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放过”的张同学：别再骚扰我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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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2月初，伴随“张同学”引爆网络，越来
越多外地牌照的车涌进松树村。

有粉丝来“张同学”取景地堵门“打卡”；有
公司发来邀请；还有“经纪人”求合作被拒，在附
近租房住下不走了；甚至有人找到小学门口，追
着和张凯12岁的女儿合影。

“张同学”的影响力，让张凯始料未及，“感
谢大家的关注，但希望别再打扰我的女儿。”

12 月 8 日、9 日，辽沈晚报记者两度走进
松树村，深度对话张凯。“张同学”是突然“火”
起来的吗？它和张凯本人，有哪些微妙的联
系？

“失败”的张同学
只读了8年书 多次创业受挫

“我真的只读了8年书。”
有人说张凯视频拍得好，爆料他是“导演系

的研究生”，他直接否认，“初中读到第二年，我
决定回家。物理、数学啥的不感兴趣，不想学习
了。”

“有人说我的短视频接地气，这跟我的生活
阅历有关，经历得比较多。”张凯说，离开校园没
能继续求学，但他一直没停止“折腾”。

“先是跟着我四叔上大货车，打零做跟班
儿。”这时的张凯，还没成年。

大石桥市有“中国镁都”之称，矿产丰富，运
输矿石的货车车队来往穿梭。后来的货车司机
队伍中，渐渐多了一个叫张凯的小伙子。

货车损耗大，修车成了家常便饭。婚后的
张凯决定，不再守着农村老家，去大石桥做点儿
买卖。

多年跟车、开车，让他看到商机，“开了个
修车厂，谁曾想结果赔得底儿掉，扔进去 30 多
万。”

有知情的朋友透露，当时修车厂意外失火，
“损失太大了，对他打击也特别大。”

张凯说，自己一度因此有些抑郁、压抑，“这
笔钱，直到2019年才还完。下半夜两三点钟，睡
不着觉。”

事业没有迎来完美开局，“倒霉，喝凉水都
塞牙。”直到现在，张凯也难忘那段岁月给他带
来的持续“打击”——

“2014 年开始养鸡，如果顺利的话，一茬能
挣个一两万，但我还是没经验，那一茬鸡我记得
是 5000只，成片成片的死，死了两三千只，眼瞅
10几天就出栏了……”

2015 年开春，张凯跟着亲属上山放蚕，“进
厂子后，蚕都死了。”

张凯决定走出农村，到外面看看。在山东
打工能赚到月薪万元左右，但没让他满足。

去年 7月份，在短视频潮流裹挟下，他开始
琢磨拍摄、制作短视频，从与人合作到分开单
飞，“刚开始拍别人，后来才开始拍自己。我觉
得我的创意、拍摄和剪辑，应该得到更大的尊
重。”

“单干”，能满足他更多的想法。
没经过科班的学习，张凯尝试通过看电影

找灵感。“我比较爱看周星驰的电影，研究镜头
切换和衔接。”

说到这一点张凯并没有谦虚，似乎找到了
新的“方向”，“我觉得我的镜头感好，特别特别
好。”

“在路上”的张同学：
专心创作短视频 家人给予鼓舞

“我开做短视频的这一年，确实挺拼的，我
媳妇说，这是我们结婚以来最穷、最苦、最犯难
的一年。”

有朋友回忆说，在修车厂着火那段日子，张
凯曾经遭遇过“兜里只剩1块钱”的窘境。他上
村里超市买东西欠钱，被网友们质疑是摆拍的

“段子”，张凯说，事实上确有其事。
“欠了900多，超市问我，‘张凯，我那俩钱啥时

候能给我？’我一遍遍说，‘一定给，放心吧。’”“剧本
我负责想，拍摄、剪辑大多都是我一个人吧。”

张凯说，从最初的多次创业失败，到现在开

始做短视频，妻子和父母给了他莫大的鼓励。
在给别人拍段子时，他曾经按每条400元的

价格“接活儿”。这个价格并不“理想”，但他也
没拒绝，“你得接，家里生活需要钱。”

拍摄基地的老房子是爷爷留下来的，闲置
多年。简单布置装点后，成了张凯的拍摄基地。

他把老屋“重启”，墙上张贴上世纪 80年代
当红的女明星海报，还养了鸡、猫、狗等小动物。

构思剧情，选定场景，开拍，“我拍每个镜头
都有自己的思路在里面，要追求一种行云流水
的感觉，让人看了就划不走了。”

有一个把钥匙藏在鞋子里的镜头，引来很
多共鸣。张凯说，这个镜头传递的是一种私密
感，“农村有在门附近藏钥匙的习惯，有的藏砖
头底下，有的藏门框上，我就想告诉大家，这是
很多人家真实的生活。”

拍摄的场景多、画面转场快，还有很多分镜
头……这些专业操作，一度让人质疑“张同学”
系列视频是多人团队在制作。对此，张凯也予
以否认，“确实主要都是我一个人在拍摄、制
作。一般情况下，平均得 9 个小时才能出一个
视频。”

别人眼中的“张同学”：
他想做对当地老百姓有意义的事

母亲：冬天拍视频那阵儿，孩子冻得够呛，
手都握不上拳头。我和他爸都支持他，他没少
遭罪，现在看遭罪也值得了。

哥哥：他跟我说过，挺同情那些在大集上摆
摊卖东西的老人，现在人们买东西都在网上买，
对这些老人有影响。他就想做一些对咱们当地
老百姓有意义的事，花生、鹅蛋、鸡蛋、茧蛹什么
的，他想带动农村的农产品多卖一些出去。

孙淑坤（67岁，张凯称呼她为“大奶”）：他这
个事干了1年多了。张凯小时候脑瓜就灵通，小时
候还总帮我家干活，勤快善良。在他没火的时候，
他说‘等我行了的时候，就要给老百姓做贡献，把
农产品往外卖’，这玩意儿是不是能卖出去？

张泽铜（张凯堂弟）：我哥让我帮忙接待粉
丝，我合计啥粉丝啊，有啥可接待的？后来到家
门口一看，10多辆车，排那么长。

“大叔”（“张同学”出镜成员）：我一看点击量
好几千万都上亿了，真有点儿明星的感觉了。但也
没在上镜时变得紧张，就有啥穿啥有啥说啥呗。

截至12月8日17时，“张同学”在某视频
平台粉丝达到1465.2万。评论区，有人“没
看视频我就点赞”，也有少部分人继续发出一
些质疑声。

如潮的评论之外，张凯有些忧虑：现实
生活中，来到松树村的“外人”越来越多，有
的已经对他的生活造成滋扰。

这种忧虑，并没有阻碍外来寻访电话一
次次打过来。建一镇政府一名办公室工作
人员说，“这段时间的电话，全是打听松树
村，找他。”

“有的人找到我，要给我做管理，不能做
管理的话可以给我当助理也行。我没这个
想法拒绝了，他们好几个人没走，在附近租
房居然住下了。”

“我有俩孩子，大女儿12岁，小的两岁
多。”张凯一家人住在松树村，他本人也并不
是视频中的“单身汉”。

有些粉丝“打卡”进了村子，甚至找到小
学，和张凯的女儿合了影。这件事让他和媳
妇、家人都有些忧虑，但又陷入一种无奈，
“就有那么一次，我不想出现这样的事儿，但
也不知道有啥办法。”

还有一些公司找他签约，“张同学”被估
值的数字有些让他惊诧，“没见过那么多的
钱。”

不过，他还是拒绝了，“想让自己能自由
创作，不受打扰和影响。”

眼前最让他苦恼的是，“张同学”账号的
短视频“断更”。“以前一般每天或者两天出
一条视频，现在已经出现3天没更的情况
了。”

涌来的“粉丝”在屋外，嘈杂的声音传进
屋子里，张凯拍摄难以静下心来。

本村的一些好友不得不把握分寸，适当
对人群进行阻挡，一度还在拍摄基地——老
房子外站起了“人墙”。

当地的政府工作人员也赶来维持防疫
秩序，调配口罩，登记在场人员信息，“有黑
龙江来的，还有更远的，从三亚来的。”

12月7日，“张同学”最新的一条视频终
于推出，拍摄基地“出事儿”了——砖石塌
陷，火炕塌了一个大坑，张凯和小伙伴现场
施工，给全网粉丝看个热闹。

很多网友有共同的感慨，爱看“张同学”
的视频，“不知道在看啥，但就是看完了。”

记者：为什么要拍摄农村题材视频？
张凯：我本身就是农村人，也愿意

拍这些。下地掰苞米或者出去打工大
家都能接受，但看我背着三脚架在街上
走，有人指指点点说我不务正业，但没
能影响我。

记者：粉丝这么多，下一步啥计划？
张凯：主要还是继续拍出一些大家

喜欢的视频。
记者：会不会出现想法枯竭的情

况？可能很多人提到“变现”，这方面有
目标吗？

张凯：目前看还是有好多可以拍
的。最初我做短视频的时候，就是想帮
当地乡亲们卖点儿农产品，不然他们蹲
路边卖，太不容易了，上网帮忙卖一卖。

记者：要做直播带货，这似乎是团
队才能做的事。

张凯：我们也在规划这件事，比如
让我的弟弟参与，还有一些同村的年轻
人，负责一些选品之类的工作，

记者：短视频竞争很激烈，有没有
想过，万一哪一天不火了咋办？

张凯：你说的是账号“凉凉”了是
吧，想过，即便因为忙于生活精力有限，
但这样的题材还会继续拍下去。

辽沈晚报特派营口记者 杨宝顶
首席记者 陈浩

对话“张同学”
“想帮当地乡亲们卖点儿农产品”

圈粉千万期待助农
“张同学”爆红之后……

想法：红了之后，希望帮助当地乡亲们卖农产品
焦虑：女儿被骚扰，自己的创作也被外来人干扰
寒冬的深夜，松树村渐渐归于宁静。
烧热了火炕，妻儿渐渐睡熟，36岁的张凯钻进被窝开始“工作”。手机光亮一闪一闪，他两眼瞪得通红。
夜里23点到后半夜 1点多，这个时段张凯最喜欢，“特别静，剪视频头脑最清醒。”
松树村地处辽宁营口市，隶属大石桥市建一镇管辖。走在镇上、村里，张凯和平常没什么两样；但在手机

短视频的世界里，他是千万粉丝的当红主播“张同学”。 刚过去的两个多月，他自导自演，用大量纪实镜头演
绎怀旧风格的农村生活，坐拥 1465余万粉丝。

12月7日晚，“张同学”在他的拍摄基地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
本版图片均由辽沈晚报记者 吴章杰 摄

张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