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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口语日记到Ｖｌｏｇ：身体视域下的一种自我

传播形态演变

高慧敏

摘　要：日记是自我传播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自 我 传 播 是 自 我 认 知 的 过 程，然 而 随 着 媒 介 的 进 化，尤

其近年来Ｖｌｏｇ的兴起与发展促使日记的承载形式发生嬗变，这对于自我传播形态与自我认知产生影响，其中

身体是自我传播与自我认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学界却鲜有学者从身体维 度 来 研 究 日 记 中 的 自 我 传 播 形

态。鉴于此，主要以媒介技术进化史为主线，对日记中的身体 实 践 进 行 梳 理，进 而 探 讨 自 我 传 播 形 态 的 历 时

性演变。研究表明，从口语日记、书写日记、网络日记再 到 视 频 日 记，不 仅 体 现 了 日 记 文 本 媒 介 与 呈 现 方 式

的进化，更揭露了身体从物质身体在场－身体感知削弱－数字身体浮现－身 体 叙 事 的 演 变 逻 辑。重 构 自 我 传

播形态，这对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一是个体实现具身自我认同；二是虚拟社会认同模式的个性化特征凸显；

最终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相互交融。此外，这也是从身体维度来研究媒介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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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体：日记中自我传播研究的新视域

一般而言，日记被定义为是以个体的经历与体会为主要内容、以时间为排列顺序的一种连续性

叙事的内容记录载体。由此可见，日记专属于个人，具有主体性与私密性等特征［１］。日记的非公共

传播特征与自我传播的个体性不谋而合，因此笔者认为日记是自我传播的一种外在表现，无论是个

体经历的事件及其心理活动或精神内省，都是身体对外部环境感知并内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日记也

是记录身体感知的一种内容载体，是大脑记忆功能的一种延伸。日记的功能在于将记忆信息深化并

再现，记忆是自我传播的前提［２］，因此日记与自我传播的渊源颇深。以下主要从日记与自我传播两

个方面来探讨身体何以成为二者相关研究的新维度。
日记这种内容承载形式与文字密切相关，尤其在书写时代，传统日记的形式才以纸张与文字等形

式固定下来，身体则处于隐性状态，身体感知以文字符号的形式被记录下来，个体又作为受众阅读日

记后加强对自我的认知，以社会化身体来更新自我。在这个过程中，传播者与受众均为身体主体，日

记为内容媒介，这重新构建了媒介化社会的自我传播形态。纵观日记相关研究，大部分学者从文学范

式、历史考证及行动范式进行探讨，近年来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基于网络的日记形态，如认为独白式微

博书写是一种媒介化的自我传播［３］。也有学者从Ｂｌｏｇ到Ｖｌｏｇ来梳理电子日记进化史并分析其对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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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存在论与本体论的影响［４］，然而却鲜有从身体视角来考察日记作为自我传播形态的相关实践。
从自我传播研究来看，国外文献围绕两大脉络展开：一是语言与符号是自我传播 （Ｉｎｔｒ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理论发展的基础。自我传播概念的思想来源为哲学家们提出的 “个人化语言”问题，如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提出 “一个人为了记录和描述内心体验 （比如痛苦），而将个人化语言或符号系统

结合在一起”［５］（Ｐ２７８），这为巴克等学者［６］首次提出自我传播模型 （Ｉｎｔｒ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奠定基础。他们认为，自我传播是指对自身内部符号过程的创造、运行和评估，强调语言是自我传播

发生的核心条 件。然 而，也 有 学 者 否 认 这 种 观 点，认 为 “语 言 可 能 不 是 个 人 内 部 交 流 的 必 要 条

件”［７］（Ｐ１１１）。二是自我传播从二元化本体的范畴来讨论，这主要基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思想。对此有

学者则对身体与心灵割裂的相关论述提出质疑，强调应以二元互动的思维来认识自我传播，如乔治·
米德的 “主我”与 “客我”理论就强调了自我传播是 “主我”与 “客我”双向互动的社会过程［８］（Ｐ２９６）。
此后，相关研究大多围绕这两大脉络展开，但近年来鲜有从传播学视域来探讨自我传播，而主要集中

于社会学、心理学与神经学领域。笔者认为，这两大脉络均未将身体置于自我传播的主体性地位，而

仅将其作为自我传播的场所，或者以语言等部分身体功能代替人体。与此同时，传播学领域的探讨也

较少。与之相比，自我传播概念在我国兴起较晚。传播学者郑北渭于１９８３年在 《传播学简介 （一）》
的文章中首次将其引入中国。该概念一直被列入基本传播形态谱系，也被称为 “人内传播”与 “内向

传播”，但是在传播学界颇具争议，其争议焦点在于人内传播是否可以被纳入传播学范畴。有学者认

为，“自我传播”是指人在外部环境中接受信息后在人体内传播的过程，属于心理学范畴概念［９］，鲜

有体现传播学中的社会性。也有学者认为，“自我传播”是传播形态的一种，虽然以身体内部为信息

活动场所，但是仍具有传播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性与互动性。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产生上述分歧的关

键在于缺少对于 “自我传播”的身体维度考察，对于 “自我传播”概念的理解并不能偏向于上述任何

一种情况，无论是生理性还是社会性都是 “自我传播”的特性，因为这两方面是构成具身的不同维

度。自我传播依赖于身体随时随地发生，然而随着媒介的嵌入，媒介成为人体的延伸，身体在日记内

容生产过程中的变化也将促使自我传播形态发生演化。
鉴于此，本文以历史考证及身体相关文献梳理作为研究方法，立足身体视角，基于日记这种内

容形式的具体实践，以媒介技术进化史为 主 线，进 而 探 讨 自 我 传 播 形 态 的 历 时 性 演 变 及 其 社 会 影

响。本文将研究对象锚定在个人化日记形态，因此文学作品类等日记形态不在研究范围内。

二、身体维度的日记进化史与自我传播形态演变逻辑

日记作为一种内容形式以媒介为载体，因此媒介技术是日记历史演化的核心动力。麦克卢汉较

早划分了媒介的演进历史，包括口语时期、文字时期、电子时期［１０］（Ｐ９）。洛根则在麦克卢汉的基础

上分别向非口语媒介和电子媒介来延伸，重新划分为模拟式传播时期、口语时期、书面时期、电力

传播时期、数字媒介时期［１１］（Ｐ２４）。其他媒介演进历史的划分基本上也是上述分期的延伸或变形。如

美国传播学者哈特以身体、传播、媒介 （工具或机器）三维关系为坐标系，把有史以来的传播媒介

分为三个系统，包括 “示现的媒介系统”，即面对面传递信息的媒介；“再现的媒介系统”，即绘画、
文字、印刷等媒介； “机器媒介系统”［１２］，即电话、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媒介。然而，日记

是记录身体感知、情绪及思维的一种方式，身体贯穿于日记进化史的始终；它还是一种典型的自我

传播形式，这与哈特的媒介传播系统有一定契合性，因此日记历史分期以媒介史为主线，以媒介、
身体、自我传播的三维关系为特征，同时结合日记的文字为主、私人化及视频化等特征，所以具有

公开性特征的电话、广播、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介将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鉴于此，笔者将身体维

度的日记进化历史分为口语日记、书写日记、网络日记、视频日记四个发展阶段，并通过各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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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实践来探析自我传播形态的演变逻辑。
（一）口语日记：身体在场的自我传播

日记的相关研究大部分从书写时代开始，然而笔者认为日记的起源时间更早，可追溯至口语时

代。鉴于传统日记也具有私密性，是身体在场的自我传播，心理活动或自言自语是日记的 主 要 来

源，因此将自言自语这种自我传播形态界定为前日记形态———口语日记。在口语时代，自我传播是

身体内部感官之间的互动传播，以自言自语的形式显现且稍纵即逝，因此自言自语是日记的雏形。
有学者认为 “日记是一种只有自己能够看的记下的自言自语”［１３］，这也强调了自言自语与日记的关

系，人们通过自言自语强化记忆及自我认知。自言自语即自己与自己的对话，通常以心理活动及思

维活动存在于身体内部或将其以语音形式外在显现，身体既是传播载体又是信息活动场所，口腔器

官、大脑及面部表情的全方位参与是自言自语产生的必备条件。从身体内部存在来看，自言自语是

一种心理活动或思维活动，即身体与外部环境交互以后将外部信息在身体中内化的一个过程；从身

体外在显现而言，自言自语则指身体将感官体验、情绪、思维转变为声音，为身体主体提供记忆辅

助物，通过声音来强化身体的各种感知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口腔是心理活动外化的关键因素。无论

何种形式，身体在自我表达中充分发挥作用，在自我传播中处于在场状态，身体在场是实现自我传

播的关键。这里 “场”是指 “知觉场”或 “感知场”［１４］（Ｐ２７８），与身体处于共生状态，身体成为自我

传播实践的场所，人们可以借助记忆在大脑中再现自我意识并能感知到身体的存在，在某个时刻能

够听到自己内心声音就是最好的证明。另一方面，身体的个性化与内省性则决定了自言自语的私人

属性，无论是心理活动还是语音活动都打上私密性的烙印，即使通过口语传播也并非是为了唤醒他

人的听觉，而是强化自身感知，以 “喃喃低语”等含混不清的语音形式来与自己对话，语音内容转

瞬即逝，同时在记忆中发挥的作用也较为隐性。这也是自言自语这种内在传播方式以心理学研究范

式探讨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书写日记：身体感知削弱的自我传播

文字基于语音，其发展促使书写日趋盛行。笔与纸的出现催生出 “个人化书写”，而个人化书

写与缄默式阅读的盛行促使内省、个体性、合理性与抽象思维的发展，个人化书写为书写日记的诞

生提供可能。书写日记最初是作为商业目的而出现。随着纸张成本的降低及识字率的提升，人们开

始关注自我，日记成为一种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中国关于日记最早的记载来自西汉刘向 《新序·
杂事一》，即 “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１５］（Ｐ３）。由此可见，书写时代的个人日记更多地强调反

思和内省，而不是记录日常事件。正如麦克卢汉所言 “媒介即人体的延伸”。在印刷文本的世界里，
人类的身体、社会与精神世界全部被重新建构，书写衍生出媒介编码与解码行为，进而重塑媒介用

户身体的感官系统。书写日记也不例外，媒介的嵌入改变了身体的存在状态，身体感知趋于消失逐

渐由媒介所产生的符号所代替，进而促使自我传播形态发生改变。在口语时代，日记中的自我传播

实践均发生于身体内部，而在笔与纸这种书写媒介工具嵌入后打破了身体内部传播的系统，虽然传

受主体仍然为日记生产者，但是已经由 “身体－身体”转向 “身体－笔＋纸／文字－身体 （视觉）”。
具体体现为以下三方面：其一，身体受书写规则的规训，自我传播呈现序列性。在口语时代，日记

生产具有抽象性、知觉性与感知性等特征，是身体的本能反应，全身感官均会在自我传播中参与，
身体与外部环境接触，因此感官的触发点与回归点多元化，身体始终处于在场状态；然而，与之相

比，个人书写使得口语日记在时空中得以延伸，提升了个人信息、情绪与抽象思维的存储与组织方

式，自我传播更趋理性化与序列性，如人们在日记书写时遵循句法规则，身体受到规训而不能凭借

本能随意发挥，因此，人的思维等心理活动不再是感知的而更趋概念化。其二，身体感知系统趋于

分裂，自我传播呈现割裂性。有学者认为 “语词是我们的皮肤”［１１］（Ｐ９０），书写媒介的出现加速了日

记这种自我传播中 “身体场”的消失，打破了基于身体感知运动的完整自我传播系统，通过身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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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笔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文字来更清楚地认知自我，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再专注身体的本能感知

而是聚焦于日记中的文字符号，依赖文字来延伸记忆，身体隐藏于其后。其三，自我传播的视觉特

征凸显。纸成为将人们的心理活动转变成文字的重要媒介，日记生产者在阅读时凝视文本，视觉是

信息在身体中内化的主要入口，如此人们可以思考文字的含义，梳理自己的思绪并内省以深度剖析

自我，凝视行为成为身体的主要活动，身体的其他感知能力则减弱。由此可见，纸质日记可以促使

人们更加清晰地审视自我，但同时书写媒介的嵌入改变闭环式的自我传播形态，打破身体的完整感

知系统，身体感减弱且逐渐隐藏于文字符号背后。
（三）网络日记：数字化身体浮现的自我传播

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记录方式，书写日记形态发生变革。随着网络接触门槛降低，网络成为用

户记录自己日常生活及自我表达的主流媒介，博客 （Ｂｌｏｇ）也于２１世纪初趁势崛起。２０００年，博

客正式进入中国。到２００４年，以博客为主的个人化网络应用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普及。根据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 心 （ＣＮＮＩＣ）数 据 显 示，２００４年 国 内 博 客 数 量 达 到３００万，同 期 国 内 网 民 总 数 为

９　４００万，约每３０名网民中就有一名博客用户［１６］。以新浪为首的博客网站迅速崛起，开启了全民写

作的时代，博客成为人们在网络中表达自己观点、发出自己声音的重要渠道。
博客全称为网络日记 （Ｗｅｂｌｏｇ），一般将博客定义为 “一种通常由个人管理、不定期张贴新文

章的网站”。然而笔者认为，关于 “博客”的定义主要基于两个层面：从内容形态来看，博客是以

网络为载体，以日记的形式快速便捷地发布自己的心得体会的内容载体；从媒介技术来看，博客不

仅沿袭日记的记录功能，还遗传网络的时效性、海量数据、匿名性及社交性等各种基因。网络日记

作为传统日记的延伸在网络时代开始盛行，人们可以突破纸质日记本的物理形态来延续传统的日记

书写习惯，网络成为日记中自我传播形态演变的关键变量。与此同时，网络媒介延伸了日记生产者

的思维、感知及身体经验，身体趋于数字化，这对传统日记中的自我传播产生深远影响。
第一，身体活动的数字化信息痕迹无处不在，重构了作为网络日记书写者的自我传播主体。互

联网的移动化与即时性特征在博客中体现，人们可以大规模地、随时随地记录自己的心情与经历，
身体不再是深不可测的客体及他者想象的对象，而成为自我控制的主体，身体与电脑或手机界面交

互所产生的符号与信息对于主体的建构至关重要。在书写时代，日记内容大多与心理活动有关，而

在网络时代，媒介化日记可以全方位记录身体经验及身体活动，以文字与图片等数据形式来深度描

绘主体形象，除可以感知的自我外，还构建了一个基于符号的虚拟主体。
第二，数字化身体的虚拟在场促使日记中的自我传播主体由 “我者”转向 “他者”。一般而言，

自我传播的范围限定于身体内部，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自省，日记生产者同时也是受众。在博客中，
一方面，网络用户记录自己的经历并梳理情绪，延续书写日记的功能及自我传播特征，网络用户通

过阅读自己的文字来认知自我；另一方面，博客还是交流及个性化展示的平台，网络日记为一种自

我展示活动，可以大规模地传播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生活故事，身体处于 “永久在线且永久连

接”的状态，通过符号与信息来实现身体虚拟在场。在这个过程中受众已由 “我者”转向 “他者”。
第三，身体实践演变为 “超链接”，强化自我传播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体现为自我意识与思

维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然而笔者认为，身体实践也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和规制，这同样对于自我

传播产生社会影响。在网络时代，数据保存与呈现也有相应的结构和框架，而 “超链接”作为一种

信息规则被广泛应用于日记文本中，书写日记中的写作与查阅的身体姿态延伸为用手点击鼠标打开

“超链接”。以其作为身体实践和表达方式，超链接一方面为文本与文本之间建立联系，多种文本关

系构成个人化的虚拟生活，日记书写者在该空间中构建社交关系，突破传统的面对面交流，透过数

字化身并从中观察自我行为，同时也可以建立各种社交关系；另一方面为他人进入个人领域提供入

口，博客书写者的隐私意识减弱，对自己的个人经历向公众和盘托出。总而言之，基于符号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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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体日趋浮现并代替物质化身体在网络空间中亮相，这将弱化自我传播中身体感官的物质属性，
而更加凸显其社会属性。

（四）视频日记：身体叙事中的自我传播

２０１８年网易博客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这也标志着整个博客时 代的 谢幕。然而，随着手机等智

能化移动终端的兴起，微博等社交媒体也开始显露峥嵘，碎片化信息成为时代主流。微博 名 副 其

实，传播内容碎片化，由于移动终端的便捷性与移动性，内容生产效率也远高于博客，文字、图片

等内容形式已经无法满足用户需求，视频这种重塑受众身体感官的内容形式开始盛行。各种因素的

交织加速了短视频时代的到来，用短视频来表达自我成为一种潮流，这为日记的视频化提供机遇，

Ｖｌｏｇ （Ｖｉｄｅｏ　ｂｌｏｇ的简称）随之应运而生。

Ｖｌｏｇ正式名为 “视频博客”，为Ｂｌｏｇ的变体，于２００９年被 《韦氏大词典》收录，２０１２年在美

国ＹｏｕＴｕｂｅ平台 上 兴 起 并 流 行，２０１６年 开 始 进 入 我 国。根 据 艾 媒 咨 询 数 据 显 示，２０１９年 中 国

Ｖｌｏｇ用户规模达到２．４９亿人［１７］，腾讯、新浪等科技公司纷纷 试 水 Ｖｌｏｇ。业界动作频频引发学界

广泛关注，有学者认为，Ｖｌｏｇ明确的受众意识解构了自我传播的土壤，促使自我传播实践衰落［４］。
然而笔者却认为，Ｖｌｏｇ指以视频形式呈现创作者的日常生活，内容上具有生活化、真实化、故事

化、个人化等特点，它的出现改变了人们表达自我的方式，但其记录性与真实性却回归日 记 的 本

质，即围绕个人对生活的感知与情绪表达以体现其主体性及实现自我认知。这与自我传播结构凸显

的口语日记、书写日记、网络日记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分化，因此并非是自我传播实践的一种衰落，
而是身体实践在自我传播中发生异化，从精神的内省关照转变为身体感知的暴力运动，以另一种形

式延伸了自我传播形态。本文聚焦自我传播中的身体实践异化。
然而，身体被媒介所产生的符号遮蔽，符号成为主流叙事方式。即使是在以身体为场所的自我

传播中，符号也成为人们认知与审视自我的入口，人们只有在与文字交互时才能感知到自己身体的

存在。在数字化时代，视频文化的兴起将身体拉回到公众视野，身体处于光亮位置并凸显其叙事功

能，这对自我传播形态产生影响。Ｖｌｏｇ中的自我传播也是一种叙事过程，利用手机翻转屏呈现自

我形象，模拟人际交流模式来实现自我对话，身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形成身体叙事。广

义上的身体叙事，即 “以身体作为叙事符号，以动态或静态、在场或虚拟、再现或表现的身体，形

成话语的叙事流程，以达到表述、交流、沟通和传播的目的”［１８］。在本文中，身体叙事是指身体作

为叙事符号与叙事主体，以视频方式再现身体实践 （包括身体感知及个人行为），通过身体相关内

容构建叙事过程。以下主要从叙事符号与叙事主体两个层面来探讨身体叙事中的自我传播。
作为叙事主体的身体是指身体作为参与叙事过程的主体，日记中的自我传播在视频时代得到延

伸与异化。一方面，Ｖｌｏｇ中的身体叙事是指通过摄像头以第一人称记录身体 实践及 面部 表情，以

叙事主体的个人感知与记忆为基础，再现其回忆中的场景或者身体经验着的场景，按照时间逻辑将

其串联起来，这与传统日记中以文字再现自我意识的过程相似。另一方面，正如牛津大学 研 究 者

Ｈｏｇａｎ所言，互联网中的自我呈现 已 经 从 一 种 “舞 台 表 演”转 变 为 一 种 “自 我 展 览 会”［１９］。Ｖｌｏｇ
也具有表演性质，它是一种自我呈现，视频 日 记 生 产 者 在 制 作 内 容 时 将 身 体 叙 事 视 为 一 种 社 会 行

为，作为自我传播中的个人意识产生的来源。由此可见，Ｖｌｏｇ成为一本公开的 “视频日记”，接受

网络空间中他人的围观与审视，身体叙事实则为身体表演，根据日记书写者想象中的观众来选择拍

摄与剪辑的视角与叙事逻辑。每一条Ｖｌｏｇ看似是日常生活的线性记录，但分析发现都有一个鲜明

的主题并传递某种意义和价值观。
作为叙事符号的身体是指身体是 “叙事表意的主要介质”［２０］（Ｐｘｉｉ），而Ｖｌｏｇ作为日记的变体，可

以通过视觉化的视频传递Ｖｌｏｇ生产者最真实的体验与感受。日常生活成为Ｖｌｏｇ的叙事框架，身体

则成为符号化叙事的构成部分，按照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实践逻辑来叙述故事。身体叙事是以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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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身体在日常生活的运动轨迹来再现故事场景，以强视觉化方式作用于受众的视听神经，从而调

动受众身体感官，增强其在叙事主体所构建生活世界中的代入感，虽然身体缺席却可以感同身受。
以哔哩哔哩为例，欧阳娜娜、易烊千玺等众多青年明星入驻该平台，将其日常工作与生活以 Ｖｌｏｇ
的形式展现给大众。自拍是展示身体符号的主要方式，包括以摄像头拍摄自己或以第一视角来拍摄

周边生活环境及身体所处环境，再现生活场景，这与官方树立的明星荧幕形象不同，是私人领域的

公开化。如欧阳娜娜的 Ｖｌｏｇ视频主题为学习、娱乐、工作，如在视频 《大学第一次紧 张 考 试 周”
（下）》中真实记录她在考试前一周的紧张学习生活，视频内容以欧阳娜娜本人身体力行来展现，声

音、表情、动作及情绪作为叙事符号来构建和传递一种自律精神及正能量的价值观，与有同样经历

的网友产生共鸣或其深受鼓舞，仿佛已经置身于这些明星的私人空间。总而言之，Ｖｌｏｇ的兴起促

使日记中的自我传播发生嬗变，从 “文本叙事”演化为 “身体叙事”，自我传播中对于自我表达内

容的处理方式不仅包括身体内化还包括身体述情。

三、Ｖｌｏｇ中的自我传播形态与社会影响

综上观之，Ｖｌｏｇ的出现使得身体维度的自我传播发展到新阶段，身体在自我传播中逐渐外显，
这也是从身体视域探讨自我传播的研究价值所在。这种自我传播形式将对整个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一）个体实现具身性自我认同

日记的出现本身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从口语日记到 Ｖｌｏｇ，内容通常涉及自我意识、自我表

达等自我传播实践，这也是一种身体实践。正如梅洛－庞蒂所言，一种体验或意识的形成是指主体

“内在地与世界、身体和他人建立联系”［１４］（Ｐ１３４），由此可见，反思性的自我意识形成时身体已经打上

社会烙印，个体对于身体的自我感知不仅来自物质身体还来自于社会身体，即从他人视角来思考自

己身体的存在，从而衍生出具身性自我认同的过程。正如米德所述，“个体体验自身为个体……乃

是基于 同 一 群 体 中 其 他 个 体 成 员 的 特 定 立 场，或 是 基 于 自 己 从 属 的 整 个 社 会 群 体 的 一 般 立

场”［２１］（Ｐ２１９）。然而在日记这种自我传播过程 中，具身性 自 我 认 同并 非 将 群 体 态 度 与 反 馈 直 接 内 化，
而是通过 “客我”与 “主我”的互动而形成。“客我”为他人对于人们身份的认同，而 “主我”则

是人们对于社会身份的主体性反思。再回到日记，在书写时代，日记中的社会身体主要以 “主我”
形式来呈现， “主 我”与 “客 我”的 互 动 并 不 明 显，更 多 的 是 一 种 自 我 意 识。而 在 新 媒 体 时 代，

Ｖｌｏｇ将日记书写者的 “客我”可视化，与 人 际 互 动 一 样， “自 我”与 “主 我”之 间 的 对 话 日 渐 明

朗。Ｖｌｏｇ中的 “客我”是指短视频文化及视觉化传播规制下的身体实践，“主我”则是对于这种情

况下身体实践的一种自主性反思，二者互动则重构视频拍摄者的身体感知系统及自我表达逻辑，由

内向性表达转向内向性表达与外向性表达融合，最终实现具身性自我认同。以欧阳娜娜为例，她在

哔哩哔哩上的Ｖｌｏｇ得到广大网友的认可，以颇具亲和力的叙述方式重新管理自我印象，综合网友

的评论并结合自身情况来确定Ｖｌｏｇ的主题及内容，与网友分享其日常生活瞬间，以质朴的语言及

身体力行来叙述自己生活中的故事。这种真实性与个性化的身体叙事方式使其逐渐摆脱 “演技差”
等负面标签［２２］，树立了自律及温柔可人的正面形象。由此可见，Ｖｌｏｇ对于建立具身性自我认同意

义不凡。
（二）虚拟社会认同模式的个性化特征凸显

综上观之，日记这种内省式思考并非纯粹的 “主观精神”活动，本质为人的社会关系通过身体

实践作用形成的内卷化反应，这也是社会认同形成的基础。而在网络时代，个体一定程度上可以从

现实社会秩序与结构中解放出来，依据网络的交互性及个性化特征来重新建构社会规则，进而形成

网络社群。个体共同构成同类成员身份，也即虚拟社会认同。对于Ｖｌｏｇ亦是如此，虽然以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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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碎片式信息进行自我传播，然而网络的去中心化、分享性及个性化等特质也开始模糊了传播类

型之间的界限，自我传播与人际传播的边界有相互交融的趋势，这为了解他人的内省思考提供了渠

道，从而形成开放式的自我传播，人际交往特征凸显，这在早期学者的观点中有所体现，即自我传

播是人际传播的基础［２３］（Ｐ３－１８），笔者也对此表示赞同，因为一定条件下，自我传播可以转化为人际

传播，而虚拟社会认同就是网络社会中人际传播的衍生物。鉴于此，本文基于心理学家Ｓｃｈｕｔｚ的

人际传播理论，即人际传播的内在驱动力为人的参与、控制及爱的三种需求［２４］（Ｐ９３），来解构这种虚

拟社会认同模式。结果显示，虽然社会认同一般是指群体观点在社会某个层面的共振，强调去个性

化，即 “个体浸入到群体之后丧失了个体性”［２５］，然而Ｖｌｏｇ中的社会认同模式却与之相左，个性

化特征凸显，体现于三个方面：一是Ｖｌｏｇ的可视化呈现促使人们的自我表露程度较高，人们通过

Ｖｌｏｇ而进行的人际传播也更为私人化，主要原因在于：Ｖｌｏｇ通常以心情感悟与价值观的叙述、身

体实践及其私人空间为呈现内容，这为观众 “进入”拍摄者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入口，视频化形式增

强了内容的 “代入感”与 “真实感”。而受众还可以通过关注、弹幕及评论等方式对于内容进行反

馈，双方通过更为深入的感知交互或个人兴趣点来构建社交关系，如受众成为关注拍摄者的粉丝，
而拍摄者也可以结合受众的反馈指数高低来调整内容或者在评论区直接与其互动，从而形成虚拟社

会认同。二是网 络 为 人 们 赋 权 并 且 能 最 大 限 度 保 证 其 在 群 体 中 的 个 人 主 体 性 地 位，这 也 强 化 了

Ｖｌｏｇ传播者的自我中心意识，而身体 “在场”是关键，这里主要指在网络空间中 的虚拟在场。因

此，除非是内容能与观看者自身产生深度共鸣，否则日常琐碎信息并不能长期吸引注意力，所以内

容的深度及注意力时间的长度成为满足人们控制需求的关键。一旦形成虚拟社会认 同，Ｖｌｏｇ拍摄

者就在人际交往中形成一定影响力，他们自己的情绪会感染他人，其理念及生活经历都可能成为他

人效仿的模板，会以个性化的社会认同感来增强传受双方的存在感和归属感。三是基于上述社会认

同中的深度参与及主体性凸显等特征元素，Ｖｌｏｇ在实现个体的情感需求时也个性化特征更加凸显。
在传统的社会认同模式中，人们这种认同感在某种情境下才会被关闭或激活，然而在虚拟社会认同

中，永久在线与永久连接成为身体常态，加之Ｖｌｏｇ的时间序列化特征，无疑增加了社会交往的密

度，因此，人们与拍摄者之间形成一种无形的情感依赖，除关注拍摄者账号外，还 会 定 期 查 看 其

Ｖｌｏｇ的更新情况。这种情感依赖类似于现实社会中的熟人社交。此外，Ｖｌｏｇ拍摄者以第一人称的

叙事方式拉近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增加代入感，更有甚者双方会将线上交往延伸至线下，身体由虚

拟在场也转向实体在场。这种定期的主动式人际互动模式，使得社会认同感永久存在，而无需特定

情境来激活，满足了人们尊重与被尊重的需求，有利于形成具有个人性格特质的社会认同。
（三）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相互交融

在传统的口语日记与书写日记中，日记是一种私密性较高的内容载体，而网络日记的出现打破

了传统日记中自我传播功能的这种局限，网络具有突破时空及互通互联的特征，所以公共表达开始

嵌入自我表达并与其相互建构，日记书写呈现开放性、交互性及公共参与性等特征［２６］（Ｐ４７－４８），私人

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哈贝马斯与阿伦特是较早探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间性的学

者。阿伦特认为，私人领域是个人为维持生命与隐私提供的可靠 “遮蔽空间”，公共领域则是彰显

自我个性与独特性的不可替代空间［２７］（Ｐ３２）。哈贝马斯则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人们就各自生活中共

同问题而相互交流形成的 “社会空间”［２８］，而私人领域是公共领域中交流话题的源头［２９］（Ｐ４４６）。笔者

认为，本文的私人领域是身体在生理层面的存在空间，其中，日记是个人身体感知与精神的载体，
存在于身体内部或隐私特征凸显的日记本中，从而避开公众关注，保持自身独立性；公共领域是指

身体存在的社会空间，即个人观点与意见的发布 “领域”，某种程度而言，该 “领域”是指一种虚

拟空间，网络技术的发展赋予该空间 “实体性”，以Ｖｌｏｇ为代表的网络日记是该空间的载体之一。
这里主要探讨哈贝马斯所提出的 “文学公共领域”，即个人情感的表达以及个人对外部世界体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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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空间，强调日记书写者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日记进入公共领域的目的是为了彰显个性，
是社会层面的个性化自我表达。在Ｖｌｏｇ中，日记成为一种公开化行为，不仅用文字叙述，更以视

频来刺激视听感官，引发公众广泛关注。工作、学习、生活这些私人领域中的身体实践经由屏幕成

为他人凝视和消费的对象，个人隐私的边界模糊。人们不满足于缄默式阅读中对自我的反思，而更

希望将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众，从网友的评论与反馈来反思自身的行为，将身体置于社会这个大的公

共空间来凸显其存在感。另一方面，Ｖｌｏｇ这种公共化表达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视角，身体述情又强

调了它的个人化特征。人们可以打破精英式的文化结构，以原本公共领域的行为来展示自我，将精

英式表达普通化与常态化。由此可见，个人领域的公开化与公共领域的私人化已经成为Ｖｌｏｇ中自

我传播的特征，公私领域呈现相互交融态势。

四、结　语

总而言之，从口语日记到视频日记，不仅是媒介进化中的日记形态嬗变，更是身体与自我传播

关系的一种演变。尤其Ｖｌｏｇ兴起后，日记从私人化书写到公共叙事全面转向，与之伴随，身体的

存在状态呈现在场－缺席－数字化－叙事的演变逻辑，由此可见，身体从一种内部感知转变为视觉

化呈现，创建了一种全新的自我传播结构，即身体内化处理信息转变为身体外化传播信息，甚至身

体活动成为日记内容的一部分，从 “自我－自我”转向 “自我－客我”。在社交媒体时代，关系与

个性化成为自我认同建构的核心。人们不仅关怀自己的身体体验、感知及精神内省，更加重视群体

审视下的 “客我”，而生理身体是自我感知认同的来源，也是社会效应对于自我认知发挥作用的场

所。在视频日记中，人们可以借助于视频形式来记录自我意识，从个体层面来了解自我；同时，身

体在社会、经济等多种外部因素驱使下主体性凸显，对生理层面的身体认同进行调和，这将重构自

我传播结构并形成新的自我认知。综上所述，日记形态的变化看似遵循媒介演进的逻辑，实则为自

我传播中的身体形态演变逻辑，这是对媒介学研究的身体维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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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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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慧敏：从口语日记到Ｖｌｏｇ：身体视域下的一种自我传播形态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