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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梦馨

  最近，“脆皮大学生”这一词汇走红网
络。“脆皮大学生”指现在的大学生虽然年纪
轻轻却很容易生病、受伤，动辄小病小痛缠
身，像“脆皮”一样脆弱。导致“脆皮”的状
况可谓千奇百怪，譬如伸懒腰把脖子扭了，玩
手机玩成斜视，系个鞋带就能两眼一黑犯低血
糖，甚至还有跑八百米气喘吁吁导致呕吐
的……这一系列状况让人啼笑皆非。正值美好
年华、本该体格强健的大学生突然成了脆皮的
代名词，引发了一部分人对当前大学生身体素
质的担忧。
  事实真的如此吗？首先，我们应该看到，
网上列举的诸多案例大多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诸如面太好吃心率飙升等，本身概率极低。这
些偶发性事件之所以能跟大学生群体产生关

联，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一群体的特性。
  相较于其他人，大学生往往拥有更多精力
和时间，愿意花时间来尝试新鲜事物，普遍敢
于冒险。前一段时间流行的特种兵式旅行，大
学生就是主力军，他们日行上万步，奔波于多
个景点，似乎不知疲倦，但这种高强度的旅行
客观上也会透支身体。此外，与大学生群体相
关的另一特点是欠缺必要的生活经验，这也会
导致例如食物中毒等一类的意外发生频次提
升。这些因素的加持，致使大学生相较于其他
群体受伤和生病的概率会大大提高。
  当然，还有一层原因不可忽视，擅长利用
网络的大学生，愿意将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分
享在社交平台上，尤其是一些看起来过于离谱
的极端事例，很容易在网络上得到较大范围的
传播，就逐渐形成了“脆皮大学生”的固有
印象。

  虽然“脆皮大学生”带点夸张的意味，但
我们也应该从中看到大学生体质下降的客观事
实。由于面临着学业和将来择业的双重压力，
他们或主动或被迫地改变正常的作息和生活习
惯，熬夜、饮食不规律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
大学生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缺乏体能锻炼也是
客观存在的事实，这就导致了很多人本身就处
于亚健康的状态，比较容易受到病痛的侵袭。
因此，“脆皮大学生”这一现象背后暴露出来
的问题的确需要引起重视。
  很多大学生已经有所意识并开始行动，在
保温杯里泡枸杞，或者尝试常见保健品组成
“防猝死套餐”，早早地追随老年人脚步加入
养生大军的队伍。“脆皮大学生”的热议，作
为一种警醒，教会他们注重身心健康，在开拓
世界、拥抱生活的同时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
心灵。

“脆皮大学生”为何成为话题

  据灯塔专业版电影票房排行榜数据统计，截至
10月28日，电影《河边的错误》以33 . 2%的票房占
比位列榜首。该片是由魏书钧执导，朱一龙领衔主
演的荒诞现实主义艺术电影，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
说《河边的错误》，讲述了一桩吊诡凶案牵扯出多
名嫌疑人，刑警队长马哲被无法言喻的真相不断拨
弄，逐渐陷入荒诞、不安。
  小说故事写于20 世纪80 年代，魏书钧把故事
移植到了90 年代。为此他和团队做了不少功课，
美术和置景也收集了一些旧家具和旧衣服，搭建出
属于那个时代的场景。创作中，全程以16 毫米的
胶片拍摄，为影片赋予了一种复古式基调，呈现出
那个年代的小镇空间感，间或的镜头失焦感甚至为
不可确定性的主题提供了一种风格表述。
  影片还延续了原著小说戏仿侦探小说的特点，
以反类型的手法强调影片的重点不在于真相和答
案，同时保留了小说的暧昧性，留足了想象和解读
空间让观众能多感受多思考。余华对此评价：“从
观影角度来看，这部电影是开放的，需要观众完成
最后的部分。你只要从中获得一种感受，就可以把
它装进自己的口袋，永远带走。”
  排在榜单第二位的是点映片《拯救嫌疑人》。
排在第三位的是《二手杰作》，该片改编自美国电
影《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讲述了一位高中语文
老师在50 岁生日时，以奇怪的方式圆了自己的作
家梦的故事。

《哈利·波特1-7册合集》

有声图书热门榜居首
  10 月 28 日，喜马拉雅有声图书热门榜发布实
时数据，光合积木演播的《哈利·波特 1-7 册合
集》登顶有声图书热门榜榜首。《哈利·波特1-7
册合集》分别包括：《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哈
利·波特与密室》《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
《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哈利·波特与死
亡圣器》。
  其中，《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作为哈利·波
特系列的开篇，在书籍发行初期就在全世界范围内
获得了巨大成功。从这本书开始，作者J·K·罗
琳用她充沛的想象力和奇幻多姿的语言，将现实和
魔法世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在孩子们心中激起了
巨大的共鸣。能穿墙的车站，骑着能飞天的扫把，
更把大小读者的阅读情绪都完全调动了起来，无数
人沉浸其中，伴随哈利·波特开始一段段奇妙的旅
程。光合积木的倾情演绎，也为这系列作品带来了
锦上添花的效果。听众打开耳朵、认真聆听，很快
便有身临其境之感。

《田耕纪》登顶

电视剧网络剧热度榜
  据骨朵热度指数排行榜数据统计，截至10 月
28 日，《田耕纪》以75 . 83 的全网热度居电视剧网
络剧热度榜榜首。
  该剧改编自作者弱颜的小说《重生小地主》，
以宋代田园农耕生活为背景，讲述了沈诺与连蔓儿
携手种田经营，发家致富，并相知相爱的故事。该
剧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治愈，大片黄澄澄的麦田、
阡陌交错的田埂、连绵环绕的群山，再加上用心制
作的农耕道具，剧中通过大量实地取景、细节铺陈
以及出色的镜头和光影，鲜活地描绘了古代农耕社
会温暖治愈的田园画卷，体现了独特的画面质感。
  该剧将田园美好风光与百姓生活琐事相结合，
既有男女主角种田经营的日常，也有连家小院鸡飞
狗跳的家族生活，还有和官府胥吏斗智斗勇的桥
段，展现了一段恬静惬意、啼笑皆非的田园旅程，
将古代农耕人民有趣有乐、跌宕起伏的生活面貌呈
现在观众面前。
  排在第二位的是《兰闺喜事》。该剧讲述了守
寡18 年的单亲母亲杜如玉，独自抚养四个性格截
然不同的女儿长大，一家人充满欢笑与泪水的温暖
故事。排在第三位的是《为有暗香来》。

《其实都没有》

领跑巅峰榜流行指数榜
  据QQ音乐巅峰榜每日数据统计，截至10月20
日，由于东然翻唱的歌曲《其实都没有》位列巅峰
榜流行指数榜榜首。这首歌是由易桀齐和伍冠谚作
曲，于京延编曲，杨宗纬作词并原唱的歌曲。这首
歌曲没有复杂的乐器、过多的和弦、大的起承转
合、分明的层次，也没有转音、飙高音，而是用音
乐给出最原始的爱与力量。歌手哼唱出一个故事、
一幅画、一段心路历程，唱出了对每一座所走过城
市的观察、记录，把生活的态度和心情自然表达
出来。
  位列榜单第二位的是林俊杰演唱的歌曲《愿与
愁》。这首歌阐述了人类世界里愿望与哀愁的共鸣
共振，直击灵魂——— 所有过不去的坎和分岔路口，
放眼世界终究只是微小的尘埃，无论是愿还是愁，
都和春雨一起落下，种出希望继续向前走……这样
的人生态度，对听众而言十分疗愈。
  位列第三位的是由小京东演唱的歌曲《兜兜转
转》。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吴建明 整理）

《河边的错误》

问鼎电影票房排行榜

戏剧+古镇，

愈加浓烈的文化基因

  10 月19日，第十届乌镇戏剧节开幕。
静谧的水乡小镇进入了为期11天的狂欢，
广大游客因戏沸腾。青砖白瓦、小桥流
水，就此有了更多欢快的模样。
  戏剧节时间里的乌镇，大戏好戏连
台。《H-100 秒到午夜》《童话传奇》
《等待戈多》汇聚世界剧坛巨匠，《雪》
《臭虫》《阿Q正传》让文学与戏剧共生
共舞，《暴风雨》《培尔·金特》《终
局》与经典剧作深情相拥，《宇宙飞船中
间的窗口》《倒行逆走新世纪》《我和我
私人的新华字典》想象力与创造力不断突
破边界，还有舞蹈剧场、环境戏剧……让
人不由惊叹，古朴清丽的千年小镇竟有如
此大的艺术包容性。以传统风貌作为戏剧
节的承载，拥有艺术节的小镇不再“古
板”，拥有小镇的艺术节不再“高冷”，
呈现出国际化、专业性、当代性的戏剧
面貌。
  小镇与戏剧奇妙碰撞，令市井文化与
先锋文化有趣交融。乌镇的砖石土木构成
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无数游人、戏剧
爱好者奔赴而来。记者在售票平台看到，
戏剧节所有的剧场演出票早早被抢空。现
场，青年竞演、小镇对话、子夜朗读会等
周边活动，大排长龙。有趣的是，即便没
有抢上剧票的观众，也没有特别苦恼。因
为走进乌镇，就会被浓烈的艺术氛围包
裹：不同于传统的戏剧节形式，乌镇戏剧
节容纳不同受众人群，在街道巷弄、户外
广场，便可随处欣赏各种精彩，巡游演
出、装置艺术、肢体剧、舞蹈、相声、默
剧、前卫戏剧……包罗万象的表演艺术形
式共同构成隔绝喧嚣、如梦如幻的戏剧寰
宇，就算不懂戏剧的普通游客在这里也能
与戏剧产生联系。
  戏剧+古镇，这是在文旅融合大背景
下，乌镇蹚出的一条新道。十年的探索，
显示出二者极强的适配性——— 古镇的文化
特色没有弱化，在戏剧节的影响下，显示
出更加浓烈的文化基因。一位当地居民王
先生告诉记者：“戏剧节做起来之后，将
南浔古镇等原有的游客群体都带来了乌
镇，很多游客认为，江南古镇看一个乌镇
就够了。”
  戏剧+古镇的作用明显，社会效益与
文化效益有目共睹：自2013 年乌镇举办首
届乌镇戏剧节起，十届乌镇戏剧节共邀请
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戏剧大师、新锐导演的
238部特邀剧目（其中106部为外剧）；青
年竞演单元吸引超10000 人注册报名，入
围161 部青赛剧目；189 场小镇对话、超1
万场古镇嘉年华表演拉近了戏剧艺术与大
众的距离；上百万名观众共同参与其中。
乌镇戏剧节让戏剧走出都市，不再是独属
于城市的文化活动，而是融入当下经济社
会发展十分活跃的小镇，与当地的在地文
化、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全新
的戏剧体验。
  起初，乌镇戏剧节发起人陈向宏只是
想在这里做个文化节庆活动。没想到，十
年之后，乌镇戏剧节不仅在专业层面让世
界更加了解中国的戏剧艺术，让更多国内
观众了解世界戏剧的发展趋势，也在文化
建设层面映照出了当代城市化进程中属于
中国小镇的一种文化追求。“戏剧文化对

现代生活的渗透力是不可估量的，就像乌
镇的传统与现代交融并蓄一样。小镇是戏
剧的舞台，戏剧是小镇的生活，十年过
去，我们欣喜地看到乌镇戏剧节已经不仅
仅属于乌镇，而是成为一种小镇的社会文
化现象。”陈向宏说。

古镇经营，

要夺得年轻人的心智

  可以清楚地看到，夺得年轻人的心
智，是古镇经营一张重要的底牌。古镇的
戏剧节，富于青春活力。戏剧节期间，大
批90后、 00 后奔赴而来。
  他们一面奔向戏剧。青年竞演、小镇
对话、子夜朗读会都给人以艺术的沉浸
感，让青年可以同时空表达态度，实现与
主创、与同龄人的共情互动。特别是子夜
朗读会，围坐在一起的年轻人以“阅读+
表演”的朗读形式，将《哈姆雷特》《罗
密欧与朱丽叶》《等待戈多》《仲夏夜之
梦》《肖申克的救赎》等经典重写改编，

加入这样的戏剧行为，让他们的生活乃至
内心节奏都忽而慢了下来，发现旅游可以
不必面面俱到、无须当景点打卡“特种
兵”，来一场与文学、戏剧、艺术的接
触，就会得到更丰沛的情感体验和独特的
叙事游戏体验。
  另一面则奔向“戏剧之外”。乌镇戏
剧节契合了年轻人追求潮流、追求创新的
文化消费取向，打造“起于戏，源于此”
的理念，联合泡泡玛特，共同推出第十届

乌 镇 戏 剧 节 限 量 定 制 潮 玩 “ M E G A
SPACE MOLLY ”；夜游神音乐现场则
带来三大主题电子音乐演出；“好玩儿”
生活方式街区集合近百位来自不同生活方
式领域的品牌商户主理人，吃穿潮品一应
俱全；图书馆以书为友，汇集全国50多家
出版社 27 0 0 多本好书，免费向所有人
开放。
  Z 世代圈层也在这里自由搭建。“小
镇潮起来，比大都市更迷人。”来自山东
的90后游客团团高兴地对记者说，“戏剧
市集更像年轻人欢聚的大派对，在这里相
遇的每一位，都有热爱旅游、热爱戏剧、
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你略逛逛，就能交
上朋友、热聊一阵儿。可以说，乌镇戏剧
节能打败一切社恐。”
  国潮风以一种“潮”态刮进了小镇。
戏剧节与快手联合举办的“新市井匠人市
集·乌镇里的非遗”集结全国各地的非遗
匠人、戏曲好角儿，书法、国乐、苏绣、
戏法等众多项目会聚一堂，让非遗不再是
抽象的传统文化形象，而是与先锋文化交
融的活态艺术。
  戏剧艺术抑或部分非遗项目在以往的
认知里都是小众的、老套的，传统的呈现
方式无非是搭台唱戏、摆摊献艺，周边购
物街大都兜售“全国统一”的零食、玩
具。游客对此常常抱怨连天，陈词滥调、
节目应付、质价不符，旅游体验大打折
扣。这些沦为景区边缘内容的文化产品，
反而成了景区美誉度的最大扣分项。不论
戏剧还是非遗，倘以精品意识对待、打
造，挖掘其与景区各自的文化内核，或找
共同处融合，或干脆创造反差式对冲，往
往能迸发出一系列令人眼前一亮的文化创
新产品，再将它们聚集起来，挖掘更大的
市场潜力，推出对文化消费主力军青年群
体内容友好、体验新奇的各类项目，无疑
就会激发景区休闲、打卡之外的文化服务
功能，产生越来越巨大的吸引力。在这方
面，乌镇无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拒绝“网红脸”，

古镇该走什么路

  乌镇模式的成功带来了示范效应。很
长时间里，古城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
国古城与文化研究院院长林鹏指出，“我
国共有2800 多座已开发或正在开发的古城
镇。”在山东，就有台儿庄古城、大宋不
夜城、明水古城、周村古城、即墨古城、
无棣古城等。虽然各古城镇都拥有丰富的
文化资源，但要拒绝千篇一律的“网红
脸”，走什么样的路至关重要。
  “古城镇＋”需要找准一个成功的文
化 IP。文化 IP 不在多而在于精，在戏剧
节之前，乌镇只是一个普通的旅游小镇，
在江浙一众古镇中并不算突出。戏剧节等
节庆活动加入，使得乌镇极具辨识度，
改变了古镇存在的形态，不断拓展文化
形态，丰富文化产品与服务，最终驶向
文化小镇。
  当文化氛围出现、文化底蕴积累，后
续的辐射影响与联动效益自然水到渠成。
如今的乌镇不仅与戏剧文化关联，木心美
术馆成为地标建筑、茅盾文学家颁奖礼永
久落户乌镇，各种艺术展、建筑展相继布
局乌镇，架起了文艺青年的乌托邦。在这
一点上，东平大宋不夜城颇有辨识度，找
准夜经济赛道，持续打造大宋夜文化品
牌，大宋不夜城很快找到了自己独一份的
文化基因，形成了“人无我有”的文化
优势。
  不能忽视时尚感，本质是要创新。古
城的魅力不仅在历史感，更重要的在于历
久弥新散发的质感。传统文化创新，不能
生硬地旧瓶装新酒。要让传统文化与现代
生活相结合，重视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是首
位，一定植入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文
化。同样是民俗表演踩高跷，其他地方都
是千篇一律的传统古代服饰，乌镇找来了
“打着雨伞的公主”“穿着蓬蓬裙的优雅
小姐”，巨大反差紧紧吸引着游客的目
光。古镇的街头巷尾可以看到巨型人偶装
置、来自西方的小丑、头戴面具的舞
者……放眼国际、坚守底蕴，持续创新的
力量让游客流连忘返。而同样是历史解
说，互动演绎、艺术展览远比扫码听故事
有趣得多。
  实际上，古镇是最能体现传统与现代
相融的有效载体，用心找到自己的文化优
势，放大它，远比照搬照抄走得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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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朱子钰

  历史文化底蕴和秀美自然风光兼具的
古城小镇，一直是人们打卡游览的热门。
不过，与这火爆相伴的质疑声也不绝于
耳，旅游目的地同质化严重、景区活动内
容老套乏味、配套服务跟不上等成为“小
镇游”普遍的“槽点”，照搬照抄商业模
式，形成了所谓的“网红脸”。如何让小
镇旅游意蕴更深厚、特色鲜明又地道，已
经成为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中国历史城镇的发展模式呈现出自身
的多样性特征，浙江桐乡的乌镇奉上了自
己的答案。十年间充分打造“戏剧小镇”
文化IP，或许能带给行业更多的启示。近
日，记者到访乌镇戏剧节，探索古镇经营
的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