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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朋友说，李子柒拍的视频真的很
美：传统手工、细密认真，田园风光、恬淡自然。

正如我的两个同事所说：李子柒用力生
活；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田园梦。是的，我
们喜欢她，是因为我们在她的镜头里寻找自
己，寻找世外桃源。

中国的文化中一直有“入世”与“出世”
并行的悖论。“入世”就不用多说了，“学而优
则仕”一直是读书人的梦想，进而“治国、平
天下”，再俗一点，叫“货与帝王家”。另一方
面，我们的文人动不动就抒发对自然的向
往，这就是“出世”。陶渊明把“出世”表达得
最为淋漓尽致，他的文字，或许就是晋代的
李子柒视频。所不同的是，陶渊明的悠然见
南山，是一种王国维所谓的“无我之境”：他
在看山，山也在看他。但李子柒的视频，已
经与现代流量商业紧紧绑在一起。有媒体
说，李子柒在“油管”上的流量，每月为她带
来几十万美元的外汇。陶渊明放下五斗米，
可不是为了追求万石米！

我没有丝毫非议李子柒的意思，相反，我
非常非常向往她的生活，但我与你一样，缺乏
经营好这种生活的能力。其实，在李子柒之
前，也有不少人在短视频APP上直播田园生
活。譬如，一个打工回乡的小伙，就用手机直
播在稻田里捉鱼、挖黄鳝，也获取了不少粉丝
的关注。但他没有李子柒这种一以贯之的系
统性认真、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认真。认
真，可不是努力这么简单，而是一种品质。
李子柒的认真，就是一种品质、一种能力。
正因如此，她才能引起商业团队的关注和介
入，进而让她的视频拍得更美更吸引人。如
果你觉得一个画面拍得很自然很舒服，并不
是拍摄者偶然为之，而是蕴含很多数量的劳
动。只有高水平的拍摄者，才会让镜头的表
现了无痕迹。

有评论说，李子柒的视频，没有一个字
夸中国好，但讲好了中国故事。我觉得，这
不仅是夸奖她讲的内容好，而且肯定了她的
努力本身就是中国好故事。所以，我对加在
她身上的“文化输出”标签不以为然。她只
是做好她自己，无意承担这种重量。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域和能力。
我们喜欢李子柒，但我们不一定有她那种表
现能力，那么我们不如在自己的领域内，尽
自己的能力好好工作。做好自己，也是讲好
中国故事。

做好自己
就是讲好中国故事

□前度郎

2018 年 1 月，因在上学路上结了
一头冰霜，云南“冰花男孩”王福满引
发各界关注。近日，因为申请贫困户
被拒，“冰花男孩”的家庭再次引起舆
论关注。

据报道，12 月 8 日，王福满的父
亲王刚奎在网上发文称，自己想申请
贫困户，同时给家人争取村中公益性
岗位，但都没有被批准。对此，当地
村委会主任王刚明回应称，王刚奎家
的贫困户评定资料已经递交，但由于
不够评定标准，未获批。

客观而言，“冰花男孩”的家庭是
否符合贫困户评定标准、是否有资格
获取公益性岗位，我们不必为“冰花
男孩”之前的情感所羁绊，而要根据
他家的实际情况以及相关的评定标
准作判断。

在硬性标准上，云南省印发的
2019年度《关于进一步完善贫困退出
机制的通知》贫困户退出标准中，涵
盖了人均纯收入、住房安全、义务教
育、基本医疗和饮水安全等几项关键
指标。无论是住房安全，还是每月三
四千元的务工收入，“冰花男孩”家都
不符合贫困户评选标准，未获批符合
事实认定，说明当地在执行标准上还
是比较严格的。

至于公益性岗位的获得，需要以
贫困户资格作为前置条件。按照当
地规定，村中负责清扫道路的公益性

岗位要求安排给贫困户，而且年龄也
不能超过 55 岁，但王刚奎母亲已经
60岁，无法申请该岗位，也属于正常。

根据以前的新闻印象，“冰花男
孩”很容易勾起人们内心朴素的情
感。因此，“冰花男孩”之父申请贫困
户被拒，我们若没有理性的认识与判
断，很容易被先前朴素的情感所左
右，而忽略了对客观事实的尊重。

情归情，理归理，在社会爱心给
予“冰花男孩”以同情与援助之时，如
何避免因为过度关注和呵护，而出现
情绪的变化、思维的改变乃至价值上
的偏离，也需要冷静思考。

在理性与感性之间，个体要避免
被“感性的情感所控制”，实现“理性
的事实评判”并不容易。多数情况
下，我们极易出现情感上的偏好，并
最终导致对事实本身的无视。情感
左右下的情绪偏好与认知偏差，会带
来某种强烈的暗示与诱导，让相对一
方产生路径依赖式的错觉。在情感
上，我们既希望“冰花男孩”一家彻底
脱贫，但又不希望他们完全靠外界援
手，乃至陷入“利用舆论”的争议。

此次争议的真正价值在于，有了
“云南一扶贫工作者‘骂’贫困户”与
“云南昭通一村民拒绝签字脱贫”的
一系列新闻后，在当前这个情感泛滥
的时代，如何避免被情感所羁绊，而
培育基于事实上的理性情感和公共
认知，既是一个素养维度，更是一个
文明指向。

“冰花男孩”家申贫被拒，让情归情理归理

前几天，一个朋友在微信朋友圈转
发了一个链接，并配文：向往这样诗意而
美好的生活，远离城市的喧嚣，拥抱自然
的美好！点开一看，是一个名叫李子柒
的漂亮姑娘，一袭古风打扮在一派田园
风光里做农活儿。姑娘身后的屋檐、灶
台、花瓶、青草、树木、泥土都仿佛油画般
美好，连一堆黄豆都有了诗意的圆润，一
缸水都有了诗意的光影。这才是诗意地
栖居于大地。

当时我还不知道李子柒是谁，看着她
在厨房烧火做饭时，空气刘海还能一丝不
乱且穿着甄嬛般的华服，以为是在拍电影
呢。后来我才知道，李姑娘是一名美食博

主，专业打造纯手工美食。其他美食博主
做饭使用辣酱，她不是，她从制作辣酱开
始，不，从种豆子开始，然后等待豆子生
长、成熟，再收获，再一步步制作辣酱……
还别说，这么细致轻慢的制作过程，确实
少见。

后来的后来，我才知道，李姑娘不仅
是美食博主，而且是淘宝天猫上的卖家，
产品销量惊人。其实想想也知道，姑娘一
个人能做出多少瓶辣椒酱，一天几十瓶几
百瓶不得了了，成千上万的销量大概也只
能由工厂批量生产吧！但大家买得无怨
无悔，乐此不疲。说到底，大家买的不是
辣酱，而是对美好田园生活的向往。

城里的网友们，大概也知道中国的乡
村并非处处诗情画意，但每个人心里都住
着一个诗情画意的梦，忙碌之中，无暇去
实现，而李姑娘的视频里，她与奶奶相依
为命，一座老屋，一口水井，一条狗，自给
自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正是
实现了你我心中的那个梦。顺便说一句，
她背后有一个很牛的公司，她早早注册了
跟自己名字有关的近百个商标以及年收
入近一个亿。这种大家向往的生活，也契
合了网上那个著名的段子：一间茅屋、一
亩良田，一个茶杯、一亿存款。

对李姑娘来说，她很可能离段子里的
那个人越来越近了。

她实现了都市人的田园梦

李子柒的视频淡化了田间生活的辛
苦和琐碎，把美好的一面呈现给大众。有
人质疑她作秀，但她把秀作得这么好，不
也是一种成功吗？这种成功的背后，不正
是她的付出与坚守吗？

李子柒是一个用力生活的四川妹子：
6岁丧父、14岁时便进城打工，300元工资
起步，睡过公园长椅，做过各种各样的工
作。8年后，奶奶病重，她放弃了城里的工
作，回到乡下。为了糊口，李子柒摆过地
摊，开过淘宝店，但都没有成功。为了网
店的流量，她自2015年开始自导自演古风
美食视频。那时，她没有视频拍摄团队，
把相机垫在石头上、架在板凳上，甚至挂
在树上，来回调试，只为拍摄一个镜头。
为了拉出正宗的兰州拉面，她到甘肃拜师

学艺，足足练习了两个月。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李子柒的

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她契合了人们精神上
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在嘈杂的现代社会，
寻一方净土，换一种生活方式，安放疲惫
的心灵。即便自己做不到，但她的短视频
让你“心”临其境，心向往之，成为网友的
治愈系；另一方面，她总能有一些新奇的
点子分享给大家，包括美食领域，也包括
生活的方方面面。她坚持选择好食材，坚
持好好做事，做菜、酿酒、造纸、纳布鞋，几
乎每条视频都有几千万次的点击量。在
物质上，人们更崇尚自然，而在李子柒做
的东西里，没有工业社会的污染。

李子柒的视频反映的是一种积极的
生活态度，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镜

头前的高光是为了展现美，而展现美又有
什么不好吗？养宠物猫，它吃喝拉撒的日
常，你晒的应该也只是前半程。至于真真
假假，我想大家有自己的观点，没必要互
相说服，但是有些东西是假不了的：李子
柒干活的麻利程度和掌握的技巧，她做事
的认真和坚守，远远超过绝大多数键盘
侠。

在认识李子柒之前，我与儿子讨论过
网红的问题，并对网红造假、吃青春饭的
现象进行了抨击。但儿子说，网红没有镜
头前那么风光，为了一个镜头，他们可能
会拍好几天，连节假日都没有，因为害怕
被淘汰。

努力，用心，是李子柒们成功的法宝，
也是我们应该看到的闪光点。

努力和用心，让她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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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柒的视频火了。这个姑娘用生动的镜头语言表现她在四川乡下的生活，吸引了国内外大量粉丝的关注。与一般“美食博主”
不同，别人做菜用酱油，也许从“我们已经有了酱油”拍起，她则从“我们如何种黄豆”拍起。然而，她为什么能博得万千喜爱，又不仅仅
是单纯拍摄原生态的生活这么简单。

我们在李子柒的镜头里寻找自己

新华社记者12月10日在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2019至2020冰雪旅游旺季即将到来，为确
保游客出行安全、旅游舒心，吉林省正在开展一系列集中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黑旅行社”“黑导游”“黑
车”“黑店”。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冰雪旅游，少点套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