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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启事

李慧女士：2023年11

月 16日是我们结婚十周

年的纪念日。与你相守的

第一个十年幸福而快乐。

谢谢你给了我美满的婚姻

与家庭。未来的日子愿一

直这样携手走下去。我爱

你！永远！

你的丈夫：包铭杰

♥♥

承认派

“脆皮”是多种因素的叠加

“脆皮”原是电子游戏中形
容“血条少，容易死”的角色。
如今，放到大学生身上竟十分
贴切——运动较少，睡眠不足，
作息不规律等时常引发隐性身
体疾病，像不定时的炸弹诱发急
性病状。在他们看来，别人眼中
的那些不可思议的“脆皮”表征，
也实则各种因素的叠加使然，而
情况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

晓菡是松江大学城的一名
大三学生，最近一个月里她频频
进出医院，“最近是因为一只耳
朵坏了，前段时间是膝关节囊肿
去拍片，再早一些是偏头痛得厉
害，开了一些药。”

晓菡所学的是中外合办类
专业，经常需要熬夜写澳方学校
的课程作业，长期睡眠不足使得
气色不佳。前段时间，在考研与
留学的双重压力下，朋友们时常
能够看到她恹恹地坐在图书馆
写论文作业。“我觉得精神状态
占更主要的因素，我会因为压力
大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倒
霉’的事情就接踵而至了。”晓菡
认为，各种因素叠加，容易让身
体产生警钟，“可能也是阶段性
的反映吧，倒也不是说自己一贯
这么弱不禁风。”晓菡说道。

“脆皮”事件的发生是个人
因素和意外事故叠加的结果，而
前者更占主导。当身体素质与
精神状态都占下风时，抵御意外
事故的能力自然会下降。嘉欣
同学认为，“脆皮大学生”由来已
久，只是近期才受到社会广泛关

注。中学时代课业压力大，“做
题家”缺乏锻炼；到了上大学依
然睡眠不足、运动量少，各方压
力下情绪也得不到释放，再碰到
一些意外事故，自然将积久的症
状诱发出来。

“我的朋友说我是‘淬火大
学生’，因为我总是把日程排得
很满，像特种兵一样学习生
活。”嘉欣是两个学生组织里的
骨干，社团工作与学习生活无
缝衔接，课多的时候经常会忙
到凌晨。刚进入大学时她经常
被突如其来的工作弄得手足无
措，在这样的高压状态下，骑车
磕磕碰碰、走路容易摔跤、出去
旅游就水土不服，“脆皮”般的
身体自然找上门。

在适应的过程中，她找到
“脆皮”的多方根源，从日常生活
开始改变。她每周都会定期进
行3到4次运动，长跑、游泳、自
行车拉练样样不落下。通过自
律淬炼自身，以抵御生活中偶然
发生的意外事件。

否认派

哪有如此不堪，更多是自嘲

当下，许多人上网更多的是
为了娱乐消遣。部分网络博主
为迎合热点，吸引眼球，故意夸
大事实，将“脆皮大学生”描述成
粗心、生活经验不足、不在乎身
体健康等，原本最具青春活力的
这批年轻人，和弱不禁风挂上了
钩，当代大学生们的身体素质被
戴上了许多有色眼镜。

“比起‘脆皮’，我更喜欢‘铁
皮’这个称号。年轻人打不倒弄不

死，一颗坚定的心比铁还硬——
来自一个坐了18小时火车硬座
的大学生。”网上一条留言写
道。和“特种兵”一样，据记者了
解，年轻人更愿意用这种带有一
定自嘲的方式火出圈，由此形成
了“脆皮热潮”“脆皮铁皮大讨
论”等热议话题。

与此同时，公共社交媒体
让年轻人乐意向大众展示自己
的生活，脱口秀般讲述“脆皮事
件”，常常引发许多点赞与共
鸣，这也让很多人对“脆皮”深
信不疑。

刚刚上大一的小珂同学经
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日常，有一
段时间她认为自己很“倒霉”，每
天都会在朋友圈调侃发生的倒
霉事件。“后来才知道，我也是脆
皮大学生。”小珂告诉记者，“虽
不至于三天两头进医院，但也时
常闹一些小病痛。”

不过，一顿朋友圈输出过

后，小珂依旧投入正常生活中，
一天前她参加了学校的秋季运
动会，“在备战运动会期间，我会
定期进行运动训练，感觉身体素
质好了很多。”从运动场出来的
小珂活力满满。

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态度，
简单地为他们贴上标签可能会
以偏概全。

即将毕业的琳琳认为，网络
调侃中更多是自嘲，要从更深处
认识大学生这一群体。“网上部
分说辞有夸大之嫌，真实事件仍
在少数。尤其是污名化大学生
的行为并不可取。”她正在参与
一家社交网站推出的坚持做
《100件恢复能量的小事》并做下
记录，到现在已经打卡过半数，

“期待从身体锻炼到修身养性，
让自身变得更加强大。我希望，
自己进入职场后，让职场前辈知
道我们大学生实际上是一个十
分有韧性的群体。”

在特种兵和脆皮大学生之间反复横跳

这届大学生真的“脆”吗？

走着走着腿瘸了；睡了一觉颈椎坏了；太
激动了，心律直接飙到二百；刷短视频憋笑，鼻
动脉裂了，血止不住被送到医院……

上半年还在各地做旅行“特种兵”，下半年
就收到一长串病例单，这是当代部分大学生的
写照。一群还没进入社会的年轻人已经有了
垂垂老矣的身体，同时又笑着为自己取了一个
新外号——“脆皮大学生”。

大学生们真的就“脆皮”了吗？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实习生 李蕙兰

为了帮助大学生摘掉“脆

皮”的名号，最近，不少大学生

群策群力推出花式“自救指

南”“充电手册”。

复旦大学团委官方公众

平台“团团在复旦”昨天推

文，邀请“脆皮大学生”进来

加满能量。适当运动，健康

饮 食 ，规 律 作 息 ，情 绪 稳

定。是最为核心的四大法

宝。《自救指南》专门提及，

“心理问题躯体化对于健康

有很大的影响，压力较大、

情绪激动导致的过呼吸，紧

张、焦虑情绪导致的肠胃应

激、皮肤病……良好的情绪

管理对身体有很大好处，避

免情绪的大起大落，尽量保

持稳定，让身体也维持在一

个平和宁静的状态。”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官方

微信公众号的小编们，从学校

学生视角出发，展示了各色充

电方式：在学生社区咖啡馆的

温馨环境中学习，为知识续

航；感到疲惫的话，就来体育

馆恢复活力；饭后“续约”食

堂，再充会儿电。

上海师范大学学生工作

处视频号就此话题进行街头

采访，引发一系列讨论同时

也总结几点建议。“建议更多

同学考研养成一个爱健身、

爱运动的习惯。”一名来自退

役军人学院的同学表示，有

过两年服役经历的他身体素

质过硬。

针对 学 期 内 定 期 的 体

测，华东政法大学团委送出

“干货宝典”：立定跳远落地

时稳住重心，小心摔倒；跑

步时前脚掌外侧落地；仰卧

起坐一定要抱头以手肘碰

膝……

狂欢、自嘲和热梗之外，

大家即刻行动起来，让“脆皮”

变身坚实的铠甲。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团委书记薛泽林对于“脆皮大学
生”的现象不禁莞尔。他首先指
出，这是当下的一种文化现象，
有一种年轻人“文化认同”的属
性。事实上，文化现象并不一定
是社会现实，公众更要理性看待
而不是完全被带入其中。

当下，许多年轻人上网更多
的是为了娱乐消遣，年轻人更
愿意用这种带有一定自嘲的方

式来蹭热点，由此形成了一股
“脆皮热潮”。新词的层出不
穷，大家对于热词的吹捧恰恰
也反映了年轻人的活力。另一
个层面，“脆皮”确实也一定程
度地反映出当代青年人身体素
质下降，或者说是感觉到“力不
从心”的现象。各方压力加上
普遍以“静态”动手指、玩手机
的方式参与娱乐，会导致年轻
人缺乏必要的体育锻炼，久而

久之在身体上有所沉积和反映
出来。

即便如此，薛泽林仍然坚
持，公众大可不必过于担忧这样
的青年群体，“就像每一个代际
看下一个代际总觉得‘不太行’，
实际上，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自
己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现在00后
大学生。”

从对策建议上面，薛泽林认
为，针对年轻人户外活动较少，

上海的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建
议要有更多的配套运动设施。
在大学课程、社团活动中可以加
大体育课程、活动范围和力度，
尤其要留下空间给年轻人组织
开展他们自己喜欢的体育娱乐
活动，让大家切身参与到线下活
动中来，提升和加强自身的身体
素质。另外，公众也要理性看待
文化现象，不要习惯性地给年轻
人贴上标签。

网络截图

《脆皮大学生
自救指南》来了

文化现象不等同社会现实，自我督促乐见其成[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