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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才与文学相遇
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俞生辉用

了一个词——戏剧性。他从小并未展
现过文学的天赋，15岁那年，他得知一
位朋友正在上海市作家协会上课，心血
来潮的他通过邮箱投递了一篇自己的
小说作品，“后来奇迹般地入选了，我竟
然得到了去市作协上课的机会。”

然而，成为作家的道路并非一帆风
顺。在市作协的第一节课上，《收获》杂
志资深编辑、知名作家走走对入围作品
一一评价。“我周围的同学都来自知名
高校，老师对他们的作品赋予了很高的
评价。”俞生辉期待走走点评他的作品，
但换来的是老师沉默的三秒，并说：“没
想到这个班里还有这么差的作品。”

年轻气盛的俞生辉虽然要面子，但
他还是认真听老师指出的问题，还“越挫
越勇”。“当时我脑中蹦出一个想法，未来
一定要写出一篇作品，让老师刮目相
看。”这也成为俞生辉文学之路的目标。

18岁那年，俞生辉将作品《铁路沿
线》发送给走走老师，期待老师的批评
与指教。出乎意料，他收到了“写得很
好”的评价，这是俞生辉受到老师认可
的第一部作品。2020年夏天，结束高考
的俞生辉加入了金山区作家协会。去
年，还未大学毕业的他又进入上海市作
协，成为市作协最年轻的会员。“进入市
作协的标准是出版两本书，但因为我高
中时在市作协举办的黑马星期六比赛
中两次获得三十强，还在省级以上文学
刊物发表了一些作品，有前辈老师们认
为青年作家值得支持与鼓励，所以便入
会了。”同年夏天的金山区作协换届会
议上，他成功当选新一届理事。

从文字创作拓展至影像
俞生辉创作表达不局限于文字。

大学时，他结识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专
业毕业的老师，这位老师改变了他的创

作道路，让他从文字创作拓展到影像输
出。“他教给我的第一课是，一年不许写
任何东西。”虽然心存疑惑，但俞生辉还
是照做了。一年里，俞生辉经历了前所
未有的平静，他发现自己能够更用心观
察生活，思路变得宽广。

一年后，俞生辉写下了只有2000字
的《蚯蚓》，该篇小说在2023年获得《收
获》“无界漫游计划”演绎小说奖。“那时
候是按字数计算稿费的，很多人为了稿
费会把文章尽量写长。但我认为《蚯
蚓》是极其凝练的，我无法找到一处增
加或删减的地方。”

“我要对写下的每一个文字负责，
它必须是凝练的，这重塑了我对文学的
认知。要知道鲁迅、老舍或史铁生先
生，他们很多精彩的文字都很简短，在
中国文学史上都有一席之地。我也一
直在思考，可能凝练的作品才能在大浪
淘沙中沉淀下来。”俞生辉对记者表
示。随后，俞生辉将《蚯蚓》发给导演老
师，老师没有直接表达对作品的看法，
只是说：“把它做成电影。”在很多专业
人士的帮助下，由《蚯蚓》改编的短片作
品《无孔不入》进入诞生计划。“通过影
像拍摄，我的认知完全打开了。”

如今，俞生辉和他的老师以“建立
中国第一支导演团队”为目标不断扩大
自己的创作团队。《无孔不入》就是由这
个创作团队打磨出来的作品。团队成
员来自五湖四海，有毕业于神奈川大学
人类学、伦敦艺术大学纯艺术专业的同
学，也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会专业的

“转行”人士。团队在野外拍摄时，经历
了蚊虫叮咬、无信号等各种困难，还要
常常熬通宵。虽然现场艰苦，但整个团
队对创作的最大要求是“质量”，目前每
年计划产出2~3部作品。“团队还在慢
慢磨合，《无孔不入》对我来说也是一种
创新性实验，目前只完成了一半。我希
望未来某一天，我们能产出对得起这支
队伍的作品。”俞生辉说。

全国巡回看球
去现场捕捉有意思的细节
《东方体育日报》首席记者、评论员

姬宇阳直播中曾点名表扬一位自媒体
博主“不染的真心”，并提到“他的视频
我每期都看”。姬宇阳所说的自媒体博
主是一名足球UP主——金语星。他的
视频主要以亲自体验现场和讲解足球
比赛的Vlog为主，附带科普地理、历史、
文化相关的知识。

2023年4月，金语星在B站发布了
第一条看球视频。一年之内，他又陆续
发布上百条在全国各地观看球赛的系
列视频，其中包括中超、中甲、中乙三个
级别的职业联赛。

在谈到拍摄视频的初衷时，他认为
是源自好奇。虽然已经是十五六年的
足球迷，但看完第一次球赛之后，他才
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球队认不全。于是
他便开启了全国巡回看球赛的计划。

177天，他观看了48场职业联赛，遍
布数十座城市。最北他去过哈尔滨，最
南下到海口，最西到过云南玉溪，最东至
延边。到目前为止，这些比赛都是他自
费参与。做自媒体的一年时间内，他共
耗费5万元左右，而收入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他却这样描述自己花钱看球
赛的感受：“如果不是因为看比赛，可能很
难去到那些地方。但是只有去到现场，
才有可能捕捉到那些有意思的细节。”

初做足球博主
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

从小，金语星就立志成为一名体育
记者。从小学开始，金语星便爱看足球
比赛，但那时只能在电视机前蹲守。第
一次去到现场看球赛是十年前，在虹口
足球场。来到现场之后，他注意到场边
的摄影记者，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幸福
的工作，因为他们可以免费进场，近距
离看球。那时起，他便期待自己未来也
能成为一名体育记者。鉴于此，金语星
高考时便报考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而在完成自己的梦想之前，金同学

率先成为了一名足球博主。在亲自动
手拍摄视频之后，金语星才知道其中的
困难。最初，他遇到最大的难题是视频
拍摄和内容架构。

由于他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文
案、出境、拍摄、剪辑都由自己完成。虽
然新闻实务课程中曾学过实操技巧，但
他感觉新闻实务偏向于摄影和记者的
角色，而自媒体博主的工作，除此之外，
还涉及到播音主持和编导的领域。

譬如最初出镜讲解时，他不知道自
己的眼神聚焦在何处，逐渐上手之后，
才知道如果一直盯着屏幕里的自己，眼
神是飘的。正确的方法是盯着手机镜
头。另外，对着摄像头讲话，这点最初
他也不习惯，有时一句话不知卡壳多少
次才能流畅表达出来。慢慢地，他会提
前准备文案草稿以及图片素材。

体育记者梦
希望让更多人关注足球

为了拍摄视频，金语星前往观看了
国内各级别比赛，包括中超、中甲、中乙
这样的职业联赛，以及中冠、上超等半
职业联赛，甚至还包括五人制、U11、老
年足球等不同赛制、不同参赛年龄的非
职业球队比赛。这也是他在做自媒体
之前未曾深入研究过的。

有网友反馈他的Vlog文案写得好。
他表示，相比其他足球博主，自己并没有
太大优势，唯一的区别在于，可能自己受
过新闻写作的训练，在框架建构和逻辑
思维上对视频有自己的要求和想法。

对于未来，金语星表示可能会更加
关注草根球队。他希望让更多人了解
中国足球，也希望告诉大家，足球比赛
并非只有热闹和气势，更多的是体育精
神和历史传承。他提到，当自己第一次
去看老年球赛时，一名右手骨折缠着白
色绷带的大爷，在比赛结束后侃侃而谈
当天的战况。这是他至今观看比赛后
印象最深的画面。

金语星说，这些视频承载了一年以
来他和足球的故事和回忆，也为他梦想
成为体育记者积累了作品和经验。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金语星为化名）

15岁时，金山小囡俞生辉写了小说作品投递给上海市
作家协会，自此开启文学之路。不甘心比别人差，不断尝试，
让这名00后在创作中探索出自己的一番天地。如今俞生辉
是金山区作家协会最年轻的理事，也是上海市作家协会最年
轻的会员。今年夏天，俞生辉从吉林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
专业毕业，创作之路也不局限于文字，正尝试将文字转换为
影像，更想打造一支与众不同的导演团队。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实习生 沈诗怡

写小说，拍电影
文学路越走越宽
市作协最年轻会员是位00后

复旦大学新闻学本硕学生自制足球比赛观战Vlog，半年
时间内收获近万名足球粉丝。有人认为学生做自媒体会耽误
学业，也有人认为做自媒体可以挣钱。那在这位足球博主看
来，拍视频的初衷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又会遇到哪些
机遇和挑战？ 青年报见习记者 朱彬

学新闻，做博主
携真心奔赴山海

他离体育记者梦更进一步

俞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