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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帆书直播间开设
了“书中有风雅”栏目，需要
主播讲解古诗词、讲述传统
文化的内容。考虑到自己对
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俞露
便毛遂自荐。

真的从幕后走到了镜头
前，她才发现做策划和当主
播完全是两码事。刚当主播
时，面对镜头她也会紧张。
下播后她就拼命提升自己的
镜头感，反复校看自己的表达
是否流畅。

“可能大家觉得古人离我
们很遥远，但其实有些普适的
东西古今皆同，比如当年杜甫
想考功名，就和我们高考一
样。白居易想升工资的意愿
也特别强，很得意地将涨薪的
事写在诗里。”俞露认为，可能
很多人误以为文化类直播会
很乏味，但其实诗词也可以说
得特别有意思，比如自己的偶
像“意公子”讲的传统故事就
让人意犹未尽。

当主播时，俞露爱通过一
些段子，把人“黏”在直播间。
日积月累，现在的她已经有了
一些死忠粉。“让我感动的是，
有人因为喜欢我的风格，会蹲
我的直播。每次我现身的时
候，会开心地 CUE 我‘终于等
到你了’。”

俞露谦虚地表示，就文化
博主而言，自己还是一个新
手。未来，她希望尝试更多
好玩的直播形式，比如在B站
联合多人一起直播，抑或把
电视里的游戏搬进直播间。

“在直播间里也可以邀请观
众答题，增加竞技性。甚至
还可以将直播间的精彩片段
剪辑成节目。我也设想邀请
一些主播在直播间弹奏古风
曲，让大家领略中华传统艺
术的魅力。”

脱下汉服，换上常服，
她瞬间变身时尚 girl。俞露
认为，上海是一座非常有文
化底蕴的海派城市，为了丰
富选题的内容，她曾参观过
许多名人名居。“这也是一
个灵感充盈的城市，有数不
完的新潮时尚活动、新兴展
览。可能逛个街，探访某个
网 红 店 就 又 多 了 一 个 选
题。”这也是她喜欢上海的
理由。

“来直播间的观众，有沪漂北漂的可以抠
个1。当年的李白、杜甫和你们一样，都是长
安漂。初到长安的杜甫没房，破草屋还被风
吹了。李清照嫁了两任丈夫，第二任丈夫还
PUA她……你觉得特别牛的大文豪原来像你
们一样，都曾经历过人生低谷……”站在直播
间前，帆书（原樊登读书）的文化博主俞露侃
侃而谈《长安客》这本书。看着身穿汉服，头
戴发钗的她，仿佛梦回古代。

工作服是汉服，工作内容则和诗词相关，
从小耳濡目染古诗词的95后文化博主俞露
给自己的这份工作打满分。与此同时，在帮
助其他博主做短视频策划的过程中，她更深
信这份工作的价值：让00后也能领略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俞露的爷爷是一名航天科
研人员，属于老派理工男，却钟
爱古典诗词，喜欢打印诗集，线
装成册。熟读唐诗三百首的他
酷爱吟诗写诗，把写诗当成生活
的一部分。

小时候俞露过生日、考满
分、钢琴考级通关，爷爷都会写
诗庆祝。到了元宵节，家中则挂
满了灯谜。

从小在这种家庭环境的熏
陶下的俞露也爱上了读写诗
词。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热爱，大学她选择了中文系中
的古代文学作为深造的方向。
求学期间，她还加入了诗社，喜
欢上了汉服。

凭借着深厚的历史文学功
底，她曾获得东方卫视《诗书中
华》诗词文化综艺全国亚军，上
海诗词大会优胜奖等奖项。获
奖后，小有名气的她被很多家
长邀约当兼职家教。在当了一
段时间的小老师后，她觉得这
份工作不是自己的“真命天
子”。“我不喜欢备课后反复讲
同样的内容。实习的时候我做
过短视频策划，两相对比下，我
发现自己更喜欢可以发挥创意
的工作。”

平时鬼点子较多，爱讲段子
的她最终走进了帆书从事短视
频策划工作。尽管入职时间并
不长，但俞露很喜欢现在的工
作，“工作内容既有趣又有意义，
可以尽情发挥我的创意和专业

技能，我希望通过轻松活泼的短
视频，让更多人了解到传统文化
的美好。”

翻开俞露的履历，她的经历
非常丰富：做过“诗词中的二十
四节气”社区公益课堂授课老
师；当过3年《中文自修》跟着俞
露姐姐学诗词专栏作者；上海
博物馆“春风十里江南展”夏令
营老师、讲解员；《唐诗三百
首》、《三字经》等多门传统文化
课程的授课老师；肯德基汉服
广告模特；古典诗词社团衡社社
员等。

但真正让同事们认识这个
古灵精怪的女孩还是她获得帆
书工会讲书人大赛冠军时的表
现。

“在安史之乱之前，西安是
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献
帝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
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的政治
中心……”当台上的她用报菜名
的语速一口气说完了13个朝代
的名字，台下的观众立即兴奋起
来。之所以要报全这些朝代的
名字，其实颇有深意。“古称长安
的西安是13朝古都，如果只是
单调地说明这一点，难免让评委
们打瞌睡。我索性将这些朝代
的名字统统报出来，增加大家的
记忆点。此外，要在3分钟之内
讲好一本书难度很高。在讲述
安史之乱的故事时，我将李白、
杜甫等古人比喻为长安漂，引起
现在的年轻人的共鸣。”

帆书文化博主俞露：

想为00后种下中华文化的种子

从幕后到镜前
转型成为
文化博主

俞露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这个人的数据最近怎么那
么 红 ”“ 她 的 打 光 和 衣 服 不
错”……屏幕前的俞露专注地翻
看各种数据，和同事们讨论负责
的几位文化博主的近况。这一年
多来，她从0到1孵化了“福豆姐
姐”等多个文化类网红博主，全网
粉丝超200万+。日常她的工作
内容主要是策划选题、写稿、拍
摄、剪辑、运营等。

一本书要卖得火，背后有许
多不为人知的付出，稿子要配上
演绎、声音、道具等，还要突出这
本书的卖点。

俞露目前负责的几位都是读
书博主，传播的是传统文化方面
的趣知识，讲述诗人背后的小故
事。做短视频策划，除了工作时
间以外的其余时间也在隐性工
作。有时候，俞露刷着微博就萌
发了一个选题的灵感，刷抖音时
又下意识地犯了“职业病”，点赞
收藏几十条甚至上百条短视频。
当发现这些视频中的 BGM、剪辑
赋予自己灵感时，她也会随手写
在备忘录里。

“刷视频看似是摸鱼，但其实
是培养网感很重要的方式。”俞露
认为。

有一次，她刷微博时看到一
个热搜，有人问，“李白墓前什么最
多？”大家的回答是“酒最多”。有
网友特地在李白的墓前献上了贴
有标签的两杯酒，一杯酒给李白，
另一杯给他的好兄弟——杜甫。

“李白的死一直是个谜，更有
传说李白是捞月而亡。”在俞露看
来，大家为何要给李白献酒，是因
为这位诗仙承载了中国人对浪漫
的想象。

从开头脑风暴会，到提出点
子，到推翻打磨策划等，直到创意
被落实，待一切尘埃落定，整个过
程让人颇有成就感。

快节奏是俞露对上海的印
象，“在上海你经常健步如飞，虽
然会感觉有点累，但每天都充满
干劲。这是个值得大家努力奋
斗，实现梦想的地方。”

当看到网上说现在的年轻人
很焦虑、比较内卷时，她又想办法
编写传统文化的段子来反焦虑。
有一次，她让一名文化博主一人分
饰几角，分别演“没学历”的李白、

“没房”的杜甫、没和“初恋”在一起
的白居易……想要阐述的是“你
现在经历的所有的挫折、失意，古
代人也经历过”。

助力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在上海的每一天累并快乐着

从小在诗书家庭长大
生活中处处是诗与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