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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民间，自古就把
知识当成一种类似巫术的
东西，而且非常相信文字本
身的魔力。现代文明对知识
有一个“祛魅”的过程，知识
不再是一种能呼风唤雨的
巫术，文字也没有了魔力。
那么，我们怎么看待知识
呢？当然，大家都是现实的，
专业知识能帮人谋生，能造
电话飞机，我们承认它们有
用。但是对于其他类型的知
识呢？

@押沙龙

信息技术的能力一向
是双翼的：一翼是提高效率
与生产力，另一翼是提升交
往与社会性。

@胡泳

地图炮是思辨力弱的
体现，多数这么开炮的也不
是坏人，甚至还有点自卑，
只有借助地图炮取得优势，
不必太生气。但是，一个能
克制住不开地图炮的人，一
定是思辨力过关的人，这种
人，当朋友必有收获。

@连岳

纸质书不行，还是竹简
好。竹简时代，一本《脑筋急
转弯300题》就能摆满一面
大书架，谁看谁说是书香门
第。

@东东枪

听古典音乐本是件静
心而自得其乐之事，所谓清
心升华，都是个人事，与修
行相类，与当今喧哗是两条
道跑的车。否则也就不叫

“古典”，称“现代”了。但当
今喧哗蛊惑躁动、急功近利
是主旋律，古典音乐也搞成
熙熙攘攘了，也算当今奇
事。

@朱伟

从前有段时间人们太
迷信心灵鸡汤，今天又太鄙
视鸡汤，从一个极端走向另
一个极端。其实鸡汤既解决
不了实际的问题，也没有什
么实际的害处，但是鸡汤也
有实际的好处，比如能安慰
人心，调节心理，振奋精神，
比迷信洗脑伪科学好多了。

@严锋

以“不是我说你”开头，
基本就是要说你了，“有句
话不知当不当讲”开头肯定
是不当讲的，“咱讲道理啊”
一般是不讲道理，“我就简
单讲两句”经常讲俩小时，
如此看来，生活中全是套
路。

@自黑狂魔唐大夫

我并不想成为谁的指
南针，也许你该学习相信你
自己的方向感。

@假装在纽约
（三七整理）

现代文明对知识有

一个“祛魅”的过程

【热搜】

【微博】

手游“口袋妖怪”爆红，服务器被挤爆
7月7日 周四
网友P图让玩具小象环

游全世界
国外有一个孩子丢了玩

具小象后闷闷不乐，父母编
出了一个美好的故事——— 你
心爱的小象没有丢，它只是
出去看看这个世界。玩具小
象的照片被发到网上后，擅
长PS的网友真的带小象去

“环游世界”了。
网友点评：尽管童话里

都是骗人的，也有美丽的童
话。

7月8日 周五
淘宝公布“奇葩勾当”排

行榜
明星分手险、渣男测试、

代 骂 服 务 、出 租 男 女 朋
友……淘宝首次公布“奇葩
勾当”排行榜，揭露八种突破
法律红线或违反社会伦理道
德的奇葩行为，并进行删除，

给这些“猎奇者”一个警示。
网友点评：这脑洞也是

醉了！
7月9日 周六
晒娃新技能！萌宝“蜜桃

臀”走红
日本的一些宝妈晒娃

时，为保护宝宝的隐私，用
水果来遮挡住宝宝的臀部。
后来其他宝妈纷纷效仿，一
致认为桃子是最合适的水
果。蜜桃和萌宝的小屁股

“无缝对接”，萌哭不少网
友。

网友点评：以后还能好
好吃桃子吗？

7月10日 周日
休息时“葛优躺”？医生

说这个姿势影响心脏
“葛优躺”火了以后，网

友纷纷效仿，有医生说，“葛
优躺”看起来舒服，但这个姿
势给脊柱造成很大压力，“葛

优躺”时间长了之后，不仅对
颈椎、胸椎、腰椎，而且心脏
功能、呼吸功能都会受到影
响。

网友点评：葛大爷时隔
20多年完美躺枪。

7月11日 周一
手游“口袋妖怪”爆红，

服务器被挤爆
任天堂开发的手机游戏

Pokemon Go（中文翻译成
“口袋妖怪Go”或“精灵宝可
梦Go）在一些国家推出，上
线一天，服务器就被挤爆。玩
家化身为小精灵训练员，手
持手机走出家门，跟着地图
在各地场景中捕捉不同小精
灵。

网友点评：来吧，皮卡
丘，到我口袋里来！

7月12日 周二
网聊“最起码的礼貌是

哪些”

“最起码的礼貌”是指的
哪些礼貌？看微博上网友们
的“礼貌观”：“不要偷瞄别人
电脑、手机、密码。”“考完试
不要问成绩。”“不要问年龄
工资。”

网友点评：不被尊重的
愤怒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7月13日 周三
“那些弄混的词”笑翻网

友
一条微博突然引起围

观：“大妈：‘呀，这狗是拉斯
韦加斯吧。’店主：‘这是阿
拉斯加。’”网友表示共鸣，
热晒“那些弄混的词”：“有
种糖挺好吃的，好像是叫珠
穆朗玛还是喜马拉雅？……
阿尔卑斯。”“荔枝，我只吃
太子妃。”

网友点评：谢谢你们，我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齐小游整理）

【热点】

出门看电影，和朋友外出
聚餐，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养成
线上购买、线下消费的习惯。

限时秒杀、闪惠买单……
花样繁多的消费优惠集中线
上，也让不少网友患上了“强
迫症”：吃饭前先搜索，买单前
先比价。“一旦绑定了银行卡，
你的生活习惯也被手机绑定
了。”手机不离身的白领小武
苦笑。

比价成瘾

一顿饭打开五个App

“等等，你先别掏钱包，我
刚刚看到大众点评买单满100
元减5元。”在北京大望路的一
家餐馆，网友“田鹏”和女友吃
完饭，正准备付钱就被她火速
拦下。“先别急，我再看看招
商、广发这些信用卡的App上
有没有优惠。”一会儿工夫，她
打开了手机上五六个App，一
一查看，然后挑个折扣力度最
大的买了单。

田鹏拿着钱包，坐在位子
上干等着。“以前就是付钱走
人，现在可好，得把各处优惠都
捋一捋，要不她不放心，总觉得
吃了亏。”田鹏调侃，手机消费
的迅猛发展把一个个年轻人
都变成了“薅羊毛”专家。“东西
价钱可以贵，但谁也不愿意比
别人多花钱，花得冤枉。”

在一家四川串串香店，现
金支付需花245元，网上支付满
100元减10元，最后花了225元；
步行去看电影，原价110元的

《独立日》在线购买花了60元；
在一家甜点屋买了戚风蛋糕
和抹茶拿铁，原价36元，在线买
单可以打7折。这一路体验下
来，手机支付省下80余元。

比起现金支付，手机支付
优惠力度着实不小。“可首先

你得用得熟、玩得转，不然付
出的时间成本也不少，就看你
觉得值不值了，我是嫌麻烦。”
有网友坦言。

操作不易

老年人感慨成“古董”

“昨天带着爸妈一起看电
影，我妈问你怎么不买票，我
说我早在手机上买了，机器打
出来就行。她又问多少钱，我
说网上买50元，今天周末贵，
上礼拜五我来才26元，直接在
电影院买的100元。我妈说：

‘我们现在成傻子了，打车不
会，看病网上挂号不会，连买
电影票都不会了，要买就得买
100元的’。”美食畅销书作家
文怡最近发的一条微博引发
网友热议。

“跟我们家的对话一模一
样。”“这就是老年人的完全写
照，我妈说现在她去哪儿都搞
不定了，学会了也记不住。”

“别说老年人，我才40多岁已
经感觉跟不上趟儿了。”

社会发展快，互联网大潮
风起云涌，年轻人拿着手机就
能享受到诸多便利。可是，仍
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享受不了
科技进步带来的实惠。怎么帮
助他们感受便捷的生活方式？
这就需要更加精细化的服务。

线下怪象

饭店没人外卖很忙

网上买票、网上支付为什
么更便宜？以电影票为例，开
通网上订票除了节省影院本
身的运营成本，也是一种渠道
引流、广而告之的方式。加上
各个线上平台争先恐后地烧
钱补贴，抢夺市场，电影票价
格更是一低再低。在多家电影

院都可以看到，不少人进门后
直接到机器上自助取票，有的
年轻人甚至站在影院门口上
网购买，人工售票台前却是冷
冷清清。

网上订票仍需线下消费，
而网上订餐的迅速普及和大
幅优惠已经让不少80后、90后
远离厨房，爱上外卖。

“有的时候路过本来想去
店里吃，后来发现叫外卖反而
便宜，慢慢也就懒得出门了。”
虽然店铺就在楼下，小李也选
择线上下单。“我爸妈听了觉
得很不可思议，一直说现在的
年轻人难理解。”

小李的情况绝非个例，外
卖App的爆发让不少年轻人
变得越来越“宅”。

在一些居民区附近，不少

小饭店到了饭点儿店里没太
多顾客，外卖订单却连续不断
地飞来。“看着没人，可生意不
错。”有人感慨，这真是大城市
里的怪现象。眉州东坡、必胜
客、东方饺子王……不少品牌
连锁店的外卖业务也发展得
风生水起。

线上优惠刺激了线下消
费，同时也让大大小小的实体
店变得有些尴尬。“足不出户
啥都能干，用时髦的话说，我
这小店快成了‘体验店’了。”
一家蛋糕店的老板一边拿着
手机接单，一边笑着让店员再
包两个蛋挞给隔壁高楼的客
人送去。“店里十几个座位都
嫌多。”他琢磨着索性再租个
小点儿的店面。

（据《北京日报》）

线上商家优惠扎堆
不少网友患上比价强迫症

出门看电影，和朋友外出聚餐，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养成线上购买、线下消费的习惯，正所谓
“钱包可以不带，手机不能不带”。“刚才听同事说，楼下的餐厅用手机支付满50元减8元，这一顿
饭就差出不少钱。”网友“董姨”午餐回来，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有点儿不平衡，难道不用手机就该
多花冤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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