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捧丁真是花痴？别小看女人的爱美之心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甜野男孩”有多火？
两周时间内，来自四川的
藏族帅哥丁真，不仅霸占
微博、百度、头条等各大
社交媒体热搜榜，连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央视新
闻也纷纷来点名，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甚至三次发
推特介绍丁真。

这一切，仅凭一条不
到 10 秒 的 抖 音 短 视 频。
视频里，皮肤黝黑，眉目
间带着野性的丁真从蓝天
白云处款款走来，莞尔一
笑。这一笑不得了，先是
200 亿的点击量，接着登
上 微 博 热 搜， 粉 丝 暴 涨
到 39 万。因其接受采访
时一句“最想去的地方是
拉萨”，甚至引发了四川
与西藏乃至全国旅游地的

“抢人大战”。如今，他已
成为家乡国企理塘县文旅
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员
工，担任家乡的文化旅游
大使。

从表面看，这就是一
个只用 10 秒视频便书写
了现代版“美男子神话”
的故事。不过不难发现，
无论是今天的丁真，还是
一度霸屏的吴亦凡、蔡徐
坤等老牌“顶流”，其背
后 是 无 数 怀 揣“ 爱 美 之
心”的现代女性。“甜野
男孩”的故事告诉我们，
她们已经不能再被简单地
定义为“花痴”或者“傻
白甜”了，她们所汇聚的
流量其实就是一股巨大的

“能量”，如果引导得当，
这能量就能迸发出不容小
觑的力量。

“热捧美男”背后是女性地位的提高

“美男流量”或者依托文化产业诞

生的“美男消费”在我国由来已久。从

2007 年的《快乐男声》《加油，好男儿》

再到吴亦凡、鹿晗、蔡徐坤等“爱豆”（意

为偶像），资本市场早就嗅到一个面目姣

好的男孩能带来多大的商业价值。

不过，“美男消费”一直以来就饱受

争议。一部分人用“娘炮”“小白脸”指

责美男们过于“阴柔”，而另一部分人则

不满女性在社交平台疯狂沉迷“美男”

的行为——毕竟，传统观念里，女性应

以矜持为美德。

老话说“男子无丑相”，外貌似乎从

来不是考量男性的标准。但事实是，女

人们并不是近 10 年才突然“看脸”的。

早在魏晋时期，潘岳——也就是潘安，

因为颜值实在太高了，引起街上女子对

他的爱慕之心，疯狂地向他的马车投掷

瓜果，等到家的时候，车里的瓜果都装

满了。从“掷果盈车”的典故可以看出，

女人对美男的追捧其实由来已久。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新

闻评论研究中心评论员朱政德、华中科

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副教

授牛静曾在研究中指出，“男色消费”包

括女性、男色符号、资本三要素。它并

不是女人的发明。在传统媒介时代，男

权欲望动用视觉霸权凝视女性，而漠视

女性对自身、异性双向审美的诉求，迫

使“聊斋女主”为取悦男性审美而自我

物化，顺从“处女情结”“丰乳肥臀”等

视觉政治。

而随着两性权力格局的变化，女性开

始依托政治、经济资源凝视男性与资本，

通过影视文化工业，反抗男性视觉霸权，

要求文化工业满足女性消费诉求，一些

男性偶像或者影视作品如《镇魂》等便

脱颖而出，男主角也不再拘泥于“阳刚”

的单一维度，而展现出多元视觉、刚柔

并济的性格特征。

“男色消费”的出现，意味着妇女的

社会地位在不断提高，这种地位的改善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妇女整体经济实力的

提升和政治话语权的争取。不过，很多

研究者认为，男色消费本身不是社会进

步的衡量尺度，也不代表理想的两性关

系，它是两性关系向正常和健康发展过

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美男流量”的正确打开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美男经济”发展几

十年，挑战的已不仅仅是传统观念这么

简单。为了成为“爱豆”，美男子开始流

水线批量生产——白皮肤、双眼皮、细

眉眼、高鼻梁、尖下巴、长刘海。在男

团选秀和网红视频中，这样高度重合的

长相比比皆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丁真的走红确实

是一个“美丽的意外”。这当然不是单指

他的草根出身或者有别于男团的“甜野

风格”，而更指他从出名到成为全国各

地疯抢的旅游形象大使，让我们意外地

看到“美男流量”还可以发挥更加正能

量的作用。

与“爱豆”带来的资本狂欢不同，丁

真带来的是一个偏远贫困县发展的良机。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丁真的老板——

甘孜州理塘县的旅投总经理杜冬曾坦言：

“小县城能红一次，不容易的。”

作为曾经的全国贫困县，理塘县直到

今年 2 月才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至于

如何实现长久致富，当地仍在探索。由

于自然风光优越，当地的产业发展以旅

游为重点，并为此举办了一系列营销推

广活动，比如国际赛马节、诗歌节、景

区门票免费等，但都反响平平，未能激

起旅游热度。

为什么发展不起来？中国未来研究

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刘思敏曾这样分析：

“当地主要的旅游亮点是藏地风光和少数

民族风情，但受到周边知名旅游景区‘阿

坝’‘西藏’的影响，未能发展到与其资

源相匹配的程度。”

因此，把全国人民的目光吸引过

来，是当地发展旅游必须解决的首要问

题——而“丁真”就是答案。

文旅产融智库副理事长姜长城在接

受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

来，利用美好的男性形象在直播带货和

文旅宣传做“亮点”蔚然成风，但这种

美好的男性形象又和与传统的“偶像工

业”不太一样。

“互联网带货、文旅宣传的核心是恰

如其分地表达当地特色，而丁真的笑容

背后，正是甘孜州地区的藏域风情。丁

真能火，不仅仅是所谓的‘颜值’，同时

也是因为大家从他的笑容中看到了都市

生活中看不到，却又能打动人心的东西，

看到生命原来还有不同的版本，而不完

全是‘996’那种所谓的‘社畜’生活。”

姜长城说。

美好的形象搭配充分具备地域风格的

气质，丁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当地旅游

宣传大使，也顺利成章地让“理塘”的

热度从 12 月上旬开始飞涨，最后一周搜

索量飙升 630%，比今年旅游黄金周足足

翻了 4 倍还多。

试想，如果当地基层干部对互联网上

的热闹视而不见，任由丁真被各类商业

平台打造成“网红”甚至男团成员，那

么这场“美男神话”必然又落入文化资

本的窠臼。恰恰相反，当地文旅部分看

到丁真的热度，也看到了网友对丁真的

喜欢，以及背后对当地纯真生活的向往。

并有了此后一系列的操作，才让风口有

了正确的方向。

经济发展需要她们的“围观”

对于丁真的发展，有不少网友衷心评

价，这才是一个网红“正确的打开方式”。

显然，丁真也是“美男流量”的正确

打开方式。

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经济主体，

无论是电商直播、旅游推介，农村或者偏

远地区的互联网经济发展都需要一定程度

上的“围观”。而一个正向、美好的形象，

或许能给女人的爱美之心一个更好的去处。

另外，丁真和理塘的爆红也给了国内，

尤其是湖南省内一些风景秀美，适合发

展旅游业的偏远地区一个很实在的启示。

“地方文旅的核心是地域特色文化，地域

特色文化不仅包含了山水、美食，当然也

包括了地方的人文，本地文化最好的承载

方式就是本地人。”姜长城说，本地男女

的个性文化也是吸引外地游客的一部分，

毕竟它不加修饰，直达人心。

比如，我们熟知的地域形象：热情的

苗家阿妹、靓丽大方的东北大妞、婉约秀

美的水乡女子等等。从国内目前的情况

来看，各地都有极具地方特色的女性形象

吸引游客，但标志性的男性形象却很少，

类似丁真这样的男性形象或许值得更广

泛的挖掘。

不过，要打开这样一个具备地域特色

的“美男流量”，显然对当地干部、商业

主体提出了较高要求：不仅要有互联网意

识、运营意识，同时还要有气量，不急于

“杀鸡取卵”“一步登天”。别看丁真是一

个偶然，替他拒绝一切综艺和选秀，让他

担任旅游大使，并促发全国旅游地抢人大

战的老板——理塘旅投总经理杜冬，曾担

任过10年的文学翻译，7年的记者与作者。

可以说，这一次理塘的翻红，是万事俱备、

只欠丁真。

同时，姜长城也认为，其他地区若想

借鉴理塘这一次的“丁真”经验，需要

更具备开放的胸怀。

换句话说，不仅仅是丁真，每一个“爱

豆”的背后都有大量“投掷果子”的女性，

能不能把她们的青睐转换为正能量的“眼

球经济”，在“掷果盈车”之外，换来利

国利民的好局面，完全取决于我们的眼

界和思路。

扫一扫，
看更多
女性话题

带你读懂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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