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的春天，对于国家来说，是中
华人民同心协力为打赢“战役”而战，虽然
困难重重，但团结就是力量；对于武汉来
说，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即使面临难
关却依旧满怀希望；但对于由于疫情
影响需要在家上网课的贫困学生来
说，却是独木行舟孤立无援。

网上流传一个段子：“你有手
机可以上网课吗？”“没有，但可
以想办法克服。”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个
段子，但对贫困地区的孩子
来说，是一个苦涩的笑话。

2 月的最后一天，河
南省邓州市一个读初三
女孩的命运，牵动着很
多人的心。

来自新华社、中
国 网 等 媒 体 的 消
息，女孩叫李某
敏，她喝下了妈
妈用来治疗精
神病的药后，
被紧急送往
医院。她喝

药的原因，在很多人看来不可思议，无从理
解。因为一部智能手机。这是最特别的一
个学期，学生们都在家里上起了网课。就在
网上因为上网课而段子百出的时候，李某敏
家正在为如何得到一个智能手机而发愁。
残疾人父亲东拼西凑买个了手机，三个孩子
换着上网课。出事那天，学校要出考试题，
李某敏比较着急，手机迟迟轮不到自己。她
一时想不开，赌气吞食了母亲的治疗药物，
企图结束生命。

当全民上网课以来，家庭条件好的孩子
配套齐全，用笔记本电脑看教案，拿平板放
直播课，手机则用于接收微信群的信息。家
境差的孩子，有的人要走十几里地去蹭网，
有的人为一个智能手机一筹莫展。西藏昌
都姑娘斯朗巴珍，为了找到稳定的信号上网
课，每天爬30分钟雪山。在零下3度的雪山
顶上，一坐就是四个小时，石头成了她的“课
桌椅”。

四川旺苍的杨秀花，每天花半个小时，
走2 公里山路，爬上山坐在崖壁边蹭网上
课。家人中午帮她把饭送上山，寒冷的冬
天，她在山上一待就是一整天。河南洛宁的
郭翠珠，家里没网，每天吃过晚饭就来到村
支部，雷打不动学习两个小时。寒风中父亲

蹲在一旁的墙角里，默默陪伴女儿。
我也是一名处于偏远地区的贫困生。

家里没有无线网络，学校办的联通卡虽然有
无线流量，但在家里没有信号。网课伊始，
各种需要下载多个的软件，弄得自己焦头烂
额。只能出到家门口搬个小板凳，才勉强有
几格4G网络，电脑也是蹭着自己手机的热
点，网速很慢。有些软件必须要用电脑下
载，本来就破破烂烂的电脑加上很慢的网
速，自己只能干着急。

看着同学在群里一个个地说自己已经
弄好了，我只能拜托朋友帮忙，每次上课都
到外面上网。天气再冷，也要爬起床，走出
家门，到外面去连接网络。那一刻，真的觉
得生活好累。

青春期的自尊心敏感又脆弱，各种各样
的压力都在逼迫青年负重前行。余华在《活
着》里写道：“没有什么比活着更快乐，也没
有什么比活着更艰辛。”很多人都被问到一
个问题：疫情过后，最想做什么？他们的回
答让人泪目：不是大吃一顿，不是去见相见
的人，而是好好工作，好好赚钱。

作为大三的我，疫情过去之后最想干什
么？我的回答应该是保持不挂科，暑假找兼
职，大四找实习，然后顺利拿到毕业证和学

位证，好好工作，好好挣钱。
林深时见鹿，海蓝时见鲸，

梦醒时见你；
此种境界为乐观自信的

人，对生活充满希望。
林深时雾起，海蓝是浪涌，

梦醒时夜续；
不见鹿不见鲸也不见你，

此种境界为悲观失意的人，对
生活充满迷茫。

虽然现在的我就是这种情
况，历经磨难，我相信终究：

鹿踏雾而来，鲸随浪而起，
你不回头又怎知我不在。

历经磨难，归来是别样的
人生。

卢岚岚在《每一个成年人
都是劫后余生》中说：“真实的
人生就是一次次面对绝境，却从绝境中抬起
头来，再次抓住那一丝温暖和美好。”

在最艰难的时刻，不放弃希望，只要我
们熬过去，生活一定会迎来转机。最后，希
望疫情早点过去，祖国国泰民安，我们早点
开学，想念学校的饭菜，想念宿舍的床铺，想
念某个不能说出名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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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偶像，这些偶像
书写了他们的时代。这时，出现了这样的一群
人拥护着他们，这群人被称为粉丝。而在这个
信息共享的互联网时代，更易于让这样的个体
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圈”，人们把它定义为

“粉圈”，久而久之，他们有了自己的文化，成为
“粉圈文化”。

记得在微博中看过一个话题，话题内容为
“偶像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这时，各路粉丝
纷纷在话题下留言，回答的内容一致温暖。看
到这些留言，我的内心有一种共鸣与感动，让我
重新认识到偶像的力量是多么巨大。不追星的
人常常不理解粉圈，在他们眼中，追星，只是粉
丝一味地单方面的付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崇
尚极端的个人主义，粉丝们陷入一种盲目崇拜
的行为。但其实，对大多数人而言，这过程是相
互的，他们不仅只有给予，还有获得。因为这些
偶像，让他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因此，在一定
程度上，粉圈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粉圈文化
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它并非非黑即白、非对
即错，需要我们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它。

能让人汇聚一起振奋共战的是“粉圈文化”
带来的强大力量。高三，对于无数学子而言是
人生中最为难忘的一段经历。那时的我们，心
怀梦想，目标清晰，想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当

自己感觉坚持不下去时，激励自己的或许就是
偶像，他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就给了自己一份
前进的动力。犹记得那时，我们学校给高三学
子的的励志横幅就是科比的名言：“如果注定有
人要赢，那为什么不是我。”高考倒计时一百天
时，大家渐渐地不约而同地在纸上写下理想的
大学和一句偶像说过的最为激励人心的话语贴
在课桌上。那时的我，写下的是王俊凯的：“不
要相信不切实际的童话，真正的强者信奉天道
酬勤”。每每我认为自己不行的时候，我就会看
看这句话，想到自己的偶像的成功原因并非天
赋异禀，贵在持之以恒。不知那时有多少人和
我一样，想要放弃时，看看那课桌上的话语，就
重新充满了动力。

“粉圈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关键在于我们
如何把握好分寸。它可以让我们看得越来越开
阔，也可以让我们陷入越走越窄的狭小天地。
在这次疫情期间，我们可以看到乐观向上的90
后医护人员，不愿意让医院被沉重的气氛笼罩，
开始在护服上写上自己偶像的名字，在出发前
向偶像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与此同时，我们也
注意到“粉圈文化”的一些非理智的行为。正如
《人民文娱》所评：“文化，本就可以求同存异；追
星，本也可以积极向上。作品、文化、平台，都该
是交流的工具，而不该成为战场。”我们呼吁面

对“粉圈文化”差异时，多一份包容；追星时，多
一份理智。所有的是非对错不应在公众交流平
台争辩，而是要清醒地学会用法律为基准去评
判，用法律武器捍卫权利。

《朝花周刊》对追星行为发表过看法：“追星
是为追求美好，而非囿于‘饭圈’越活越逼仄”。
偶像与粉丝之间应是互相鼓励，给予力量。偶
像应该是人生中的璀璨一笔，而不应该是全部。

《乌合之众》中有这么两句引人深思的话，
“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
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
端的感情 ”和“群体只会干两种事——锦上添花
或落井下石”。当我们做到放下偏执追求理性
时，我们才能净化“粉圈文化”，为它“锦上添
花”。这份冷静让我们学会沉默对抗重力 ，将所
有质疑和压力，都化为致意和动力。这样的“粉
圈文化”让我们多的是追求梦想时的心中无
畏。我愿做粉圈里冷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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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现代潮流的冲击之下，网络进入了我们的世界，融入了我们

的生活。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在疫情打破平静生活时让我们
依旧能开启快乐的学习生活，也能形成粉圈文化，使得我们能更近
距离地接触自己的偶像，但同时也成为了一些不能明辨是非的人
对他人重拳出击、恶语相向的渠道。确实，适度上网能使我们得到
很多有用的信息，但这仅对“适度”而言！

“到那时，学生们不用去学校，在家就能
上课。”

——《我期待的2020》
节选自《2000年想象作文大全》

庚子年初，一场疫情，宛如一块巨石砸入我
们原本平静有序的生活，打乱了我们欢欢喜喜
过新年的脚步。由于疫情的影响，武汉封城，各
省接二连三启动防控疫情一级响应，各大娱乐
餐饮场所暂停营业，进入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
罩探测体温，人人止步家门，谈“疫”色变。身为
大学生的我们，因为疫情，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
梦想——在家上网课。当黑板换成电子设备显
示器，当一方屏幕与三尺讲台相互碰撞，究竟碰
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网课正式开始前一周。“叮咚”“叮咚”“叮

咚”……QQ此起彼伏的消息提示音不断轰炸，
有的是加学科群的消息，有的是下载各种APP
的消息，有的是改名称改备注的消息…… 慕课
堂、中国大学 MOOC、钉钉、腾讯课堂、WE
Learn、知到、U校园……它们是看直播、看录课、
签到、做题、听听力、预习等都与网课学习相关
的APP，我原本一干二净的手机桌面瞬间被塞
得满满当当，各种软件应有尽有，让人头大。

那一周里，总是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关
注各种信息，要留意老师有没有发课件，生怕自
己漏加了哪个学科的群，更害怕要下载的软件
自己没有下，等正式上课时没有按时签到以至
被记迟到。老师也不比我们轻松多少，他们提
前半个多月开始录课备课，试用各个直播软件，
从“小白”修炼成“主播”，精美的PPT是老师们
反复修改而成，他们愿意推翻已经备好的讲课

方案去制定另一套更适合线上教学的组织模
式，看似“平凡”的教学模式竟是老师们尝试了
学习通、知到、腾讯课堂、群课堂、等无数工具，
经历无数场测试的最优解。

网课正式开始前一天。早上8点，“同学们
我们上午10点来测试一下群课堂。11点，“同
学们我们下午2点来测试一下腾讯课堂。”下午
4点，“同学们，我们晚上8点来测试一下慕课堂
和语音功能。”晚上11点，已经测试过很多遍的
证券投资老师，突然在群里发起了群课堂，同学
们陆陆续续的进入，“大家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大家能看得清楚课件吗？”“大家看得清楚这个
k线图吗？”……确定各项功能都可以正常使用
时，老师告知我们可以退出课堂，早些休息好迎
接明天的课程，而她，却依然独自在自己的直播
间里继续捣鼓。我们的理解里，这仅仅是一节

网课，但我们并不知道老师们在屏幕后，为了一
节大家笼统概念里的网课，默默备课，默默调试
设备，不辞辛劳，以确保正式上课时万无一失。
我想这应该是老师高尚的职业和身上的责任使
然吧。

网课第一天。怀揣着第一次上网课的新鲜
感，充满着对科任老师授课的好奇心，期待着网
络课堂里十足的趣味，按时起床守坐在电脑前
迎接网课的开始。然而，那场面可谓是兵荒马
乱，各大平台负荷剧烈增长，视频无法正常播
放，签到系统无法打开，直播间经常卡顿。只要
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好在身经百战的
老师，早已对各种软件操作了如指掌，只要有一
个平台还能用，就不愁咱们没得学！签到，进直
播间，观看视频，线上讨论，课堂提问，交作业
……一切都进行得井然有序。

网课第二周。以早晨8点QQ群里相互问
候，开启新一天的学习生活。直播课堂一打开，
老师的简洁易懂的课件和同学们熟悉的QQ头
像发言浮现眼前。老师们精心准备线上课程，
利用网络平台，采取各种形式，让我们即使在家
也能汲取到新的知识。经过一周多的线上教
学，我们早已摸清了各大软件的“脾气”，对付它
们可谓是易如反掌。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的
学习进度一切都进行得井然有序，越发期待相
聚广财同窗学习的日子了。

网上授课，这是非常时期的唯一选择，也
是最好的选择。那些年我们期待的网课，得以
在2020年的寒假实现了。但我们仍然希望春
暖花开之时，阳光明媚之际，我们与书为伴，与
师为友，相见于广财！

（作者单位：经济与贸易学院 商经1741班）

德赛都在《日常生活的
实践》一书中写过：“对艺术符

号的消费或日常生活中的其他
消费，其实是一种‘第二生产

力’，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
创造出新的语言。”

顾名思义，粉圈文化就是区别
于第一生产力的新语言。官方给出

的释义是粉丝圈子、粉丝群体的一个
简称，某些明星的粉丝在一起组成一个

团体这样就可以被称作一个粉圈。
随着《青春有你2》的播出、《创造营

2020》的预热，全民选秀的帷幕又一次如火
如荼的拉开。毫无疑问，当下的网络时代是

一个粉丝经济主宰的时代。各类选秀节目中
跻身出道位的选手便是粉丝运营的产物。大

家纷纷为自己心仪的爱豆打投，希望其能高位
出道，获得更好的资源，在舞台上拥有一席
之地。

然而，粉圈也并非粉丝们搭载美好愿景的
“乌托邦”。粉圈背靠的是粉丝群体，他们面前
所推崇的是站在聚光灯下的偶像。实际上，偶
像力量是一把双刃剑，也许可以是榜样产生正
面的影响，引导粉丝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成为更优秀的人；但也可能是弊病，让粉丝完全
沉浸在追星中以至于不断地党同伐异，甚至将
炮火对准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爱豆亦或粉丝，成
为所谓的“脑残粉”、“键盘侠”。

粉圈文化可以溯源至十多年前《快乐男声》
《快乐女声》等大批综艺选秀节目，同期日杂风
靡、韩流进驻，迎来了国内粉圈的孵化期，近几
年大批赴韩训练出道积攒了人气的爱豆归国发
展，使粉圈文化开始盛行。发展至今，粉圈已经
在网络空间打下了半壁江山，参与其中的成员
也逐渐年轻化。由于部分粉丝价值观与心智都
尚未成熟，容易被网络舆论风向影响，于是发动
整个群体针对某个目标对象的网络暴力事件屡
见不鲜。这种现象正契合了法国著名社会心理
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指出的：

“一旦加入群体，个人会变得冲动、鲁莽、极端。”
现如今，“粉圈文化”似乎变成了一个贬义

词，“妈妈粉”在《天天向上》录制现场高喊“王一
博，妈妈爱你”被汪涵老师批判，既是对偶像的
不尊重也是对粉丝自己母亲的不尊重。这个事
件也因为文化观念的碰撞而冲上了热搜，一些
不理智的粉丝急于讨伐老前辈，认为其让自己
的偶像下不来台，更有甚者大篇幅谩骂要求汪
涵出面道歉，引得路人表示败坏了对王一博的

好感。
这警醒我们，粉圈文化已经渗透到了很多

成长阶段的孩子生活当中，粉丝群体的低龄化
要求当代德育应充分考虑网络时代背景下的粉
圈文化，给孩子们一个正确的引导。

诚然，粉圈文化也有好的一面，此次抗击新
冠病毒行动中，许多粉圈自发集合捐款捐赠至
湖北地区，也有粉丝团为助农促销做宣传，还有
粉丝组成志愿者团队前往疫区贡献力量。很多
粉圈将形式上的餐车应援、礼物应援转变为以
偶像粉丝群体名义成立爱心基金、捐助希望小
学、帮扶贫困山区学子等。这让我们看到了粉
圈文化的积极力量。

约翰·费斯克曾言“所有大众受众都有不同
程度的符号学生产力，产生的意义和乐趣都与
他们所处社会状况的文化产品相关。‘粉丝’把
这种符号化的生产力转变为某种形式的文本生
成，是‘粉丝文化’在‘粉丝’群体中传播和定
义”。

我真诚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这种文本生
成是正面的，粉圈文化可以走在积极一面的轨
迹上，让接触到的人都可以用美好的词汇来定
义它。

廖雪仪

（作者单位：金融与保险学院 金工1741班）

罗妃伶

（作者单位：金融与保险学院 金融1842班）

（作者单位：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新闻1941班）

那些年，我所期待的网课

浅谈粉圈文化利弊

做圈子里冷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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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疫情期间，最火的饭后闲谈莫过于一场粉圈大战。粉
丝是一个统称，因为喜欢同一个人，而由无数个他或她组成的庞大
群体，俗称粉圈。他或她只是群体中的渺小一员，我们只认识他
们共同喜欢的人，他们被统一叫做“某某的粉丝”。明星的种种
行为影响着粉丝对他的喜爱程度，粉丝的行为关系着明星的影
响力与未来的发展方向，可以说是明星的一种潜在附加值。

败在粉丝，成也在粉丝。李佳琦从默默无闻的网上卖
货者，到现在红遍全中国的“带货一哥”，若没有粉丝群体
的口碑相传，进李佳琦直播间的人数不可能上百万，也不
可能在几秒间将产品全部卖空。进李佳琦直播间的产
品不怕卖不掉，只怕不够卖；进李佳琦直播间的消费者
不怕买不起，只怕手不够快。李佳琦的良心推荐与敬
业精神为他带来了庞大的粉丝群体，同时，粉丝群体
的买货行为与喜爱之情让他名利双收。

因为喜欢，所以粉丝会关注明星的点点滴滴，
不夸张的说，明星也会是粉丝的一种信仰，他的
一言一行都会影响粉丝的种种举动。篮球领域
中的科比，不仅是一名篮球员，更是一位带有
光辉的明星，他对篮球的热爱无人能及，到
达篮球生涯顶峰的背后是他无数个日日夜
夜积累的汗水，他的一句“你见过凌晨四
点的洛杉矶吗？”至今影响着他的粉丝
们，激励着他的粉丝为了梦想不断
前行。

明星与粉丝可以说是一个共同
体，明星没有粉丝会缺少热度，粉丝
没有明星会缺少动力。参加抗击
疫情的医护人员，在我们看来他
们是坚强与勇敢的逆行者，但他
们内心也有自己的担心与柔
软，也需要精神上的激励与
鼓舞。比如：他们喜欢彭于
晏，他们想在疫情结束后
看小岳岳的相声，他们希
望自己的儿子能穿上梅
西的球衣，他们想听王
力宏唱歌等等。媒介
的迅速传播、粉丝的奋
力转发，让明星们看到热
爱他们的一线人员，彭于
晏用微博艾特了喜爱他的
姑娘并给她加油，小岳岳邀
请喜爱他的医护人员在抗疫
之后去德云社看他的相声，阿根
廷足协中国办公室承诺会为医护
人员的儿子送上梅西的球衣，王力
宏在微博献唱并邀请喜爱他的医护
人员去听他的演唱会。因为疫情，他
们似乎圆了梦，殊不知，明星的暖心举
动抚平的是他们内心的恐惧与紧张感，
而粉丝的愿望也让明星明白了自己成名
的另一种意义，在关键时刻给予粉丝支持
与力量。

有喜欢一个明星而成为粉丝，也有讨厌
一个明星而成为粉丝，就是我们俗称的“黑
粉”。黑粉同样可以为明星带来流量，只是大概
率会是消极影响。粉丝是用肉眼看，而黑粉是用
显微镜在找。黑粉用高科技搜索、查探明星的各
种隐私，采用文字式的网络暴力，对人身心及网络
舆论造成严重的影响，韩国因此而自杀的明星不胜
枚举。

目前，娱乐圈有种越骂越火、越骂流量越大、越红
越骂的奇怪趋势。这种现象不仅为公众传播了一种负
能量，而且还滥用了公共媒体资源。因为喜欢同一个人
而形成的正能量粉圈文化，为整个社会传播了积极向上的
文化信息。因为无故讨厌一个人而形成的负能量粉圈文化，
为整个社会散播了消极低俗的无聊讯息。在清朗网络空间的
时代，不能为了红而丧失规则，也不能因为红而没有下限。网
络舆论传播迅速，舆论能造人，也能吃人。维护绿色安全的网络
空间，是我们每个网民的责任。

（作者单位：会计与审计学院 MPAcc20190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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