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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颖琦

小时候，妈妈带着我们买东西时要货
比三家；如今，我们买东西也开始对比多
个电商平台，直到看见最划算的才肯下
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到社
区食堂吃饭、找特价旅游团、找搭子拼单、
到性价比更高的夜校学兴趣……他们在消
费时“不选贵的，只买对的”，强调刚需和性
价比；他们也拒绝被消费主义裹挟，不降低
生活品质，但也绝不多花一分钱。

“不是大牌买不起，而是平替更有性价
比”，在今天已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消费共
识。这种消费心理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新
的消费模式——“反向消费”。他们在消费
时不再追求品牌效应，而是更加精打细算、
注重实际需求、关注商品的真实价值，让物
品回归到物品本身，剔除品牌“滤镜”。“反
向消费”的兴起不仅体现了新一代年轻人
理性消费、绿色消费观念的形成，也为未来
如何引导健康消费提供启示。

“平替”发展到现在，越来越成为年轻
人的主动选择。喝完奶茶的包装袋不会
丢，改装一下就是最好的上班通勤包；快递
盒消消毒，也能成为最适合的收纳箱；不必
要的生活用品要“断舍离”，放到二手平台
上卖给更需要的人。年轻人的消费心理看
起来更加松弛，不在乎“大牌”，不看重“标
签”，而是在保证审美与质量的前提下，自
由选择各种方式来获得美好生活。

在今天，比起节衣缩食买一个大牌产
品，更多人开始自豪地向朋友们炫耀自己

“薅羊毛”的战绩。在“反向消费”中，年轻
人更倾向于平价消费，青睐“二手”商品和

“共享”物品。在这种趋势下，他们把闲置
物品放到二手平台上，打一个价格差，能够
减少一点成本损失；在购买所需物品时，到
各个平台做攻略、比较价格、参与团购，绝
不错过任何一个省钱的机会。

与其同时，作为“平替”的国货也越来
越成为大家的消费首选。现在的国货质量
好、设计新颖，价格也更实惠，完全不输国
际大牌。数据显示，2023 年网购过国货

“潮品”的“90 后”“00 后”用户规模超 1.5
亿，年轻人成为国货“潮品”的消费主力军。

当我们买什么的时候，并不仅仅是买
什么。祛魅，是对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
的消解。对消费的祛魅，是年轻人学会了
透过现象看本质，不再被消费主义所迷惑，
转而回归物品本身。“反向消费”体现了年
轻人独有的生活哲学。年轻人更加关注自
身的体验感、关注事物本身，不在乎价高价
低，更在乎是否需要、是否喜欢，更愿意为
自己的喜好买单。

这种松弛感，不仅体现在物质消费，还
蔓延至非物质消费领域，比如，旅游目的地
也有了“平替”，大家不再热衷于热门景点，
开始“反向旅游”，“City Walk”“公园20分
钟”等旅游方式应运而生，在年轻人的推动
下，成为很多人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反向消费”
——年轻人的松弛选择

青 年 人 的 别 样 夜 生 活
——探访运城市青年夜校聚集地

88小时之外小时之外，，生活更精彩生活更精彩

老师坐在化妆镜前为学员化妆，
其他学员围在老师旁边，专心致志地
听老师讲解底妆、眼影、面部提亮等
知识点，有的学员还拿起笔，记下老
师讲的重点。这就是运城市青年夜校
聚集地化妆课的一景，而这一切，都
让记者感觉瞬间回到了小时候的课
堂。

想学习一些美妆理论知识，但又
觉得没有必要去专业院校的“90后”
主播希文选择来夜校学习。谈及为什
么要来夜校，她说她是做直播行业
的，直播中经常会有粉丝问她如何化
出好看的妆容，但她的化妆手法和妆
容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不知道该怎
样用专业的知识表达。所以在短视频
平台看到青年夜校的化妆班在招生，
就想着可以试着报名，“进修”一下
理论知识。“夜校的课程选择多样，
时间灵活，还特别实用，正好满足了
我现在的需求。以后有机会还想学更
多的课程。”希文说。

在化妆课上，老师带着大家认识
自己的面部轮廓及化妆工具，然后再
教她们如何扬长避短，选择适合自己
的妆容。第一期化妆班才上到第三节
课，她们已觉得受益匪浅。

“小时候有很多想学的特长，像
轮滑、画画、吉他等，但因为种种原
因都没学成。现在自己有能力了，但
又很少有适合的成人班。夜校就正好
满足了我的需求，可以尝试不同的兴
趣 ， 也 算 弥 补 了 一 些 小 时 候 的 遗
憾。”刚从工作单位赶过来上课的张
女士说道。

面对快节奏的工作与生活，夜校
为年轻人开辟了一个舒缓压力的别样
通道。基于兴趣爱好选择的夜校课
程，可以让人短暂放下职场的烦恼、
生活的负担，全身心地投入到另一种
生活状态。在这里，没有考试排名、
没有考核压力，大家不追求“30天速
成”，不用害怕自己跟不上进度，而
是沉浸式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找到纯
粹的学习乐趣。

用兴趣打开交友新方式用兴趣打开交友新方式

“你看我这样处理，对吗？”“你
这里歪了，我来帮你调整一下。”“同
样是玩，一群人玩好像更有趣。”

化妆课上，几个女生围在一起，
互相帮忙分析化妆手法、观察妆容效
果，有的同学直接上手帮“邻座”修
改，有的还将自己上节课记的笔记拿
出来一起分享。

在夜校课堂上，除了聚精会神地
听老师讲课，前来学习的年轻人有很
多时间是和“同学们”一起度过的。

“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年纪，坐在
一起很容易产生共同话题，每周化妆
课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很自在，
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希文说。

架子鼓体验课上，赵女士和她的
两位朋友一起来体验最“酷”的架子
鼓。赵女士在小红书App上看到招生
信息后，就拉着自己同样喜欢音乐的
朋友一起来报名了。老师教大家认识
五线谱、正确使用鼓槌、如何落槌……

大家跟着老师一下又一下地敲击着鼓
面，既学习着知识，又释放着压力。学
习中还不忘“偷瞄”朋友，看看她学得
怎么样。

兴趣是群体的分类器，凭着共同
的爱好，每个人在夜校都可以分分钟

“破冰”，联络老朋友，结交新朋友。
年轻人在夜校里可以轻松化解“社
恐”的尴尬，与有相同兴趣爱好的人
建 立 联 系 ， 找 到 志 同 道 合 的 “ 搭
子”，打开现代交友的新方式。

非遗浸润日常生活非遗浸润日常生活

袅袅琴音，余音绕梁。山西省蒲
剧艺术院的古琴非遗传承班上，十四
位学员端端正正地坐在教室里，正在
听运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
艺术”代表性传承人陈富国老师的古
琴课。课堂上，老师围绕古琴的形
制、发展历史及古琴与中国文化等知
识进行了详细讲解，并通过亲身示
范、手把手教学的方式教大家学习了
古琴指法。

“我一直对中国古典乐器比较感
兴趣，想找机会学一学，感受一下古
典乐器的魅力。古琴非遗传承班就刚
刚好，每天一小时，从最简单的曲子
学起，我觉得我一定能学会，学会了
就可以跟女儿一起弹了。”李女士
说，她想和女儿有更多的话题，于是
选择了女儿喜欢并且会弹奏的古琴。

非遗绒花是一门古老的技艺，相
传始于唐朝宫廷贡品，盛行于明清，
多以女性头饰、胸花、摆件等形式出
现。近年来，随着汉服等国潮文化的
兴起，绒花再次翻红，成为年轻人的
心头好。

“我非常喜欢汉服，也喜欢与汉
服相关的饰品、妆造等，知道运城市
青年夜校聚集地开设了非遗绒花课
程，我就迫不及待地报名了。体验课
上，我见识到了老师的作品和各色丝
线、工具、配饰等，期待自己也能做
出好看的绒花作品。”参加非遗绒花
体验课的“90后”王女士说。

“运城到处都是文化，到处都是
非遗，耳濡目染之下我也对这些文化
很感兴趣，也想通过夜校这种方式让
青年人真正地体验一下，也许学着学
着就能将这些文化融入到大家的日常
生活里，真正地传承下去。”运城市
市青年夜校聚集地负责人孙博说。

相较于隔着屏幕看非遗视频或者
走马观花式的非遗旅行体验，运城市
青年夜校聚集地的课程让更多人有机
会了解、上手体验非遗。夜校负责招
生的张楠老师也认为：“以后希望能
联系到更多运城的非遗老师，充实我
们的课程，让更多非遗走进年轻人的
日常生活中。”

在忙碌的生活中，青年夜校就如
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无数年轻人的求
知之路。青年夜校不仅是知识的传递
者，更是梦想的助力者，它让青年在
忙碌之余，依然能够追求知识和个人
成长，展现了教育的无限可能，也展
现了青年人不断奋进的青春之姿。

茶艺、书法、古琴、国画、
八段锦、化妆、架子鼓……如
今，在运城，许多青年人也找
到了自己“下班充电”的好去
处——运城市青年夜校聚集
地，这里丰富多彩的课程，深
受同学们的喜爱。近日，记
者走进运城市青年夜校聚集
地，采访那些“白天上班，晚
上充电”的年轻人，了解他们
的“夜校之旅”。

▲琴艺

▲鼓韵

▲妆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