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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师”，沈巍还被当作追求自由的隐
士。所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
朝， 从公务员岗位退出的沈巍是中间这一级
别，在繁华的上海，他在书里找到了栖身之所。

捧红沈巍的抖音，是一个经常出现“莫名
其妙”爆款的平台。

那么沈巍， 一个长得并不好看的拾荒流
浪汉， 一个说着并不算多难懂的道理的读书
人，为何能在万千视频中脱颖而出，成为占据
我们视野的爆款？

也许正是因为他是流浪汉，又是读书人，
还是一个归隐于市的读书人。

沈巍的“流浪汉”和“大师”两重意象，经过
“隐士文化”的包装，让他的形象多了一重潇洒
和反叛的意味。恰好他活得，就像一个落魄的
士人，受着传统的儒道教育，心里最想干的事
情是“做官”。重重相似的意象叠加在一起，勾
起了人们对国学、对治世之道的模糊向往。

屏幕这边的我们对着视频百
思不得其解，屏幕那边的拍摄者正
在陷入更深的疯狂。

从陆陆续续发表的媒体报道
来看，网红们像出游打卡一样抢着
和沈巍共同出现在镜头里，趁着沈
巍读书、捡垃圾的时候，非要上前
凑；沈巍接受媒体采访时外面伸着
无数贪婪的手机自拍杆。“师娘”开
始签书发售了，签名写的就是“师
娘”；短视频太多难再出彩，有人打
算组成小组带上沈巍演情景戏。大
批大批的人涌向沈巍借宿的废弃
楼房，争相与沈巍握手，急切的程
度仿佛看见最爱的偶像，而每天天
亮时分，手机和人们焦急地等待沈
巍现身。

“沈巍，该起床了。”网红们起
早贪黑，在外面围堵沈巍。

“不说吧你们也不走， 我说了
吧，我看你们的样子更不走，基本
上这几天我每天只睡两个多小时，
亏得老天爷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
体。”沈巍无奈说道。

都疯了吗？有人反驳说他们才
没疯， 每一个镜头背后都是钱。但
他们知道吗，现在表现他们有多疯
狂的小视频和文章，渐渐挤满了我
们的视野———故事既荒诞又迷惑，
像是剧作家故意编排出来讽刺世
界的黑色闹剧，最讽刺的是它正真
切地发生在上海这座城市里。

“自己的水平自己有数， 我爱
学习这是真的， 我的确读了很多
书，也是真的，但这不等于我确实
很有文化。”沈巍说。

“我站在这里， 你们怎么拍怎
么赚钱随便吧， 我实在没办法了，
你们连最基本的尊严都不给我。”
沈巍怒斥自己被人当猴耍。

每个人都无比清醒，每个人都
无比疯魔。

■来源：新京报

大师去流浪

沈巍“火”了。
如果说， 你不知道沈巍

是谁，那“流浪大师”的名号
你一定有所耳闻。 凭借一系
列短视频，“流浪大师” 近来
火遍全网。在这些视频中，沈
巍是一个蓬头垢面的流浪
汉， 但也是一个学富五车的
“国学大师”。 这两种强烈的
身份对比， 让这些视频自带
爆点， 每日吸引着无数人去
围观、拍摄。

3月25日， 在遭遇多日
的围追堵截之后，“流浪大
师”沈巍坐上了一辆豪车，离
开了围堵他的众人。 从后来
发表的新短视频看， 他理了
发，剃了胡子，换了新衣服。
之后， 他到派出所补办了新
身份证。显然，“大师”决心要
逃离疯狂的围观者。

这场“网红活捉大师”的
闹剧，是要结束了？又或者，
是要开启另一个新闹剧的开
端？

不知道，反正沈巍走了。
3月25日， 他上了不知道是
谁的车，留下了一块牌子：沈
先生已离开。

“流浪汉”沈巍准确来说不算一般意义上
的“流浪汉”。他是上海人，大学毕业，有过体面
的工作，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办了病休；家里
的房子拆迁分给他一小笔拆迁费，是父亲留给
他的遗产。 单位每月还是会给他打病休工资，
现在沈巍的银行户头上，大约有10万元。

很难想象有存款、 领着固定工资的人会
选择在城市里拾荒流浪，这跟人们对“流浪”
的想象毕竟不一样。沈巍他有钱，有亲人，也
有工作能力。他口齿清晰，思维清楚，爱读书。
这个特别的流浪汉拾荒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
因为它们还有用“不能浪费”。

因为爱捡垃圾， 单位领导主动找他办了
病退， 后来和家人赌气断绝关系自己出来租
房子住，几年后又因为捡垃圾被邻居投诉，开
始流落街头。

沈巍成为了流浪者。 他栖身于上海杨高
南路地铁站， 终于过上了没有人来阻止他捡
垃圾的生活。

“流浪汉”

“大师”
“大师”沈巍火于抖音。现在在网络上搜索

“流浪沈巍”出来的视频，基本都是出自抖音。
视频里“大师”身着破衣烂衫，用相当标准的普
通话跟拍摄者谈论着他从书里看来的道
理———

“四种人，德才兼备最好。第二种用谁呢，
用有德无才的人。第三种呢，用的应该是有才
无德，也就是说‘德’放在比‘才’还要重要的位
置。”

这句话出自写给供统治者吸纳经验的《资
治通鉴》。司马光借此事作“才德”论：才德兼备
是圣人，才德皆无是愚人，德胜才是君子，才胜
德则是小人，用人宁用愚人，不用小人。

“我又想起来中国老古人的八个大字来，
善始者众，善终者寡，交朋友也是这样的，你觉
得呢？开头交朋友好得要死，走到最后的没几
个。所以古人没多啰嗦，八个大字……所以留
下成语善始善终。”

被沈巍念叨的八个大字出自《史记·乐毅
列传》“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

沈巍也说自己的见解并没有多深刻，他只
是一个爱读书的人。 然而抖音的视频播客，却
把他捧成了“大师”。

“隐士”

“疯子”

“流浪大师”爆红7日后
大师去流浪，留下疯子在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