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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青少年审美的一些怪现象引起
了舆论的广泛批判。这些怪现象中，首当
其冲的是“男性女性化”，说得不好听就是

“娘娘腔”。日前，北大教授张颐武在媒体
上撰文，认为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女性
化”，而是一种“庸俗化”。笔者十分认同，

“娘娘腔”也好，“蛇精脸”也好，都属于庸俗
化的审美。

不少人把这种庸俗审美归罪于舞台上
妆容精致、唱歌跳舞的青少年偶像明星，认
为是他们带坏了风气，其实不太公平。不
应把“娘”与“精致”混为一谈，男生注重仪
表没什么不对，事实上，一些在外人看来

“有男性魅力”的粗犷感，也是精心打磨仪
表的结果，粗犷只是一种风格，而斯文精致
是另一种风格，并不等于“娘娘腔”。纵观
那些有影响力的男性偶像明星，很少是以

“娘”为人设或卖点的。

庸俗审美的大本营是网络平台，比如
直播和短视频平台，起因当与审美文化的
扭曲式传播有关，加之美颜工具普及，在网
络上颇吸引到一些关注，形成了眼球经济
效应，一些平台缺乏社会责任意识，有意无
意使“蛇精脸”和“娘娘腔”越来越多，人们
见怪不怪。问题是，当庸俗审美变成一种

“流行”，必然会影响时尚娱乐界的审美选
择，影响青少年的审美判断力，严重的还会
诱发心理问题。

《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一篇文章说，美
颜照充斥社交媒体会诱发一类被称为“体
象障碍”的心理问题，即个体客观存在某种
轻微的外貌缺陷或并不存在缺陷，但主观
想象自己外表丑陋，并过分纠结，最终出现
病态的重复性行为，如寻求整形。此外，

“娘娘腔”的流行还可能导致一些青少年性
别认知混乱、性心理困惑，去年有外媒报

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冲动选择变性手术，
很快又后悔，再次手术改回来。

庸俗审美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探索
解决之道也没有什么捷径。抵制审美庸俗
化，关键是加强美育。当青少年有机会接
触更多时尚元素，有赶时髦的积极性，而所
受的美学熏陶却不够时，很难对美丑进行
正确的判断和取舍。普及美学教育，倡导
健康审美，提高公众的审美水平，当人们对
美和艺术的判断力提升了，“审丑”的市场
自然就小了。

当然，同时也需要媒体更有担当，对庸
俗审美现象进行更明确的批判，决不能跟
风起哄；有关职能部门也须监督网络平台
对内容把关，遏制低俗化倾向。网络时代，
所有青少年都能接触到鱼龙混杂的审美和
文化风潮，是时候加强学习，重视我们的品
位了。

8月31日，山东德州一辆红色福
田货车拉着一车桃子与一辆奥迪轿
车相撞，货车车主受伤严重。民警到
现场发现，有20多名群众在抢桃子，
现场一片狼藉。民警制止之后，十几
个上了年龄的老太太还是我行我素
抢桃子，有大妈还情绪激动地质问民
警“我犯法了？”事后车主称原本1万
斤的桃子只收回不到三分之一。（9月
4日《新京报》）

梳理一些报道可知，近几年来，
哄抢事件屡见不鲜。应该说，遇见车
祸等突发事件时，积极救助伤者是每
一个公民的道德义务。但遗憾的是，
一些人不仅不保护现场，救助他人，
反而利用现场混乱来哄抢物品，其行
为不仅严重悖逆道德，而且可能触犯
法律。对此，执法机关理当不以恶小
而纵容，严肃惩处哄抢行为，倒逼人
们尊重他人权利、遵守规则。

从法律上讲，即便是车祸现场散
落的物品，都是有明确主人的财产，
其财产权受到保护。但之所以有人
敢于哄抢这些散落物品，恐怕还在于
法不责众的心理作祟和执法不严所
致。一般而言，发生车祸等突发事件
后，当事人根本无暇顾及散落物品。
其实，即便其能够顾及到散落物品，
面对蜂拥而至的大批民众也是势单
力薄，而出警现场的民警也会面临人
力不足的尴尬。久而久之，就会让一
些人将“哄抢行为”合理化。

但这并不代表哄抢行为无需承
担法律责任。毋庸置疑，哄抢者属于
不当得利，负有返还义务。同时，根
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哄抢公私财物
的，最高可处15日拘留，并处1000元
罚款。根据刑法，聚众哄抢公私财
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对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可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巨大或者有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

由此可见，哄抢他人散落物品不
仅属于治安违法，更可能构成犯罪。
尤其是，在高速公路等特殊场所，哄
抢行为还将影响交通秩序，哄抢者自
身也面临着极大风险。现实中，追究
哄抢行为法律责任的事例并不少见，
如2015年9月份，有人哄抢散落的大
米被行政拘留。

必须强调，散落物品不是无主财
产，哄抢散落物品就是违法行为。一
些哄抢者“法不责众”的错误心态和
趁火打劫的失德行为必须被纠正。
在科技发展下，要想查清并追究责任
人并不难，如大部分地区均有监控设
备，出警民警也会佩戴执法记录仪。
即便不能当场制止，也可事后及时调
查追责。

可以说，法律的威慑力不仅在于
严厉，更在于执法的严格。只有以不
姑息、不纵容的执法原则处理哄抢行
为，才能做到有效普法，纠正人们“哄
抢无罪”的错误认识，进而树立人们
心存道德、敬畏规则、尊重他人权利
的意识，减少突发事件现场的哄抢闹
剧和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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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哄抢闹剧
就该依法严惩

又到一年开学季，有些新名字着实惊
呆了众老师。不少老师也都纷纷晒出因新
生名字而遇到的囧事：叫错名字，撕心裂肺
地叫也没人搭理；萱、辰、梓特别多；叫了五
个“陈嘉豪”，三个“林倩茹”。广州越秀区
某小学的老师告诉记者，“真的每次带新的
班，总有几个孩子的名字不会读。”当然，也
有一些看上去不难，但经常读错的字。广
州荔湾区某小学语文老师说，她的学生叫

“希璿”（音同“璇”），“当时就懵了！”（9月4
日《钱江晚报》）

新生点名成“事故现场”，不仅老师们
忍不住笑场，小朋友们也是全程懵圈。当
然了，类似状况实则早就可以想见。近些
年来，各种“神名字”前赴后继，网络上的曝
晒、围观、调侃就从来没有停过。而时至今
日，恰逢开学季，奋斗在一线的教师们，自
然难免被这些名字再次“震惊”一番。有老
师就说了，光看新生名单，就够自己笑几天
的了。只不过，在笑过闹过之后，我们又能
从这些“另类”的名字中，读出些什么呢？

无论家长给孩子取怎样的名字，其实
都注定会留下时代的印痕。“命名学”的趋
势转换，很大程度上映射了社会心理和文
化信仰的变化。在那个遍地“建国”“国强”
的年代，个体知识的相对匮乏与家国情怀
的空前高涨，共同形塑了当时的取名风
尚。这种形式上的标签化表达，对应着那
个时代的激情岁月。

时移世易，如今的取名时尚，早就发生
了巨大转折。统计显示，2010后出生的宝
宝，叫子涵、欣怡、梓涵、子轩、浩宇、浩然的
最多。最近，有老师点名时，叫了五个“陈
嘉豪”，三个“林倩茹”，也很能说明问题。
这类高频名字，无疑有着同样的文化源流，
体现着相似的审美偏好，而其背后所对应
的，无疑是世俗流行文化的强势崛起。这
一类的名字，很像是鸳鸯蝴蝶派和琼瑶长
篇里的才子佳人，也像是偶像剧里的男主
女主。年轻的父母们，被这些“文化商品”
浇灌长大，悄然间也就形成了相应的世界
观和语言习惯。

当越来越多看起来很文艺、很高雅的
名字不断被曝出重名，家长们又迅速做出
了回应，那就是越发求新求怪、越发剑走偏
锋。这其中，具体来说又大致可分为两种

“策略”：其一，就是翻阅典籍、穷经皓首，苦
心孤诣地从四书五经中择出一言半语，比
如说有妈妈就给娃取名“衎”，据说是出自
《诗经》。除此以外，还有不少家长索性以
一种戏谑解构的娱乐形态给孩子取名，“李
锁铛然”“刘小灵童”等等就属于此类，这大
致属于黑化了自己取乐了他人。

念着新生名单，念着念着就笑了，而笑
着笑着，是不是也会有一丝尴尬无奈呢。
审美趣味的高度趋同，语言能力的捉襟见
肘，太多同质化的文艺名字成了这个时代
的谈资。而与之相较，那些索性“放弃挣
扎”的奇葩名字，那些“没心没肺”的家长
们，更是彻底让自己孩子的名字成为了“笑
话”。有人在一本正经地搞笑，有人在自鸣
得意地仿效，孩子名字里的世间百态，也可
笑也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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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们，更是彻底让自己孩子的名字成为了“笑话”。

□史洪举

新生“尬点名”，
映照一个时代的文化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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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年轻人时间有多紧张？看个剧都
要开二倍速。”近日，一位网友在微博上发出
这样的感叹。数千条转发评论里，网友们都
有相似的想法——“不开倍速都不适应”“那
是因为没有三倍四倍的播放”。不知从什么
时候起，“倍速”播放变成了很多年轻人追剧
的“标配”。（9月4日《中国新闻网》）

倍速简单的理解就是在观看电视剧时，
使用的一种类似快进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可
以节约追剧时间，也能够提升追剧效率，但
是这种模式存在着诸多问题，无论对于观众
还是制作方，其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

观众为何喜欢使用倍速模式？主要原
因是，一方面观众的时间有限，没有太多的
时间用来追剧，尤其是在碎片化时代，这种
现象更为突出，这就导致一些人在观看电视
剧时，囫囵吞枣，选择使用倍速模式。另一
方面则是因为一些电视剧剧集长、剧情拖
沓、慢动作泛滥，这也是导致观众使用倍速
模式的重要原因。因此，倍速模式的出现在

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一些电视剧制作中存在
的问题，很长时期以来，一些电视剧在拍摄
中往往存在着“拖延症”，不仅剧集动辄几十
上百集，而且剧情也拖泥带水，比如，戏不够
情来凑，频繁植入爱情戏；比如，频繁使用慢
动作，翻来覆去使用回忆技术等；比如，对白
缓慢，情节松懈……这些都导致一些电视剧
情结拖拉，严重影响收视效果。这主要是因
为一些电视剧在制作过程中，过于看重经济
效益，通过增设剧情等来确保收益。殊不
知，这种做法不仅无法稳定收视，甚至冲击
剧情主线，可能招致观众的反感和排斥。倍
速模式的出现，对电视剧生产制作单位来
说，无疑是一个市场警示信号，值得重视，更
需要反思和改正。

因此，在生产制作电视剧时，应该注重
把握剧情节奏，挤干水分，在剧情进展上既
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拖泥带水，删除不必
要的情节和对白，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

倍速播放对观众来说，也是有害的选

择，一方面，使用倍速模式虽然可以提升追
剧效率，节省追剧时间，但是却很容易错过
一些精彩细节，尤其是一些演员的细微表情
和心理展现瞬间，一旦错过，就容易影响到
对剧情的理解，损害收视效果。再者，长期
使用倍速模式，久而久之很容易滋生一种浮
躁心态，在学习、工作甚至生活中，很容易出
现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心理，这不仅不利
于对文化产品的理解和吸收，也是一种不健
康的生活态度。因此，观众在收看电视剧
时，应该多一些耐心，深入理解电视剧中蕴
含的人文情怀和文化价值，从中得到精神激
励和文化滋养。

倍速模式虽然与一些观众的急躁和浮
躁心态有关，但是也暴露出当前电视剧存在
的一些问题，相关方面应该重视这种现象，
积极采取措施，遏制急功近利思想，争取每
一部电视剧中的每一个镜头都恰到好处，不
多余、不拖延，让观众不舍得使用倍速模
式，才能称为经典之作。

“二倍速”不该成为追剧的“标配” □□刘剑飞刘剑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