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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副业正在占领
职场人工作结束后的“12小
时”，这项被 Z 世代戏称为

“八小时内求生存，八小时
外求发展”的产业，正吸引
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关注
和涌入。

所谓“副业”，即是指八
小时正职工作之外的兼职
工作。调研报告显示，疫情

期间，有超过60%的职场人
开展了或计划开展副业和
兼职，78%的人表示疫情结
束后仍会在本职工作外继
续兼顾副业和兼职。2021
年有 51.85%的职场人拥有
副 业 ，相 比 2011 年 提 升
33.1%。

对于Z世代而言，副业
是他们人生中的另一个支

点。这门由自身爱好或特
长所决定的职业，不但能提
高抵御风险的能力，还能在
工作之外从事自己喜欢的
事，进而缓解职场压力。

不过，副业远非年轻人
想象般美好。记者在贴吧、
微博等社交平台上搜索时
发现，不少网友纷纷感叹副
业并不轻松，甚至有人吐槽

“熬夜做了一晚上 PPT，含
泪赚到10块钱”“视频播放
量好不容易做到40W，结果
只进账了两杯奶茶钱”。

一位人力资源经理分
析称，当前越来越多的人成
为“斜杠青年”的三大主因，
分别是寻求额外收入、出于
兴趣和自我投资与提升。
年轻人为了开辟新赛道选

择副业本身没错，但很多人
对自己究竟应该选择怎样
的副业并不清楚。

她表示：“尽管副业比
主业更为自由，但带来的收
益也远非理想中的高，更别
说做好一份副业同样需要
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要在结束八小时工作后，继
续耗费精力投入副业的经

营并不容易。不少年轻人
在这个阶段很可能出现‘主
次不分’，最终导致主业副
业都没干好的情况。如果
没做好万全准备建议不要
贸然开展副业，这段时间可
以用来学习提升能力。副
业的成功同样需要经验基
础，毕竟选择的副业其实也
是别人的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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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上班时间，他们是设计师、程序员、公司职员，身着职业服装
穿梭在高楼间、办公室里；工余时间，他们则“变身”成为直播UP主、
摄影博主、健身教练、网文作者等……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学会
在繁忙中寻找自己的春天，左手为了生活，右手享受爱好，把寻常日
子过得活色生香，不仅缓解生活压力，提高个人或家庭抵御风险的能
力，还能享受兴趣爱好带来的快乐和成就感，让它们成为人生中的另
一个支点。

“笔和手已经到位，就等董老师开金句
了！”日前，网友“带俩娃的楠”发布的一则短短
10秒左右的视频爆火，浏览量超445万。视频
中，其在桌面上架了两部手机同步播放着新东
方的直播间，手中则拿着笔，一旁还摊开一本
密密麻麻写满字的笔记本。也正是这条视频，
被董宇辉评论：“优秀了！”网友戏称：年度最佳
课代表，学习委员非你莫属。

该网友上传的笔记内容里涉及诸多文学、
历史等知识，而生动的插图则画了包括白居
易、苏轼、左宗棠、张爱玲、张国荣等在内的众
多人物及历史场景。就在董宇辉点赞的前一
天，该网友的第一条名为“看完董宇辉直播后
的我”的笔记视频，获点赞量超5万，浏览量也
达到了200多万。

“我是从 7月上旬开始做笔记的，一开始
要买米，正好刷到董宇辉在讲一些文学知识，
觉得特别受益，也产生了共鸣，就想用笔记记
录下来。”“带俩娃的楠”告诉现代快报记者，一
开始，他只是单纯地记下了文字，慢慢地发现
回头复习的时候比较枯燥，刚好自己喜欢绘
画，就加入了插图，增加可读性和兴趣点。

“带俩娃的楠”慢慢走红之后，开始有不少
其他网友留言催更，然而因为工作之余还要带
娃，他只能抽空完成。“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有人可能觉得花时间看直播做笔记是浪费时
间，但其实这一个月下来，孩子们在我的影响
下也有不小的变化，看我在学习、记笔记，他们
也会拿着绘画本在一旁画画、写字，其实是给
孩子们做了个榜样。我没学过美术，也没有绘
画基础，每一次的笔记还比较费时间，插图画
什么要根据文字选择，我会在网上找好相关的
图，再融入自己的想象，最复杂的一幅图画了
四五个小时，用了两天才完成。”

近日，“动脉影”在微博分享了一个开心的消
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制造工程专业的
一名研究生，在他的硕士毕业论文致谢中，特别
感谢了“动脉影”的每日文物分享，这位网友写
道：“感谢‘喜爱博物馆的普通游客’动脉影，让我
得见厚重历史与轻盈快门的完美结合。于我而
言，每一次走进博物馆、用相机记录文物之美时
的自我满足，都源自‘动大’的启蒙。”

说起近 400万粉丝的微博大V“动脉影”，关
注文博的粉丝应该都很熟悉。他是用镜头重新
诠释文物之美的“行摄者”，就像是文物之美的

“灵魂捕手”，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动大”，说他
有“一张照片带火一件文物”的能力。许多人因
为看了他的照片，而爱上博物馆、走进博物馆。

“我只是一个喜爱博物馆的普通游客，只是一
个‘发照片的’，（本职）工作与博物馆及文博圈都
没有关系……”微博上，拥有近390万粉丝的博主

“动脉影”置顶了这条自我介绍。2012年元旦，在
武汉一家金融单位工作的黄翼和同事在陕西历史
博物馆看了“大唐遗宝”的特展。展厅布置得很
暗，灯光静静地打在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金银器
上。这些金光熠熠的宝物吸引了他。他情不自禁
拍了很多照片，将这组照片发到网上作为记录，没
想到受到了很多人喜欢，这给了他很大的鼓舞。

因为工作的原因，黄翼有很多出差的机会，
可以利用一两天的时间，去各地的博物馆里转
转；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回家后抽一两个小时
来修图分享。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他去了国内
外 200多个博物馆、积累了 50多万张照片，这个
让普通爱好者所不能及的数字背后，写满了时
间、热爱、坚持。

他解释道：“博物馆是我爱好的一部分，但这
个爱好，并不和其他任何爱好冲突。我也可以喜
欢玩游戏，可以逛博物馆，也可以是从事金融行
业的人，完全不矛盾。”他说，自己做的是一件很
纯粹的事情：见证美，分享美。每天把他在博物
馆里面发现的、有意思的、好看的东西分享给大
家。他所希望的，是在纷繁复杂的互联网空间
里，为大家提供一个安安静静看好看图片的地
方。如果有人因为他的照片走进博物馆，看看中
国文化的宝贵财富，他就觉得足够开心。

前一分钟，主角还在安排、布置自己的“甩锅”大计；后一分钟，戏份
就直接进入了男一号其实早已识破诡计，从容应对……日前热播的都
市职场剧《简言的夏冬》，通过一群秉承职业信仰与坚持的调查师抽丝
剥茧的调查工作，将隐藏于光鲜背后的商业欺诈一一揭露。

剧评人士表示，《简言的夏冬》受关注，更多归功于原著小说作者永
城。此前一直被无数书迷称作“学霸”的永城，在某种程度上比两位主
演都更“大牌”。

据永城透露，《简言的夏冬》的故事确实就源自他多年来的实操经
历。在他看来，小说、职场剧取胜的关键都在于真实二字，“就是作品中
既有极高的专业素养，又讲好了有趣的故事”。

“70后”的永城，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工程硕士，学的专业更是被无
数网友视为“高大上”的自动控制和人工智能。走出校园进入职场后，
永城从事的也是和剧中主角们一样的商业调查、投资风险管理等工
作。《简言的夏冬》改编自他的代表作《秘密调查师》系列中的第三部。
不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永城却有点“凡尔赛”：“我写小说真的只是兴
趣爱好，从没想过当成终身职业。”

永城并不讳言，自己创作的人物是拆分自己或
身边亲友。“所以，我会特别关注我笔下的人物在电
视剧中的样子。夏冬的沉着冷静，智商超高却永不
外露，让人捉摸不透，这完全符合我接触过的高级
调查师的状态。剧中商业调查公司欧讯的上海部
老大苏珊，她跟我之前的上司一模一样。我当时
还跟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我老板看了这部剧，一定
会觉得我特意找了个人去演她。”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语文好，事实上也不
好，甚至有些偏科。”永城回忆说，当然自己
从事金融类咨询服务、商业调查的经
历，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自己的
写作素材，“让我可以写出更多
不一样的故事”。

□相关链接
“分清主次，你的副业是别人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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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杠青年的副业人生，
有理想也有陷阱

（本版内容，来源于新华社、新京报、上游新
闻、现代快报、艺旅文化旅行、@动脉影微博等）

“带俩娃的爹”成为课代表
看直播做笔记获董宇辉点赞

都市职场剧热播
书迷说原著作者比主角还“大牌”

游客“进阶”文物摄影师
很多人因为他爱上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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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俩娃的楠”
手绘的直播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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