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周渊

闯关！ 专业主持转型“带货主播”

这段时间， 直播间里热闹纷呈，

一批专业主持人也纷纷加入直播带

货的 “大军”， 直播带货风生水起。

先有央视主持人朱广权与李佳琦

组成 “小朱佩琦” 组合， 欧阳夏丹与

王祖蓝组成的 “谁都无法祖蓝我夏

丹” CP， 为湖北产品的公益直播收获

了上亿元的销售成绩。 随后， 尼格买

提、 李思思、 朱迅、 陈伟鸿和龙洋等

5 位央视主持人在淘宝直播间连线湖

北 30位县长， 开启持续 14 小时的为

湖北带货直播 “马拉松”。

热火朝天的上海 “五五购物节”

中， 上海广播 55 位主持人同样化身

“带货主播 ”， 讲述上海品牌故事 、

助力直播带货。 4 月 30 日晚， 主持

人 “天团” 首站亮相闵行虹桥品汇。

6 天时间里， 他们将以抖音直播的形

式为美食 、 美妆 、 家饰家装等 200

余件商品 “带货”。

“闵行区有 10 万余家民营企

业 ， 还有蜂花这样的老字号品牌 ，

如何借助万亿级的直播电商市场 ，

让产品触及更多受众？” 作为电台首

席主持 、 区政协委员的海波在闵行

“两会” 上带来这样一份提案， 在疫

情和在线新经济的催化之下 ， 这也

促成了上海专业主持人 “闯关 ” 直

播领域 。 和公益性的直播不同 ， 上

海主持人天团的 “直播带货 ” 走的

是专业路线 ： 设施齐全的专业直播

间、 自有线上渠道的品牌商品 、 网

红背后的专业机构定制直播培训课

程…… “不仅仅是改变原有的思维

方式 、 说话习惯 ， 就连介绍产品时

用手挡一下来对焦这样的细节 ， 主

持人们也从头学起。” 海波分享了转

型的种种细节。

“产品选到位， 主播跑断腿，为

了压价格，主播磨破嘴。 本人也没什

么本事，就是能帮你省点钱！ ”第一财

经广播主持人严丹在抖音上这样“剧

透”。 这段时间以来，她和同事们每天

一结束自己的节目，就马不停蹄开始

供应链调研、品牌考察、实地选货、亲

身体验等等。 他们说，转型的第一步

正是“战胜自己”。

上海人听了多年的声音为这座

城市 “买买买 ” 的消费盛宴再度集

结， 把品质服务和美好生活用镜头

和语言传递出来 ， 让上海品牌听得

见、 看得着、 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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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香“云”课堂
“非遗主播”上场

直播灯亮起 中药材成了“主角”

架起三脚架、打开直播灯，地处新虹

桥中心花园绿地深处的上海首个 “非遗

综合体” 虹桥香事馆， 瞬间变成了直播

间。藿香叶、石菖蒲、甘草、薄荷等中药材

一字排开成为“主角”，配上吴清幽默风

趣的解说，将不同香料的讲究、医方历史

等娓娓道来。

“制作避疫香囊，藿香叶要用船碾、

公丁香要用药臼， 每个香包要装 8 克药

材。古代香包都是红色的，这是由于古人

相信火能避邪……”弹幕里则充满了“真

香”“涨姿势”“求同款 DIY 材料包”等留

言，颇有些穿越之感。

受疫情影响，非遗传承人们也在“云

端”动起了脑筋。虹桥香事馆坐落在新虹

桥中心花园的湖心亭，曲径通幽，以往人

们在逛公园的同时能在这里欣赏香事器

皿，体验各类传统香事课程。今年闭馆期

间，吴清也动起了网络直播的念头，他精

心选择了课程主题， 特别开设了传统香

事礼仪、调香技能、避疫香囊制作等线上

课程，将非遗更加实用、生活化的一面展

现给大家。 传统香事是一项极具体验感

的活动，尤其注重“闻”，为了弥补“云端”

这一缺憾，吴清在直播课里穿插了图片、

视频演示，还有制作精良的古风动画，让

网课更加直观生动，身临其境。

观众的反馈也令初试“非遗主播”的

吴清倍感欣喜。 “直播间、微信群里每天

都有不少人来问， 还有人专门跑来询问

香事馆何时能复工， 希望能实地体验一

把文人香事的仪式感。 ”在直播的同时，

他的微店也“爆单”了———售价 35 元的

避疫香囊成为最热卖产品之一，有散客，

也有“团购”大单，自 3 月上线以来已卖

出了数万个。

掌门人“云”上做点心“圈粉”
绿波廊国家级点心大师陆亚明说出老字号“首秀”心情

解锁新技能
“老法师”慨叹“就像参加高考”

在线下堂食被按下 “暂停键 ”

时， 沪上一批老字号迅速转型线上。

今年 2 月 ， 陆亚明接到了网上直播

的新任务 ， 这让 “老法师 ” 一度有

些犯难， 店里的 “90 后” 们听说师

傅要当主播了 ， 一个个拿起手机指

导起师傅 “话术技巧 ” “带货节

奏”， 还给他看薇娅、 李佳琦的直播

当作教材。

第一次直播 ， 陆亚明和徒弟王

时佳早早做好准备 ， 光是站位就调

整了三四次 。 直播信号亮起 ， 两种

面粉的配比 、 红枣为什么要手工去

核 、 面团捏制时的手势窍门 、 蒸制

时为什么要放多一个空蒸笼……说

起自己的老本行 ， 陆亚明的紧张感

渐渐消失 。 平时没有机会展示在人

前的制作步骤 ， 被师徒俩在镜头前

层层分解 ， “阿拉在弄额辰光呢 ，

要注意蒸的温度千万不能太高……”

夹杂着上海话的风趣直播， 让网友

们听得津津有味 ， 还有网友发来

弹幕 ： “这就是陆大师特有的反

差萌 。”

令陆亚明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直

播带来的互动———第一时间接收客

人的反馈 ， 这对于常年在厨房忙活

的他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开播 15

分钟 ， 直播间的人数破千 ， 留言刷

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 “需要用几

度的水来和面 ” “揉面技巧有何讲

究 ” ……渐入佳境的陆亚明特意放

慢手头动作 ， 腾出更多时间来回答

粉丝提问。

弹幕刷屏
“这吃的不是饭，是艺术”

和寻常直播带货不同的是 ， 作

为老字号掌门人的陆亚明想给镜头

前的观众带去更多记忆和传承 。

“这幅 《回味无穷》 是书画大师朱屺

瞻题词； 这里的包房名称是藏头诗，

连起来便是 ‘绿波廊诚邀四方宾客

近悦远来’； 从 1979 年开业至今，绿

波廊从最初的 20 张桌子扩展到现在

的三层楼面，经过多次改造 ，它变得

更时尚、更年轻……”17 岁就进入绿

波廊工作的陆亚明带着直播镜头从

一楼缓缓进入 ， 说起老字号背后的

故事如数家珍 ， 而隔着屏幕观看的

观众也大呼过瘾 ：“这吃的不是饭 ，

是艺术。 ”

“做点心最重要的是两个 ‘心 ’，

一个是馅心，还有一个是用心。 ”频频

出现的金句， 皆出自陆亚

明的匠心体会和绿波廊

40 多年来的人文积淀，这

也让粉丝们感受到老字号

与众不同的魅力。 伴随着

直播这种新形式， 历经半

年多整体升级的绿波廊也

在“云端”和新朋旧友们相

见了。镜头移至大堂，满屏

的绿色元素扑面而来 ，融

入了更多时尚、 清新的元

素， 恰如店内对联所写 ：

“春水绿波画意浓，回廊朱

阁诗情媚”。

直播也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流量”———早在 3 月

3 日， 豫园商圈率先恢复

堂食的绿波廊就迎来了之

前购买直播预售产品的第

一批顾客。如今，越来越多

食客走进店里，他们说，正

是看了直播， 才了解到原

来自己吃的每一口背后都有如此高

的含金量，物超所值。

令人期待的是，陆亚明的徒弟，乃

至徒弟的徒弟也都纷纷尝试树立自己

的主播“人设”。 同时，豫园商圈里的众

多老字号也聚焦匠人与招牌， 形成每

周一到两次的常态化直播。 “除了招牌

点心， 我还打算与大家分享时令的家

常菜， 希望大家学会了再来绿波廊体

验一下 ， 看看和自家做的是不是一

样。 ”“老法师”对此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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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 在线新经济火力强劲， 网络直
播正成为其中一道耀眼的光。 网红主播中，
不仅有活跃在线上的资深网红， 还有许多刚
刚跨进直播间的餐饮界 “老法师”、 非遗传承
人、 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 商场柜姐……当
聚光灯亮起， 来自各行各业的他们在 “云端”
成功 “出圈”、 收割粉丝的能力不容小觑。

不久前， 豫园举办了一场 “原地逛街”
大直播， 全街区的 13 家老字号与国潮精品店
“抱团 ” 直播 ， 带动整个文旅街区的复苏 。
“直播互动拉近了我们和消费者的距离， 增加
了品牌和用户间的情感交流， 也给老字号擦
出创新的火花。” 蛋黄肉松网红青团的发明
者、 杏花楼食品餐饮股份有限公司餐饮部技
术副总监章吉泉这样感叹。 而绿波廊 “掌门
人” 陆亚明说， 从前是父母带着孩子来老字
号怀旧， 而通过直播展现出老字号年轻、 个
性化的一面， 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带着父母前
来 “打卡”。

老字号、 非遗这些 “老底子” 在 “云端”
开辟了新的突围路径。 拥抱直播的方式， 无
疑让它们离年轻人更近了。

本期 《社会观察》， 让我们与这些新晋
“网红主播” 面对面。

“大家好， 我是虹桥香事馆的吴清，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传统香药
对于防疫的作用 。 古人闻香避疫的传统由来已久 ， 避瘟香在中国有
2000 多年历史， 我按照传统医方 ‘逼虫香’ ‘避瘟丹方’ 还原制作了
这款避瘟香……” 一间雅室、 一篆香、 一位非遗传承人， 和以往面对
面的闻香体验不同， 这是不久前长宁区江南文人传统香事非遗传承人
吴清， 在 “文化云” 直播平台进行的 “闻香避疫” 讲座， 当天有超过
八万位观众在线围观。

闻香 “云” 课堂上、 观众远在 “云端”， 体验感却丝毫不差———兴
之所至， 还可以直接下单 “买买买” 这款古方避瘟香和避疫香囊。

■本报记者 周渊 实习生 王宛艺

“云端”拓展 非遗传承新天地

把非遗体验馆开进公共绿地， 让传

统文化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 这是长宁

区探索的“非遗+文旅”的活态传承保护

方式。 近一年来，虹桥香事馆按时令、节

庆策划展览，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吸引了

不少年轻粉丝。 吴清告诉记者：“香事馆

地处虹桥经济开发区，除了附近居民，还

有不少年轻白领前来， 别致的非遗体验

为忙碌的现代生活增添了一份闲雅宁静

的心境。 ”

“60 后”的吴清本是室内设计师，因

喜好历史，又修读了考古学专业硕士。他

与香的缘分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曾先后

拜古琴大师龚一、 香文化研究者刘良佑

为师，从“焚香弹琴”开始一头扎进传统

香事中。除了研究史料，吴清还收藏了千

余件香事器具、百余种香料，还沉迷于复

原历代香方。

此前， 吴清作为非遗传承人推广香

文化的方式几乎都集中在线下： 去各地

做讲座，与学校、民俗文化中心等单位合

作办展览、讲课，此次触网也令他获得了

新启发：“日常一堂体验课， 五六十人已

是极限，而通过网络，受众人数被无限放

大。有次朋友偶然将一些片段放上网，一

时间有 200 多万点击量。 ”

就像最初研究香事一样， 吴清也琢

磨起“云”课堂，还在“云端”结交了一群

年轻朋友， 学习用年轻人感兴趣的方式

来推广非遗文化。接下来，他还打算直播

更多体验性课程，手把手教大家制香。而

通过直播引流、 积累了更多粉丝的虹桥

香事馆也将启动一系列以雅致传统文化

为主题的文化之旅。 “随着时代变化，香

事不应该再拘泥于传统观赏模式， 对非

遗的最佳保护和传承就是让它在现实生

活中焕发光彩。而直播的形式，无疑为我

们打开了一扇窗。 ”

“大家好， 我是绿波廊的陆亚明， 今天我要教大家做 ‘夫人套点’ 中的长寿桃。 2014 年亚信
峰会时， 绿波廊用这套点心招待总统夫人团， 祝福大家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学会了也可以做
给家人吃。” 傍晚 5 点， 上海老字号饭店绿波廊 “掌门人”、 国家级点心大师陆亚明的 “直播
首秀” 开始了。

今年 52 岁的陆亚明在绿波廊厨房案台前站了 35 年， 是沪上餐饮界名副其实的 “老法
师”， 但挑战 “主播” 还是头一遭。 设在包厢里的直播间颇有气势， 聚光灯、 三脚架一应俱
全， 红枣、 面粉、 蒸笼、 水、 电磁炉等整整齐齐放了一桌， 陆亚明的徒弟王时佳化身 “小助
理”， 手艺依旧出神入化， 还不时蹦出 “金句”。

“说不紧张是假的， 感觉就像是学生参加高考一样。” 下了直播， 陆亚明这样慨叹。 突如
其来的疫情让手机里连直播软件都没有安装过的他转型 “网红主播”， 拿出钻研手艺的那股子精
神， 不仅逐渐在 “云端” 找到自己的节奏， 也推动老字号探索在线新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