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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邮局：寄信、寄包裹、汇款、订报

纸、买邮票。

如今的邮局：跨越时空通信，在明信片

上“寄声音”，集章盖戳、拍照打卡、推出联

名款，跨界卖咖啡……

在位于北京烟袋斜街的大清邮政信

柜，正在读高三的杨一帆给未来的自己写

了一封信，收件地址是“北京市海淀区双清

路 30号清华大学”，时间选在一年后寄出，

“清华大学一直是我的目标，我希望一年后

在那里收到自己写的信。”

信件不仅可以跨越时空，来北京旅游

的元满在逛街时发现，中轴线主题文创店

还可以“寄声音”。她在邮局的机器上上传

了一张自己与好朋友的照片，很快便 DIY
出了一张专属明信片，扫描明信片上的二

维码，录下自己想对朋友说的话，盖上日

戳，投进邮筒。

90 后张雅琦每周都会带着她的集章

本去扫街，主题邮局是她去得最多的地方，

“因为那里总能盖到最具特色、最有创意的

印章”。

邮局越“斜杠”，年轻人越“上头”。

在快节奏时代寄一封仪
式感满满的有声信件

大清邮政信柜营业员陈文强介绍，“写

给未来的信”是目前店里最火爆的服务项

目，写上地址、收件人与具体收件时间，便可

以等待信件寄出，与未来的自己“对话”。当然

除了寄给自己，也可以寄给家人、朋友。

大学生于莱在安徽黄山黟县旅行时，

也发现一家有着类似业务的西递邮局。她

在邮局里将自己这趟旅程中的所见所想写

成一封信寄出：“想象一下，在 3 年后的平

常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我可能都不记得

的信，拆开信仿佛回到了 3年前的旅行，多

有趣呀！”

想象着不久之后，朋友会收到自己

的“有声明信片”，元满说：“我的好朋友

独自在英国留学，很孤独，我想把我的声

音邮寄过去陪着她。虽然我们也经常会

在社交软件上聊天，但是我想用这种方

式表达我对她的思念，也是对我们友谊

的重视。”

杭州某科技公司创始人胡梦普十分喜

欢“邮寄声音”的概念，为此他与中国邮政

杭州分公司合作开发“声音小邮局”。“我生

长在‘从前车马慢’的年代，见证过那个时

代信件传递的重量。如今，普通信件没有失

去意义，邮政一直在与我们探索一种新的

可能性，为传统的明信片、信件更新迭代，

重新唤起用户对邮政、邮文化的兴趣，‘声

音小邮局’便应运而生。”

不仅在邮局，“声音小邮局”被广泛应

用到了多种场景中。近两年，“声音小邮局”

与高校合作开展开学季活动，为学生增添

更多开学仪式感。“对于刚离开家的大学生

来说，在开学季定制一封明信片，录入自己

的声音，亲手贴上邮票，盖上邮戳，投入邮

筒，给家里报个平安，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

在传递不同的情感。”胡梦普说。

主题邮局让旅游变“旅邮”

张雅琦的父母都是邮局的工作人员，

小时候她经常待在邮局里等爸妈下班，那

时便很喜欢看邮局工作人员盖邮戳。长大

后她也一直延续着这个爱好，周末常常跟

朋友一起外出集章打卡。

她翻开集章本向记者介绍：“这已经是我

用的第五个集章本了。这是我上周去中国工

艺美术馆主题邮局盖的印章。那里的印章大

多以藏品为原型，这是馆藏的四大镇馆之宝

翡翠山子岱岳奇观、翡翠插屏四海腾欢、翡翠

花薰含香聚瑞、翡翠花篮群芳揽胜……”

每次在不同的主题邮局打卡集章，张

雅琦总能遇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分享印

章。“听一起盖章的朋友说，年初新开的中

轴线主题文创店，可以盖到中轴线 13处建

筑，我就趁着周末赶紧来啦！”

在中轴线主题文创店，在张雅琦旁边

盖章的是一个小朋友，她的妈妈张静告诉

记者，“了解北京中轴线”是孩子的一门必

修课程，趁着周末带孩子来中轴线主题文

创店，发现这里有中轴线的印章和文创产

品，孩子非常喜欢，一边盖章一边听店员介

绍中轴线沿线建筑的历史与文化。

除了中轴线主题文创店，北京甚至全

国各地的主题邮局都是张静带孩子经常去

的打卡点。不仅是张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也开始变旅游为“旅邮”。随着社会的发展，

邮局也在寻求转型。全国有四五万个邮政

网点，这么多网点如何能够发挥自身优势，

更好为用户服务？

北京邮政市场部副总经理张双新说：“北

京共有700多个邮政网点。我们根据邮局的地

理位置优势，将其中一批网点转型成为主题

邮局。保留基本的邮政服务功能，提供特色服

务，吸引更多用户，特别是年轻的客群。”

张双新表示，如今北京的主题邮局已

经形成一种“区域优势”，从前门新国潮主

题邮局-国家博物馆主题邮局-故宫博物院

主题邮局，可以串成一条旅游路线，“我们也

在继续探索主题邮局与文旅结合的路径。”

游客走进主题邮局可以有哪些收获？中

轴线主理人任小北告诉记者，最直观的，就

是能够买到主题邮局的特色文创产品或邮

政产品。任小北说：“在我们店里，有关中轴

线的文创产品是最有特色、最齐全的。”

其次，游客可以在主题邮局进行互动体

验，集章盖戳、打卡拍照。很多主题邮局内

部的设计布局都充满了小巧思，比如新国

潮主题邮局门口的复古邮车，中国工艺美术

馆主题邮局门口以馆藏文物为原型的特色

邮筒……一些邮局里还有各类打印机、印

刷机，可以让游客动手参与邮政环节。

另外，一些主题邮局还会不定期举办

特色活动。比如，位于中国考古博物馆的兰

台主题邮局在春节期间的“寻龙记”活动，

让游客寻找文物上的龙，为此还专门制作

了专题纪念戳及相关文创产品，为市民和

游客带来别样的新春祝福。

在联名款中探索年轻人
心中的“邮文化”

从初中起，李肖云便迷上了小说《盗墓

笔记》，成为一名“稻米”（《盗墓笔记》粉丝
昵称，盗迷谐音“稻米”——记者注）。在网

上刷到“声音小邮局”与《盗墓笔记》的联名

款明信片后，他没有丝毫犹豫便立刻下单。

“我的明信片带我打卡了 6座城市，集

齐了杭州-吴邪纪念戳，长白山-张起灵纪

念戳，北京-霍秀秀纪念戳，广西-王月半

纪念戳，成都-解雨臣纪念戳，青海-黑眼

镜纪念戳，穿越了 5671公里最终来到了我

手里。”他将明信片分享到社交媒体时，评

论区收获一众年轻人的追捧。

胡梦普介绍，联名款对“声音小邮局”

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盗墓笔记》的粉

丝群体都很年轻，与“声音小邮局”的主推

客群高度重合，“他们愿意为喜欢的东西付

出时间、精力、金钱，希望通过邮政的活动

为自己的热爱增添一份仪式感。”

但联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我们最初

没有搞清楚年轻人真正的心理需求，为了提

高效率，直接将纪念戳油印了上去，第一批

收到的‘稻米’非常不满意。大家现在很反感

批量复制的产品，更喜欢真实的手工感，更

希望每一个纪念戳都是邮政工作人员真正

加盖在上面的。”胡梦普说，“80后 90后除了

愿意为联名款埋单外，也希望通过参加这样

的活动找回小时候的感觉，跨越山海盖满邮

戳的明信片，代表了他们对过往生活方式的

怀念。”于是，“声音小邮局”回收了已发出

的明信片，针对需求做出改进。

有了此次经验，在后续活动中，“声音

小邮局”便会准备两种明信片，一种是印刷

的邮票，一种是需要手贴的邮票，用户可以

根据喜好自行选择。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杨一帆、于莱、元
满、李肖云为化名）

寄声音、集章、出联名款 邮局越“斜杠”年轻人越“上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徐帆演过很多次母亲。最近电视剧《烟

火人家》的孟明玮，是她塑造的诸多母亲

里，让观众看得极“生气”的一位。

“越看越想看，越看越生气”“孟明玮这

个角色看得太让人窒息了”……观众的追

剧评论，勾勒出徐帆饰演的母亲轮廓。剧

中，孟明玮对女儿李衣锦有着极高的期许

和事无巨细的关注。敏感压抑的李衣锦无

数次想要反叛，与母亲发生激烈冲突。

如此颇具争议的角色，演员徐帆却认

为可遇不可求，直言“我喜欢她”。

“这些年看很多家庭剧，都觉得跟自己

隔了一层纱，我特别希望把这层纱捅破，孟

明玮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她让人感觉到真

实，距离近到能触碰到皮肤。”徐帆在接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

在 2021年上映的电影《关于我妈的一

切》中，徐帆饰演的母亲季佩珍忍着病痛，

在生命倒计时里仍旧操心一家人生活。叛

逆北漂女儿从逃避母亲，到一点点重新理

解与珍惜这位最亲近的人。

徐帆认为这算比较“温和”的妈妈，虽然

有冲突和矛盾，两人最终达成了相互理解。

但是她一直琢磨，自己的演员“人物

表”里缺少的一种“妈妈”。她知道自己能演

绎出“很好的妈妈”“令人感动的妈妈”，不

过，生活中也存在“谁看了都不待见的特烦

人的妈妈”，而这样的女性骨子里又很坚强。

“孟明玮”出现了。这一刻，徐帆心中一

直缺少的那块拼图终于补上了。

家是软肋，也是铠甲。《烟火人家》以孟

家三代人的相处、磨合和共同成长作为叙

事基点，将目光对准不同的代际亲子沟通

模式和典型的中式母女关系，呈现了相异

的家庭样貌对个体的影响。

《烟火人家》热播后，不少人把孟明玮

和《都挺好》中的“苏大强”作对比，认为他

们都是控制欲极强的那一类父母，和子女

的相处方式、态度都非常极端。

徐帆说：“苏大强这个角色太吸引我

了，当时我脑子里就一直转悠一个问题，能

不能让我也演一次这样的人物。我还挺幸

运的，想着想着孟明玮就来了！”

刚看到《烟火人家》剧本的时候，徐帆被

其“足够的创作空间”吸引。“演这么多年戏，

也遇到过很多写得很完美的剧本，但是我演

着演着就演出了一些惰性。《烟火人家》让我

有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总想把自己在生活中

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东西通通放进来。”

徐帆把所有经验和思考都放进这个角

色里。“当演员的创造性被激发出来以后，孟明

玮这个角色就饱满了——可能就是因为她太

饱满了，所以大家觉得很压抑。”观众需要很大

耐心从头看到尾，因为“只看一半得出的结论

和看完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有苦衷，一开始孟明玮是烦

人的，但之后你感受到她的压力和无奈。看

到她愿意主动跟女儿改善关系，你又会很心

疼。这样的妈妈，是电视剧里缺少的角色。”

李衣锦逐渐理解了母亲照顾全家人的

不易，明白了母亲将所有心血投注在自己

身上背后藏着的深沉爱意，母女二人迎来

了真正的和解与成长。

角色的内核不仅仅属于孟明玮一个

人，也折射出生活中的徐帆，以及其他人的

影子。徐帆尽量让自己既能主观沉浸在角

色里，又能客观冷静分析角色的行为动机，

作出相应的反应。

比如剧中孟明玮在跆拳道馆打李衣锦一

巴掌那场戏。“虽然我万般不愿意再拍第二遍，

剧本里也没有写孟明玮要跳起来打李衣

锦，但拍完第一遍我觉得孟明玮应该跳起

来打——因为不跳起来不足以展现她的失望，

她的性格导致了行为，这个是有所设计的。”

剧中，宋春丽饰演孟明玮的母亲，孟家

大家长乔海云。孟明玮与母亲，与女儿之

间，这两对母女关系相互交错、缠绕和映

照。徐帆说，她和宋春丽、马思纯这两位演

员之间有大量对手戏，有些戏按照剧本明

明并不需要流泪，但演着演着，她们就会被

彼此感染，“一瞬间就把心给扯动了”。

徐帆形容这种感觉很像打乒乓球，来

回对打的互动让她难忘。

有一场在医院里李衣锦和乔海云劝孟

明玮离婚的戏，这其实是徐帆进剧组演的

第一场戏。听完李衣锦说：“妈，你想离婚

吗？”徐帆看着马思纯的眼睛，感到整个人

要被吸进去一般，“那一瞬间我感受到演员

之间相互吸引的力量”。

徐帆和剧中的孟明玮年龄相近，也同

为孩子的母亲。

“这部剧让我想到跟孩子相处的分寸。

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慢慢被孩子培养成长

的。我年轻时演戏总是沉浸式的，现在有了

更多的经历和技术，再来创造孟明玮这个

人物，会赋予她更多的人格特性。”

徐帆透露，生活中她和女儿的相处方

式有点像剧中孟菀青和陶姝娜。“我们像朋

友一样相互提建议，相互惦记。我在演孟明

玮的时候，一边演一边自己心里说着‘她怎

么这么讨厌呢’，所以孟明玮的角色塑造是

在我的批评声中完成的。”

徐帆感慨，其实父母都是希望孩子强

大的。“你强大了，我弱一点没有关系，我愿

意我弱，我愿意你强大。”

演过很多家庭题材影视剧，徐帆喜欢

的家庭氛围是热热闹闹、激情澎湃的。她总

结，这叫“爆炒式家庭”。“爆炒，不是吵架的

吵，是热火朝天。家里永远跟麻辣烫似的，

大家过着有滋有味的生活”。

徐帆：我希望把家庭剧的一层纱捅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对自己的人生状态，蔡国庆从来都是

“不知足”的，这让他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

情。他最近出现在大众视野，是在综艺《这

是我的岛》。南海的一个小岛上，阳光、海

浪、沙滩，只是表象；60后的他带着一群 00
后年轻人，正在上演“荒岛求生”，“想方设

法才能有饭吃、有地方住”。

从影响几代人的歌唱家，到热门综艺

的嘉宾，蔡国庆甚至还在 2023年得了一个

微博的年度综艺大奖。要知道，他拿的第

一个全国性奖项，要“追溯”到 1990年第四

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

30多年过去了，蔡国庆依旧活跃。“很

少有一个 60 后，还能跟 00 后的年轻人一

起，上他们所擅长的综艺。这是我的幸运，

也是对我一直有勇气突破的奖赏。”蔡国

庆说，“从职业舞台歌手，到现在喊我‘综

艺宝贝’‘宝藏男孩’，我觉得都不错。这让

我的生命更加鲜活、更加生动。”

7 岁登台唱歌，10 岁出了人生的第一

张唱片《周总理来到少年宫》，在蔡国庆小

时候，唱歌会给孩子带来难以想象的荣誉

感。但在他小时候，只有晚会没有综艺，对

于自己在几十年后为什么能够如此“丝

滑”地“跨界”，蔡国庆自我分析：“吃艺术

这碗饭，人要有一种不满足，不断去发掘

自己的潜能。”

7年前带着儿子上一档亲子综艺，是蔡

国庆第一次参加综艺。“那时候我总是问，什

么时候开始录啊，因为我觉得‘开始录’，才

有表演状态。结果人家说，蔡老师你不要

再问这个问题了，我们是 24 小时不断地

录。我当时都傻了，哦，原来综艺是这么一

个东西——不需要你表演，没有好坏之分，

是一种轻松的、真诚的、个性的展现。”

“现在的综艺能让我有更多面的展

示，而不是上台唱歌、唱完鞠躬，就走了。

我觉得这也代表了一种社会的进步，一个

好的综艺，实际上映照的是当下真实生

活。”蔡国庆说。

等明白了什么是综艺，蔡国庆就“收

不住”了。在《这是我的岛》中，他带着时代

少年团等固定嘉宾在内的 10个少年，组团

来到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岛，面对陌生的环

境与贫乏的物资，通过生存、学习、冒险等

一系列挑战，让“闯海精神”有了新的表达。

有人觉得，综艺就是玩梗玩乐。但在

蔡国庆看来，更“高级”的综艺，要真、要

善、要温暖，“《这是我的岛》不仅是海岛风

光，在年轻人疯闹的过程中，观众看到的

还有人心”。

蔡国庆说：“这一代年轻人让我刮目相

看。他们生在最好的年代，不缺物质条件。

本来以为他们干不了脏活儿累活儿，没想

到个个能吃苦。这一代年轻人是生活高手。

节目中有选‘岛主’的环节，到后来我心甘

情愿地说，我退居二线，这个岛是你们的。”

年少成名、至今活跃，但蔡国庆也遭

遇过“至暗时刻”。他在 20世纪 90年代初已

是“顶流”，连着 5年上央视春晚独唱，也是

在那时，他遇到了舆论对自己演唱风格的

攻击。家人会把蔡国庆的演出用录像带录

下来，每当迷茫的时候，蔡国庆就在深夜

一遍遍翻看录像。

“我在对比，我的演唱到底有没有问

题，在反复审视后，我坚信，没有。谁说男

歌手一定要深沉，不能‘眉飞色舞’地、快

乐地唱歌呢？”蔡国庆说，“我讲这个故事

是想告诉年轻人，人要有反省的能力，遇

到非议，首先要好好地审视自己；而当你

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对的时候，就要坚持。”

老话说，什么年龄做什么事，蔡国庆并

不否认这一点，“人生有时候有自己的秩

序”，但他也认为，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和社

会的发展，很多“老话”已经不那么适用了。

“年龄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数字。

和 00后的孩子们一起玩的时候，我觉得自

己还是那个少年。不看身份证的时候，我

们就忘掉年龄，更重要的是活在当下、活

出鲜活的岁月。人生终究有一天是要回望

的，那时候如果能说，‘哇哦！我过去的日

子好精彩’，那这辈子就没白活。”蔡国庆

说。他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在《这是我

的岛》中，蔡国庆尝试了很多新鲜事：自己

搭帐篷、野外生活、造船出海……他还筹

划着未来去挑战高空跳伞。

60后那代人，小时候并没有接触太多

“课外书”的机会，蔡国庆很庆幸自己 13岁
就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少年班，到了学校

图书馆，他发现，“那可比新华书店的书多

多了”。他读了《格林童话》《格列佛游

记》……满足了少年的幻想，也感受到了

人间的善恶美丑。

读完童话，他又开始读名人传记，甘

地、林肯、肯尼迪……都是从书上“认识”

的。“我特别喜欢圣雄甘地，从小我就相信

内心的力量胜过肌肉的力量。当然也可能

是给自己找一个台阶，毕竟那时候我也不

强壮，但确实，人生需要找到一种信念，要

给自己力量。”

最近，蔡国庆还在读一本《墨色至

美》，讲的是中国的书画之美。“我觉得这

本书挺好的。”蔡国庆狡黠一笑，“偷偷告

诉你，我写的。”

忘掉年龄，活出鲜活的岁月

□ 黄 帅

近年来，为了发展
旅游业，一些历史文化
底蕴较为深厚的城市，
都在打造历史古镇。但
是，有些古镇纯属仿古
的现代城镇，不仅没能
保留原来的历史文化风
貌，也不具备现代的商
业街区的市场吸引力，
最后落了个不上不下的
尴尬状态。

失败的仿古古镇，
很 容 易 让 人 “ 一 眼
假”。据媒体报道，有
些古镇可谓“假山假树
假风景”，却向游客收
取动辄上百元的门票，
甚至收了大门的门票之
后，古镇里的一些游玩
项目，还要另外收费。
这样的古镇很难吸引游
客，甚至有的古镇营收
来源，主要靠附近的停
车场，而不是门票。而
一些来玩的游客，也很
难从仿古古镇里感受到
传统文化的魅力，最多
只 是 拍 个 照 ，“ 打 个
卡”，晒一晒朋友圈。
显然，这类古镇在促进
当地文旅事业上发挥不
了多少作用，真正喜欢
传统文化的游客，恐怕
也不会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这上面。

打造古镇的文旅名片，必须依托传
统的历史文化要素，要在保留古代精华
的基础上，盘活资源，而不是为了仿古
而建造古镇，更不能以开发旅游的名义
破坏古代建筑。

从一些比较成功的改建案例中，我
们能清晰看出古镇文旅之路的合理方
向。比如，山西平遥古城，早在西周宣
王时期就存在了，后来经过不断破坏和
重修，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拥有了如今
游客看到的大致样子。平遥古城是目前
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城镇之一，这
固然是历史的幸运，但也与近几十年来
的合理保护与开发有直接关系。

早在 1998 年，山西省就发布了
《山西省平遥古城保护条例》，大量城镇
的明清建筑得以保存，后续新建的现代
设施，也没有“覆盖”古代建筑。大量
现代酒店都建在古镇城墙之外，尽量保
证古镇原汁原味的风貌，是平遥古城能
够在国内古镇游中占据市场前列的关键
所在。

不过，不是所有地方都像平遥那么
幸运，一些城市的古镇早就被破坏殆尽
了，只留下一些残存的房屋，甚至只存
在于居民口耳相传的故事里。对此，人
们并非不能重新建设古镇，而是要“修
旧如旧”。

具体来说，就是严格按照相应的历
史记载来修建，修缮和建造之后的样
子，必须符合古镇对应的历史时代。有
的古镇开发者非常浮躁，可谓“眉毛胡
子一把抓”，建造的城门是“宋制”
的，衙门是“明制”的，民居又是“清
制”的，弄成了历史的“大杂烩”。这
不仅会引来专家学者的批评，即便是不
熟悉历史的游客，也很容易凭直觉感到
审美上的冲突和混乱。这样的“古镇”
既不是古代建筑，又不是合理的仿古建
筑，只能算是“四不像”。

因此，“修旧如旧”是修缮、建造
仿古古镇的基本原则，这是对当地历史
文化的尊重，也是对游客的尊重，更是
发展本地文旅事业的必要之举。

要做到这点，首先就得在设计和建
设中，多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而不是
主政者从“面子工程”或短期内“引
流”的角度去乱搞一通。其实，很多古
镇的具体样子，在古籍文献和历史照片
里都有，只要认真梳理相关材料，深入
发掘历史资源，就不难拿出一个接近古
镇原貌的方案。

再者，多参考一些比较成功的古镇
修复和开发案例。全国各地的古镇很
多，有不少小镇的旅游开发已经相当成
熟。除了上面提到的山西平遥古城，还
有四川阆中古城，河南商丘古城，广东
潮州古城，安徽的歙县古城等，它们在
保护本地历史资源的同时，也打响了旅
游名片，拉动了当地文旅经济的发展，
可谓一举多得。

随着喜欢和了解传统文化的国人越
来越多，人们的古镇知识也愈加丰富，
对古镇开发和建设的专业水准，自然也
就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自身形象和满
足游客需要，希望“一眼假”的仿古古
镇能越来越少。

仿
古
古
镇
岂
能
﹃
一
眼
假
﹄

建造的城门是“宋制”的，衙
门是“明制”的，民居又是“清
制”的。

文化批评

不看身份证的时候，我
们就忘掉年龄，更重要的是
活在当下、活出鲜活的岁月。

徐帆喜欢的家庭氛围是
热热闹闹、激情澎湃的。她总
结，这叫“爆炒式家庭”。“爆
炒，不是吵架的吵，是热火朝
天。家里永远跟麻辣烫似的，
大家过着有滋有味的生活。”

人 物

大清邮政信柜店内，顾客正在柜台前准备向未

来邮寄明信片。 受访者供图

蔡国庆 受访者供图

他们愿意为喜欢的东西
付出时间、精力、金钱，希望通
过邮政的活动为自己的热爱
增添一份仪式感。

北京中轴线主题文创店内，家长与孩子正在盖章中轴线的十三处建筑印章。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谭思静/摄

声音小邮局与高校合作开学季活动，一名同学

正在制作专属有声明信片。 受访者供图

《烟火人家》剧照。 剧方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