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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出圈：
为什么是何同学？

为什么是何同学?这是一个需要
把观察放长时段考察的问题。

B站UP主账号信息显示：创立
时间为2017年10月，由北京邮电大
学国际学院2017级电信工程及管理
专业学生何世杰运营。刚上大学就兼
职喜爱的自媒体，到2019年夏天前，
靠测评美国苹果公司的产品系列粉
丝突破10万，成为一位普通但有一
定粉丝量的同学。再到2019年6月6
日“一夜爆红”，成为B站百大UP主，
再到成为微博、知乎、B站顶流，他的
成功故事完美诠释了时势和人事的
巨大合力。

时势
“在这个年代，每个人都有成名

的15分钟。”何同学央视纪录片的开
场白就是对这个时势最好注解。在互
联网技术的升级换代下，当下流行的
知识获取手段，已从有图有真相的

“读图时代”走向了生动具象化的“视
频时代”，视频成为信息输出的普遍
手段。据《2020 好看视频创作者图
鉴》显示，知识视频数量从2019年上
半年到 2020 年上半年同比上涨了
320%。在可见的未来，知识类视频会
持续成为平台主推的“门面担当”。

人事
时势是一个大环境，是人人都能

得于参与的环境，如何在自媒体内容
海量同质化之中脱颖而出，离不开何
同学给网友的惊喜之处——专业解
读、创意主题、趣味呈现和人文思考
等。但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句告白
——“我觉得就是用这种Vlog（影像
网络日志），把自己的个人情感融合
进去，把自己真正的生活融合进去，
再呈现给大家，这真的是一件很有意
义的事情。”有意义，造就兴趣和坚
持。同时在科技中融合个人情感、融
合真正生活，是很惊喜的思想。比如
播放量最多的四期视频“有多快？5G
在日常使用中的真实体验”“我拍了
一张600万人的合影”“这视频能让
你戒手机”“我做了苹果放弃的产
品”，这些都可以看到他用体验、感受
和简单、易懂的叙事方法把复杂技术
原理表现出来，再通过电影般的镜头
语言和专业剧本般的文案，让视频

“节奏感好棒”“流畅无比”“一看就停
不下来”，让原本冷冰冰的科技产品
充满人文关怀和生活美学，也扩大了

它的市场受众度，实现了与观众共同
感受探索科技的历程，也得到享受技
术结晶时的情感共鸣。

在互联网科技的发展下，在商业
化经济的潮流下，对于具备创新意识
和实践意识的优秀创作者来说，何同
学的成功是时代的必然。

榜样：
何同学可以复制吗？

对于青年人来说，成功是许多人
的渴望，特别是在优秀榜样者面前，
都期待自己能成为和他们一样的时
代弄潮儿，那何同学的成功可以复制
吗？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话题。

从社会心理学来说，这个世界
上，任何人的成功都是可以复制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相同的神经系统，只
不过我们每个人的神经系统使用程
度不一样而已。

从何同学所做一系列视频内容
的技术来说，似乎都是对现有技术的

“大型整合作业”，扮演着技术搬运工
和组装的角色。如在最新一期“我做了
苹果放弃的产品”中，视频的主角是一
张平常而不平凡的桌子，桌子理念是
无线充电+时间锁+备忘录+升降桌
腿。从技术层面看，这四个要素的每个
部件都有现成的理论支持、物理配件
和解决方案，想要实现技术层面一比
一复刻，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们也已
经看到在这个趋利和功利的信息时
代，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博主开始学习
何同学，从镜头模仿，再到剪辑套用，
但仅从这个层面来说，高度同质化的
内容是很难脱颖而出的。当下的中国，
是一个注重“创新”和“原创”的年代，
何同学已经成功出圈，即使有人模仿，
也很难被超越，其他的模仿者也只会
被标记上“抄袭”的标签。

对何同学的复制，重点不应该是
他的“器”，比如如何仿造桌子，如何
完成600万人的合影，如何拍出风格
相似的视频等，这始终是东施效颦。
而真正需要复制的是揣摩他的独特
之“道”：如拍手叫好的创意，新奇的
分析思路、丰富的人文情怀、自省的
人生态度。比如对待科技奉行的“大
道至简”，做到了把原本“高端”的科
技成果，让更多人看懂。在这次的
AirDesk视频中，这条路变成了他不
断折腾最终打造出桌面的精力。用最
初最简单的事，探索并传递着与观众
的情感共鸣。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
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何

同学的成功也许无法复制，但并不妨
碍我们对其成功之道的探究。同时，
何同学的成功也不需要复制，可以肯
定的是，无论是才华、还是努力，时势
和人事的力量已在合力孕育下一个
成为无数年轻人学习的榜样，这也是
互联网时代的魅力所在。对于青年学
子来说，在学习成绩和未来的事业发
展上，不断的去超越自己便是属于自
己的成功。所以何同学的这份成功答
案，可以，但也仅供参考。

觉醒：
人才是永恒的时代主角

“在这个年代，每个人都有成名
的15分钟。那么，15分钟之后呢？”何
同学用兴趣、耐心、智慧和不断突破
自我极限，完成了15分钟的优秀答
卷。而15分钟后的人生困惑或者说
警示是何同学和青年学子都应该继
续思考的话题。就像何同学在和苹果
CEO库克的访谈中说道：“我每天都
很投入地工作着，学习着，可能是因
为我因此获得了开心。作为一个大四
学生我每天都感觉充满精力，觉得自
己能够做很多事情，但同时也觉得自
己尚且年轻很多东西都不擅长，有很
多东西都做不了。”对青年人来说，遇
到很多不擅长和做不了的东西，那是
必然的，而破解它的答案就是用我们
充满的精力去践行最质朴的道理
——苦学。

在他的视频中出现两本很有意
思的书：史铁生长篇小说《务虚日
记》，吴晗史作《明朝历史的教训》。很
明显，这两本都并非专业书籍，但正
是这种宽广的阅读面和知识面，为他
提供了多一种看问题的角度，提出别
人想不到的观点，培养出清晰的逻
辑、简洁的表达和共情能力，为他的
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而这种苦学和
勤奋，也是对部分社会青年出现“佛
系”“躺平”“躺赢”之类心态的最好正
面回应。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
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
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
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这是100多
年前陈独秀先生载于《青年杂志》的
创刊词，写出了对新青年的期盼。

时代在变，但时代对人才的呼唤
不会变，“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
志无以成学”的成才逻辑不会变。明白
和实践了这些，未来的同学们都可以
成为各自领域的何同学，共造一个新
时代下属于青年们的“觉醒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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