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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精美的本子， 画上简笔表

情， 贴上趣味纸胶带， 写上一天的待

办事项与快乐忧愁……尽管各种数字

化记事本与任务管理工具层出不 穷 ，
用纸和笔记录生活的点滴， 却依然是

一部分人 “顽固” 的坚持， 尤其在大

学校园和刚刚工作的年轻人中， 手账

日渐风靡。
对 “手账” 玩家来说， 手账不仅

是用来记录约会的日程本， 也不完全

是日记、 笔记本……精美的纸质手账

是永不过时的时尚配饰， 甚至可以是

本人的生活记录与自传。

“手账”是舶来词不是舶来品

何谓手账？ 网上对手账的定义是

用于生活记事、 日程规划等并且可以

装饰贴纸、 胶带拼贴的本子， 在日本

相当风靡。 在国内， 则刚出现没几年。
目 前 国 内 “手 账 ” 玩 家 基 本 在

16-30 岁。
在 “手账圈” 颇有名气的杭州师

范 大 学 大 三 学 生 王 宸 玥 ， 网 名 “月

半”， “因为我胖胖的。” 月半说。 从

小时候的涂鸦日记到现在的手账， 月

半不知不觉已坚持了许多年。
一开始并不知道何为“手账”的她

也就是在日记本上写写画画，“因为我

的妈妈老是‘欺负’我，我吵不过她，只

好在日记里表达内心的不满……”有一

次吵完架后， 月半在日记本里画了个

鸟窝头的妈妈， 旁边还加了个大拳头。
结果不幸被妈妈发现， 没想到妈妈看

了这个形象哈哈大笑， 还鼓励她多画

多写， 于是月半慢慢把这个习惯坚持

了下来。
像月半这样的 “手账” 玩家还有

很多。
给自家宠物设计漫画形象， 编编

小故事； 旅行回来后画旅行日记； 记

下观影感受， 盘点身边美食， 分享微

博； 甚至那些随意丢弃的票据都成了

“手账” 玩家的收藏品， “这些东西平

时丢了也就丢了， 但放在手账里， 仿

佛踩住了一小段要溜走的记忆。” 月半

告诉记者。
构思排版、 拼贴胶带、 剪裁贴纸、

手绘卡通……这些在外人眼中极为琐

碎的麻烦成了 “手账” 玩家心中幸福

的享受。 “装饰自己的手账就像母亲

用不同的小裙子打扮自己的女儿， 既

有内心的自豪， 又有书写的快乐。” 月

半说， 马尔克斯曾在自传 《活着为了

讲述》 的扉页上写道： “生活不是我

们 活 过 的 日 子 ， 而 是 我 们 记 画 的 日

子。” 对于 “手账” 玩家尤其如此， 无

论现实压力有多大， 他们都会在手账

里找到一片乐土， 放飞天马行空的创

造力与想象力， 记录生活的每一个细

节， 拼凑出生活最温暖的模样。

玩手账的年轻人更爱线下交流

“手账圈” 的发展日趋成熟， 不

少 “手账” 玩家入门多年后， 不仅仅

满足于 “自我欣赏”， 交流和认同成为

他们专注这个爱好的动力。 除线上交

流外， 线下聚会更受年轻人的欢迎。
作 为 “手 账 圈 ” 线 下 活 动 之 一 ，

以手账及相关文具产品售卖为主的手

账集市近年渐渐流行。 对 “手账” 玩

家来说 ， 手账集市就是他们的节 日 。
在那里 ， 他们能够找到心仪的周 边 、
发现知音、 欣赏顶尖的手账作品。

在上海， 有几个因手账 走到一起

的小伙伴利用网络组建手账交流圈子

“种草星球”， 其中不乏 “书写达人”、
“美工大神” 等在网上教大家装点手账。
现在他们又发起了 “魔都手账集市”。

发起者之一萨摩告诉记者， 手账

集市在国外已有成熟的运作模式。 “我
们的集市刚刚开始， 但， 真正把自己的

兴趣爱好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来做， 可以

说非常快乐而有意义。” 2015 年 5 月的

首次线下集市， 十余个摊位的几百款手

账产品在三小时内就销售一空， “手

账” 玩家们依旧 “不过瘾”。
这 让 萨 摩 很 吃 惊 ： “网 络 时 代 ，

大家都迫不及待地 ‘上线’， 但这让我

们看到了年轻人对线下交流的渴望。”
从最初的十几个摊位到现在百余

个摊位， 如今 “魔都手账集市” 每年

要举办五场。 一些 “手账” 玩家利用

难得的假期从广州、 武汉、 成都、 苏

州、 杭州、 昆明等地赶到上海参加手

账集市， 其中有不少是学生。

手账让文具产业重回“青春”
在“手账集市”活动日上，不少“手

账”玩家的购物篮中堆满了各色贴纸、
胶带、印章等手账周边产品，平均每人

都要花上三四千。 一位曾参加过集市

活动的摊主透露， 这里一天的营业额

相当于她淘宝店一个月的营业额。
据悉， 一本国产品牌的手账本均

价几十到上百元， 某些进口品牌的手账

本甚至要上千元。 然而买完手账， 花费

才刚刚开始。 玩手账如同玩单反相机，
买回机身， 后续再配镜头、 电池、 闪光

灯、 三脚架、 摄影包等的花销， 可能是

当初买相机的几倍甚至十几倍。 比如，
一支记手账的进口钢笔 ， 价格 不 菲 ；
二、 三十元一卷的胶带， 一买就是几十

卷甚至上百卷， 还有不计其数的贴纸、
彩色墨水、 印章、 印泥……

而曾被列入办公辅助用具的文具，
在 2017 年初在网上已被归类到家具，
因为这是 “理想书房中应有的必备之

物”。 可以说， 手账的风靡带动了与手

账相关的文具产品热卖。
手账玩家波力喜欢用各色胶带装

扮自己的手账。 她的手账内容主要是

养猫日记。 她收集了 50 多卷胶带， 为

了便于存放， 还专门买了一个纸抽屉。
波力算了一笔账， 手账本、 彩笔加上

不断更新的胶带、 贴纸等用品， 每个

月她的手账开支为 1000 元左右。 “胶
带的更新速度很快， 有些玩家专门收

藏胶带 ， 藏品有上千卷甚至上 万 卷 ，
挂得整面墙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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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李晨琰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的 体 育 馆 二 楼 ，
有一间一年四季 不 关 门 的 练 习 室 ，
在那里汇聚着华东师大最具人气的

帅哥美女们———华东师大全明星健

美操队。 除了人靓颜美气质佳， 队

员们还是为国争光的主力。 不久前

结束的第十届世界运动会中， 夺得

一金二银的中国健美操队主教练陶

乐和两位选手李凌啸和黄子敬均出

自这支队伍。
走进练习室， 伴随着热情激昂

的音乐， 上步、 起跳、 踢腿、 转身，
竞技健美操的队员们正一个接一个

地练习剪式变身跳……日复一日的

紧张训练正在上演。

双胞胎兄弟四岁开始练体
操，流出的汗水都有回报

就 读 于 华 东 师 大 体 育 与 健 康

学 院 运 动 训 练 专 业 的 李 凌 飞 和 李

凌 啸 今 年 19 岁 ， 在 健 美 操 队 里 被

称 作 大 牛 和 小 牛 。 作 为 中 国 健 美

操 队 的 主 力 队 员 ， 李 凌 啸 拿 下 了

本 届 世 界 运 动 会 五 人 操 冠 军 和 三

人 操 亚 军 。 能 够 获 得 观 众 和 裁 判

的 认 可 固 然 可 喜 可 贺 ， 不 过 李 凌

啸 表 示 ， 竞 技 健 美 操 运 动 ， 让 他

体 会 到 了 付 出 的 满 足 。 “虽 然 有

时 候 很 累 ， 但 每 天 都 过 得 很 充

实 、 很 简 单 ， 在 这 里 流 出 的 汗 水

都 是 有 回 报 的 ！”
四岁时， 兄弟俩就被父母送到

了河南省平顶山体操训练中心， 开

始自己的体操生涯。 回忆起当年的

日子， 李凌啸感触颇深。 因为体操

对身体软开度的需要， 柔韧性是每

个体操运动员必须具备的素质， 学

体操的孩子从小就要 “压腰” “压

腿” “压膝盖” ……
属 于 李 凌 啸 兄 弟 俩 的 大 部 分

童年时光都是在 训 练 房 里 度 过 的 ，
李 凌 啸 将 那 段 日 子 称 为 辛 苦 但 纯

粹的时光， “有苦才有甜， 体操为

我现在练习竞技健美操打下了很好

的基础。”
13 岁时， 李凌啸的启蒙教练将

他推荐给了时任中国健美操队主教

练的周燕。 两年后， 他的哥哥李凌

飞也开始练习竞技健美操。 “双胞

胎之间的默契是与生俱来的， 在动

作配合上也很有优势。 而且两兄弟

之间也会互相比较， 互相竞争。” 周

燕说。
让李凌啸印象最深的是 2015 年

3 月的健美操世界杯 （法国站 ） 比

赛。 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比赛， 却在

决赛场上出现了重大失误， 只得了

第四， 比他晚两年开始接触竞技健

美操的哥哥却拿下了铜牌。 “当时

一方面很替哥哥高兴， 另一方面又

有危机意识。”
兄弟俩在训练中相互竞争也相

互鼓励。 李凌飞在练习 “立转” 时

总是轴不正， 无法保持身体的协调

统一， 这时弟弟总会在一旁指导他，
还专门为他拍下 了 练 习 时 的 视 频 ，
方便对比调整。

五人竞技健美操和三人竞技健

美操是华东师大 健 美 操 队 的 强 项 ，
团体比赛特别考 验 队 员 间 的 默 契 、
信任以及支持 。 为 了 增 加 默 契 度 ，
即使是一个小动作， 队员们也会练

习上百遍。
就因为这样刻苦的训练与努力

的付出， 仅有 30 人的健美操队获奖

无数， 练习室外的玻璃橱柜中满满

当当地摆放着队员们赢来的奖杯与

奖牌。 从国内到国外， 队员们站上

世界舞台， 成为世界冠军。 “通过

训练和比赛， 让我们更加理解和懂

得了什么是团队精神， 什么是互助

互爱， 真的是受益匪浅！” 李凌啸表

示 ， 即使将来 毕 业 离 开 健 美 操 队 ，
他也不会放弃这项运动， “我也希

望更多人能够参与其中！”

体教结合让学生运动员的
路越走越宽

和其他很多专业体制项目相比，
中国的健美操带有浓厚的 “体教结

合” 色彩。 目前， 国内参加竞技健

美操的主要群体还是学生。 中国健

美操队， 也就是所谓的 “国家队”，
其实只是国家集训队， 队员并不是

一直集中训练， 而是来自各个学校

的学生。
“我国健美操运动员都是在校

学生， 这些孩子是真正学校培训出

来的运动员 。” 现 为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教 授 的 周 燕 说 ， “没 有 比 赛 的 时

候， 他们每天在学校上课， 所有训

练都是下课后在基地进行。 除了训

练就是学习， 基本没有自己的业余

生活。”
平 时在学校里， 哪怕是国家队

选手， 在成绩要求上和普通学生也

没有区别， “比赛回来， 国家 队 队

员 也 得 补 课 ， 补 不 齐 ， 参 加 不 了

考试 。”
在她看来， 这样的体教结合模

式， 对于参加竞技健美操的孩子来

说， 也能起到更好的培养效果。 华

东师大体育与健康学院每年都会确

保体育生的保研指标， “对于这些

队员来说， 今后走上社会不仅只是

运动员， 而且可能当老师或教练。”
周燕说， “竞技健美操运动员本身

就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若能再提高

理论基础， 对他们今后从事体育科

研有很大帮助。” 华东师大正致力于

提供更好的平台帮助体育生们提升

文化素养与研究功底。
现任中国健美操队主教练的陶

乐就是体教结合的好例子。 1988 年

出生的陶乐虽然年龄不大， 履历却

非常丰富。 2007 年陶乐从华东师大

体育与健康学院本科毕业后入选为

国家健美操队运动员； 2014 年因伤

病退役后， 他决定留校任教同时兼

任中国健美操队主教练。
凭 借 28 枚 金 牌 成 为 中 国 健 美

操历史上获得世界冠军最多的运动

员， 一直被称为 “明星运动员” 的

陶乐从来没把自己当过明星， 但他

表示当运动员和教练还是有很大的

差别。 “在做运动员的时候， 只需

要明确自己的状态就可以了。 而当

教练以后， 要管理好所有的队员。”
陶乐说， “不管是专项技术， 还是

生活点滴， 都需要照顾到， 甚至还

要了解每位运动员的性格和心理状

态， 才能既做到统一要求， 又能因

材施教。”
提到前不久刚结束的第十届世

界运动会， 尽管中国体操队收获颇

丰 ， 但比赛过 程 却 不 是 一 帆 风 顺 。
预赛的失利， 让五人竞技健美操金

牌险些丢失， “尽管和第一名之间

只有 0.2 分的差距 ， 但因为打分比

赛本身就有裁 判 主 观 判 断 的 因 素 ，
看上去有一分的差距。” 决赛时， 陶

乐紧张到全身发抖， 但只能选择相

信队员。 “到了赛场上， 教练只能

帮助他们处理一些后勤问题， 其他

一切还是要靠他们自己。” 所幸， 大

家都顶住了压力， 在决赛中发挥正

常， 拿下了金牌。
陶乐笑着说， 即使自己心里再

慌也不能让队员们看出来， 毕竟教

练在整支队伍中必须是 “定海神针”
一样的存在。

在华东师大的体育馆里， 上午

8:30—11:30， 下 午 3:00—7:00， 一

年只有五天假期， 每天的训练在重

复上演着， “对于我来说能做的就

是一直陪伴着他们， 这种平凡也是

一份幸福。” 陶乐说。

文具新玩法，用手账留住生活中的“小确幸”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唐方方谈新科诺奖得主理查德·塞勒教授的行为经济学研究

揭示 “有限理性” 下的经济学奥秘

华东师大的这些年轻人，
如何站上世界冠军领奖台

■本报记者 郭超豪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用非理性

的方式把这些奖金花光。” 今年 10 月

9 日，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本年度诺贝

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理

查德·塞勒教授 ， 以表彰 其 在 行 为 经

济学方面的贡献， 在被问及约 900 万

瑞典克朗的奖金怎么花时， 遵循行为

经济学 “有限理性” 原则的塞勒如是

回答。
瑞 典 皇 家 科 学 院 这 样 描 述 塞 勒

的研究成果 ： 理查德·塞 勒 将 心 理 上

的现实假设纳入到经济决 策 分 析 中 。
通 过 探 索 有 限 理 性 、 社 会 偏 好 和 缺

乏 自 我 控 制 的 后 果 ， 他 展 示 了 这 些

人 格 特 质 如 何 系 统 地 影 响 个 人 决 策

以 及 市 场 成 果 。 一 个 风 趣 幽 默 的 老

教 授 ， 加 上 令 人 耳 目 一 新 的 研 究 方

向 ， 行 为 经 济 学 一 时 间 成 为 了 人 们

关注的焦点 。
行为经济学究竟是什么？ 对我们

的生活又有哪些影响？ 本报记者专访

了与理查德·塞勒有 20 余年合作经历

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唐方方教

授。 他表示， 当前普遍采用的新古典

经济学理论， 相当于牛顿力学中的第

一定律， 是没有 “摩擦力” 的理想状

态。 但现实中， 绝对理性的人并不存

在， 人往往只有 “有限理性”。 行为经

济学就是通过实践和实验的方式， 寻

找人经济行为的客观规律。

颠覆传统经济学观点

唐方方教授与塞勒教授第一次相

遇 是 在 1993 年 耶 路 撒 冷 的 一 次 经 济

学 夏 令 营 上 ， 当 时 塞 勒 是 主 讲 人 之

一， 而唐方方则是参会人， 同样从事

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研究的两位

学者聊得非常投机， 也因此结下了深

厚的友谊 ， 这 20 多 年 来 也 一 直 有 沟

通与合作。
“塞勒教授获诺贝尔奖， 我一直

觉得只是时间问题， 从 10 年前起， 每

年诺奖公布前， 我都会给他发个邮件，
预祝他获奖， 唯独今年没有发， 没想

到今年就拿到了。” 唐方方说， 而他的

获奖更是表明了国际学术界对行为经

济学领域研究的认可。
新 古 典 经 济 学 的 核 心 ， 就 是 通

过 计 算 与 演 绎 ， 达 成 效 用 最 大 化 和

利 润 最 大 化 ， 这 考 虑 的 往 往 是 十 分

理 想 化 状 态 下 的 经 济 社 会 。 但 ， 现

实 中 往 往 因 为 人 的 因 素 ， 而 会 出 现

与 新 古 典 经 济 学 家 们 的 预 言 有 偏 差

的 情 况 。 这 正 是 行 为 经 济 学 研 究 大

展身手的时候 。
唐方方举了个例子， 如行为经济

学中经典的 “禀赋效应 ”， 1974 年由

哈马克和布朗两位美国生物学家首次

提出。
哈马克和布朗在研究湿地保护时

发 现 ， 不 少 美 国 人 有 打 野 鸭 子 的 爱

好， 但随着湿地的破坏， 野鸭将不

再有栖息之地， 当然， 相应的，

这 也 会 影 响 那 些 爱 好 打 野 鸭 的 人 的

“利益”。 两位生物学家因此对这些人

做了个调查： 你们愿意花多少钱， 维

持适合野鸭生存的湿地环境； 或者愿

意接受多少补偿， 放弃在这片湿地打

野鸭。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同一

件事物的估值应该是相同的， 这也意

味着， 这些人愿意付出的代价应是相

同的。
但 调 查 结 果 却 令 人 大 跌 眼 镜 。

自 己 出 钱 保 护 环 境 时 ， 平 均 每 人 能

接 受 的 价 格 是 247 美 元 ， 但 放 弃 打

猎 索 要 的 赔 偿 ， 平 均 每 人 高 达 1044
美 元 ， 相 差 达 到 4.2 倍 。 同 样 的 情

况 也 出 现 在 碳 交 易 和 其 他 环 境 保 护

问 题 中 。 例 如 雾 霾 的 治 理 ， 让 民 众

能 接 受 掏 钱 治 理 的 数 额 ， 将 远 小 于

他 们 愿 意 待 在 雾 霾 环 境 中 而 索 求 的

补 贴 ， 这 样 的 规 律 为 相 关 政 策 的 制

定提供了参考 。
这就是行为经济学中的 “损失厌

恶” 理论， 通过大量研究和实验我们

发现， 一定量的损失给人带来的痛苦，
要大于得到时给人的快感。 因此在经

济决策中， 人往往本能地去优先 “避

害”， 而不是 “趋利”， 这对于传统经

济学的观点无疑是颠覆性的。

能经过实践检验的才是科学

在行为 经 济 学 的 具 体 的 研 究 中 ，
要完全量化人的因素也不是那么容易

的， 大多数时候只能通过实验的方式

去一步步揭示客观规律 。 唐 方 方 说 ，
这也是为什么行为经济学可说是更具

备科学性的研究。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人的

绝对理性之上， 但现实中， 绝对理性

的人几乎不存在。 1978 年诺贝尔经济

学家得主赫伯特·西蒙因此提出了 “有
限理性” 理论， 认为人追求的往往不

是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 而是对

过程和结果感到 “满意”。 但 “满意”
这个标准， 很难像传统经济学效用最

大化和利润最大化那样在数学上通过

线性规划很容易地解决， 因此， 有一

批人提出应该通过实验的方法， 去研

究人类的经济行为， 行为经济

学也就因此而生。
唐 方 方 称 ，

行 为 经 济

学家们相信， 科学， 都是经得起实践

检验的， 换言之， 只有经得起实践检

验， 经济学才算真正迈入科学的范畴。
因此， 行为经济学家设计了大批精密

的实验， 去试图揭示有限理性下人类

经济行为的客观规律。
例如经济谈判到了最后通牒阶段，

都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场景： 一方提出

一种方案， 另一方去选择接受或不接

受。 德国的行为经济学家设置了这样

一个实验， 拿出 100 马克的真金白银，
让两个人自己去分配。 如果能达成协

议 ， 那 可 以 依 据 协 议 的 内 容 分 走 这

100 马克， 如果达不成， 则谈判告吹，
谁也带不走一分钱。 根据新古典经济

学的理论， 哪怕对方提出的分配方案

是他拿 99 块， 你拿 1 块， 那也应该接

受， 因为 1 块钱好过没有钱。 但现实

中 ， 能达成协议的几乎都是 五 五 开 ，
人们往往愿意让谈判破裂， 也不接受

不公平的协议。
也 有 人 对 这 样 的 结 果 提 出 质

疑 ， 认 为 是 不 是 因 为 金 额 太 少 ， 或

者 不 同 地 区 、 不 同 教 育 背 景 的 人 存

在 差 异 。
因此， 经济学家们对此进行了大

量的补充实验。 在俄罗斯实验时， 他

们将金额提高到了一个普通家庭三年

半的收入， 但结果依然是接近五五开；
在美国、 前南斯拉夫、 日本和以色列

四地同时实验时 ， 结果也大 致 如 此 ；
唯有亚洲地区的人， 有时也会接受四

六开的分配， 提出方案的人会稍占些

优势。
但在亚马逊森林深处和非洲地区

的原始部落， 情况却截然不同， 这些

衣不遮体的人平均可以接受二八开的

分配， 有些甚至给多少都愿意欣然笑

纳。 所以从实验结果看， 新古典经济

学中的绝对理性， 可能只存在于未迈

入现代社会的原始人， 而现代人在谈

判行为中， 除了利益， 还有一个至关

重要的因素———公平。

数清经济学里的“206根骨头”

“行为经济学在过去几十年来的

发展称不上迅速， 因为这是一个太庞

大 、 太复杂的内容体系 。” 唐 方 方 认

为， 经济学发展到当前阶段， 应 该 像

之 前 的 生 物 学 和 医 学 的 发 展 轨 迹 。
人起初并 不 知 道 自 己 有 206 块 骨 头 ，
而 是 通 过 最 早 从 事 解 剖 学 研 究 的 科

学 家 ， 一 块 一 块 骨 头 发 现 研 究 得 出

的结论 。
经 济 学 也 是 一 样 ， 上 面 提 到 的

“最后通牒博弈” 只是其中的一块 “骨
头”， 一共有多少块， 目前还没有人知

道， 但肯定不只有 206 块。 科学的道

路没有捷径， 只有通过花费大量的人

力、 物力、 财力， 一块块寻找。 理查

德·塞勒只是找到了其中的几块， 但已

经很了不起了， 未来需要有更多的人

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真正为人类的

进步带来真知灼见。
这就像人类 DNA 中的 31 对碱基

对， 全球科学家用了超过三十年， 才

在 几 年 前 破 译 完 ， 终 于 让 人 体 DNA
中的主要结构大白于天下。 人的行为

也是一样， 要一件件去破译， 只是人

的 “行为图谱” 规模要远比 “基因图

谱” 庞大得多， 是一个更漫长、 更复

杂的工程 。 唐方方说 ， 但 终 有 一 天 ，
我 们 能 数 清 经 济 学 里 的 “206 根 骨

头 ”， 届时经济学可能就 将 迈 入 全 新

的领域。
不过 ， 行 为 经 济 学 中 通 过 实 践

的 检 验 方 法 ， 对 当 前 政 策 制 定 依 然

有 很 好 的 启 发 意 义 。 在 他 看 来 ， 任

何 新 制 定 的 经 济 政 策 ， 都 应 该 到 实

验 室 里 测 试 一 下 。 实 验 室 里 能 成 功

的 政 策 ， 现 实 中 不 一 定 成 功 ， 但 如

果 连 实 验 室 都 通 不 过 ， 那 直 接 施 行

必定失败 。
唐方方说， 任何一项政策

都将影响成千上万的人， 建一

栋楼房都需要先做个模

型， 政策的制定

也需要经过反复

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