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圈转得有魔力”
  最近，“八音盒变装”系列视频在网上流传，
视频中的博主在身体转动中“化身”穿着漂亮衣裙
的“八音盒公主”，上演从“平平无奇”到“光芒
耀眼”的华丽逆袭。消防员、武警战士、医护人员
使用“八音盒变装”拍摄制服，会是怎样的效果？
常服、备勤服、抢险救援服、灭火战斗服、医用防
护服……“守护者”们踩在铁锹上“转圈”，制服
不断变换，“职业版八音盒变装”视频一举登上热
搜。大批年轻网友纷纷点赞，“此圈转得有魔力，
竟能变出时代最可爱的人们！”还有网友表示，自
己第一次为了变装视频泪目，“服装在变，初心未
变，我从中看到了辛勤工作与日夜坚守，看到了平
凡人的伟大！”

“‘徐霞客’又出差了？”
  4月去北疆看郁金香，5月找贝母，6月看新疆
野百合，7月驱车前往阿尔泰山等待雪莲花的盛
开……80后“植物猎人”杨宗宗的日程总是跟着花
历走。过去8年，他翻山越岭、钻进戈壁峡谷，赶
往新疆各地追寻逐渐“消失的植物”，发现了8个
世界级新物种，拍下2000种罕见植物开花。对于出
生在乌鲁木齐、从小就痴迷植物的杨宗宗来说，
“热爱植物大概就是他的具象化的人生价值”。为
了更好地进行科普，他还创办学社、出版书籍，将
自己的短视频账号打造成植物保护交流平台，呼吁
大家保护濒危植物。“令人佩服！这不就是现代版
徐霞客吗！”“太有意义了，期待你办一场展
览”，网友如是评论。

“这是想让蓝叔叔

帮忙做暑假作业吗”
  近日，山东济宁一位小学生悄悄给消防队员送
零食，由于太紧张，他放下东西就跑，没想到零食
还提在手里，书包却放到了大门口，同行的小伙伴
看到这一幕笑弯了腰。有的网友见状调侃：“这是
想让蓝叔叔帮忙做暑假作业吗？”有的笑称要向老
师告状：“司马昭之心！他绝对是故意的。”还有
的“残忍”揭示真相：“可爱的孩子，别着急！书
包和作业都会回来的。”

“马小跳‘本跳’登场”

  近日，吉林17岁的高中生马家俊收到了吉尼斯
世界纪录证书。他以701次的成绩刷新了“连续跳
最多的三摇跳绳（男性）”纪录，将尘封35年的、
此前由一位日本选手创造的423次成绩，提高了近
一倍。在申请挑战世界纪录的跳绳视频中，马家俊
展示出了惊人的意志力与成熟的技术力，而这背后
是他日复一日、每天花费五六个小时练习所付出的
努力。“跳得好轻盈，他在空中的时间比在地上还
长”，“这不就是‘马小跳’吗？00后燃爆了！”
网友纷纷感慨。

“冷空气上新，山东收货啦”

  据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最新消息，8月29日可能
是1961年以来最强高温过程的转折点，冷空气在这
一天基本结束了川渝地区的高温，全国气温榜上
40℃左右的温度，可能是这场极端天气最后的“疯
狂”。相比于南方仍处在“余温”中，北方秋天更
早陆续“到货”，秋季正在我国北方“扩展地
盘”。东北今年普遍提前入秋，华北一带早晚出门
已开启“外套模式”。山东网友评论“这几天冷出
了过冬的感觉，真是七月‘灿东’，八月‘山
冻’”，福建网友则表示“我们是‘夏常在’，厦
门依旧是‘夏门’”。

“齐步走顺拐的少年，

你们在哪儿”
  8月30日，山东济南一位习武十几年的女同学
在军训间隙打出一套拳法，闪转腾挪间，动作行云
流水、干净利落，惊艳全场。热评网友惊叹“展现
真正技术的时刻果然来了”“敢问女侠师承何门何
派”，也有网友搞笑留言“今年军训画风这是要
变，齐步走顺拐的少年们，你们在哪儿？”

“文具刺客来也”

  开学季来临，放眼当下的文具市场，一批款式
新颖、功能繁多的“高价文具”正在俘获众多学生
粉丝，同时也以动辄几十元、甚至数百元的价格，
“刺痛”并“收割”着家长的钱包。一些文具产品
与动漫IP联名，外形时尚，成为“收藏品”；一些
学习用具被包装进盲盒，具有随机性，成为“可拆
的惊喜”；转转笔、机关文具盒、扭蛋橡皮等新型
产品，功能新奇，俨然从文具变为玩具。商家紧紧
抓住青少年对事物的猎奇心理，生产、售卖各种
“花式”文具，使用功能退而居其次，价格却比普
通文具贵上好几倍。对此一些网友不仅感慨：“刺
客果然升级了。这回拿学习说事儿，还怕家长不中
招？”

“成绩终于领先一回，

没被平均掉”
  8月31日，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
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
29.5个小时，较2021年12月提升1.0个小时。对此，
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调侃：“是谁拖我后腿了，我三
天就能达到这个标准！”“我的成绩终于领先一
回，没被平均掉”。也有网友理性反思：“网络信
息飞速发展，网民群体日渐庞大。这也意味着事件
被随意放大、过度解读、带节奏炒作的可能越来越
大。上网时，别光顾着吃瓜！敲键盘时也要保持眼
明心亮！”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王欣怡 整理）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胡素娟

  在山东博物馆近期展出的滕州岗上遗址考
古发现成果展上，有一种别具一格的“鸟形”
器具——— 陶鬶。崇鸟文化是如何影响史前东夷

地区居民的生活的，它能告诉你答案！
  “夷”字，在甲骨文写作中是一个会意
字，意为弓背的一个人。东夷，指的便是东边
的夷人。《后汉书·东夷列传》载：“东方曰
夷”，《大戴礼记·千乘》中也提及：“东辟
之民曰夷”。东夷作为名词最早见于周朝，周
朝时为了记述历史，将中原以东的众部落称作
东夷，因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也有东夷的称
谓。东夷文化是中国古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文化
分支之一，考古学家严文明认为：“山东和江
苏北部的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及其后的龙
山文化，都应当是远古夷人的文化。”
  崇鸟文化是东夷文化中最突出、最具代表
性的特征。《山海经》中记载：“东方句芒，
鸟身人面，乘两龙。”“毕方鸟在其东，青水
西，其为鸟人面一脚。一曰在二八神东。”
“东入于海，有五彩之鸟，飞蔽一乡，名曰翳
鸟。”可明显看出，中国古代与鸟类相关的传
说和神话几乎都来自东夷。鸟意象在东夷文化
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鸟也是众多东夷部落的
图腾，例如少昊部落设立了以鸟名为氏族名和
执掌官名的“二十四鸟官”制。
  岗上遗址作为东夷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
的都邑性聚落址，这种广泛存在于东夷文化中
的崇鸟文化在已发现的一些器物中就有鲜明
体现。
  陶鬶是史前东夷人创造的饮煮器，造型别

致且实用。《说文》载：“鬶，三足釜也。有
柄喙。”从中便可大致看出鬶的形制，空心三
足，有把柄，还有鸟喙状的流，颈有长有短，
整器造型类似于鸟类。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有
了主要从事制陶生产的明显分工，因而陶鬶也
就从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开始出现，并广泛见于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
  作为一种具有文化特征的日常生活器物，
陶鬶从出现到兴盛，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大
汶口文化早中期是陶鬶的形成期。此时陶鬶形
制尚未完备，虽然只是个雏形，但也具备了基
本特征：实心三足，腹部如壶，颈口捏扁成流
和简易鋬把。这些早期的实足陶鬶非常原始
化，胎体笨拙，胎壁很厚，单调且原始，但也
能鲜明看出鸟的形状。
  大汶口文化中期、晚期，是陶鬶演变的第
二阶段，发展期。此时陶鬶形制上出现了一些
鲜明变化：空心足和乳形袋状足代替实足；绞
索状鋬把渐少，转而以半环状鋬把代之；颈下
部收敛，流口鸟喙形上翘，出现向上突出的鸭
嘴状敞口流；腹部由扁向圆发展，多锯齿附加
堆纹一周。到陶鬶发展的第三阶段，兴盛期
时，冲天流出现，脖颈和腹部的连接线被弱
化，二者逐渐融为一体，此时大致是龙山文化
时期。而后陶鬶随着东夷人向中原迁徙逐渐扩
散，后期二里头文化中发现的封口盉与《礼
记·明堂位》中记载的夏后氏的灌尊——— 鸡夷

（彝），其祖型都是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鬶。
  在充满饥饿和生命危险的穴居捕猎生活时
代，人们生活在自然界带来的惶恐不安中。为
了繁衍和生存，那些能成为食物维持生命的鸟
兽植物，或者能帮助获取食物的工具，大多被
人们赋予“神性”，成为人们的生命意识、愿
望、感情的寄托物，例如一些原始礼仪装束或
部落图腾等等。而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农业、
畜牧业发达，气候也温和，物质生活逐渐丰
富，人们生活不安感随之降低，于是他们便开
始充满兴致地观察身边这些被赋予神性的自然
事物，并将这些自然事物在脑海中的印象刻画
进生活工具，拟鸟形态的陶鬶正是这样被创造
出来的。
  当物质生活逐渐丰富时，东夷文化中鸟图
腾的神性也就逐渐褪色，于是东夷人将他们脑
海中鸟的形象置于陶器之上，各式各样活泼、
生动的鸟形陶鬶随之诞生。所以陶鬶即便经历
了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且各个阶段各有特点，
但不论经历怎样发展变化，造型上都始终在或
抽象或逼真地描绘鸟的形
态，有的似展翅如飞的鸟，
有的像仰首高歌的雄鸡，造
型生动，形象美观，这种器
物造型的基础就是东夷崇鸟
文 化 进 入 现 实 后 的 物 质
表现。

展翅如飞的陶鬶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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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平台默契地围攻年轻人，是真正关心年轻人，还是有意编织虚构年轻人的群像———

“年轻人”为何频上热搜？

  □ 本报记者 李梦馨

  “年轻人为何戒不掉报复性熬夜”
  “年轻人为什么不爱做家务”
  “年轻人不喜欢吃小龙虾了吗”
  ……
  最近，与年轻人相关的话题频频登上
热搜，句式差不多都以“年轻人为什么”
开头，囊括了年轻人喜欢的、不喜欢的种
种现象，大到就业婚恋，小到吃饭睡觉。
细看起来，有些话题确实有探讨的空间，
有些话题却让人摸不着头脑。为何热搜开
始默契地“围攻”年轻人？年轻人大规模
地成为讨论焦点，社交平台是真正关心年
轻人，还是有意编织虚构年轻人的群像？

网生代的天然流量

  根据“知微舆论场”提供的数据，近
半年来，以“年轻人”为关键词的微博热
搜话题有353条，尤其集中在最近两个
月。七八月份，连同热搜、话题在内共有
124条上榜。平均下来，几乎每天都有两
条关于年轻人话题的讨论。年轻人的事，
真有这么多可说道的么？这样高的频率，
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话题自然发酵、传播
的速度。
  为什么热搜总围着年轻人打转？其实
这也不难理解。社交平台之所以如此热衷
制造“年轻人”话题，还是跟“得年轻人
者得天下”这条互联网定律有关。
  “年轻人”是个泛指的、笼统的概
念，热搜中的“年轻人”究竟是指哪个年
龄段，没有一个确切答案。根据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中国
网民规模达10.32亿，其中，30岁以下网民
占比为34.9%，整体规模约为3.6亿。如此
庞大数量的年轻网民，就是热搜中“年轻

人”的主要群体。
  作为互联网原住民，年轻网民普遍
习惯并且擅长利用网络，表达意愿强，
活跃度高，是平台流量的主要提供者。
简言之，年轻人是流量密码。但凡话题
涉及“年轻人”，年轻的网友总愿意点
进去看一看，顺便发表两句评论，热度
就随之而来了。从这个角度理解，“年
轻人”话题的大量涌现，是平台有意投
其所好。
  另外，也有媒体指出，像微博这样的
社交平台如此迫切地想要抓住年轻人的注
意力，从侧面暴露出另一个信息，即它的
年轻用户在流失。根据QuestMobile发布的
Z世代洞察报告，用户日均使用时长排名
前15的App榜单中，快手、抖音、B站位
列其中，而微博并不在列。新兴的平台，
正在争夺年轻人的流量，并挤占微博的位
置。“苦于年轻人对微博等社交媒体的黏
性下降，担心成为昔日论坛那样的‘中老
年’聚集地，微博就不遗余力地在此类话
题上进行有意引导。”资深TMT产业评
论人张书乐说。

被代表的年轻人

  扎堆出现的“年轻人”话题，虽有出
于流量考虑进行炒作之嫌，但仔细看看这
些关于“年轻人”的话题，也不能一概
而论。
  首先，要肯定一部分话题确实是有意
义的，是年轻人关心的，至少是切中了一
部分年轻人的情绪。譬如，从大量关于
“年轻人”喜好类的话题上看，对国风、
非遗、汉服等的偏好，的确透露出近几年
年轻人关注传统文化，用自己的方式寻求
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即便不看热搜，很
多人也能从身边清晰地感受到这个信号。
因此，对于这样的话题，网友乐意参与讨
论，表达自己的看法。
  但更多话题，根本经不起深究。比
如，“年轻人为什么不爱做家务”，评论
区就有人反驳：“恐怕没几个人喜欢做家

务吧，什么锅都让年轻人背了。”又如，
“年轻人为何抵触体检”，附和之人鲜
少，而多数网友却在质疑，称恐惧体检未
免过于矫情。
  类似这样的“年轻人”话题多是以偏
概全。有些话题可以适用于任何年龄阶
段，却非要加一个“年轻人”的限定词，
其实抹去“年轻人”的字眼，也基本成
立。这些话题的套路普遍是，先预设一个
话题或热点时间，让年轻人强行成为行为
主体。所以此类话题往往都经不起推敲，
也不能引发有建设性的讨论。
  除了网生一代，与年轻人相关的另一
项特征就是消费主力军。从市场营销的角
度看，世代划分的目的就是更加精确地绘
制用户画像，方便锁定目标群体。与消费
相关的“年轻人”话题也多少带上了这样
的意味。如“年轻人为何不爱吃鸭脖了”
“年轻人为何不爱逛宜家了”“年轻人不
喜欢吃小龙虾了吗”等。
  点进“年轻人为何不爱吃鸭脖了”的
话题，会发现话题的名不副实。其讨论的
源头是周黑鸭、绝味和煌上煌传统三巨头
利润跳水，而分析起来，这一现象主要跟
成本价格上涨、利润空间压缩以及新品类
的竞争有关。从整体上看，卤味市场依然
火热，“年轻人不爱吃鸭脖”的说法追究
起来，都未必成立。
  生意的好坏是一种长期的市场行
为。而将其简单归因于年轻人消费喜好
的变化，无疑是舍本逐末，稍有判断力
的人都能发现其中的不对劲。挂上一个
年轻人的名头，将注意力有目标地引向
年轻人，既是在蹭年轻人的流量，也不
由地让很多人质疑其中是否含有刺激消
费的意图。
  明白了“年轻人”话题的套路，年轻
网友已经不买账了。在此类话题的评论
区，年轻人的反应大致相似：清一色的反
感，对于反复被讨论具有明显的抵制情
绪，甚至开始反问：年轻人为何总是上热
搜？他们愤怒的点正在于，感觉自己被代
表了，被贴上了不属于自己的标签。

停止误导年轻人

  网络对年轻人的过度关注，看似是在
讨好年轻人，但却有误导年轻人的可能。
既然所谓的“年轻人”话题，多为人为预
设的话题，那么不管讨论得如何热闹、吵
得如何热闹，对于解决年轻人真正的疑
惑、关切年轻人真正的问题，没有太大
益处。
  除了带有明确年轻人字眼的热搜，还
有一个代表性的话题是，00后整顿职场。
微博上，相近的话题有近20个，在短视频
平台上，更有不少相关的段子，这个梗一
时被炒得火热。该话题讲的是，面对职场
问题，00后这批刚入职场的新人，敢于重
拳出击，抨击不公，以一己之力挑战职场
的诸多弊端。这种看上去很像“爽文”的
故事，配合网络上大量桥段的传播，极大
地满足了打工人的情绪，也在社交平台上
形成一股狂欢。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现实中，并没有
多少人真正有整顿职场的底气，而真正的
00后，不光要面对陈旧的职场陋习，还有
空前的就业压力。在制度并非完善、保障
仍有缺位的前提下仅仅倡导年轻的职场人
奋起反抗，所谓“00后整顿职场”的爽文
段子，不但于解决问题无益，而且很容易
对涉世未深的人形成误导。
  讨论过多虚假的“年轻人”话题，难
免会挤占真正需要关切的问题，不利于良
好讨论环境的形成。一旦媒介营造的假象
成真，就会造成更多的负面影响。一方
面，真正的年轻人可能被诱导、进而被误
导，对自身认识不清；另一方面，过多地
为年轻人贴标签，也容易挑起对立情绪，
导致舆论对立。
  年轻人需要的，并不是不知所谓的、
被代表的虚假画像，而是合理的议程设
置、真正有建设性的话题。只有将目光放
在年轻人真正的诉求上，并给予中肯的建
议，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盲目地讨好或
刻意地误导，只会将流量引入歧途。

展展览览上上的的陶陶鬶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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