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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潮人

一条弹幕说：“他从不抱怨，一切突发情
况只当是旅途风景。”

在西藏阿里，徐云在暴风雪中连续骑行
2 个多小时，因风雪不停，只好在公路边临
时搭帐篷躲避。他把气罐点燃，先烤了烤冻
得青紫的手，又烤了烤冻僵的脚。此时一辆
大卡车路过，车上的人招呼徐云上车，可徐
云摆了摆手拒绝了。他说：“骑行嘛，不搭
车，这是我的原则。”

他对记者说，人在孤独的环境里遇到困
难时，情绪稳定是必备的素质，“遇到事的时
候先不能慌，你先想解决办法，因为焦躁不
能解决任何问题，是不是？”

很多人担心徐云的安全。他告诉记者，
自己的风险管控意识是比较强的，只是有时
候观众不了解，觉得是在冒险。他说，运气
总有用完的时候，长期玩户外需要很谨慎，

“一旦我认为这个东西有危险性，就会及时
停止或返回。生命只有一次。”

有留言道：“徐云的视频能给人一种
真实的平静的力量。”“他做到了很多人一
直想去做，而又没法做的事儿。”有人将徐
云评价为“六边形战士”，所谓的“六边”即
保持观感上的整洁、足够的休息、骑行量、

单人无团队、视频质量和更新频率、保持
健康。“除了他，同时做到这六点的人几乎
没有。”

有粉丝总结了徐云能够做到的原因：
“在精神上他自立且富足，人格上健全且自
信，所以他有余力做自己想做的事。他是懂
得怎么去体会生命生活之美的。”

满载寄托与力量的骑行，让很多人忍
不住借徐云探讨人生的意义。徐云告诉记
者，骑行时，他基本处于放空的状态，“什么
也不想”。晚上休息前，最多想想第二天的
路线，没有复盘过什么。他每天会收到几
百条私信。在 1 月 30 日的视频中，徐云借
休息养伤解答了网友们关于意义的问题，
他说：“让自己活得开心很重要。我也很理
解有的朋友为了生存，被迫每天过重复的
生活，我以前在工厂打工也是同样的心
态。如何重拾对生活的热爱，我觉得最重
要的是你得找到自己的爱好。一项爱好能
点燃你的生命之光。”

他再次提起骑行的初心，“很简单，就是
想四处逛逛”。两年多下来，他认为自己是
热爱骑行的，不然不可能坚持。他告诉记
者，自己只是与大家日常的生活方式不太一
样。他所理解的流浪，是四海为家。他的本
名是 3 个字，网名取为“徐云”，一是为了网
络名称读起来顺畅，二也有“云卷云舒”的涵
义在其中。

他在视频中说：“其实，每种生活方式，最
终都会回归平凡，只有平淡才是生活的本质。”

采访的后半程，徐云向记者分享了自己
非常喜欢的另外一部电影——《白日梦想
家》，也因为这部影片，他非常想去冰岛看看
极光。他说，如果有机会，他想从新疆出发，
途经哈萨克斯坦、伊朗、土耳其，再到保加利
亚、罗马尼亚，穿过东欧，直至冰岛。

人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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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至西藏阿里中线色林错附近时，忽然起了七级大
风。距离村庄还有一段距离，徐云选择在一处公路下的涵洞
扎营过夜。帐篷被风吹得像鼓胀的帆，气温随日头迅速下
降。入夜，徐云照例在帐篷中做饭、吃饭，享受着一天当中许
多观众最喜欢的温情时刻。睡前，徐云察觉到已经很久没有
车经过涵洞上方的公路了，外界非常安静。当天夜里，徐云忽
然被帐篷外的动静和嚎叫惊醒。

“有狼来了，两只，就在帐篷外面。”他起身点灯，拿起斧
头，声音有点颤抖，举着拍摄设备的手也抖个不停，但他仍坚
持向观众解说：“西藏这边一般没有大规模的狼群，两三只问
题不大。”随后，他把炉头、打火机和纸准备好，一旦狼群接近
帐篷，就把纸点燃扔出去，“一般野兽还是比较怕火的。”

这是“徐云流浪中国”系列视频中的一个片段。在他的
270 条骑行视频中，类似的惊险和突发状况数不胜数。从广
西到新疆，从川西到西藏阿里，再到正在骑行的冰天雪地的东
北边境，截至发稿，“徐云流浪中国”在 bilibili 单平台的播放
量已超过2.4亿次。

有网友说，徐云的视频，贵在太真实，有传说中美丽的风
景，也有同样存在的野外危险、恶劣环境。也有网友说，徐云
的魅力在于朝着目标一步步向前、遇到问题一步步解决的
帅气。

日前，因受伤正在吉林舒兰市休养的徐云接受了潮新闻
记者采访。朴实沉静的声音一如他在视频中娓娓道来的样
子。从他的讲述中，潮新闻记者试图更接近这一“远在天边又
近在咫尺”的灵魂，解码其“苦行僧”一般的骑行流浪故事，缘
何触动大众神经。

徐云没有团队。一辆自行车驮着 100 多斤的户外装备，
1990年出生的他像“苦行僧”一样独自穿过荒漠、高原、砂石、
冰天雪地。一部手机加两个运动相机（其中一个是全景相
机），生产了他的全部视频。

徐云告诉记者，自己通常在晚上安顿下来后，花3个小时
左右剪辑视频、校对字幕、上传。“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
方，每天早上要花很多时间收拾，晚上又要花很多时间清理营
地，还要剪视频，这一套流程非常复杂，我已经循环做了六七
百次。”

“独”，是徐云讲起自己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他说自己出生于江西九江的农村，从小父母外出打工，有

两个哥哥，也很早离家讨生活。11岁起，徐云开始住校，每周
步行一个半小时回家，换洗一周的衣物，再带去下周要吃的米
和菜。在家等他的只有奶奶。

“各种各样的事都是自己一个人完成。”徐云说，或许是家
庭的原因，他从小性格内向，“不怎么爱交朋友，也不怎么爱说
话。”他告诉记者，自己最喜欢的电影是意大利导演托纳多雷
的三部曲，其中又最喜欢《海上钢琴师》。20 岁时，他第一次
在网吧看到主人公 1900 弹奏《Playing Love》的截图，觉得
很有意境，立马找来原片看。

“就像我一样，他从小被抛弃，被船上的人养大，应该也是
非常孤独的人，所以从某种心态上能够共鸣。”这么多年，徐云
一直用“海上钢琴师1900”作为自己的微信昵称。

他说，成长经历造就的“独”，让他几乎没有过渡就适应了
户外生活。意志力坚定、有主见、不受他人影响，是一个人长
期在外面的必要心态。

2020 年 10 月 31 日早上，从工厂辞职在家待业的徐云，
独自骑着自行车出发了。他的想法很简单，“当时已经 30 岁
了，可能到40岁就不会有机会再去外面四处看了。”他拿着前
期打工攒下的一笔路费，带着帐篷、睡袋、防潮垫、充电宝、太
阳能板、换洗衣服、洗漱用具、炉子、气罐、几口锅和老干妈，从
江西九江武宁县出发，“计划骑行到广西的东兴市。”东兴市位
于中越边境，也是 219 国道的南端。他计划沿 219 国道骑至
新疆。

揣着简单又宏大目标的徐云，只骑了两公里就“不行了”，
“全身冒汗、反胃、剧烈呕吐，在路边坐了一两个小时才恢复。”
与观众眼中体力超强的印象不同，徐云说自己有些营养不良，
身体素质并不好。“当时我想已经出发了，我不能回头。”于是
继续上路了。

第一天他总共骑行了 50 多公里。他还记得那天从午后
开始就一直下雨，下到晚上。天黑了，他在九江永修县一个党
群服务中心门口的凉亭搭帐篷，很多爷爷奶奶过来围观。那
天晚上他十分疲惫，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 6 时他又收拾行
李匆匆出发，“那时候感觉挺‘社恐’，因为起晚了就会被别人
围观。”

第二天，徐云骑了 80 多公里，第三天时已经基本适应。
前三天，徐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全身酸痛，“屁股特别痛，膝盖
痛，大腿痛，手腕也痛。”

徐云说，骑行之初他没有想过做自媒体。直到 10 个月
后，他的路费用完了，必须得回去打工。“我想把最后这段路程
记录一下，大概拍了一个月，20 期，因为不会剪辑，在手机里
存了一个月。”当时他在重庆，准备骑回老家九江，返程途中他
自学了手机剪辑，把之前存的视频全剪出来了，“发到网上发
现观看量不错，很快涨到1万粉丝，赚的钱够日常开支了。”于
是他想，工厂的工作未必好找，干脆就这样做下去。

正是在这些简单的理由和质朴的想法之中，诞生了日后
感动无数人的“徐云流浪中国”系列视频。

独与真

纵观徐云的每期视频构成，大致三件
事：一是起床赶路，拍点风景；二是寻找住
处，多番踩点；最后是直播做饭，边吃边聊。
而很多粉丝最喜欢的环节，是晚上做饭。

去年 5 月，骑行阿里中线时，徐云遇到
了非常恶劣的天气，大雪夹着冰雹。天色暗
沉时，周围唯一一处小房子被锁起来，他只
好在房子旁边搭帐篷过夜。寒风暴雪，帐篷
外侧被吹得呼哧作响。内帐里，徐云点燃气
罐，准备做青椒炒鸡蛋。

起锅、烧油、打散4个鸡蛋，下锅炒熟捞
出备用；再起锅烧油，下切好的蒜瓣，依次加
入被网友笑称为“女主角”的老干妈和青椒，
翻炒入味后，再下入备用的熟鸡蛋炒散。最
后加入酱油和带辣味的烧烤调味料。最终
的成品上面，还撒有一层切碎的葱花。

徐云告诉记者，他是江西人，爱吃辣，每
顿少不了老干妈和带有辣椒面的烧烤调
料。看过徐云视频的人都会发现，每次做
饭，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炒菜总是荤
素搭配，瓶瓶罐罐一字码开，该有的调料一
样不少，炒排骨前要焯水，炒菜前加蒜瓣爆
香⋯⋯

他习惯给吃饭的画面搭配一些背景音
乐，这些音乐也备受好评：空无一人的野外
废弃房，他吃着自己做的土豆丝，视频中响
起英国民谣《绿袖子》，钢琴轻缓流动，疲惫
与孤独好像消失了，简陋的屋子有了别样的
意境。他说自己喜欢纯音乐，也喜欢摇滚。
最喜欢的国内歌手是许巍，国外的乐队喜欢
硬摇滚的枪炮与玫瑰和金属流派的夜愿。

“每个视频中，当徐云做好饭，坐到镜头
前，无论他身后是巍峨的雄山，还是蜗居的
帐篷，我感受到的是他那份对生活的热爱和
从容。”一位网友留言。

这种有些认真和稚气的、充满温柔的宝
贵品质，带给观众的感动丝毫不亚于沿途的
群山湖泊及红粉色的天空，珍藏在旅途的点

点滴滴中：和路边的小猫小狗打招呼，和路
过的藏野驴说你好；在观景台和小朋友分享
自己的火腿肠，帮腿部残障的老爷爷拦车去
县城医院看病；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大风天
在公路下的涵洞扎营做饭，担心烟囱在路面
冒烟吓到过往的司机；在东北的山坡看到倒
挂的冰凌子，掰下一根当作“冰霜大宝剑”，
朝天空挥舞⋯⋯

旅途中，徐云还会配合美景写点小作
文，或信手拈来一段小科普。骑行川西线途
中，看见白玉县盖玉镇附近的一块牌坊上写
着“红军驻扎过的盛德之地”，徐云脱口而
出：“当年红军长征的时候，贺龙带着红二军
团的部分部队在这里驻扎过”。关于文字和
历史地理知识，徐云从不卖弄，但这种临场
发挥的知识储备为其添色不少。

徐云说，自己 20 岁左右时想写穿越小
说，因此读了不少书，“到了一个地方，大概
能记起一些东西。”每天早上起床后，他会先
根据卫星地图了解今天要走的路、周边大致
的情况和景观，提前了解相关的人文历史，

“很多是一步步在路上积累起来的。”他说，
户外经验比体能更重要。

更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是徐云亲手创造
出的一个个野外的“家”。废弃铁皮房、涵
洞、废弃大棚、水井房，经过徐云的一番收
拾，总能变得整洁而温馨。离开时他也总会
把垃圾清理带走。有网友发弹幕说：“跟着
徐云走，总有干净房子住。”

徐云说，这是自己的生活习惯，“因为我
母亲是比较勤快的一个人，她在家会不停地
收拾东西，所以我算从小受到家庭的影响。”
他习惯把用过的东西放回原处，勤归类、放
整齐。他说很多人都会这样，有的人随意一
些，也只是个人习惯。

这些都是徐云自己也没有察觉的独特
气质——男孩般不灭的天真，与少年般不渝
的浪漫。

浪漫与温柔

不做追随潮流的人，总做引领潮流的人。
潮人，就是按自己的想法做自己热爱的事，做就做到极致、干就干到出彩。在一个彰显个性、提倡创意的时代，潮人是一种态度。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潮人，他们可以

是单车骑行环游中国的视频博主、醉心传统诗词的农民工，也可以是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作家⋯⋯
潮流，总在向前。敢想敢拼敢创造，一个个“潮”人的故事，折射出时代的光彩。潮新闻记者走近这些中国潮人，与你一起在他们的故事里，观海听潮。

徐云在川西骑行徐云在川西骑行。。

冰天雪地中，徐云在帐篷内做饭（视频截图）。冰天雪地中，徐云在帐篷内做饭（视频截图）。

徐云在阿里遭遇恶劣天气（视频截图）。

徐云野外宿营后，迎来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

茫茫天地间茫茫天地间，，徐云踽踽独行徐云踽踽独行。。

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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