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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岁的桂世芳，生

活在金华。她的日常是

早上 5 点半起床，6 点钟

到儿子家，送孙女上学；

回家路上顺便买点新鲜

肉菜，负责儿子、儿媳两

人的中餐和晚餐。夜晚，

安顿好儿子一家后，再骑

上电动车，伴着夜色，回

到属于自己和丈夫的小

屋。

显然，这是一个以家

庭为重心的传统农村妇

女，连她自己或许都想不

到，有一天会成为一个拥

有81.7万粉丝的网红。

但走进桂世芳的生

活，你会觉得一切又都不

意外：她来自草根，也自

带草根的倔强，只要她喜

欢，她想学，一定会想方

设法摸索，直到学会。

于是，当一个做饭的

大妈，拿起厨房里的高压

锅、锅盖、漏勺⋯⋯打起

碟、敲起鼓，再配上富有

节奏感的音乐，爆款视频

就此诞生。

高压锅打碟，水桶当架子鼓，玩摇滚需要理由吗

粉丝80多万的金华“小芳大姐”
只要热爱，就是不一样的烟火
本报记者 朱丽珍 文/摄本报记者 朱丽珍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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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视频

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有很多看似土

味，却收获了巨大流量和关注的视频博

主。桂世芳的抖音号“贪玩的小芳”算是

其中之一。但和那些动辄几百万粉丝的

大V比起来，她只能算个新手。

1月12日，“贪玩的小芳”粉丝60万，

一天过去，到 1 月 13 日，这个数字涨到了

75 万，昨天又涨到 81.7 万，而且还在不断

涨，获赞数则达到了1000万。

以厨房里的锅碗瓢盆为工具，模仿

DJ打碟；改装家里的水桶、锅盖组成架子

鼓打鼓卡点，是“贪玩的小芳”最具代表性

的两种风格的视频作品。

但啥是打碟？啥是架子鼓？半年前，

这个老家安徽合肥、在金华打工的 50 岁

大姐，还一无所知。

“看别人模仿拍这种视频，很有节奏

感，看着也不难，就想自己也搞一条。”第

一条高压锅打碟的视频，发布在去年7月

份，拍摄地点，就在桂世芳儿子工厂宿舍

的厨房。

摆下灶台和锅碗瓢盆之后，人走进去

已经略显拥挤，但这处面积不过两平方米

左右的小场地，却是桂世芳的大舞台。以

前，她在这里为家人烧饭做菜，现在还多

了一项活动——拍视频。

视频能火，桂世芳挺意外。

“那天晚上打开一看，好多点赞，还有

留言的，看都看不过来。”这不是桂世芳第

一次有这种感受，最早是 2020 年 6 月份，

她发了一条踩快节奏跳舞的视频，“谁说

50 岁、60 岁不能玩，只要会疯永远 18

岁”，一下子收获了3万粉丝。

虽然点赞留言都没有后面几个爆款

视频多，但那是桂世芳第一次体会心跳加

速的感觉，“心扑通扑通地跳，说实话，后

面再多点赞，也没有第一次兴奋。”

跳舞、打碟⋯⋯有了前两次的爆火，桂

世芳似乎已经摸到了粉丝的脾性。8月份，

她拍摄了条打架子鼓视频。所谓的架子

鼓，其实就是三个水桶底、一个锅盖、一个灯

罩，都是她就地取材，用透明胶组装起来的。

锅碗瓢盆水桶为工具
土味视频狂涨粉

虽然粉丝多了，但桂世芳也有些忐

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们没意见。”在

得到家人的支持后，桂世芳更有底气了。

前段时间，她逛街时花50元买了一根

拍摄杆，又花 20 元买了一副耳机。70 元

钱，算是她为爱好花出去的一笔“巨资”。

最近一条视频，发布在两天前，延续

了“贪玩的小芳”一贯的风格：在厨房灶台

上，双手在一只电饭锅和一只高压锅上，

伴着节奏来回切换。话筒，是一只小平底

锅，绑在头上挂在两侧的漏勺，就是耳

罩。这则视频获赞 214 万，评论 15 万，这

也是她所有视频中，点赞最多的一条，刷

新了作为代表作被置顶的打碟和打架子

鼓两则视频的数据。桂世芳总结，拍这条

视频时，自己很在状态。

“之前有段时间，比较自我怀疑，我拍

了就知道，发出来效果肯定不太好。”就像

最初跳舞，视频拍多了，桂世芳觉得意思

不大，后来又从打碟变成打鼓，是一个不

断总结和摸索的过程。遇到创作“瓶颈

期”，她特地找了一个抖音上有 100 多万

粉丝的大叔，私信向他请教。

桂世芳觉得大叔一眼就看出了问题

所在，“他说我拍视频时有心事，心不在上

面，真的是被说中了。”

粉丝多了，很多人私信问她能不能帮

忙发广告、带货，“这种东西搞不来，万一

卖的东西不好有问题，岂不是害人了？”

桂世芳吸引粉丝的，也许不光是 50

岁会玩会卡点找节奏，而是这种来自草

根，乐观向上、生生不息的力量。

不发广告不带货
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视频的火爆，让桂世芳的抖音号上，

留言无数。“天生自带乐感”，“卡点无敌”，

“阿姨你才是最嗨的仔”，“大姐是个王

者”⋯⋯

喜欢，是桂世芳常挂在嘴上的一句

话。只要是她喜欢的事物，哪怕和她的年

龄有反差，她都会想方设法学会。

出生在安徽农村的桂世芳，当年读完

小学一年级就辍学，回家照顾比自己小十

多岁的妹妹。“没文化”是她心里的一根刺。

桂世芳原本不怎么识字，但她喜欢唱

歌。当年全民K歌流行，她把喜欢的歌曲

挑出来唱。歌唱得一般，但半年时间，对

着歌词，把很多字都学会了；几年前，妹妹

生了孩子，月子里桂世芳帮忙照顾，借着

机会，她又拉着妹妹教她学拼音。20 多

天又把拼音学会了。

如今，靠着兴趣驱动，自我学习，这个

没怎么读过书的女子，在网络上，用文字

和人沟通交流已经非常顺畅了。

她的自学能力有多强？随便说一说，

就能举出几个例子。

最早在工地做小工，别人每天赚 15

元，她能赚 18 元，因为她干活利索，一些

需要观察能力和技巧的活，看几遍就能学

会，甚至做得比男工还要好；她曾经很爱

广场舞，跟着别人在旁边跳，一段时间下

来，她被选中参加汇演。

打碟、打架子鼓，难在卡点找节奏，对

于桂世芳来说都不是难事。一则视频，基

本都是一遍就过，最多也就拍三遍。“三遍要

是拍不好，那肯定是拍不好了。”桂世芳说。

玩全民K歌时开始识字
照顾产妇时学会了拼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