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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研究

眼见为虚：健康类短视频谣言的
叙事特征与社会心理＊

———基于今日头条谣言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罗自文　林燕飞

【摘　　要】在移动社交时代，健康类短视频谣言的视觉冲击力、欺骗性让 “眼见”不

一定为实。基于叙事学、符号学和谣言心理学等理论，本文通过抽样方法分析了今日头条

短视频谣言的文字标题和视频内容的叙事特征；基于深度访谈解析这类短视频的传播机制

和社会心理。研究发现，这类谣言多用 “追求强烈对比”“迎合传统想象”“诉诸身体恐怖”
的叙事策略；技术条件、视觉文化转向和多元冲突是导致其泛滥的三大社会动因；控制审

查与谣言再生产之间的的时间差、影响公众的潜意识以及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和媒介素养，
是消除谣言传播的三大关键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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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 《第４８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中国手机网民数量已占整体网民数量的９９．６％，① 移动终端高度渗透进人们的生活。移动

互联网讲求社交化、场景互动与沉浸体验，随着移动通信的高速发展和各类爆款 Ａｐｐ的开发应用，
不难发现当前移动互联网呈现出社交化、场景互动与沉浸体验等特征，人们不断地被裹挟进移动社

交洪流中。《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包括短视频在内的网络视频使用率达 到９３．４％。② 拍

摄、浏览、分享短视频已成为当下常见的社会现象之一。与此相对应的是，在移动社交时代，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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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的人接触过短视频谣言。① 特别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工作压力的增大，人们日益关注自身健

康状况，对健康与生活领域的虚假信息感知高于其他被调查领域，② 健康类短视频谣言的传播由此发

展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为此，研究健康类短视频谣言的叙事特征和社会心理，对于抑制其传

播、消除其传播的负面效果，进而促进网络传播管理和国家社会治理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作为一种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谣言无处不在。谣言有时会转化为危言耸听的有害信息，混淆

视听；有时则被视为消除个人由 “不确定感”导致的焦虑、获得集体认知、舒缓社会情绪的有效工

具。③ 从远古时期的口耳相传到当代社会的多媒体 “寄生”，谣言从未远离人类生活。
最早明确定义谣言的是美国人高尔顿·威拉德·奥尔波特 （Ｇｏｒｄｏｎ　Ｗｉｌｌａｒｄ　Ａｌｌｐｏｒｔ）和里奥·

波斯特曼 （Ｌｅｏ　Ｐｏｓｔｍａｎ）。他们认为，所谓谣言就是一种通常以口头形式在人们中传播，目前没有

可靠证明标准的特殊陈述。④ 随着信息载体的不断发展，口头形式不再是谣言传播的唯一渠道，其内

涵和外延已不断更新。让－诺埃尔·卡普费雷 （Ｊｅａｎ－Ｎｏｌ　Ｋａｐｆｅｒｅｒ）提出，“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

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⑤ 结合当下的谣言形态，对比不同定义的

本质与适用性，本文采用胡钰的定义，“谣言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下，以公开或非公开渠道传播的对公

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⑥

我国关于谣言的研究，在２００３年 “非典”和２０１３年雅安地震期间两度得到了较大发展，主要

涉及谣言的含义、类型、特点、成因、传播方式、危害和治理等方面，其中治理是研究重点。陈万

怀认为建立信息公开机制、规范网络信息传播行为是治理的两大路径；⑦ 白树亮认为提高网民媒介素

养、疏导社会公众负面情绪可有效防止谣言的传播和蔓延；⑧ 丁晓蔚则探讨了利用区块链技术防控和

治理网络谣言的策略。⑨ 治理研究大多侧重于宏观社会机制，较少探究谣言本身的叙事特征和基于受

众的社会心理成因，进而无法从谣言传播过程的两端进行有效治理。
在移动社交时代，一方面，短视频 的 制 作、分 享 和 浏 览 已 成 为 人 们 日 常 生 活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与之相伴的是，滋生短视频谣言的土壤在持续扩张，其所蕴含的风险也与日俱增。另一方面，生活

水平的提升使得人们的健康诉求不断升级，对健康类信息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如果健康类谣言大量

掺杂在短视频中，这种 “眼见为虚”的文本不仅会威胁社会真实，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还会误

导人们的生活，甚至引发生命危险和社会动荡。因此，本文以今日头条谣言数据库为基础，研究健

康类短视频谣言的叙事特征；结合深度访谈所得一手资料，梳理其背后的传播机制和社会心理。在

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这类谣言的关键举措，以防范健康类短视频谣言的传播和泛滥，促进

网络媒体和社会的治理，进而维护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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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对象与方法选择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２００６名受访 者 进 行 的 一 项 调 查 显 示，

８７．７％的受访者在网上遇到过小视频谣言，受访者认为小视频谣言在明星八卦 （５４．７％）、生活健康

（４３．４％）和社会安全 （３８．２％）等领域较多。① 《２０１８今日头条资讯打假报告》则显示，健康类谣

言占全部谣言事件的比重为２９．３０％，位列第二。② 通过比较受众的谣言感知和谣言类别分布，可以

发现，受众对健康领域的虚假信息感知与资讯平台的谣言现状保持一致。由于健康类信息更容易强

化受众的既有认识和观念，进而形成刻板印象，辟谣难度相对更大，需要更长的科普周期，故 “短

视频＋健康”也逐渐成为学界与业界亟待研究和解决的一大重要课题。本文研究的健康类短视频谣

言，是指广义上与人们健康相关的生活、保健和医疗等短视频虚假信息。在具体操作中，从今日头

条短视频谣言数据库１１个类别中 （见图１）选取健康和生活两个与广义健康相关的类别进行抽样，
形成研究样本。

图１　今日头条短视频谣言库内容类别分布

（一）数据来源

为了能在谣言被大规模转发前及时发现并消除其负面影响，作为国内最大的个性化推荐平台之

一，今日头条发挥自身在人工智能内容识别上的优势，开发了针对谣言的智能算法检测模型，采取

先审后发的机制。以谣言事件为中心设计谣言数据库，其中反谣言算法的准确率和召回率也依托谣

言数据库的支撑。首先将谣言文章与谣言事件匹配，其次与该事件下的每篇谣言文章相对比，以此

提升审核效率。同时，反谣言模型拦截下来的谣言内容会被收录至谣言数据库，反哺于模型改进和

后续研究。③

沿着探究目前资讯平台中 “健康养生类”短视频谣言的叙事特征与社会心理动因线索，本研究

以今日头条通过谣言检测模型所拦截的短视频谣言为基础，在 “健康、生活”两类与广义健康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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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短视频谣言类别下抽取样本数据。其中，狭义健康类短视频采取概率抽样原则，从总库中抽

取谣言２００条；生活类视频占比低、样本量较少，从总库中抽取这类短视频谣言共１００条。最终共

抽取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８年健康类短视频谣言数据３００条，约占数据库中健康类短视频谣言总数的２０％。
同步抓取视频发布时间、视频类别、标题、视频内容等具体信息，作为对视频谣言文本进行分析的

重点。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将抽样获取的视频进一步划分为标题文本和视

频文本两个分析层面。针对标题文本，使用ＲＯＳＴ软件进行高频词统计、文本分析；视频文本因涉

及谣言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通过人工细读的方法进行分析。其次，在上述分析基础上，运用叙事

学、符号学和谣言心理学等相关理论，分析健康类短视频谣言的叙事策略、叙事话语、叙事符号和

意义构建。最后，运用深度访谈法，结合谣言的传播机制和治理模式，探析移动社交时代下健康类

短视频谣言传播的社会心理和治理措施。
（三）分析框架

在经典叙事学中，以话语层面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中以托多罗夫、热拉尔·热奈特 （Ｇéｒａｒｄ
Ｇｅｎｅｔｔｅ）为代表的叙事学家重视故事的表述方式，主要包括时间、空间、语态、语序、人物话语表

达方式等。① 符号学作为研究 “意义”的学科，侧重意义生成的过程，并将 解 析 意 义 作 为 符 号 的 用

途。符号学与叙事学相结合，使得本文从微观到宏观、从故事到意义清晰地解读谣言文本。谣言心

理学是奥尔波特开创的一种研究视角，结合心理学来分析谣言的传播能更深层次地把握其本质。本

研究针对样本视频，基于叙事学、符号学和谣言心理学的视角，进行文本技术统计以及学理性剖析。
主要分析其文本、内容和意义三个维度，重点关注标题的叙事人称、叙事策略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聚焦视频内容的叙事时间、技术特征以及话语所指涉的意义等。

三、数据统计与研究发现

（一）标题文本统计与发现

１．标题的叙事人称分析

健康类短视频谣言的标题平均为２２字。对标题文本进行分词统计并去掉虚词后，形成下面的词

云图 （见图２）。从词云图中的字体大小来看，最为突出的词依次是 “白发”“变黑”“洗头”，对应的

词频数依次是１６３次、９０次和６５次。其中，８６％的标题采用非人称叙事，避免出现人称，以显得比

较客观；１０％的标题采用第二人称叙事，体现交流性和亲近感；第一、三人称叙事合计仅占标题总

数的４％。

２．标题的叙事策略分析

在３００条谣言的文字标题中，大多对视频内容进行高度提炼，使受众能通过标题获取足够信息。
部分作品甚至本末倒置，标题句子完整、结构清晰，但相对应的视频内容却极为简短，视频文本信

息匮乏。在３００条文字标题中，根据标题的内容可将叙事策略划分为三大类型：“妙方型”“迷信型”
“恐吓型”。

第一，“妙方型”追求强烈对比，体现 “小”物品 “大”疗效。这类标题占总数的８２％，共有

２４６条。通常描述使用某种日常用品可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水果蔬菜和油盐酱醋等都可以被当成

妙方，例如 “白发长满头，白醋加两物洗头。不论多久的白发３次就变黑，收藏”和 “自制果蔬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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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健康类谣言标题文本词云图

虫剂无毒无害，让虫子死光光”。成本与效果之间的强烈对比，表现出 “小”物品的奇特之处；加大

标题的渲染力度，短时间内能够诱发人们强烈的好奇心。这类标题迎合了人们类似 “用妙方解决烦

恼”的心理需求，反映个体期望低成本满足自身需求、试图通过捷径来实现内心愿望的心态。
第二，“迷信型”迎合传统想象，论证方式牵强、武断。迷信是指 “追求以超自然的力量实现对

现实事物的预测和控制的思想和活动”。① 在该界定下，谣言标题中的 “迷信型”有３５条，约占全部

标题的１２％。这类标题集中表现为，盲目相信因果关系，相信在神秘力量的作用下能够导致特定的

结果。比如 “都说左手有 ‘川’字的人会离婚，挺准，快了！”和 “特别准！‘生男还是生女’，从手

上就能看出”等。占卜、看相、算命为主的传统迷信至今仍拥有很大市场。事实上，这类标题利用

了人们对传统的刻板印象，迎合了大众对预知未来、男女性别的迷信诉求，进而达到传播目的。通

过某种迹象来预知未来的 “迷信型”谣言，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披上了短视频的外衣，以简短的论断、
肯定的口吻，不断提高用户对谣言的认可度。

第三，“恐吓型”诉诸身体恐怖，多出现夸张、禁令性语言。“恐吓型”是指含有 “致癌”或者

罹患重病类关 键 词、叙 事 具 有 恐 吓 性 质 的 谣 言 标 题。这 类 “恐 吓 型”标 题 有１９条，约 占 总 数 的

６％。这类标题通常直接 断 定 某 种 东 西 会 对 身 体 产 生 极 度 负 面 的 影 响，多 出 现 禁 止、禁 令 性 用 语。
标题在对事物进行强烈抨击的同时，缺乏现代医学的科学和严谨，肯定的口吻使人产生强烈的冲击

感。例如，“这种酱油会致癌，家庭主妇请注意！”和 “这种隔夜菜不能吃，会致癌、会死人，打死

也不能吃！”。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一向对健康养生极为 重 视，古 语 有 云 “病 从 口 入”，认 为 疾 病 和 饮

食习惯有紧密联系，讲究 “食疗”。因此，在 “恐吓 型”谣 言 当 中 通 常 会 出 现 各 类 食 材 和 配 料，它

们与 “妙方型”恰好形成两个极端，前者极力渲染食材恐怖、致癌，后者则牵强附会、故意夸大食

材功效。

３．叙事符号与意义：白发、叙事拼贴与大众认知

从前文的词云分布图来看，谣言议题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 “白发”。如 “洋葱可以让头发由白变

黑”，在这个标题中，就其符号表意指涉过程来看，涉及隐喻和转喻。所谓隐喻就是基于相似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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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本质不同的一种事物暗喻另外一种事物的修辞手法；而转喻则是一种基于主体和代用词之间的

接近性，借用代用词来代替主体的修辞方法。在 “洋葱可以让头发由白变黑”这一标题中，假设 Ａ
代表洋葱、Ｂ代表白发变黑，那么Ａ作为一个符号，指向的是Ａ１ “使用神奇秘方”。① 同样，Ｂ白发

变黑可以寓意Ｂ１ “扭转衰老”或者Ｂ２ “永葆青春”，其修辞过程参见如下等式：

Ａ洋葱＝Ａ１使用神奇秘方

Ｂ白发变黑＝Ｂ１扭转衰老＝Ｂ２永葆青春

在众多谣言文本中，Ａ处于可以随意置换的位置，比如洋葱、生姜、小苏打和黑枣等，它们之

间的相似性预示着某种替换的可能。健康类谣言标题总是处在替换对象当中，变幻出不同的表现形

态，使其衍生出屡禁不止的谣言类型。Ａ所代表的符号能被相关事物取代，新文本的谣言再生产在

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叙事拼贴。

Ｂ代表白发变黑，则是将头发与人体的接近性作为基础，代表生命力由衰转盛的过程。从谣言

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头发”类谣言作为一种个人的心理投射，会不自觉地将自身的情绪和希望 （恐

惧衰老、希望青春）代入自身对事物的解释当中。这类涉及 “头发”的谣言，其表征则适应了受众

的认知结构，在个体加工的心理表征得以生成的过程中，个体对其所处的社会情景做出改造，心理

表征也因自身不同的感染性而转化为新的有着不同传播广度与深度的公共表征，这种新的表征反过

来形塑个体的认知与行动。② 也就是说，谣言的再表征、再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本身的叙事意义

是否符合大众原有的心理想象。
（二）视频文本统计与发现

麦克卢汉为说明传播媒介对人类感觉中枢的影响，曾提出 “媒介即人的延伸”，即任何媒介都不

外乎人的不同感觉和器官的扩展或延伸。③ 在观看视频时，由于过多依赖直观的视觉与听觉思维，不

需投入太多思考，故而可能出现思辨力、独立思考能力和探求事实真相的主动性下降等问题。在享

受短视频为大众带来轻松与便捷的同时，人们应当更加积极地辨别并抵制人为的虚假信息或视觉暴

力，培养自身对视听信息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在探究如何抵制之前，首先需要对一系列 “视频谣言”

文本进行全方位的解读，分析其内部结构与思维逻辑。

１．叙事时间的统计与分析

对３００条健康类短视频谣言的时长进行统计后发现，０～３０秒的视频共１５０条，占总数的５０％；

３０～６０秒的视频共９条，占全部谣言的３％；６０～９０秒的视频共３０条，占全部谣言的１０％；９０～
１２０秒的视频共７７条，约占全部谣言的２６％；１２０秒以上的视频共３４条，约占总数的１１％ （见图

３）。在０～３０秒的短视频中，近４０％的视频内容在１０～１５秒之间。研读视频内容发现，由于１５秒

内的短视频谣言受到叙事容量限制，视频本身大多不具有完整的叙事功能；单从内容看，这些短视

频大都是对一个场景进行简单呈现，并不完全具备谣言特质。当视频可容纳的信息较少时，标题则

需承载更丰富的内容。如 “祖传生男孩秘方、痛风秘方，有求必应”和 “修水青钱柳降糖茶，天然

的植物胰岛素，糖尿病的克星”等，依靠强化标题叙事中的 “诉求”来吸引用户。这类视频的审核

成本相比１５秒以上的视频来说更低，仅对标题进行审核便可大致判断其是否为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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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健康类短视频谣言的时长分布

２．视觉符号的话语分析

在３００条短视频谣言中，用手机竖屏拍摄的短视频占４３％，视频时间较短，场景单一，画面抖

动幅度大，主要通过 “标题介绍成效＋视频拍摄材料＋语音介绍做法”的模式建构内容。例如 “自

制驱蚊液，驱蚊效果特别好，还不伤身体”这一视频，通过画面展示材料、语音介绍方法，展示驱

蚊液的制作过程。非竖屏拍摄的视频有１７１条，占总数的５７％，其中 “白发变黑”议题约占非竖屏

短视频的６９％，多达１１８条。传播者一般会对非竖屏拍摄的内容进行剪辑和拼贴，实现特定话语表

达，其场景和制作具有鲜明的特色。
第一，视觉呈现 “接地气”，场景生活化，逻辑简单化。和其他口语文化一样，谣言从来没有长

篇的、渐入高潮式的线性情节，也没有精心设计来组织叙事的做法，但它能以非常简单的 （虽然常

常是错误的）方式满足人们迫切想要了解事态的心理需求。① 在涉及 “虽不致命，却令人头疼”的健

康议题中，例如 “头发、瘦身”等，人们坚信药物治疗、化学试剂等方法不健康、不治本，而更愿

意相信 “成本低、健康绿色、可操作性强”的民间偏方。故而在健康类短视频谣言的制作中，传播

者倾向于选择在生活场景中拍摄，利用 “接地气”的表达方式来迎合人们内心的期待，简单的逻辑

中包含人们最关心的核心信息：“困扰＋做法＋效果”，运用视听语言所呈现的内容也围绕这三部分

展开。
第二，传播内容 “低门槛”，拍摄 成 本 低，内 容 可 模 仿。健 康 类 短 视 频 谣 言 不 局 限 于 告 知 受 众

“哪些食物能吃／哪些食物致癌”，还会涉及大量 “健康生活小技巧”，该类视频多选取日常生活用品

充当拍摄道具，如生活器具、食材和药物等。首先，这类视频整体上拍摄成本低，制作粗糙；特别

是画面质量参差不齐，达到高清的短视频数量极少。其次，视频内容叙事可重复配音的比例高，语

言直白、简洁、口音较为浓重者多，配音随意，尤其缺乏明显的个性化风格。如 “自制蚊香液／自制

胶水／自制杀虫剂”等视频，传播者竞相模仿拍摄，画面雷同，文案相似，也有传播者会自行修改原

有配方，进行二次传播，拍摄与发布门槛低。

９９

罗自文　林燕飞：眼见为虚：健康类短视频谣言的叙事特征与社会心理

① 果壳网：《谣言粉碎机》，新星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序二”，第５页。



四、健康类短视频谣言泛滥的受众社会心理动因分析

健康类短视频谣言的叙事 特 征 只 是 使 其 具 有 流 传 的 基 本 条 件，其 泛 滥 的 社 会 动 因 是 多 方 面 的。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公众如何看待这些短视频谣言？又是出于什么动机观看和转发它们？是否能建

构一种有效机制让公众辨别短视频的内容真伪并谨慎传播？为此，本研究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深度访

谈，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见表１。

表１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统计

编号 性别 年龄 （岁） 学历 职业是否与新闻相关 是否看过健康类短视频 是否转发过健康类短视频

１ 男 ２１～３０ 本科 是 是 否

２ 女 ５１～６０ 高中 否 是 是

３ 男 ２１～３０ 本科 否 是 否

４ 男 ２１～３０ 本科 否 是 否

５ 男 ２１～３０ 本科 是 是 是

６ 男 ４１～５０ 博士研究生 是 是 否

７ 女 ３１～４０ 硕士研究生 否 是 否

８ 男 ４１～５０ 硕士研究生 是 是 是

９ 女 ４１～５０ 本科 是 是 是

１０ 女 ３１～４０ 硕士研究生 否 是 否

１１ 女 ４１～５０ 博士研究生 是 是 否

１２ 女 ４１～５０ 博士研究生 否 是 否

（一）技术条件形成便利

从技术条件来看，近年来移动短视频热潮不断，这种通过移动互联网传播，通常在１～３分钟的

文本里融合了图、文、声、像，具有制作成本低廉、传播范围广泛、娱乐程度高等特征。根据２０１８
年 Ｍａｒｙ　Ｍｅｅｋｅｒ的互联网报告，在中国移动互联网媒体娱乐使用时长中视频占２２％，网络视频增速

最快，其中抖音、快手短视频的日均活跃用户均超过１亿。① 移动短视频使得公众接触谣言的方式更

为多样、便捷，诸如 “塑料紫菜”“纸馅包子”等短视频谣言因此不断在网上流传。② 相比文字内容

来说，短视频的内容审核难度更大，加上短视频具有视觉冲击力等优势，使这片包容开放的空间逐

渐成为滋生谣言的 “沃土”。
在访谈中，所有被访问者都表示 看 过 健 康 类 短 视 频，频 次 高 低 因 人 而 异。大 部 分 受 访 者 表 示，

主要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抖音观看，个别受访者反馈会通过视频网站观看。例如，受访者４表示：“看

过，比如 《晚睡会秃》，不管它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感觉自己现在有点秃。连防秃洗发水都看好

了，在微信公众号里看得比较多。”由于转发在技术上非常方便，尽管绝大部分受访者对视频内容产

生过怀疑，但仍有相当比例的受访者表示自己觉得好就顺便转发了。例如，受访者９表示：“现在转

发很方便，一般转给家人和朋友。有用就算是关爱家人健康，没有效果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从目前平台的治理模式来看，今日头条运用ＮＬＰ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等人工智能技

术，借助算法在流程上针对可疑信息及时启动人工介入；在运营层面，通过认证权威消息源，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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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谣作者联盟，利用全线产品发声，壮大辟谣队伍的力量。两者相互结合，对预防、识别、治理谣

言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仍有一部分视频在智能机器事先审核时未被认定为谣言，传播后瞬间获得

大量点击、转发与点赞；后期只能通过评论和用户举报等方式对视频进行人工复审；人工复审耽搁

的时间越长，谣言传播的影响越大。由此可见，谣言审查与谣言再生产之间的时间差大小成为反谣

言传播的关键性因素。
（二）视觉文化转向削弱批判能力

从文化条件来看，当前人们生活在视觉转向的后现代。在移动社交时代，存在大量ＵＧＣ视听文

本。① 绝大多数来自民间的网络视听内容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鲜明的无技巧特征：没有多机位，没有分

镜头……并 且 后 期 也 多 不 做 剪 辑 处 理。② 国 际 反 虚 假 信 息 联 盟Ｆｉｒｓｔ　Ｄｒａｆｔ负 责 人 克 莱 尔·沃 德 尔

（Ｃｌａｉｒｅ　Ｗａｒｄｌｅ）表示，人们对视觉性 （图片、视 频）内 容 缺 乏 批 判 性，从 而 进 一 步 支 持 既 有 观 念。
由于信息过载，人们更容易相信自己看到的，强化了 “眼见为实”的固有观念，因而很少去思考视

频内容有没有经过剪辑和处理以及有没有科学依据等问题。
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普遍对健康类短视频持有怀疑态度，但是大都不能确认这类短视频的真

实性。其中多数从事与新闻相关职业的受访者会根据常识和自身专业能力，或查阅相关资料和走访

专业人士，来判断真假。这说明媒介素养在短视频谣言的再传播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抑制因素。如

受访者５表示：“虽然不能很肯定地判断真假，但是我觉得８０％的都是假的。像皮肤变好的内容，点

开之后觉得没有什么用，套路都差不多，不会讲实际的方法，只会给你推销产品或者让你点其他链

接。现在流传的 ‘程序员会秃顶’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基本就是谣言，因为我身边的互联网从业者

也都没有秃顶啊，这肯定是假的。但我爸很信这些，他一看到什么好，就会给我买上，比如芝麻啊、
营养液之类的。”受访者９则说：“有 一 则 我 刚 好 在 自 己 的 读 书 群 里 看 到 有 人 发，阅 读 量 也 比 较 多，
我就想揭穿它，不然太烦了。有些视频是拼接的，前后不一致，一看就是假的。我一般会看人民网

发的，相对比较可信。”
在后现代视觉文化背 景 下，一 旦 信 息 过 载，人 们 的 信 息 消 费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由 潜 意 识 决 定 的。

潜意识的纠正需要综合素养的提升，特别是公众的媒介素养和科学素养。“素养教育”的最终目的不

是让公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是培养一种对未经证实的信息进行合理怀疑与批判的思维能力。媒

介素养教育让人们知道眼见不一定为实，当知晓这些要素是如何被某种特定的 “蒙太奇”③ 结构关系

编织为谣言后，才能对谣言信息有真正的批判。应进行科学素养教育，让科普信息走在辟谣信息前，
避免谣言倒逼真相。

（三）多元冲突诱导传播和再传播

从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出，传播者通过对困扰人们的问题进行放大、对其应对方法进行简化、对

秘方的效果进行夸张等处理，完成谣言的制作，吸引用户点击与再传播。这一过程形成了模式、形

象与符码，逐渐消弭着 “虚假”与 “真实”的边界，使得健康类短视频谣言的迷惑性更强，真实性

难以判断。有学者在分析网络影像传 播 中 网 络 视 觉 信 息 “冲 突”的 建 构 时，概 括 了 三 种 冲 突 类 别，
包括视觉冲突、心理冲突和利益情感冲突。④ “白发与黑发”“生发与脱发”“胖与瘦”“有害的蚊香与

自制的偏方”等这些相互冲突的元素会对视听者产生影响，进而借由网络传播中的情感发酵，成为

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典型形象，通过现实社会场景的互动，反映出某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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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ＵＧＣ （ｕｓ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指用户原创内容，即用户将自己原创的内容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展示或者提供给其他用户。

周勇：《影像背后：网络语境下的视觉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７１页。
“蒙太奇”来源于法语 （ｍｏｎｔａｇｅ）的英译，原为建筑学术语，意为构成、装配，后 来 发 展 成 一 种 电 影 剪 辑 理 论。相 同 的 镜 头 经

过不同的 “蒙太奇”排列组合，可以产生不同的意义。

周勇：《影像背后：网络语境下的视觉传播》，第７８页。



在访谈过程中，大部分受访者表示现在压力太大、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观看健康类短视频一方

面是觉得好玩、减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病、保健、养生；个别受访者表示这类视频多是家人和

朋友转发给自己的。例如，受访者１表示：“为了减肥，想要了解减脂的知识来学习健康搭配饮食和

运动。视频比较方便，又比较直观。”再如，受访者２表示：“想了解下健康养生知识，保养好自己。

人到中年，开始越来越注重这些东西了。”

在经济水平提升和生活压力加大之间的冲突下，以及人们对自身健康和娱乐需求增加的背景下，

健康类短视频的主题相关性、信息可 视 性、内 容 通 俗 性 极 大 地 满 足 了 大 众 日 常 生 活 的 欲 求 与 期 望。

再加上移动社交时代传播方式的瞬时性与重复性，阅听人难以在浏览视觉信息的同时展开联想与思

考。长期的读屏浏览使人们习惯性地接受他人制作好的视听信息，而用被动视听去代替自己的主观

观察和判断，这也是健康类短视频谣言泛滥的一个重要社会动因。健康类短视频谣言中的冲突有现

实因素的反映，但更多的是影视 “蒙太奇”戏剧性地表现。了解影视制作知识、具备一定的影视媒

介素养，有助于识别谣言和制止谣言的再传播。

五、结语

互联网的出现使得视觉信息泛滥，视觉文化成为 “快餐式”消费品，用户容易沉溺在轻松易懂

的图片与视频中，进而放弃阅读那些需要更多理性思考的文字。短视频的视觉冲击力、欺骗性让如

今 “眼见”之物不一定为实，每个人都有可能接触到各式各样 “眼见为虚”的谣言。网络平台和监

管机构缺乏鉴别标准和相应的算法机制，用户缺乏视觉媒介素养、健康科学素养和相应的社会心理

认知，加剧了健康类短视频谣言的传播泛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生活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① 因此，分析健康类短视频谣言的叙事特征和受众的

社会心理成因，从微观层面看有助于从传播过程的两端打破此类谣言无序扩散的链条，从宏观层面

看有助于社会的治理和国家的繁荣富强。

本文通过研究今日头条谣言数据库的３００条健康类短视频谣言，综合运用叙事学、符号学和谣

言心理学知识进行分析，发现谣言标题叙事主要是为了满足受众原有的心理想象，呈现隐喻转喻效

果。谣言短视频的内容叙事则围绕视觉上的生活化、编码上的简单化进行，导致谣言短视频制作和

传播成本偏低，却能取得较 好 效 果，并 且 能 催 生 各 类 新 谣 言。分 析 健 康 类 短 视 频 谣 言 的 叙 事 特 征，

一方面有助于公众提升媒介素养，进而辨别这些谣言，阻断健康类短视频谣言的进一步扩散；另一

方面也有助于网络平台和监管机构有针对性地通过算法等途径制定识别和消除此类谣言的具体方法

和措施。研究进一步指出，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让健康类短视频谣言的大量制作和传播成为可能，读

图时代的视觉文化转向削弱了网络用户的批判思维能力，多元社会冲突则进一步诱导处于多重压力

之下的网络用户对健康类短视频谣言进行制作、传播和再传播。进而从技术、文化和社会三个方面

归结了健康类短视频谣言泛滥的社会心理成因，这有助于国家据此制定系统的规制和政策，从而加

大对谣言的整治力度，提升国民健康水平，促进国家治理深入发展。

综上，控制审查与谣言再生产之间的时间差、影响公众的潜意识并提升公众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缓解社会冲突并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和媒介素养成为控制谣言的三大关键性因素。“传播者”在谣言

的生成中扮演着 “发起者”和 “扩散者”两个角色。针对 “利己型”与 “利他型”等不同的造谣和

传谣群体，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要大力提升公众的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只有当作为 “接受者”

的大众知晓谣言的叙事特征，以及各种要素是如何被某种特定的结构关系编织为谣言后，他们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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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　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１日。



对谣言信息有真正的辨别能力。或许 消 除 谣 言 最 好 的 办 法，并 不 是 直 接 告 诉 人 们 正 确 答 案 与 真 相，
而是让人们知晓如何获取真相。“平台”作为中间力量，应当联合政府、专家学者、传统媒体和自媒

体、公众共同参与到反谣言行动当中，结合算法打造除谣机制，构建反谣言互联网生态。诸如丁香

医生、小泽健康、老爸测评等专业辟谣信源，不仅具有权威性、科学性，还能充分发挥辟谣主力军

的作用。政府监管部门需要明确谣言传播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提高造谣者造谣的

成本，从源头上减少公众对食品和健康类产品的焦虑和恐慌；及时对涉事企业进行治理整顿并做好

谣言澄清工作，以帮助公众树立对食品安全、健康养生的信心。只有针对传播者、用户、平台和政

府制定相关策略，方能构建起一个协同治理谣言的体系，形成多方合力，从而对健康类短视频谣言

说不，为促进网络传播整治和国家社会治理作出贡献。

（责任编辑：何晶　陈华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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