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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我们走进电

影院，沉醉于西方电影工业

的宏大制作和超级英雄，而

西方人却走进孔子学院学习

汉语、中医药知识……文化

在传播中不断碰撞。不经意

间，一些民间元素却以我们

不曾预料的方式在海外风靡

一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社交媒体也成为对外文化传

播的新渠道，通过生动丰富、

具有现场感的介绍，“润物细

无声”地日益凸显出文化对

外传播的正面效果。

“李子柒的视频以民间

的方式实现了文化传播，这

种从人们的心理需求与日常

体验出发的交流，往往能取

得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上

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

副院长李康化认为，这也为

传统文化的推广提供了有益

范本，既尊重受众的欣赏习

惯，推出高品质的产品，也用

专业的技术挖掘传统文化中

能够引发共情的一面。“中华

文化的全球传播，要进行分

层传播，精准触达目标受众

的心理需求。”

能够印证上述传播方式

效力的例证还有不少。2014

年，一名外国网友披露自己

连 续 半 年 在 “Wuxia

World”（武侠世界）的网站

上追完 15 部中国网络仙侠

小说的心路历程，引发了广

泛的关注和讨论，令人意想

不到的是，中国网络仙侠小

说的“出海”，给大批18-25

岁的外国人普及了数量可观

的中国传统文化。

再比如，在欧洲、北美、

南美、东南亚等 50 多个国

家和地区推出的游戏《王

者荣耀》海外版《AOV》，通

过吕布、貂蝉、赵云、牛魔

王、孙悟空等代表中国传

统文化的形象，使许多海

外玩家对中国传统历史文

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腾讯

公司副总裁、天美工作室

群总裁姚晓光认为：“互联

网等新技术为传统文化提

供了广阔的展示平台，为

传统文化带来了更丰富的

活化手段，更加促进了文

化传播方式的演进。”

此外，一些制作精良的

综艺、电影、电视剧等也在海

外引发观看热潮，这些大都

是人们乐于接纳的文化传播

方式，尽管民间化、娱乐化，

却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化传播

潜力。

相比孔子学院式底蕴

深厚、科教书级的文化传

播，影视作品、动漫作品、网

络文学以及网红经济背景

下的短视频作品等等这些

更接地气、更贴近日常且带

有传统印记的文化传播方

式，是值得进一步深耕的领

域。正如媒体评论李子柒的

视频“没有一个字夸中国

好，但她却讲好了中国文

化，讲好了中国故事”。用不

拘一格的眼光，看待流行文

化传播方式与中国传统文

化内涵之间的互动关系，实

则有利于我们突破文化的

藩篱，在多元交流中与世界

增进理解，让传统文化的传

播更加别有意趣。

（本版编辑综合）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三月桃花开，采来桃花酿成酒；五月樱桃季，酿樱桃酒、煨樱桃酱、烘樱桃干；骑马入林、田

里插秧，下荷塘采莲挖藕；从手工造纸，养蚕缫丝，再到制作各种家居物件……90 后美食博主李子柒的视频多以中

国传统乡村生活及其中独特的物产为中心，既有着不食人间烟火的唯美氛围，又充满着恬淡静美的田园气息。

李子柒的走红，并非一夜之间。在短短数年内，她通过视频展现充满美感的生活方式，让“粉丝”从最早的古风爱

好者一路扩展到更广阔的人群，甚至被大量海外网友津津乐道，这为我们理解近年来频频出现的文化“出圈”“出

海”现象、了解网络时代背景下的传统文化传播方式，颇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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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开李子柒的微博，几

乎每条视频都有几千万次的

点击。一条11分钟的《笔墨纸

砚，中国的文房四宝！》就有

超过 1.1 亿次的观看数。点开

一看，从炼烟、和料、制作、晾

干、描金，衣饰古朴的李子柒

没有一句台词，却将制墨工

艺“娓娓道来”……

李子柒的视频作品，围

绕美食、家居、传统手工艺等

主题，用四季轮转的物候变

化、应季应景的巧思细节，为

观者徐徐展开一幅“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生

活场景，扩展了古风美食短

视频的内容和表现手法，激

发了众多海内外粉丝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热情。

李子柒拥有微博粉丝超

2000 万 ，抖 音 粉 丝 超 3000

万，在海外社交网站上坐拥

700万全球粉丝，这一数据甚

至超过了多家外国重量级媒

体，许多海外网友用本国文

字留言，一抒对这位“东方美

食生活家”的喜爱之情。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颐武看来，李子柒视频让

外界看到了中国年轻人生活

方式中别有意趣的一面，对

于增进世界对中国的理解、

破除刻板印象有积极意义，

而这种大众文化传播方式更

有着独特优势。

李子柒的走红，也引发

了一些质疑。有人认为她关

于中国乡村生活的复现加了

“滤镜”，太不真实；也有人说

她的视频肤浅简单、深度不

够，承担不起文化输出的夸

赞；还有人认为她过于偏重

展现中国的乡土生活，缺乏

对中国现实的更为丰富的呈

现……种种争议，其实传递

着新流行文化现象与传统文

化认同的碰撞。

文化学者贾静楠认为，

李子柒视频美化了中国农村

生活，并不能代表全部农村，

但其中的劳作和生活方式、

饮食服饰、手工艺品等内容，

传递出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

意蕴，田园牧歌式的影像满

足了国内外一些观众对于传

统中国的想象，说明中国文

化可以创新手段发扬光大。

李子柒成为视频博主，

源自 2015 年。为了陪伴年

迈的奶奶，她结束了城市的

漂泊生活，回乡创业。为了

给自己的网店增加销量，李

子柒自拍自演了一系列美

食视频，由于画面唯美清

新，开始获得广泛关注。

能够从众多视频博主

中脱颖而出，应该说李子柒

确有其独到之处，比如，她

用自制酱油烹制一桌美食，

从清明时节播种黄豆开始，

历经采摘、拣选、制酱、滴

滤、提纯、熬煮等一系列步

骤，才最终完成，不过十来

分钟的视频，拍摄的时间线

却跨越两年。

不止于此，随手就用棕

叶编只篮子盛放樱桃，养蚕

为奶奶做蚕丝被，用吃剩的

葡萄皮为自己染一件轻纱

薄裙，将捕获的小龙虾中还

没长出大钳子的扔回池塘

……在田园慢生活背后，李

子柒的视频中也有勤劳惜

物、尊老爱老、敬畏自然等

传统美德的细腻流淌。

浓缩在视频之中的守

候与温情，在崇尚高效、便

捷的现代生活方式面前，让

观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

顺应自然规律、追求平静恬

淡的美学追求以及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和谐理想有了

更为直接的体悟。随着的李

子柒的镜头，中国传统文化

借由蜀绣、竹编、活字印刷、

文房四宝等等承载物，为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所知晓，东

方古国的文化魅力也跨越

了文化的差异，以一种“有

趣”“好看”的亲切姿态，为

越来越多的海内外网友所

领略。

与李子柒类似的热门

美食博主“滇西小哥”，也是

一位为了陪伴家人、放弃都

市生活归乡创业的云南妹

子，她用视频记录了一道道

家乡美食，其中不但能看到

地道的云南风味，还展示了

不少的民间习俗，在海外社

交网站上的订阅量将近350

万。凭借传统木匠技艺征服

外国网友的“阿木爷爷”，用

青春热情打造“向往的生

活”的“野居青年”，以科学

精神专注“无用发明”的“手

工耿”……一系列热门视频

博主，向我们展示出风格各

异的生活姿态。

“文化有多个维度，既包

括舞台展台艺术，也包含日

常生活中的器物之美，人们

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进程

中涌现出的创造力。”浙江大

学传播学教授吴飞表示，“李

子柒们”走红背后，是视频产

品用“人物设定”支撑起了生

活美学的个性化表达，同时

应该关注的是，生活中那些

看似悄悄流过的日常，如何

引发共情，又能为我们的传

统文化传播提供什么样的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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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子 柒 是 谁 ？

在我看来，她就是

余 光 中 ，她 就 是

“料理鼠王”，拍得

出“乡愁”，做得出

“妈妈的味道”。李

子柒的成功，在于

热 爱 ，爱 生 活 、爱

家 乡 、爱 文 化 。而

每 一 个 喜 欢 她 的

人 ，也 是 因 为 爱 ，

才 懂 这 个 叫 李 子

柒的姑娘。

李 子 柒 是 四

川绵阳人，我也曾

去过一次那里。但

就那一次，自己就

深 深 地 喜 欢 上 了

那 里 。客 观 讲 ，绵

阳确实漂亮，如果

给 全 国 的 城 市 打

分，绵阳一定位居

前列，但这绝不是

李子柒火的原因。

我是走马观花，喜

欢 那 里 的 江 河 纵

横，喜欢晚上坐在

江边喝夜啤酒，喜

欢 李 白 故 里 的 文

化底蕴，但我成不

了李子柒，因为她爱绵阳深入到这

里城市乡村的血脉里。因此，我说李

子柒就是余光中。诗人余光中把自

己炽热的思乡爱国之情写成“乡愁

四韵”，将“长江水”、“海棠红”、“雪

花白”、“腊梅香”四组意象有机地组

织在一起。给我一瓢长江水，给我一

张海棠红，给我一片雪花白，给我一

朵腊梅香，用近乎白描的写实，写出

乡愁的滋味、乡愁的烧痛、乡愁的等

待 、乡 土 的 芬 芳 。李 子 柒 虽 年 纪 轻

轻，又何尝不是这样？做菜、酿酒、造

纸 、纳 布 鞋 、做 汉 妆 、编 篮 子 、砌 炉

灶、盖凉亭，哪一个不是不加修饰的

写实？对家乡的爱，对文化的爱，都

在一帧一帧的画面里。

出生于 1990 年的李子柒，打小就

和爷爷一起做木工，陪奶奶一起做

饭，庄稼成熟时，便下地干活。后来外

出打工的她为了陪伴奶奶，放弃了城

里的工作。回到乡下后，为了网店的

流量，她自导自演的古风美食视频意

外地火了。因为她做出了家乡的味

道，做出了爱的味道。因此，我说李子

柒就是“料理鼠王”。电影《美食总动

员》最打动人的一个镜头就是，尖酸

刻薄的评论家在吃到小老鼠给他做

的普罗旺斯蔬菜时，手上的勺子掉到

了地上，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停止了。

镜头一转，是小时候的某一天，他玩

得满头大汗，肚子饿得咕咕叫地回到

家，妈妈温柔地摸他的头，端给他一

盘食物，对他说，饿了吧，吃吧。那就

是普罗旺斯蔬菜，妈妈的味道。我们

每个人都吃过很多好吃的东西，但任

何一种美味的食物都无法替代的，就

是妈妈的味道，家的味道，家乡的味

道。李子柒的短视频就拍出了家乡的

味道，酿酱油、蒸窝头、晒粉条、吊柿

饼，每个镜头都那么细致、亲切。我看

她用簸箕一次一次颠黄豆的动作，真

的很亲切、很感动，这样的农活小时

候我也做过。

没 有 热 爱 就 成 不 了 李 子 柒 。同

样，没有热爱也看不懂李子柒。如果

说她的作品我们中国人多多少少都

会感到熟悉，那外国人呢？完全都是

带着好奇就成就了李子柒的海外传

播奇迹吗？不是，不是好奇，而是他们

看懂了李子柒的热爱，也触动了他们

心底里的热爱。这种热爱是相通的，

也解释了为何李子柒的很多作品完

全没有翻译却依旧不影响这些视频

火遍全球。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

心相通。李子柒的视频，没有一个字

夸中国好，但她讲好了中国文化，讲

好了中国故事。她只是默默地在那里

干着农活，偶尔地跟奶奶说几句四川

方言，但全世界各地的人，却开始了

解“有趣好看”的中国传统文化，并纷

纷夸赞中国人的勤奋、聪慧，进而开

始喜欢中国人，喜欢这个国家。不得

不说，李子柒是个奇迹，一颗平常心

做出了国际文化传播的奇迹。

我 钦 佩 这 位 姑 娘 。但 我 也 蛮 自

豪，因为我就是她作品背景里的一个

点。从今天起，像李子柒一样热爱生

活，活出中国人的精彩和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