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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外的率真
直播前，李娟坦言对董宇辉列

出的采访提纲作了充分的准备，甚

至好几晚都没睡好，“豁出去了”，

才来到直播间。用当下流行的MB 

TI人格测试来说，李娟妥妥是个性

格内敛的“i人”。但是董宇辉提出

的大部分问题，却让李娟错愕，这和

她准备的完全不一样啊？因而在

镜头前，她表现出了紧张、不安，以

及一些慢节奏的停顿、空白。

当1993年的董宇辉提出可以

和1979年的李娟做朋友时，很多

人感觉到的是一种男性的“爹

味”，以及当李娟自我剖析时，董

宇辉的鸡汤式安慰也被认为没有

必要。其实，李娟既然愿意冒着

巨大的不适走进直播间，一定是对

董宇辉认可的。

碎片化的传播，让大家只关注

到了李娟用“一坨”来形容董宇辉

对她的夸赞，却鲜少有人看到，李

娟还对他说过：“无论什么样的声

音评判你，你确实帮助了很多偏远

地区平凡的、沉默的劳动者

们，当然也帮我卖了很

多书。宇辉是让人

钦佩的年轻人。”

与娓娓道来的文字和冷不防

出现的幽默感不同，李娟跳脱纸面

的形象，社恐得让人有些不敢相

信，却也让人感受到她的率性天

真。她把自家院子里唯一一颗红

了的番茄，送给了董宇辉。她也看

过董宇辉的带货直播，却因为配送

区域不包括新疆作罢。当董宇辉

客气地表示下次需要什么寄给她，

她直接说：“我可以去其他直播间

买。”面对“写作使命”这样宏大的

词汇，李娟直言自己没有想过，写

完后自然而然地就完成了。

可预见的非议
虽然在新疆过着看似离群索

居的生活，可是李娟却做不到超然

物外，网上的误解让她痛苦，这也

成了她在直播间谨言慎行的缘

由。她说：“每个人活在世界上都

难免会被误解，但可能我是一个作

家，如果大家误解我，说明我没有

表达准确，我没有做到最好。”她也

羡慕那些精力无比旺盛、战斗力十

足的人，随后董宇辉问她：“你会渴

望变成那样的人吗？”“娟姨”人间

清醒地回答道：“我不会渴望自己

办不到的事情。”

这场直播后，非议指向了董宇

辉。李娟的文字是一种对人类情

感和生命本质的探索，代表了一种

对生命之“重”的追求。而董宇辉

的形象则显得更为“轻”一些。他

从讲台走向直播间，是许多丈母娘

心中理想的女婿形象，一度被誉为

直播界的清流，

创下了众多书籍、

期刊的现象级销售数

据。但在一些人看来，

这种传播形式显得不

够“深刻”或“纯粹”。

真假文化人的看

法，说到底源于对文化

传播形式和深度的传

统观念——即真正的

文化人应该远离商业

利益，专注于学术或创

作本身。这就让人想

起不少网络文学作品

的书粉抵制作品被影

视化改编，遭到作者哭诉“我也是

要吃饭的”。

无对错的选择
这种“轻”与“重”的对比，正是

他们对谈引发争议的一个核心原

因。李娟的理想化表达和董宇辉

的现实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李娟的文学创作关注的是精神世

界的深度挖掘，她的文字充满了对

内心体验和人类情感的重视。董

宇辉话里话外的现实感和实用性，

与李娟的理想化表达并非一路。

董宇辉和李娟都有农村生活

的经历，而董宇辉显然更加渴望出

人头地，他不允许自己透露出脆弱

的一面，一度让自己精密得像仪器

一样、辛苦得像牛马一样前行，甚

至一天不工作、不劳累都是可耻

的。李娟的野心体现在不愿意重

复自己，她目前的蛰居状态，是为

接下来的写作进行准备，“我不是

要突破自己，是不想顺着惯性去写

作。”她也坦然道出，才华是有生命

力的，它会出生，也会死亡。

李娟代表了那些追求内心宁

静、专注于精神世界的人，他们能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寻找心灵的

栖息地。而董宇辉则代表了那些

在现代社会中努力平衡理想与现

实，追求实用价值的人，他们试图

在生活的压力下找到前进的动力

和方向。这种自我投射让观众们

感到熟悉和共鸣：在文学和商业之

间，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每个人都

在寻找自己的位置和道路。

最终，这场对谈让我们意识

到，最伟大的依然是文学，一本本

《我的阿勒泰》《遥远的向日葵地》

《冬牧场》陆续发往读者手中，触动

的共鸣与思考，想必会比一场直播

要深远得多。 驻京记者 赵玥
（本报北京今日电）

明日，最接近传统体育的电竞

项目之一——足球电竞国际顶尖

锦标赛，FCPro冠军杯将在上海

迎来决赛。赛场上，音乐不再只

是声韵律动，而成为承载文化内

涵、跨界融合的重要依托。来自上海

的室内乐团Musicore心琉，将奏响

各国参赛队伍的声音。她们用独有

的风格诠释赛场上的竞技之魂，越

南的柔美、泰国的奔放、日本的清

寂、韩国的活力，不同的演奏风格彰

显着不同的文化风采。

柳雪婷是Musicore心琉乐团的

创始人和音乐艺术总监。出身体育

世家的她自小走上了艺术之路，“爸

爸妈妈都比较高，觉得我应该也会

比较高，而且我小时候练钢琴和小

提琴的孩子比较多，所以妈妈就为

我选了大提琴。”4岁起学琴，柳雪

婷如今已成长为一个长发飘飘、琴

音袅袅的艺术生。毕业后，她曾经

进入金融界，兜兜转转还是觉得音

乐的世界更得己心。但那段经历让

她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者，在音乐

和商业的眼界变得更有逻辑性。

心琉是一个由海归青年艺术

家、演奏家为主导的融合乐团，基于

音乐+，为各类场景及人群提供创

意艺术内容服务。

今年3月至今，心琉一直都在

忙FCPro冠军杯的项目。中国、

日本、韩国、泰国、越南五国选手角

逐，心琉需要谱写五首主题曲。她

们用尽心思希望能够在音乐中呈

现各国文化。比如，泰国的主题曲

中就加入了东南亚打击乐器，日本

主题曲中有小调，韩国主题曲则偏

宫廷风，有一点韩剧的感觉，至于

中国，磅礴的大鼓和典雅的古筝交

相辉映，让主场球队士气高昂。“除

了主题曲，还有胜利音乐的制作，

也同样有讲究。”心琉团队的原创

音乐，一次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

潮。来自心琉的创作，成为赛场上

的独特存在。

在接下这个大型电竞项目之

前，心琉更多关注的是校园文化，针

对不同年龄段的特点，设置不同的

艺术导赏和参与互动课程。柳雪婷

的小目标是青少年艺术的普及以及

创作更多表达上海年轻人态度的内

容产品，而她的大目标则是以音乐

的形式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

FCPro冠军杯是心琉小试身

手的舞台。上海打造全球电竞之

都，不仅仅是大厂的钻研与成就，也

有许许多多心琉的推波与助力。

本报记者 华心怡

本 报 讯
（记者 乐梦

融 实习生胡

逸云）第十四

届全国美术作

品展览油画作

品展，实验艺

术、数字艺术

与动画作品展

将于明天落下

帷幕。昨天下

午，以“回望与

展望”为主题

的第十四届全

国美术作品展

览上海展区闭

幕论坛举办，

邱瑞敏、尚辉、

汪涤、李超、张

晓凌、曾成钢

等6位嘉宾以

两两对谈的形

式，砥砺思想，

碰撞观点，提

出表扬也有忧

思，分析并解

读了美术创作

现状。

上海同时

承办“全国美

展”两大展览，

在全国美展历

史上是第一

次。各地美术爱好者们络绎不绝地

前来上海观展，尤其是实验艺术、数

字艺术与动画所独具的科技与艺术

结合的新颖艺术形态，吸引了大量

观众自发在自媒体平台推出热议话

题，展览线上传播热度将持续升温，

启幕至今约23万人次观展。但与

此同时，双展的冷热也形成鲜明的

对比。“实验艺术数字艺术和动画作

品”的展厅里，人头攒动，年轻人居

多，争论多，话题多。而油画展区以

专业观众居多，展厅人气显得冷清

许多。

展览期间，中华艺术宫组织志

愿者于展期每日上午10:30举办实

验艺术、数字艺术与动画作品展公

益导览服务、下午14:00举办油画作

品展公益导览服务，举办各项公益

和志愿者讲解活动127场。同时引

入“上海市文联文艺家大讲堂”“上

海创意设计讲坛”“小小艺评家”

“‘艺’行上海”等上海文化品牌活

动，通过专题采访、现场直播等方式

在多种媒体平台逐步推出。各新媒

体平台直播、录播、视频等总浏览人

次约37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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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宇辉对谈李娟引发争议

电竞场上的“上海声音”
用音乐诠释赛场上的竞技之魂

前两天，一场网红主播董宇辉
与作家李娟的对谈引发了广泛的讨
论和争议，有人说是“假文化人遇到
真文化人”，有人说是“理想撞到了
现实”，还有人在他们各自的身上看
到了自己。不管是非对错，流量都
转化成了销量，近2个小时的访谈，
在全程没有介绍书籍的情况下，李
娟的作品销售超过20万册，最高在
线人数超过了40万。

■ 李娟与董宇辉

■ 柳雪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