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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见习记者 李怡蒙

今年春天，在社交网络上，一群年轻人自称

是“春天快乐型人格”。快乐的重要来源则是：观

鸟、赏花、“打野”“打鸟”、购买自然主题文创……

用长焦镜头远距离拍摄鸟类，被称为“打鸟”；“打

野”，则是指在城市周边公园和近郊挖野菜。年轻

人奔赴野外的热情，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自然味儿。

95 后王嘉怡最近每个周末都约朋友出门，

一口气集齐了“打野”、赏花、观鸟等一揽子

“春日户外必做事项”。

“我想要抓紧易逝的春光，去没有天花板的

场域里呼吸最自然的空气。每次看到柳树的枝条

一点点冒出新芽，地上的草从灰扑扑变成翠绿

色，清晨听到鸟鸣频率越来越高时，我就会觉得

世界非常美好。”对王嘉怡而言，春天和朋友们

一起拥抱自然，既是对冬日的一场告别，更是这

一整年生命力旺盛的开端。

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专属于春日的“野

生”乐趣，不仅限于爱好，而是更深层、更广泛

地延展为新型社交方式。2025 年春天，年轻人

为何能从旷野里收获快乐？

“打野”满足好奇心和探索欲，
成为交流新媒介

一场“赛博打野社交”，在年轻人中流行起来。

“打野攻略”最近席卷小红书，年轻人分享

“打野地图”，简要介绍挖野菜地点；有人分享挖野

菜成果；还有人热心分享知识，例如发布“野菜分

辨指南”，教大家分辨野菜、科普食用方法等。

记者看到，“打野”甚至带来了一股全新消

费趋势，不少网店里锄头、小铁锹、小铲子等

“打野装备”的销量快速提升。

武汉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所副教授陈武

表示，如今一些年轻人爱上挖野菜，一方面因为

“打野”带着泥土气息，“接地气”，和城市的钢

筋水泥形成巨大反差，令人轻松；另一方面，探

究野菜的颜色、味道、功能这一过程，能促进人

际交流，成为大家交往的新媒介、新话题。

在北京从事 IT 行业的赵亚苹，今年 3 月收

到朋友去昌平挖野菜的邀请。“我很惊讶，最近

看到有网友挖野菜，没想到真的有身边人‘开

挖’了！”

赵亚苹在鲁西北农村长大，小时候有过拣

麦穗的经历，记忆中“还是挺累的，太阳很

大，有时候会被麦梗划到，运回家还要及时帮

着晒麦”。

但这次挖野菜与其大不相同，她发现虽然挖

野菜运动量挺大，但累了也可以随时坐下聊天，

轻松健康，把她从久坐、晚睡、压力大的生活中

短暂“捞”了出来，仿佛重回小时候。“吹吹春

风挺舒服，带去的吃的喝的比实际挖到的野菜

多，偶尔去一次也挺好玩的。”

28 岁的张昊轩就是邀请赵亚苹去挖野菜的

朋友。他在网上看到网友分享挖野菜的经历，提

前学习野菜相关知识，并邀请朋友一起去。

赵亚苹评价他“挖得比较摸鱼”，他自己也

承认内心更期待做饭和吃饭环节。最让张昊轩印

象深刻的是，因为挖野菜，朋友们彼此分享了各

自的童年经历。“大家讲得很生动，小时候的生

活都很丰富多彩。”

那天回家后，张昊轩睡觉闭上眼睛，“眼前还

是野菜的样子”。

最近，王嘉怡刷小红书时看到“打野攻略”，不

由想念此前春天在老家，妈妈会带着她一起去草

地挖野菜——主要“锁定”野生艾草。

“我一开始不知道如何分辨，经常把艾草和

其他植物弄混。妈妈教我，要根据气味、叶片

形状和手感来分辨。我们把野生艾草带回家清

洗干净，放到锅里煮出汁水，然后做艾叶青

团。”王嘉怡对每年春天在家“打野”做青团的

仪式念念不忘。

“挖野菜是满足好奇心和探索欲的一种方式，或

许在离你最近的大树旁，就能意外发现最鲜嫩的野

菜。不过请一定要遵守法律规定，千万不能采摘受保

护的植物。”王嘉怡说。

融入大自然，得到多元、多层次的体验

身处武汉大学校园，每年春天，各地游客进校赏

花、摄影的热情总会第一时间被陈武“捕捉”到。

年轻人在春天爱上去大自然游玩，并发展为社

交行为。陈武指出，“具身认知”这一概念可以解

释其背后的心理动机。

心理学上的“具身认知”理论，主要指生理体

验与心理状态之间有着强烈的联系。生理体验“激

活”心理感觉，反之亦然。

陈武说：“一个人的身体认知是敏感的。野外

很多事物带给人的收获不是标准化的，人们得到的

感受很多元、很有层次感。”

王嘉怡和一群朋友 3 月底去北京郊区看山桃

花。“大家一起为一段段‘柳暗花明’而雀跃，还

能比比谁能拍出最好看的‘无滤镜’桃花照片，或

者拍到鸟儿们最高清、最灵动的姿态，一起想文案

发朋友圈，快乐翻倍。”

王嘉怡觉得，用相机拍花和“打鸟”，都仿佛

和“被冬天‘封印’多时的生机久别重逢”。

22 岁的盛天成是一名鸟类爱好者，他参加了

北京林业大学的和谐家园志愿者协会和百奥生物协

会，还和同学们一起组建了民间观鸟交流群。

盛天成介绍，群成员都是靠鸟类爱好者口耳

相传联络起来的，现在有 300 多人，从本科生到

博士生都有，也有老师加入。群里大家经常围绕

“鸟讯”聊得火热，线下一起拼车组团观鸟。据

他了解，在其他观鸟组织里，还有发展出恋爱关

系的。

高考后从家乡内蒙古到深圳上大学的傅茹涵，

见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鸟儿，“第一次亲眼看到翠

鸟、红嘴蓝鹊时我就被震撼了，对观鸟的兴趣越来

越浓厚。”

她参加了学校的绿足迹自然保育社，加入校内

校外的观鸟活动。爬山、被鸟叫“硬控”、一动不

动地抬头“扫描”枝叶、遗憾地目送鸟飞走是她的

日常。“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 2022年元旦在深圳湾

看候鸟，许多不同种类的鸟在水面、空中、泥地、

礁石上觅食或休息，反嘴鹬吃弹涂鱼，黑脸琵鹭在

‘水底捞’，很多鸟友拿长焦镜头相机在拍。”

傅茹涵在观鸟和鸟类科普活动中获得了很多鸟

类保护的知识，还结交了“观鸟搭子”。傅茹涵和

“观鸟搭子”聊天，对话往往是这样的：“你觉得这

个叫声是不是‘大拟啄木鸟’”“鸟就在那棵树上

快拍快拍”“我好急，望远镜给我用一下”……

傅茹涵还结识了许多自己设计制作鸟类文创的

朋友。“我很喜欢深圳这边常见的黑脸琵鹭大玩偶

和勺嘴鹬大玩偶，很好抱、很好摸。”

陈武表示，赏花、观鸟、用相机“打鸟”这些

看起来很有闲情逸致的爱好，在年轻人中流行起来，

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年轻人对生活“松弛感”的向往。

“大自然天然具有净化作用，大家越来越有兴

趣和大自然接触，这也反映了年轻人希望劳逸结

合、张弛有度，在工作和生活中寻找平衡，让自己

的身体和心态都得到放松。”

沉浸感、社交性和价值确认三者融为一体

春日户外社交，既是年轻人放松、休闲的娱乐体

现，也同时被赋予独特的价值感。

盛天成在学校里组织过一些爱护自然和鸟类的

活动，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爱鸟周”。他和同伴们

会在相关流程和视觉物料上用心思，例如设计兼具

内容和趣味的宣传图、游戏机制，吸引同学们打

卡、赢奖励，活动人流量很大。“观鸟是在享受自

然，鸟类保护科普是在影响他人、让世界更好，这

些都让人很有成就感。”

“观鸟是通往大自然的一张入场券。”00 后黄

韵菲从小就非常喜欢观鸟，在她成长过程中也逐渐

探索如何通过艺术和公益的结合，让更多人去了解

鸟类、爱护鸟类。

在担任学校观鸟社团社长期间，黄韵菲同步开

启了她的公益实践。她先后成为红树林基金会理事

和防鸟撞行动网络城市负责人，还作为中国青年代

表加入了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关系协定

（EAAFP），有许多参与和组织观鸟、鸟类科普活

动的经验。

黄韵菲在深圳大学读设计专业，她制作的鸟类

头像、微信表情包、趣味视频、科普海报等，有相

当规模的传播量；在大学设计专业就读期间，她逐

步将艺术创作与生态保护结合，创立了以鸟类为核

心的文创品牌“菲羽文创”，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自

然艺术创业之路。

在“菲羽文创”店铺里，鸟类毛绒挂件、“鸟

类身份证”“中国鸟类贴纸”等都是高销量产品。

“我会围绕鸟类进行艺术创作，通过对文创实

物材质、工艺的选择让产品显得可爱、吸引人。很

多鸟类文创爱好者会收集我们的文创、扎‘痛包’

（用二次元制品设计、装饰的包——记者注），或者

互相交换、赠送。”黄韵菲说，除了观鸟爱好者，

还有很多手账爱好者、博物馆爱好者以及小朋友也

喜欢这些产品。“很多人会带着我们的产品去观

鸟，寻找相同的鸟种、抓拍同款姿势。”

黄韵菲也会带文创产品去线下市集，“这种活

动会有人专门来线下见面，从小朋友、学生到工薪

族都有，都很热情地表达自己的喜爱”。

近期，观鸟的热度有所上升，对于观鸟新手，

黄韵菲谈了许多需要注意的行为守则，如不诱拍、

不使用无人机拍摄鸟类，不投喂、饲养野生鸟类，

避免干扰野鸟生活，鼓励大家科学观鸟。

在陈武看来，很多年轻人把“春日户外爱

好”变成社交，甚至转化为有意义的工作，这体

现了“沉浸感”“社交性”和“价值确认”三者融

为一体。

“沉浸感体现了年轻人的专注，将内心能量集

中在这些爱好和工作上；社交性，体现了他们将这

些事情拓展为群体交互属性，但前两者还不够，年

轻人做这些事情并不只是为了自娱自乐，还会追求

价值确认、价值认同。这三者交错在一体，螺旋上

升，构成了年轻人行为的动力。”

观鸟、“打野”、赏花，年轻人为何从旷野得到快乐
□ 黄彬彬

2025 年 4 月 23 日是第 30 个

“世界读书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将主题定为“阅读：通往未来

的桥梁”。书籍是历史的见证

者，是未来的预言家，是抚慰当

下的避难所。有一项关于“休

息”的调查研究覆盖了 135个国

家的 1.8 万人，结果发现最受欢

迎的休息活动就是阅读，而小说

又是很受欢迎的书籍体裁类型。

为什么我们喜欢看小说？小说又

能为读者带来什么？

我常在睡不着时看小说，本

来焦虑得辗转反侧的我会被故事

情节深深吸引，脑海被小说里崭

新的世界占据，烦恼也就无处容

身了，小说让我能带着期待放松

入眠。这与发明了渐进式放松法

的雅各布森医生的实验结果一

致：阅读能使人放松、冷静。

阅读小说不仅对焦虑者有

“疗效”，还有镇痛的奇效！有一

项研究招募了一些患有慢性疼痛

的人，研究者让他们集体阅读短

篇小说或诗歌，结果发现这使他

们的注意力能从痛苦中抽离出

去，暂时忽略疼痛。

除了放松和镇痛，阅读小说

还能提升我们的专注力、共情和

社会认知能力。研究者发现，在所

有能让人们进入“心流”状态的活

动中，阅读被“提名”的频率最高。

当我们阅读入迷时，就是进入了

专注又幸福的心流状态。研究结果

表明，阅读小说时，我们会在头脑

里想象人物、场景和声音，推测人物的心理状态，预测

其后续行为，这个过程使我们站在其他人的角度思考

问题，提高我们的共情能力。还有研究发现，阅读小说

可以提高人们的社会认知能力，减少偏见，提高道德判

断水平，促进亲社会行为，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人们喜欢阅读小说也和小说的魅力密不可分。

虽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有些小说广受好

评，受欢迎的小说有哪些共同特点呢？

提起好评如潮的小说，我们很快便能想起《红楼

梦》里多愁善感的林黛玉，《三体》里饱经沧桑后认同

类为敌的叶文洁，《老人与海》里绝不向命运低头的

老人……一部成功的小说塑造的角色往往有血有

肉，令人难忘。最近，不少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作

品出现了配角“上桌”甚至“掀桌”的现象，人们更爱

看有缺点、有挣扎的接地气的人物角色。这符合心理

学里的出丑效应——展露一点小缺点更能获得他人

的好感，总是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完美无缺的人

未必讨喜。《救猫咪：小说创作指南》一书提到，大家

喜欢看的小说通常拥有这样的主角：存在需要改善

的问题，比如达西的傲慢和伊丽莎白的偏见；有想追

寻的目标，比如唐僧师徒要去西天拜佛求经；有待学

习的人生课程，如《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要学会克

服恐惧，勇于担当责任。小说中角色的成长或转变经

历往往最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最能打动人。

小说光有角色当然不够，这些角色需要在小说

中开启有趣的旅程，也就是设计有吸引力的情节。有

研究者把优秀的小说归入了 10个类别：犯罪动机，

主角要解决谜团或揭露阴暗面，如东野圭吾《嫌疑人

X 的献身》中物理学教授汤川学要探明高中数学老

师石神精心设置的案情骗局；成长仪式，主角必须忍

受成年、失败、分离等挑战带来的痛苦和折磨，如《追

风筝的人》里阿米尔少爷因风筝比赛中一件痛苦的

事情逼走了情同手足的仆人哈桑，远走他乡，后来又

回到家乡赎罪；制度化，主角进入某个群体或机构必

须要做出加入、逃离或摧毁的选择，如《了不起的盖

茨比》中穷职员尼克闯入了大富翁盖茨比隐秘的世

界，对长岛富人的生活从羡慕到厌恶；超级英雄，非

凡的主角发现自己生活在平凡的世界里，必须接受

自己的特殊，如《沙丘》中拥有预知未来能力的保罗

被派往“沙丘星”接管香料开采，带领原住民弗雷曼

人进行政治斗争；遇到问题的家伙，无辜的普通人发

现自己身处不寻常的环境，必须要面对挑战，如

《饥饿游戏》 中的凯特尼斯作为“贡品”之一被放

入封闭的竞技场，24人要相互残杀至只剩 1人；傻

瓜成功，被低估或一直失败的人与“权势集团”对

决，发现自身的隐藏价值，如《简·爱》中，无论到哪

里都被冷落的简，最终成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伙伴之爱，主角遇见某个人发生了改变，如《边城》中

的船家女翠翠与傩送相遇，简单平静的生活发生了

变化；瓶子里的魔法，普通主角受到“魔法”影响，学

会充分利用现实，“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的哈利因

为一个预言被伏地魔选定为对手，他要通过在霍格

沃茨魔法学校的学习和挑战掌握魔法知识，战胜伏

地魔；金羊毛，主角为了追寻某样事物踏上成长之

旅，如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格里那凡爵士组建救

援队去寻找格兰特船长，一路上遭遇了无数艰险；

房子里的怪物，主角必须在某封闭环境里战胜某种

“怪物”，如 《闪灵》 中的托伦斯一家在大雪封山、

与外界隔绝的全景饭店中面对超自然现象。

如果你对小说不感兴趣也没关系，研究发现阅

读非小说类书籍同样可以带来放松和乐趣。如果你

还是对精神食粮的召唤置之不理，我再告诉你一个

长寿的秘诀！有追踪研究发现，热衷于阅读书籍的

人比只翻看报纸杂志的人平均多活了近两年！所

以，别再说没时间阅读啦！请别让阅读只停留在世

界读书日的宣传里。愿你在字里行间触摸历史的温

度，拾取当下的馈赠，探索未来的可能。

为
什
么
我
们
喜
欢
看
小
说

解开受欢迎的小说魅力之谜。

视觉中国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

专属于春日的“野生”乐趣，
不仅限于爱好，而是更深层、更广
泛地延展为新型社交方式。

（上接 1版）其他常委同志落实“一岗双责”，为全

省学习教育树立标杆。

安徽迅速响应中央和省委部署，将深入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列为党建工作重点内

容，全省上下以读书班、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

为载体，通过领导领学、集中学习、个人自学等多

种方式，创新学习研讨“重点发言+随机点名”“书

面+口头”等形式，确保学习入脑入心。

福建则注重简约务实，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坚

持把严的基调、实的要求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严

格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要求，推动学习

教育更加贴合实际、取得实效。福建福州、宁德等

地组织党员干部循迹溯源，开展沉浸式学习，切实

从理论源头和实践起点，加深对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的理解和把握。

创新学习形式，推动入脑入心

4 月 17 日，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淮川街道

朝阳社区名河鑫都小区清风亭内，“睦邻微宣

讲”正在开展，30 余名基层干部、居民党员代表

围坐一起。

“去年我们社区发生了 1 起居民党员酒驾案

件，大家要吸取教训，在日常点滴中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浏阳市朝阳社区

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李霞讲解道。

在湖南省常德市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区党工

委依托常德河街党群服务中心为流动党员，尤其

是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员

提供学习场所，组织收听、收看学习强国“锲而

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专题栏目。“河街

的人流量大，流动党员也多，这个学习交流的场

所很受大家欢迎。”常德河街联合党支部书记黄

健刚说。

福建省厦门市党风廉政教育馆人流涌动，前来

学习的党员干部络绎不绝。屏幕上，一张张懊悔的

脸庞、一份份手写的忏悔录，数字化光影动态呈现

情景模拟、反腐成效，让观展的党员干部深受触

动。厦门市还打造特色学习载体，市级线上平台定

期更新“鹭岛正风”微课堂等内容，发布系列微视

频，并编撰特色教材，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江西省铅山县将县纪委监委查处的违规收送礼

品礼金、违规吃喝等 45 个案例纳入县级层面读书

班、党委中心组学习，并通过专题辅导、案例分析

等形式，推动干部队伍能力提升、作风转变。

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整改实效

持续推进的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正切

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实际成

效，为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筑牢作风根基。

“医疗、医药行业情况复杂、专业性强，专项

监督涉及医疗卫生机构多，必须统筹力量，综合发

力。”河南省洛阳市纪委监委第六监督检查室相关

负责同志介绍，高标准高质量扎实推动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围绕“集采药品进基

层”这一民生实事，洛阳市偃师区组织乡镇卫生院

和村医代表进行讨论研究，征集村卫生室意见，出

台了偃师区基层集采药品推荐采购目录，实现集采

药品当日线上下单、次日送货上门，让基层群众

“足不出村”就能享受药品零差价的福利。

湖北省级层面统筹开展违规打牌和赌博、违规

收送礼品礼金、不担当不作为、文山会海 4个突出

问题的集中整治。同时，湖北坚持在服务民生、推

动发展的具体实践中整改问题、改进作风，大力推

进全省 2025 年十大民生项目，带动各市州围绕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重点民生项目 1832项。

安徽省亳州市坚持问题导向，以清单化管理

和专项整治为重要抓手，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学习教育见行见效。亳州市教育局成立深化“校

园餐”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专班，对学校食堂经营

招投标、食材采购验收、膳食经费管理、食堂

“第一责任人”落实、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建

立、应急预案完善等情况进行暗访督导，切实解

决师生急难愁盼问题。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上接1版）
一体化大安检措施发布之后，高煜欣喜地看

到不少乘客留言夸奖。有的说，上海不愧是有魔

力的“魔都”，来了就不想走。还有的说，一体

化安检特别让人舒心。

15 年的职业生涯中，高煜曾面临许多困

难。让她觉得最有挑战的，是 2023 年的春运。当

时，不但乘客数量创历史新高，而且地铁 2号线正

处于缩线运营改造期间，这个春运“难上加难”。

关键时刻，高煜根据铁路客流预测和多年积累的工

作经验做出判断，车站即将迎来瞬时大客流。面对

不断进站的客流，以及 10 号线的满载率不断上

升，她当机立断发出“红色预警”信号。通过联络

上级部门、多方协调，上海地铁将原本当日 17 点
才结束施工的地铁 2 号线提前至 15 点恢复运营载

客，及时有效缓解了运营压力。

如今，作为车站管理人员，高煜总是勉励年轻

员工，一方面要脚踏实地做好工作，另一方面要有

创新思维，“年轻员工就是我们最新鲜的血液，老

员工固然有经验，新员工则更有内驱力，只要每天

踏踏实实工作，就会产生新的想法。希望我们能一

起再做一些大胆开拓思维的创新工作”。

谈到信念，高煜说：“上海地铁是为人民造的

地铁， 30 年前第一条地铁开通时就有这么一句

话，人民地铁人民建，为民之举靠人民。这就是我

们的初心使命。我们地铁工作人员做的一切工作，

都是以乘客需求为出发点，让乘客感受到地铁畅行

的幸福感。”

青春岁月守护交通枢纽

（上接 1版） 柳青通过 《中国青年报》，真诚
地回答读者关心的问题，也培养了一批青年

作者。
《中国青年报》自从创刊以来，始终坚持和人

民在一起、和青年在一起。“服务青年成长，推动
社会进步”的理念一代代传承，柳青那种扎根群
众的精气神一直都在。74年来，技术不断重塑媒
介形式，文字中的地气始终不变。2025 年 4 月 27

日是《中国青年报》创刊74周年的日子，今天的
《中国青年报》要更好地传承“为人民”、为青年的
精神，把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鲜活故事讲给
青年。

沾了泥土的文字，越读越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