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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追剧的时代，
似乎正大步迈来。现在，
只要刷一刷微博、抖音、
小红书、快手等短视频平
台，人们就可以通过正在
热播的电视剧官方账号、
电视剧博主或娱乐视频
博主发出的核心剧情片
段，了解其大概剧情，或
关注相关的热门话题和
有趣的“梗”……

这几年观众观剧的
方式，可说是一直在变
化。先是倍速观剧，然后
发展到解说式看剧，再到
当下兴起的碎片化追剧，
人们观剧一直在提速。为
什么热衷于碎片化追剧？
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观
剧心理的变化，另一方面
也是为适应当下社交生
活的需要，影视剧市场出

于对观众的迎合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对很多观众来说，想看的剧集太多，但能

用的大段时间太少，也没有耐心去慢慢追一个
剧。为了短时间内获得更多的信息，碎片化追
剧便成了人们的选择。于是，所谓的“短视频追
剧族”出现了，当一部新剧播出，他们不会第一
时间打开正片，而是先去社交媒体上探探口
碑。在微博、抖音短视频等社交平台追剧更省
时省力，剧方官微的推送为观众提前“标注”出
每一集的看点，各大视频博主和热搜词高度概
括了剧情的精华部分，还有各路网友对热播剧
贡献的精彩点评以及热播剧预告合集……这
为观众碎片化追剧提供了条件。

某种程度上来说，观剧已不再是单纯的精
神生活需要，而是与社会生活需求结合起来。
因为，文娱文化尤其是热播剧，有即时性、流行
性和话题性的特点，碎片化追剧可以成全人们
融入朋友圈、具有共同话题、进行社交的需要。

让观众迷上碎片化观剧，还有近年来电
视剧市场营销原因。如今的影视剧市场竞争
激烈，一些播出平台为了争夺热门剧集的观
众，在社交平台和电视上搞剧集的“预告片比
赛”，不断加长预告片长度，甚至不惜放出关
键情节片段。在这种竞争下，一部分蹲守微博
和电视预告的观众可以超前观看剧集，抢先
过了瘾。同时，又因为提前被“剧透”，而逐渐
失去了对正片的兴趣。

还有剧方和播出平台，在剧集播放前进
行线上话题营销，将剧中桥段人为地转化为
社会热点话题引发全民讨论，以达到增加剧
集曝光度的目的。就像评论所指出的“为了抓
人眼球、维持热度，剧集营销释放剧情片段的
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密集，三五条推送就将
一集电视剧拆分得一干二净。观众再也没有
耐心欣赏一部完整的剧集了。而为了博眼球、
追话题，电视剧创作者刻意写出迎合观众趣
味、便于碎片化传播的情节”。这样的影视剧
话题营销，基本上变成了一种市场炒作行为，
只是为了增加一部剧集的收视率和流量乃至
话题，而忽视了影视剧的审美评判和艺术创
作追求这些根本问题。所以，“当微博、抖音短
视频追剧从宣发辅助手段成为风潮，甚至转
变为主要观看方式”，影视剧创作者越来越浮
躁，观众观剧的心理也越来越浮躁……

如今，“5分钟读完一本名著”“3分钟看完
一部电影”“10分钟带你了解历史”这样的短视
频节目大行其道。这是今天快餐文化流行的一
种反映，也是时代的一种文化心理的反映。人
们热衷于追求一些有实际效用的具体目标，而
对事物的成熟缺乏耐心。人们逐渐疏于精神思
考而热衷视频图像，这似乎已经成为接收流行
文化的一种主要形式和趋势……正如碎片化
追剧，不再是以传统的审美为原则，整体、全面
地来把握影视剧艺术，而是以“快”为原则，以

“简单”为原则，将过程的时间性舍去或尽可能
压缩，而把效果尽可能地扩大和抽象出来。它
不仅辜负了影视剧本身的艺术性，也让观众错
失了在观剧时应有的审美与思考过程。

摘自《朝花时文》杜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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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一起，梧桐叶落。飒飒秋风是
秋天最忠实的使者，不急不缓地消散
夏日的暑气，把大地吹得一片金黄。

在这个花黄枫红、万物悲秋的季
节，你又独自立在秋风里，思念着谁？

《天末怀李白》
唐·杜甫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杜甫在秋风里，思念着自己最仰

慕的诗仙李白。
傍晚时分，从天边吹来一阵西风，

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又有几片梧桐
叶在空中转悠几圈，最终落在了地上。

太白，你现在的心情如何呢？不知
道我托鸿雁寄给你的书信，几时能够
送到你的身边？

现在你承受着天大的冤屈，可你
是那么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啊！

《秋思》
唐·张籍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张籍在秋风吹来时，想起了自己
远在他乡的家人。

洛阳城里秋风一起，便想起了自己
已经许久没有回家看看了。提笔想要写
一封家书让信使帮我捎回去，内心思绪
万千，竟不知从何写起。

好不容易写好了家书，信使临走前又
觉得自己还有话没说完，急急忙忙截住了
信使，又打开封好的信，絮絮叨叨一番。

《蝶恋花·昨夜秋风来万里》
宋·苏轼

昨夜秋风来万里。
月上屏帏，冷透人衣袂。

有客抱衾愁不寐。那堪玉漏长如岁。
羁舍留连归计未。

梦断魂销，一枕相思泪。
衣带渐宽无别意。新书报我添憔悴。

苏轼在秋风吹来的夜里，思念着自
己的妻子。

昨夜的秋风好像从千里之外吹来，
冷清皎洁的月光洒落帷帐，寒意直钻入
衣袖之中。

旅居在外的我抱着被子心中愁苦，
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更别说忍受那玉漏
满满滴漏的声音了。

半夜好不容易睡着又猛然醒来，枕
头上都是相思的泪水。衣带渐宽，不为别
的，只是新的书信到了，又让自己平添了
一份羁旅之愁。

《秋风引》
唐·刘禹锡

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
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
刘禹锡曾在偏远的南方度过了很长

时间的贬谪生活。当秋风起，雁南飞时，
远在他乡的刘禹锡想家了。

正如“孤客最先闻”一句，孤独的离家
之人，在秋风起时，是最易思念家乡的。

《夜书所见》
宋·叶绍翁

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

知有儿童挑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
秋天最易思念家乡，客居异乡的叶

绍翁，在这静夜里见到秋风时，自然也想
家了。

落叶飘飞、秋风瑟瑟、寒气袭人烘托
游子漂泊流浪、孤单寂寞的凄凉之感。

儿童夜捉蟋蟀，兴致高昂，巧妙地反
衬悲情，更显客居他乡的孤寂无奈。凄凉
与孤寂，正是叶绍翁当时的心情吧！

《昭君怨·人面不如花面》
宋·辛弃疾

人面不如花面，花到开时重见。
独倚小阑干，许多山。

落叶西风时候，人共青山都瘦。
说道梦阳台，几曾来？
落叶西风之时，想起良人，何时才能

再相见呢？
这是一首思念远方的诗，与良人相

别之后，长时间的独倚阑干。当秋风来
了，叶落了，人和青山一般，都瘦了，可人
还没有回来。

《子夜四时歌·秋风入窗里》
南北朝·佚名

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扬。
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
如同在外漂泊的游子思念家乡、思

念爱人一般，在家里等待游子归来的妻
子，也把思念寄托给了秋风。

秋风从窗户外吹进屋子里，窗帘
随 着 风 飘 荡 起 来 。站 在 窗 前 的 思 妇
抬 起 头 望 着 天 上 那 一 轮 明 月 ，想 起
了 出 征 在 外 的 亲 人 ，心 中 充 满 了 思
念的忧愁。

秋风啊，月光啊，你们能不能把我这
一腔无处倾诉的相思，寄给不知道现在
在哪儿的亲人吗？

秋天是思念的季节。奔波忙碌半年，
秋风起，思念涌，是谁在那绵绵的思念中？

摘自《唐诗宋词》

飒飒秋风起，你在思念谁？

最近这段时间，与儿童有关的几
款新产品或新服务，引发了不小的关
注。一个是据报道正在进行研发的微
信儿童版，另一个则是某知名手机品
牌新发布的一款手表瞄准了儿童穿戴
市场。可以说，一条主打儿童经济的激
烈赛道，掀开了“儿童社交”这个隐秘
的角落。

盘点市面上各种各样的儿童产
品，炫酷的外观、丰富的功能、十足的
趣味……无论是产品设计，还是服务
逻辑，都能轻易俘获不少孩子的心，家
长似乎也乐见其成。客观来说，一款成
熟的儿童产品，不仅可以满足父母掌
握孩子安全情况、保持通讯联系的基
本需求，而且优质的内容筛选和家长
的控制权限，也有助于保障孩子在清
朗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然而，仅仅打动家长，还不足以成
为畅销的理由，儿童产品最终的使用
者是那些虽不谙世事却充满好奇的孩
子。以儿童手表为例，明明是同样一款
产品，在家长和孩子眼中未必一致。家
长理所当然地认为，安全和联络是最
值得购买的理由，儿童手表是连接孩

子与自己的纽带，是亲情和陪伴的延伸。
然而，很多孩子却有不同看法，他们把儿
童手表视为交友和娱乐的工具，是生活
和学习的一部分。这种潜在的矛盾，不仅
体现在“要不要买”的顾虑，更制造了不
少关于“用多久”和“怎么用”的争吵。

有人认为，社交是成年世界的专属
风景，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哪里懂得什
么人情世故？这种传统看法，或许低估
了孩子成长过程中强烈的社交需求。一
块小小的手表屏幕，装载着却是一个大
大的世界。在这个我们并不熟悉的世界
里，好友数代表着人气榜，点赞数衡量
着欢迎度，送金币意味着好感度。在孩
子眼中，这不是要讲究性价比的产品，
而是一种希望体验的生活方式。正如网
友所说：“如果你以为卖的是手表，那它
确实不值这个价钱，但它卖的根本不是
手表，它卖的其实是一张封闭交友社区
的入场券。”

也正因如此，有人说给孩子做产品
就要学会“蹲下来”思考。因为成年人的
视角往往会忽略孩子眼里的光彩，“自以
为”洞晓儿童世界的规则，实际上却可能
离题万里。比如，在内容生产领域，究竟

是居高临下地知识灌输，还是平等地分
享交流？在食品制造方面，儿童食物上各
种拗口的营养术语，是给家长看的还是
给孩子看的？在教育培训市场，那些机器
人教育、少儿编程到底是不是孩子真心
渴望的空间？儿童产品的畅销逻辑无疑
给大众提供了一种启示，不管是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还是在漫长的人生赛道上，
孩子才是毫无疑问的主角。

当然反过来看，不再俯视的同时也
要提防仰视。尊重孩子们的需求，不意味
着就要一味纵容、刻意迎合。还是以儿童
手表为例，如果在本该安静学习的课堂
频频响起，倘若不是生活的刚需而是出
于攀比跟风，一旦因为自控能力不足陷
入沉迷……看起来“人畜无害”的产品，
也有可能让家长操碎了心。只有在市场
规则和成长规律中找到更多公约数，才
能给予孩子充分的自由，也赋予家长充
足的保障。

有人打趣，成人相见要“扫一扫”，儿
童相识靠“碰一碰”。社交的方式或许瞬
息万变，但无论如何，那个脆弱的世界需
要守护，那群成长的孩子值得用心。

摘自《人民日报评论》程雨田

“儿童社交”，走进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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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笔记》

《看见5000年——良渚王国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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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与日常生活》

《走近鲁迅》

品味诗词品味诗词

作者亲赴扶贫攻坚第一线，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扶贫
过程中的点点滴滴，用一个个亲身经历的扶贫小故事，书
写当下中国精准扶贫的大历史，真实再现了一线扶贫干部
进村入户、济困扶贫的事业情怀和精神风貌，生动呈现了
当代精准扶贫的攻坚场景。作品有温度，有情感，有方法，
有哲思，让读者能够深刻体味脱贫攻坚背后的苦乐，感受
脱贫攻坚路上的酸甜，认识脱贫攻坚事业的伟大。

作者：
杨一枫 著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民法典》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为了帮助普
通读者学习和理解《民法典》，本书由民法专家以案例分
析和热点问题解读这两种方式对《民法典》做通俗化的讲
解。典型案例部分选取了居住权、合同纠纷、肖像权等常
见案例，不仅介绍相关的法律规定，还从法律原则原理上
作了进一步说明，使读者理解法律思维，对相似的情况可
以举一反三。热点问题解读部分则精选了此次民法典编
纂过程中普遍关注的问题，充分地说明相关法规的历史
渊源和修订的理由。专业解读说理透彻，生活化释义通俗
易懂，有助于大众理解和适用《民法典》。

作者：
彭诚信 主编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讲述了近三百则鲁迅生活中的小故事，按不同
主题分类编排，每个小故事既独立成篇，相互间又有内在
联系，形成一种故事文体的传记。通过日常生活中典型的
事例和生动的细节，不但描绘出鲁迅的鲜活形象，也反映
出了他深邃的思想。以可靠的史料为依据，用简洁的文笔
还原真实的鲁迅，让读者通过阅读鲁迅的故事，走进鲁迅
的现实世界。

作者：
萧振鸣 著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上下五千年，是每个人都深信不疑的历史课，然而，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依据究竟是什么？这就要追溯到距今
5300—4300年一个名为良渚的王国。它在创造了高水平
的水利工程和绚烂的玉器文化之后，却突然隐于历史的
长河之中，引人遐想。记者马黎，追踪良渚考古十年，以媒
体人的视角，运用戏剧场景式的写作手法，描画良渚从一
小铲到五千年的考古蓝图，深度解读良渚文化的全貌，讲
述良渚申遗背后的风云际会。全书文字畅达，学识可靠，
透物见人，读者可以飞越迷雾，一眼千年。文明起点的良
渚古城，仿佛天涯咫尺。

作者：
马黎 著
出版社：
浙江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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