的价值表达也使管理部门对于混剪短视频的规制具有一定挑

战性。
综上所述， 混剪短视频的形构与变迁路径揭示了创作者谋求集体阐释权与个体表达权的过程， 两

者共同构筑了混剪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核心内涵。 在深度融合背景之下， 素材资源渠道的多样化与符

号流通的去边界化将强化以亚文化社群或个体创作者为核心的内容生产与价值建构机制， 对新技术的

灵活运用、 对变幻的观众审美趣味与观看心理的掌握、 对传播场域话语权力等级的不懈追求， 这些因

素都将促成混剪制作者不断通过创作谋求新的突破； 同时， 充满活力的粉丝体制与分化融合的文化圈

层也将参与混剪文化面貌的形构， 推动话语权力中心不断向新的制高点迁移。

四、 小 　 　 结

从最初由女性主导的艺术形式， 到当今占据大型视频分享网站的主流短视频类型， 混剪四十余年

的发展路径表明， 融合与混合仍是电子文化的主流， 新媒体技术对草根创意的赋能推动混剪文化突破

社群圈层向外扩散融合， 吸纳不同背景的创作者参与内容创意与价值表达。 作为一种兼具粉丝动员、
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功能的视觉媒介， 混剪是互联网视频内容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其良好的

文化面貌对于建构和谐共生的互联网生态大有裨益。 随着新媒体艺术从互联网向现实空间的延伸， 混

剪也将渗透至公共文化空间， 成为建构主流社会价值系统的新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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