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高考网友印象最深的

“秀恩爱”秀出

一本畅销书

在秀恩爱这件事上，没
几个能超过Philippa Rice的。

Rice是来自英国的插画
师，她喜欢用画画的方式，记
录和男友生活的点滴。她将
这些可爱的插画上传博客分
享后，受到了来自全世界网
友的喜爱和追捧。当出版商
邀请她把这些画集成书出版
后，这本书立刻成为畅销书
售罄。今年，这本漫画书又再
版了！

这些漫画非常简单，永
远都是黑白红三种颜色，画
里只有最平凡的日常生活，
比如早上起来，一起在厨房
分享咖啡；比如同在一个房
间静静待着，各自做着自己
的事；比如一起看电视，一起
看日出……即使再平凡的日
子，只要有你的陪伴，也变得
温馨有趣，陪伴才是最长情
的告白。

不用像快递小哥那样风雨
无阻跑腿，不用像淘宝店主那
样殚精竭虑盼下单，更不用像
网络主播那样搔首弄姿求关
注，只需点点手机，对着话筒用
不超过60秒回答一个问题，可
能就有大把的钞票砸向你。

没错，那就是这些天朋友
圈最火爆的应用———“分答”，
作为最资深的体验者，“国民老
公”王思聪在上面回答了32个
问题，已获得24万多元的收益，
而且随着王网红回答问题的增
加，他收益的数字还在不断往
上翻。

在这里，你的背景和身份、
知识和见识、谈吐和思维，通过
短短的一段语音，就能变现，不
光“知识就是金钱”，连身份都
成为圈钱利器，互联网再次展
现出它神奇的一面。

很神奇，也很诱人，是不
是？普通小白领辛辛苦苦几年
都不一定赚到的钱，别人只需
几句话，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
能获得，是不是很“羡慕嫉妒
恨”？是不是有种马上就去“试
一试”的冲动？

在这样一个各类稀奇古怪
的创意争奇斗艳、屡见不鲜的
时代，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
到。“互联网+接地气创意+炒作
营销+风投介入”催生了一个又
一个所谓“风口”。有人说，一旦
站到风口之上，即便是头猪，都
能迎风招展，大有天蓬元帅领
十万天兵，傲视天下群雄的气
概，真真羡煞旁人！

但是，扪心自问，你我凭什
么能站在那样一个不胜寒的高
处？

意大利经济学者帕累托的
二八定律说，这个社会20%的
人占有了80%的财富，80%的人
只占有20%的财富。换句话说，
包括你我在内的绝大多数普通
人，可能只是寥寥20%财富的
拥有者，想要一举跃上龙门，绝
非一日之功。

现在网上流行一句话“你
必须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
不费力”，当我们注视着镁光灯
下那冰山一角时，也不应忘记
水平面下那被掩盖的深厚的累
积。有道是牛顿站在巨人肩膀
才能看到更远，各种“二代”们
骑着爹的脖子才能大把挣钱，
想要轻轻松松就靠回答问题，
几天入手24万，有一个条件就是
有一个非常牛的爹，否则，还是
回去“该干吗干吗去吧”。

当然，互联网的特性之一
是平等，它给了每个人无穷的
可能性，让人人都具备了“一日
致富”的潜质。但是，正如诞生
了谷歌、微软的硅谷，平均死一
两百家公司才能造就一家巨无
霸一样，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
而言，“潜质”也只能是潜质，它
距离现实的成功，还差着十万
八千里，中间隔着比九九八十
一难多得多的困难。

所以，不必眼红32个问题
收益24万的思聪，因为平凡如
你，很难成为“网红”，套用一句
流行语，“老老实实搬砖”，勤勤
恳恳干活，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比啥都重要。

不必眼红思聪

你也当不成“网红”

□李凯

一帮游戏迷

网上“搭建”圆明园

【热帖】

【微观】

【日志】

手机里那么多App

你的信息还安全吗

又到高考季，关于回忆
高考的话题网上一直不断，
有知乎网友就发起提问：关
于高考，你印象最深的是什
么？网友纷纷作答。

@Desperado：那种学到
精通透彻，追求细枝末节的
感觉，今后再也没有了。

@刚开：我考了三次高
考，你要我说哪一次的？年年
都是种子选手，考完又变成
第二年的种子。

@绿猪：不上不下的分
数，不上不下的学校和不上
不下的人生。

@张凯：考最后一科英
语之前就下雨了，考试前跟
同学说，万一打雷听不清听
力测验就麻烦了，好在听力

声音大到我听不到雷声。卷
子答完了，还有20分钟，我决
定不检查了。想到这一切都
要结束，想到这辈子再也不
会有这样的20分钟——— 外面
天色很暗，考场里灯很亮，答
题卡的颜色很养眼，椅子很
舒服……

@你的一片晴天：从此
故乡只是冬夏，再无春秋。

@唐缺：作为多年科幻
爱好者，看到《假如记忆可以
移植》的高考作文题，简直要
狂笑三声。

@匿名用户：考完出了
考场，门口停了一辆车，车牌
号是XY655——— XY是我名字
的缩写，后来我果真考了655
分。

@郭四喜：曾经以为高考
我会记一辈子，但现在想回答
这题时发现什么都不记得了。

@匿名用户：老师同学
打电话说“你是省状元”，晚
上有报社记者打电话要来采
访，班主任兴冲冲跑到我家
说要一起查成绩，然后就没
有然后了，居然是谣传……

@unfun：刚进考场手就
在抖，一开考就停了，可能是
太紧张忘了抖了。

@研究僧李青：记不清
了，唯一有感觉的是现在还
经常在梦里以各种形式参加
高考。

@李三条：先占个坑，等
我考完了再来填。

（三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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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craft(中文名“我的世界”，简称“MC”)由瑞典Mojang公司研发，是一款自由度极高
的3D沙盘游戏。它是YouTube上播放量最高的游戏题材，2015年PC端MC玩家至少有2000
万，移动端玩家达4000万以上。“我的手艺”服务器是国内最早尝试用MC“复原”中式建筑
的非营利游戏玩家团体。他们在4月初发布的建筑视频“万园之园·圆明园”，在微博上有5
万转发、4000余条留言、1 . 3万多个点赞。

瞎玩“玩”出
的“事业”

“万园之园·圆明园”之
前，史诗工坊团队以一年平
均创作一个大型中式建筑的
速度，在AcFun、B站和优酷
等网站上传《丽江·木府》、

《千年帝都·洛阳》、《武陵尘
梦·新·桃花源》等建筑展示
视频。

2014年6月,在QQ群里，团
员韩嘉祺说出了盘桓心头近
两年的想法——— 现在复建

“圆明园”的“时机到了”。响
应者不少，“波涛”是其中一
个。他本名戴玥帆，此前已独
自建成海晏堂，“如果真要做
这个项目，西洋楼部分可以
包在我身上。”更多团员对这
个项目的工程量没有概念，
作为总策划，韩嘉祺的第一
要务是帮团队树立信心。他
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以

“写实”风格用游戏还原古典
中式建筑。

MC是以小方块为基础
材料的像素游戏，无人挑战
中式建筑的一大原因在于游
戏难以呈现错落有致的线条
美。“尤其是檐牙斗拱，它们
有弧度，又有交错。真的很
难，没有人做过，我们找不到
模型参照。”团员卢晓峰说。
曾经为建好木府议事厅的斗
拱，十五六个团员通过YY语

音通信平台讨论近一周，瓦
片适合用什么材质表达，砖
瓦如何堆叠视觉效果更好，

“做—拆”的循环数不清进行
多少个来回。

建筑、园林、内饰、植
物……和往常的每一个项目
一样，团队怀着认真细致的
态度，“设计师们”飞快点击
鼠标，一块一块的像素次第
垒砌，建筑一点点显出雏形。
不过这次圆明园工程，却让
团队首次感受到一种无需言
明却集体认同的“使命感”。

戴玥帆看了不下十遍的
圆明园纪录片，独自建好
90%的西洋楼景区。最后一
个景点线法画只有一幅样式
雷图纸和铜版画能参考，“难
度实在太高，不得不发动全
团智慧。”“小笔”姚中唯试着
用透视原理倒推几幅画的位
置与画面分布，此后经十几
个团员的反复试验、修改才
造出满意的效果。

比横店“圆明园”
强多了

4月1日，史诗工坊官方微
博发布：“圆明园工程一期视
频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本工程
还会继续推进，直到搭建圆明
园的梦想在我们手中完全实
现！”并附上视频链接。

13分40秒的视频设计穿
越剧情：一群90后参观圆明

园遗址公园，其中一个年轻
人机缘巧合“穿”回清朝盛
世，游览鼎盛时期圆明三园
的优美胜境。正大光明、慈云
普护、茹古涵今、九洲清晏、
上下天光、方壶胜境、大水
法、远瀛观等二十多个景点
一一展现，完成复原圆明园
全景区上百个景点工程的四
分之一进度。

视频首先在MC圈内引
起剧烈震荡，玩家、MC主播
还有其他建筑团队纷纷转
发，之后两天更多游戏主播
和普通网友自觉接力。他们
的留言除了惊叹更有感动。
视频网站播放量逐日增高，

“献上我的膝盖”、“跟看纪录
片一样”、“修得越美我越心
酸”等弹幕嗖嗖嗖飞过。

韩嘉祺没料到“圆明园”
工程的“动静会这么大”。中
国圆明园学会学术专业委员
会会员刘阳通过个人微博转
发视频，并评论“这是要复原
圆明三园？”此前刘阳完全没
有接触过MC，也不知道史
诗工坊，但他觉得游戏里虚
拟的“圆明园”要比“横店那
个强多了”。

周围传来的消息让这群
年轻人信心满满，他们打算继
续在游戏里“搭建”圆明园二、
三期。他们甚至将目光投向了
古建筑之外，新项目“现代城
市废墟化”如今正在兴建。

(据《博客天下》)

网上约车、购物、叫外
卖……从早上一睁眼到晚
上睡觉，“手机控”张静几乎
每时每刻都享受着手机App
带来的便利，在她看来，没
有手机的生活已不能想象。
但在2016中国大数据产业峰
会上，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
长邬贺铨的一场主题演讲，
把张静讲“蒙了”。

只要你的手机里安装
了百度、高德等导航软件，
无论你在哪里我们都能很
快通过手机里App提供的数
据找到你。在邬贺铨看来，
名字可以造假、身份信息也
可以造假，但位置信息是无
论如何都掩盖不了的。“App
本身跟位置并没有太多的
关系，可是App会强行搜索
你的位置信息，而你的位置
信息根本屏蔽不了。”邬贺
铨解释道。

“那我不是一个透明人
了吗？”听了邬贺铨的演讲，
张静自言自语地念叨着。

和张静一样，很多“手
机控”在下载安装App时不
会注意看授权权限条款，便
直接同意安装，就是这么一
个简单的动作，App会完成
访问通讯录、读取通话记
录、读取短信记录、读取位
置信息、监听手机通话等一
系列行为，一不留神用户的
隐私就泄露了。

“只要一上网，我们基
本上等同于裸奔。”微软中
国首席技术官韦青坦言，只
要你掏出手机打开App，你
今天去了哪儿、你的电话号
码是多少、你的实时位置信
息……你在手机上进行的
一切动作，都被悄无声息地
记录在册。这个搞技术出身
的工程师认为：“我们越是
享受数字化的便利，隐私越
少。”

在中国互联网协会秘
书长卢卫看来，企业利用
App软件收集用户相关数据
的行为存在很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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