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晨琰

爱美准妈妈越来越多：是自我进步还是审美焦虑

在直播间网购过的人， 相信对这一幕
并不陌生： 美妆主播正卖力推荐当日选品
时， 底下会突然有留言弹出： “孕期可以
用吗？”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当 “对美的高
标准 ” 投射到这一代年轻的准妈妈们身
上， 这究竟是一种女性的自我进步？ 还是
另一种审美焦虑？

对此， 不少学者的看法是， 让自己的
身体机能和精神面貌相对保持在一个好的
状态 ， 对于孕妇而言 ， 既有益处也有必
要。 但需要警惕的是， 被消费主义和不正
确的审美观念所裹挟， 对准妈妈们而言，

有些消费行为不仅没必要， 而且对健康有
害。 所以， 请一定要保持理性， 别让自己
陷入 “迷局”。

“怀孕也要美美的”，准
妈妈们在想啥？

从业二十多年， 在中国福利会国际和

平妇幼保健院产科病区主任张琳的门诊
上 ， 每年总会出现那么几个 “叛逆 ” 孕
妇， 她们时常化着靓丽浓妆， 连每月一次
的产检都带妆。

许宜今年 33 岁 ， 眼看着升职在望 ，

孩子也跟着来 “报到” 了。 “刚晋升就怀
孕了， 担心上司有想法。” 因此， 许宜依
旧每天保持着化妆的习惯， 希望能以一贯
清爽与干练的形象出现在职场。

与上一代相比， 这代年轻准妈妈的工
作环境、 生活观念、 审美取向都发生了较
大变化 。

“我身边就有很多职业女性， 她们并
没有因为怀孕而变得邋遢、 萎靡， 相反她
们始终保持着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缪佳认为，

当越来越多孕妇能以一种积极的形象出现
在公众视野中， 对于提升整体女性形象尤
其是怀孕女性形象是有潜在益处的。

但凡事都讲一个度， 过犹不及。 对美
的追求如果不是基于自信乐观的情绪， 而
是被所谓的 “审美定势” 捆绑、 掉入各种
消费陷阱， 那就另当别论。

试想一下， 如果一位孕妇在怀孕前就

钟爱?扮， 而当她怀孕后， 手机上依旧在不
断收到关于美妆、 穿搭的信息推送， 她会是
什么心情？ 正如一些学者所观察， 包括准妈
妈在内， 不少群体的消费需求并不是自然形
成的， 而是大数据 “算计” 的结果———在直
播带货、 大数据精准推送的推波助澜下， 一
些非理性消费行为背后隐藏的其实是压力。

缪佳坦言， 不少女性在怀孕后依然强烈
地感受到社会审美对她们苛刻的要求， 比如
“以瘦为美” 的不正确审美观念、 比如追求过
分精致的妆容穿搭等等， 如果准妈妈的审美
焦虑因此而生， 并形成一种风气， 那是十分
危险的。

不提倡孕妇化妆，这类
“次生灾害”很棘手

近十年来， 张琳也有一个明显的感受：

孕妇关注自我本体的比例高了。 爱美的孕妇
越来越多了， 这种现象应该如何看待？ 这位
医学专家介绍， 孕妇使用美妆产品， 有一?
分人是为了追求美， 但也有一?分人是出于
生理所需。 比如在怀孕后， 不少女性皮肤性

质改变， 有些油脂分泌旺盛、 有些油脂分泌
不足、 加之妊娠期皮炎等， 甚至还有痘痘发
到全脸化脓的孕妇。 面对恼人的皮肤烦恼，

很多准妈妈不得不寻求美妆产品的帮助。

“我们不提倡孕妇化妆， 主要担心的不
是产品影响胎儿发育， 毕竟外用药物致畸的
概率极低 ， 我们主要怕化妆引起 ‘次生灾
害’， 比如过敏。” 张琳说， 妊娠期女性的皮
肤性状、 机体免疫等均会发生改变， 以往常
用的产品也可能出现孕期不耐受的情况， 而
孕妇过敏很难处理， 既无法涂抹含激素的药
物， 也不能口服抗过敏药物。

因此， 张琳给出的建议是： 淡妆尚可，

浓妆不宜， 护肤环节做好皮肤保湿即可， 含
有美白、 抗皱等成分的护肤品应不考虑。 挑
选时可记住一个准则： 宝宝日常可用的正规
妆字号保湿面霜， 孕期一般都可用。

除了孕期使用的日常用品外，“吃什么更
好”也是准妈妈及其家庭关心的热点问题。

“怀孕期间要忌口 、 坐月子期间有禁
忌……这其中?分理念或许有科学依据， 但
更多的却是社会对女性身体的一种规训和塑
造。” 缪佳直言， 许多 “老法” 中关于孕期
禁忌并不以医学健康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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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锐进崛起
为中国网络文学带来“新蓝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20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作家和读者
均呈明显年轻化趋势，阅文集团新增网文作家中“Z世代”占比近80%

95后作家云中殿的 《我真的不是气运
之子》 仅在起点中文网一个平台， 便拥有
超百万粉丝量； “笔书千秋” 凭借 《召唤
至绝世帝王》 ?破00后作家当前连载作品
均订纪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昨天发布的 《2020年
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无论是作
家还是读者，年轻化趋势明显。光是去年阅
文集团新增网文作家中，95后 “Z世代”占
比近80%，一批新锐崭露头角；新增读者也
多是90后、00后，占比超六成。“网文已成文
学发展版图中愈发引人注目的?分， 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大众文学消费的主要方
式。”上海理工大学出版专业教授夏德元认
为，新作家群的崛起，是网络文学的源头活
水，也是网文生态繁荣的重要一环。在多方
产业联动深度赋能 IP版权运营的大环境
下 ，不少网文自带 “爆款体质 ”与 “粉丝属
性”，体现了文化创新的活力。

“一书成名”，年轻网生
代作家战绩不凡

为什么一些20岁出头的网络文学作家
能“一书成名”？《2020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
展报告》指出，相近的年龄层、成长经历和
兴趣爱好， 使得年轻网生代作家的表达更
易获得读者共鸣， 他们有着敏锐嗅觉和细
致的网络语言表达， 能更好地理解网络文
化与网络思维，懂得以“圈粉”和“埋梗”等
方式维持粉丝黏性和个人热度。

以仍在连载的人气作品《赘婿》为例，

小说通过主人公一路爽快晋级、奔赴梦想，

传递出小人物也能勇敢逆袭的励志精神。

跌宕起伏的情节中，男主角突破了以往“全
能型杰克苏”形象，他处处不按常理出牌的
性格，犀利的金句台词，带来密集的诙谐笑
点。加上同名剧持续升温，大大激活了该小
说的话题热度， 使其一度占据起点中文网

24小时历史畅销榜第一名， 原著日均阅读
人数提升近17倍。

事实上， 凭借戏剧化、 因连载需要的
类似章回小说悬念设置、 人物塑造类型化
等特点 ， 网络文学成了影视改编的香饽
饽。 比如， 近日收官的 《赘婿》 创下多个
收视高峰， 成为爱奇艺史上热度值最快破
万的剧集； 《斗罗大陆》 高人气背后是唐

家三少同名小说的忠实 “书粉 ” 追更 ；

《灵域》 《锦心似玉》 等热门影视剧也离
不开网络文学 “输血” ……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段怀清看来，

影视行业发展所需的故事内容， 仅仅靠职
业编剧去创作，显然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而
网络文学作品频频被影视化改编在某种意
义上代表着市场选择， 是一股不可小觑的
力量。青年作家张怡微认为，网络文学既是
广义上当代通俗文学的一?分， 也是大众
文化的醒目代表，自带传播符号。当网文为
影视业提供越来越多内容资源 ，“Z世代 ”

爱追爱写的网络文学，迎来了新机遇。

如今网文消费群体迭
代，00后占比超40%

    据 《2020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
告 》透露 ，目前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
到4.60亿，占网民整体的46.5%。 与网生代
作者“少年化”相匹配，网络文学的消费群

体也在迭代。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文学用
户中 “Z世代 ”占比近60%，其中00后占比超

40%。 年轻消费群体主导的网文用户呈现出
新面貌 ：他们易受兴趣内容驱动 、付费意愿
更强、更懂梗、爱互动、更爱衍生创作。

比如 ，在热衷表达自我的 “Z世代 ”用户
带动下，网文作品书评量持续提升。 仅以去
年阅文全平台为例， 累计评论量超100万的
作品达百余?，热门作品评论区聚集大量读
者讨论人物情节、猜测剧情走向。 譬如，《诡
秘之主》累计评论数超1200万条。

互联网语境下 ，读者也更愿意以 “社交
共读 ”的方式去表达互动 ，形成了虚拟书友
圈、角色圈、兴趣圈等丰富的垂直用户社区。

衍生文就是“Z世代”书粉喜爱的创作方式之
一 ，通过在原著架构下的延展和填补 ，与作
者“共创”，形成相互交融的“IP宇宙”。

譬如 ，在起点中文网搜索 《庆余年 》，除
了原作外，还有1322?相关作品，大多为《庆
余年》衍生之作，佼佼者如《庆余年之我是主
角》《开局出生在庆余年》等。 有学者认为，书
粉的衍生创作不仅是对原著的延伸，也是以

粉丝聚集效应为基础的IP“基建”，当用户乐
于与作家共同构建一个庞大的精神世界时，

既填补了网文IP开发的“真空期”，也为后续
开发提供框架参考，奠定基础。

此外，网文中的“角色”这一辅助创作功
能， 也让粉丝有机会直接参与作品塑造，在
互动中创建角色 、绘制同人画 ，自发制作与
书中人物配套的表情包，比如《诡秘之主》就
有约万名画师自发制作海量衍生作品。

这些无不激发出网络文学多维度的市
场潜能， 有利于充分挖掘作品的阅读价值，

延长作品的价值生命周期。 当网文的阅读趣
味受“95后”强劲的付费能力拉动，他们对作
品质量的高要求会“反哺”到内容创作中，促
进网络用户整体性的成长。

恰如报告所指出的，2020年是网络文学
的分水岭之年， 由此行业迈入精耕细作与创
新拓展并举阶段， 网文IP化探索也进入新阶
段。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年轻有朝气的作家及
用户群体、更蓬勃有活力的内容生态、更灵活
有动力的新型商业模式， 能为中国网络文学
带来“新增量”与“新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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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徐晶卉） 做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尖兵， 以科技创
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又迎来前沿科技发展的新引
擎。 日前，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和繁
星公益基金签署捐赠协议， 设立 “浙
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繁星科学基
金 ”， 支持 “计算+” 创新实验室建
设， 推动浙江大学在生物、 医疗、 农
业、 食品等多领域交叉方向展开基础
研究及前沿探索。

据悉， 繁星公益基金由拼多多创
始人、 浙江大学校友黄峥及拼多多创
始团队发起并捐赠成立， 致力于在生
命科学、 农业科技、 食品安全和医疗
健康等领域作出社会贡献， 重点关注
前沿技术和基础科研方面的探索。 基
金取名 “繁星”， 源于画家文森特·梵
高的一句话： “我不知道世间有什么
是确定不变的， 但我只知道， 只要一
看到星星， 我就会开始做梦。”

3 月 17 日， 拼多多发布 2020 年
四季度以及全年财报。 同日， 黄峥发
布 2021 年度致股东信， 宣布董事会
已批准其辞去拼多多董事长职位。 黄
峥表示， 辞任后将专注于食品科学和
生命科学领域， 为拼多多未来十年高
速高质量纵深发展探索新空间。 他举
例展望了自己将长期致力的科研领
域———通过对农产品种植过程方法的
控制， 探索对马铃薯、 番薯、 西红柿
等潜在的有害重金属含量进行有效控
制， 同时对其可能有的、 有益的微量
元素进行可控的标准化提升等。

作为第一期资助， 繁星公益基金
将在未来 3 至 5 年向浙江大学教育基
金会捐助 1 亿美元， 用于 “计算+生
物医疗” “计算+农业食品” 和 “先
进计算” 三个创新实验室的科学研究
项目， 首批项目包括 “超大规模实时
图推理机研究” “重大脑认知障碍的
闭环调控研究” “肿瘤免疫新抗原研
究” 等。

充分激发作为新型研发机构的创
新动力和活力， 这种跨地域的基础前
沿技术合作， 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背景下守正创新、 探索未来的良好示
例。 去年 6 月， 上海市政府与浙江大
学合作共建新型研发机构浙江大学上
海高等研究院 （高研院）， 致力于基
础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造集
“计算+” 全球人才引育高地 、 交叉
学科研究范式创新引擎和长三角创新
创业生态圈于一体的重大科创平台。

市校双方将立足各自优势， 围绕重点
区域开发、 新兴产业发展， 推动人工
智能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让更多创新
成果在上海、 在长三角加速转化。

拼多多方面表示， 接下来会继续
推动将高精尖农业数字化技术带入国
内落地， 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 真正
普惠农民，创造实实在在的社会价值。

“海上启航地”主题邮品首发
本报讯 （记者张晓

鸣）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 讲好红
色航运故事， 重温难忘
历史， 上海航海邮局前
天以“海上启航地”为题
材发行了主题邮品。

1919 年 3 月 17

日， 第一批由海路赴法
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乘
船 从 上 海 启 航 ， 到

1920 年 12 月， 约有 20

批 、 1800 多名赴法勤
工俭学的学生从上海乘
船出发， 他们怀揣追求
真理的梦想， 从黄浦江
畔远渡重洋， 踏上了赴
法求学之路。

上海航海邮局此次发行的主题邮品以红色飘带为背景， 以
轮船舵轮为主图， 并配有 “海上启航地” 主题字样， 意在挖掘
红色文化， 让更多市民了解启航之路。

上海将开通直飞重庆武隆航线
本报讯 （记者付鑫鑫） 昨天， 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政府在

申城举办 “上海—武隆” 航线开航媒体见面会暨武隆旅游推介
会。 3 月 28 日起， 上海至重庆武隆仙女山机场开通航线， 上
海市民可直飞武隆仙女山景区， 近距离感受 “自然的遗产， 世
界的武隆” 的独特魅力。

据介绍 ， 武隆是全国少有的同时拥有 “世界自然遗产 ”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国家 5A 级
旅游景区” 四块金字招牌的地区， 仙女山、 天生三桥、 芙蓉洞
等景区享誉中外， 被称为 “世界喀斯特生态博物馆”。

“上海—武隆” 航线由春秋航空执飞， 每周飞行 4 班， 班
期为周一、 周三、 周五、 周日， 目前已开放购票通道。

■本报记者 许旸 实习生 江玉娇

“海上启航地”主题邮品。

①根据网络小说《庶女攻略》改编的《锦心似玉》剧照。

②③根据同名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赘婿》和《斗罗大陆》海报。

①

②
③

制图：冯晓瑜

这些了不起的青年让世界看见中国无限未来
（上接第一版） 《创新中国》 其中一集
讲述了裴端卿团队震惊世界的研究结
果 ： 2013 年 ， 他们用尿液在小白鼠体
内培育出了人类的再生牙齿； 2015 年，

他们又宣布发现了细胞在结构上 “返老
还童” 的关键机制。

更多时候， 这些 “最强大脑” 的脱
颖而出， 与其说是一个人、 一群人的智
慧在闪耀星芒 ， 不如看成 ， “最强大
脑” 中蕴含的是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

变不可能为可能的蓬勃力量。

《创新中国》即向观众展示了科学家
们改变中国的“进行时”。邓自刚，西南交
大博导，他的研究只有一个目标：让中国
高铁的时速冲向1000公里。他相信，更多
的技术创新一定能让“中国制造”在世界
轨道交通的未来再次走在前列。 陆朝阳

团队正在探索的， 是在计算机CPU已被
逼至物理极限的条件下， 如何利用量子
世界特有的规律， 不断提升光量子计算
机的运算速度。一旦成功，几十万年的运
算时间将只在转瞬几秒间。 魏思领导的
“超脑小组”， 已将人工智能中的语音智
能做成了“全球无敌”。 由他们研制的科
大讯飞翻译机能让只懂中国方言的老年
人也无交流障碍地走遍世界。 美国一家
杂志评价这项创新：“上帝用一座 ‘巴别
塔’阻碍了人类的交流，但中国人正在用
语音人工智能，推倒这座‘巴别塔’。 ”

观看由五洲传播中心联合哔哩哔哩
与美方共同制作的纪录片《智慧中国：前
沿科学》，如同走进了将至未至的科幻世
界。 中国在人工智能、航天航空、生物技
术、光电芯片、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

等硬科技领域的创新成就被一一展现在
面前。《开年演讲》的表现手法虽不同，运
用的是科学家个人演讲的形式， 但别具
一格的“当事者说”，带着个体的记忆与
温度，向世人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的骄傲。

以青年科学家视角，
看见面对人类共同难题时
的“中国骄傲”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 科技创新是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在审视
这些视听节目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思想之光时刻闪烁。

纪录片《创新者的处方》由“苹果之
父”乔布斯的病情切入。 当年，这名改变
智能手机世界的人物罹患神经内分泌肿
瘤，因缺乏有效药物不治身亡。从这个意
义上看， 研发出一款攻破神经内分泌肿
瘤的新药，具有人类命运层面的价值。该
片镜头对准了上海张江药谷中一款抗肿
瘤新药的研发， 将中国科学家如何与临
床医生乃至患者通力合作， ?破神经内
分泌肿瘤治疗困境的过程仔细讲来。 在
主创看来， 这是中国科学家立足中国患
者、 不断强化本土自主研发新药的科研
成果， 同时也折射着中国为世界级难题

贡献“中国方案”的担当和骄傲。

展开 《智慧中国 ：前沿科学 》，类似
“大国担当”的隐藏线索也呼之欲出。

第一集《守护地球》，顾名思义，着眼
于世界，关注人类共同的课题。跟随主持
人的脚步，为了给粮食安全、能源短缺、

生态保护等问题寻找解决方案， 中国科
学家的研究让人惊艳：高产、优质、多抗
的绿色超级稻， 可以在众多恶劣环境中
生长， 甚至能存活于无水环境；“超级镜
子发电站”———敦煌100兆瓦熔盐塔式光
热电站矗立戈壁，为全球规模最大，年发
电量达3.9亿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天
地空”监测系统，让曾濒临灭绝的东北虎
有望在中国再次繁衍生息； 星地量子通
信网络， 为我们的个人数据建起无法破
解的保护网……

而在第二集《星际探秘》和第三集《仰
望深空》中，可重复使用的太阳能电池板、

月球岩石3D?印技术、自给自足的生命保
障系统“月宫一号”、提供无尽能源的“人造
太阳”托卡马克装置、郭守敬望远镜、FAST

射电望远镜、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GECAM

等技术、装置背后，无不是中国科学家为人
类离开地球、 寻找生命新空间进行的一系
列科学实验与研究。

徐颖在 《开年演讲》 中有段话让人印
象至深。 她提到， 在2020年7月31日北斗
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后， “北
斗 ” 终于完成了整个系统的建设工作 ，

“开始正式向全世界人民提供服务， 真正
地从中国的 ‘北斗 ’ 变成了世界的 ‘北
斗’”。 此话， 也是中国科学家共同的情怀
与担当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