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是梗：经过同事的位置，他指着
电 脑 问 我 ：“ 你 是 不 是 有 一 件 这 样 的 衣
服？”我看了看说：“是的，你也想买一件？”
他说：“你上次说这星期要还我钱的时候，
穿的就是这件衣服。”

@董少广：儿子给孙子买了个新玩
具，我问孙子：“你这新玩具多少钱呀？”孙
子看了看价签，告诉我：“爷爷，300 多一
点。”这么贵？我接过来一看，“30.0”，可不
就是 300的中间多了一点。

@李朝云：老伴儿边照镜子边埋怨
我：“和你在一起几十年，我从年轻大姑娘
变成了黄脸婆。你得赔我青春损失费。”我
怼她：“那我呢，从帅气小伙子变成了胡子
拉碴的老头子，你赔不赔我青春损失费？”
老伴儿撇了撇嘴：“哎，算了，那就两清吧。”

@赵金城：孙 子 ：“ 爷 爷 ，您 有 微 信
吗？”爷爷：“我有啥威信啊，都是你奶奶说
了算。”

据新浪微博

微笑话

@梁文道：读一些无用的书，做一些
无用的事，花一些无用的时间，都是为了在
一切已知之外，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
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变化，就是来自这
种时刻。

@张皓宸：越是情浓，相处越是平淡，
越是真实，越不需要热闹的假象。聚时一团
火，散时满天星，是最舒服的方式。

@唐宁街的猫先生：如果一样东西你得
到了，却觉得不过如此，那么这个东西其实是
你的欲望。如果一样东西你得到了之后，依然
爱不释手，那么这才是你真正想要的。

@王人平：上学并不等于读书。希望
我们能尽可能丰富孩子的阅读范围，培养
孩子的阅读习惯，而不仅仅局限于课本和
试题。如蒋勋老师所说：“人生中，总有些苦
闷靠知识、靠考试无法解答。”而真正对一
个人构成拯救，使人有反省、有勇气、有向
往的，往往是那些在校园之外的经历，那些
课本之外的阅读。

微语录

微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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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着竹笋唱着歌，日子美滋滋。

第一块化石长尾纳罗虫有个优雅的名字
11

你在博物馆有过“奇遇”吗？

这些年，常有文物被发

布到网上后一炮走红，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乐于走进博物

馆，“看展式社交”成为了当

下年轻人喜爱的社交方式之

一 。 近 日 ，某 社 交 平 台 上

“博物馆奇妙日日夜夜”话

题里，大家陆续分享着自己

逛博物馆遇到的趣事和心

得，而更多网友则从中种草

了不少冷门博物馆和让人

长知识的文物。

““看展式社交看展式社交””很新潮很新潮

有网友在一社交平台分享了“在博
物馆发现了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他在宜
昌博物馆《开辟鸿蒙——动植物化石及
岩石矿物标本展》中，看到了一个名为

“ 周 小 姐 虫 ”的 标 本 ，非 常 好 奇 它 的 命
名。 经过检索，他看到了这样一段描
述：在云南澄江动物群中，第一块化石长
尾纳罗虫有个优雅的名字——“周小姐

虫”，它是以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高
级实验师周桂琴的姓命名的。修化石是
一项非常细致和繁复的工作，周桂琴在
17 年间修了澄江生物群的 10 万余块化
石，使得亿万年的遗迹得以完美呈现。
为了肯定她的成就，在云南澄江发现的
第一块长尾纳罗虫用了她的姓氏命名。

关于这种命名方法，随即有网友提

示说，为了感谢前辈学者为后续研究者
打下的基础，以新物种的名称来表达对
学界前辈的纪念，也是一种常见的命名
方法，比如“导师互敬蟹”，就是用以致敬
已故甲壳动物专家刘瑞玉院士；“维蕃鸡
油菌”则是为了纪念我国菌物学家、中国
科学院院士裘维蕃，他在云南发现了国
内第一个鸡油菌属新物种。

除了发现新的知识点，博物馆、美
术馆的打开方式还有很多。譬如有些
网友就表示，自己的人生爱好之一就是

“在博物馆里找寻白眼”，他发布的中外
博物馆里的展示品照片简直就是一个

“翻白眼合集”。
这 也 引 来 一 些 网 友 的 赞 同 ，表 示

自 己 逛 博 物 馆 的 日 常 之 一 也 是 收 集

表情包。
有网友发布了两张在婺源博物馆

拍 到 的“ 钟 馗 图 卷 ”，他 说 ，仔 细 看 完
只 能 说 ，“ 中 国 人 擅 长 做 表 情 包 这 件
事 ，大 概 也 是 古 已 有 之 ，写 在 基 因 里
的 ，若 不 是 博 物 馆 标 注 为 清 代 藏 品 ，
这 样 的 构 图 和 表 现 形 式 定 然 会 被 认
为是现代艺术品。”可以看到，图中数

十 位 钟 馗 ，形 态 和 表 情 各 异 。 网 友 评
论 认 为 ，这 非 常 适 合 做 周 边 ，可 以 做
印 章 ，做 胶 带 ，印 在 帆 布 包 上 也 行 ，整
面 满 印 ，或 者 白 色 布 包 上 印 上 一 两 个
也 都 可 行 ，简 直 就 是 现 成 的 素 材 库 。
还 有 网 友 说 ，看 到 这 么 多 钟 馗 ，已 经
条 件 反 射 地 在 找 不 同 了 ，让 自 己 想 起
了消消乐游戏。

除了用当下的眼光去发现文物的
有趣之外，不少网友也分享了一些冷门
博物馆，在#你去过最冷门的博物馆#话
题 里 ，“ 洛 阳 古 墓 博 物 馆 ”的 提 及 率 最
高，很多网友表示种草了。

有 网 友 参 观 后 发 布 了 多 图 表 示 ，
“作为一个看过《盗墓笔记》全集的盗墓
迷，景帝陵和前两个汉代墓穴确实把我
吓住了，怂得不敢进不敢看棺材，不过
后面几十个就无所谓了。每一个墓穴
都只还原了一部分，进入的并不深，所
以也不会有不适感。”

据资料显示，洛阳古墓博物馆坐落
在洛阳城北的邙山上，是世界上第一座
古墓葬类专题博物馆，也是国内唯一的
集帝陵、古墓葬及其附属文物、砖雕石
刻和古代壁画为一体的大型墓葬类博
物馆。走进洛阳古墓博物馆，打开一扇
古 代 墓 葬 产 生 、发 展 、演 变 的“ 历 史 之
门”，了解墓葬中蕴藏的时代信息和文
物故事。透过“天界图”了解汉代人追
求长生不死羽化升仙的神奇故事，观摩

“出行图”洞悉墓主人出行时的威严显
赫场面。在这里，能看到盛世唐朝胡人

牵驼、牵马的仪仗队列，还能看到唐代
女子前卫时髦的“时世妆”，以及仅在史
籍中描写的唐代“花鸟画”等等。

而喜欢瓦当的博物馆迷挖掘到了
西安秦砖汉瓦博物馆。另外还有嫩江
市 墨 尔 根 古 道 驿 站 博 物 馆 ，是 中 国 首
个 以 古 驿 道 驿 站 为 主 题 的 专 题 博 物
馆 。 其 他 还 有 重 庆 白 鹤 梁 水 下 博 物
馆 、贵 州 省 三 都 县 板 告 村 的 水 族 家 庭
博物馆等。

据《扬子晚报》

“逛博物馆的日常之一就是收集表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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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过最冷门的博物馆#成种草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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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古墓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