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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将人们“隔离”在家中，但生

活中的互动交流并没有因此止步。很多年轻

人选择了用 Vlog 记录自己的生活，不少武汉

的年轻网民，把自己居家隔离的生活场景拍成

Vlog，放在网上与网友分享。还有当地医务工

作者、志愿者记录战“疫”的 Vlog、记录集中隔

离点生活的 Vlog、记录复工复产的 Vlog 等。

这些视频都得到了大量关注，关心武汉疫情发

展的人们通过 Vlog为武汉网友打气加油。

90后和 00后已经沉浸在 Vlog创造的世界

与 新 型 社 交 方 式 中 。 Vlog 是“ 视 频 播 客 ”

（Video blog）的简称，其构成要素可以总结

为，用第一人称叙述、有完整的故事、由个人创

作剪辑、非虚构等，形式类似移动微视频与电

视纪录片的结合，是网友记录生活、表达思想

的一种形式，也被官方媒体、商业媒体所借鉴。

从传媒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看，媒体从文

字、图片发展到声音与视频，一直走在不断追

求画面感，不 断 趋 近 身 临 其 境 现 场 感 的 路

上。试想曾写下“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

奴不出门”的诗人陆游，如果穿越到今天成为

Vlog博主，很可能对着镜头打招呼：“哈喽！大

家好，今天实在太冷，我在家裹着毯子烤着火吸

着猫……”看，Vlog比一般短视频更真实，更有

纪实与记录感，更多是生活的日常表达。

不可否认，日常生活议题也有它的传播价

值。许多人把自己旅游、逛街、吃饭事无巨细

都记录下来，虽然流于大众、繁琐、平庸，但是

内容精华稍加提炼，表现形式略加修饰，再加

上自我表演与自娱自乐，就体现出博主对普通

生活和人性的洞察视角，能够给日常生活赋以

打动观众的趣味性、思想性和艺术性。更进一

步，这种自带光环的“自我中心主义社交”已不

囿于看与被看的情境，更获得“陪伴”与“分享”

的相互需求。

当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蔓延为全球疫情时，

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因此每一个人都

成为利益相关方，无论身处疫情中心与否，人

们都会本能地密切观察疫情发展，渴望以一己

之力为战“疫”做些什么。那些内心善良热情

的草根大众拿起简单的摄录设备，用真实粗粝

的镜头拍摄居家日常隔离、外出采购、探访疫

情一线等方方面面。这是带有个人化色彩的

宏大主题，当然具有传播价值。

从社会心理角度看，越是近乎原生态、未

经滤镜修饰的真实生活，越能激发人们的窥探

心理。如果这一理论成立，把私人空间置于公

共视野的聚光灯下，就能够收获观众的认同与

分享的满足。在这里，真实感是第一位的。

Vlog 拍摄者用第一视角生产内容，蒙太奇式

画面剪接，情节设计自然流畅，忽略繁复后期

包装，更像是绘画中素描和速写的手法，这种

真实的镜头更具有感染力。

社交媒体打破了地理限制与社交圈层，既

是信息集散交换平台，又是情绪酝酿和释放的

场所。从这个意义上说，Vlog 呼应了媒体发

展传播高速化、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潮流，让人

们能够第一时间掌握疫情信息。在战“疫”中，

社交媒体上的真实信息，特别是 Vlog 带来的

现场感，有助于缓解谣言给公众带来的困扰。

比如武汉“封城”后，有 Vlog 博主对于公共场

所的实地探访，就加深了人们对疫情防控的认

知，某种程度上消除了人们的恐惧心理。

瑕不掩瑜，Vlog 内容缺乏深度、过度表

演、叙事流水账等天生缺陷，并不妨碍 Vlog在

疫情中表现出来的现实意义。普通民众担任

Vlog 传播者和讲述者，以真实性的呈现对抗

谣言和恐惧，起到了重要的社会心理调适作

用；“围观者”通过点赞、转发和评论参与，也传

播了防疫知识，增强了战胜疫情的信心。可以

说，Vlog 呼应了时代发出的信号，时代也赋予

了 Vlog特殊意义。

疫情下的Vlog：
是真实的记录，更是温暖的社交

陈 曦

被称为“太阳女王”的玛利亚·泰尔凯什是

匈牙利人，1900 年 12 月 12 日生于匈牙利首都

布达佩斯。她从小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高中

的学业成绩优异，她对太阳能的兴趣也是萌发

于高中阶段。

后来，她就读于诞生过 5位诺贝尔奖得主

的布达佩斯大学，1920 年获得物理化学学士

学位，1924 年获得物理化学博士学位。毕业

后在该校做了一年讲师。1925 年，她去美国

走访担任匈牙利驻美国克利夫兰领事馆领事

的一位亲戚。在此期间，克利夫兰临床基金会

给她提供了一个生物物理学家的位置，请她研

究生命体产生的能量。她接受了这个邀请，决

定办理移民美国的手续。

然后，她在克利夫兰临床基金会的著名外

科医生乔治·克里尔的指导下工作了 12 年。

在此期间，她协助导师开发了记录脑波的光电

器件。

1937 年，泰尔凯什成为美国公民。也是

在这一年，她成功应聘到威斯汀豪斯电气公

司，担任科研工程师。在这里，她开发出了将

热能转换为电能的器件。三年后，她来到麻省

理工学院工作，参与其太阳能转换项目。二战

期间，她被校方派到美国科学战略家范内瓦

尔·布什创办的美国科学研究局（OSRD）工

作，那时她参与开发一种供军方使用的太阳能

蒸馏装置，其功能是将海水转化为可饮用的清

洁淡水，使被困在海上的军人得以生存。期

间，她评上了麻省理工学院冶金学学科的科研

副教授。

结束了在 OSRD 的工作后，泰尔凯什又

回到麻省理工学院工作。此时，她与建筑师埃

莉诺·雷蒙德一道设计建造了“多佛太阳屋”，

这是美国第一所完全靠太阳能供暖的建筑，太

阳能供暖系统正常运行了两年半之久。在此

项目中，她发明了用芒硝来储热的新技术。由

于这项成果，她 1952 年获得了“女性工程师学

会成就奖”，是该奖项设立后的第一位获奖者。

1953 年，她来到纽约大学工程学院，建立

了自己的实验室，继续开展太阳能研究。她觉

得，穷国乡间的很多孩子要辛辛苦苦地捡柴

禾，家里才能生火做饭，太不容易了。于是，她

向福特基金会申请到了 4.5 万美元的研究经

费，以开发一种供穷国百姓使用的太阳能炉

灶。后来，她研制的太阳能炉灶能实现 350 华

氏度（约合 177摄氏度），这个温度就可以烤面

包了。这个太阳能炉灶还可以用来快速烘干

收获下来的多种农产品。

此后 8 年，她担任一家公司的设计师，开

展隔热包装材料的设计。她研发的隔热材料

应用于包括阿波罗登月计划在内的多个重大

项目。1963 年，她成为另一家公司太阳能实

验室的负责人。

1969 年，已经 69 岁的泰尔凯什来到特拉

华大学能源转换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在这里，

她设计建造了又一个完全依赖太阳能的建筑

“太阳能一号”。在此期间，她还参与了一个空

调系统设计项目，该系统的原理是在夜里储

冷，第二天再将凉气释放出来。

泰尔凯什辛勤工作一生，总共拥有 20 项

专利。1977 年，泰尔凯什获得美国太阳能学

会颁发的“查尔斯·格里历·阿伯特奖 。同年，

她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建筑研究顾问委员会

颁发的终生成就奖。2012 年，她的名字进入

“国家发明家名人堂”，以表彰她为“国家福祉

和科学进步”作出的贡献。

她曾说过，“阳光迟早会被用作能源，那还

等什么？”

“太阳女王”玛利亚·泰尔凯什——

阳光迟早会被用作能源

位于北京中轴线的景山，高约 43 米，

曾是明清时期皇家游幸之地，清代还成为

停放梓宫的场所，辛亥革命后，这座皇家

禁园于 1928 年对外开放。作为北京市中

轴线上的一座土山，除了营建特色之外，

景山还有着诸多的历史文化关注点，而其

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其称谓的多样化。

在历史上，景山曾有多个称谓，如“青山”

“镇山”“万岁山”“煤山”等。

事实上，景山并无“青山”称谓一说。

在元代，北海琼华岛的小山又被称为青

山 。“ 青 山 ”是 蒙 古 语 ，意 思 为“ 绿 色 的

山”。之所以被称为“青山”，是因为这个

地方树林葱郁，景色优美。而据《元史》等

文献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在秋冬季节多次

居住并开展国事活动，其主要原因与青山

的优美环境有关。

另外，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于至

元十二年到至元二十八年在中国定居，他

在《马可波罗行纪》里记载了青山具有“山

树、宫殿构成一色”的优美环境。由于不

懂汉语，他在著作里将青山描述为“绿色

的山”。继马可·波罗之后，意大利传教士

鄂多立克也来到了中国，将元代北海青山

准确地描述为“位于宫城之外，景色宜人，

君王游乐时无需离家”，并亦将其翻译为

“绿色的山”。由上述分析可知，“青山”为

元代对北海琼华岛的称呼。

景山主峰在明朝由人工堆土形成，

当时被称为镇山。明永乐年间，朱棣下

令拆除元代皇宫，并在其基址之上营建

紫禁城。其间，朱棣下令将拆除旧宫的

废 砖 、开 挖 护 城 河 的 泥 土 ，在 紫 禁 城 的

北面堆成一座土山，并命名为镇山。这

座土山之所以被称为镇山，主要是为了

镇 压“ 元 朝 的 王 气 ”。 在 我 国 古 代 历 史

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任何新的朝代建

立后，其建造的宫殿均建造于拆毁的旧

皇城宫殿遗址上，并利用“镇物”来灭前

朝的王气，以达到前朝永世不得翻身的

目的，镇山就是镇物之一。

景山在明代被称为万岁山，北海琼华

岛在元代亦被称为“万岁山”。元末文学

家陶宗仪在其著作《南村辍耕录》卷一、卷

二十一均记载了中统三年，忽必烈下令对

琼华岛上的建筑进行修缮，并于至元八年

将琼华岛改名为万岁山的相关内容。另

据明代北京方志《春明梦余录》卷六记载，

“万岁山”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十一日添

牌。这是“镇山”改称为“万岁山”的较早

记载。此后的文献记载中，“万岁山”均指

紫禁城北面的土山。如《日下旧闻考》卷

三十五也明确指出，金元时期的万岁山在

紫禁城的西边，而明代的万岁山，在紫禁

城的北面，二者不可混淆。

景山在明代又俗称为煤山。明代官

员刘若愚所著明宫廷杂史《酌中志》卷十

七载有万岁山俗称煤山的内容，并认为

煤山实际上由土渣堆积而成。清代官修

北京史志文献资料集《日下旧闻考》卷三

十五载有“万岁山嘉树葱郁，鹤鹿成群，

俗称煤山”。清代官员宋起凤在所著《稗

说》卷四亦载有“万岁山又名煤山”的说

法，指出万岁山位于紫禁城的北面，并非

自然形成的山，而是由土堆积而成。关

于“煤山”名称的来源，据明朝文学家沈

德符所撰《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记载，

其主要原因在于民间相传山下埋了很多

石 炭 ，作 为 京 城 突 然 封 城 时 的 备 用 燃

料。而实际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和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联合组成的元大都

考古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对景山进

行了考古发掘，发现景山位置是元大都

后宫遗址的一部分，景山则是由土渣堆

积而成，下面并无煤炭。

景山在清代由万岁山改名而成。据

《清史编年》第一卷记载，顺治十二年六月

初四，顺治帝下令将皇帝的宫禁命名为紫

禁城，将紫禁城北面的山（万岁山）命名为

景山。分析认为，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

经》之《国风·鄘风·定之方中》载有“望楚

与堂，景山与京”，此处的“景山”寓意高大

的山脉；另乾隆御制《白塔山总记》载有

“宫殿屏扆则曰景山”，此处“景山”寓意皇

宫的屏风。由此可知，“景山”的命名与护

卫紫禁城的高山相关。“景山”这个名称一

直沿袭到今天。

尽管景山的称谓多样，但景山的营

建，在建筑规划学、运筹学、地理学等方面

均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从建筑规划学角

度来看，景山位置在老北京城中轴线的中

段位置，其利用废砖土渣巧妙地堆积成明

代北京城中心最为突出的璀璨明珠，是我

国古代建筑规划史的一项杰作。景山为

老北京中轴线上最高的建筑，不仅弥补了

中轴线建筑布局过于单调的方式，将北京

城点缀得更加壮丽，而且形成极佳的视

点。站在景山之巅，可南望壮丽的紫禁

城，北眺中轴线上的钟楼、鼓楼，西观北海

白塔，京城美景一览无余。

从地理学角度来看，我国的黄河流域

处于北半球亚热带季风气候最为显著的

地区，冬季在亚洲大陆西北内部形成高气

压，有长达数月的偏北寒风，夏季则多刮

南风。在这种地理条件下，位于紫禁城的

北面的景山犹如一道巨大的天然屏障，在

冬天阻隔了北风的侵袭，有利于紫禁城古

建筑的御寒，在夏季对紫禁城古建筑群的

通风亦不构成明显影响，因而体现一定科

学性。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北京景山的那些“曾用名”

周 乾

紫禁城北望景山 周乾摄

近 日 ，一 则 网 上 有 人 卖“ 钟 院 士 手

办”的消息，引人关注。据报道，附有图

片 和 视 频 的 网 售“ 白 衣 天 使 钟 南 山 ”手

办、模型，贵的甚至近万元。有卖家称这

些手办模型是纪念版，数量不多；还有卖

家透露订单多得仓库都忙不过来。这样

的消息令人心情颇有些复杂。

玩 偶 手 办 通 常 是 年 轻 人 喜 欢 的 物

件，因此热销的产品往往是二次元角色、

动漫英雄。很难想象，如果不是这次疫

情，会出现钟南山的手办并热销。这也

从侧面印证了当下年轻人中，其实有不

少人还是崇拜、尊敬像钟南山一样的科

学家，科学家精神正在无形中影响着几

代人。

但是,“钟院士手办”如此畅销,他本

人知道吗？当被媒体问及这些模型是否

获得过合法授权时，卖家坦言“没有”。

84 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以及广大医

务人员，奔赴疫情重灾区武汉，站在疫情

防控第一线。他们以高尚的医德，精湛

的医术，人气不断高涨，收获了一大票各

个年龄段的粉丝，受人尊敬。可以说，钟

南山等抗疫战士，俨然已经成了新一波

网红，成为时下的全民偶像。向他们表

达感激之情、敬仰之意有很多种方式，但

侵犯他人肖像权乃至以此牟利，绝对不

在其中。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事本身没什么

坏 处 ，没 必 要“ 小 题 大 做 ”。 其 实 不 然 。

公民享有的肖像权是一项基本权利，如

为某种所谓好的结果，就跳过该有的程

序，甚至可以不择手段，那恐怕也无法实

现完整意义上的“好结果”；再者，商家做

“钟南山”手办，主要是基于利益考量，打

着致敬的旗号行侵权之事，不能因其做

的手办是抗疫战士就合法。

抛开法律层面来说，一位 80 多岁的

老人在抗击疫情的一线拼命工作，为国

家和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受到了人

民群众的崇高敬意，成为大家心目中的

战士。商家利用他的名气和影响力中饱

私囊，这是对无双国士的不尊重。

“钟院士手办”的出现，关乎法律问

题 和 社 会 道 德 问 题 ，但 又 远 远 不 止 于

此。钟院士等人和他们所具有的科学家

精神被尊敬和推崇，但其形式不能局限

于手办这样的“萌化商品”。

国家相关部门都在严厉打击这些违

法行为，但是个人的力量也很重要——

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正确的“英雄观”，

并积极举报和抵制此类侵权行为，毕竟

没有利益的浇灌，这种违法行为也就没

有滋生的土壤。我们的抗疫英雄已经够

辛苦了，他们的名誉和权益理应由我们

共同去维护。

钟南山手办？这种二次元致敬不要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