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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世代，他们怎么看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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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网红”，人们都不陌生。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社交平台、视频网站、直播平台日益蓬勃。新一代“网红”赶
上内容创作风口，各具风格的作品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

如今，网民尤其是年轻网民已经越来越注重“网红”的内涵，优质内容和价值观念的展示成为“网红”成功的核心竞
争力。在浙江，就有不少在各领域享有超高人气的“网红”。他们有丰富的知识、出众的才华、独特的个性，也兼备可贵
的人格魅力、端正的价值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强大的内容输出能力，对互联网文化乃至健康社会风气营造起到
重要作用。

这个暑假，浙江日报联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进行了一场特殊的社会观察——5 位大学生与记者同
行，共同寻访活跃于浙江的多位“网红”。这些大学生常被称为“Z 世代”，即互联网世代，他们在互联网时代成长和接
受教育。Z 世代的年轻人需要什么样的“网红”？这些“网红”如何看待自己的影响力？一次次思维碰撞中，答案逐渐
清晰。

采访车从杭州城区出发，驶向青山
连绵的临安方向。车中，25 岁的浙江大
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研究生于海情有
些兴奋。“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网红’，
但却是第一次能面对面与‘大网红’深入
交流。”她觉得很荣幸，希望此行能挖掘
更多“网红”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于海情口中的“大网红”，是临安锦
南街道横岭村的篾匠潘云峰，在网上，他
以“创手艺”为名展示竹编技艺，粉丝量
超千万，一路火到海外，被人称作“杭州
李子柒”。这或多或少给他的农民身份，
镀上了一层“明星”光环。

盘山路比于海情想象的更加漫长，进
入横岭村后，我们一行人按照潘云峰提供
的地址下车，经村民指路，再爬上一个山
坡，才终于见到前来迎接的潘云峰。眼前
的中年男人，穿着那身视频中常见的军绿
色工装，身形笔直。无论从穿着，还是谈
吐举止，都与于海情对“网红”的刻板认知
相去甚远。“在他身上，我看到的是一股农
村人特有的朴实。”于海情说。

20 岁的黄锦暄有更强烈的“破次元
壁”感。在见到浙大二院急诊科副主任
医师卢骁前，她就已被职场真人秀《令人
心动的 offer3》中卢骁的“铁汉柔情”圈
粉，节目里的卢骁严格中不失人文关
怀。我们跟着他走进急诊科室，眼前超
1 米 8 的背影有一点压迫感，但真正坐
下，一开口，那种熟悉的温和感便迅速拉
近了大家的距离。

在我们对谈的办公室外，是一条长长
的过道，和监护室一墙之隔，卢骁说，总能
看到有人跪在墙边。身处这样的环境，他
口中生离死别的抢救经历，更叠加了一层
真实的冲击力。但在黄锦暄看来，交流中
最触动她的不是人间悲欢，而是卢医生面
对急救工作的心态——即使前面五个人
都没有救回来，面对第六个患者时，还是
要拼尽全力去救，有信心才有希望。

“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
安慰”是医生要直面的日常。“我能体会
到他面对死亡和未知时的无力，但他还
是选择像从未失败过一样，把握住每一
次机会。”从网络上的刚柔并济，到现实
中的极限坚守，眼前的卢骁，让黄锦暄想
起不断推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

日常中能吸引黄锦暄长期关注的
“网红”有共通之处。“都有自己作为普通
人，但并不普通的闪光点。”这些各展所
长的“网红”们，让她意识到了生活的差
异性，从而更能对他人的厄运保持悲悯，
对自身的幸运抱以审慎。

20 岁的王耀敏收获更多的是“破
圈”的快乐。“关注这些正能量‘网红’，打
破了我的信息茧房，让我看到了自己舒
适圈外的知识内容。”此次，她的采访对
象是野生动物专家“黑鱼周”周佳俊。这
一她此前从未关注的“冷门”领域，在周
佳俊的科普下变得生动鲜活。了解到周
家俊的网络内容生产均是基于兴趣和热
爱，王耀敏倍感鼓舞。“我也应该坚持去
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互联网思维是“Z 世代”共同的烙
印。有专家认为，网络改变了他们对
世界的认知和交往方式，他们既是阅
读者，又是书写者，既是叙述者，又是
接受者。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观察发现，被
Z时代推崇的“网红”们，既是他们的“信
息源”，也是被选择、认可的“代言人”。

“‘网红’不应再是‘搞怪’‘低俗’的
关联词，而应该是网络正能量的传播者，
我们要能够从他们身上窥探到人生的价
值与意义。”于海情认为，比如潘云峰，他
拒绝了很多商业合作，专心在传统竹编
手工艺领域深耕，“这种对初心的坚守，
令我十分敬佩。”

由此看来，Z 时代需要的“网红”，与
他们的网络需求息息相关，与他们的价
值追求相辅相成。此次对谈的“网红”
们，都或多或少对应了这种需求。

他们是“Z世代”的“信
息源”也是“代言人”

黄锦暄

如果没有浙江日报的这次采访活
动，我很难想象会有机会和卢骁医生
面对面交流。约定采访的那天，我早
早地来到急诊大厅，一踏进这里，挤满
大厅的病人和家属、在耳边萦绕的机
器滴滴声都给予我无形的压力和紧张
感。医生和护士们个个走路带风，卢
医生便是这样一阵风似的出现，直到
采访开始，他冲我们笑了一下，我才从
这种氛围中找到了真实感。

在综艺节目和视频平台上，剪辑
和配乐曾极力挖掘着他身上的戏剧色
彩和英雄气质。“抗疫英雄”“急诊医
生”“铁汉柔情”是此前卢医生留给我
的印象。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这些更
像是抽象的符号，我感受到的是“神
化”的叙事；而当他和我们面对面分享
日常的时候，我才慢慢感受到他行动
背后的勇气与挣扎。

这种鲜活源于他叙述时传递的情
绪。不同于节目中的严厉风格，卢医
生讲话温和，时不时还会露出憨厚的
微笑。他的语调会随着叙事的内容起
伏，聊到凝重的话题时也会不自觉地

流露出惋惜与遗憾。而这位硬汉在
“救死扶伤”的光环之下，往往要面对
熬夜加班、随时待命的日常，因血淋淋
画面常难以入眠的创伤，每月十几位
患者的生离死别。我看到了卢医生面
对死亡和未知的无力，也正基于此，

“一往无前的勇气”“坚定不移的信念”
这些元素，更让我备受触动。

作为一名 Z 世代的年轻人，我有
时会迷茫于生活的种种无奈，也会有
难以凭着一腔热血为一件事拼尽全力
的时候。但在卢医生的世界中，需要
一往无前。当我对生活充满疲惫的时
候，通过他的视频，我会意识到，在这
个国家，有一群人会为许多像我一样
的普通人拼尽全力、欢呼哭泣，这常常
使我对自己的懈怠感到愧怍，同时拥
有了幸运者的感恩。

对我来说，优秀的“网红”能够让
我从他们的视频里看到自己，或是发
现生活的快乐，或是审视自身的不
足。虽然现在我可能是他们的追随
者，但在未来，我希望成为他们的并行
者，甚至是他人的领跑者。

（作者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
化学院学生）

“我希望成为他们的并行者”

“这个时代，偶像是不需要的，但
我们需要榜样。”哔哩哔哩网站 2021
百大 Up 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用
一种形象的方式去分析：榜样的“榜”
是木字旁，木头是会腐朽的，所有的榜
样都是有缺陷的，而木字旁也意味着
这个“模板”是可复制的。这恰好与调
研中，学生们普遍对“网红”的期待相
符——“平凡的人生，有趣的灵魂，可
被模仿的人生故事。”

面对自己的“网红”身份，参与访
谈的几位“网红”都抱着一颗平常心。

“我是靠我的这双手火起来的，大家是
认识我这双手才认识我这个人的。”
相对于公众人物，潘云峰更强调自己

“手艺人”的身份，他承认自己也对突
如其来的影响力产生过迷恋，但最终
并没有沉迷于流量，而是将粉丝对他
的喜爱转化成了自我提升的动力。“会
感觉只要我的创作不断，大家对我的
喜爱也会继续，这也让我对自己的手
艺更加有信心。”上线一个月粉丝就破
200 万的“帅农鸟哥”杨军昌，也始终
把“普通人”挂在嘴边。“我就是一个普
普通通的农民，唯一不同的就是我还

会拍视频、剪辑，就是那种‘新农人’
嘛。”

“网红”的光环并非凭空而来，访
谈中我们发现，他们身上的那点“不一
样”多是自身优秀的一种延伸。在通
过网络向外展示之前，他们都是各自
领域的佼佼者：

在城市闯荡半生的“鸟哥”熟练掌
握了喷绘、墙绘、焊工、木工、泥工、水
电等技能，粉丝称他“乡村魔法师”，好
奇“还有什么是他不会的”；卢骁是浙
大二院急诊医学科最年轻的出国进修
医生，也是武汉抗疫时期，科室里第一
位报名上前线的人；追逐风暴的少年

“风羽酱”苏镝坷，不仅是摄影科班出
身，还掌握着不输专业研究者的气象
知识。

这些自然流露的个人魅力，是营
销不来的。在与嵊州黄泽中学教师

“韩老湿”韩晓的接触中，一个故事触
动了 21 岁的俞盈盈。一次，韩晓视频
中的“常驻嘉宾”学生竺文杰的鞋坏
了，学生家长从门口超市随手买了一
双 38 码的鞋，但他根本穿不下。韩晓
知道后，送了他一双合脚的运动鞋。

采访当天，那双白鞋正穿在竺文杰脚
上，已经有些发灰发黄。“他天天穿不
愿换。”韩晓笑着打趣说。

“她首先是因为爱学生，才深深受
到学生爱戴的。”俞盈盈说，很多老师
在职业选择时会提到，留在校园能使
自己感受到青春，但他们更多的是作
为旁观者。韩晓做到的则是加入到青
春队伍中去，放弃年龄带来的“威望”，
依靠人格与能力建立和学生之间的关
系。这是件很值得佩服的事。

这也与韩晓想要通过视频传达的
理念一致。“我希望让大家觉得，学习
是一件快乐的事。关于青春，要积极
向上，笑对成长。关于生活，要眼里有
光，心里有爱。”

杨军昌最想向网友证明——“只
要肯努力，在农村也可以生活得很
好。”2017 年前后，短视频兴起时，杨
军昌跟着视频教程一点点自学，5年过
去，他已掌握了 20 多种剪辑软件。现
在，他用镜头向大家介绍家乡的美景
和农产品，展示乡村生活的淳朴和自
然。“在外打拼 20 多年，回到农村才发
现，家乡是什么都不缺的宝地。”

他们都有平凡的人生、有趣的灵魂和可被模仿的人生故事他们都有平凡的人生、有趣的灵魂和可被模仿的人生故事

采访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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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面对面的思想碰撞，让这些
年轻人一些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韩老湿’让我对短视频的印象
改观许多。”俞盈盈说，此前她对一些
短视频平台推送的内容并不买账。在
她看来，眼下一些平台仍存在低质量
信息，这些内容对公共空间的占用，可
能会掩盖优质内容。但韩晓的视频如
同一股清流，让她看到短视频也能发
挥“记录美好生活”的作用。

具有引领性的“网红”，应是不完
全依赖于平台的创作导向，有自己的
思考和坚持，甚至能通过自己或团体
的努力，促使平台内容更优质，更具社
会价值，这是 Z 世代普遍认同的观
点。但目前，如何形成优质内容创作
的激励机制仍是课题。

有时，内容创作的质量与所获流
量并非正相关，苏镝坷便面临着这样
的困惑。他的 b 站账号“风羽酱”，记
录了一系列天气事件的现场，希望借
此 传 递 科 学 的 观 测 理 念 和 气 象 知
识 。“ 但 感 觉 自 己 的 账 号 到 了 瓶 颈
期。”苏镝坷说，由于题材小众，视频
的浏览量会碰到“天花板”，有时候投
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科普作品也会
遭遇滑铁卢。

他的视频在发布之前都经历了漫
长的制作过程，从跨越千里到全国各
地实地追逐风暴，到创意设计，筛选素
材、剪辑成片，他力求在真实性的基础
上保持作品的艺术性，让不少粉丝从
中感受到了一种“克制”的美。与此相
反，圈中也有“网红”选择走流量道路，
充满噱头的文案、张冠李戴的解说，配
上紧张刺激的音乐，一系列吸引眼球
的操作着实能收割不少流量。对此，
苏镝坷也考虑过是否该借鉴转型，但
这样的失实科普与他的初衷背道而

驰。“我还是做不到，我控制不住自己
剪辑素材的手。”他夸张地按下自己的
手臂，也按下“浮躁”，选择继续做一个

“匠人”。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保持自身的

清醒显得尤为可贵。“网红 IP 化已是
大势，作品和人往往绑定在一起，甚至
人比作品更重要。”21 岁的聂海英说，
她喜欢的“网红”，最低门槛便是做一
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不轻易“塌房”。

而要保持良性循环，需要网红、平
台、政府，乃至整个社会形成合力。“当
下的互联网环境中，‘网红’应该倡导
或引领一种善的价值观，展示美好的
生活方式，引导优秀的审美跟文化。”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李
东晓认为，在自然生长情况下，未来网
络文化会越来越细分，一些小众文化
也会找到生存空间，不同类型和群体
的文化之间会相互交流、影响。我们
需要营造一个宽松、开放，有效监管的
互联网环境，在给网红充分提供创作
和传播的空间之余，对低俗有害内容
加强监管。

8 月 1 日，国家网信办发布的《互
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正式施
行。规定指出，从事经济、教育、医疗
卫生、司法等领域信息内容生产的账
号，不仅专业性强，还与人民群众的人
身、财产安全密切相关，对此，规定要
求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对上述账号
加注专门标识，以便公众知悉了解，对
账号信息内容作出合理判别，进一步
推动账号主体合法合规运营。

“这是对众多‘网红’和相关机构加
强监管的信号，未来‘网红’或将越来越
职业化。我们要为他们提供宽松有序
的环境，规范其健康生长。”浙江省社会
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王崟屾说。

提供宽松有序的环境，帮助他们健康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