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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 朱弘毅

10 月，北京的秋意迅速降临。

每到这个季节，中国农业大学昆虫爱

好者协会（以下简称“昆协”）的成

员们也照例带着新社员集体出动，赶

在对昆虫爱好者而言寂寞无聊的寒冬

到来之前，进行最后的野采。这时，

人们就总能在北京的各个山头看到持

网挥杆的大学生，少则二三，多则

数十。

说北京的寒冬寂寞，倒也不尽

然，因为每一名昆协成员的宿舍里

不论四季，永远生机盎然，且拥有

着超乎寻常的生物多样性：南美的

螳螂、非洲的猎蝽、西亚的蚂蚁、

东南亚的甲虫……更不必说来自世

界各个角落的精美标本了，它们与一

众爬宠和植物共同构成了昆协特有的

生物群落。

然而最能让每一个冬天不无聊的

还是昆协的社员们，他们会带你了解最

全面且深入的昆虫知识，交流最新的科

研成果，分享学校的趣闻轶事。除了日

常在微信群“拍虫问虫”之外，他们也

不吝在此展示丰富多彩的个人生活，刷

新你对“多样性”的认知。

今年的十月，我又站在了凤凰岭

的山石之上——那是我第一次跟随昆

协野采的地方。两年来，我们走遍了

学校附近的群山，在早春的虎峪抓

蝶，在酷暑中的大觉寺捡拾甲虫，我

也与昆协的同道相约去过辽宁、浙

江、云南等地。当时作为“萌新”的

我已经对昆虫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

同时也感受到自然界有太多的未知。

我们探索着自然，同时也在思考着如

何更好地把它展示给大众。

因此，除了在野采期间做科普，我

们还会在学校中与植物保护学院一起开

展一年一度的昆虫文化节活动，在展示

协会收藏的标本和活体昆虫、让大家体

验昆虫之美和昆虫之趣的同时，也会教

大家如何制作昆虫标本，带大家品尝诸

如油炸蝗虫等昆虫美食，以及开展昆虫

摄影、昆虫文化衫绘制等比赛。不少社

员在社团集体活动之外，也组队去往全

国各地的学校，将自己的所学深入浅出

地讲给孩子们，带大家一同体验虫趣。

个人的“独乐”不如社团的“众乐”，

社团的“独乐”又不如面向大众的“众

乐”。古人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

也是昆协的宗旨之一吧！

中国国家地理融媒体中心主任、

《博物》 杂志副主编张辰亮老师曾经在

一次活动中为我们的社团签下“中农昆

协，人才济济”。共同的爱好带给我们

快乐，也驱动着我们成长、成才。希

望每一名成员都能在社团愉快自由的

氛围中有所收获，并将这份快乐传递

出去。微斯人，吾谁与归！

将“昆虫记”进行到底

广州中医药大学 梁秀雅

小时候在电视剧里看到“葵花点

穴”，我便觉得穴位十分神秘。进入

广州中医药大学后，怀着对穴位经络

的好奇，我加入了针灸医学研究协

会，即同学们口中的“针协”。

“凡刺之法，必先本于神”——

这 是 我 在 针 协 学 到 的 第 一 句 话 。

指导老师在第一节课就强调了扎

针需“守神”。记得有一次跟诊，老

师 正 在 给 患 者 扎 针 ，周 围 十 分 安

静，患者也很配合老师，突然门外

有 人 闯 入 ，大 喊 一 声 ：“ 医 生 ！”在

场 的 人 都 被 吓 得 一 震 ，但 执 针 的

老 师 毫 无 波 澜 ，仍 十 分 专 注 地 行

针 ，等 针 刺 完 成 后 才 知 道 有 人 进 来

了。这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守

神”之奥妙。

满怀好奇，我踏上了学习针灸的

旅途。起初，我在协会举办的讲座

中，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靳三针。靳三

针是岭南针灸的特色流派，是基于中

医针灸辨证基础，运用独到的入针、

行针和补泻手法的学术流派。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发现靳三针

最大的特色在于“调神”。因此，每次

针刺练习前，我与搭档都要调整好身

心状态，而我除了要准备针刺，还要

留心被针灸搭档的精神变化。针刺

时，我会要求自己“守神”，专注于针

下。在一次一次的尝试中，我逐渐领

悟着针灸的精髓。

“行针到什么程度能达到效果？”

“穴位的取舍对疗效有何影响？”“针刺

能维持多久疗效？”我们逐渐从单纯

针刺练习到与临床疗效结合。当身边

同学不舒服时，我会和老师、针协的

同学们一起交流，辨证选穴，为同学

缓解身体不适。每次的实践都会让我

有新的思考，有时一针下去，就能马

上见效，有时针刺后，对方会有新的感

受，也有时针刺结束后，未能产生明显

效果。欣喜、意外、疑惑、失落……这些

都是我们在针协的真实感触。现在，我

们将实践中的思考与交流规范化、理论

化，开展了“靳三针调神针法与大学生

精神状态”的临床课题研究，并获得省

级立项。我对针灸与人体气血的关系也

有了更深的认识。

今年是针协创办的第 37 年，也是

中国针灸申遗成功的第 13 年。中国针

灸是鲜活的，中医药文化是历久弥新

的。我深知，作为新时代的中医青

年，我们不仅要回头看，挖掘针灸的

内涵，更要向前走，让中医药文化永

葆活力。

学针灸之髓 守中医之魂

暨南大学 陈宇龙

每到夜晚，暨南大学体育学院一

侧总是人影绰绰，成为校园里最明亮

的一角。因为有苏炳添、陈艾森、谢思

埸等体坛名将“学长”，学校师生们乐

于发掘体育的魅力，也放手去探索运

动的更多可能性——龙狮馆里的这群

学生，就迷上了一项小众体育运动。

晚上 9点 40分，大三学生朱峻显

结束 3节晚课，快步走进龙狮馆。他

是暨南大学龙狮协会舞狮队的新任队

长，每周 4天的晚训已经成为他大学

生活里“雷打不动”的日常。新学期

开始，他把重心放在社团“老带新”

上，指导新队员学习舞狮表演。

训练场上，一名新人小“狮头”

拿着训练用的镂空“狮笼”，对着一

面玻璃墙练起基本动作。虽然有老

“狮头”全程指导，朱峻显仍一直关

注着新人的训练情况，随时纠正：

“两脚之间开大一点，还是要保持弯

曲幅度，而不是立着。”

朱峻显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舞

狮表演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很常见，但

直到两年前接触龙狮协会后，他才真

正了解了这项集武术、舞蹈和音乐于

一体的表演形式，了解了更多舞狮文

化。在舞狮队跟训几天后，他从中体会

到乐趣，在协会一待就是两年。

玻璃前，新人顶着狮笼，关注着反

射出来的“狮形”，不时急速来个扭

头，就像小狮子机灵地一瞥，初显威严

和霸气。醒狮注重“神似”，朱峻显介

绍，狮子的身形步法要一直练，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狮队成员还会研究比赛

视频，一起学习职业狮队的套路招式。

几回合后，新人开始练习高举的动

作，纵身一跃，双脚立在训练搭档的大

腿上。朱峻显介绍，把一套动作练熟，

也是一种体能训练。大一时，狮队备战

广东省大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朱峻显

感觉到自己手臂力量不够，便主动加

练，狮队队员也会一起长跑，训练耐

力。那段时间，他瘦了 20多斤。

除了学会一项表演技能，朱峻显更

看重舞狮带来的“集体感”。舞狮是一

项团队运动，一头狮子需要“狮头”搭

配“狮尾”，两人共披狮被、同步演

绎，特别考验两个搭档间的配合。大一

时，朱峻显在师兄建议下选择了“狮

尾”。和他搭档两年的“狮头”与他身

高相仿，体型更瘦，他负责踩双腿、坐

头等大量难度动作，朱峻显则要掌控好

力量支撑，稳稳地接下搭档的重量。

除了舞狮的两人，团队中常被外人

忽略的角色——鼓、锣、镲，其实也发

挥着重要作用。南狮又叫“醒狮”，舞

动造型丰富，起势、疑进、惊跃……这

些动作与乐器的节奏点一一对应，动作

难度大时鼓乐也相应变得复杂，这都需

要一整个团队的磨合。每天的训练虽然

辛苦，但也让社团成员关系紧密。朱峻

显提起：“大一大二的时候，跟狮队队

员比宿舍舍友还要熟悉。”

“老的一届走，那下一届该我来。”

加入舞狮队两年以后，尽管学业任务

重、强度高，但朱峻显还是选择留任队

长。他想把这项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承下

去，“不能让狮队在我手上垮掉”。

社团里的 00 后有的来自内地，也

有些是港澳学生，连接他们的是一份由

唐代宫廷狮子舞发展而来的文化遗产，

日复一日的训练也让他们懂得了舞狮背

后的文化价值。虽然龙狮协会只是十几

人的小社团，但朱峻显依旧希望能为校

园留下“醒狮”的血脉。就像电影 《雄

狮少年》 中所言：“闭上眼睛，心里有

一声咆哮。”

许多个难忘的夜晚，他们从书本中

抽开身，“老狮子”带着“小狮子”跳

跃、腾转。每当鼓点雷动，狮头昂起，

雄狮少年，又登场了。

“雄狮少年”登场

景德镇陶瓷大学 宋晨曦

第一次见到“景德镇”这 3个字，是在

初中的历史课本上。这座古老的瓷都，因

其丰富的瓷文化底蕴而闻名中外。也许从

那时起，景德镇便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

子，又在我高考时生根发芽。

后来，我被景德镇陶瓷大学陶艺专

业录取。为了深入了解陶瓷知识，我加

入了高岭陶艺协会，在这里，成员们会

自己动手，学习陶瓷的基本制作技巧，

体验从捏陶、拉坯到釉彩施釉的一系列

制作流程。

秋风轻拂，景德镇正处在金秋的韵

味之中。我们筹备了许久，如陶匠一样，

燃烧着激情，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活

动，与校园内爱好陶瓷的同学们一起开

启了一段陶韵盎然的陶瓷之旅。

活动第一天，当清晨的阳光洒在高

岭陶艺协会的活动场地上，一切都显得

格外宁静与祥和。来自各专业的协会成

员早早聚集在这里，为活动做准备。一张

张认真的面孔、一双双灵巧的手，都在述

说着对陶瓷的热爱。我们相互交流心得，

互相启发灵感，共同感悟陶瓷的深邃之

美。在高岭陶艺协会里，没有竞争，只有

分享与包容，每一名陶瓷爱好者都能找

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陶瓷制作，是一门需要耐心和技巧

的工艺。所以，协会特意邀请了专业水平高的学长学姐进

行现场演示，他们灵巧地塑造着泥块，将泥块变成了一个

个精美的器型。他们的动作娴熟，仿佛是在跟泥土进行一

场心灵的对话。

协会成员们在素坯上一笔一画勾勒成型，一点一滴填

充涂色。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做陶瓷也是如

此，每个人都呈现了各种不同风格的陶瓷作品。有的人绘制

了五星红旗，有的人则偏好梅兰竹菊。从传统到现代，从简

约到复杂，每一件作品都充满了他们对陶瓷的热爱。

当看见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沉醉在陶瓷制作之中，

我感到十分开心。陶瓷的魅力是无穷的，陶瓷文化的传播

也需要大家的努力。

景德镇作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一直以来都是陶瓷

艺术的殿堂，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传统。而加入高岭陶艺协

会，也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陶瓷，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陶瓷的魅力在于它的千姿百态，从

精致的瓷器到古朴的陶壶，每一件作品都蕴含着匠心独

运的艺术灵魂。期待未来有更多爱好陶瓷的同学加入我

们，点燃“瓷爱之情”，传承陶艺文化。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毕若旭 程 思
见习记者 王军利

今年暑假开学后，李明昊成为上海一

所高校的博士生，身份的转变让他在即将

来临的“双十一”制定了与以往不同的购物

计划：“我准备买一些相对正式的衬衫、

休闲西裤。我目前在导师开设的一门课

程中担任助教，以后也可能会参加一些

学术会议，在相对正式的场合需要穿着

得体。”同样被列入购物清单的，还有他

陆续加到购物车里的书。“有一些是老师

推荐的阅读书目，也有一些是课外书。”

李明昊习惯边读书边在书上勾画、做笔

记，拥有自己的书总会更方便。图书平时

很少打折，李明昊往往会等到购物节时

一口气买上十几本。

就读于中北大学的陈雨新在购物节

到来前列出了购物清单，其中除了给自

己的必备生活用品、换季衣物，还有打算

送给即将本命年的妈妈的一件红色羊绒

大衣。

作为网络原住民的大学生也是网络消

费的重要参与者。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近

期面向全国各地大学生发起了一项关于网

络购物节消费的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

卷 4255 份。调查结果显示，54.55%受访者

表示会在“双十一”等购物节期间网购商

品，7.07%受访者表示不会在此期间网购，

38.38%受访者则表示不一定。

这届年轻人愿为自我提升买单

陈雨新的“双十一”初体验是在高中时

期，彼时她悄悄盘算着趁购物节购买唇釉。

尽管当时父母不支持她化妆，但这并不能

阻挡 18岁的她对美的追求。为了用她当时

能够负担的价格买到唇釉，陈雨新还和舍

友“组队”，体验了拼单购物。

不同于 18 岁时追求一支唇釉带来的

外在变化，现在的陈雨新更重视自己内在

的提升。因此，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陈雨

新的购物清单上还有专业类书籍、英语套

题、瑜伽垫、哑铃、壶铃等。陈雨新将这部分

消费统称为“自我提升”消费，占到她日常

整体消费的大约 10%。“这是父母最支持的

一部分消费，他们希望我重视学业、保持健

康。”陈雨新说。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除了购买日常生

活 用 品（85.90%）、服 饰（64.75%）、食 品

（52.67%）等 ，自 我 提 升 类 产 品 或 服 务

（38.17%），也是不少受访者的消费方向。此

外，受访者还会在购物节期间购买电子数

码类产品（27.66%）、兴趣爱好相关产品

（26.37%）、运动健康相关产品（16.90%）等。

在李明昊看来，为提升自我而消费，动

因是看到了自己在某一方面的成长需要，

并且主动寻找进步的方法，因此这类消费

往往让他感到物有所值。因为有读博期间

到海外做交换生的打算，又对如何准备申

请交换知之甚少，李明昊花 99 元购买了

两场海外博士线上分享会的入场券。“活

动组织者和分享人都是我所学专业的青年

教师或博士生，分享的质量比较有保障，10
位分享嘉宾的讲述也确实对我很有帮助。”

李明昊说。

除此之外，他还会在一些视频平台购买

大学教授的付费讲座和付费课程。“有一位

我很喜欢的教授推出了《生活在媒介中》课

程，一期讲一个多小时，一周更新两期，只要

是平台会员就可以听，感觉‘赚翻了’。”

在中青校媒发起的调查中，受访者表

示，他们购买的自我提升类产品，包括与

专业相关的书籍、资料（61.50%），与专业

或学业相关的辅导课程（39.72%），与专业

学习相关的软件或实体工具（30.67%），兴
趣 或 某 种 技 能 领 域 的 图 书、影 音 产 品

（41.22%），兴趣或某种技能领域的线上线

下课程（25.73%），学习技能或培养兴趣时

所需工具（43.69%），等等。

大三时，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的陈恩泽

发现，阅读论文、做课程笔记的需求一下子

多了起来。为了不花太多钱，他通过二手交

易平台买了一台平板电脑做读书笔记、课

堂记录。“只是做笔记用，并不需要买全新

的平板，它最吸引我的点是内存很大，可以

下载大量文献资料，用了一年多依旧很流

畅。”这台只花了 1000 元的平板电脑提升

了陈恩泽的学习效率，他可以一边看资料、

一边用笔记本电脑完成作业。陈恩泽还找

到了平板电脑原装手写笔的“平替”，使用

体验与原版几乎没有差别。

在复习备考雅思考试期间，陈恩泽在

网上花 400元淘到了 10节一对一口语练习

的“二手课程”。“卖家当时一口气买了好多

课程，考试通过后还有 10 节课，我直接买

下了卖家的账号。”陈恩泽查询到，这些课

程按照原价购买需要 1300元。

兴趣圈与社交圈亦是重要
消费场景

中 青 校 媒 调 查 显 示 ，兴 趣 圈 消 费

（26.37%）、休闲娱乐消费（21.81%）和运动

健康类消费（16.90%）也是一些受访者关注

的 领 域 。此 外 ，除 了 会 为 自 己 购 物

（95.86%），还有不少受访者会为家人购物

（67.64%），一些受访者还会为同学朋友

（25.48%）或男女朋友购物（19.76%）。
洪依林就读于福建一所高校，由于不

少家人朋友的生日都在“双十一”后，每年

为他们选择礼物也是洪依林的购物计划之

一。“关注好久的护肤品上新了优惠信息，

我赶紧下单，准备送给妈妈。”在做攻略时，

洪依林发现心仪的礼物也会记录下来，提

前悄悄买好，等到室友生日时再送给她们。

随着年龄增长，陈雨新对养生越来越

看重。维生素、钙片等保健产品也在她的购

物计划内，“不光是给自己准备，也会给父

母买一份”。

为兴趣投入也是李明昊的消费方向之

一。他曾经专门购买了登山鞋、登山杖等装

备，和朋友一起到城市周边登山。为了更好

地帮助自己健身，他还斥资 400 多元买了

较为专业的体脂秤，每天记录自己的运动

训练进度。这个体脂秤跟随他从研究生所

在的学校回到家乡，现在又被他带到了上

海的宿舍，可谓“物尽其用”。而他的一个朋

友曾经趁小长假报名学习冲浪，一个假期

就学会了。“这些技能学习和爱好方面的消

费在我看来都很值得。”

购物节消费，不妨“依计行事”

来自郑州大学的杨紫琳习惯在“双十

一”到来前制定一份带预算的计划，结合自

己的“刚需”，提前在不同的购物平台了解

购物规则，并在社交平台寻找同类产品的

购物攻略。“我会看别人是怎么凑单的，或

者哪里还有自己忽视的优惠券，最终总要

想办法以最便宜的价格入手。”等到确定好

各个直播间的产品详情和直播时间后，她

会定个闹铃“蹲点”，只待闹铃一响，将自己

的“刚需产品”收入囊中。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超七成受访者会

在购物节来临时制定消费计划。16.10%受

访者会做好购物计划和预算并严格执行；

30.29%受访者会基本按照购物清单购物，

但可能有些许增减；26.46%受访者会制定

部分消费计划，但会有较多随机消费；还有

25.43%受访者基本没有消费计划，在电商

平台随逛随买。

在陈雨新看来，“双十一”等购物节是

选购生活必需品的绝佳时间，但依旧应该

理性消费，“不能因为贪图便宜冲动下单”。

为了防止自己冲动消费，陈雨新习惯在购

物节前制定购买清单。和她一同准备清单

的舍友是她的好搭档，两人会清点宿舍用

品，“只考虑自己缺什么，不会因为购物节

到了就选择不必要买的东西”。

这个“双十一”，洪依林也比以往购物

节时“淡定”了不少。大学期间，她的生活费

主要来源于父母和兼职所得，而正在找工

作的她表示：“面试谈薪的时候，我才真正

对金钱有了具体的概念。”这也促使她开始

学着分配生活费，并规划理财。今年 9 月

起，她就开始养成记账的习惯，每个月都会

复盘收入和开支，分析哪些是必要支出、哪

些是不必要的花费。

杨紫琳坦言：“临时起意的情况依旧存

在，在浏览产品的过程中，看到便宜的东西

还是会忍不住下单。”只是激情下单后的结

局和想象中一样：没有丝毫用处的小物件，

被她放在宿舍的角落里“吃灰”。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评价自己的消费

理念时，72.08%受访者表示应当合理消费，

该省省该花花；15.02%受访者会尽可能节

俭，减少消费计划；10.98%受访者会该消费

时就消费，不会考虑太多；也有 1.25%受访

者会在暂时无法支付时选择分期付款或使

用白条、花呗等。

李明昊有时也会选择分期付款，前提

是分期的额度在他可支配的博士生补贴和

助教工资范围内。“我的手机就是分期两年

付款的，因为平台推出分期免息的活动，而

且我不需要一次花一大笔钱，这让资金分

配相对自由。”不过李明昊也表示，需要克

制超前消费。“我只是分期付款购买了手

机，所以觉得压力不大。有的人可能短时间

内买了比较多东西，又没有足够的钱，只好

都选择分期，每个月的还款加起来很多，就

会有很大的经济压力了。”

洪依林坦言，她在购物时会为了满减

而临时加购一些可能不需要的东西，东西

到手，如果确实不需要，洪依林也会在第一

时间将它们退掉。洪依林说：“双十一容易

给人营造一种非买不可、不买就亏的感觉，

但只有热情退去，才知道什么是自己真正

需要的。”

陈恩泽则选择和今年的购物节“划清

界限”。比起以往在被营造的“大优惠”氛围

中畅游，今年他想把钱花在一件更重要的

事情上。他正计划着大四下学期展开一场

毕业旅行，享受沉浸在自然山水之间的乐

趣。“买一件衣服，只能享受到购买和穿着

时候的快乐，而出去旅游则是丰富自己的

心灵世界。”陈恩泽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明昊为化名）

自我提升、社交、兴趣等登上年轻人购物清单，72.08%受访者赞成合理消费

超七成受访大学生认同购物节消费应“依计行事”

景德镇陶瓷大学高岭陶艺协会成员正在码放同学们的陶

艺作品。 景德镇陶瓷大学高岭陶艺协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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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昆虫爱好者协会成员向同

学们展示昆虫标本。

中国农业大学昆虫爱好者协会供图

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医学研究协会在学习中。

广州中医药大学针灸医学研究协会供图

暨南大学龙狮协会舞狮队在表演中。

暨南大学龙狮协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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