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天的运动场如火如荼，青春

活 力 的 大 学 生 在 运 动 会 上 蓄 势 待

发，传统和新奇的项目异彩纷呈。

老师们也大显身手，全校总动员。

这个学生们从小最期待的时刻，又

会留下怎样的精彩镜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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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家 人 ’ 最 重 要 的 就 是 整 整 齐

齐。”在杨晓的一张照片里，近百个形态

各异的潮玩手办被精心摆放在卧室床头的

橱窗中，“摆在正中间的旋转台上的几个

是隐藏款，还有一些我通过二手平台淘来

的热门款。”作为忠实玩家，杨晓表示自

己 满 足 于 “ 抽 盲 盒 ” 带 来 的 “ 即 时 惊 喜

感”，更享受一次性集齐并珍藏全套手办

的满足感。

用超轻粘土制作冰箱贴，用滴胶制作

手机壳，用金属零件制作耳环、手链⋯⋯

大三学生王格格是手作圈的一员。“每次想

要买什么东西，挑不到喜欢的款式，就想着

能 不 能 自 己 买 材 料 ，按 着 自 己 的 心 意 制

作。”今年“双十一”，在别人抢购衣服、化妆

品的时候，她早早就在购物车里添加了毛

线材料，准备自己编织一条毯子。

“Z 世代以兴趣划圈，圈层文化的消

费 潜 力 也 在 不 断 展 现 。 在 以 电 竞 、 二 次

元、模玩手办、国风为代表的圈层文化消

费市场中，Z 世代占据主力。”CBNData
《2020Z 世代消费态度洞察报告》 这样写

道。中青校媒就“Z 世代圈层文化的消费

现象”面向全国 907 名大学生展开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69.72%被调查者会为自己

所在的兴趣圈消费，其中，44.43%受访大

学生每年在爱好上支出几百至千元不等，

35.94% 每 年 花 费 超 过 1000 元 ， 也 有

19.63%几乎不花钱。

这届年轻人更愿意为兴趣付费

李芳馨在 《亚文化网络趣缘群体的聚

众 传 播 探 究 —— 以 手 帐 文 化 为 例》 中 提

到，网络趣缘群体大多具备强大的商业潜

质，其线下活动往往离不开分享和消费。

李璐从大一“入坑”手帐圈，至今已

经快四年了，手帐成为她大学生活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和手帐的缘分源于在微博上

学习经验帖子，她发现有的博主分享的内

容，不仅有析缕分条的知识，还有各式好

看 的 花 体 字 、 胶 带 拼 贴 、 印 章 等 元 素 。

“好希望我也可以做出这样好看又有创意

的记录。”

于是她关注了不少圈内“大佬”，也

开始购买好看的本子、胶带、彩色笔，记

录自己的日常生活。手帐圈流行的胶带品

牌多样，有一些国际品牌，还有国内的一

些“小作坊”社团自己生产，每卷的价格

大约在 10 到 40 元不等。手帐本也往往超

过普通文具的价格，贵的本子要几百块以

上。“最开始入坑的时候热情爆棚，每天

都 想 着 买 ， 第 一 个 月 就 花 了 1000 多 块

钱。”对于当时大一的李璐来说，这笔钱

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那个月一次都

没有外出吃过饭，也压缩了其他的开销。”

刘馨雅从初中便开始爱上了汉服，最

近“双 11”，攒了大半个月生活费的她下

定决心，买下了购物车里那套收藏了很久

的刺绣汉服。已经有了满满一箱不同款式

汉服的她，希望将来能有一个专门用来存

放、试穿服饰的房间。“这个房间将会是

我的快乐源泉，‘六米摆’（汉服的一种形

制——记者注） 的褶子一开，我什么烦恼

都 没 了 。”《2020Z 世 代 消 费 态 度 洞 察 报

告》 显示，Z 世代贡献了 Cosplay 品类近

四成销售额，其古风服饰销售额增长更是

连续两年超 300%。

今年大二的吉文喆是烘焙的忠实爱好

者，每个周末都要在家和妈妈一起做点心

和 蛋 糕 ， 并 邀 请 邻 居 们 一 起 品 尝 。 高 二

时，她陪妈妈一起做烘焙作业，第一次尝

试了 《梦幻甜点师》 中千层蛋糕的制作，

她对烘焙的兴趣也开始萌芽。随着对烘焙

学 习 的 深 入 ， 她 逐 渐 开 始 尝 试 用 不 同 材

料、不同方法进行制作，对烘焙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为了更优质的口感，需要换标

准更高的烤箱，为了更丰富的口味，需要

买不同的材料多次进行尝试，为了更多变

的造型，需要常常购进新的模具、小装饰

和 刮 刀 之 类 的 工 具 ，“ ‘ 一 入 烘 焙 深 似

海’，每次看到造型口味很别致的糕点就

会忍不住自己尝试去做，为了做出款式新

颖精致的云朵蛋糕，我还特意买了小型的

棉花糖机。”

大 学 生 沙 莎 “ 入 坑 ” JK 制 服 圈 是 从

一年前开始，当时，她从已经是圈内成员

的学妹处借了一条裙子拍照，“一穿上就

觉得好好看，也非常适合我”。于是她很

快成为 JK 圈的一员。每一条裙子都有属

于自己的名字，沙莎最喜欢的是一条叫做

“烟粟”的裙子。由于这条裙子开售的时

候 她 还 没 有 入 坑 ， 犹 豫 了 很 久 只 能 溢 价

400 多元去二手交易平台购买。每次沙莎

心情不好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打开自己

的衣柜，看到自己心爱的裙子，就会很快

平 复 心 情 。“ 一 想 到 我 都 拥 有 了 这 么 多 ，

还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呢。”

Z 世代认可“以圈会友”

虽然烘焙有些“烧钱”，但是吉文喆

始终愿意坚持兴趣，烘焙的技能让她和别

人的交往方式更加特别。朋友的生日礼物

不再是网购的小商品，而是亲手制作的蛋

糕，这样更能让朋友感受到自己的心意。

不仅如此，吉文喆和妈妈的交流也多了起

来，妈妈擅长烧菜、烤面包，女儿擅长西

式甜点，母女二人每周末都要共同精心准

备 一 次 饭 菜 ， 烘 焙 淡 化 了 她 们 之 间 的 代

沟，令她们的关系更加亲密。“我和妈妈

的相处就像姐妹，她有的时候给我‘帮倒

忙’，弄得我手忙脚乱，但是我们都很开

心。”吉文喆笑着说。

王 格 格 也 经 常 把 自 己 制 作 的 东 西 送

给 朋 友 ， 甚 至 有 同 学 拿 着 图 片 专 门 来 找

她帮忙“定制”，她都认为这是一种对自

己 “ 手 艺 ” 的 认 可 。 从 手 机 壳 、 冰 箱

贴 ， 到 香 薰 蜡 烛 、 家 居 摆 件 ， 甚 至 衣

服 、 包 包 ， 王 格 格 的 手 作 产 品 越 来 越 丰

富。对她来说，手作与其说是一种爱好，

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主要享受自己

动手的快乐，享受靠自己的努力装点生活

的幸福感。”

“在我看来，汉服像一本有趣的历史

书，我在了解古代的服饰制式的同时，也

学到了很多历史故事和传统文化的内容。

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创新，让古装符合

自己时代的需要，让这种传统的服装能流

传得更长 久 。”刘 馨 雅 不 想 在 爱 好 上 再 多

花 费 父 母 的 钱 ，成 年 以 后 ，她 每 个 假 期 都

实习或者做兼职，也就有了支撑兴趣的资

金。在她身上也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一

方面，我假期要工作，必须更加自律，学

会 了 合 理 安 排 时 间 ；另 一 方 面 ，展 示 汉 服

的过程让我更加自信，我也学着让自己的

仪态契合汉服的优雅。”

除 了 追 求 心 理 上 的 认 同 外 ， 来 自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的 陈 静 认 为 能 为 自 己 的 爱 好

买 单 的 原 因 ， 还 在 于 入 圈 成 本 不 高 ， 身

为“德云女孩”的她觉得，“相声表演基

本 上 都 能 在 网 上 免 费 看 ， 偶 尔 才 需 要 为

看 VIP 视 频 和 现 场 演 出 消 费 ， 对 学 生 来

说不是太困难。”在陈静看来，相声已经

成 为 她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 也 将 她 的 社 交 圈

子 联 系 得 更 紧 密 了 ，“ 相 声 段 子 和 ‘ 魔

性 ’ 歌 曲 张 口 就 来 ， 和 好 友 聊 天 就 像 说

相 声 ， 和 不 太 熟 悉 的 同 学 也 能 找 到 共 同

语言。”

中 青 校 媒 调 查 显 示 ，83.02%被 调 查

者会因收获喜悦和内心满足，为自己的兴

趣 爱 好 消 费 ， 可 以 实 现 梦 想 与 心 理 诉 求

（46.20%）、能够满足所在群体的社交需要

（15.88% ） 及 可 以 获 得 实 体 产 品

（44.76%），亦代表了 Z 世代对于圈层文化

消费的认可。值得一提的是，95.26%受访

大学生认为为小众爱好花钱是值得的。

自勉与传承，圈层里的精神给养

带上假发，穿上定制的服饰，再约上

相 熟 的 摄 影 师 “ 拍 片 ”， 每 一 次 “Co⁃
splay”成武侠网游 《剑侠情缘三》 中喜爱

的角色，郑钰都觉得“真实的自己被解放

出来了”。在他看来，还原、演绎 ACG 角色

（即动漫、游戏中的角色——记者注）的过

程也是一种致敬经典的方式，“我喜欢这个

角 色 ，所 以 我 希 望 他 在 三 次 元 中 也 能 出

现。”每一次参加漫展，郑钰都会碰到投缘

的 Coser，“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

今年的生日，沙莎“狠了狠心”送给自

己一条心心念念了很久的制服裙。这是电

视剧《三年 A 班》里面的剧服，剧中的女孩

穿的裙子让她非常向往。“我从今年 5 月就

下了单，一直等到 11 月才收到。收到的一

刻，我觉得我就是世界最幸福的人！”“三圈

（指 JK 圈、Lolita 圈、古风圈——记者注）外

的人我们通常叫做‘地球人’，平时出门

穿的衣服通常叫做‘地球人服’。”JK 圈

对沙莎来说，似乎自成一个世界。“现实

中常常遇到不理解你的人，但是跟圈子里

的同好姐妹们在一起，就觉得自己不只是

一个人。”“JK 制服其实是一种校服，象

征着一种‘永远不毕业’的情怀。”沙莎

提到，“希望表达一种永远青春，永远年

轻的态度吧。”

除 了 几 个 热 门 IP 的 系 列 盲 盒 ， 杨 晓

还 热 衷 于 购 买 国 风 联 名 的 文 创 产 品 。

CBNData 的报告显示，B 站上近乎九成的

国风爱好者都是 Z 世代，从穿戴传统服装

饰 品 、 化 古 典 妆 容 、 创 作 中 国 风 词 句 曲

目 、 演 奏 中 国 古 代 乐 器 ， 到 改 编 传 统 舞

蹈，国风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国风正通

过“中国华服日”等大型文化交流活动及

潮玩手办等文创产品进行文化输出，展现

其蓬勃的力量。

“网络趣缘群体可以将中国文化借由

手帐及文创产品传播出去，讲‘中国文化

故事’。在这个方面，故宫博物院旗下的

故宫淘宝已经开始探索，利用具有故宫元

素的文创产品和创意销售来打造极具中国

特色的新时代文创品牌。故宫淘宝出品一

系列具有清朝风格如折扇、胶带、笔记本

等文创产品，来联结中国过去的历史与现

今的创意。”《亚文化 网 络 趣 缘 群 体 的 聚

众 传 播 探 究 —— 以 手 帐 文 化 为 例》 提

到 ， 中 国 作 为 源 远 流 长 的 文 化 大 国 ， 文

创 产 业 可 以 挖 掘 的 文 化 价 值内涵十分丰

富，各个地区、民族的人文风情和历史故

事异彩纷呈，可以转变传统的大批量生产

的思维，进行创意“智造”，创造更多文

化经济价值。

“ 我 们 享 受 ‘ 圈 地 自 萌 ’， 也 憧 憬

‘破圈生长’。”在郑钰眼里，为自己所在

的 “ 小 圈 ” 适 度 、 理 性 地 付 出 一 定 是 值

得的，“快乐本身就是无价的，能与更多

人一同感受这份快乐，就更是件难得的幸

事了。”

（应受访者要求，沙莎、王格格、杨
晓、郑钰为化名）

近七成受访大学生为“圈”买单，是“剁手”还是“追求情怀”——

兴趣圈消费涌上 Z 世代的账单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毕若旭 程 思

一个 20 多岁的青年，头顶阴晴雨雪

肆意变换的天空，脚踏植被贫瘠的青藏高

原，肩上扛着的那张鱼网，是他野外考察

的专属标记。

一模一样的形象，也出现在东南沿海

的岛屿上、西沙群岛的海滩上、中国与西

部和西南邻国接壤的边界线上。时间慢慢

地过了 50 年，青年的头发渐渐白了，腰

杆依然挺拔，探索未知的心，一如赤子。

这个踏查祖国边疆和海疆的人，是中

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教授武云飞。如今，

他已年过八旬，搞科研、录网课，脚步不

停，好奇心和求知欲还在往前冲。

从青岛到青海

要 是 在 武 云 飞 的 人 生 阅 历 里 撒 一 张

网，捞起的探险故事数不清。

从 山 东 海 洋 学 院 （中 国 海 洋 大 学 前

身） 水产系毕业，这个土生土长的青岛小

伙在志愿表里填了“青海”。“哪儿远我就

到哪儿去，得出去见见世面，不能老在青

岛 这 几 条 街 上 转 。” 青 岛 到 西 宁 2000 公

里，青海到底怎样，武云飞一无所知，只

听 有 同 学 告 诉 他 ， 那 边 艰 苦 ， 牙 膏 得 多

带，牙刷要买 12 支。

到 了 西 宁 ， 武 云 飞 才 感 觉 有 点 不 对

劲。他这个曾拿过青岛市大学生举重冠军

的人，怎么扛着小小的一个行李，倒觉着

有千斤重，连气都喘不动？别人一说，他

才知道，西宁海拔有 2300 米，他这是高

山反应。

武云飞的爱人也是青岛人。武云飞到

青海工作后，年轻的女孩也把工作调到了

西 宁 。“ 年 轻 人 也 不 想 什 么 条 件 ， 你 去 ，

我就跟你一起去就是了。”

到了西宁，武云飞被分配到青海省财

贸干校，教青海湖捕鱼队的 200 名船长船

工织网捕鱼。织网这样细节的实践知识，

武云飞没学过，也无从下手。他只得写信

回母校向老师请教，索要捕鱼方法方面的

书。参考书寄到了，武云飞边学边教。

青海湖是当地鱼获的重要来源，在无

风三尺浪的湖上，武云飞一漂就是半年。

半年里不下船，身体已经忘了躺在家里床

上的感觉，脚也记不清踩在平地上的滋味

了，可他觉得“船上的生活很逍遥”。能

把青海湖上的漂泊当成逍遥自在的，恐怕

也只有武云飞了。

大学时，老师带着学生坐舢舨出海，

要到水深处安 置 海 带 架 、 下 海 带 苗 。 小

舢 舨 在 海 浪 尖 儿 上 蹿 上 蹿 下 ， 好 多 同 学

吐 得 一 塌 糊 涂 ， 武 云 飞 却 享 受 着 乘 风 破

浪的兴奋。

武云飞从小在海边长大，6 岁就会游

泳，邻居是渔民，他经常跟着出海，到渔

船上玩。海边的小孩生了小病，治疗的方

法，都是“到沙滩上晒晒太阳去”。

对这片海，武云飞再熟悉不过。在青

岛的市井生活里，国家水产事业的发展情

况可见一斑。海带这样青岛人餐桌上的常

客，以往得靠潜水技术过硬的潜水员到海

里采摘，渔民也只能出海打鱼赚生活。建

国以后，住在海边的人能直观地感受到海

产养殖的成效——种植的海带就在路边晾

晒，只见那海带又大又宽，产量也高，街

上推着车子、挑着筐子卖鱼虾、海螺、海

虹的也多了。从战争年代里走过来的人都

饿过肚子，而水产事业发展好，能让老百

姓 填 饱 肚 子 。 武 云 飞 觉 着 这 个 行 业 好 ，

1957 年 考 大 学 ， 就 考 进 了 山 东 海 洋 学 院

水 产 系 。1961 年 毕 业 时 ， 青 海 省 要 毕 业

生，武云飞就奔赴到青海报到。

青藏高原上的“探险”

到青海工作近一年后，武云飞真正的

野外实践开始了。那时 中 国 科 学 院 青 海

生 物 研 究 所 （中 国 科 学 院 西 北 高 原 生

物 研 究 所 前 身） 招 人 ， 有 人 跟 武 云 飞

说 ：“ 大 家 都 知 道 你 身 体 好 ， 你去那儿

工作吧！”

到 研 究 所 工 作 ， 为 什 么 还 得 身 体 素

质好？“身体不行，气都喘不动，怎么上

4000 米 、5000 米 的 地 方 考 察 ？” 考 察 地

点 都 是 荒 山 野 地 ， 无 法 行 车 ， 武 云 飞 和

同 事 开 车 到 县 城 ， 到 了 车 走 不 了 的 地

方 ， 就 把车放下，改成骑马、骑牛，到

了马和牛都走不了的地方，就靠两条腿，

徒步登山。

野外考察一连十数天，不像城市里有

饭 馆 吃 饭 、 有 宾 馆 住 宿 ， 得 自 己 背 着 帐

篷、扛着锅。找扎帐篷的地方也有门道，

得有水用、有柴烧，要是一时找不到这样

的地方，就得挨顿饿了。

初到山上考察，武云飞诧异地发现，

有的队友带了五花八门一大堆药，在高原

多变的环境里应急。“我这马虎大意的人

就什么药也没带。”不过，知道了这个经

验后，他还是很少带药，只要求自己时刻

提防疾病入侵就是了。

有一回武云飞和同伴两人划着一只橡

皮船沿河流考察，晚上走到一处河滩地，

吃几口干粮，就把橡皮船冲干净，倚在船

边，盖上皮大衣睡下。第二天早上醒来，

俩人才猛地发现，头天晚上狗熊就在附近

几十米外走过，掌印清晰可见。

狗熊突然“造访”，丝毫没让武云飞

感到后怕，相反十分高兴，因为这是武云

飞野外考察需要调查的情况。武云飞数十

年 间 已 多 次 见 过 野 狼 和 狗 熊 ，“ 怕 什 么？

我还觉得有兴趣呢。”。

可能给考察队员造成生命威胁的不仅

有野兽，还有高原上恶劣的环境。危险在

武云飞一次到高山上考察时来临。他在出

汗后不小心吹了风，在高原上可能致命的

感冒找上门来，肺水肿随即而至。持续不

断的咳嗽开始控制他的呼吸和行动，让他

动弹不得。按理说，一旦肺水肿需要马上

下高原，否则会有生命危险。“那时大家

都有各自的考察任务，哪能专门有人把你

送 下 山 。” 武 云 飞 只 能 在 帐 篷 里 日 夜 咳

嗽，待到全队考察完再一起下山。

一 个 人 在 帐 篷 里 ， 武 云 飞 盼 着 能 躺

下，或者能打个盹儿，但一躺下咳嗽就更

剧烈，只能坐着干咳。咳了 7 天，越咳越

重。考察结束，下山进了医院，医生皱紧

眉头：“你再不下山，马上就会死！”

康复出院后，医生、同事劝他别再上

山。但当时也没有其他搞鱼类的，无人能

承担他的任务，武云飞只能自己再继续工

作。

那些年，他的脚印不仅留在青海，还

到过新疆、西藏，走过祖国西部与西南邻

国的边界，得过两次肺水肿，趟水过河差

点陷进去再也出不来，风餐露宿，挨过的

饿数不过来，走过的路也数不过来。

他对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风土人情

了如指掌，当地编写地方志、兵要志，都

找他了解情况。他每次考察都带的纱网，

被撒在高原上数不清的水域，他发现了高

原鱼类的 2 个新属、19 个新种。他数十年

里 采 集 的 28000 多 尾 鱼 类 标 本 ， 涵 盖 了

452 个不同的种。他创建了西北高原生物

研究所青藏高原鱼类标本馆。

他的双脚，还要给科学事业蹚出更多

的伟大发现。

发现珍贵第三纪鱼类化石

西藏班戈县所在的伦坡拉盆地，一个

沉睡中的巨大惊喜在等待被唤醒。

在结束一次考察任务、即将归队的路

上，武云飞遇见一支也在伦坡拉盆地考察

的地质队。和地质队攀谈的功夫，他看到

地上有一些石头片，这让敏感的他眼前一

亮。“这些是化石吗？”武云飞的求证得到

了 肯 定 的 答 案 ， 这 些 看 似 不 起 眼 的 石 头

片，果然是鱼类化石的碎片。

对化石碎片的惊鸿一瞥，让武云飞心

心念念。因为归队需要没能深入研究，武

云飞下山后又辗转联系上地质队，准备再

进山寻找化石的踪迹。

武云飞扛上镢头和铁锨，背上一只水

壶、一只铁皮箱，还带上了他外出考察必

备的胶片相机，装备俱全地上山了。一位

地质队的成员领着武云飞，从地质队驻扎

点出发，往山里走了一个小时。“化石就

在这座山上，你去找吧。”地质队的人下

山去了，武云飞独自出发，要揭开山里藏

着的秘密。

在一处山坡上，一片片显现着鱼类头

尾、脊椎的化石投射进武云飞的瞳孔，还

有一些难得完整的梭型鱼骨化石，像化石

的眼睛，向他投来百万年前的目光。

武云飞后来在论文中记录，发现化石

的地层的地质年代属于新第三纪的晚中新

世或早上新世，也就是距今百万年左右。

这些历经风雨穿越而来的鱼类在石头上表

现得不完全清晰，但许多头部、尾部、脊

椎都很显露，武云飞喜出望外，找到了化

石，结合现生鱼类比较，就能弄清一些重

要的鱼类学问题了。

一个鱼骨骼结构最完整的化石被武云

飞小心地从岩层上剥离下来，用干净的棉

花纸裹好，放进准备好的铁皮箱里。他又

取 下 许 多 表 现 比 较 清 晰 的 化 石 ， 一 一 包

好、装好。采集了半天化石，武云飞的肚

子“叽叽咕咕”地叫起来，他这才想起，

这一早出来，什么都齐备了，就是忘了带

饭。

直到天傍黑了，地质队要开晚饭，却

找不着武云飞的影子。有人说，他咋还不

回，不会让狼吃了吧？他们赶紧打着手电

筒，一边喊着武云飞的名字，一边往山上

找。

原来，这一天对武云飞来说很长，却

也很短，不管是饿还是累，通通忘光，时

间也忘了，“轰轰轰直干到晚上”。天暗下

来、看不清石头上的纹路时，武云飞才把

注意力从化石里拔出来，背着装满化石的

铁皮箱和铁镢头往回走。

山 里 没 光 源 ， 太 阳 一 落 ， 两 眼 一 抹

黑。他探索着往驻地走，却又找不着确切

的方向。直到远远地听见有人喊自己的名

字，他赶忙回应。武云飞高高兴兴地背着

“战 利 品 ” 往 声 音 和 光 线 传 来 的 方 向 走 ，

“对上号了，回去吃饭！”

回到驻地，地质队队长一看武云飞采

集 的 化 石 ， 连 声 说 从 没 见 过 这 么 好 的 化

石。论文发表后，消息很快传向世界，许

多国际学术会议都找他去开会，海内外学

者都希望能有幸亲眼看看化石。如今藏北

伦 坡 拉 化 石 报 道 已 有 42 年 ， 仍 有 院 士 、

学者在依托它们进行研究。

1993 年 ， 即 将 迈 入 花 甲 之 年 的 武 云

飞调回青岛，回到 母 校 ， 把 他 数 十 年 来

积 攒 的 经 验 和 学 识 传 递 给 新 一 代 水 产

人 。 他 教 学 的 方 式 不 拘 一 格 ， 带 学 生 到

不 同 的 地 方 考 察 ， 总 要 去 当 地 市 场 卖 鱼

的 摊 子 看 看 ，用 相 机 拍 下 新 奇 的 鱼 类 。武

云飞不知道他用相机拍下过多少照片，从

在高原上拍摄的鱼类和环境，一直到退休

后赶集偶然看到罕见的灰星鲨鱼皮，都被

他记录在册。

2004 年 ，70 多 岁 的 武 云 飞 参 加 《中

华海洋本草》 编纂，为了收集鱼类，他仍

旧带着手撒网，到达东南沿海的几乎所有

海 岛 ， 在 数 不 清 的 海 域 ， 迎 着 海 风 和 烈

阳，撒下陪伴他超过半个世纪的渔网，一

如 20 岁时的模样。

武云飞：踏查祖国边疆和海疆

北 京 林 业 大 学 运 动 会 上 的“ 袋 鼠
跳”项目。

北京林业大学供图

南昌大学学生参加接力项目。
南昌大学供图

赣南师范大学同学在运动会开幕式
上表演啦啦操。

赣南师范大学供图

武汉理工大学的老师们也在运动会
上大显身手。

武汉理工大学 张润箫/摄

燕山大学同学参加跳远项目。
燕山大学供图

浙江大学运动会上，运动员即将掷
出铁饼。

浙江大学 于大剑/摄

南京邮电大学运动会上，跳高运动
员越过横杆。

南京邮电大学 张宸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