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传苏州牛肉

感染炭疽杆菌系谣言

近日，网上一条关于苏州 570 头牛感染

炭疽杆菌的消息通过微博、qq、 短信等多种

形式被不断转发，引发部分市民、网友恐慌。

苏州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经调查，

目前苏州市场没有发现感染炭疽杆菌的牛

肉。 此外，这条消息和今年 8 月流传的炭疽

牛肉传言内容相近，当时有关部门曾进行了

辟谣。

记者在网络上看到，传言基本内容均为

“紧急通知：暂时别吃牛肉或牛肉制品，因辽

宁到苏州 570头牛感染了炭疽杆菌。 苏州刚

开完紧急会议。 请尽量多通知亲朋好友。 ”

在转发时，一些网友还加以“医院朋友

通知”和“疾控中心同事告知”等信息源。 对

此， 苏州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相近的传言 8 月份就曾在网络上流传，当时

苏州和省里都进行了辟谣， 这次传言出现

后，苏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立即开展

调查，经查，目前苏州市场无问题牛肉及相

关肉制品。

记者调查发现，8 月中旬相近内容的消

息确实在网络上热传，8 月 16 日包括江苏省

卫生厅和江苏省疾控中心在内的各部门均

对该传言进行了辟谣。

据判断，这条谣言兴起和 8 月初江苏赣

榆县 2 名村民因接触病牛感染皮肤炭疽病

有关，有媒体报道称当时 2 名村民接触的病

牛来自辽宁。

9月份这条消息在微博上仍可见到转发

记录，10月 18 日前后，这条消息开始再度大

规模被传播。

有关专家称， 检验检疫合格的牛肉产

品，百姓都可以放心食用，同时在烹饪过程

中要注意烧熟煮烂食用。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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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集体怀旧，融入现代色彩和幽默元

素的经典中国货，备受青睐。

中国留学生周景旻在美国斯坦福大学

校园里发现一名年轻人脚蹬解放鞋的时候，

才知道一款名为“Ospop”的运动鞋在欧美国

家正卖得火暴，而它的原型，正是曾经在中

国普及率极高的解放鞋。 与此同时，对经典

中国货的现代改造也在进行中。

在北京南锣鼓巷，身着海魂衫、带着黑

框眼镜的店主鲜若海说，来他店里的外国人

一般买的都是特别“中国”的东西。“而来店

里买海魂衫和小时候戴的‘三道杠’，还是国

内的年轻人比较多，” 鲜若海说，“我觉得这

种现象都不是中国货的‘再流行’，这其实是

对经典中国货的‘再解读’。 ”将海魂衫做成

流行款式， 在搪瓷杯上印上热门网络语言，

以及帆布包上印上浓郁“革命气息”的各类

口号，这些改造或被赋予了幽默的气息。

“这是新生代和旧时光的对话，”鲜若海

说，“年轻人用旧物品承载新意义才是经典

中国货再风靡的原因。 ”不止是南锣鼓巷，这

股怀旧、复古的思潮早已蔓延到全国各地。

一些网友认为，虽然怀旧但人们过的依

然是现代化的生活，无法找回过去。

也不少网友认为，传统中国文化中有善

良、平等、谦逊、包容等诸多元素，而现在的

中国社会充斥着浮躁和冷漠，和以前反差很

大。 80后纷纷怀旧，甚至追忆童年时的生活，

尽管那个时候物质缺乏，但是坦诚和团结的

时光，令人难忘，这恐怕是他们集体怀旧的

重要原因。 （综合《羊城晚报》等）

听音乐喜欢听老歌， 看电影喜欢听老电影……如今不少 8 0 后网友的怀旧之风越刮越

盛。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包含了善良、平等、谦逊、包容等诸多元素，而眼下中国社会却充斥着

浮躁和冷漠，和以前相比，反差很大。 于是年轻人纷纷怀旧，甚至开始追忆童年时的生活，他

们说，尽管那个时候物质缺乏，但坦诚和团结的时光，令人难忘。

听老歌、看老电影、追忆童年时光……怀旧浪潮旷日持久

8 0 后集体怀旧是对坦诚团结的怀念

“怀旧”英文的对应词是 nostalgia。 这个词源于希腊语的 nostos

和 algianostos，是“返回家园”之意。近代，“怀旧”则更多指向个人的

意识和社会文化趋势。 一般认为只有那些历尽沧桑的老年人才怀

旧，但在中国，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 80 后们已在网上开始了轰轰

烈烈的怀旧。

旷日持久的怀旧浪潮

80 后在网上的怀旧浪潮可以追溯到 2006 年， 两个分别叫做

“李雷”和“韩梅梅”的虚拟人物打开了 80后的记忆闸门。

李雷和韩梅梅是人教版初中英语课本里的两个人物。在书中，

他们是两个初中生。 2006 年，网友们开始不断“考证”出他俩的爱

情故事，最初的起源是天涯上一篇名叫《八一八中学英语课本中为

虾米有一个奇怪的名字———HanMeimei》的帖子。 2008 年《南方周

末》以《李雷都这么牛×了，韩梅梅却不喜欢他》为题做了专题报

道，提出“80后集体回忆”的概念。

2007 年底，一名叫张樟的网友制作系列视频《80 后终极回忆

录》上传至网上。 2008 年初，在中国网络掀起 80 后集体怀旧的风

潮。 在许多网上论坛，80 后网友也纷纷发帖， 怀念儿时的点点滴

滴，秀出 80后在上世纪 90 年代唱过的歌，还有儿时各种各样的玩

具和老物件。

2009 年，一个名为《80 后成长纪念册》的帖子在天涯论坛走

红，其回复量超过两万。作者白小帆本来只打算写写儿时的电影记

忆，没想到回忆刹不住闸———那时的零食、流行歌曲、动画片、联欢

会、语文课文，全在记忆里显影了。

2010年是 80后的成长之年，更是怀旧之年。 这年的春节联欢

晚会上，小虎队三人的再次合体演唱拉开了今年怀旧主题的大幕。

2010 年 10 月 28 日，优酷网“11 度青春系列电影”的压轴作《老男

孩》上线。该短片仅上传 5天就有 300万的点击量。“青春”、“梦想”

引发 80们怀旧情绪集体爆发。

就在“韩李”风潮流行的同时，一张“国民床单”一夜爆红。随之

而来的是各式各样的“国民物件”———搪瓷缸、缝纫机、二八自行

车、国民脸盆……怀旧浪潮似乎没有停歇的意思。

怀旧是对坦诚团结的怀念

在课堂上通过展示功夫

讲授物理原理的应用

川大“劈砖教授”火了

一段大学教授在课堂上演示徒手劈砖的视频，10 月 23 日在

网上走红，主角更被网友称为“劈砖教授”。 其实，这位老师当时不

是为了展示功夫，而是要借机讲授一些物理原理在实践中的应用。

在这段长达 12 分钟的视频里，男教授全程用英文授课，想引

导大家理解科学与实践的关系。他在视频中说，为了让学生加深对

“理论联系实践”的印象和理解，决定现场表演“功夫”。吸气、发力，

在学生的围观下，教授果然将砖劈断，其目的是为了阐释“冲量定

理”和“杠杆原理”在实践中的应用。

目前，这段视频仅在优酷网上的点击量便已超过 31万。

这位教授名叫魏骁勇，2009 年博士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电脑

科学系，曾分别在昆明理工大学和云南大学读完本硕，现任川大计

算机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包括多媒体语义信息挖掘、 模式识别

等。“劈砖是件很简单的事，涉及到的物理知识也是中学就学过的，

但两者结合就能形成很炫的效果”。 魏骁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之

所以在课堂上示范劈砖，是希望同学们能勇于尝试，并形成广度创

新的思维。 据说，他儿时“练过武、劈过砖”，为准备这次表演，之前

也练习过。 （据《南方都市报》）

宝贝怕打针躲墙角

超萌表情网络爆红

近日，网友“super 陶太太”在微博上晒出朋友家的

小孩因怕打针而躲在墙角的照片，宝宝胖嘟嘟又楚楚

可怜的模样萌翻众网友，网络爆红。 网友大赞其可爱，

称“那表情好无辜”、“看一次笑一次”。

“super陶太太” 说， 这个怕打针的小宝宝是网友

“米其林幸福生活”家的小孩，名叫杭杭。 由于不少网

友很关心那天的针到底打了没有，于是“米其林幸福生

活”发微博以杭杭的语气说：“打针那天我后来妥协了，

被他们放倒了”，并发上一张被护士阿姨“放倒”的照

片，引得网友一片笑声。 （据《山东商报》）

10 月 23 日，新浪微博上流传了一则名为“新型眼

保健操”的视频，视频里 360°翻转的“白眼”让网友大

呼“颠覆”。

记者点开了这则名为“新型眼保健操”的视频，它

果真如网友描述的一样“雷人”。

在第一节“双眼向左上左下看”的 6 个 8 拍中，一

位身穿红衣的姑娘一个劲地朝着自己的左侧翻起了白

眼，随着音乐的节奏，白眼还有规律的“上下翻动”。 往

后的几节均是白眼翻飞。

在视频里红衣姑娘的剽悍白眼乐坏不少网友的同

时，这位红衣姑娘“吴峥 is徐梓涵”于 24日现身新浪微

博，她说这段视频是十几年前自己上小学时拍的，当时

只是为创始人拍个示范片， 这段视频连她自己都没看

过，不料如今被网友翻了出来，这令她十分困扰。

而这样的“翻白眼”式的眼保健操到底能不能起到

护眼作用？南医大二附院眼科主任张晓俊表示，虽然众

网友被视频中的“白眼”雷得外焦里嫩，但“360°白眼”

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起到部分保健作用。

（据《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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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翻白眼就能保护眼睛？

“新型眼保健操”在争议中走红

小宝宝因怕打针躲在注射室的墙角。

雷翻网友的“新型眼保健操”视频截图。

魏骁勇劈砖的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