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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二叔开始在社交媒
体平台上发布自己翻唱或改编歌词
版本的说唱作品，截至今年6月，在
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二叔凭借阳
光、开朗、玩转新事物所产生的巨大
反差感，俘获了很多年轻粉丝。

对于二叔而言，唱自己喜欢的
歌，让他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我首先
是个普普通通、本本分分的农民，都
是利用农作之余来搞短视频，没想到
有这么多网友关注。”他说。

和很多60后的农村父亲一样，
二叔以前家里条件差，上完初中就外
出打工了。上了年纪后，回村里搞起
了梨树种植，是十里八乡种秋月梨的
好手。附近种植秋月梨的农户遇到
问题，也经常会向二叔求助，二叔都

会将技巧倾囊相授。所以不少二叔
的好朋友愿意配合出镜，帮他一起拍
短视频。

村里的好人缘也让二叔认识了
视频制作人大博，从而拥有了自己的
创作团队。他们分别自称“老登”和

“小登”。说起这个称呼，二叔有自己
的理解，“在我这里，老登没有贬义的
意思，就是娱乐一下，想着能和年轻
人拉近距离，让他们记住我，也有粉
丝说是‘老有所成，登峰造极’！”

团队成员有二叔自己、“万能女
主村花”二婶——二叔的媳妇，以及
负责账号运营等事务的大博（网
名）。大博和二叔第一次见面，“二叔
的笑声比想象的还要大”，一拍即合，
约定一起运营短视频账号，聚焦乡村

生活，做点不一样的“乡村音乐”，最
终二人锁定了rap这种形式。

万事开头难。短短几十秒的
rap，对于二叔这个“门外汉”来说，也
需要一遍遍打磨，“每次忙完农活，下
午6点录音，经常练到夜里12点。因
为说唱的节奏不好把控，我要听一
句、唱一句，不对的地方要一点点
练。”有时候，二叔录音结束后，洗漱
的时候还会一直“嘀咕”歌词，甚至做
梦都会梦到。不过说唱这种新潮的
事物，二叔愿意去学习。
因为他知道，真
诚的创作往
往最能打
动 人
心。

一60多岁的大爷，会种梨、会说唱

“二叔”：用土rap挣潮流量
开着农用三轮车玩漂移、麦田里干活还能打一把游戏、

没事喜欢在村里四处溜达收集点八卦……他不仅在网络冲
浪第一线，各种网络用词信手拈来，还把村民的日常生活都
唱进了rap（说唱）里，借助欢快的运镜、朗朗上口的旋律，成
了村里的“说唱扛把子”。

他就是快手达人@秋月梨二叔（以下简称“二叔”），来自
河南省南乐县闫李谷金楼村。在他的演绎下，琐碎的农村生
活，变成乐趣无穷的日常点滴。如果你在村里随便找个人攀
谈几句，抛出几个关键词：唱rap的、60多岁大爷、黝黑、会种
梨。那么十有八九会得到肯定的答复：“刷到过，那个什么二
叔，挺火的呢。”

二叔为什么火？二叔背后有哪些故事？让我们一起一
探究竟！

近年来，农村网络基础设施的完
善、智能终端的普及，使得乡村信息
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农民、农货
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这类内容已成
为社交媒体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热爱说唱的二叔，现在在社
交媒体平台上，有越来越多农民以各
种方式走到大众面前。他们正在用
自己的声音，用嘻哈音乐、短剧等形
式，表达自己，展现自己的生活。专
家指出，喜欢看这类内容的网友增

多，这一现象背后，反映了人们对
于真实、质朴、自然的向往，以
及对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乡村
生活的浓厚兴趣。

网络达人李子柒就用
还原农村生活点滴的方法
为农村视频自媒体打开了
新的一扇窗。从亲手栽
种、收割庄稼，到亲手制作
各种传统美食，李子柒用镜

头捕捉乡村生活的每一处细
节，为网友拼出一幅接近于世

外桃源的乡村诗歌生活。这种
“向往的生活”一度承载着大众对于
乡村的美好想象。

网络达人张同学则是一个与“向
往的生活”截然不同的农村自媒体。
在他的账号中，搪瓷盆、热水瓶、旱
厕，夹在书页里的钱，嘎吱响的积灰
抽屉，上街买药、割肉、拿快递，做饭、
喂鸡、跟朋友吃饭喝酒，和超市老板
娘讨价还价赊账……一种更符合大
众想象的农村生活同样走红。张同
学所在的辽宁省营口市建一镇松树
村，也因此成了粉丝们的打卡地。

此外，不少网友在评论中感觉
到，农村网红视频还展现了一种积极
向上的生活态度。农村网红们通过
自己的努力，在乡村中创造出了美好
的生活。他们亲手耕种、制作美食、
传承手工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

“勤劳致富”的价值观。这种积极向
上的生活态度感染了观众，让他们在
欣赏视频的同时，也受到了鼓舞和启
发。

当下，互联网正在改变很多普通
农村人的生活。或许，他们也像二叔
一样，正在通过音乐等载体，展示自
己心中的农村生活。他们有一个共
同的特性，那就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
的真实、豁达与自由。互联网给了他
们这样的舞台，每个农民都可以是土
地里的“大明星”。

（中青报）

零启动资金，零办公场地，二叔
的第一首歌，是从3平方米的洗澡间
开始的。

说唱对收音有一定要求，但是村
里又没有专业的录音室。于是，二叔
盯上了家中的洗澡间。把洗澡间墙
上糊满暂时不用的棉织物，一个简单
的录音室就这样搭成了。收音效果
不错，缺点是因为太小了，大博坐着，
二叔只能站着，第二张凳子都放不
下。那时二叔常念叨的就是，哪天能
在录音期间坐下喘口气。

随着粉丝日益增多，大博刚刚找
了一处便宜的民居用来录音——这
次，吸音材料变成了家里不用的旧床
垫。

在这样的创作条件下，二叔和大
博出于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生活细腻
的观察，因地制宜，一起创作了一首
首极具节奏感和乡村风格的rap单

曲。农田旁、梨树下、自家小院里，是
二叔说唱视频的主要场景，每天村里
发生的“张家长、李家短”的故事则是
他的灵感源泉。

二叔改编的《江南style》就是根
据村中采风时发现的一个有趣现象
来创作的。“现在，很多农村老人聚在
一起聊天就像‘情报站’一样，大家没
事喜欢坐在村头拉拉家常、聊聊八
卦，谁家孩子考上大学了、谁家又吵
架了，还有什么季节该施肥了、什么
时候需要除草杀虫了，我都会根据年
轻人感兴趣的主题，进行创作和拍
摄。”二叔说，视频好玩是第一位的，

“希望可以通过这些好玩的说唱音乐
来吸引年轻人关注乡村的发展”。

现在，在二叔的视频里，除了带
着二婶出镜客串，还有很多乡亲经常
会友情出演。

在网上，二叔是不少年轻网友的

“ 父
辈 ”

“爷辈”；
在与大博
相处的过程
中，二叔是年长
36岁的合作伙伴；而在家中，
二叔最重要的角色是父亲。

有一次，二叔要接受当地电视台
的采访。女儿打来了电话，接通电话
的那一刻，二叔提高了嗓门，语气也
变得更加温和，兴高采烈地跟女儿和
外孙女讲自己接受采访的情况。外
孙女一句“姥爷加油”让二叔脸上乐
开了花。

二叔的儿子在北京工作，还没有
成家。“现在拍短视频，他特别支持
我，还给他周围的同事们‘炫耀’。”父
子俩如今还会一起讨论今天这个视
频拍得怎么样、怎么拍个更好玩的。

乡村大叔摇身一变成rapper

一种“乡村+潮流”的叙事

每个农民都可以是
土地里的“大明星”

二叔在秋月梨树下接受采访二叔在秋月梨树下接受采访。。

大博大博（（右二右二））和二叔和二叔（（右一右一）、）、二婶二婶（（左二左二））在烈日下进行拍摄在烈日下进行拍摄。。

麦田里干活还能打麦田里干活还能打
一把游戏的二叔一把游戏的二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