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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颖琦

很多年前，“听书”还只是传统阅读的
补充形式，到今天，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
展，听书、听剧、听播客……“听”已经成为
很多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用声音来拓
展他们的认知边界。

当短视频“占领”人们大量注意力的
同时，也有一部分人选择解放双眼，利用
通勤、开车、运动、睡前等时间听播客，用
声音来陪伴。“听了就能长脑子”“真心建
议所有想要打破信息差的人都去听播
客”……年轻人不仅听播客，还把自己喜
欢的播客分门别类，制成“听单”分享到社
交平台上。

播客其实类似于“广播”的变体，出现
初期，网友们将网上的广播节目下载到自
己的便携式数码播放器中随身收听。
2021年6月，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中，“播客”就入选了 2020 年高频词语范
围。不必端坐在电脑前，也不必实时收
听，享受随时随地的自由，对于年轻人来
说极为方便。

休闲放松、获取知识和情绪陪伴是人
们选择收听播客的三大主要目的。在那
些播客软件中，既有适合深度思考、了解
历史文化知识的内容，也有探讨生活方
式、分享成长经验的对话及访谈，还有一
些搞笑脱口秀及情感疗愈内容，放松又治
愈。低成本、少负担、充分利用碎片时间
也是很多年轻人选择听播客的主要原因
之一。

随着中文播客由小众走向大众圈层，
播客的听众人数也在逐渐扩展。今年发
布的《2023喜马拉雅中文播客生态报告》
显示：2023 年平台中文播客的听众数超
过了2.2亿，相当于每10个网民中有2人
听播客。

2024 年，“播客热”也在年轻人中持
续升温。近日，喜马拉雅联合日谈公园、
益普索发布的《2024年播客行业报告》显
示，超八成受访的播客用户每周收听播客
时长为 3 天及以上；76.2%受访者在一天
中会收听半小时以上，相当于至少刷 60
个短视频或浏览 10 篇公众号文章；近四
成受访者一天收听播客超过1小时，相当
于1集长综艺或近2集电视剧。

便捷、沉浸、陪伴，上班族妙妙用三个
词来形容听播客的体验。“无论是在运动、
做家务，还是在上班路上，播客已经成为
我最忠实的‘朋友’。尤其是在谈话类播
客中，几位嘉宾围绕某个特定的主题展开
对谈，他们或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或阐
述自己的观点。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接
触不到的。”她说。

在年轻人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到短
视频“信息茧房”的当下，播客的出现
就像是一个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信息获取
渠道。在这里，不需要耗费太多精力，
只需要听声音就好。而形形色色的播客
内容，不仅拓展的他们的认知边界，更
让很多年轻人在播客中找到情感共鸣，
获得陪伴。

播客——
用声音拓展认知边界

为城市增色

一手托着调色盘，一手握着画笔，
蘸取调配好的颜料后，在粉刷一新的
墙壁上开始作画……在中心城区一面
白墙上，“95 后”墙绘师王莹正聚精会
神地画着。勾勒线稿、调试颜色、涂抹
填充、突出线条，经过3个多小时的绘
画，一个俏皮中带着威武之气的 Q 版
关公跃然墙上。

放下手中的颜料和画笔，王莹站
在远处细细打量自己的作品，看哪里
的细节还需要再调整一下。每次墙绘
前，王莹都会先手绘或者在电脑设计
好草稿，到了现场，先用粉笔将图案的
线稿描出来，然后再一层层上色。“绘
制墙绘非常考验美术功底和经验，看
似简单的几笔，其实需要非常多的精
力。”她说，“我们墙绘时经常一做就是
连续5个小时以上，一会站着，一会蹲
着，今天的图案相对简单，所以时间少
了一点。”

即使顶着初冬的冷风作画，王莹
却一点也不觉得冷，画完之后还开心
地与“关公”合影。

王莹和墙绘的缘分，源自于她的
爱好。从小就特别喜欢画画，学校的
黑板、家里的废纸都是她的草稿纸，也
是这份热爱，促使她选择了室内设计
专业。毕业后，王莹留在了上海工作，
方向锁定了墙绘方向。

刚开始工作时，即使不是很大的
空间，在初出茅庐的王莹看来也是不
小的挑战。在一次次失败、重来的过
程中，她的绘画能力和空间布局能力
有了很大的提升。墙绘工作地点不固固
定定，，刚开始工作的她跟着老师东奔刚开始工作的她跟着老师东奔西

跑，有时是在上海的某一条街道，有时
又在杭州的一个村子里，就这样，她的
职业墙绘之路开始了。

在工作中，王莹也看到了自己与
别人的差距。为了巩固自己的绘画水
平，在工作之余，她报名参加了艺考生
集训班，在老师的教导下深研基本功，
进行再一次的学习、巩固。

美丽的风景、可爱温暖的 Q 版人
物、栩栩如生的小动物……随着时间
的推移，王莹的笔触越来越熟练，扎实
的绘画功底为她打开了知名度，笔下
的“画布”面积也越来越大。于是，学
校、景区、购物中心、私人茶室、饭店、
小街小巷，到处都有王莹的身影。而
她的作品画面丰富、色调明艳，路过的
匆匆行人也经常为此停下脚步，为之
惊叹。

在外工作的这几年，王莹看到了
外面世界的广阔，也看到了家乡的市
场。“那些大城市有的，我的家乡也可
以有。”2023 年年底，思考再三的王莹
决定回到家乡开一间自己的工作室，
在家乡开启自己的墙绘事业。

为乡村添彩

回到运城后，王莹在经营工作室
的同时，也在短视频平台上注册了一
个名为“萤火虫壁画”的账号，开始分
享自己回乡后的点点滴滴。在“乡村
改造第一期”的分享视频下面，获得了
很多陌生网友的好评。

谈起这次谈起这次““乡村改造乡村改造””的想法的想法，，王王
莹坦言莹坦言来源于网络来源于网络。。““经常在网上看到经常在网上看到
大家改造乡村的短视频大家改造乡村的短视频，，看着视频里看着视频里

那有些老屋或者墙面在大家的努力下
焕然一新，就也想尝试一下。”就这样，
她回到老家盐湖区上郭乡上郭村，用
画笔为乡村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

洗笔、调色、勾线、绘图、墙绘创
作，这幅5米宽、6米高的“温暖大熊”花
费了她一周的时间。这期间，王莹在
脚手架上爬上爬下数十次，对此，她从
不抱怨。帮她拍视频记录的小伙伴也
说，王莹特别能吃苦，一旦开始就会全
身心投入。也是这次，爷爷奶奶对她
的职业更加了解，也更支持她的工作。

不忙的时候，王莹特别喜欢去运
城博物馆和永乐宫等地晃悠，一来看
看优秀的绘画作品，二来研究绘画的
理论知识，“如何在中国传统的山水
画、人物画等经典题材中，融入现代的
思想内涵和明亮色彩，形成独特的艺
术风格，一直是我思考的重中之重。”
她说。

一半是古朴的城市，一半是时尚
的行业；一半是沉静的乡村，一半是鲜
活的年轻人。深耕墙绘10年，王莹已
经数不清自己画了多少平方米，她也
一直热爱着自己的职业，她表示：“墙
绘师是个自由的职业，能用自己的所
学，把城市打扮得绚丽多彩，自己挺自
豪的。”

“用笔触为城市添色彩，既美化了
城市环境，增加了文化新元素，也向大
家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确实挺
酷。”王莹说，“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微小
的，我也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年轻人未来可以有更多年轻人
加入到为家乡加入到为家乡‘‘上色上色’’这件事情中来这件事情中来，，
大家分工合作大家分工合作，，尽情分享尽情分享，，让更多人看让更多人看
到我们的家乡美到我们的家乡美。。””

““ 9595 后后””墙 绘 师 王 莹墙 绘 师 王 莹 ：：

以青春之笔以青春之笔，，为家乡为家乡““上色上色””

为城市的街道来
点关于家乡和青春的记

忆，为乡村老屋的砖墙涂上绚
丽的色彩……今天，越来越多的
墙面彩绘出现在运城的大街小巷，
点亮着人们每天经过的道路。这些
充满城市记忆的图案和色彩都出
自他们之手——墙绘师。近日，
我们走近“95后”回乡墙绘师
王莹，聊一聊她的墙绘之

旅。

◀▲王莹与她的墙绘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