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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丧文化”成为青年文化中一个难以忽
视的现象。从早期以“咸鱼”“废柴”等为代表的网
络词语的流行，到近几年被青年人时常挂在嘴边的

“佛系青年”“人间不值得”“生活终于对我这只小猫咪
下手了”等表达颓废消极、悲观绝望或无所谓态度新
词的规模性出现，以及网络聊天中常用的“悲伤青
蛙”“葛优瘫”等表情包的广泛使用，“丧文化”似乎来
势汹汹，在不知不觉中迅速侵占和充斥了青年人的精
神世界和现实生活。

作为青年亚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投射和缩影，
“丧文化”的形成和存在有其客观原因。繁重的工作
学习任务、激烈的竞争关系、复杂的人际交往、过
高的社会期许和过于宏大的自我目标都在无形中为
即将步入社会或初涉社会不久的青年群体增添精神
压力，这些压力在当代青年细腻的内心感受和旺盛
的表达欲望的催化下，逐渐生成了以新媒体平台作
为主要表达媒介和宣泄渠道的“丧文化”现象。

在成为青年群体自我调侃、自我宣泄的一场狂

欢后，“丧文化”也引发了很多人对这一现象的担忧
和思虑，认为“丧文化”的风靡反映出当代青年群
体消极悲观的整体态势，是极不可取应该予以批判
的。然而，作为一名青年代表，笔者认为在对“丧
文化”进行批判前，应该先甄别是真“丧”还是假

“丧”。诚然，“丧文化”成为了当代部分青年人在面
对现实压力时，表达内心焦虑的重要窗口，但这种

“丧”的表达，实际上也是青年群体排遣压力的一种
自我调侃和自我安慰。完成繁重的工作后，在朋友
圈发一句“差不多是一个废人了”配上一张“葛优
瘫”，通过这种幽默、自嘲的形式，青年人实现了压
力和疲惫的宣泄，也借助这种在网络社交平台“撒
娇”的方式，表达对他人理解、关心和安慰的渴望。

在集体生活中，青年人“口头丧”“跟风丧”的
情况也广泛存在。“有的人表面上丧得不行，其实背
地里同时在考 5 个证。”在社交中呈现“口头丧”
似乎成为青年人较为时兴的选择。在学业、事业中
努力奋进的青年群体试图通过“口头丧”的方式避

免正面的竞争和比较，维持同龄人间较为融洽、和
睦的相处模式，但实际上的努力依然不减分毫。加
之在青年群体中，如果大家都说“丧”，很多“元
气满满”的人为了避免被孤立，只能违心“跟风
丧”。因此，面对复杂的“丧文化”现象，社会应当
对这种青年亚文化予以充分的尊重，对青年人的实
际境遇和内心感受予以关注和理解，不应因青年人
表面呈现之“丧”而谈“丧”色变，对“丧文化”
全盘否定。

当然，青年群体在以“假丧”为宣泄方式的集
体狂欢中，也切忌将“假丧”当“真丧”，不宜过度
沉迷、信以为真。青年人应当通过读书等方式丰富
精神世界，通过运动、公益等方式进行有效的压力
排解。在面对现实的挑战和挫折时，不以“丧”为
托词和借口，避免以“丧文化”为精神胜利法，而
是保持内心的充实和坚定，正视压力和失败，激活
原属于青春的活力与朝气，做这个时代昂扬与奋斗
的青春代言人。

首尔艺术中心是韩国艺术爱好者心中的文化与艺
术圣地。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曾于 2011 年与 2013 年，
分别在指挥家李心草与乐团音乐总监吕嘉的带领下，
在首尔艺术中心为观众献上精彩演出。此次，国家大
剧院管弦乐团作为本届首尔艺术中心交响乐节唯一受
邀的亚洲乐团，在韩国这一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中
心再次大放异彩。

创办于 1988 年的首尔艺术中心交响乐节，是亚洲
地区极具影响力的艺术节之一。作为积极在海外音乐舞
台传播中国声音的文化使者，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在此
次音乐节的闭幕音乐会中，通过中国指挥家、中国独奏
家、中国当代管弦乐作品，展现中国音乐的独特韵味与
中国音乐家的艺术造诣，为韩国观众了解新时代中国交
响乐面貌打开一扇窗。

音乐会上，张艺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首先奏响于
京君的 《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中国版》，这是该作品在
韩国的首演。与乐迷熟悉的布里顿《青少年管弦乐队指
南》 不同，这部新作以中国民歌 《茉莉花》 作为主线，
通过一系列变奏巧妙展现管弦乐团的种种乐器，而在单
独乐器介绍中，又插入 《采茶扑蝶》《凤阳花鼓》 等民
族音乐元素，具有浓郁的中国“味道”。王健则与乐团
默契演绎柴科夫斯基 《洛可可主题变奏曲》。从典雅的
主题到高难度的“华彩”，王健精湛的技艺，赢得首尔
观众热烈的喝彩。音乐会下半场，乐团在张艺率领下，
以斑斓的色彩与丰满的层次，折射出马勒的生命哲思。
末乐章乐团呈现出的如虹气势，更是将当晚音乐会推向
最高潮。

音乐会后，中国驻韩国公使衔参赞王鲁新表示国
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艺术家水平非常高，代表了中国
风采，让韩国民众认识了中国乐团的水平和实力，有
力促进了中韩文化交流。听闻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来
韩演出，韩国众多交响乐团也纷纷派出重量级嘉宾前
来观摩。他们和全场 2100 名观众一起观看了音乐会，
并在音乐会后对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表现给予了高
度评价。交响乐节的主办方，首尔艺术中心社长柳寅
泽表示：“很荣幸邀请到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作为第一
支中国内地的乐团来参加首尔艺术中心交响乐节，他
们以精彩绝伦的音乐会为本次音乐节拉上帷幕。作为
韩国最有影响力的艺术节，我们希望今后再次与中国
国家大剧院及管弦乐团合作。”

本报电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由共青团中央
网络影视中心主办的“筑梦青春，奋斗无悔”朗读
大赛，正式上线酷狗音乐及旗下平台 5sing。在 4 月
23 日至 5 月 4 日期间，大赛面向全社会征集朗读音
频作品，内容包括中国古诗词、烈士书信、历史名
篇等经典作品，以及网友自行创作撰写的内容积极
向上、体现青春梦想、文化传承的原创文章，并以
专家点评、网友分享投票的形式进行评选。

中华经典博大精深，流传的名作浩瀚如烟。此
次朗读大赛在全民阅读深入人心的潮流下，进一步
强化“读什么”与“怎样读”的主题。为积极带动
青年用户的阅读热情，5sing平台在征集页面提供了
示范文章，例如李白的《将进酒》、刘禹锡的《陋室
铭》、梁启超的 《少年中国说》、鲁迅的 《中国人失
掉自信力了吗》，用“互联网+阅读”的形式推动中
华文化经典的传承传播，同时也为纪念五四运动100
周年，为广大青年提供一个抒发爱国情怀、展示自
我的机会。 （刘 杭）

本报电 “开茶咯！”4 月 20 日正值谷雨节气，
上午 10时许，中国制茶大师魏月德特有的呐喊声拉
开了2019安溪开茶节喊山开茶的帷幕。随着50名采
茶人传递采茶口信，福建安溪 12 座名茶山同时开
茶，开启了300名采茶人共同采茶的壮观景象。

“喊山开茶”是一种传统采茶民俗，既用以统
一采茶时辰，也借此唤醒万物，祈求风调雨顺、茶
叶丰收。此次开茶节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海峡两
岸茶业交流协会、安溪县人民政府和福建农林大学
安溪茶学院共同主办，是安溪县首次大规模喊山开
茶。活动包括快板说茶、茶舞表演、书香传艺、茶
歌对唱、祭拜茶山、技艺展示等内容。

安溪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世界名茶铁观音的发
源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安溪茶产业
创造了茶园总面积、茶叶产量、涉茶产值、受益人
口等多项全国第一。安溪铁观音连续 3 年位居中国
品牌价值茶叶类第一。为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传承
安溪铁观音传统制作技艺，开茶节同时启动第三届
安溪铁观音大师赛，力求选拔培育出一批集种茶、
制茶、评茶、说茶等各项技能于一身的安溪铁观音
大师与名匠。与前两届相同，此次大师赛将评出 2
名“安溪铁观音大师”、8 名“安溪铁观音名匠”，
并扶持他们建立大师 （名匠） 工作室。

（林清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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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四大名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
作品，也是世界宝贵的文化遗产。根据小说改编的 86
版《西游记》、87版《红楼梦》、94版《三国演义》、98
版《水浒传》四部电视剧，已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
共同记忆。其中，电视剧里的主题曲和配乐更是广为流
传、家喻户晓。

4月24日晚，一场精彩的“四大名著及国乐经典专
场音乐会”在首都师范大学第三届艺术季精彩上演。在
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的演绎下，800余名海外师生
聆听经典旋律，徜徉在四大名著的音乐世界中。

一首《红楼梦序曲》倾注了《红楼梦》整个故事所要表
达的情愫，是87版电视剧《红楼梦》全部音乐的凝练。在
乐团的演奏下，这首作品营造岀独特的意境氛围，带领全
场观众走进曹雪芹的大观园文学世界，而女高音歌唱家

朱立群演唱的《枉凝眉》则将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理想”
的音乐画面完美地呈现出来，感动了许多观众。

《敢问路在何方》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代表
性音乐。“黑骑士”男声四重唱组合田彦、毋攀、高
鹏、祖志恺将歌曲演绎得高亢苍凉，意境恢宏深邃，淋
漓尽致地描绘出师徒四人取经路上的艰难和百折不回，
掀起晚会高潮。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下半场音
乐会中，男中音歌唱家高鹏演唱了 94 版电视剧 《三国
演义》 的主题曲 《滚滚长江东逝水》，再现了三国风云
际会、金戈铁马的英雄争霸场面。歌唱家张全以互动形
式全新演绎了《这一拜》，深得观众喜爱。

《英雄的情怀》 是音乐家赵季平为新版电视剧 《水
浒传》 中林充发配沧州的一段以“凄壮”为主题的音

乐。胡琴演奏家柏淼深情演奏出了这首作品的神韵。观
众耳熟能详的《好汉歌》在坠胡演奏家林感和唢呐演奏
家单威伟的联袂演奏下，令人耳目一新。音乐会尾声，
朱立群演唱的 98 版电视剧 《水浒传》 主题曲 《天时地
利人和》使音乐会达到最高潮。这场形式多样、精彩纷
呈的演出，使观众得以重温经典名著，领略民族音乐博
大而丰厚的内涵。

日前，中国国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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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为第31届首尔艺

术中心交响乐节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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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茶姑娘行走在茶山上▲采茶姑娘行走在茶山上

32支队伍脱颖而出

世界华语辩论
锦标赛决赛开锣

32支队伍脱颖而出

世界华语辩论
锦标赛决赛开锣

本报电 （记者江南） 近日，国内首部关于动漫衍
生品的“蓝皮书”——《中国动漫衍生品产业发展报告

（2019）》，由保利文化集团、北京电影学院、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联合完成。蓝皮书中指出，我国动画衍生品
行业获利占到整个动画产业链的70%以上，衍生品产业
的良好发展可以反哺动漫内容创作，助力中国原创动画
成长和文化国际地位提高。

这部动漫衍生品“蓝皮书”由北京电影学院动画
学院及 10 余位动画行业专家、学者历时一年多实地调
研、访谈交流，共同研讨撰写而成。通过解读我国动
漫衍生品领域的市场发展现状、产品特征和产业运营
模式，分析存在问题，并对动漫衍生品产业未来发展
趋势进行了预测，填补了该领域的学术空白。蓝皮书
在 4 月底举行的第 14 届中国 （义乌） 文化产品交易会

上向公众发布。
从我国漫画衍生品的市场现状看，在国家的大力

支持和推动下，市场规模升级加速了企业对漫画衍生产
品的投入和布局，消费群体逐步从低龄走向青年及成
人，未来的盈利增长空间广阔。专家认为，在良好的发
展前景下，我国动漫衍生品产业仍面临版权监管不严、
研发运营环节不完善、专业人才培养缺失等问题，亟待
改善。

此外，蓝皮书还对中国动漫衍生品形象设计本土化
等进行研究，并对互联网、移动互联网、VR等新技术条件
下动漫衍生产品的商业模式和研发给予了前沿关注。

国内首部动漫衍生品产业“蓝皮书”完成国内首部动漫衍生品产业“蓝皮书”完成

本报南京电 （刘镇杰、李嘉伟） 第九届世界华
语辩论锦标赛决赛 4 月 28 日在江苏南京正式打响。
来自四大洲的 535 支参赛队，经过 30 个赛区的层层
选拔，最终决出 32支队伍，向华语辩论赛事的最高
荣誉发起冲击。

本届赛事国际化特色明显，除清华大学、复
旦大学等国内高校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悉
尼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成均馆大学等 10 多所海
外知名高校在本届赛事中表现优异，脱颖而出，
成功入围决赛阶段。业内人士分析，众多海外高
校的积极参与，不仅说明华语辩论赛的影响力愈
发壮大，更充分体现出中文在世界范围内的吸引
力与包容性。

“我 15 岁第一次接触中国的文字与文化后，从
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来自悉尼大学的辩手米
奇表示，中文辩论让自己充分感受到了汉语言文化
的魅力，也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

第九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由人民日报社新媒
体中心，南京建邺区委宣传部、建邺团区委，君和
青年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主办。在为期 7 天的决赛阶
段，人民日报客户端、人民日报微博对本届赛事决
赛全程进行直播报道。据介绍，此前数届赛事在人
民日报新媒体相关平台播出后，受到世界范围内的
辩论爱好者和广大网友极大关注，截至目前播放次
数已经过亿。

▶闭幕音乐会现场
王小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