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义上的虚拟偶像，指的是用数字形式
呈现的艺人。说道虚拟偶像，不得不从二次
元文化开始讲起，20世纪80年代后，二次元
文化从日本进入到国内后得到了长足发展。

二次元是指由动画、漫画、游戏、小说
组成的二维平面虚拟世界。二次元用户对未
来的探究充满着乌托邦色彩，而对自我的探
究又激发起生活的热情。这些构成了二次元
文化重要的精神内核。

据艾媒咨询的调研数据显示，2019年中
国二次元用户规模约为3.32亿人，预计2021
年将突破4亿人。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随着二次元文化
的泛化发展，用户规模将持续增长。与此同
时，其主力用户群体Z世代 （Z世代是美国
及欧洲的流行用语，指在1995~2009年间出
生，受到即时通讯、短讯、MP3、智能手
机、平板电脑等科技产品影响很大的一代

人）经济逐渐独立，消费能力随之增加，二
次元产业的商业价值不断被抬升。

受益于社会科技进步，虚拟现实技术与
二次元文化也催生了虚拟偶像的发展，虚拟
偶像的诞生正逐渐改变传统人们对偶像的认
知。2007年虚拟偶像“初音未来”的出现，
很快引爆了粉丝经济效应。

2019 年 11 月，环球网发表的一篇文章
显示，“初音未来”的全球粉丝量已超过 6
亿。2015年，“初音未来”首度来到中国举
办演唱会，创下VIP门票两秒售罄、全部门
票 8 秒售罄的佳绩。2017 年，“初音未来”
连续第三年举办中国演唱会，现场开放官方
限定商品售卖，总销售额高达160万。“初音
未来”带来的经济效益不仅仅是演出的门票
销售，还代言了包括游戏、时装、汽车、生
活用品等多个领域的众多知名品牌。2015
年，索尼邀请”初音未来”代言发售订制款
耳机 MDR-1A；2016年，联合利华旗下的
力士在日本找来了虚拟偶像“初音未来”和
好莱坞女星斯嘉丽·约翰逊一起拍摄广告；
2017 年，小米手机和”初音未来”一起合
作，推出红米 Note 4X“初音未来”限量

版；2017 年 8 月，盛大游戏公布“初音未
来”为新推手游“神无月”的全次元形象代
言人，其中仅在游戏领域，“初音未来”每
年就实现上亿美元的盈利。

2018年11月4日，日本宅男近藤显彦宣
布，与虚拟偶像“初音未来”结婚并举行婚
礼，绝大部分人都无法认同近藤显彦与一个
虚拟人物结婚的这一行为，包括他的母亲都
不支持，这一疯狂的举动轰动全球。但出人
意料的是，“初音未来”的众多粉丝也纷纷
对他们的婚姻表示支持，并为此绘制了很多
可爱的漫画作品。

在津津有味地谈论此事时，也不妨回忆
一下我们是否也有类似的经历，例如，年少
看《机器猫》时就希望自己也拥有一个无所
不能的机器猫，甚至想在未来的某一天它就
可以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女孩子们看了

《花仙子》就想自己也拥有一个可以随时变化
出各种形态的美丽胸针。长大一些后，我们
通过阅读了更多的文学作品后，有了更多行
侠仗义、改变世界、穿越未来的梦想。这些
梦想始终陪伴着我们成长过程，明知无法实
现，但还甘之如饴。虚拟现实技术使只存在

想象中的完美形象，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
来，给与人们在现实中无法给予的心灵抚慰。

近几年，国内的国产虚拟偶像发展迅
速，如洛天依 （国内虚拟歌姬的代表）、叶
修 （网游小说 “国民级”IP）、琥珀虚颜
（“AI虚拟生命”代言人）、MOMO酱（横
空出世的抖音红人）、虚拟珑娘 （新一代电
竞女神）、安菟 （国内首个虚拟偶像团体）
在快速吸引大众追捧和关注的同时，也在潜
移默化改变着消费者对传统偶像的认知。

对比传统偶像，虚拟偶像可以融合各方
面优点于一身，不同角色的可塑性更丰富，
没有丑闻、不会和经纪公司冲突等方面远远
优于传统的偶像。在当下，一些人一味追求
物质生活而忽略精神生活，这时出现的虚拟
偶像无疑就更符合大众的口味，这也是为什
么虚拟偶像从诞生之初就可以快速获取众多
粉丝追捧的秘诀所在。

（作者系北京东方汇通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人工智能项目部经理）

中国科协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
主题为“中小企业发展与技术服务”

的中国科协“科创中国”首期论坛，日前
在京举行。论坛通过现场+视频连线的方
式，与北京、无锡、嘉兴、重庆、深圳5
个城市 16 位企业代表和学者进行深入交
流。与会者围绕技术服务体系建设、产学
研融合、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高端人才
引进、中小微企业融资、科创公司权益保
护等企业发展面临的难题，以及科协组织
充分发挥人才智力优势、整合学会服务资
源、搭建“科创中国”平台等议题开展研
讨。

重庆市科协评选先进科普工作者
重庆市科协 5 月 21 日组织召开 2020

年重庆市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评审
会。会议介绍了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
目基本情况，通报了 2020 年重庆市基
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前期组织工作情
况和资格审查情况，解读了 2020 年重
庆 市 基 层 科 普 行 动 计 划 项 目 评 审 细
则。按照项目年度实施计划，经专家
评审和综合评议，择优评选出一批科
普工作突出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
村科普示范基地、农村科普带头人和
科普示范社区。

浙江省科协推动企业科协建设
浙江省科协近日印发通知，在全省

科协系统部署启动了“百佳企业科协、
百佳企业科协工作者、百佳企业科技工
作者”举荐活动。整个活动将历时 7 个
多月，分动员部署、推荐上报、典型宣
传 3 个阶段进行，推荐工作截至 7 月 31
日。举荐活动要求结合创新驱动助力工
程、“千名专家进万企”深化年活动，
以及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工作，深入
挖掘具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企业科协、优
秀企业科协工作者和优秀企业科技工作
者。

广 西 科 协 开 展 科 普 宣 传 活 动
广西科协与自治区气象局，近日签

订 《战略合作协议》。根据 《协议》 精
神，双方通过资源整合，充分利用乡村
气象预警大喇叭分布广、传递快的优
势，创新科普形式，共同开展科普宣传
活动。目前，广西科协已经制作了 30 期
科普知识宣传文稿，将从 5 月至 10 月利
用自治区气象局分布在全区乡镇两万多
个气象科普大喇叭，每周为全区乡镇居
民播送防灾减灾、环保、健康等科普知
识。通过气象科普大喇叭播送科普知
识，将有效促进广西农民科学素质的提
升。

新疆科协调研科普画廊运行情况
新疆科协近日成立调研督导组，分

别赴南疆、北疆、东疆 10 个地州市，通
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座谈交流等方
式，对 319 个电子科普画廊运行情况进
行全面摸底，对电子科普画廊重建设、
轻管护、发挥效能不充分等问题进行督
导检查，并就调研中发现的部分电子科
普画廊供电不及时，个别电子科普画廊
管理运维规章制度和管理人员落实不到
位等提出整改意见，不断提高现有电子
科普画廊利用率，以适应新时代信息化
发展趋势。

科协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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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引爆网络的肖战事件让整个偶像产业再次陷入粉丝与偶像关系的思考。当依赖粉丝经济的真人偶像产
业越来越容易陷入危机，部分从业者已在开拓虚拟偶像市场。

虚 拟 偶 像 何 以 获 得 众 多 粉 丝 追 捧
□□ 赵新伟

学有道学有道
用心理学提高学习力用心理学提高学习力

知道你的肠道有多长？一个成年
人的肠道全长约为身高的四五倍，如
果把充满褶皱的肠道展开，总面积相
当于一个网球场。在这里生活着100万
亿个、1000 多种微生物，科学家把肠
道形象地比喻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
强、生命密度最大的地方。

肠道不只是负责消化，也是除了
大脑之外最敏感的人体器官，肠壁上
有 1 亿个以上的神经元，能够独立运
作、发号施令，有人甚至形象地称肠
道为“第二大脑”。

科学家发现，控制人类以及某些
哺乳动物情感的五羟色胺、多巴胺，
以及多种让人情绪愉快的激素，95%是
在肠道里面合成的，因此情绪的很大
一部分受肠道神经系统影响。

肠道和情绪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肠道会影响情绪，情绪也会影响肠
道。如果肠胃功能紊乱，会出现腹
泻、焦虑、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
等症状。如果你心情不好，紧张、悲
伤、愤怒、焦虑、抑郁、无助、失望
……也可能导致肠道蠕动增加而腹
泻。日本青春片 《垫底辣妹》 的结
尾，女高中生沙耶加迎来了高考，老
师打电话对沙耶加妈妈说，试卷的题
目都是沙耶加会做的，让妈妈放心。
但老师没想到在沙耶加最擅长的英语
考试时，她拉肚子了，前前后后跑了3
次厕所，考砸了。这样因为紧张导致
腹泻的情形，不少学生都有体会吧。

肠道里的微生物也会影响我们的
情绪和学习能力。科学家曾经做了一
个实验，让小鼠连续吃了几个星期的
蛋糕、薯条，然后再来做学习和记忆
力的测试。一般来说，小鼠对充满物
体的空间很感兴趣，会到处嗅、跑来
跑去，探索空间。但是吃了几个星期
的垃圾食品之后，原本爱探索的小鼠
却失去了活力，对周围也不再敏锐。
因为吃单一食品，小鼠的肠道里的微
生物缺乏多样性，进而损害了它们的

记忆力。接着科学家又给吃垃圾食品
的小鼠补充高剂量的混合益生菌，小
鼠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又回来了，记
忆力和敏感度也改善了。由此可以推
断，宅男宅女们天天在家里喝着快乐
肥仔水、吃着汉堡包、打着游戏，越
来越不爱动弹、不爱学习，也可能是
肠道微生物群落变化，影响了情绪和
学习能力。

科学家还发现，社交压力也会改
变肠道中的细菌数量，那些总是被欺
负的、压力大的小鼠和那些健康的小
鼠有不同的肠道微生物群落。科学家
把压力大的小鼠的便便喂给没有压力
的小鼠吃，那些原本轻松活泼的小鼠
吃了“压力便便”，改变了肠道的微生
物群，也变得压力大，容易出现抑郁。

另一项研究发现，肠道无菌群的
小鼠被限制活动空间后，会更焦虑。
而把正常小鼠的菌群移植到了无菌小
鼠身上，它们的反应就和普通小鼠没
有什么差别了。可见，肠道菌群可能
会影响抗焦虑的能力。

针对人类的研究也发现，抑郁症
患者体内的肠道菌群多样性不如健康

人。肠道菌群会产生一些潜在影响焦
虑情绪的神经递质，比如说去甲肾上
腺素和血清素。但是改变哪些菌群才
会影响情绪，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心理学家也发现，人在焦虑、恐
惧的时候，会抑制消化腺的活动和肠
胃的蠕动，会感到口渴、食欲减退或
者消化不良，而兴奋、高兴的时候会
促进唾液、胃液和胆汁的分泌。不同
的情绪会引起不同的内分泌变化从而
影响激素的分泌，比如说学生在考试
前因为紧张情绪而增加肾上腺素的分
泌，促进交感神经的活动。肾上腺素
分泌不足，则可能显得精神不振。

因此，适当的焦虑和紧张，能够
让神经系统的张力增加、思考能力亢
进、反应速度加快、提高学习效率。
临近考试了，适当的紧张有助于你积
极应对，但是强烈持久的紧张、恐惧
则会对人的健康造成影响，抑制大脑
皮层的心智活动，如推理能力、辨识
能力、认知能力下降，自制力和学习
效率降低。

（作者为教育专业硕士、金牌阅读
推广人）

说 “ 肠 ” 道 “ 脑 ” 从 “ 肠 ” 计 议
□□ 李峥嵘

5月29日是世界肠道健康日，这个日子旨在提醒人们重视肠道健康、注意肠道发出的警示。我们都知道肠
道的消化功能，但是你知道它对情绪和学习也有影响吗？

想了解自己的肠道是否健康吗？你可以从这几个方
面做一个简单的检测。

1.经常不吃早饭。2.经常吃快餐。3.经常吃油炸、
生冷、隔夜或腌制的食物。4.喜欢吃肉，不喜欢吃蔬
菜。5.经常喝酒过量。6.经常熬夜。7.不爱运动。8.经
常感到疲劳。9.大便困难，上厕所的时间很长。10.有
口臭。11.容易紧张、烦躁。12.放很臭的屁。13.容易
感冒。14.皮肤暗淡无光，容易长痤疮。

以上描述，如果你有一半以上都选择“是”的话，
恐怕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问题了。

如何让自己更健康呢？
1. 饮食多样化，不偏食，多吃水果、蔬菜和粗

粮，少吃高糖高热量的食物，不暴饮暴食，不吃过冷或
过热的食物。

2. 定时排便，生活规律，不熬夜，不轻易发怒。
3. 适当运动，培养一两个喜欢的运动项目，长期

坚持锻炼。
4. 在学习紧张的时候要学会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调

节。
心理学家发现，人们在面对不同的情绪问题时，采

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愤怒的时候要设法解决问
题，悲伤的时候寻求帮助，伤感的时候可能会采用回避
的策略，讨厌可以采用忽视的方式。如果长期感觉抑
郁、压抑、悲伤，可以向你信得过的人倾诉，寻求老
师、父母、社会的帮助，必要的时候寻求专业医生的帮
助。

可以学习调节自我认知，采用更加积极的方式来理
解挫折、愤怒、抑郁等消极情绪，积极从发生的事情中
找到可以汲取的教训，对已经犯下的错误不必过于自
责。改变认知是一种将积极情绪和社会互动相结合的有
益的情绪调节方式，这是两岁以后的儿童都能逐渐学习
到的方法。

健康饮食，积极运动，适当发泄情绪，不过分压抑
自己……你就能照顾好自己的肠道和情绪，也能在学习
上更上一层楼。

让
肠
道
和
情
绪
都
状
态
良
好

春季和秋季：惊蛰和处暑最“不解 ”
春季6节气中，除立春和春分外，还有

雨水、惊蛰、清明、谷雨四个节气。雨水节
气实际上却和雨关系不大，因为雨水节气既
非雨季开始，也非节气中所降都是雨水，只
是降雨比重增大而已，例如，北京全年最大
降雪是在雨水节气之中。实际上，雨水节气
的命名，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正月
节中，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
也，故立春之后继之雨水”。即雨水节气的命
名是从“五行学说”来的，与气象学关系确
实不大。

惊蛰节气的命名，据《月令七十二候集
解》说，“二月节，万物始于震，震为雷，故
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可见惊蛰的命
名和易经有关，也和气象学没有什么关系。
但问题是这样命名却与大自然实况不符。因
为四个古都惊蛰节气的平均气温仅7.2℃，尚
属气象冬季，当地强对流天气季节尚未到
来，初雷平均要到 4 月下旬 （北京 4 月 28
日），距惊蛰节气最后一天也还有一个多月时
间。所以蛰虫出洞并非因雷震，而是大地升
温暖醒的，因为体温升高，消耗增加，便不
得不出洞觅食了。而且，虫蛰伏地下，估计
也是难以听见天上雷声的。

实际上，惊蛰本名启蛰，是因为犯当时
汉文帝刘启的忌讳才改的。“启蛰”取名相对
合理，因为并未指明蛰虫出洞具体原因，而

“惊蛰”则是指明因雷声惊醒的。所以，据说
唐代传到日本的24节气中的惊蛰，现在仍叫

“启蛰”。
清明节气的解释，据 《岁时百问》 说：

“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

明”。这确实符合华北地区自然实际的，因为
此时正是华北地区“春雨贵如油”的旱季，
极少云雨，除了极少数沙尘天气外，天空确
实明净。可是如果用到南方，江南却正是

“清明时节雨纷纷”的季节。可见24节气确是
诞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只符合当地的天
气、物候。

谷雨节气的命名也有点费解。因为华北
夏季风雨季要两个多月后才开始，谷雨节气
雨水也不多，反而还是华北“十年九春旱”
中的后期，所以才有“麦收八、十、三场
雨”的农谚，即冬小麦有了农历八月、十月
和三月三场及时雨，就能得到较好的收成。
所以，谷雨实乃“谷盼雨”。如果用通常“雨
生百谷”来理解，倒是合适的，但这已不涉
及节气时令了。

最后到了秋季。秋季6节气中除了立秋
和秋分外，还有处暑、白露、寒露和霜降。

白露和寒露比较符合当时当地自然物
候，没有什么问题。霜降问题也不大，因为
四个古都平均初霜日期确实出现在霜降节气
之中，只是霜降节气名称本身，易被误会成
霜和雪一样，不是在地面凝结，而是从天上
降下来的。实际上，古人谁也没有看见过天
上降霜的。因此我认为，如果理解为“霜的
降临”而非“霜的降落”就比较合适。

24节气命名中问题最大、矛盾最尖锐的
可能要数位于立秋之后的处暑了。 因为没有
人能回答：既已立秋，为何还要来处暑（暑
止）？既然设处暑，则恰恰说明“立秋”并没
有真立秋。所以，如果说，立春、立夏、雨
水，还可理解为春将到，夏将至，雨水将增
多的话，那么，立秋之后再有处暑便是逻辑

上解不开的死结，绝对矛盾。
这个问题难倒了历史上许多“英雄好

汉”。作家肖复兴先生在他《中国节气》中
说，“我一直觉得，在大暑和处暑之间夹着一
个立秋，显得不那么对劲儿。虽说立秋之后还
有一伏，但一个‘秋’字，总是和暑天是对立
的。立秋意味着天气要凉快了，怎么可以将一
个有些萧瑟之意的‘秋’字，夹在两个热气腾
腾的‘暑’字之间呢？”他甚至提出了具体建
议：“按照我固执且幼稚的想法，还是应该把
处暑和立秋这两个节气的位置换一下，起码在
字面上可能让人觉得更对位一些”。

作家任崇喜先生在他的《节气 中国人的光
阴书》中诙谐地说，“明明立秋了，却不给秋的
情思。按说应该先处暑再立秋的，这先立秋再
处暑，怎么看都有点先结婚后恋爱的味道”。

作家狄赫丹先生在他的《感受时光》中
甚至还替古人编出了这样的理由：“老百姓有
个说法叫‘秋老虎’，就是立秋过后还要酷热
几天，而处暑就是要把这只‘老虎’收进笼
子了”。他认为，这样设，是古人的聪明。

其实，我认为，这既非古人的失误，也
不是古人的聪明，而是无奈，是补救。24节
气本非气象学而是天文学架构，只是在天文
架构中放进了许多气象、物候和农事 （节
气） 名，以更好服务于农事和人们生活而
已。为什么说24节气是天文架构？因为两千
年前的古代没有气象观测，没有气象学，所
以划分季节别无他法，只能用天文学等分办
法。如前所说，先定冬夏至，再定中点春秋
分，再在其间中点定四立。这在现代天文学
的天球坐标上，角度都是等分的，即四季都
是等长的。也就是说，立秋的日期在那时候

就已经固定好了的，没商量。天文学中的季
节等长和气象学中的季节不等长的矛盾，决
定了立秋节气必定固定位于气象夏季之中，
所以才只能在立秋后加设处暑节气，以收拾
夏局开秋局。可见，这确实是无奈，是补救。

现在，我们夏末天天念叨的“秋老虎”，
根本不是什么“秋老虎”，而是实实在在的

“夏老虎”。这个“秋老虎”是硬生生由天文
架构人为制造出来的。问题是这种人为造成
的矛盾有时会衍生出许多问题，例如，在闷
热的立秋日吃大鱼大肉的“贴秋膘”习俗，
会生出许多健康问题。

其实，古代农民最需要的是24个阳历日
期，以掌握农事。节气名反倒只是节气相应
的名称或符号，并不是最重要的。

总之，24节气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
为古人解决重要的衣食等生存问题，其功至
伟。当然，在近现代，改用公历 （阳历）
后，再加上现在气象部门日益完善的农业气
象服务，24 节气的农业方面功能正逐渐淡
化。但是，以24节气为骨干的中华岁时节令
文化，正在世界上日益源远流长地发展。24
节气存在命名问题，正如“君子之过，如日
月之食焉”一样，丝毫不掩它的伟大功绩和
文化意义。何况，24节气本就是古人设计的
为古代所用的天文架构，如果偏要从现代的
气象学架构去看，“矛盾、问题”自然很多。

（下）
（作者系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从 气 象 学 看 24 节 气 命 名 “ 矛 盾 百 出 ”
□□ 林之光

气象万千

（上接第1版）
还有的科技工作者公开申明：我不能给小

学生讲，最好让我给高中生讲科普。为什么会
提这样的要求呢，那是因为他讲的知识很深，
他不知道该怎样给低年级学生讲科普，这是需
要投入精力好好研究的。我们团队招收新成员
的时候，都会举办科普演讲培训班，帮助他们
解决有关问题。经过培训，还要经过试讲，合
格之后才能进入我们团队。从这点上来说，科
普演讲真的是一门专业，需要我们用专业的精
神对待科普演讲。

记者：科普演讲几乎都是面对面。疫情

期间不便举办这样的活动，科普演讲还能进
行吗？

焦国力：这是疫情期间团员们一直在思
考的问题，我们想到了在网络上做科普演
讲，发动团员们自己动手录制音频和视频节
目。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支持下，在公众
号上开办了两个栏目，一个叫微音，是一个
音频节目，一个叫 E 演讲，是一个视频节
目。要知道，我们团员的年龄偏大，他们能
自己录制科普演讲节目吗？我们把网络录制
科普节目的想法告诉了大家，团员们积极响
应。单焕炎老师是中国科学院的光学科学

家，年过八旬，很快自己录制了一期视频节
目，放在公众号上，很吸引人呢！孙启亮老
师录制了一期视频节目和一期音频节目，这
两期节目都是结合防控新冠肺炎的内容，很
受听众的关注。

记者：您讲到科普演讲需要专业精神，需
要研究探讨专业的问题，能举例说明一下吗？

焦国力：科普演讲有自身的规律需要研
讨，在一次科普演讲中，给听众提供的不仅
仅是科学的知识，还要有一些科学的精神、
科学的方法，比如，怎样让科普演讲好听、
好看还好玩。我在给同学们讲述战斗机空中

加油的知识的同时，让同学们了解到想象力
的重要性。通过学习知识还知道要保护好自
己的想象力，因为科学的发明和创造都离不
开想象力。

科学其实是很好玩的。我给同学们讲述
战斗机的故事，就在讲课中做一点空气动力
的游戏，有时还带他们用纸张叠纸飞机，让
同学们体会到什么形状可以让纸飞机飞得更
远。科普需要在玩中学。

科普演讲很多问题值得探究。比如：科
普演讲中怎样讲好科学故事，科普演讲中的
语言运用，科普演讲的审美与风格，科学小
实验在演讲中如何运用，怎样满足不同听众
对科普演讲的不同要求，等等。还有很多问
题，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与研究。

谢谢《科普时报》对科普演讲的关注！

科 普 演 讲 需 要 专 业 精 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