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四川话、学川剧变脸的“洋娃娃”贺思蕊：

希望把中国传统文化带到全世界

“洋娃娃”贺思蕊学习川剧变脸。
受访者供图

长着一张外国人的面孔，说着一口
纯正的四川话，她最爱“炫耀”的是自己
的中国身份证。这就是网上拥有百万
粉丝的“小网红”贺思蕊——一个热爱
传统文化的中瑞混血女孩。

8月27日，在2024年中国网络文明
大会“未来之夜”网络互动引导活动中，
贺思蕊用一段川剧表演，进行了“中国
热度”的四川表达。

分享四川农村生活
网友认证“很四川”

穿着碎花的四川“省服”，跟村里的
叔叔阿姨打招呼，一边把口袋里的花生
拿出来分给大家，一边问“你们在嘎猪
（四川话，意思是杀猪）吗？”

很多人都是从这段视频中认识贺
思蕊的。网友们忍不住询问，这是哪里
来的“小老外”，还能说四川话？

贺思蕊的妈妈是四川人，爸爸是瑞

典人。她跟妈妈在成都生活，最喜欢的
是到农村过年、过暑假。村里杀年猪，
她自告奋勇去按猪头；跟姑婆一起烤红
薯，妈妈找到她时，一脸的灰；袖套一
戴，围裙一系，跟着外公捡鸡蛋；暑假和
妈妈一起在田里摘菜，还给自己做了一

套“红苕尖”首饰，四川网友忍不住感
叹，“四川娃儿都这样弄过。”

网友们在视频中找寻儿时的记忆，
贺思蕊却在农村生活中享受童年。“我
很喜欢四川农村的生活，很有趣，不用
写作业，可以释放自己的天性。”对于刚
上初中的贺思蕊来说，她也有学习烦
恼。令人想不到的是，她的烦恼是学英
语，“因为从小在四川长大，思维都是中
文模式，所以学英语对我来说有点难。”

拜师学习川剧变脸
希望能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

说到英语，贺思蕊有些底气不足，
但一旦转换到四川话，她就伶牙俐齿起
来。面对别人叫她“小老外”，她还自我
认证是“中国四川妹儿”：拿出身份证、
户口本、出生医学证明、预防接种证以
及中国护照，用流利的四川话底气十足
地说：“这哈（下）我可以证明我是中国

人了噻。”
贺思蕊还专门发视频，用四川话分

享她对“中国人”的理解。“第一，要有一
个中国胃，比如火锅、回锅肉是我最喜
欢吃的菜，折耳根也好吃；第二，要有一
颗中国心，比如我做志愿者、学中国传
统文化。”她说。

和中国女孩一样，贺思蕊非常喜欢
传统文化，尤其喜欢川剧变脸，“学了4
年了，下一个目标是学喷火，觉得特别
酷。”

贺思蕊曾被成都大运会邀请，为外
国人表演川剧变脸。现场，外国人看到
一副洋面孔表演变脸时，一脸惊讶。此
时，贺思蕊非常自豪地说：“能学到传统
文化，我感到很幸运，能担起传播、传承
的责任也感到很幸福，我希望自己成为
中外交流的一个桥梁，把中国传统文化
带到全世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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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明大家说

“国风变装达人”朱铁雄：

网络让文化传承有了更多当代表达

从田野到镜头

考古青年以网为媒让文物“活”起来

孙唯祎
图据川观新闻

在发掘现场，她为出土文物拍照、
编号，并一一登记；在网络空间，她讲述
文物故事，考古研究成果活化利用。

当考古和网络在新时代相遇，当代
青年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有了新的思
考。在8月28日举行的2024年中国网络
文明大会主论坛上，四川大学考古学专
业博士研究生孙唯祎的交流发言，展示
了中华文明传承中的青春力量。

对于考古专业的孙唯祎来说，考古

发掘的过程及填土、陶器残片等“不起
眼”的器物，背后也藏着古人留给现代
人的线索。“博物馆和文物不可移动，但
网络可以实现跨时空的聚集、再生。”网
络面向未来、链接过去，让隔着千年的
文物，近在咫尺。

随着5G、VR等技术的兴起，“云展
厅”“云观展”成为青年了解历史的新体
验，孙唯祎开始探索并讲述文物中的传
统故事。“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日常生活

中的文化元素，了解过去的故事，找到
文化认同感。”她说。

通过孙唯祎的讲述，更多人知道了
“省油灯原来是褒义词”，知道“汉代的
四川就如此安逸有趣”，这也让她看到
了网络赋予文化魅力、文化内涵、文化
价值的传承力量。“网络不仅是新潮传
播方式，更能赋予文化内涵新的时代价
值。”她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8月28日，朱铁雄在2024年中国网
络文明大会主论坛上作交流发言。

主办方供图

“国风更像是一种信念传承，把属
于国人骨子里的坚韧和笃定的气质，传
了一辈又一辈。”在8月28日举行的2024
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主论坛上，知名

“国风变装达人”、短视频博主朱铁雄表
示，在这个很长很长的故事中，互联网
赋予了当代青年更多的视角和表达途
径。“网络给了我一个表达的机会，让我
可以讲述中国故事。我希望借助网络
力量，让更多人参与其中，以当代青年
独特的视角、博大的胸怀、自信的态度，
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

在主论坛开始前，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对话了朱铁雄，听他畅谈互
联网科技的发展对于内容生产的助益。

将“国风变装”融于故事
不到一年粉丝从0涨到1000万

2021年开始，一个名叫“朱铁雄”的
短视频账号在网上走红：不到一年时
间，通过17条“丝滑”的变装视频，该账
号粉丝数从0涨到了1000万，其中大部
分是年轻人。涨粉速度之快，在网上实
属少见。但当你打开朱铁雄的视频，就
能立刻知道，为何他如此让人“上头”。

朱铁雄的视频风格非常有特色：以
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色，挖掘经典传统人

物形象，结合当下时代价值，辅以精湛
的特效技术，将“国风变装”巧妙融于故
事中，在故事文本和特效技术两方面都
让观众为之惊叹。他的故事讲述充满
正能量和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例如对
忠、孝、义的诠释等，有些故事深入人心，
甚至引人落泪。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
朱铁雄在故事中加入的“变装”特效，这
也是整个后期团队耗时最多的部分。

许多人在朱铁雄的视频下方留言：
“太燃了！”“细节充实、制作精良、故事
感人……”因此，朱铁雄很快就被誉为

“国风变装天花板”。

科技的进步
帮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短视频兴起不到10年，“变装”特效
的流行也还有许多值得期待的空间。
如今能获得这么多粉丝的喜爱，朱铁雄
认为，科技的进步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创
作空间。

“可以这样说，科技帮助我实现了
儿时的梦想。现在只要我敢想，就有机
会去实现脑海中的画面。”朱铁雄说。

对于现在的工作内容，朱铁雄非常
满意。通过短视频，他不仅将一直想做
的事和想讲的故事通过网络展示出来，
实现了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最重要的
是这让他充满了成就感。

“小时候我的脑袋里就充满了天马
行空的想法，有很强的表演欲，喜欢传
统文化。得益于技术的发展，让我能将
想拍的题材展示出来。以前觉得这些
想法只能存在于脑海，现在是真的感
觉，原来它们都是能被具象表达的，这
种感觉非常美妙。”朱铁雄说。

同时，朱铁雄对未来的互联网技术
进行了畅想。他提到，自己的创新非常
依托科技和互联网平台的进步。按照
他的设想，未来的科技也许会在便利
性、效率性上有进步。“比如，现在我做
一条视频耗时很久，以后也许会出现更

便捷的技术，能帮助我提高效率。尤其
是需要人工操作的环节，可以通过AI、
网络算法很快实现，这样我的视频产量
也能大大提高。”他说。

关注文博和非遗
近期正计划拍摄兵马俑等短视频

如今，一些网友在短视频平台上传
播不良内容，也有一些网友面对自己不
喜欢的作品“口出狂言”，把互联网当成
法外之地，这也是许多短视频博主时常
要面临的问题。

朱铁雄认为，自己非常荣幸能得到
大家的喜欢，粉丝越多，责任也越重，更
应该起好互联网文明的带头作用。他
将自己的价值观念都付诸于作品中，他
相信，真正喜欢和认真看他视频的粉
丝，都能感受到这种正向价值的传递，

“希望能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
响更多的人。”

今年，朱铁雄将把主要精力放在视
频题材和领域的拓展上。最近，他正在
关注文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希望能将
这两个领域结合自己的“变装”特效，做
出优质的短视频故事。“比如最近正在
计划拍摄制作兵马俑、舞龙等短视频。”
他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
吴冰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