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想请“农忙假”，老师回答很完美

可以说，如今想知道哪部
剧最火，哪个明星最红，不用
查什么票房数据、百度指数，
直接看看表情包使用率和鬼
畜视频传播数量就知道了。

比如最新的收视率排行
里，走向大结局的《人民的名
义》人气丝毫不降，收视率居
然达到5 . 288，市场份额飙到
17 . 251%，开挂到了新高度。

相比之下，同样在芒果台
重磅播出，小鲜肉代表鹿晗领
衔的《择天记》以及号称“山影
出品，必属精品”的《外科风
云》，收视率则在1的边缘挣

扎，和“老干部”扎堆的“汉东
天团”简直不在同一个世界。
其实早在这些抽象复杂的数
据计算出来以前，鬼畜和表情
包们已经看穿了一切。在微博
上，达康书记早已是网红级别
的人物，还有了“.com书记”的
网名和粉丝团，“守卫达康书
记的双眼皮和保温杯”。

《人民的名义》剧情还没
展开到一半时，从来只是二次
元大本营的B站上，居然有了
近500个“达康书记”的二创视
频，其中不乏网站上常见的表
情包、鬼畜、配乐、混剪等手
段，《GDP之歌》、《沙李配》等
不少二创作品还登上了网站
分区的排行榜。

当官方媒体还在号召年
轻人也要看主旋律政治剧时，
年轻人早就用自己的方式看
上正剧了，鬼畜的方式。

所谓“鬼畜”，作为一种网
友自发剪辑改编的搞怪视频，
最早得名于弹幕网站bil ib i l i
一个名为“最终鬼畜蓝蓝路”的
视频。随后，这种通过视/音频
剪辑，再重复画面而成的视频、
音频和动图，因为高强度的重
复，带来极强的洗脑效果，和油
然而生的“违和喜感”。

此前，鬼畜的创作素材库
都是日本动漫、好莱坞大片和
浪漫韩剧，直到最近，从《大秦
帝国之崛起》开始，二次元青
年们的鬼畜灵感，开始转向了
正剧。什么“苏秦式乖巧”、

“1080P白起”，都用搞笑喜感
的方式，解构了严肃郑重的历
史氛围。由此带动的，连N年
前的旧剧《大明王朝1566》《三
国演义》《康熙王朝》这些或严
肃或热血的中老年正剧，都被

“玩坏”“开车”。
鬼畜、弹幕、动图、表情

包……说起来，它们都与《人
民的名义》这样的正剧，调性
格格不入，审美天差地别，可
是以娱乐和脑洞的名义，两个
原本平行的世界，居然打破了
群体和阶层的壁垒，和谐地融
合在了一起，成为一种“正剧
萌化”的文化现象。

“当一辈子的文案，不如
发一个表情包”，“辛苦拍三年
的正剧，不如剪辑一个鬼畜”，
在中年文艺工作者们看来，低
俗化的鬼畜极大压缩损害了
他们的创作，但正是互联网碎
片化、浅阅读的土壤，催生出
鬼畜这种人见人爱、人畜无害
的传播形式。

鬼畜就像一个符号，将现
实的美好与不美好，或放大或
缩小地投射其中，直让人“别
低头，收视率会掉；别流泪，主
旋律在笑”。

以自己的方式

看正剧

□亚树直

好友列表里都有过“轻舞飞扬”和“水晶女孩”吧

你还记得“人生第一个网名”吗

□孔小平

很多网名
有十足的年代感

浏览了这些评论后可以
发现，网友们的“人生第一个
网名”现在基本上都不再使
用了，很多网友表示，想到第
一个网名就“羞于启齿”，就
连回忆一下都感觉到了“一
股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尴尬
症当场就犯了。

这些连自己都不忍直视
的第一个网名，要么非主流，
要么是火星文，总之，当时越
奇怪就说明自己越潮。而且
基本上那会大家的QQ好友
列表里都一定有过“轻舞飞
扬”、“水晶女孩”……

“水晶”系列大概是很多
女网友的入门网名，一切词
语加上“水晶”二字，立马就
变得潮流了起来，其实它具
有一定的年代感。

2003年时有一部火得不
行的偶像剧叫《水晶之恋》，由
此带来了一批“水晶”，干脆点
的就叫“水晶之恋”，或者点明
性别的就是“水晶女孩”，衍生
一下的有“水晶之吻”，或者加
个颜色，“紫水晶”、“蓝水晶”。
那会儿加个颜色前缀尤其比
较神秘的蓝色和紫色，是很
多女网友爱用的。

再比如很多人的网名里
有“天使”两个字，是因为当
时有“内地琼瑶”之称的明晓
溪一部小说《会有天使替我
爱你》，当时虏获了一大批少
女的心，男女主角的唯美动
人爱情故事，赚得了书迷、影
迷无数眼泪，也在网络引发
了一场“天使风暴”，网名有
这种“坏天使”、“可爱天使”、

“折翼天使”等等。

要说年代感，也有网友
是因为关注社会时事而取的
网名，比如有个网友说自己
当时的网名是H1N1，大概是
初二的时候，那会甲型H1N1
流感病毒很严重，自己以为
取了一个很厉害的网名，现
在想来也是有点傻。

火星文和符号
尽显非主流范

那时，不少网友尽显非
主流范儿，本着“网名不加个
特殊符号不合群”的宗旨，

“折翅的天使(音符符号)”、
“卡哇伊の天使”、“嘿妳很拽
嘛”、“bobo顶bobo”、“爱、无
限”、“让我☆ve嗳伱”、或者

“莪卟蓜”，还有这种“*﹏鎏
錑の鈊〆”“◆懓凊惿ィ╊幺
◇”……

那些年网上充斥着各种

火星文和符号，主要是繁体
字、冷僻字、汉字拆分、各式
符号，虽然怎么看都像是乱
码或者打错了字，但真的是
火遍全网络，当时看很有特
色呢，一度是非主流网络文
化的重要精华。

当然也有没赶这些潮流
的，比如有网友说，自己第一
个网名叫“太阳下山”，因为
哥哥的网名是叫“太阳上
山”。还有很多情绪型网名，
比如“泪、请别落下”、“哭泣
的女孩”等等。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
到”，不管你承不承认，这就
是许多70后、80后、90后共有
过的青春回忆，纵使青涩、非
主流，但谁的青春不曾“中
二”过，每一个你觉得潮流至
极的现在，都是那时火热的
青春，也是你再也回不去的
岁月。

【热帖】

【微观】

【日志】

赖床改不了
加入“早起群”试试

近日，四川现代职业学
院的一名同学给辅导老师请
假，要回家打菜籽、栽秧子，
老师“爽快地”批了假条，不
过，同时给了一个作业……
看到完美回复的同学表示，
算了不请假了，要好好在学
校读书……

“尊敬的辅导员，由于我
们邻水农村每年四五月都会
回家打菜籽、栽秧子，我是青
壮年劳动力，必须回家，要不
然家里的任务恐不能完成，
所以需要在4月20日到5月9
日请20天的假，望辅导员能
批准。而且我妈说，不管我在
外头怎样，还是要记得屋头
的田，要不然没钱供我读书
的。”

机智的辅导员是这样回
复的：肯定同意的，老师举双
手支持，假条批了。不过，请
用你的手机如实记录4月20

日至5月9日每一天在家打菜
籽、栽秧的劳动小视频，返校
时形成1000字以上的职业素
养养成报告，否则按照学籍
管理规定进行处理。

关键是，这场农忙假还
有连续剧情，这个学生看完
如此“神回复”，说自己和家
里商量了下，还是不请假了。
而辅导员却“不依不饶”：这
个假一定要请……

看完了这个请假条，脑
洞大开的网友纷纷发挥想象
力，写出了不同版本的请假
条：@林逸甜写的“浙江版”
请假条：我们浙江慈溪端午
过后，杨梅熟了，我要回家摘
杨梅，没有我，杨梅都会烂掉
的。恳请老师准假，我会带杨
梅回来的。

@小姐姐写的“江苏版”
请假条很强势：我们如皋的
学生每年四月下旬是要请假

回家腌萝卜皮的。没有我，我
们村子可能会输，可能没有
隔壁村长寿。不过立刻被老
师“怼”了回来：不准！我就是
隔壁村的。

此外还有“云南版“：我
们西双版纳的同学四月是要
请假回家泼水的，没有我，我
们寨子可能会输。

“内蒙古版”：我们内蒙
古即将举行那达慕射箭比
赛。我们一直是我们蒙古部
落的嘎达梅林，没有我，我们
部族会输并且一整年吃不到
羊肉。

“广东版”：我们广东人
四月份要回村吃祖传秘药治
嘴馋的，不然就会看见什么
吃什么。不回去的话，我怕学
校里的同学们会有危险。

请假条，就这样被学生
党玩成了一个个笑话。

（阿拉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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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23岁了。1994年的4月20日，中国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接入国
际互联网，中国互联网时代开启。近日，很多博主在微博上发起了“人生中第一个网
名”的讨论话题，引起了网友的强烈关注，评论区瞬间沦陷。那么，你还记得人生的
第一个网名吗？

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
各类数码品牌不断有新品
发布。你会经常更换自己的
数码产品吗？

一项对2004名受访者进
行的调查显示，71 . 8%的受访
者每两年至少更换一次手
机，42 . 0%的受访者表示即使
数码产品无故障，也会更新
换代，60 . 2%的受访者选择手
机时比较在意品牌。

调查中，82 . 4%的受访者
觉得自己离不开智能手机。
其他一些“被依赖”的电子
设备依次为：笔记本电脑
(45 . 8%)、台式电脑(30 . 7%)、平
板电脑(30 . 3%)、U盘或移动
硬 盘 ( 2 4 . 3 % )、智 能 手 表
(13 . 6%)、智能手环(13 . 4%)、单
反相机(10 . 3%)和电纸书阅读
器(7 . 4%)等。

对大三学生杨璐而言，
为数码产品更新换代能给生
活带来新鲜感。“同一款手机
用了一年多，会有点儿‘腻’”。
相比于花高价买一部“高端
机型”，杨璐更倾向选择一些
性价比较高的“千元机”。

调查显示，品牌(60 . 2%)
是受访者选择手机时最在
意的因素。其他因素依次
为：价位(57 . 6%)、处理速度
(56 . 8%)、像素(47 . 9%)、内存
(46 . 3%)、音质(33 . 1%)和外形
(29 . 7%)等。

七成受访者每两年
至少换一次手机

早上6点不到，网友小陈
已经倒好一杯温水，梳洗完
毕，坐在电脑前开始码字，这
是她在微信早起群里坚持打
卡的第一天。现在不少白领
都像小陈一样通过加入微信

“早起群”的方式来监督自
己，借助外力解决“起床困难
症”和“手机依赖症”。

小陈是严重的“起床困
难症患者”，之前也尝试过早
起，可坚持没几天就前功尽
弃。如果有一个群体互相提
醒，别人约束也会更有效一
些，所以就入群了。

参与微信“早起群”的都
是年轻人，有的还是在校大
学生。一般“早起群”都会规
定在早上某一时间点之前在
微信群内打卡签到。为了鼓
励大家早起，打卡的方式也
是多种多样。小陈加入的这
个“早起群”每21天为一个周
期，入群时先要缴纳21元入
群费，这几天早起的人都要
在群里读一段绕口令。后来
几天，大家打卡的形式开始
丰富起来，图省事的就在起
床三分钟内报上姓名，并附
上“起床成功”几个字，还有
的通过晒早餐、晒跑步图、晒
书等方式打卡。也有的“早起
群”为了更好监督，组员两两
之间结成对子，早上还要互
相打电话监督。

“早起群”里几乎没有人
闲聊，早上从5点多就陆陆续
续有各个成员开始打卡，无
形中对晚起的人也形成一种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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