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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态

[专家]

全场的提问、回复都是用匿名的
方式进行。唯一透露的是提问人的
年龄。每位观众在进场后拿着主办
团队准备的纸笔，对场内上百个问题
进行自我的认知解读。

青年报记者观察发现，23岁青年
提问的“如果把你的一生拍成一部电
影，你打算取什么名字”是现场回复最
多的问题。既有“不忘初心”、“行者无
疆”、“圆梦”、“折腾”这类看起来励志的
答复，也有“不作不死”、“你是个好人”、

“向天再借五百年”等有趣的回答。
“我回答的是‘蜗牛的一生’。”25

岁的开峰觉得自己说话、做事都慢慢
吞吞，如果给自己“人生电影”起名，

蜗牛的一生最合适不过。
21岁的青年好奇，为什么一定

要强迫自己去变得积极向上？“因为
我们都不甘平庸，对吗？”“因为大家
喜欢随大流。”

观众们的回复不单是打趣，也有
严肃认真的答案。

26岁的青年好奇地问：“我如何
确定现在追求的生活是我想要的？”

“等到追完之后。”“你是否能感受到
快乐，是否能有所收获。”

23岁的青年提问，请用一个词形
容上海这座城市。除了矫情、舞台、
可能、包容外，还有一条非典型回复：

“想起电视剧里的一句话——‘东京

不是实现梦想的地方，是让你忘记梦
想没有实现的地方。’上海也是。”

23岁的观众曹朵觉得，选问题
的范围很丰富，但她更期望看到三
四十岁人群的经验之谈。对这个想
法，青年观众开峰则认为，时代不
同，长辈们对青年们在当下遇到的
困惑无法感同身受，提出适应时代
的“先进性”意见。

现场，记者也碰到了两位“查看
回复”的观众。“我提了一个关于恐惧
的问题，为什么世上会有恐怖片和鬼
屋？”小赵是在沪工作的青年白领，胆
子小的她向来不敢看惊悚片。“想看
到同龄人针对她问题的有趣解答。”

厦门白领携“问题博物馆”来沪吸引300多粉丝

让青年人解答同龄人的困惑烦恼
中俄共建联合研究院
培养空天科技英才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国际导师
联合授课、中俄学生共同编班同堂体
验，由两国顶尖高校联手打造的空天
科技英才联合培养项目今年9月份
将迎来第一批新生。上周末，在上海
交大建校121周年之际，上海交大与
莫斯科航空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共建
中俄联合研究院。

双方将联合招收全日制双硕士，培
养立志空天事业，具备扎实理论基础和
专业知识，具有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
国际视野的复合型空天科技英才。

“上海交大和莫斯科航空学院在
航空航天人才培养方面都具有深厚
底蕴，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中俄
宽体客机项目合作背景下，联合中国
商飞、中国航发等企业，探索人才培
养校企深度融合、国际化新模式，很
有意义。本次中俄联合研究院的成
立，让我们在航空航天高层次人才培
养方面找到了新起点，同时这也是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具体深化。”
上海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党委书
记程骄杰介绍说。

亚欧商学院入驻
紫竹国际教育园区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亚欧商学
院紫竹国际教育园区入驻典礼暨“全
球化新浪潮中新兴市场商学院的新使
命”主题论坛近日在沪举行。200余名
中外各界代表和师生共同见证了亚欧
商学院入驻仪式，并共享了一场新时
代商学教育的思想盛宴。青年报记者
获悉，作为创新型国际高等教育园区
的紫竹国际教育园区正成为吸引名校
在此合作办学的一块新兴热土。

据悉，亚欧商学院由华东师范大
学与成立于1872年的欧洲老牌商学
院法国里昂商学院合作办学。2016
年，亚欧商学院首届中法工商管理本
科创新实验班迎来首届53位新生。
今年 9 月，首届中法市场营销专业
（精品品牌管理方向）项目硕士也将
正式入学。

无论是本科还硕士研究生项目，
亚欧商学院将从一年级起就为学生配
备校外企业导师。企业导师是来自各
行各业的有学术、有经验、有业绩的中
高层经理人，他们参与学生的实践过
程、项目研究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
每学期定期为学生提供面对面指导和
答疑，并开创机会为学生提供实践、实
习岗位。

驻沪青年参加
“沪尚新青年”篮球赛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由河南省
政府驻沪办、上海市合作交流团工委
指导，河南驻沪团工委、浙江驻沪团工
委主办，各驻沪团工委联合承办的“沪
尚新青年”篮球邀请赛于4月8日-9
日在上海高级技工学校室内篮球场正
式开赛，吸引了12支队伍参赛。赛事
比拼非常激烈，好几支队伍难分伯
仲。经过两天的pk，最终决出胜负。

为什么雾霾天大部分
人都不戴口罩？脸太美不
想遮……三百余位17-33
岁上海青年人用个人的理
解解答着同龄人的匿名提
问。4月9日，由厦门白领
易轰和三个小伙伴自发创
办的“问题博物馆”活动中，
趣味的思考展现着上海青
年群体的所思所想。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晓颖

“在大城市生活的青年人普遍对
社会、对未来、对工作带着些恐惧。”
主创团队前期对青年人困扰的问题
了解一番后，就将这次活动的主题定
为了恐惧，在线上、线下收集了青年
人有关恐惧的困扰。

“同时，我们也收集了上海年轻
人们各类需要解答的问题。”24岁的
易轰是活动主创团队的成员之一。
她介绍，上海的“问题博物馆”是系列
的第三场活动。今年春节后，四位团
队成员在家乡福建厦门“开办”了第
一场“问题博物馆”。

返回北京上班后，她又和三位朋
友，把问题博物馆的形式搬到了北
京。这次选择在上海办活动，主要因
为“活动太火了。上海的网友一直希

望我们办在上海。在找到免费的场
地赞助后，我们将活动带到了上海。”

“最初，举办只是由于设计师朋友租
用的画室租期在即，我们想办一场有
趣的活动纪念。”于是乎，“问题青年”
提问、“好奇青年”解答的活动应运而
生。活动的影响力与好评催生了第
二场活动。3月25日，团队在北京进
行了第二场“问题博物馆”。

从一开始不到百个问题，到上海
场超过300位青年参与线下回复，越
来越多的青年走进“问题博物馆”。

“我只想来寻找共鸣。”今年将要大学
毕业的小张同学觉得生活中每个人
都有问题，在这里看到的答案或引人
深思或发人生笑。

易轰观察到，无论是情感问题、职

场问题，还是生活中遇到“为什么打呼
噜的人不会被自己吵醒”的困惑，都是
青年朋友们生活中的真实写照。年轻
的主创团队成员都觉得，最终的答案
是自己给出的。虽然路人们给出的答
案无法解决或者改变什么，“但人生总
是需要一些无解的回答来让它充满意
义。”易轰从年轻人的角度谈了些感
受：“哪怕人生再糟糕，收到讨巧的回
答也会让你放松，压力得到舒缓。”

如知乎这类提问互动的网站上，
也会有网友的机智回复。易轰觉得
线下活动的解答更接地气，一定程度
上可以为青年们排解生活中的不快。

据了解，250余位青年的提问与
回复将悉数汇总在“问题博物馆”微
信公众号里。

“如今的青年人大多不需要专家

意见，而是主动的寻找问题的解答方

案。”在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工作系韩晓燕教授看来，参与活

动的年轻人是行动者、问题的互动

者、答案的主动获取者。

记者观察到在活动中提问、解答的

群体是17-33岁的青年群体。“年轻人

在进入社会后，需要主体发声的渠道。

你看这次活动里，青年人既是问题的拥

有者也是问题的解决方。从青年人心

理学来看，他们不是被动接受，而是成

为问题的主人。”韩晓燕观察到，90后、

00后几乎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处事观，

“他们自我选择问题答案，尝试多元倾

听。年轻人现在甚至不需要一本正经

的回复，向世界展示他们开放、有智慧、

不沉重、更幽默的一面。”

这次近半数的青年在问题中关

注到了恐惧。“这和社会的大环境与

青年普遍的不安全感有联系。”韩晓

燕教授分析，年轻人到了外界期待他

们成家立业的年龄。青年人也希望

有更优渥的生活条件。但社会生存

压力带来的不稳定性、工作的不确定

性从大到小给青年不可控感、不稳定

感、不确定感，从而引起心理焦虑。

“青年趣味回复属于一种打岔的

压力缓解方式，不分好坏。”据介绍，应

对压力的方式有超理智解决问题，讨

好式让别人舒服、自我克服困难，还有

指责他人的发泄方式。青年人用幽默

玩笑应对生活压力，不失是一种选择。

青年烦恼 同龄人的回复有打趣的也有严肃认真的

主创团队 每一个提问都映射着一个人的真实

青年人用幽默玩笑应对生活压力

越来越多的青年走进“问题博物馆”来寻找共鸣。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