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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講好故事，唐騁一旦揪住細節就不放
手，哪怕是短短幾個字的標題都要「腦

洞大開」，花了不少心思。有一次，為了給一
個視頻擬標題，他聯想到了劉慈欣的《三體》
系列中的場景，因此將其他Up主關於《三
體》的視頻看了個遍，並在網上「刷評論」，
繼續找靈感。

活用流行「梗」增加趣味性
此外，他平日裏會收集各種流行「梗」
（笑點的意思），看到好的就馬上拿個小本子
記下來，之後在文案中靈活運用。因此，在唐
騁的筆下，那些人們從未親眼見過的古生物有
了性格、情緒和劇情，再加上「玩梗式」的文
案，讓他創作的古生物科普在「B站」上熱度
一路走高。
目前「芳斯塔芙」賬號裏發布的視頻已經超

過110條。其中，不同物種演化之路也成了相
愛相殺、鬥智鬥勇的族群大戰。有些生物長相
敷衍了事，有些則穿戴全副重型裝甲，有些不
思進取混日子，有些則韜光養晦躲在暗中發
育。尤其是唐騁的出道首作「初代霸主奇
蝦」，至今累積了370多萬的播放量，講述了
一個帶有巨爪的恐怖海洋掠食性霸主，如何從
一拳一個小動物，到漸漸縮小體型並最終在進
化長河中消失落幕的悲壯淘汰史的故事。

首作即成名 播放量飆高
在「初代霸主奇蝦」上線前，「芳斯塔芙」的

粉絲量只有700多個，單個視頻一個月的播放量
約1,000次左右。「初代霸主奇蝦」上線後24小
時，它的播放量就飆升至9萬，粉絲一天內暴漲
到2.1萬個，之後48小時裏繼續上漲到4.3萬粉
絲，一個月視頻播放量達到88萬。講了一個好

故事，讓唐騁在「B站」一夜成名。

昔設備簡陋 被窩裏錄音
有了故事腳本後，還

需剪輯、配音等後期工

作。最初，唐騁為了在家做好視頻，甚至鑽在
被窩裏把自己悶得嚴嚴實實地進行錄音，半夜
甚至翻出被子掛在門窗上並堵住縫隙。原來，
普通民宅不像專業錄音棚一樣可以隔音，為了
抵禦從鄰居家中傳來的各種響聲，他只能就地
取材，弄出個簡易隔音室。好在後來，隨着收
入增加，他的直播設備亦進行了升級更新。
唐騁的另一重身份是中科院的神經科學研究

所博士，於今年（2021年）拿到了神經生物學
博士的學位。他平時就對包括古生物在內的很
多泛生命科學領域感興趣，會閱讀大量的生物
學方面的書本，家裏也擺設了不少化石、標本
和模型。同時，為了當好一名視頻解說，他還
涉獵更廣泛的領域，比如科學速讀方法、動
漫、遊戲都是他愛好和學習的方面。
唐騁說，「芳斯塔芙」賬號出產一條視頻需

要花兩周到1個月之間，但好在適應多線並進
的工作方式，可以確保一月三次更新。儘管唐
騁說得很輕鬆，但製作過程背後其實也有辛
勞。一段十幾分鐘的視頻，光是文案就要
5,000字以上，加上找素材、剪輯後期配音，
每天都需要不斷投入心血和時間。

對大多數人而言，光怪陸離的遠古生物不過是眾多「冷知識」中的

一類。但對1990年出生的唐騁而言，他卻能用視頻作為工具，配以趣

味十足的講解，讓古生物科普變成人們「秒懂」的故事。

唐騁是「B站」知名科普賬號「芳斯塔芙」的主要運營者。「類似魅

影刺客水母」、「總被版本針對的鱷類」、「六親不認的棘皮動

物」……「芳斯塔芙」的這些古生物視頻都收穫了數百萬的播放量，更令他們在2019年、2020年連續兩屆獲得「B

站」百大Up主稱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如果不當Up主，唐騁或許會從博士
一直讀到博士後，直到兩隻克隆猴的
出現，讓他的生涯達成了關鍵轉折。

早在2014年，唐騁在一個小島上
研究猴子，每天推開門就是荒島生
存的場景，因為科研之餘有大量時

間，他開始接受約稿寫作科普公眾號，第一次嘗試就
拿到了稿費，還收到了不少網友的點讚留言。

不過這些還不是他打算投入自媒體的原因。因學
業繁重，唐騁甚至一度想要放棄科普寫作。直到
2018年，在接到關於克隆猴中中和華華的約稿後，
當時的唐騁一心覺得克隆猴的科普寫作或是封筆之
作，因此花了不少功夫去做科普民調。在看到科普民
調的結果中，他發現「民眾和學術界之間有着巨大的
鴻溝，於是我下決心要為此做些什麼」。

唐騁表示，他思索克隆猴的關注點在於中國科學進
步以及全球學術共同體方面，但從網友那裏反饋得來
的調查結果卻讓他哭笑不得，比如說「克隆猴沒技術
含量，只是關乎倫理道德」；或者是「克隆人早就有
了，有錢人會給自己克隆一個備份」。面對這些與事
實脫節的觀念，唐騁覺得為大眾普及科普勢在必行。

唐騁也表示，讀博期間，他曾連續三個科研的大
課題都「掛了」，一度覺得科研前途渺茫，加之科普
民調結果給他的啟發，這一推一拉兩相作用，就讓他
轉型到了科普Up主的事業上。

夫婦合力創作 一家兩名Up主
熟知「芳斯塔芙」的人都知道，除了唐騁外，這

個賬號背後還有一位女性，大家親切的稱呼她為「芳
姐」。芳姐真名叫蔡春林，最初和唐騁是同學，後來

結為夫婦。現在，這對夫婦在運營賬號時，唐騁負責
選題、文案和配音，蔡春林負責剪輯。偶爾，蔡春林
也會在配音裏友情出演，並在花絮視頻中露個臉。實
際上，唐騁走上全職Up主路，和妻子也有關係。蔡
春林是在2019年就從一家學術期刊出版社離職，先
於他一年當上了全職Up主，唐騁則在2020年博士畢
業後成為Up主，從此踏上全職科普的道路。

職業發展成功 贏得父母理解
儘管唐騁一度自嘲「活成了父母長輩不太喜歡的

樣子」，但選擇當科普Up主後，他反倒在這條路上
經營的風生水起，幹得遊刃有餘。除了日常更新視頻
和做科普直播外，他還時常被邀請參與各類科學類講
壇、學術性論壇。最終家人也理解了他的選擇。唐騁
說，父母總是希望子女生活過得好，當他們發現做科

學傳播一樣可以賺錢養家後，也就不那麼反對了。
唐騁說，現在的中國是一個高速發展的社會，有

些傳統上的好行業可能會衰退，有些被誤解的「不務
正業」可能會變得正規，而且社會發展也創造了許多
新的機遇，現在的年輕人擇業應該更加多元化一
些，凡是社會公序良俗範疇之內能有基本經濟
保障的工作都可以試試，不要太過囿於傳統
的升級路線當中。

芳斯塔芙的科普短視頻直觀有趣，符合年輕人口味，評論
中亦不乏用戶表示對唐騁的崇拜。但唐騁說只想給大家多一
點快樂，從未想過要「收割粉絲」。

不做「粉絲群」警惕「飯圈化」
「視頻吸引的是年輕人，甚至有相當一部分是少年兒

童。」唐騁清楚自己的粉絲人群畫像，他說，為了防止出現
「飯圈化」，自己不去做「粉絲群」。不過，對於每個看視頻
的用戶，唐騁都認真對待，會花很多時間在看評論和私信上，

很多人因此就在評論裏和他交流切磋，唐騁都一一回覆。
另外，對於古生物知識是否對普通人的生活「有用」，他認為

「未必有用，但一定要增添樂趣」。在他看來，科普具有很多分
類，有些具有實用性，比如來自醫生、警察、法律人士之類與大家
生活息息相關的專業人士的科普就屬此類。
「而像生物學知識科普嚴格來說很難用在生活中，所以主旨並不

是『有用』，而是盡量把枯燥的知識包裝得有趣些，激發更多人對
於生命科學的興趣，為大家生活增添些樂趣。」他希望，當年輕人
結束一天繁重的學業或疲憊的工作回到家後，看一段有趣的古生物
視頻，一天的勞累能得到緩解。
此外，唐騁對未來還立了一個目標，要為民眾和學術界架起橋樑，

未來會慢慢把方向轉向他更加熟悉的生命科學領域，爭取做到能「一
手牽着學術界，一手牽着民眾」，努力消除兩者之間的隔閡。

自嘲「活成了父母不太喜歡的樣子」

不求科普「有用」
但求激發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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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騁在網上直播。
受訪者供圖◀ 唐騁（左）與妻子2020年在「B站」百

大Up主頒獎儀式上領獎。 受訪者供圖

●如今，唐騁是一名成功的全職Up主。圖為他的直
播間。 受訪者供圖

●在「B站」上，唐騁所經營
的「芳斯塔芙」賬號已發布超
過110條視頻。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