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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小螢幕現實」的「新」書《視頻上的

中國》，其硬皮版在 2010 年發行，售價每本

約近 140 美元。在金融風暴的壓力下，一本

十分適合那些關注中國最新「媒體文化流動樣

貌及數碼景觀」（mediascape）的學者、研究

生和記者所閱讀的著作，其應有的閱讀率一直

備受經濟制約的考驗。踏入 2012 年，平裝版

面世，事實告訴我們，這本書的學術份量並不

「輕微」，值得普及。它的「新」並不是因為有

新版本推出。站在出版的角度來說，針對「中

國社交網絡視頻」這前沿課題，這平裝版能夠

保持高的「新鮮度」，是因為我們目前在這方面

積累的寫作成果，仍算屈指可數。因此，也缺

乏對作者觀點新穎性的直接挑戰。

當一般人對微電影廣告（mic ro -mov i e 

commercial）的認識還停留於表面階段，對「輕

電影」（light movies）的說法，更是摸不著頭

腦。「輕」與「微」之間，千絲萬縷，既同且 

異。搞社會科學或行銷傳播的學者，關注的焦 

點也許是大企業「微博」塑造的微時代（micro-

era）特徵，但人文科學的研究者，感興趣的，

卻是與重量級主流文化對著幹的政治性輕紀錄 

片（l ight po l i t ica l  documentar ies）或手機

電影（cel lf l ix）或惡搞片（egao video）中的

“lightness”。正如作者在書中所提及，小螢幕

上的文本和其現實意義，細心閱讀，最容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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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的 文 學 聯 想 ， 就 是 昆 德 拉 在《 生 命 中 不

能承受之輕》裡演繹的「重」（unbea rab l e 

lightness）。Lightness 這學術分析概念不好翻 

，也非單一意義。讀者需靠書中的不同個案，

從製作、傳播、本文意義、文化及社會政治影

響，自行一重疊一重地體會。此書一大貢獻，也

正是彙集了很多不同類型的例子讓我們理解。

總括地說，藉電影研究及文學理論的啟迪，

Paola Voci 博士以「輕」作為主軸，告訴我們在

一位人文學者眼中，流動平台小螢幕上的「中國

視頻世界」是如何被忽略，又為什麼重要；是如

何既是「輕版本」的前衛，又為何是精英和大眾

文化分隔線的重創；是如何的輕成本微製作，但

又隨時可能會引發成轟動社會的大現象。

現任教於紐西蘭的奧塔古大學（University 

of Otago）語言學院中文部的 Paola Voci，年

青時曾在北京電影學院唸過書，是研究中國電

影起家的。因此，當她走進新媒體和視覺文

化的研究領域，看似自然的提問就是：新媒體

科技讓中國人自己拍了什麼樣的電影?不尋常

的，是研究過程讓她重新再界定什麼是中國電

影。小螢幕讓她看見新媒體引發的傳播思考大

轉移。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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