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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的某一天，时年38岁的加西
亚·马尔克斯在与家人去阿尔普卡克度
假的路上，突然调转车头，嘱咐妻子照顾
好家务，然后把自己关在了屋子里。18
个月后，《百年孤独》出世，之后迅速被翻
译为多国语言，马尔克斯因此成为世界
文坛巨匠。

这一段内容，来自“解读世界名著
《百年孤独》”系列视频中第一集的开篇
部分。借助视频的表达手法，加上形象
的动画与清晰的逻辑线，这部晦涩难懂
的著作逐渐在受众面前被细细拆解开
来。该视频由名为“1379号观察员”的博
主制作，发布于2023年1月25日，迄今获
得点赞量15.6万。因为它的出现，《百年
孤独》再次火了。

“1379号观察员”本名李燕飞，这组
视频的画图、配音、文案、视频制作等工
作，皆由他一人完成。5月4日晚，李燕飞
做客“宝藏青年上封面”，讲述了他对制
作视频与阅读的态度。

耗时四月独自完成
动力源自父母和粉丝的鼓励

《百年孤独》既享有文坛美誉，也足
够晦涩难懂，其多线交叉的写作手法、错
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冗长难辨的人名、横

跨百年的历史背景，都让人望而却步。
如今，李燕飞凭着一己之力，让许多网友
重新拿出书架上正在“吃灰”的那本书，
边看视频边做笔记。

“解读世界名著《百年孤独》”系列视
频长约40分钟，其中涵盖了13000字的
文案和2000多个视频碎片。由于制作
精美、工作量庞大，网友们难免好奇：视
频是否是团队制作？对此，李燕飞给出
答案：“这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在前期准
备中，我把《百年孤独》看了六遍，又看了
一些传记、纪录片、论文和历史背景。再
加上约两个半月的制作周期，这组视频
一共花了四个月才完成。”

提起制作过程，李燕飞用“苦力活”
来形容。“当时都是硬干，因为白天还要
上班，只有利用休息时间来做，睡眠时
间变得很少。前期的准备过程费脑力，
后期的制作考验体力和耐心。但最终
能够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并且被很多人
喜欢，我还是相当开心。”李燕飞说，在
这个过程中，父母和粉丝的鼓励是他坚
持的最大动力。“父母很理解、支持我，
就算在我十分疲惫、受挫的状态下，他
们也没有要我放弃，反而鼓励我‘努力
了就会有收获’。”

在李燕飞的百万粉丝阵营中，不乏

他的“精神支柱”。他说：“曾经有一个朋
友给我发私信，说他之前从来不看书，但
在看了我的视频后，突发奇想就去买了
一本《百年孤独》。他的私信带给我力
量，也成为照亮我前行的灯塔。”

书是人生的垫脚石
自己想做一把阅读的梯子

李燕飞毕业于园林设计专业，“理工
男”是他身上的一个标签。

虽然不善社交，但李燕飞并非传统
意义上的理工男。在上大学之前，父母
不允许他看“闲书”，他却常常将“闲书”
夹在语文书里偷偷看。阅读，对他而言
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他认为，书就像人
生的“垫脚石”，读过多少本书，便能将人
生垫多高，目光便能看向更远的地方。

“做短视频虽然辛苦，但我很想做一
把阅读的梯子，让更多人看得更远。”李
燕飞表示，未来，他会把短视频这件事坚
持做下去。“按照我的知识储备和叙事逻
辑，可能更适合讲历史或传统文化方面
的内容。许多人给我提议，可以讲一讲
《山海经》《红楼梦》等，也可以讲讲中国
古代的名人、作家、诗人等。这些我都可
以尝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澜

李燕飞做客“宝藏青年上封面”。

视频截图，来自解读《百年孤独》系
列第二集。

在今年的全国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
名单上，四川有3名个人和1个集体入
选。四川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
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江就位列其中。

获奖后，刘江写下这样一段话：农学
的本质是生命科学，我们既关注“三餐四
季、物阜民丰”，又探索“生命本源”，享受

“生命魅力”。期待更多的青年人锚定国
家战略亟需，投身“三农”事业，敢想敢
为、善作善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奉献青春
力量！

时间回溯到10年前，那时还在日本
读药学博士的刘江，不会想到自己会从
实验室走到广阔的土地上，和农学结下
不解之缘。一次偶然的机会，最终让他
在历史的潮流中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从药学转到农学
他想解决中国大豆短缺难题

刘江回忆，自己在本科、硕士毕业的
时候面临多种选择，但心智还不够成熟，
对未来也比较迷茫。“于是我决定多读书
去充实自己，一切随大流。机会来得很
突然，我被国家公派赴日本攻读药学博
士学位，一切似乎刚刚好。”

留日期间，刘江通过观察超市农产
品货源地发现，中国出口到国外的农产
品往往性价比不错，但销量却赶不上日
本本土产的价格更贵的农产品。“自然资
源条件受限的日本，高品质农产品是如
何生产出来的？”刘江的心中充满疑惑。

博士毕业后，刘江面对工作的选择，
依旧比较迷茫。“后来，我听到的一场学
术报告对我触动很大。开展大豆玉米套
种研究的杨文钰老师，跟年轻老师和研
究生们分享了3个观点，一是科学研究一
定要针对国家亟需的重大瓶颈问题做好

选题；二是科研必须要基础研究和应用
研究两条腿走路，作物栽培看起来是应
用研究，但也要采用先进的分子生物学
等方法，揭示农业生产背后的深刻原理；
三是不要为了发表论文而发表论文，解

决实际问题比发表论文更重要。”刘江
说，杨文钰教授开展的玉米大豆套种研
究有望成为破解国内大豆危机的重要途
径，他也被杨老师长年甘坐冷板凳、坚持
将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务实、奉献精神深
深感动。

留学期间感受到的差距和杨文钰教
授的感召，让刘江决定转向玉米大豆套
种研究，用科技的力量解决中国大豆短
缺难题。他这个“药学生”也以海外引进
人才的身份，进入作物栽培研究领域。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经常忙到深夜获外号“刘半夜”

刘江介绍，大豆起源于中国，在近现
代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大豆是国际市
场上最具竞争力的农产品之一。但近20
年来，中国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持续下
滑，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国内大豆85%
以上依靠进口。此外，围绕大豆的国际
贸易摩擦时有发生。

“我们所面临的大豆难题在于，国内
耕地面积非常有限，同为旱地作物的玉
米、大豆争地矛盾突出，如何提高大豆产

能是关键。”刘江说。
一开始，他想复制在日本留学期间

的实验室模式，对大豆进行天然药物化
学成分分析，“后来发现这个方法并不

‘接地气’，于是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转型，
到土地中去，学习栽培学知识。”

想从头开始“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并
不轻松。2020年，正值刘江负责的崇州
试验基地建设关键期，但受疫情影响，很
多学生和工作人员无法到位。“人手不
够，我就带着几个已经毕业的学生经常
忙到很晚，有时打着车灯干，回学校时经
常麻烦门卫师傅开门，他们就开玩笑叫
我‘刘半夜’。”刘江说。

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其技术3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在团队的不懈努力下，刘江参与研
发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3次
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为解决长期困扰我
国粮油安全的玉米大豆争地矛盾，提供
了切实可行方案。

“虽然技术已经成熟，但在推动技术
成果落地过程中，最难改变的其实是农
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观念和种植习
惯。”刘江说，团队成员在推广“缩株保
密”核心技术时，有些农民听到这么高的
种植密度，觉得根本不可能实现，但其实
该技术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论证，确实
是科学可行的。“我们团队就采用分片包
干的办法，每个人都要负责几个示范点，
在播种管理等关键环节蹲点指导。”

刘江表示，未来最大的目标是选育
出强耐荫大豆品种，进一步优化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持续扩大示范推
广面积，切实提高国产大豆产能，彻底摆
脱大豆进口束缚，让中国人把自己的饭
碗端得更加牢靠。

“如果按照去年大豆自给率增长的
速度，期待5-10年后，中国大豆短缺危
机逐步得到缓解。”刘江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彦霏

刘江（中）在实验室指导研究生。

刘江在田间查看大豆、玉米长势

“1379号观察员”李燕飞：用动画解读《百年孤独》

全国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刘江：

期待5-10年后中国大豆短缺危机逐步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