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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颖琦

给笔友写信、在QQ上投掷“漂流瓶”曾在过
去风靡一时，大家向陌生人投掷无法诉说的心事，
渴望得到回应。网络技术发达后，写信却好像成
为一件非常古老且低效的事情，在越来越碎片化
的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耐心地手写或阅读一整封
信件。然而，在无人问津的角落，手写信却以一种
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火了起来。

3月26日，一位正在奔赴研究生面试现场的
年轻人在印有列车花纹的清洁袋上留言，上面写
道：“亲爱的陌生人，现在我正在前往复试的高铁
上，我迷茫焦虑，但又对未来充满期待……对自己
的每个决定抱有向往，希望它正确，希望它硕果累
累。”第二天，一位搭乘同一趟列车的网友发现了
这只清洁袋，并在上面写下了他的回复：“何其幸
运，我们跨时空重逢，相信现在的你已信心满满地
抵达了复试所在地，而我也即将抵达，复试顺利，
祝你，也祝我。”

当网友把这个“漂流瓶”发在网上时，这个充
满善意的隔空对话引发了许多网友的关注和共
鸣，在文章下面，他们也晒出了自己曾在高铁清洁
袋上写下的留言或者拍下的其他人的留言。小小
的清洁袋成了新时代的“漂流瓶”，年轻人在上面
写下他们的所思所感、旅途见闻或者对陌生人的
真心祝福，这种温暖和善意的传递也让旅途不再
孤单。

其实，每个人都有分享欲和倾诉欲，但是当把
自己的情绪发在朋友圈等熟人社交媒体上时，难
免会感到难为情，会忍不住生出“会不会太夸张
了”或者“别人看到会不会嘲笑我”等种种顾虑，因
此将朋友圈设置成“三天可见”或发“仅自己可见”
的消息。很多时候，我们对着陌生人反而更能抒
发自己的真实情感，高铁上的清洁袋正好为年轻
人提供了一个与陌生人交流的相对安全的空间，
让我们能够随心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这种情绪宣
泄没有与熟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也不用担心自己
被嘲笑或被贬低，只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善意和发
自内心的祝福。

发现一张有字的清洁袋，也是平淡生活中的
一次“奇遇”。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往往被生活
琐事和压力裹挟，难以驻足欣赏身边的细微美好，
因此不经意间错过了许多风景。然而，这些看似
微不足道的清洁袋，却幻化成一个个独特的信笺，
在人们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激起阵阵涟漪。不少年
轻人可以通过它们互相连结，共同编织出一幕幕
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些真挚而温暖的文字，不仅
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了片刻的宁静与感
动，也让我们静下心来，重新审视和珍惜身边的每
个瞬间。

“漂流瓶”的价值，更在于情感的共鸣。这些
“漂流瓶”穿越时空，温暖着每一个在路上的人，给
他们传递着勇气与力量。清洁袋上的文字，不仅
触及了众多考研学子的心灵，也激励更多人在追
逐梦想的路上勇往直前。

“高铁清洁袋”——
当代年轻人的“漂流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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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相机、一部手机、一个三脚
架，工作不忙的时候，孙开达都会带
着这些设备，一个人开车来到盐湖
旁，或是走遍运城的各个角落。在
运城已经待了十年的他，不能说对
这个城市的每一处都如数家珍，但
也算是熟悉的。十年来，他走过运
城的山川和街道，这里的每一处都
很美好，但他却对盐湖情有独钟。

孙开达是太原人，高考时报考
了运城的学校，从此便开始了与运
城的不解之缘。从上学到现在，孙
开达在运城已经待了整整十年，求
学、第一次找工作、第一次出摄影
作品……都与运城息息相关，他笑
着说自己也算是“半个”运城人
了。刚刚毕业的那几年，他也找过
别的工作，但兜兜转转，他发现自
己还是最喜欢摄影，就开始专职做
摄影工作，私下里也喜欢到处走
走、拍拍照。后来，他将自己拍的
照片和视频上传到短视频账号里，
没想到还有不少人为他点赞。

“运城算是我的‘第二故乡’
了。”他说，这里的气候比老家太原
要暖和一些，对于长期胃寒的他来
说是再好不过的了。以前在老家，
天气冷的时候，他的胃经常会不舒
服，自从来到运城，老毛病几乎就

没再出来“折腾”他了。运城的饮
食也很对他的胃口，运城大盘鸡等
晋南面食都是他的最爱，就连回到
太原，他也会出去找运城大盘鸡
吃。他说：“老家那边很多餐饮店
会早早地关门，晚上想和朋友们出
去找个地方聚一聚、吃个饭，可能
都不太好找。运城有很多夜市，感
觉在这里随时都能找到和朋友一
起聚会的地方。”

而让他留在运城这么多年的
最大原因，还是这边的人。不论是
熟悉的朋友还是街上随意碰到的
陌生人，都让他感受到了这个城市
的温暖。“运城人讲起话来很温和，
也很喜欢帮助人，遇到事情时大家
都会很热情地帮忙。”他说。

“对盐湖情有独钟”

“盐池风景美如画，一年 365
天，每天风景都不一样。”孙开达
说。连续三年拍摄盐湖，他不仅是
为了记录，更是希望把这样的美景
和它背后的文化分享给更多人，让
大家都能领略到盐湖的美。

在孙开达的短视频账号里，有
一个专门记录盐池风景的合集，里
面记录了从2023年3月到10月的
盐湖风景，也记录了从“006 号灯
杆”的视角看过去的盐湖四季。在
这些视频下面，不少粉丝给他点
赞、留言：“想回老家了。”“运城最
喜欢的公路，没有之一。”“谢谢你
带我们看到了这样好的美景……”
他最开始拍盐湖是 2021 年，当时
因为工作比较忙，只能在附近转
转，跑得多了，就萌生了记录盐湖
四季的想法。于是，闲暇时他会来
盐湖周边转转，记录盐湖的晴天雨

天，记录任何天气下盐湖的车来车
往。

刚开始，他经常来盐湖边晨跑
锻炼，或者傍晚来盐湖边吹风、看
风景，他也会带着第一次来运城的
朋友到这个他心目中的运城“宝藏
之地”，带朋友们看落日余晖下的
盐湖，看远处的山与水互相辉映，
感受千年盐湖吹来的文明之风。
夏天的时候，即使到了凌晨三四
点，仍然还有一些人彻夜待在盐湖
边上，等着看日出，这样的氛围让
他觉得很安心。“心情好的时候会
来，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来。盐湖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能放松身心、
愉悦自己的地方，就像现在很火的

‘公园二十分钟’一样，盐湖就是我
的‘公园’。当生活充满压力时，广
阔的盐湖会让我瞬间平静下来，浮
躁的情绪也会随之远离。”他说。

“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宣传家
乡，都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变得越来
越好，我也不例外。现在，很多年
轻人出门旅游都需要一个打卡地，
而运城的‘006 号灯杆’正好满足
了年轻人群的需求，给他们一个与
运城‘合照’的机会。作为互联网
时代下的自媒体博主，我们有责
任、有义务将自己的家乡推广出
去，让更多人看到运城的美，亲身
体验运城的美。”孙开达说。

漫步在运城的街头巷尾，相机
已经成为他与这个城市的心灵纽
带。老建筑静静地立在街角，它们
仿佛是岁月的见证者，承载着这个
城市厚重的历史记忆；公园里，阳
光洒下，老人、孩子静坐其中，在他
们的眼神中流转着无尽的智慧和
温暖；夜市里，人们与三五好友坐
在小桌旁，享受着晋南美食的“锅
气”。在他的镜头下，这个城市的
每一寸时光都不会被辜负。闲暇
时，他不仅在盐池边寻找片刻的宁
静，也会在寻常的街巷闲逛，用镜
头记录那些瞬间的美好，诉说着属
于这个城市的故事，留下一段段静
谧而深刻的视觉记忆。

（供图来源于受访者）

5月的七彩盐湖分外迷人，
站在盐湖大道旁“盐湖 006 号
灯杆”观景台远眺，就会看到运
城山水相连的自然美景。即使
是工作日，升级改造后的“006
号灯杆”依然在迎接着络绎不
绝的、前来打卡拍照的人群，大
家在旁边井然有序地排队等
候。而对于已经连续三年拍摄
盐湖美景的“90后”自媒体博主
孙开达来说，运城盐湖及“006
号灯杆”能“出圈”，更多运城本
地人和远方的游客能发现盐湖
的美，让他十分开心。

□记者 杨颖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