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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实习生 文露敏

那本不是什么真的房子，可一旦“塌”

了，“盖”的人还是会伤心。

刚 过 去 的 2020 年 ，被“ 饭 圈 ”戏 称 为

“偶像塌房元年”。刚到来的 2021 年，已经

又塌一片。

“塌房”一词源于一个网络表情包，图

中，有人看到远处房子塌了，跑去凑热闹，

发现塌的是自家房子。这一形象被粉丝群

体借用，描述偶像的人设崩塌。

在娱乐产业的流水线上，偶像是层层

包装过的商品，也是拥有公共影响力的资

源。在资本的精准引导下，很多年轻人出于

“热爱”，为偶像奉献时间、精力、金钱，辛苦

“盖房”，但这“房”何时倒下，他们永远决定

不了。

夜熬了，钱花了，房子倒了，眼泪流了，

一些年轻人也收获了新的认知。他们尝试

作出改变，换一种生活。

房子塌了

史羽杰接受了一件事——那个激励她

为事业拼搏的偶像，生活中也不全是事业。

2015 年，上高一的史羽杰关注到一档

青少年才艺养成节目，觉得其中一个爱跳

舞的男生“很有少年气”。看到他后来参加

选秀综艺，史羽杰更动心了，“我不是很有

上进心的人，所以我欣赏他的野心”。

她成为“妈妈粉”，这意味着她对偶像有

着极高的包容度，“陪着他一路走来，见证他

从一个小孩变成了一个享受舞台的人”。

几个月前的一天，网络中流传出这名

男艺人的绯闻。史羽杰怕一个人崩溃，特意

等到学校下午上课前，在满是人的教室里

点开一段视频。

画面中，男艺人细心照顾着一个女子，

和所有沉浸在恋爱中的情侣无异。

史羽杰第一个念头是：“他戴的帽子真

丑，他难道不知道这会被全国人民看到吗？”

张粤已经数不清，偶像几天之内上了

多少次微博热搜。

她 曾 经 把 偶 像 上 热 搜 这 件 事 当 作 褒

奖——知名度得到认可，商业价值蒸蒸日

上，作为粉丝，她觉得有自己的功劳。以往，

热搜中的那个名字通常会伴随着清一色的

点赞。此时，在小粉丝群体中颇有话语权的

“大粉”就会建议她，带上热搜“词条”发十

几条相关微博，继续为心爱的偶像造势。

直到有一天，那个名字和“道歉”等词

连在一起，点赞被质疑和嘲讽替代，张粤第

一次希望，不要在热搜榜上看到他。

负 面 消 息 传 来 ，“ 房 子 ”的 第 一 块“ 砖

头”松动，张粤起初不敢相信。

她此前看到的是，偶像经历过很多失

意，成功来之不易，她以为“他会像我一样

珍惜，没有人会不爱惜羽毛”。

但她的偶像随后发表了道歉声明，承

认“私人事情处理不当”，有“不妥的行为”。

张粤想哭：“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那些事

情是他能做出来的。”

张粤曾试着宽慰自己，人总得有社交

圈，总得谈恋爱，但她眼中偶像的身影已经

变得模糊。有朋友来问，她用自嘲的方式岔

开话题，两人一起大笑。但有一天晚上，张粤

躺在宿舍床上，忽然开始落泪。她是一个自

我要求严格的人，不能接受偶像有“污点”。

对她来说，那是一座用情感、金钱、时

间搭建起来的“房子”。然而，她以为对这房

子了如指掌，以为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差

点忘记，哪怕是在真实的世界中相处，人和

人也无法轻易了解对方。

与其他粉丝相比，王骐遭遇“塌房”后

反应更激烈一点。从高中起，她喜欢一个男

艺人 3 年多，拒绝听任何人对该男艺人的

负面评价。有一天她正在上课，忽然收到追

星小姐妹发来的偶像负面新闻。

此后，网络中不断出现这起负面事件

的 最 新 传 闻 ，王 骐 觉 得 当 事 人“ 很 没 事 业

心”，恨铁不成钢的她发了快 100 条微博骂

偶像。“之前我对他的某些行为也不爽过，

只会在微信上和其他人吐槽一下，现在不

一样了，我直接在微博上艾特他本人”。

情绪激动的时候，王骐会写下“狠话”，

再把它们存入草稿箱，不发出去。她手机里

有 1 万多张偶像的图片，是这些年陆续存

的，她一张张点开，删掉了八成。

在微博上搜索“塌房”，可以看到更多

“现场”。同为“房子塌了”的人，没脱粉的和脱

粉的互相骂，再一起骂偶像本人、经纪公司；

有人想将购入的“明星周边”全部扔掉，重新

回到“二次元快乐老家”，去喜欢一个动漫“纸

片人”；有粉丝还没走出“失恋”的情绪，强打

精神对战其他偶像粉丝群体的嘲讽。

“塌房现场”成了网络狂欢之地，“沸”

“爆”等标签刷新着热词的榜单。流量再一

次奔腾起来，只有经营“注意力生意”的人

真正笑的出来。

早知今日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周逵提到偶像产

业中的一个悖论，“偶像既是一个自然人，

也是一个法人，我们称之为‘人形 IP’”，当

以一种产品化的标准来要求一个鲜活的、

具体的人，就一定会出现冲突。

直播、真人秀、社交网络⋯⋯无数聚光

灯追逐着“全天候”偶像，使他们文艺作品

的受关注程度显著低于个人形象。

在 现 实 的 商 业 环 境 下 ，无 论 是“ 人 形

IP”的完美性，还是人本身的瑕疵性，都能

被用来制造噱头和流量。

某网友曾写道，很早之前就从一些细

节中看出偶像有傲气，不在乎粉丝，“其他

人都不重要，就他最重要”。

王骐也觉得偶像“塌房”有迹可寻。当

时，偶像换了新的经纪团队，在社交网站发

布“个人状态”。王骐感觉“他挺有压力的，

到了叛逆期那种”。但她无从得知，这些情

况背后有着什么样的逻辑。

周逵觉得，“房子”是一个带有中国特

色的象征物，代表着粉丝为偶像投入的数

据劳动和情感。当“房子”倾塌时，粉丝“一

砖一瓦都是我搭的，你凭什么背叛我”的心

态，再正常不过。

在 内 地 娱 乐 圈 中 ，造 星 产 业 的 前 端

——选秀节目已经非常发达，源源不断地

输出着新面孔。但这些面孔能存在多久、光

鲜多久，很难预测。

即使自诩从来没追过星的刘思宇，也

在观看一档知名的选秀节目时“被他的才

艺俘获了”。

刘思宇回想，自己那么“上头”，是因为

这档节目的赛制设置让她产生了共鸣。那

是 2019 年，她大学毕业不到一年，马上回

忆起并不久远的宿舍生活：“大通铺、拉练，

热血沸腾。”

这一类精心设计、精准投放的综艺节

目极易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看着参赛选

手准备表演时“刷大夜”，刘思宇就想到大

学时熬夜准备考试的自己。那段时间，她工

作不顺利，情绪低落，觉得节目提供了“自

我逃避的港湾”。

刘思宇加入了“打榜”和投票活动，支

持自己的偶像。下班后，她会去找粉丝组织

领账号投票。这些账号 10 个一组，她最多

时 一 次 领 了 3 组 ，机 械 地 重 复 着 登 录、验

证、投票，忙到很晚。

有人给她们起了一个悲情的名字，“数

据女工”。

几乎每一个“饭圈女孩”都有当“数据

女工 ”的经历 。2019 年的一篇媒体报道将

“数据女工”概括为“给爱豆（明星）在数据

上做过支持的粉丝”。他们组织严密，分工

明确，有“数据组”“控评组”“打投组”。他们

中大部分人坚定地相信，只要把数据做好

看，就能为喜欢的艺人争取更多资源。

“我是心甘情愿的。”有人质疑他们被

利用时，他们大多这样回复。

最多的时候，史羽杰同时拥有 7 个微

博小号，不停切换，只为给偶像的微博增加

更多“转赞评”。她的投入延伸到线下，包括

在偶像活动的场馆外发放宣传页、摆放易

拉宝、拍“应援”视频、分发灯牌等——甚至

根本见不到偶像本人。

被问及追星的花销时，她说“不敢算，

一定是个非常恐怖的数字”。

偶像“塌房”，有时并不意味着这条“产

品线”彻底关闭。随后而来的声明、致歉等，

会再吸引一波注意力。

史羽杰就一直在刷微博，像成瘾一样，

一看到热搜有偶像的负面词条就会点击。

后来，她刷到了一条视频。看着那个“有野

心”的人对着粉丝鞠躬，愤怒忽然消失了，

只觉得特别难过。她想起自己状态不好的

时候，“是他陪我走过来的，我每天入睡前，

想到明天他会出新的物料，就想让明天快

点到来”。

刘思宇读大学时加入过学校的心理社

团，回 过 头 想 想 ，她 觉 得 那 个 追 星 的 自 己

“十分不理性”。

在关注度较高时，艺人会接大量广告

代 言 。那 些 产 品 定 价 对 刘 思 宇 来 说“ 有 些

贵”，她也明确知道，偶像的“代言期”不长，

粉丝是商家想收割的“韭菜”，但看到一同

追星的“富婆”晒订单、带节奏，她脑子一热

就买回一支口红。“简直是死亡芭比粉”，她

再没涂过。

不理性的消费却在继续。“他代言的产品

我几乎都买过，怎么说呢，买这些东西绝不是

我喜欢或者我适合，完全是因为他代言。”

2019 年 10 月，刘思宇有过一个线下追

星的机会。那场活动，偶像所在的团体只会

表演一首歌。刘思宇找黄牛买票，向单位请

假，手机上缴节目组，在场外等了差不多 5
个小时。从场馆出来，她还定下了看演唱会

的目标，连看了两场。有一次，她早上飞去

重庆，当天看完演唱会，晚上飞回北京。

去年，张粤的偶像参加一档竞技节目。

张粤没法去现场，就在冠名商发起的活动里

每天组队、投票，想让偶像排名更高，更多地

拿到节目中的露脸机会。除此之外，张粤还

花 500多元参加了后援会的集资项目。

她自诩很节俭，会经常查看团购软件，

寻找“95 元代 100 元”的优惠券，“但为了他

花钱，眼睛都没眨”。

张粤发动过高中同学给偶像投票，遭

遇“塌房”后，她有一种“裸奔”的感觉。

伤痕修复

在追星女孩活跃的豆瓣社区，李尔建了

一个小组，叫“塌房人救助中心”。她也经历过

“塌房”，就和朋友成立网络小组，抱团取暖。

这个创建于 2020 年 11 月 1 日的小组，

现在已经有 1077 个组员。“没什么人发帖，

毕竟不是天天‘塌房’，但也总是有新人加

入。”在组里，有一条帖子，跟帖 120 多楼，

用来记录“塌房”后偶像的回应时间。有人

发帖，说“‘塌房’已经有点影响我的心理状

态了”；有人笑称自己“不长记性，蒙着眼睛

装作不知道”；有人质疑自己“粉一个塌一

个，怎么会塌得一个人都不剩呢”。

面对已经后悔的人，李尔却还是鼓励

他们：“下一个（偶像）会更好。”

故事的开头都很完美。

张粤已经决定不再追星了，但她没有

忘记发生过的一切。

去年 5 月，张粤读研究生一年级，在网

页上点开了一个视频。那是一档全民选秀

节目的最后一期，业内术语叫“成团夜”，屏

幕上的男艺人“剑眉星目，笑容灿烂，简直

是晃眼的程度”。

就像被橱窗里精美的商品吸引，张粤

“走不动了”。接下来，她找到和他有关的所

有综艺，认真“复习”。

看上去，真人秀节目可以满足她“全方

位 ”了 解 这 个 陌 生 人 的 诉 求 。张 粤 捏 着 鼠

标，点着左键，一帧一帧定格画面，观察他

在节目中的表现。“他能一口气吃下好多小

笼包”“他会下意识照顾队友，对粉丝很有

礼貌”“他幽默、善良还聪明”——节目源源

不断地输出着男艺人的优点，张粤越来越

喜欢他。

“我都没那样发掘过我男朋友的优点，

真的。”张粤写了几百字的观后感，在微博

发布，配上节目视频截图和话题，圈上偶像

本人的 ID，“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可能都没

那么用心”。

刘思宇曾以一个姐姐的姿态，为偶像保

驾护航。有一次，得知偶像要去录一档节目，

她开始担心，“主持人都是圈里的大前辈，我

们是刚出道的小爱豆，他会不会表现不好？”

节目的呈现是完美的，她长出了一口

气，加深了“没有喜欢错人”的想法。但当偶

像被曝出绯闻甚至更多私生活细节，刘思

宇的信念动摇了。

那是 2020 年年底，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一年没追过现场的刘思宇本打算再赴

重庆，去当初看演唱会的地方“重游巡礼”。

偶像所在的团体忽然备受争议，她犹豫了

很久，还是决定启程。“虽然已经被这个团

一点一点伤透了心，但还是无法完全放下，

毕竟曾经有过很多快乐和慰藉。”

到达重庆的第二天早上，她打开微博，

发现团里的另一个人也“塌房”了，“曾经以

为的‘团魂’原来是‘泡沫’”，是广告里的一

句口号，刘思宇的心理防线也垮了。

她回到了不追星的状态，表示不会再

追选秀综艺节目。“这就相当于把美好的事

情 在 你 面 前 打 碎 ，开 头 多 好 ，后 面 就 多 难

受。”她不想再经历一次。

刘思宇曾经思考过粉丝和偶像之间的

关系：“他的梦想实现了，他背后的资本欢

呼了，我的呢？”她决定在现实世界中，把时

间和精力都用来为自己的事业打拼、奋斗。

张粤也不再追星了。

她起床后第一件事不再是切换微博账

号、打开超话签到、赚积分打榜——以前有

一次，因为实习太忙忘记签到，她在几秒内

就决定花 100 多元买一张补签卡。

偶尔，她还是会习惯性地看看那座塌

过的房子，但不再评论、转发、花钱。她懒得

清理从前互相关注的偶像粉丝，看着那些

“大粉”每天还在忙碌，还在带动“小粉”继

续投入，张粤一点加入的热情也没有了。

但 史 羽 杰 认 识 的 一 些“ 大 粉 ”没 有 脱

粉。她觉得，或许有人付出更多，收获更多。

又或许，有些人只是这条巨大产线对接市

场的一名推销员。

“网络上的东西都不保险。”张粤自嘲

道。曾有人写过：“明星的荣辱不再与自己有

关，那些曾经合作或者敌对过的人也都消失

在芸芸众生中，连对方的名字都无从知晓。”

不再担心另一个人的事业、健康、心

情——张粤自由了。

（应 采 访 对 象 要 求 ，张 粤、史 羽 杰、李
尔、刘思宇、王骐为化名）

偶像“塌房”后

实习生 郭玉洁

往往，这是这样一个世界。你碰见“总

裁”“继母”“赘婿”的几率很高，变身“龙王”

“法师 ”的可能性也很大 。女主角“肤白如

雪”“唇若樱桃”，男主角则有着“刀刻斧凿

般的完美俊颜”。

这是网络文学的世界，被很多人认为

“难登大雅之堂”，却有 4.55 亿中国读者和

3193.5 万海外中国网文用户。

他们曾经或仍然对网文的“脑残”“没

营养”嗤之以鼻。但是，躲在高中教学楼午

休时间僻静的楼道里、躺在大学宿舍熄灯

后的被窝中、站在下班后人挤人的地铁上，

他们的手指总在手机屏幕上快速滑动着。

几千公里之外，罗马尼亚的大四学生

Acomi Marius Ionut 也 觉 得 自 己“ 上 瘾 ”

了，他每天花 6-9 小时读中国网络玄幻小

说；34 岁的菲律宾男士 John Joel Saguit 养

育 3 个孩子，忙碌到只能边做家务，边用 2
倍速听中国网文。

平行世界

毛矛在上海做一份财会类的工作，朝

九晚五，独居。下班回家，把门关上那一刻，

她“开始变得放松”。

她是一个同人题材网文的爱好者，根

据乐乎平台提供的年度统计，过去一年中，

她在乐乎花费了 728 个小时，其中，80%的

时间都在看网文。对她来说，看网文和关上

门那一刻的感觉类似。“你能明显感觉到主

体只有自己，其他所有都是客体，可以不对

它作出任何反应。”

不 爱 社 交 的 她 觉 得 网 文 是 一 种 “ 安

慰”。“人际交往中，别人给你一个反应，

你 就 得 回 馈 一 个 ， 有 压 力 。” 而 看 网 文

时，她完全抽离于现实利害关系，离开家

人、同事，“想怎么好就怎么好，想怎么坏

就怎么坏”。

她对网文的兴趣要追溯到高中。她在

午休期间离开吵闹的教室，坐在教学楼里

一处僻静的楼梯上，用借来的 MP4 看网

络小说。毛矛记得，教学楼朝北，阳光不

好，在潮湿的夏天，楼梯上弥漫着一股青

苔的味道，这里只有她，而她只有手中的

那块屏幕。

在小说的世界里，主角——北大学霸、

理科状元，顶着金融、数学双学位毕业，毕

业就得到了“帝都风控公司”的邀约。他“个

高腿长、清秀英俊”，在工作第二年拒绝了

集团董事家的千金，这位大小姐因此“气得

跺断了 7 厘米的纤细高跟”。

回到现实，毛矛的高中生活平淡，成绩

相对稳定，也很少和家人产生摩擦。她逃避

社交的倾向开始出现。父母说她越来越“不

合群”，她却觉得那是找到自我的过程，“我

确实不能从社交中获得休息。”

大 学 4 年 里 ，她 常 常 熬 夜 看 网 文 。一

次，她从晚上 9 点多钟，看到第二天下午 2
点 。她 的 大 学 地 处 上 海 郊 区 ，早 上 四 五 点

时，鸟叫虫鸣，她抬头，是秋天了，窗外飘着

清晨的薄雾，“在故事里是一个那么激荡的

剧情，回到生活中，它不过如此。”

在一篇毛矛钟爱的网文的最后一章，

女主角娜塔莎收到远方的来信，信里，她的

朋友说：“那时，我只身闯进广袤的世界，并

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于是我只好将自

己交付出去了，就像堂吉诃德踏上遥远的

征途。”

“遥远的征途”距离毛矛越来越远。她

曾想过拍纪录片、做杂志编辑、做美食公众

号的撰稿人，也曾想过跨专业读中文系研

究生。但大学毕业后，她考公务员进入上海

某机关单位，单位里 70 后科长、80 后副科

长、90 后同事，是她需要打交道的全部对

象。她最近的工作内容是整理档案。

周末，她可以从周五下班一直宅到周

一上班，看小说。“和我喜欢的东西待在一

起，不要让我跟现实社会接触。”

远在菲律宾，John Joel Saguit 也在网

络小说里进入另一个世界。他从 2017 年开

始读中国玄幻小说，为主人公在修仙道路

上 的 成 长 深 深 着 迷 。如 果 有 可 能 ，他 想 和

《斗罗大陆》里的唐三交换人生，那个世界

充满珍禽灵兽。

现实中，他 34 岁，3 个孩子和工作填满

了生活。他常常要熬夜和美国客户对接，在

等待的夜晚，他读着中国网文。

疗伤机制

北大研一学生叶静不喜欢被人看到她

手机中的这个世界，因为这不太符合她“脱

离低级趣味”的人设。如果不是经历了一次

“心理崩溃”，她到现在也对这种“堕落的娱

乐方式”“嗤之以鼻”。

3 年 前 ，经 历 了 为 保 研 精 打 细 算 刷 学

分的紧张生活后，她突然崩溃了，觉得未来

“看不到头”，辅导员带她去找心理咨询师，咨

询师告诉她，你“万事都想有没有意义，是不

是浪费时间”，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她“从小品

学兼优，上进心很强”，读过家里的一大排

世界文学名著。小时候，即使父母在旁边看

电视，写作业的她都不会抬头看一眼。在接

触网络小说之前，她喜欢看音乐剧。

直到那次“崩溃”，她想，是否可以“浪

费一点时间”，体验一下“别人娱乐的方式”。

她开始看曾经鄙视的“爽文”。“爽”，是

受访时网文爱好者提到最多的字。经典的

“爽文”桥段她都会买账，比如主角最初被

人看不起，但之后“逆袭”。

北大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也是在精英

文学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中学时代，她看的

是俄国文学名著。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拒

绝了解武侠小说，觉得“挺不务正业的”。

她 后 来 成 为 一 个 网 络 文 学 领 域 的 学

者，长期开设网络文学课程。回想过去的经

历，她说，“内心深处，我们其实一直对它

（大众文化）恐惧，因为我们不知道人还可

以这么活着。我们的情感结构已经被训练

成在任何事情上都要寻找意义。人怎么能

以自我满足为目的呢？我们都是以自我提

升为目的的。”

在论文中，她把网文称为“全民疗伤机

制”。疗的是“各种各样的创伤”，“尤其在社

会转型期，社会高度发展，媒介迅速变化，

各种的撕裂比任何时候都激烈”。

邵燕君觉得，对叶静这样生活在精英

文化中的人来说，“允许自己享受，允许自

己娱乐，是救自己”。而对九成的受众来说，

看网文是在修复自己被工作挤压的精神，

找回那种人性。

“普通人的时间是用‘996’的方式卖给

别人的，这个流水线式的工作跟生活没关

系，人是被异化的，所以就特别需要在休闲

时间修复身体、精神、情感。”这种修复已经

成了刚需。对网络文学的需要与所谓文学

的神圣性、高尚情操没关系。

2019 年寒假，大二学生蒋阳阳去一家

电子厂打工，被分配到贴手机防尘泡棉的

流水车间。晚班从晚 7 点到早 7 点，新的零

件不断从流水线运送过来，一个小时之内

必须完成 1000 多件。

一天晚上，他在这个流水线上突然抬

头，看到所有人都面无表情，看起来一模一

样。他觉得非常压抑，“我怎么活成了这个

样子”，那时他想到，自己应该“写点什么”。

一年后，他正式开始了网文创作。

他觉得“无限流”小说最能体现网文的

精髓：一个人，可以在多个世界里面有多个

身份，经历各种不一样的事情。

现在，他想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

一 无 所 有 的 猛 男 和 一 个 无 家 可 归 的 小 萝

莉，在残酷的修仙界里相互扶持，成为彼此

最信任的人，攀登修为的更高峰。

邵燕君从蒋阳阳的经历中看到“打工

人”的心理困境，“他在流水线上想要去写

点什么的时候，那简直是在求生。”经历了

“996”之后，想要在睡前一个小时看看不用

费脑子的网文，也是同理。

“爽文”免疫力

5 年 前 ，北 京 大 学 中 文 系 迎 来 了 第 一

届“创意写作”专业的研究生，邵燕君为他

们讲授“新媒体理论”的必修课，有时布置

与网文相关的作业。她回忆，这个班的学生

抵触课程内容，对文学专业有“神圣化”的

期待，给微信群起名叫“泛右联盟”。

最后一堂课上，邵燕君把网络文学选

修课的学生请了过来，学生们左右坐在两

边，像是两个阵营。

最近两年，像前者那样持“精英主义立

场”的学生在变少。但一位创意写作专业的

在读生，对“新媒体理论”课程的参与度仍

然 不 高 。大 学 时 这 位 学 生 读 过《何 以 笙 箫

默》的原著网络小说，认为这个故事抛出了

一种现实中完全不可能出现的爱情模式：

两 人 经 历 一 些 变 故 ，20 来 岁 的 时 候 分 开

了，30 多岁了居然还在等对方。

在这位学生看来，网络小说的“爽”就

在于此处，它是“去人性化”的，“人物可以

轻易地做到现实中很难做到的事”，人物是

不会成长的，对世界观的理解还停留在最

纯粹的少年人的阶段。这位研究生喜欢《红

楼梦》那样的现实描写。

蒋阳阳写到 50 万字后，逐渐学会了制

造“爽感”，他明白设计什么样的情节是“有

效的”，数据会好看。

在“戒掉网络小说”豆瓣小组里，有数

千人在打卡，希望“戒小说，提升自我”。有人

发现自己阅读能力下降，注意力很难集中，

网文里的套路和重复的形容词令人头疼。

但一位学生戒网文半年后，又重新入迷

了。每天下午 6 点下课，除了吃晚饭，她一整

个晚上都在看小说。午夜，她告诉自己要睡

觉了，但还是“关不掉屏幕”，直到深夜 2点。

最近赘婿文很火，邵燕君做过一个调

查：大家看多少本这样的网文会腻。有人说

5-7 本，“这事是不能跳的，精神需求也会

成长，吃够了自然就不吃了，就想找点其他

更高级的东西。”

上了一学期课，创意写作硕士班那位在

读学生仍在另一边，“坚决不看网文那一派”。

（应采访对象要求，毛矛、叶静、蒋阳阳
为化名）

戒不掉的网文

当地时间 2 月 21 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通常举行诺贝尔奖晚宴的斯德哥尔摩市政厅蓝色大厅被改造成临时新冠疫苗接种中心。这个 1500

平方米的大厅每年举办瑞典最受欢迎的社交活动，宽阔的空间被认为是接种疫苗的理想场所。 人民视觉供图

上图：豆瓣"塌房人救助中心"小组页面截图。

右图：刘思宇 2019 年拍下的偶像演唱会现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