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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顽童”郭光普

科普短视频的
局内与局外

独角仙的盔甲是什么？白

虎是不是得了白化病？ 小熊猫

和小浣熊傻傻分不清？ 想必你

在听到这些动物时脑海中总会

不自觉地浮现出这些疑惑。以

上这些疑惑， 你都可以在抖音

上一位名叫“不刷题的郭教授”

的博主这里找到答案。

这位“不刷题的郭教授”有

点特别，他经常以天为被，以地

为床，把大自然当作课堂。在校

内， 他主要教授关于动物学和

生态学的课程；而在校外，他在

天目山中偶遇竹叶青， 在澜沧

江边介绍丽叩甲， 在墨脱邂逅

赤斑羚……

今年已经 55 岁的郭光普，

是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

院副教授、生态学博士。去年，

这位教授用“不刷题的郭教授”

这个 ID 开始活跃在短视频平

台上， 将大自然的各种 “小秘

密”带到手机屏幕上来，让更多

的人看到。近日，《新闻晨报》记

者专访郭光普， 带你了解他科

普短视频背后的“冷知识”。

文/晨报记者 牛 强

实习生 张成祜

图/受访者供图

一方屏幕里的大自然

谈及拍摄短视频的初衷，郭光普告诉《新闻

晨报》，很多年前，他就有过这样的想法。在他看

来，如果能通过短视频平台将各种“冷知识”传播

得更远，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但是，每次看到别

人的短视频拍得那么好，郭光普的内心总会打退

堂鼓，直到去年与智勇科创达成合作，他终于成为

短视频赛道上的“萌新”。

郭光普与大自然似乎有种冥冥之中的缘分，

因为父母都在农林部门工作，儿时的郭光普就受

到各种农业、林业、生物方面知识的耳濡目染。在

大学选择专业时，他原本想报计算机，最后却阴差

阳错地来到了生物系。

除了郭光普本人，他的短视频团队里还有一

名 95 后的导演刘宜锦。选题基本上都是由刘宜

锦来挑选的。

“我们的选题是分阶段来进行的，比如最近做

的是关于蛇类科普的故事。很多人都对蛇有误解，我

们想消除大家对于蛇的恐惧心理，让大家知道不是

每一种蛇都很可怕，给大家提供一些另类的思考。后

期还会有一些濒危动物的科普。”刘宜锦说道。

目前，郭光普在抖音上的短视频保持一周四

更的频率，这已经算是相当勤劳的博主了。截至目

前，播放量最高的一条视频达到 3000 万，这也让

郭光普感到十分惊讶，他没有想到“冷知识”也能

得到这么多网友的喜爱。

几乎每一位看过郭光普短视频的网友，都会

有“涨了不少冷知识”的巨大收获。那么，郭光普

自己又是如何知道这么多不为人知的“冷知识”

的呢？他告诉记者，一方面是他之前在同济大学教

书时，接触认识了不少各方面的专家，平时也会关

注他们的研究成果，甚至是朋友圈；另外一方面，

就是去查找国内外相关的文献资料，尤其是涉及

到数字的时候，都要反复去确认。

在郭光普的短视频中，不少都是实物拍摄。聊

起之前拍摄的经历，他的眼神中瞬间透露出光亮，

让人仿佛有种亲近大自然的快乐。

“有次我们在云南的一个农贸市场里发现了爬

沙虫，它呼吸的时候腹部就像是开花一样漂亮，我们

觉得很有意思，就想把它拍摄成短视频分享给大家。”

郭光普坦言，透过这个案例，他也想告诉大

家，大自然不一定非要千里跋涉去保护区、森林公

园里才算，其实它就在我们身边。

郭光普总是有一颗孩童般的好奇心，这种

好奇心驱使他不断前进，“虽然世界上已经有非

常多的动物种类被人类发现并展开研究，但其

实还有很多未知的动物，值得我们未来继续探

索。”

他有个远大理想———透过一条又一条短视

频，向公众展示出一个生机勃勃的大自然。

“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如果有机会亲近大自

然时，能够多观察多思考一下动植物，而不只是看

这座山像什么，提升大家旅行的品质。”

“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实际上，在做短视频科普之前，郭光普就已经

在青少年科普领域深耕。在他看来，大自然在教室

里、iPad 上是没办法体验到的，只要走出门，泥土

里就有很多的乐趣。

郭光普的科普之路，要从他早些年教中学的

时候说起，而他正式决定将科普作为主要人生目

标，是在 2012 年。如今，他的科普一共影响了多

少名学生，早已无法用数字来衡量。

最让郭光普感到欣慰的是，他所做的科普工

作，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惯性输出，而是双向的火花

碰撞，这在他看来，是无比美妙的体验。

“看似是我们在做科普，其实被科普的另一

方也给予了我启迪。尽管他们的说法不准确，但想

象力是我很看中的。”

郭光普告诉记者，他很不喜欢“孩子就是一

张白纸”这样的说法，在他看来他们明明是一座

座的宝库。在他的手机里，至今收藏着很多青少年

对他说过的“金句”，“就像苏格拉底曾说过的那

样，人类的知识不过都是回忆。我记得有个小孩曾

对我说，蜜蜂制造了蜂蜜，所以椰子虫制造了椰

子。你看，这是多么美妙的逻辑和想象力。它也时

刻提醒着我们，不要小看任何一个看似沉默内敛

的小孩。”

和这些孩子们长期接触，郭光普也感觉自己

的心态变得很年轻。他也非常乐意和这些孩子们

一起，走出教室，走向神奇、美好的大自然。

“我们曾带领一群小学生徒步穿越西双版纳

的热带雨林，没想到的是，家长们一个个累得够

呛，但是除了一个 5岁的小女孩以外，所有孩子们

都坚持下来了，他们的潜力不容小觑。”

作为一名从事多年科普工作的资深前辈，在

同济大学任教多年的郭光普也想透过《新闻晨

报》呼吁，希望看到更多高校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觉得科普是高校社会服务工作中最重要

的功能之一，虽然做科普是没有收入的。但是，如

果没有好的科普工作，那么未来这些行业的发展

一定是受限的。”

数年如一日的科普工作的背后，藏着郭光普

对于生态保护的一颗赤诚之心。

“当你去到一个人迹罕见的地方，如果爱上

了这个地方，你就不希望它被破坏掉。就像艾青那

首诗一样：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

土地爱得深沉。”

从事生态保护研究工作多年，郭光普也向记

者分享起了他的一些心得体会。

“上海现在对于生态保护的推进工作整体上是

趋于上升趋势的，但是对标一些同为国际化的大都

市，我们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主要还是观念问题。”

“看世界是我不变的诉求”

你很难看出视频里这个一头黑色自然卷、总

面带微笑的小眼睛男人已经 55岁了。

回顾自己的前半生，郭光普用了三个关键词

来总结道：“玩耍”“开心”“蹉跎”。

“如果人生是一场游戏，那么我就认真地去

玩这场游戏。”

在他看来，玩是一种心态，也需要认真的态度。

前半生能用“开心”这个情绪来形容，郭光普

表示，这也是源于玩的心态，玩的另一个含义就

是：能够自由自在地掌握自己的人生。

当然，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郭光普表示，之所

以感到“蹉跎”，是因为家人和社会眼中的五子登

科、房车齐全在他身上至今都没有实现，“我们毕

竟都是凡夫俗子，没有那么超脱，这些物质方面的

因素对我的人生还是有很多影响的。所以我的做

法是在外力不可靠的情况下，调整内力，让玩这件

事变得更有深度。”

“很多人都问我。你这个年纪了还要做这么

多的事情不累吗？其实，我现在已经是很舒适的生

活了，我无法想象更舒适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郭光普总有一种感觉：时间不够用。

“前半生忙于工作，确实也没有什么时间花

在兴趣爱好上，我就在同济教书时看过孟京辉的

《恋爱的犀牛》，来上海这么多年都没看过什么演

出，接下来我准备多看一些演出。”

对于像郭光普这样需要频繁外出的人来说，

随着出入境政策的持续优化，如今，他的出行也变

得越来越顺利。他的内心早已列好一份详细的清

单：南北极、波利尼西亚群岛……

“看世界依然是我不变的诉求。”郭光普说道。

身边也有不少人问过郭光普一个问题：“这

个年纪还去这么远的地方，是不是有点晚了？”对

此，郭光普不置可否。

“当我们最年轻的时候，确实也是最有感召

力的时候，就像我现在没有办法脱光衣服站在北

极，但是年轻人却可以。所以我一直在推动身边的

年轻人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谈及未来的打算，郭光普表示，希望继续将短

视频做好，给更多人科普动物冷知识的同时，他也

想将自己前往西藏等地的考察经历集结成书，让

更多人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这里是

有才华、有见识、

有腔调的一群 50+

周到·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