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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网友的选择捧红胖妹“校花”
体 重 200 斤 的 26 岁

农家女“啊古乌子”，做
梦也没想到，有一天她突
然被全国三十多万名网友
集 体 评 为“ 最 美 校 花 ”，
一夜之间就成了网红。如
今，“啊古乌子”手机里
各种综艺邀约、视频访谈
的电话响个不停。

“我红了吗？”啊古乌
子到现在都觉得在梦中。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供图：受访者

“啊古乌子”究竟是谁呢？

5月13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电话采访了这名新晋网红。

“啊古乌子”本名叫秦冬

梅，江苏南通海门人，今年

26 岁。“啊古乌子”其实是一

句海门话，意思是“傻子”。忽

然就走红了，秦冬梅直言“到

现在还有种懵圈的感觉”。

秦冬梅说，自己是海门乡

下的农民，“因为 200 斤的体

重，没身材没学历，长到 26

岁从没出过一次远门，也没想

过出去打工，就在家帮妈妈干

农活”。

秦冬梅说，因为胖，她一

度非常自卑，“去逛街都不敢

抬头，这辈子也许就在村里过

了”。两年前，她的一个哥哥

在手机上下载了直播软件，秦

冬梅也试着玩直播。

“没想到，有很多人给我

留言，夸我真实，要我勇敢做

自己。当然也有吐槽我的，但

支持我的人更多。”秦冬梅说，

正是这些关注和支持让她渐

渐自信起来。她的直播频率越

来越高，虽然直播内容就是她

在乡村的生活，直播时间也随

心所欲，但她对网友简单重复

的提问从不厌烦，乐观真实向

上的形象让她的直播空间累积

了近一万粉丝。

有一天，秦冬梅帮妈妈从

玉米地干完农活回来，随手就

打开了直播。正是这个视频被

网友截图恶作剧地发到“你好，

师妹”的选美参评活动。秦冬

梅告诉记者：“虽然我不认识

这名网友，但我真的想感激他。

没有他这样捉弄我，我还红不

了呢！哈哈！”

“啊古乌子”是怎么走红的？事

情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4月11日，长沙某公司举办了

一场名为“你好，师妹”的校花评

选大赛。4月15日，原本全是各种

养眼美女的网络评选页面上，突

然出现了一名叫“丫蛋”的参选者。

照片中的丫蛋，小眼睛上戴着一

副老式眼镜，头发凌乱随意地粘

在脸上，圆润的脸蛋红扑扑，似

乎刚干完农活回来给自己来了张自

拍。“丫蛋”的介绍也非常自信干脆：

“相信自己”。

短短四天，丫蛋的投票数就达

到了36万，远超其他选手。有网

友调侃：“这是选美界的‘泥石流’

……”

这时，有网友举报，“丫蛋”

提供的照片并不是参赛者本人，而

是网友“啊古乌子”的视频截图。

主办方核实后将“丫蛋”撤出投票

区。但网友们质疑声四起，纷纷

吐槽是不是有“黑幕”。

5月13日，此次选美活动的策

划方长沙拓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时说：“主办方的

官方微博当天差点沦陷！”于是，

主办方想方设法联系上了“啊古乌

子”本人，“啊古乌子”也同意参赛。

1天之内，“啊古乌子”的得票数

便从 0 涨到了31万，碾压第二名

的10万票。

5月1日，“啊古乌子”第一次

乘坐飞机，并赶到长沙，接受了“最

美校花”的荣誉，也领取了奖品。

这不走寻常路的“校花”“啊古乌子”

一夜成了网红。

湖南女子学院社会学副教授欧阳林舟认为，秦冬梅现象，符合网络娱乐至上的精神，契合了网

友们的娱乐需求，而她本人乐观自信的精神和形象也是促成她走红的前提条件之一——这使得她身

上呈现出一种“励志”的态度，因而更受人追捧。秦冬梅之后的路怎么走？欧阳林舟建议，她主观

上应该看淡“走红”，正确认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早日让自己拥有一技之长；同时，客观上可以利

用现有的人气和优势，为未来争取更多的机会。

一夜成“网红”，也彻底改

变了秦冬梅的生活。她第一次

走出海门，第一次坐飞机来到

了长沙，第一次登上舞台享受

了万众瞩目的感觉。她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上台前，

我紧张得躲在椅子后发抖。”

从长沙回到家乡后的十来

天，十里八乡的村民都赶来看

她这位“明星”，“我妈说，我

让她很骄傲！”秦冬梅的生活

也变得忙碌起来，她接受了各

路记者的采访、拍摄，“手机

一天到晚响个不停，前几天，

江苏电视台说邀我去参加一个

综艺节目。”

她直播空间的粉丝自评选

校花后猛增了3万多，“现在

要好好做直播了，不能辜负大

家”。秦冬梅也有了自己的梦

想和计划，“想接一些商演，

想学唱歌，做一名笑星。”但

她坦言，自己并没有任何才艺，

对将来怎样让大家记住自己依

然感到迷茫。“不过梦想还是

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秦

冬梅说。

胖妹被网友推选为“最美校花”

“感谢那个恶作剧的网友”

新晋网红，生活忙不停

“啊古乌子”走红，因网络“娱乐至上”专家>>

长沙女教师：用艺术给人治病

5 月 13 日 播 出 的
综艺节目《我想和你唱》
中，一名中美混血的歌
迷 自 曝“ 听 尚 雯 婕 的
歌一个多月瘦了 20 多
斤”——虽然真实性有
待考证，但用音乐给有
心理疾病或处于亚健康
状态的人群进行治疗和
帮助的心理治疗方式，
在中国正方兴未艾。

这种不一样的治疗
方式被称为“表达艺术
治疗”，除音乐外，还
可借用舞蹈、美术、戏
剧、游戏等其他艺术表
现形式来进行。

在长沙，有名小学
形体老师，被媒体称为

“湖南教育界表达艺术
治疗第一人”——她就
是湘郡未来实验学校的
老师黄勉。

32 岁的黄勉是长沙县人，从

小就学习音乐和舞蹈，一直梦想

着能当老师。2012 年，在做了5 年

行政工作后，黄勉选择辞职，进入

湘郡未来实验学校，负责一、二

年级学生的形体课，并考取了二

级心理咨询师。

“每堂形体课最后十分钟，我

都把音乐换成轻松的，引导学生

们慢慢放松身体以收心。”黄勉当

时就想，变换音乐形式就能让孩

子们放松，那是不是证明，音乐

能被应用到心理治疗当中呢？

黄勉上网一搜，发现真有与

此相关的“表达艺术治疗”。黄

勉马上买了许多相关书籍来学习。

因为表达艺术治疗是一门医学和

心理学的综合学科，她又报名学

习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专业和

北京师范大学的应用心理学专业

的网络课程。

后来，通过朋友介绍，黄勉辗

转认识了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中国

音乐治疗学创始人张鸿懿。后来，

黄勉加入了中国音乐治疗协会。

“不务正业”的形体老师 为自闭症孩子带来“艺术治疗”
2015 年，黄勉遇到了第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病人”。

“之前都是用音乐来帮助

老师和学生减压。”黄勉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这

个 7岁的小男孩明明（化名）

是个自闭症儿童。其父母寻

求过心理医生的帮助。但传

统的你问我答的心理治疗对

明明并没有作用，因为他拒

绝和别人交流。

黄勉在形体教室中放置

了钢琴、三角铁、碰铃、吉

他等乐器。刚开始明明拒绝

她的触碰，只跟在父母身后，

怯生生地打量着陌生的教室。

“我就跟在他身后，看他在哪

个东西旁边停留最久，对哪

样东西表现出兴趣。”但是，

明明对这些东西似乎都没有

兴趣。

如此重复了几次都没有

效果，黄勉有些沮丧。听着

耳边舒缓的“班得瑞”（一个

音乐项目，其作品以宁静轻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罗雅洁  供图：受访者

柔的轻音乐为主——编者注），

她突然想起，明明来的这几次她

放的都是舒缓的音乐，但他的反

应并不强烈——明明会不会更

喜欢劲爆的音乐呢？

黄勉立马将音乐换成了轻松

动感的英文歌曲《Baby》。果不

其然，明明的肢体语言有了变化！

在接下来超过半年的治疗中，明

明不排斥黄勉了，对黄勉的指令

也有了反应。他甚至画了一张画

送给黄勉。那是一个简笔人物画，

有着微笑上扬的嘴角。而在接受

表达艺术治疗之前，小明只能画

出一团乌黑的线团。

2016 年 7月，黄勉作为湖南

唯一代表参加了在华中科技大学

举办的首届中国表达艺术治疗应

用与发展高峰论坛，她以明明为

案例所撰写的论文《奥尔夫音乐

治疗实践于自闭症儿童的个案研

究》被收录到论坛文集中，有媒

体称其“填补了湖南在表达艺术

治疗领域的空白”。

多年的学习让黄勉对表达

艺术治疗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

她发表了多篇关于音乐治疗的论

文，有些获得了省、市优秀论文

评选一等奖等奖项。她还参加了

教育部相关课题一项，主持市级

科研项目一项。

如今，黄勉想成立一个表达

艺术治疗工作室，“公益性质的，

把长沙从事艺术的老师集中起来

培训，这样不仅能为普通的老师

和学生减压，也能为一些特殊

学校的学生做群体治疗。”

黄勉与国际表达性艺术治疗协会创
始人之一凯特博士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