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14-15

2016年8月25日 星期四
编辑：李皓冰 美编：金红华不注

国人现在对跑步的消
费已经不止于跑鞋或衣服
这么简单，就在去年，男性
对于可穿戴装备的追逐，以
及女性对跑步机的依赖，都
创下了近4年之最——— 女性
喜欢在室内跑步，男性则更
喜欢用数码科技产品改变
传统的跑步。互联网时代下
的跑步，呈现出更多元的方
式。

@陈丁睿

读古书难，四书五经读
之需要倾半生之力，今日许
多人强调国学，但我看真正
去读的也寥寥无几，但读不
了大部头也要读点小品，这
与鸡汤不可同日而语。

@马未都

成年人的电脑迷恋症
同他们个人的问题有关，工
作中遇到挫折，压力太大，
职务升迁困难，生活不如
意，这些都可能成为促使成
年人转向电脑幻想世界寻
找安慰和刺激的原因。糟糕
的是，一旦他们身上出现电
脑迷恋症，那些现实的问题
会变得更严重，这是一个恶
性循环的过程。

@严锋

年轻时学读书，常常是
知识积累式而不是解决问
题式的，就输入而输入，80%
输入有20%输出已经相当不
错。这是每个人需要经历的
打基础阶段。但是走上工作
岗位，就需要转化为为输出
而输入，读书是为了解决问
题而不是为了积累知识。用
输出倒逼输入，就可以有效
率地读书，达到用20%解决
80%的效果。

@诸大建

终于过了处暑节气，这
个“处”是止歇，自此将退
伏。但真正凉爽四起还要待
进入农历八月，到白露节
气。陆龟蒙诗：“强起披衣
坐，徐行处暑天。上阶来斗
雀，移树去惊蝉。莫问盐车
骏，谁看酱瓿玄。黄金如可
化，相近买云泉。”“盐车骏”
典出《战国策·楚策》，说伯
乐见骏马老迈还拉盐车上
太行，下车哭而解衣披之。

@朱伟

有 些 人 就 这 样 ，
Win2000的时候说98好，XP
的时候就喊着Win2000好，
W i n 7了还在坚持用X P，
Win10的时候又开始用Win7
了。

@linglingfa

当前电视机的主要功
能是平常无交集的亲戚们
坐在一起不说话也不显得
尴尬。

@宁远
（三七整理）

互联网时代的跑步

呈现出更多元的方式

像追星一样在学习App上追学霸
“花一元钱买学霸经验值不值”引网友热议

大数据分析全国吃货都爱吃啥
8月18日 周四
QQ新功能“照片回收

站”被玩疯
辣眼睛！手机QQ新增功

能“相册回收站”，近日，不少
网友纷纷翻出自己“手滑”删
去的QQ空间照片——— 从“杀
马特”的发型到早已忘记名
字的同学身影，很多人惊呼

“相册回收站有毒”，却也表
示看得泪流满面。

网友表示：一直觉得自
己没什么变化的，现在看起
来简直像整了容。

8月19日 周五
大数据分析全国吃货都

爱吃啥
滴滴出行的大数据分析

认为：北京人偏爱吃烤鸭，另
外火锅和川菜也很受欢迎；
上海人则偏爱江浙菜和西
餐；沿海城市对海鲜情有独
钟，海鲜类餐饮地出行占比
最大的前三个城市分别为天
津、大连和青岛。

网友点评：滴滴这是想

要做米其林餐厅评级吗？
8月20日 周六
新审美标准“硬币眼”来

了
A4腰、iPhone腿、一字肩

之后，“硬币眼”挑战赛又来
了，完全不给人喘息的机会
啊。网友、明星们纷纷用五
毛、一元的硬币来展示自己
的铜铃大眼。你的眼睛又值
多少钱呢？

网友点评：一元硬币眼，
实在有点吃力；五毛硬币眼，
好像也不行；一毛硬币眼，还
是不够格……

8月21日 周日
网友热议讨价还价那些

事
近日一个网友说，“别人

还价，噼里啪啦地说出一大
串理由，让店主既无奈但是
又心服口服地给折扣。我还
价：‘老板便宜点呗？’‘已经
最低价格了。’‘那就这件
吧。’”网友纷纷回应自己也
这样：“放弃了还价，结果好

几个店主都愣了一下然后给
了我优惠。”“每次讲价都有
一种莫名其妙的愧疚感。”

网友点评：光是说出“能
不能便宜点”这句话，我就已
经用尽全力了。

8月22日 周一
谷歌列举奇怪搜索内容

榜单
有国外媒体盘点出一份

榜单，列举了谷歌上各种千
奇百怪的搜索内容和每月搜
索这条内容的次数。其中，

“我怀孕了吗”占首位，对于9
万名女性来说，谷歌似乎已
经替代了验孕试纸；其次是

“我怎么回家”，被这样问时，
谷歌会弹出窗口说“家在哪
里”；还有“真的有外星人
吗”。

网友点评：外国人的脑
电波果然不一样

8月23日 周二
“生气1小时=熬夜6小

时”引网友热议
爱生气的人都是跟自己

过不去！心理学家通过病例
分析发现，生气1小时造成的
体力与精神消耗，相当于加
班6小时。人的负面情绪得不
到释放，会导致血压升高、胃
肠紊乱、免疫力下降，引起皮
肤弹性下降、色素沉着，甚至
诱发疾病。因此，生闷气是对
自己施加酷刑。

网友点评：要是需要熬
夜6小时的工作，生着气1小时
就干完了多好。

8月24日 周三
网议“世界上最难找的

东西之一”
到底什么才是世界上最

难找的东西？网友“日坂菜
乃”发微博称，“世界上最难
找的东西之一就是充电宝。”
引发热议：“是眼镜！”“明明
是指甲钳！”“手机不服！”“那
些消失的头绳用身体证明它
才是第一！”

网友点评：最难找的难
道不是对象吗！

（齐小游整理）

【热搜】

【微博】

【热点】

学霸：

现身学习App做主播

和“猿题库”类似的还有
一款名为“榜样”的App，在学
习类App中的下载排名也相
当靠前。这款App主打一对一
模式，只要花钱买某位老师
的课程，就能在约定时间和
老师单独交流。当然价格也
更贵，有时5分钟的课程价格
高达20元甚至更多。

学霸的经验待价而沽，
但毕竟渠道有限，于是各种
中介机构应运而生。比如，视
频辅导班。苏惠就见过不少：

“他们会先办一个线下的讲
座，请有考试排名光环加持
的学霸来现场给学生介绍学
习经验。第一节课不要钱，目
的就是让我们听完后去买他
们已经录制好的辅导课程。”

随着网络直播的走红，
学霸也加入了主播的行列。
在面临升学压力的学生眼
中，他们是一个不亚于网红
的存在。比如，在“虎牙直播”
上，学生会给学霸主播送“金
元宝”——— 这是一种虚拟货
币，可以实现现金兑换。而学

霸和中介机构为了招徕生
意，会在微信公众号上提前
告知学生直播时间和房间号
等信息。一次直播能吸引几
百名观众，虽然数量听上去
比唱歌跳舞的直播差远了，
但一个个都是优质粉。

有的学霸甚至已经脱离
了中介机构，自己建立QQ群
和微信群，入群要先交会费。
苏惠的朋友就花过200元进过
一个群。当然学霸也比较重
视用户体验，犹疑的学生可
以先试听一次，只要 1元，第
二次，3元，第三次，抱歉，先
交会费200元。入群后，学生能
听学霸传授考试经验，有不
懂的地方随时问答。这样的
群颇受学生的欢迎，往往都
是五六百人的大群。

学霸经济消费的一是学
霸的经验，二是学霸的光环。
其实，早在付费看直播、入微
信群这些新形式之前，学霸
经济就一直存在。

高考结束，一本学霸手
写笔记在某购物网站上能卖
60元，月销量能到几百元。还
有出版社把学霸笔记集中整
理出版，其中“衡水中学”是
一块金字招牌，销量最好。近

日有媒体还爆出，一家拍卖
平台将6名省级高考状元的
笔记进行拍卖，最高一份卖
出了3000元。

学生：

像追星一样追学霸

那么，购买学霸的经验
到底值不值？

一名买过学霸笔记的中
学女生潘妍对学霸心悦诚
服，一个劲地点头重复：“管
用啊！当然管用啦！太管用
了！”而另一名听过学霸讲座
的高三学生小锐说：“时间很
短，交流不了什么。你听多了
就会觉得，学霸的经验都有
共性，总结之后，听再多也就
没用了。而且，其实道理我们
都懂，就看能不能做到了。”

高三学生柳嘉昊经常考
班级第一名，也算得上是个

“小学霸”。最初，他也想知道
有什么学霸经验值得自己学
习，就花了 5元去听学霸讲
座，可是大失所望：“我感觉
就是学霸很装还收钱……听
着听着就很想睡。而且，非得
按照学霸的学习方法来吗？
还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

方法。”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

学女生说：“我为其他同学补
习英语是为了钱，也是为了增
加社会经验和交际能力。补习
时，全部材料都由我一个人完
成。我的预期收入是200元。对
高中生来说，我的经验不必全
部学会，领会就够用。”

而一名考入复旦大学的
山东籍学生将自己做讲座视
为“做慈善”：“如果是学校请
我做讲座的话，为了回报学
校，我不会收钱；如果是外面
组织的话，就是为了赚点钱，
一次300元。我一定会毫无保
留地传授经验，但也就是讲
一些高中学习的体会，肯定
对同学们也不太有用。”

毕竟花了钱——— 尽管只
是一块钱，苏惠还是挡住了
不断袭来的困意，把学霸讲
座认认真真听完了。8点40分，
讲座结束。事后回忆，印象最
深的除了一两个关于独特学
习方法的点，就是页面上不
断被刷屏的学生评论和提
问，“一秒钟翻一页”“像追星
一样”。

(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暑假，没有了晚自习
的夜晚对将要上高三的网
友苏惠来说有些不适，甚
至有些不安。每天晚上8点
整，她满怀期待地打开一
款名为“猿题库”的做题
App，之前花了一块钱购
买的“文科学霸谈学习经
验”的直播课程，如期而
至。看着视频中的学霸侃
侃而谈，苏惠才稍稍安心。

不知从何时开始，商
家瞄到了学霸这种稀缺资
源的价值。在苏惠的朋友
圈中，花几块钱在专门的
App或者微信群、QQ群中
听学霸讲一堂课、分享一
次学习经验，成了一件司
空见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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