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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老戏骨就是靠演
技，演什么像什么，观众一看
就感受到了。如今，演员把表
演形式升级了。面无表情站在
那儿，接下来就靠观众自己去
体会了。演员此时应该是什么
情绪，观众把自己感受到的情
绪附加在演员身上，用自己的
意志推动情节的发展，从而实
现演员与观众之间一种更深
层次的交流。

@刘大大大大大脸

上午去万圣书店，书太
多，人太少。实体书店的确艰
难。看到几本想看的书，网上
买可能便宜一点，但不好意
思把书店当图书馆，也就实
价买下来了。

@温儒敏

治愈系是指艺人作品能
帮助社会或个人临时解决心
灵难题，只是程度比较低，说
白了连心灵鸡汤都不算，顶多
算碗心灵米汤。重病初愈之时
喝鸡汤都腻，喝米汤适宜；小
病则喝碗米汤就会浑身通泰，
不治而愈。人一生中得大病的
概率低，多半是小病或无病呻
吟，所以心灵米汤乃至鸡汤这
些年大行其道。

@马未都

女德讲座的市场六成在
小城镇，那只能说明定位准
确，也体现基层教育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改变的方法就
是反对这种观念的人士和组
织机构，也能像对方一样，下
基层普及自己认为正确的理
念。

@闾丘露薇

“星火五月中，景风从南
来。数枝石榴发，一丈荷花
开。”“炎赫五月中，朱曦烁河
堤。”都是李白描写农历五
月。我更喜欢“镜湖三百里，
菡萏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
看隘若耶。回舟不待月，归去
越王家”，写西施不落窠臼。

@朱伟

未来学家凯文·凯利对
新世界的描述是：它将所有
人变成了菜鸟，世界上再无

“老鸟”。新科技将无穷无尽
地升级。10年前的人，无法想
象我们现在离不开移动互联
网，我们现在也想不出10年
后将用什么新科技。

@连岳

没有微博的一个小时，
放下手机，放松心情，出门走
走，晒晒太阳，点一杯咖啡，
独自坐一会，发现还是微博
好玩。

@使徒子

世界上最浪漫的事就
是，我在书房打王者荣耀，你
在客厅攒菜鸟裹裹王者刮刮
卡……但愿我能全服第一，
你能赢到4999！然后我们就
比翼双飞！

@苍南派
（三七整理）

我们现在也想不出

10年后将用什么新科技

“打电子游戏”成为一种正式职业
调查显示，近年来大众对电子游戏的态度更宽容

前不久，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OCA)与阿里体育宣布，电子竞技将在2022杭州亚运会上成为正式比赛项
目。对于爱打游戏的孩子们来说，网络游戏谓之“蜜糖”，而对于担心孩子学习的家长来说，网络游戏可谓

“砒霜”。“打游戏”成为一种竞技项目，你怎么看？

96岁台湾“网红”爷爷走了，曾感动亿万网友

6月15日 周四
网友回忆上学时课间唱

过的歌
一段中学生课间集体唱

TFboy s歌曲提神的视频走
红，有网友说，唱出了背课文
的调。随后，网友们晒出自己
上学时唱过的课间歌，就暴露
了年龄：“我们那时爱唱《海阔
天空》”“我们那个年代，中午
唱周杰伦的歌提神。”

网友点评：铁打的传统，
流水的歌啊！

6月16日 周五
大公司注册山寨商标防

假冒
网友爆料的一条微博火

了，称大白兔为了保护自己的
商标，注册了十几个近似商
标：大灰兔、大黑兔、大花兔、
小白兔等等。为预防山寨产
品，正牌商家不得不先抢注一
批商标。比如星巴克已注册星

巴客、巴克星、巴星克等。
网友点评：这是在用生命

开脑洞啊！
6月17日 周六
96岁台湾“网红”爷爷走

了，曾感动亿万网友
台湾“网红”爷爷老夏的

孙女发布一段视频，视频中，
奶奶“脆鹅”与弥留之际的老
夏告别：“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你放心好好走。”早前，因为孙
女发布了他和老伴的恩爱视
频，这位生活在台湾的东北爷
爷成了“网红”。

网友点评：如果爱情是这
样，晚点儿真的没关系。

6月18日 周日
烤玉米的南北方式引争

论
这几天，南北方网友又起

争论。起因是，成都一网友在
天津的烧烤摊点了6串烤玉
米，结果被撑到了，惊讶北方

烤玉米竟然是烤整个玉米。而
北方网友看到成都烤玉米的
方式更懵，表示也是第一次知
道，还有把玉米粒串起来的烤
法。

网友点评：我第一次坚定
了我是北方人的事实。

6月19日 周一
父母寻找走失孩子照片

笑哭网友
18日晚，公安部儿童失踪

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公布了一
张男童走失协寻信息，在家长
提供的照片中，10岁的男孩身
穿女士比基尼泳衣。这张照片
转发量过万次。19日，男童已
被找到，系迷路了。有网友点
赞父母的机智，这样大家一下
子就能记住孩子了。

网友点评：他回家的第一
件事可能就是删掉这张照片。

6月20日 周二
瑞士小镇禁止拍照防“患

错失恐惧症”
瑞士阿尔卑斯山脉一个

小镇在网上火了，原因是它禁
止游客在镇里拍照。因为小镇
景色太漂亮，如果游客把照片
发上网后，其他网友看到后很
羡慕，但又没办法前往小镇，
从而产生焦虑和烦恼，甚至患
上“患错失恐惧症”。

网友点评：小镇的套路比
大都市更深。

6月21日 周三
过度修图可能迷失自我
调 查 显 示 ，生 活 中 有

73 . 4%的人拍照后会修图。有
心理专家表示，长期沉迷修
图，会让人逐渐难以接受现实
和迷失自我，沉迷于“美丽假
象”，不敢以真面目对人，导致
自卑和挫败感。

网友点评：这个科普你敢
拿去伤害朋友圈吗？

（齐小游整理）

【热搜】

【微博】

【热点】

□高辰辰

“打电子游戏”成
职业是时代发展产物

赵航是一名资深的网络
游戏玩家，说起电子竞技他如
数家珍，“运动会的宗旨在于
鼓舞人类不断地训练，强化自
身，电子竞技表面上是打游
戏，实际是手脑机能之间的比
拼。另外电子竞技中有团队竞
技，需要团队协作性、战术思
维、团队沟通等能力，都与运
动会精神完美契合。”

河北省某高校教师张丹
也比较支持电子竞技成为亚
运项目，“这是时代发展的产
物，并非一些人眼里的不务正
业。”

一项对2007人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59 . 0%的受访者
接受“打电子游戏”成为一种
正式职业，受访者认为电子竞
技具有锻炼手眼协调能力
(51 . 0%)、放松心情(50 . 0%)和训
练反应能力(46 . 4%)等益处。

石家庄市民韩晓伟的孩
子已经12岁，在上小学六年
级，韩晓伟无法接受电子竞技
职业化甚至登上亚运会舞台。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利用电子
游戏来养活自己，很多青少年
因为玩电子游戏而荒废了学
业，在本该学本领的年龄去玩
游戏，从而导致成年后没有一
技之长。近些年，一些家长甚
至要和手机争夺孩子了”。

不只韩晓伟一人对电子
竞技有所担忧，调查中，54 . 2%
的受访者担心打电子游戏影
响身体健康，例如导致视力下
降、出现颈椎问题等；52 . 9%的
受访者认为虚拟和现实生活
不同，可能出现行为偏差；
51 . 4%的受访者担心打电子游
戏容易产生网络依赖、影响学

习。其他担心还有：暴力等不
良信息对孩子的认知和情绪
产生负面影响(47 . 8%)，影响正
确价值观的形成(26 . 7%)，产生
过多的金钱消费(24 . 2%)和沾
染不良习惯(23 . 0%)等，仅3 . 1%
的受访者没有什么担心。

对电子游戏从视
之如仇敌到盲目崇拜

张丹认为电子竞技对参
与者来说最大的益处就是锻
炼脑力，此外还可以增强团队
合作能力、领导力。“一个人的
操作再精准，离开了团队就会
输。只有团队统筹谋划，才能
取得好成绩。”

赵航说，电子竞技还能够
锻炼忍耐力，“队友坑你的时
候你需要忍住不喷人。”

调查中，36 . 9%的受访者感
到近些年大众对于电子竞技
的态度变得更加宽容了；33 . 9%
的受访者表示更加担心电子
竞技带来的危害；16 . 5%的受访
者认为没什么改变，一直比较

宽容；8 . 0%的受访者则认为没
什么改变，一直都很担忧。

“大家从视之如仇敌到接
纳，再到叫好，再到目前出现
盲目崇拜、非理智追星的苗
头，能够说明很多问题。”赵航
虽然一直在打游戏，但对于电
子竞技并非一味地追捧，对于
大众的态度也表示了担心，

“胡乱生长的树枝成不了栋梁
之材，学生不顾文化知识学习
一心打游戏得不偿失。”

电子竞技领域存
在不当营利现象

电子竞技成为一种正式
的竞技项目，赵航建议，像要
求运动员一样要求职业选手，
规范电子竞技俱乐部的经营
和市场环境，并实时监督，培
养选手的爱国精神，将那些希
望通过打游戏出名进而拜金
享乐的人拒之门外。

作为家长的韩晓伟认为，
对于电子竞技健康发展的引
导、对于青少年健康用网的引

导需要国家、学校和家庭三方
通力配合。

对于电子竞技的健康发
展，57 . 6%的受访者期望减少
电子竞技领域中不当营利现
象，50 . 0%的受访者认为引导
舆论对电子竞技的正确评价
十分重要，40 . 8%的受访者希
望建立中国电子竞技职业队
伍，38 . 7%的受访者认为政府
出台相关规范文件、加强监管
必不可少，34 . 8%的受访者认
为应该支持相关比赛的举办。

在网络时代，要引导青少
年健康成长，61 . 4%的受访者
期望加大教育和引导的力度，
50 . 0%的受访者认为要加强网
络信息健康、安全管理，45 . 6%
的受访者希望学校向学生普
及不良行为的危害。

“网络时代是个信息爆炸
的时代，不光是电子游戏，传
媒虚假报道等，都会危害青少
年的健康成长。引导青少年理
性上网，尽量发挥网络时代的
积极影响，才是重中之重。”赵
航说。


	B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