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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柒：归去，来兮

“想送一份祝愿给大家，所以唱了这首歌；因

为想唱这首歌，所以才做了一朵绽放于蜀锦之上

的绒花。”

停更1217天后，李子柒归来仍是顶流！11

月12日，李子柒在全网发布两个新的视频作品，

瞬间引爆网络。11月13日中午，回归的第二天，

李子柒再次更新。视频中，她在山野田间弹钢

琴，还唱起了王菲的《如愿》。

在风云四起的乡村田园短视频赛道，有人一

夜爆红，有人一日茶凉。互联网没有记忆，但互

联网记得李子柒。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史童歌 王娟 严君臣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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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回归前，李子柒的最后一条视频停在2021年
7月14日。在四川绵阳的村落，穿着素色麻衣，劈柴做
饭、制作传统井盐……这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
酱醋茶》系列的最后一条视频《盐》。完结了这个系列，
她的视频创作便按下了暂停键。

虽停更已久，但沉寂的李子柒并不缺少关注。在
她为数不多的几条动态中，几乎都与一起股权纠纷案
有关。

2016年，李子柒与一家名叫微念的公司达成合作，
她负责内容，微念负责流量推广，双方成立四川子柒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微念持股51%，李子柒持股49%。
微念让李子柒摆脱复杂的商业模式，专心搞内容创
作。而李子柒的逐渐火爆，也让微念经历多轮融资，估
值水涨船高。

到了2021年7月，李子柒发布《盐》视频后停更，随
后发文控诉“资本好手段”，并陷入与微念的纠纷。一
年多后，双方在法院的调解下达成和解，四川子柒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股权随后变更，李子柒持股99%。

这场官司，究其原因，有人说是金钱与理想的冲
突。在《鲁健访谈》栏目中，李子柒曾坦言，她想要保护

“李子柒”这个IP。“甚至我不想让它以后，有所谓的什
么太高的商业价值。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双刃
剑，而我想保护的仅仅是这个名字而已。”

李子柒复出当天，微念方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与李子柒案件已完全和解，目前没有合作。

11月13日，记者注意到，李子柒友人在社交平台
回复网友称，李子柒已正式将身份证名字“李佳佳”改
为“李子柒”，随即“李子柒身份证改名”冲上热搜第一。

天眼查显示，今年2月22日，四川子柒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经由“李佳佳”变更为“李子
柒”。同一天，四川绵阳市涪城区大土土花艺工作室的
经营者也由“李佳佳”变更为“李子柒”。

公开信息显示，李子柒，本名李佳佳，1990年出生
于四川省绵阳市，中国网络短视频创作者，中国农村青
年致富带头人推广大使，全网粉丝数量过亿。一直以
来，李子柒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领域的深耕，
推出多条高质量、传播效果广泛的长视频。2021年因
与MCN机构微念产生矛盾而停更。2022年 12月 27
日，杭州微念发出《和解公告》，至此，这场顶级网红与
MCN机构的利益纠纷画上句号。

在复出前的这段日子里，李子柒虽然没有更新作
品，但也偶有现身。

2023年底，李子柒就任东源木活字印刷文化研究
院的传播大使；今年7月，一张李子柒站在成都古蜀蜀
锦研究所门口的照片，将网友对她是否复出的期待值
拉满；10月，李子柒现身“强国熊猫周”宣传视频，“李
子柒营业了”话题登上热搜第一……

互联网上的顶流换了一批又一批，而李子柒的粉
丝们，一直在等着她归来。

断更三年，很多网友都在猜测她的去向。今年3
月，国家级非遗东源木活字印刷术传承人王法万在采
访中说，李子柒经常与他进行交流。问及李子柒何时
更新作品，她说今年的工作规划是“重点去做文化非遗
相关”。

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一直是她的心之所系。回
归24小时内，李子柒连更三条视频，将镜头对准漆器、
蜀锦、绒花。此前，她曾在蜀绣大师孟德芝的指导下，
学习并展示蜀绣工艺。她发布的古法酿造酱油、古法
制盐等视频在海内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2019年8
月，李子柒成为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大使；2022
年 6月，她获得 2021“中国非遗年度人物”称号。而

“淡出”公众视线的三年多里，她外出上百次，拜访了多
位非遗文化传承人。其中，她曾到江苏南通拜师国家
级非遗蓝印花布传人王振兴。“她来我们这里学习过，
是个非常认真的姑娘。”王振兴的大儿子王建烽告诉现
代快报记者，李子柒不止一次来南通通州学习和体验，
她还非常关心这项传统非遗技艺的传承情况。

在宣布正式回归后的三条视频中，李子柒以漆艺、
竹艺、蜀锦为主题，生动展现了中国传统手艺的独特美
学。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李子柒回应这三年停更是
在补瞌睡陪奶奶，也拜访了非遗传承人和文化工作者，
她还描述了自己和团队过敏的细节。“真的是痛并快乐
着，第一次割漆回家，脸就肿成电视机，身上全是那种
特别大的大红肿包。痒得睡不着，全身都结痂了又挠
开，皮开肉绽，最后整个团队组团去医院打抗敏针。”

人们为什么喜欢李子柒？也许《人民日报》的一句
评论说出了答案：“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活出
中国人的精彩和自信，是李子柒带给我们的生活启示。”

归来仍是顶流

“消失”的她

心系非遗

“这个大漆视频迟到了四年，‘漆’同‘柒’，我给这幅雕
漆隐花的漆器作品取名‘紫气东来’。”11月12日下午，停更
三年的李子柒发布首条回归视频，配文中表示，“把这份祝
愿送给看到视频的每一个你，很想你们。”

新视频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星光流转，云卷云舒。从去年立夏开始，李子柒历经小

暑、秋分、立冬、大寒，视频里的衣服从薄衫过渡到棉服。采
生漆，加工生漆，磨平柜门，绘制图案，上颜料，阴干，打磨，
上漆，安装……她的视频中还原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漆
器的制作流程，展现了传统的工艺美学。

视频结尾，冬天来了，祖孙俩靠在窗台看雪景。乡村生
活的简单、真实和自然，一如往常，触动着很多人的田园梦。

视频发出后，在互联网上迅速掀起巨浪。截至11月13
日中午12点，第一条回归视频仅微博平台的观看量就超1.2
亿，抖音平台点赞量超540万。有网友问：“是不是存了很
多存货呀？”她在评论区晒出剪辑画面，并回复称“再等等，
我还在剪！”

热爱这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生活的并非只有
中国人。李子柒的回归不仅席卷国内各大平台的热搜，在
她的海外频道，欢迎回归的祝福有汉语、英语、日语、意大利
语等多个语种。还有外国网友表示，自己都激动得哭了。
不同语言、不同地域，甚至不同时空的人，都在李子柒的评
论区里相聚了。大家惊喜地表示，没想到时隔多年还能再
看到李子柒式美学，“谢谢她让我们再次看到理想与美好应
有的样子。”

很难想象，在李子柒停止更新、近乎完全隐身的这段时
间里，她在海外主流平台Youtube上的粉丝量不减反增，三
年竟涨粉500多万。

李子柒回归后发布的首条视频

在海外平台，世界各国的网友欢迎李子柒归来

第一条视频发布后的弹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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