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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性”还是旧“零工”？*

——乡村女性主播群体的短视频内容生产与流动主体性研究
杨  雅，苏  芳，李思雨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100875，北京

摘 要：从交叉分析的视角，流媒体时代处于乡村地区的女性短视频博主的数字劳动和情感劳动亟需关注；数字

劳动与媒介可见性之间的张力，落脚于社会性别与主体意识的建构，使新“女性”与旧“零工”之间亦可能存在对话

的空间。乡村女性主播的短视频数字实践，既通过数字介质实现了可见性，但同时也面临被算法逻辑所驯化，重新

成为免费劳工的风险，这反映了平台经济下流动的主体性。同时，本研究通过剖析束缚在宏大社会结构、中观家庭

景观与微观媒介中的乡村女性群体，分析其在反抗标签、自我想象和找寻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构造多维生活样态、

差异化面向和性别意识的途径。因此，需要尊重一般智力与主体劳动的重新结合，认可乡村女性主播群体数字化生

存的付出与实践，即她们从旧的“零工”转变为新的“灵工”，通过自主工作、灵活工作、创意工作，重归劳动的本质

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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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短视频平台迅速发 展，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CNNIC）第54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202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近11亿人，短视频用户
占网民整体的95.5%[1]。短视频的广泛网民基础、
丰富感官通道与多模态虚拟展演，为来自城乡的创
作者提供了自我呈现的平台。然而，当前关于短视
频的内容生产研究多聚焦于城市或平台头部网红，
而乡村地区主播群体作为内容生产的主体在精神
和文化层面被不断边缘化，特别是对于特定群体
如乡村女性群体关注较少。近年来有研究者从网络
空间的身份认同与角色转变困惑、乡村女性身体
的呈现等方面出发，探讨媒介场域为乡村女性提供
的空间可供性[2]，但关于媒介可供性与女性身份的
探讨依然集中于线性的媒介影响过程，如媒介对
女性形象的建构，较少考量到乡村女性背后“三重
困境”的深层结构性问题与其媒介生产问题[3]，包

括乡村生活的社会结构和女性身份在传统社会与
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表层网络与现实之间的冲
突，以及中观个体与整体的矛盾。因此，从结构性
的视角出发对乡村女性的考察，需要从女性在社会
框架中的不平等地位与社会认知过程中的偏差角
度入手。在媒介内容生产方面，短视频的媒介内容
生产过程也伴随着数字劳动与情感劳动的过程，乡
村女性用户既是平台内容的消费者也是内容的生
产者。

基于此，本研究将以数字劳动与交叉视角为理
论坐标系，探讨乡村地区女性主播群体的数字实践
与主体性建构。通过分析其特殊的群体形象与短视
频创作特征，探讨其内容生产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影
响，勾连流媒体短视频平台的数字劳动视角与性别
分析视角，弥合目前学界对于乡村地区女性创作群
体的研究缝隙。由此提出研究问题：从本体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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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地区女性主播群体呈现出何种特质？从平台生
产层面，女性主播的短视频内容生产呈现出何种特
征？从理论折射层面，乡村地区女性主播群体在数
字劳动和交叉性的社会角色方面呈现出何种表现？
在动机驱使与非动机驱使、劳动与非劳动、自由与
必然之间，探讨乡村地区女性主播群的短视频内容
生产、赋权机制、社会角色与主体意识。

1 数字劳动与交叉性视角：短视频平台
中的乡村女性研究

1.1 消费与劳动：数字参与向数字劳动的转变
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迈玆

（Dallas Walker Smythe）的“受众商品论”开启
了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受众研究。数字经济时代，
传播技术的进步增强了受众的媒介依存，受众的
线上线下空间由于媒介而实践紧密交织，“数字劳
动”（Digital Labor）的概念兴起。数字劳动的内涵
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将其视为非物质劳动的
当代形式，涉及文化、知识、信息的生产和消费；二
是认为其本质还是物质劳动，包括数字媒介技术和
内容生产、流通与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脑力与体力劳
动[4]。此外，“数字劳工”（Digital Worker）则是新
技术形态下以数字通信技术、信息和数据等作为劳
动工具，以虚拟空间和平台作为生产领域的脑力和
体力劳动者[5]，其并非指某种明确的职业，而是数
字化生存境况下从事数字劳动的个体，同时也是媒
介技术与平台“使用及应用集体劳动力”的一种复
杂关系[6]。受众既是媒介产品的消费者也是生产者，
“产销者”（Prosumer）的身份使他们更加紧密地
被连接到虚拟空间的平台规则与算法链条之中，从
消费到劳动、从数字参与向数字劳动转变。数字劳
动和数字劳工的概念也存在密切的关系，数字劳动
的产出往往被平台化、商品化，成为平台增值的来
源；而数字劳工在这一过程中，可能面临劳动的无
偿性和异化。尤其是在“玩工”1[7]现象中，娱乐与

劳动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流动性增加，劳动的成
果可能被平台隐形占有，出现“弹性雇佣、游戏体
验、情感劳动”[8]等新的劳动形式。

马克思主义非物质劳动的思想启发了受众商
品论，也引发了对于“一般智力”[9]作为生产力参与
非物质劳动的探讨。虚拟空间的主播展演与直播短
视频内容生产，一定程度上就属于非物质劳动的范
畴，即生产的产品与主体的生产行为无法分离。非
物质劳动可以分为商业性与非商业性两种，其区分
标准主要在于平台资本对于劳动的介入，以及平台
和主播之间劳动关系的界定。如果主播是“从事科
学和艺术生产的工匠或行家，和资本无关”，那么这
种劳动是非商业性劳动；如果主播的无偿劳动被平
台弥散性地吸纳，为平台提供劳动者的身体、关系
与情感，共享劳动的资料即“一般智力”，同时产出
劳动的材料即直播或者短视频内容产品，这在某种
程度上就形成了“生产剩余价值”[10]的商业性非物
质劳动过程，即主播成为“数字劳工”。

就经济逻辑而言，传统媒介时代的“二次售
卖”理论在社交流媒体时代似乎依然适用，媒介平
台先将内容产品出售给消费者，再将消费者的注
意力出售给广告主。以短视频内容产品来说，主播
可以根据产品的内容质量获得平台收入，如点击
分成、创作激励、部分受众打赏等；同时，受众的
注意投入也使主播获得赞誉度、影响力、粉丝量、
点评赞等，并以此获得商业收入，如广告、品牌合
作，还可以通过衍生品形式获得盈利，比如直播电
商、出版物、知识付费等。在此基础之上，“具有超
强中枢节点的平台生态系统，实现了对劳动本身和
社会公共性的双重吸纳”[11]，主播等劳动者也有可
能重新成为“局部的工人”，即旧的“零工”（Zero 
Worker）。因此，如何重现劳动的价值和生产的意
义，成为平台化、算法化的智能进程中需要关注的
问题。

当前的数字劳工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
是以数字经济的产业从业者为研究对象，例如“亚

1玩工（Playbor）指在数字游戏中进行创造性劳动的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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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逊的仓库”；二是以“产销合一”的数字劳动者[12]

作为研究对象。本文着眼于数字劳工研究的第二个
方向，关注以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上的乡村女
性用户群体。在网络用户的研究中，多数研究从网
络用户的劳工化出发，为互联网用户的内容生产提
供了批判检视的视角，如有研究提出，乡村女性群
体常被视为社会的“边缘群体”，可以通过另类媒
体和数字公地的开拓来扭转社会对于该群体的刻
板印象[13]。在被界定为“边缘群体”的过程中，可
能的疑问在于，这种边缘性从何处产生？短视频媒
介是否可以作为“另类媒介”使其摆脱边缘化的身
份？这一视角在乡村女性的短视频生产和形象建构
研究中是否契合？以上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1.2 乡村女性主体交叉性与媒介可见性：被边缘
化的群体与社会地位

在回答上述问题的过程中，一个有益的视角是
“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视角，这一理论关
注女性群体内部差异，从不同身份的视角出发，探
索如何在宏观社会过程、微观个体和群体层面交
织的体系中探讨差异的形成及社会性的影响[14]。在
方法论层面，研究者概括了交叉性的使用，认为交
叉性理论在方法上经过了从“范畴内”到“范畴间”
分析、从过程分析到系统分析的变迁[15]，不仅考虑
到交叉权力下个体身份的建构过程，还对于社会技
术双系统变革背后的多元结构性力量进行探讨，体
现宏观制度与微观个体之间的抵抗与收编。

交叉性理论视角可以用于审视女性群体内部
的社会分化，分析不同地区女性的日常经验、情感
和物质需求。在该视角下，乡村地区女性群体成为
天然的分析对象。同时，短视频媒介的可供性，也
为乡村女性群体提供了自我形象展演与内容生产的
平台。研究发现，短视频中乡村女性可见性生产，是
她们与平台之间动态协商和资源争夺的结果，这种
生产一方面是自我能动性的展演，而另一方面则是
平台规训、城乡二元结构和消费文化下的产物[16]。
同时，短视频平台也隐含了空间生产与消费价值悖
论[17]，作为中介宏观社会制度与微观个人身份之间
的媒介景观，为交叉性视角分析提供了平台。

在当下短视频与女性形象展演中，媒介化为可
见性、可供性提供了分析视角，但是可见性与社会
性别意识和性别文化的勾连，以及数字劳动与非劳
动、自身动机与去动机之间的关系，还需进一步探
讨。可见性凸显了两个重要的研究面向，一是可见
性所体现的“社会—技术”系统下人的数字化生存
问题，包括个体视角下可见性的量化；二是可见性
所体现的公共意涵，包括在公共领域中少数群体、
弱势群体的加冕和斗争。可见性研究体现了拉什笔
下“社会与技术相互交织下的个体”[18]，即，主体在
数字化交往中受媒介逻辑影响而展现出的量化与外
化的自我，也是个体浸入媒介进行自我想象与社会
认同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可见性意味着权力的
流动，具体体现在媒介实践中的注意竞争、群体赋
权和舆论构建。英国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认为，媒介化社会中争取可见性已经
不仅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社会抵抗的手段[19]。“可
见”意味着一种社会承认，“不可见”被视作社会承
认的剥夺。总之，可见性的两个主要研究落脚点既体
现了媒介逻辑下主体的能动意识，也反映了在媒介
化社会中主体还受到媒介逻辑的影响，体现在社会
宏观因素和技术因素对主体的驯化。因此，囿于交
叉性社会地位的女性群体在媒介使用中还面临“社
会—技术”的复杂系统的生存困境。

2 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与交叉视角下的系统分

析方法（Systematic Model），选取快手短视频平台
上乡村地区女性主播发布的直播短视频内容材料，
对其进行观察和分析，从而提炼出乡村地区女性主
播的短视频内容生产的特点表现与行为规律。
2.2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快手短视频平台上的国内乡村地
区女性主播，因为快手用户多集中于国内的二、三
线及更为下沉的城镇乡村，如此选取的样本更具有
代表性。本研究借助快手的算法推荐机制，通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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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推荐不断接触到各类乡村女性的视频，以及通过
快手“乡村幸福带头人”等相关排行，在2021年6月
至8月选择并观察了20位乡村女主播的短视频和直
播，大致可分为五类呈现主题，选取其中具有代表
性的14位乡村女主播作为研究对象（见表1）。

3 “差异化的面向”：乡村地区女性主
播的形象构建

通过梳理快手平台乡村女性主播发布的内容
发现，美食、婆媳关系、个人才艺、日常生活和民
族文化是其生产的主要内容。加拿大社会学家欧
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理论认为，个
人形象存在前台与后台的展演，前台形象是自我有
意识所构建的[20]，呈现“多维的身份”和“构造的
生活”。在快手短视频平台上，乡村地区女性主播
通过拍摄和呈现短视频，构建自己独特的形象和生
活体验。本研究通过梳理，将这些主播的形象特征

和内容生产特征概括为淳朴善良的乡村女性、多才
多艺的活跃女性及夸张搞笑的诙谐女性。
3.1 淳朴善良的乡村女性

淳朴善良的乡村女性多拍摄自己的乡村生活
和劳作过程，如生火做饭、田间劳动、家长里短、
婆媳关系等内容。例如博主“80小影子”居住在辽
宁省大连市，视频内容主要为乡村生活的记录，其
置顶视频是“小鸡炖蘑菇”（拍摄记录做饭的全过
程）和“栽土豆”（拍摄记录土豆栽种的全过程）。
她的视频场景通常是自家的院子和室内，也有一
些地头田间的场景，如“抓稻田蟹”“瓦片烤鱼”
等。这种淳朴的田间生活、原始本真的制作方式与
现代都市风格的精细加工形成了鲜明对比。同其
他经过后期美化加工呈现田间美学短视频不同的
是，此类视频是在力图展现真实的乡村生活，主播
常在视频中穿着同一套服装，也体现了淳朴的形象
特征。

乡村女性主播呈现的生活内容，很大一部分还

表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呈现主题 昵称 快手号 粉丝数（万人） 所在地

美食

乡村会姐 287915601 1 406.6 河南省濮阳市

乐小米 S152886851 35.2 陕西省安康市

李子柒 1038345419 959.5 四川省绵阳市

乡村孙老太 Sunguangying888888 378.4 辽宁省沈阳市

大晶姐的弟弟 6700470 30.4 辽宁省

婆媳关系

乡村婆媳燕姐 Jn413838 76.6 山东省潍坊市

幸福婆媳12护肤品14包 Lei6444498756 72.2 山东省泰安市

八零田野一家人 1581168794 12.4 辽宁省沈阳市

个人才艺
云南山歌糖豆豆 Mo1634560959 48.8 四川省成都市

二妹吖 Thenan666 479.9 河北省邯郸市

日常生活
刘妈的日常生活 Lm520666 1 338.0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80小影子 Kying8911 170.4 辽宁省大连市

民族文化
贵州苗家姑娘 W55882357 39.9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侗家七仙女 langmannvshen 116.5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注：粉丝数数据统计截至2023年8月；“幸福婆媳12护肤品14包”为原“乡村幸福婆媳”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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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家庭传播领域中的“关系”问题，如家长里短、
婆媳关系等。例如主播“乡村幸福婆媳”所在地为
山东省泰安市，该账号共有463个作品，主要记录乡
村家庭生活，视频中的家庭成员包括婆婆、公公、
老公和孩子，主要呈现体现融洽家庭关系的视频内
容，展现出善良的乡村女性特质；主播“八零田野
一家人”账号定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短视频发布的
主要内容是带领受众回忆20世纪80年代我国东北
地区的乡村生活，记录了婆媳和夫妻关系，以及随
礼、拜年等民间习俗。
3.2 多才多艺的活跃女性

多才多艺的活跃女性通常是通过展现自己的个
人才艺进行形象建构。例如主播“二妹吖”展示的
1 118个作品和392场直播全部为个人歌唱表演，歌
曲内容多是描述乡村爱情生活，拍摄场景多为代表
乡村自然风光的田间地头和湖边；再如主播“大晶
姐的弟弟”通过反串表演，以及服装造型、作品配
乐和主播场景装饰，展现了才华横溢的乡村女性形
象；也有很多女性主播运用自己的专长加入电商直
播，成为“巾帼新农人”。
3.3 夸张搞笑的诙谐女性

夸张搞笑的诙谐女性，以“恶搞”和“戏谑”
的视频风格进行破圈传播，如一些视频展现的“土
味”形象、夸张的表情和言语等。这些主播在构建
自身类型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避开了主流文化，
呈现出亚文化的特征，隐含着对自我文化的认同与
被主流文化收编的反抗。很多乡村女性主播没有精
心设计的服装和道具，而是真实展现生活的样貌与
趣味，体现着与城市精致生活、流行文化相抵抗的
“乡土文化”和审美观。

以上多面向、多层次的人物线索勾勒出新的乡
村女性的形象特质，其共同点在于摆脱了传统媒介
话语的形象塑造，是一种“被找回”的性别话语身
份，成为女性主义所谓的“主体解放”抽象话语背
后的具象化呈现。这种身份特征的呈现伴随着乡村
女性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抵抗交叉性、边缘性的身
份，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抵抗着镜头凝视的权力，并以
“构造的生活”呈现出这种抵抗的过程。

4 “构造的生活”：乡村地区女性主播
的内容生产特征

4.1 场景：再现乡村女性日常生活状态
乡村女性主播的内容生产大多以乡村美食、

日常生活为主题，展现乡村女性在山间田野劳作、
一日三餐的生活。热度很高的主播“李子柒”的视
频虽然呈现的是简单的乡村生活，但背后却投入了
大量专业制作团队的时间和人力成本。以《芋头的
一生》为例，视频讲述芋头从种植到被端上餐桌的
整个过程，制作周期长达几个月，以种植为主线并
放入大量的空镜，如星空、露水等，将女性务农耕
作营造出浪漫主义色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
人们对于乡村女性土气无趣的刻板印象，展现出当
代乡村女性的自然之美。

不过，大多数女性主播展现乡村风貌的短视
频并非“李子柒”这类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而是乡
村生活的真实呈现。以“80 小影子”和“乡村孙老
太”为代表的乡村女性主播更多是用直观的拍摄方
式，呈现最朴素的乡村女性生活常态。这些短视频
的符号呈现方式具有高度相似性，视频背景往往都
是乡村的土路、自家房子的水泥墙或者院子瓦房，
用手机支架固定后取中近景进行拍摄，以及少数民
族地区的乡村女性如实展示当地的民俗风情，如服
饰、歌谣、食物等。
4.2 人物：投射乡村女性的多元标签

在选取的样本中，乡村地区女性主播的年龄、
职业、地域较为丰富，从东北土炕到西南山林，其
中大量内容是对乡村女性的个人才艺的展示和表
演。传统对于乡村女性的印象往往停留在单调的劳
作，随着短视频内容的传播，这一刻板印象逐渐被
打破，乡村女性身上的标签变得更为多元，如“云
南山歌糖豆豆”作为乡村女歌手在田间清唱民谣山
歌展示自我。多元标签展示了现实社会中乡村女性
的多重劳动身份，通过符号与情感叙事进行角色展
示或故事演绎。这些主播借助短视频打开了自我表
达的窗口，或是专业技能、或是轻松搞笑的表演风
格，让她们快速赢得受众的关注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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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叙事：空间地域性强、引发怀旧共鸣
基于同乡的情感纽带，许多乡村女性主播在个

人简介页面中都标记了所在的城市或地区。例如内
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的网红主播“刘妈”，其很多视
频内容都与蒙古舞有关，从视频内容到语言风格都
展现了强烈的地域特色。另外，为了吸引同区域的
粉丝，许多乡村女性主播会采用所在地区独有的称
呼方式，加之以本地方言辅以普通话字幕的形式，
拉近与当地观众之间的距离，展现一种乡土价值与
关系的建立。

这些乡村女性主播也常常会在短视频中融入
“怀旧”的形式，从而引发受众情感的共鸣。如在
短视频的文本中加入大量相应的陈述，“教你做小
时候吃过的菜”“从前过年吃点啥”等，或在服饰
妆造、场景搭建、音乐选择上使用具有年代感的风
格，唤醒短视频主要受众群体在童年和青年时期的
乡土“集体记忆”。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方式和城市的快节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容易引
发观众回归田园的情感共鸣。

5 乡村女性短视频创作的数字劳动与
可见性

从交叉性和数字劳动的视角，根据上述女性
形象特征和内容生产特征分析，研究认为，随着乡
村女性主播的短视频内容得到平台的推广和观众
的关注，乡村女性也经历了逐步融入智能技术与
“嵌入”社会结构，而后再从中“脱嵌”出来，能动
地适应技术并开展主体反抗、自我想象与获得社会
认同的过程，这一过程对社会性别与主体意识的发
展同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5.1 话语权的复归，重塑女性媒介形象

从交叉性视角来看，短视频为乡村女性群体提
供了表达和展示自我的平台，且多数乡村女性主播
暂时未被消费文化裹挟，而仅是借助平台展现独一
无二的自我。这一展演打破了一些大众媒体构建的
刻板乡村女性形象如“都市外乡人，如打工妹、家
政工等，或者是乡村传统女性，如陪读妈妈、乡村

婆婆、留守妇女等”[21]，将话语权复归至个体。短
视频平台乡村女性的发声和自我展演，刻画了“新
乡村”的风貌，重构了乡村地区“新女性”形象。

此外，这种展演也是对于现代性消费文化的一
种抵抗。当下媒介多集中刻画年轻貌美的女性，对
于女性审美标准存在刻板化甚至病态化趋向，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女性被物化，假设女性是“被观看”
的客体，否认了女性作为独立主体的形象。由于流
量的红利，女性媒介形象不仅没有更加饱满，反而
充满了后现代主义的迷思。在此层面上，乡村女性
主播的出现，有助于打破这一刻板印象，在新媒介
上展现了新女性和另类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并且
也获得了其他社会群体的认可。
5.2 乡村空间的复归，打破城乡二元叙事

空间的使用和占有，背后隐藏着交织在一起的
各种权力关系。空间的分布也为人们的社会互动提
供了可能，成为交叉性分析的新媒介[22]。乡村女性
主播的空间场景多构建于自家房屋、院落、田间地
头等，与城市面貌和商业摄影棚的场景形成鲜明对
比。这种“空间性的复归”，刻画了新的乡村媒介景
观，发扬了新乡村文化，使人们脑海中的乡村文化
包含更加细致具体的乡情和乡风。这类短视频并非
全然是笼罩着玫瑰色的“田园牧歌”，而是一定程
度上“重新界定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与连接方式，
乡村空间的复归打破了城市话语的权力格局，两种
权力在博弈和角力中给予了文化发展的活力”[23]。

随着乡土结构与乡村生活在短视频媒介空间
中的呈现，“乡村”成为了一种新的媒介景观，引起
受众的“点赞”“打卡”等互动参与行为。不过，这
种空间的展演和媒介的朝觐，与其说是乡村空间和
乡村文化的流行，不如说是在城市想象中的乡村文
化的复现。这种乡村样貌的呈现类似法国社会学家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说的“构想空
间”，即，通过符号与权力编纂出的概念化空间[24]。
从短视频展演中的个体来看，空间承载了个体的社
会关系，空间的铺陈也是个体能力、阶层、品位的
体现，短视频中的乡村空间描绘了乡村地区的家庭
与性别关系及礼俗文化等，体现出乡村与城市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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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间的对抗、交织与相互渗透。
5.3 多元主体的认知差异，性别意识的矛盾呈现

在短视频的媒介呈现中，我们依然可以反思
当下时代是“女性文化社会地位的公然压抑或倒
退，还是一次更为自觉、深刻的女性反抗时代的来
临”[25]。女性在公共空间的可见性部分体现在短视
频的内容呈现中，女性主体呈现出对性别和社会的
多元认知，体现出矛盾的性别意识，构造出“消极
性主体”与“生成性主体”并存[26]的二元框架。其
中，消极性主体假设了束缚在社会结构中消极被动
的个体，而生成性主体则认为个体在社会结构中依
然具有创造性、想象力与自治性来实现积极能动的
社会行为，体现在认知和资源不同摆置下的“混合
主体”[27]概念。

具体表现在，乡村女性在阶层、性别和经济地
位的结构性问题中，部分女性群体消极、被动地服
从于商业逻辑与地位阶层，强化了性别差异，导致
女性话语权力的失衡。例如，许多关于家庭关系的
短视频中所塑造的“贤妻良母”形象，将女性的朴
素、能干当作理所当然的品质；乡村女性主播的形
象多为皮肤黝黑、脸颊通红、干活勤快，这似乎已
成为乡村女性的固有标签。虽然许多视频都是在讲
述其关系和睦的一面，但背后所隐含的由于男女分
工不同而导致的性别差异依然被进一步强化，乡
村女性的话语权依旧失衡，不利于社会性别意识的
树立。

不过，在平台多元文化和多维角色的呈现中，
能动主体的女性形象与积极性别意识形态的撒播，
也有助于更多乡村女性主播构建起积极能动的形
象。在短视频中，许多女性主播开始反思一些社会
刻极印象，打破性别二元对立的迷思，强调女性的
独立劳动和独立地位。例如主播“璇妈努力生活”
通过在短视频中强调自己的经济和精神独立，呼
吁更多女性群体做新时代女性，也试图撕掉旧观念
下乡村女性的标签。此前，女性被认为是缺乏公共
经验的群体，只能实现乡村公共事务的“制度性参
与”而非“实质性参与”[28]，短视频平台能够为女性
群体提供群体连接纽带与公共经验的传递，产生

策略性选择与自主反思的可能性，以及日常抵抗社
会性别问题的群体性力量。
5.4 看与被看，乡村女主播数字劳动的可见性与
公共性

在短视频的智能算法下，被算法突出的注意
规模所产生的“可见性”，形成了可见社群或注意
社群，成为圈层传播中的舆论基础[29]。短视频平台
上形象展演的可见性体现了主体的反抗意识和自
我想象，其目的在于寻求社会认同。因此，在数字
平台上形成了流动的自我形象，不受传统的刻板成
见所束缚，女性群体突破性别和阶层的固定空间，
在媒介时空下反复展演、循环、剪裁和抵抗。在社
交媒体所给予的性别可见性方面，女性群体既可以
呈现“反叛的身体”，也逐渐形成虚拟场域的“姐
妹情谊”[30]。这种从个体经验出发的可见性，逐渐
在公共领域对话中呈现出公共性的特征，同时，性
别与边缘群体的可见性也折射出乡村女性群体嵌
入智能技术与社会结构中的数字化生存与适应的
问题——乡村女性个体或群体如何打破数字不平
等？如何通过平台上的自我表露、展演来影响权力
分配？如何进行算法对抗与脱嵌，找到自己的独特
生存之路？

由于用户的注意资源有限，短视频平台中的内
容创作者被迫卷入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以注意
力和流量作为评价指标，女性更容易成为媒介环境
中被凝视的对象，媒介内容生产的原始娱乐性动机
可能转变为被平台流量驯化的盈利动机，将自我展
演的自愿劳动平台化、商业化、数据化。女性主播
具身的呈现成为被平台驯化的身体，从数字参与者
转向数字劳动者。

在乡村女性多元形象展演的可见性背后，技术
因素可能促成了乡村女性群体的自我规训，使其落
入数据和算法等量化指标的陷阱，表现在其关注点
赞量、评论数等外化评价指标，以及更加关注外界
的评论内容并改变自我形象呈现等问题。例如，一
些主播为追求流量，在短视频和直播中使用夸张甚
至低俗语言。这样的外在呈现，表面来看是自我的
“表演”，实际是剩余价值的不断让渡，使其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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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所偏好的流量和数据，这本身也是对于独立女
性自我意识的摒弃。

6 总结：零工困境与新灵工的“想象性
解决”

首先，在数字劳动的视角下，虚拟空间的数字
痕迹转化为数据资产，创造性的数字内容转化为内
容资产，由于兴趣在休闲时间“玩手机”的用户，变
成无意识的数字“玩工”。兴趣、注意与情感的投
入变成“情感与注意资源”，成为商品化环节中的
无偿劳动。同时，数字劳动的过程也逐步规则化和
游戏化，通过直播获得打赏等行为，使女性主播疲
于“赶工游戏”而获得虚假的满足感，逐渐将有意
识的娱乐动机转化为无意识打开短视频、模仿他人
等非动机驱使行为，将自由的意志转变为被无形资
本和“监视资本主义”裹挟下的必然行为。数字劳
动者将私人领域的家庭生活展演为公共领域他人
的消费对象，将休闲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完成平
台资本的增殖，将日常的社交生活、普通人的喜怒
哀乐转化为“社交图谱”和“情绪密码”，这些都对
主体性本身展开挑战，新的女性角色似乎难以逃避
旧“零工”的窠臼。

其次，新女性的社会角色与“新灵工”（Free 
Worker）形式密切相关，她们借助数字平台进行内
容创作、直播等活动，参与到数字经济中。这种形
式的劳动既允许她们兼顾家庭责任，又提供了灵
活的经济收益渠道，并通过主动性的自我表达和
社会参与重新定义了乡村女性的社会形象。因此，
在劳动过程中，数字零工的困境通过新灵工的形式
得到想象性地解决，主要通过在驯化与反向驯化、
顺从与抵抗的双向过程中实现“新女性”劳动的自
由性与灵活性，其中平台、算法等物质性因素[31]，
以及社会文化、规范、习惯等非物质性因素均影响
劳动者的灵工与零工经济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
并非时间灵活、自由化的劳动过程，或者说“不在
场”“计件”式的劳动均可以被视为是灵工。随着
平台资本注入灵工的劳动过程，她们仍然不可避免

地面临旧零工遗留下来的隐形剥削和“不稳定性”
等问题[32]：创意劳动容易沦为平庸复制和模因化的
重复，灵工劳动也面临着计流量制、平台与社群的
双重管控[33]。因此，从主体来看，从零工到灵工需
要劳动者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认知高度与算法素
养，主动抵抗算法驯化；从功能来看，平台也需要
建立更为完善的补贴和劳动保障机制，避免灵工的
异化；从关系来看，平台与个人之间需要进行“想象
可供性”的调和，“平台的流动性本身就蕴含着团
结”[34]，从而缓解数字劳动的矛盾过程。

最后，地域再现和性别再现同样是短视频新
媒介呈现“可见性”的新样态。短视频记录了女性的
“声音”，也记录了她们生活和劳作的“影像”，从
这一层面上讲，短视频的确是女性自身能动性的体
现。若简单将乡村女性主播在短视频上的身体呈
现与展演行为都归结为劳动异化与数字剥削，则同
样忽视了主体的能动性和资本的二重性。有研究发
现，短视频的数字劳动本身存在劳工分层现象[35]，
交叉性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劳动关系
的形成与发展。短视频客观上仍然是为社会大众
提供媒介生产和媒介消费行为的中介物，在一定程
度上为去流水线工业化的“温暖定制”提供了人性
化趋势的缝隙。此外，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今
天，技术不仅仅被看作“人的延伸”和对象化的器
官客体，而更多地被赋予主体的地位，“人机协同”
成为新的考察视角，智能技术作为重要赋权主体的
社会作用凸显，一般智力、技术与劳动者的关系，
也成为研究数字劳动的一个重要视角。

因此，本研究以交叉分析的视角，关注流媒体
时代乡村地区女性短视频主播的数字劳动和情感
劳动，以期为新时代乡村新女性的数字化生存和社
会性别意识的变迁提供启发。本研究从数字劳动与
媒介可见性之间的张力出发，落脚于社会性别与主
体意识的建构，提出新“女性”与旧“零工”之间的
对话，乡村地区女性通过新灵工的形式参与社会劳
动，试图超越旧零工的劳动困境。通过短视频数字
实践，新女性既通过数字介质实现了可见性，同时
也存在被算法逻辑驯化重返免费零工角色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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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是采取“逆算法”的主动实践，以流动的主体性
表征深植于平台经济之下。同时，通过剖析束缚在
宏大社会结构、中观家庭景观与微观媒介中的乡村
女性群体，探索她们在反抗标签、自我想象和找寻
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构造自己的多维生活样态、差
异化的面向和性别意识的过程与方式。因此，本研
究认为需要尊重一般智力与主体劳动的重新结合，
认可乡村女性主播群体数字化生存的付出与实践，
以及她们的情绪的价值、创意与灵感的价值，从而
超越性别视角的数字不平等，从旧的“零工”到新
的“灵工”，自主工作、灵活工作、创意工作，重归劳
动的本真性与鲜活性，获得真正自由的身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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