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策马入林”喜欢和街头巷尾的小
贩、保安、民工、大妈、大爷、孩子说话，嘘
寒问暖、家长里短，聊着聊着就拉近了距
离。这一部分是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养成
的习惯，一部分是一种体恤民生感同身
受的古道热肠。“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
失者在草野。”他知道最大的政治是民
生，那是居住的政治、菜篮子的政治、灯
火和烟火的政治；他笃信“一个人绝望，

大家都不安全”，因而身体力行，在微信
上，从一点一滴小事、一帖一篇小文辩法
析理、循循善诱，苦口婆心消弭矛盾，语
重心长维护和谐。

对一些社会问题事件感同身受，“策
马入林”也常发点感喟之帖，设身处地，
换位思考，把悲天悯人的情怀落实、落
细、落小，而且常常付诸于行动，倾听，资
助，对遇到的个体弱者能帮一点是一点，

能帮一个是一个。他不同意朋友们“有
心无力”这样的说法，总是坚持“关注即
帮助”、“出手即出力”的理念，用自己的

“举手之劳”往前推动事情解决，不因“个
体不足挂齿”而袖手，不因“帮不过来”而
却步。他认为，个体无视、个案无为、身
边事不理、眼前纠纷不处，如何维护稳
定、促进和谐？他反过来劝朋友：“您的
一小步，或许是社会一大步。”

古道热肠中的和谐之美古道热肠中的和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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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马入林”在自己微信上算过
一笔账：以前爹娘住老家，一年只能
见一次；后来请老人来京住，一年52
周，至少见52次；再后来因为老人想
家就半年在老家半年在京，一年也
能见至少26次，相当于以往20多年
的总和。同住一城的半年里，每周
见一次，中间也打电话；另半年分

开，只能打电话。一年下来，见20多
次，打电话百八十次。

这笔账絮絮叨叨，似乎废话连
篇，和父母的联系情况，每个人其实
都能算出来，说起来并不是多么了
不起的内容，但偏偏就是这样一组
既不惊天动地也不新鲜别致的生活
小数据，在平平实实的叙述中却让

很多人产生了一种感情共鸣。
人说敬老如敬神，家有一老如有

一宝。“策马入林”敬“神”的方式就
是经常和爹娘说说话。他把一些聊
天内容记下来，皆是晨兴夜寐、针头
线脑，作为温馨片段滋润寸心。后
来他把部分日记帖辑来起了个标题
《敬“神”日记》，报纸就又给刊发了。

微信“爹娘生养” 《今日高密》刊发《敬“神”日记》

针头线脑中的亲情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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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实践

“策马入林”曾出席联合国互联网治
理论坛，以自己写博客的亲身体会，发言
阐述中国互联网发展成就，引起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等与会方的好评。他的演讲
及引言全文后来以《在联合国会议上“收
玉米”》和《一个中国“博客”在联合国互
联网治理论坛上的发言》为题，分别在
《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即便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发言，他心
中依然用“场外的小草”和“故乡长势很
好的玉米”自喻自励，他在发言中说：

在中国博客达到1亿多人的时候，我
写过一篇文章《一亿人做一件事》。做什

么事？写博客。所以我说，博客是一场
大规模的文化创造活动、文化传播活动、
文化分享活动。博客的出现，改善了中
国的文化生态。作为一名博客作者，在
法律和道德的框架下，我喜欢以丰富多
彩的文本进行自由表达。这些道德依据
源自中华文明的珍贵传统，比如‘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等
等。在这个前提下，我使用信息文明的
社交工具，赞美生活，创造快乐，释放自
己，鼓励他人。当然，我愿意使用轻松的
语言、柔和的方式，表达个人看法。在中
国，国家领导人倡导‘尊重差异、包容多

样’，理性、包容、温和、有序的网上话语
生态正在形成。

正是他在发言中叙述的文化生态和
文化心态，让他在方寸屏幕装进田野芬
芳、传统美德、故乡忧思、人文情怀和家
国胸怀，也让他在指尖点触间寄寓了自
己的有情有爱、有趣有梦。他用微信自
媒体创造出了一方网络文艺空间，同时
改变了其参与者的线下生活状态。“策马
入林”的实践，让我们看到了社交媒体时
代全民写作的一类新鲜产物，也提供了
社会文化繁荣、表达多元进化、文艺生产
方式嬗变的一个生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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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繁育中的生长之美

策马入林见风致
——新媒体碎片化文艺创作的一个案例

□ 本刊记者 秦兰珺□ 本刊记者 秦兰珺

当前社会进入社交媒体时代，人们在新媒体平
台上主动发声、自觉记录、快乐表达，自发创建一方
绿色和谐的精神家园。本版介绍的这位网络作者
就是利用微信朋友圈这种强关系链、高到达率的话
语管道，勤奋写作、真诚对话，创作出了许多网友喜
闻乐见的帖文，为当下新媒体碎片化文艺创作提供
了一个案例。

——编者按

“策马入林”是个啥其实挺难回答。他首先是个真人活人的微信帐号“策马入林”；其次也是借这个帐号出现的角色“策马
入林”；它同时是一方展览空间，布置了一系列有着“策马入林”风格的作品；可它整体上也算得上一部作品，不过有个文艺范
的帐号名，叫“策马入林”。

因为“策马入林”既是真人，也是角色，既是展览，又是作品。所以记者时常困惑于写的这个东西究竟算人物通讯、角色分
析、展览报道，还是作品评论？结果，记者放弃了定位它们的努力。其实，一个真人的生平事迹，铺陈出来难道不是一个展
览？上演起来难道不是各种角色？成就最终难道不是一部作品？只不过网络，用一种技术的方式把这个过程呈现在我们面
前，把这个过程中各种关系的互动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得更加清楚明白，甚至不知不觉间参与其中。

“性本爱庄稼、追求田园化”一直
高悬在“策马入林”朋友圈的签名档。
他的微信段子总是不停地絮叨上笼的
馒头、孵蛋的鸡、地里的高粱、米里的
虫。作为在莫言的故乡高密的庄稼地
里长大的孩子，“策马入林”尤其喜欢
自然长出的东西：一簇花草能看一个
中午，几只虫子能发半天感慨。当然
他也会把这些“宝贝”随手拍下，配文
上传，或细节生动、趣味横生，或管中

窥豹、以小见大。虽然只是几十个字，
一组小图，但其中散逸出来的乡愁野
趣，却能潜移默化打动了众多人的心
灵。

积累多了，老家的报纸居然把这
些段子挑拣筛选，以《高密灯火》为名，
发了一个整版。“策马入林”在微信中
感慨：“这些字带着高密草木气息离
开，再带着油墨气息回归，所有气息都
是故香”！故香，可不是错别字。“策马

入林”就是喜欢把故乡、家乡、老乡写
成故香、家香、老香，说这一切都香，大
家一望便知其意。其实多年来，他写
过许多帖文，反映家乡亲人捎带来的
面粉、面鱼、鸡蛋、蔬菜等“家香”特产，
帖帖活色生香。后来他稍加整理，一
篇《家香是最香》的文字又发到了报纸
上。正是他小文里那些人们心中怀恋
的乡土“草木气息”，成就了这一份“很
文艺”的“油墨气息”。

微信“米里的虫” 《今日高密》刊发《高密灯火》

草木气息中的乡土之美草木气息中的乡土之美

“策马入林”的作品猛地一看总
是格局非常“小”、调子非常“低”。
但笔触和视角落到青萍之末、草莽
之间，落到柴米油盐、锅碗瓢勺，落
到邻里乡亲的屋里屋外，却总能从
中读出市井世情的万千风景。有个
午后，他在延安枣园镇溜达，偶遇保
洁员霍师傅，感叹说您干活好认真
啊！63岁的霍师傅认真地回答：“共
产党员就怕认真二字，干啥事就得

像啥样子。”霍师傅还诙谐地说，每
天干这点活不累，其实相当于公家
开工资让他来锻炼身体，除了吃饭
零花，每月还有剩余，很满足。“策马
入林”感慨于霍师傅这种将一种信
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自觉，顺手
将此写成一篇散文《认真二字》，登
上了《延安日报》。

“策马入林”认为，新媒体平台上
的文艺内容建设须更加注重细节，

捕捉情节，善于通过碎片讲述能够
抵达心灵的故事。有朋友曾对他
说，“星辰大海”、“诗与远方”太不现
实。“策马入林”却说，其实“大海”也
可以是村里的池塘、桌上的鱼缸，

“远方”也能放进庭前的树丛、屋后
的胡同，诗意地栖居于意义的世界，
乃是最大幸福。后来有人看了他的
微信号，给他留言说：低到尘埃里，
开出莲花来。

市井世情中的诗意之美

《延安日报》刊发《认真二字》微信“磨刀的老大爷”

“策马入林”曾经做过记者。经常发
头条的他，最爱的却是散记；经常跑大事
的他，最爱的却是花絮。花絮常关注的
是细节，散记能塞进的也是小段子。可

“策马入林”就是喜欢那些有深度有温
度、带着新鲜露水和感人泪水的特写。
多年前，他上班办“大报”，回家办“小
报”。“小报”的受众定位是一家三口，工
作人员是一家三口。从第一期到第一百
期，他的家庭小报记录了父母的心血、孩
子的成长、家庭的点滴，后来居然被央视
拍成专题片，被《时尚》杂志采访。

那时候就开始“折腾”印刷时代“自

媒体”的“策马入林”，到了媒体融合的今
天，玩起自媒体来自然特别顺手。从博
客出世、微博流行到微信普及，“策马入
林”一路走来。博客时代，他每年写近
300篇博文，几乎每天一篇，5年原创博
文近1500篇。新浪、腾讯博客访问量
5000多万，分别进入总排行榜TOP500
和TOP100，被评为2009年腾讯博客意
见领袖。微媒体时代，微博粉丝约200
万，每天发帖两条以上，几年积累帖子
1.2万多条。单篇阅读量达306万次，评
论近3万条。

“策马入林”感叹：传统门户时代，门

户落户哪里，哪里就很牛，如今移动族崛
起，微信客户端蜂起，大家千方百计把自
己的公号和客户端搞得多多哒棒棒哒，
大家都在一条起跑线上啦。这些思考，

“策马入林”也都用网言网语写出来。他
曾在《人民日报》上阐释网络新闻发言人
的文章，就用了“很酷很潇洒”“很美很绿
色”“很好很强大”等网络句式，在《中国
记者》上论述微博新媒体特性，就指出

“微博见证长尾力量，凸显蝴蝶效应”。
在中央网信办机关刊物《网络传播》的约
稿中，更是成篇贴出了自己的微信小短
文，称“现身说法、抛砖引玉”。

碎片传播中的力量之美

微信“给纸媒的两条建议” 《网络传播》刊发《露水和泪水》

微信上有个帐号叫“策马入林”。“策马入林”的朋友圈很文艺：诗词歌赋、书法摄影，频频发布；这个朋友圈也很火爆，拍
砖献花、互动点评，时时发生。这里好友不算多，3000多位，可最多一帖能获点赞、评论500多次，互动率达17%！一个小
小的朋友圈，如何这般热闹？一个小小的自媒体帐号，如何成就独具风格的网络文艺创作？让我们来看看“策马入林”的传
播力是如何炼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