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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成蔡公之

我要上北大”
  3月18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官方微信公
众号公布了2024年硕士（内地学生）复试公示名
单，名单第一行出现了名为“蔡元培”的考生。
该考生与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北
京大学第14任校长蔡元培同名。此事迅速登上热
搜，引起网友热议：“网文既视感！妥妥的《重
生成蔡公之这次我在北大读硕士》”“复读生见
多了，还是第一次见复活生”。有人脑补各种内
心戏——— “导师：我学生蔡元培。”“导师：蔡
元培，你今天帮我做个小项目”。而看到141分的
专业考试成绩，网友又感叹：“不光名字霸气，
学业也是强得吓人。”面对热搜，北京大学研究
生招生办老师回应称，确实很巧合，一切会按流
程办事。

“云南打歌舞已火出国了”

  最近，云南靠着当地民俗又火了。打歌，又称
“跳歌”“跳芦笙”“左脚舞”等，是一种流传于
彝族的自娱性歌舞。当打歌走进网络，网友发现这
是“硬控”啊。“不会打歌学打歌，阿哥咋摆你咋
摆”，各种视频中，不论何时何地，只要背景音乐
一响，云南人就情不自禁跟着节奏舞蹈，欢乐值翻
倍。这种带感集体舞甚至火到了海外，不少外国网
友听上几遍便从“质疑”到“相信”再到“加
入”。网友锐评：“不愧是云南，只打巅峰赛”
“看来云南真的少有忧郁的男人”“科目三没能攻
下云南的原因找到了”。

“你真是爱干净，

居然用我的颜面扫地”
  日前，四川巴中的一位高中生成功将自己的
老师送上了热搜。这位同学在学校的成人礼上表
示对班主任的感谢，称班主任在“自己的生活一
片狼藉的同时还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快
乐。”此言一出，引得全场爆笑。网友留言：
“老师您好，很抱歉用这种方式认识您”“教书
多年无人知，一句生活狼藉全网皆知”。吃瓜网
友也迅速上线：“老师，你的生活哪里一片狼
藉？”面对来自全网海量的“问候”，该老师无
奈道：“感谢我的冤种学生，让我在全校出名
了，大家都来关心我一片狼藉的生活。”孰料，
还有网友神补刀：“哪是全校出名，你在全国都
出名了。”

“快上眼镜！

还是看不见……”
  近日，在山东济南历下区弘毅小学出现了 4
层楼高的视力表。视力表高11 米，宽3.6 米，学生
进学校第一时间就能看到这个巨大的视力表。视
力表前设置有视力测试点，学生站在测试点可以
随时检测视力。校长表示，此举是为了提醒孩子
保护视力，注意用眼健康。该视频在网上热传
后，各地网友的羡慕之情溢出了屏幕。“有创意
和暖意，不仅给学校带来了独有的风景线，更为
青少年视力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提醒学生关
注自身视力状况，养成正确的用眼习惯。”还有
网友调侃自己：“整夜刷手机我看了倒有些心
慌，感觉视力表还不够大！”“快上眼镜！隔着
屏幕看，倒数那几行的E还是很模糊……”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近日，某集团军某旅“00后”战士赵文祥收
到“二等功”喜报。小时候，赵文祥看到哥哥回
家身穿军装帅气的模样，内心深处便埋下参军的
种子。自2019年入伍以来，他多次出色完成大项
演训任务，2023年为某次实兵演练任务顺利完成
发挥关键作用，荣立二等功。由此，#赵文祥你
有自己的军装了#词条登上了微博热搜。网友为
小伙子点赞，并直言，歌词“长大后我就成了
你”照进了现实。也有网友留言：“榜样的力量
是无穷的。优秀果然在兄弟间传染。”“军功章
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以前这歌儿唱给
军嫂的，现在也唱给哥哥吧。”

“今天打了十几个哈欠，

是春困吗”
  日前，#异常春困可能是身体在发出预警#
词条冲上微博热搜。不少人认为“春困”是正常的
生理现象，但其实，有些疾病打着“春困”的幌
子，正在威胁人体健康。
  据报道，70%以上的中风患者在发病前5到10天
会频繁打哈欠，如果本身就有高血压等高危疾病，
同时出现频繁连续哈欠，且伴有肢体麻木无力、头
晕头痛、言语不清等症状，可能是脑血管出了问
题，一定要引起重视，及时就医。
  肝脏是个沉默的器官，而且肝脏上没有痛觉
神经分布，因此，在患病初期人体很难察觉。如
果疲劳犯困的同时还伴有食欲不振、恶心、厌油
腻、腹胀等症状，应尽快到医院就诊，排查
肝病。
  甲状腺功能减退、贫血、糖尿病、焦虑症等疾
病也会让人感觉白天困倦、精神疲乏，症状与“春
困”很像，但这是“假春困”。
  如果保持充足睡眠后，“春困”还是得不到
缓解，应尽快到医院完善相关检查，对症治疗。
网友在表示“长知识”的同时，也不忘调侃：
“完了完了，我今天一坐上工位，就打了十几个
哈欠，是不是可以病休了，我可才20来岁”“我
上班异常春困，下班生龙活虎，这个局怎么
破”……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尹淑婷 整理）

  □ 本报记者 董方舟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30周年。一百多年
前，北洋海军在威海卫之战中失利，最终全军
覆没。威海卫之战是北洋舰队保卫根据地的防
御战，也是北洋海军的最后一战。这些沉没于
威海湾的战舰如今情况如何？当年的北洋海军
究竟是一支怎样的军队？近年来，随着沉舰的
武器弹药、船体构件、个人生活物品等文物被
陆续打捞出水，那段关于北洋海军和甲午沉舰
的历史得以重见天日。
  2017年以来，为探明威海湾内北洋海军沉
舰状况，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山东省水
下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开展山东威海清北洋水
师沉舰水下考古调查项目，通过水下考古发现
结合造船档案和战争档案等资料研究，先后发
掘“定远”舰、“靖远”舰、“来远”舰遗
址，取得了重大收获。
  2023年，威海湾内第3艘主力舰“来远”
舰的水下考古成果取得重要突破，威海“来

远”舰遗址水下考古调查也于近日入选了2023
年度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
  “来远”舰遗址位于威海市环翠区刘公
岛海军公所南约500米处的海域内。“来远”
舰遗址海底遗迹、遗物分布呈现被拆解的散
落状态，遗物夹杂在凝结块、煤渣、碎木板
之中，考古人员认为这应该与日军在战后对
“来远”舰进行破拆有关。考古人员从近10
米深的水下共打捞文物1800余件。文物材质
包括骨、陶瓷、铜、铁、木、皮革等，种类
包括船体构件、个人生活类物品、武器弹
药等。
  考古人员从“来远”舰遗址中，发现了三
件带有“来远”字样的重要遗物，包括一柄刻
有“來遠”字样的镀银汤勺以及两块写有“来
遠三等水手于盛元”“来遠一等水手張長發”
的身份木牌，这些遗物进一步证实了“来远”
舰的身份。目前来看，这两块身份木牌是官兵
个人身份的铭牌，有可能是官兵登船的通
行证。
  值得澄清的是，关于甲午战争中北洋海
军的失败原因，长期以来流传着炮弹大小不
符合炮膛口径和炮弹里填充沙子的传言，一
些影视作品中还有炮弹需要用锉刀打磨后才

能装进大炮的情节。然而，考古人员在北洋
海军沉舰打捞出的文物证明，这些都是没有
依据的。
  根据北洋海军“靖远”舰遗址的水下考古
调查成果，考古人员在“靖远”舰遗址发掘出
两箱完整的哈乞开司37毫米炮弹，并发现了一
枚210毫米克虏伯炮弹。这些出水的弹药证
明，当时的制式武器并没有炮弹大小不符合炮
膛口径的情况。而在炮弹里填充沙子，则是当
时各国海军为穿甲弹配重，从而精确计算发射
距离和角度的统一做法。
  虽然已经沉入海底一百多年，对北洋海
军沉舰进行考古调查仍具有重要意义。专家
介绍，甲午沉舰系列水下考古工作探索总结
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近现代沉舰考古与保护工
作方法，填补了中国海域近现代沉舰水下考
古的空白。系列水下考古成果充实了甲午战
争研究实物资料，对于推进甲午战争研究、
沉舰遗址原址保护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也为爱国主
义 教 育 提 供 了 生 动 的 实 物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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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甲午沉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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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消费降级”成为城市社交圈的谈
资，处于核心之外的县城却刮起了一阵不同
的风。

  喜茶、瑞幸、库迪、霸王茶姬，光看路
两边的餐饮奶茶店，一时间分不出县城和大
城市的不同。从吃穿到住行，“消费升级”
是讨论县城避不开的话题。近期，一则“过
年回县城老家受到震撼”的短视频在网上流
传。视频主人公是外出10年的“打工人”，
回县城老家过年时发现，这里同龄人衣食住
行的标准是自己“咬咬牙”也达不到的程
度，只得自嘲“原以为是城里人回村，没想
到是乡下人进城”，瞬间引发网友热议。

  留下或闯荡是由来已久的人生选择。留
在县城的“他们”和外出闯荡的“我们”之
间的比较屡见不鲜。今年年初，互联网也曾
掀起一阵“月薪两万”和“县城大小姐”的
对比热潮，在大城市拼搏的年轻人自嘲不如
“小县城大小姐”过得舒服。城乡差距逐渐
减小，县域经济飞速发展已成大势，当县城
与更好的物质生活匹配，选择回归享受安稳
还是继续披荆斩棘，年轻人心中的答案变
了吗？

小县城并不单调

  近些年，“县”作为热词，高
频次出现在顶层规划中。中国农业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司伟认为：
“县域作为现代治理的重要单元，
既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处于
政策中心的县城抓住机遇、顺势而
上，近些年有了不小的变化，展现
出独特的活力与魅力。仅山东省内
便涌现出胶州、龙口、荣成、邹
城、寿光等经济总量超千亿元的经
济强县。
  有了这层大背景，我们可以更
深刻地理解这种现象，县城面貌的
巨大变化，才是人们羡慕“县城大
小姐”的逻辑起点。而从这些网友
的 自 述 中 总 结 出 同 样 的 羡 慕 原
因——— “县城大小姐”的消费质量
高，物质生活丰富，甚至比城里还
要好。“4J 的车厘子、昂贵的帝王
蟹，高档的食材说买就买；穿几千
元的大衣，有车有房，上班离家

近。”这让上班挤地铁、晚上7点后
去精品超市（因为会打折）的城市
“打工人”彻底破防。他们惊讶地
发 现 ， 县 城 的 生 活 和 城 市 相 差
无几。
  “去电影院看电影，有喜欢喝
的奶茶，点外卖、打网约车也很方
便。县城的衣食住行，与我平时在
城市的日常几乎重合，但这里生活
成本显然更低，舒适度更高。”家
在县城的应届生王静（化名）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实际上，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和
基础设施的完善，互联网平台不断
向县城下沉，给县域带来新的活力
与机会。共享单车、社区团购、外
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职业不断
衍生，这些新兴服务业为县城居民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依托数字化的
县城，正在逐渐热闹起来，绽放出
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
  短视频和直播抹去信息差、县

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物流发达
价格低廉，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
剧，现今无论新品牌还是老品牌，
都纷纷向县域下沉。最典型的，一
些之前看似只是“大城市标配”的
品牌和服务，已经悄然进入县城市
场。电影院、咖啡店、奶茶店、智
能家电纷纷涌入县城，甚至演唱
会、音乐节、足球赛事等也会选择
在县城举办。
  城市是多元的，但如今的县城
也不遑多让。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过
程中，新机会、新业态不断在县城
生根发芽，一月一新，县城生活早
与我们固有的印象大相径庭。小县
城和大城市衣食住行的差距，以人
人都可感知的速度在缩小。通过回
乡亲身经历，在外打拼的年轻人真
切感受到了这种现象带来的震撼：
“原以为是城里人回村，没想到是
乡下人进城。”

  县域经济发展、城乡差距减小正
以极快的速度刷新着人们的认知，年
轻人都想回归县城了吗？无法忽视的
是，较为稳定的工作、低廉的房价、
方便快捷的交通，产业化、数字化的
县城对毕业生的吸引力在增强，小县
城也可以安放年轻人的理想。
  麦可思《2023年中国本科就业报
告》显示，本科毕业生的就业重心已
进一步下沉至地级城市及以下地区。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国家政策的支
持和县城对人才的重视，去县城工作
也被毕业生纳入就业的考量对象中。

  走出县城的年

轻人虽然看到了家乡翻天覆地的变
化，但在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时，也
有人依旧坚定不移。发布“过年回县
城老家受到震撼”视频的主人公在接
受采访时坦言：“如果再选一次，还
是会在县城安稳生活和大城市辛苦打
拼之间，选择后者，因为大城市有更
好的资源。”
  猎聘大数据研究院报告显示，
53 . 64% 的应届生表示最理想工作城市
是新一线城市，其次是一线城市（占
比24 . 24% ）。智联招聘和泽平宏观联
合推出的《中国城市95 后人才吸引力
排名： 2023 》中，北上广深占据前

四。山东大学公布的2021 届毕业生就
业报告也显示，除山东省外，毕业生
选择就业的前三个城市分别
为：北京市、上海市和深圳
市。就现实来看，拥有着丰富
的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就业
机会的超一线城市、一线城市、
新一线城市，对绝大多数毕业生依旧
具有很大吸引力。
  不管是小县城，还是大城市，这
都是年轻人基于自身实际情况做出的
选择，没有对错之分，要尊重每一个
个体成长的路径，无需过度标签化
解读。

  口头的艳羡和事实的选择形成
了极大的割裂。社会心理学家费斯
廷格在 1954 年提出了社会比较理
论，指出人人都具有自觉或不自觉
地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的倾向，
通过比较，了解自己的能力和局限
性，以确定自我价值。其实，聚焦
小县城和大城市的讨论就像一座围
城，县城的人羡慕大城市的包容、
资源和机会，大城市的人羡慕县城
的悠闲、恬淡和舒缓。双方都在横
向进行着比较，但个中冷暖只有自
己知道。
  “躺平”“社畜”“佛系”
“打工人”等符号的出现，“北漂
十年输给了县城中产”“月薪两万

不如县城贵妇”等话题爆火，本质
上还是经历激烈竞争和生活压力
后，青年亚文化滋生的自我反叛与
调侃。这些符号和热词通过社交媒
体狂欢式传播后，与社会热点事件
联系在一起，进而显示出一种极强
的时代感与现实感，以戏谑的方式
给人们带来一种舒缓压力的方法。
  社会节奏加快、竞争加剧、压
力增大，亚文化流行背后年轻人的
心理成长和现实发展值得重视。学
者相雅芳研究亚文化流行现象后认
为，一方面“应当保障年轻人在劳
动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从制度上保
障和谐的劳动关系，从经济上实现
劳动创造价值的对等回报，在社会

上给予劳动者充分的尊重，在法律
上构建公平正义的法治秩序”；另
一方面“要提供多样化的上升空间
以推进青年对社会主流价值的认
同，政府、学校和社会开展多样化
的技能培养，搭建青年拓展专业技
能的渠道和平台，完善自身本领以
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抛开“县城中产”“县城贵
妇”“县城大小姐”等标签，我们
要看到当代年轻人身上的压力。当
现实难题能够迎刃而解，年轻人无
须再对比“回归小县城”还是“闯
荡大城市”。因为无论选在何处，
都会有光明未来。

适合自己的选择没有对与错

“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噪刻有“來遠”字样的镀银汤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