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一场南北差异之争

吃饭到底是吃米还是吃面

文章先收藏再看？
多数人都在骗自己

手机阅读为人们提供
了丰富的内容信息，已成为
不少人生活中主要的阅读
方式。看到精彩内容，点下

“收藏”键，将文章资讯放入
“收藏夹”，方便日后阅读。
然而，收藏的文章，你真的
会读吗？

一项对2003名受访者进
行的调查显示，77 . 8%的受访
者用手机阅读时有“收藏”文
章的习惯。

调查显示，励志鸡汤
(48 . 8%)是受访者最常收藏的
文章类别。其他类别还有经
验分享类(45 . 8%)、时政评论
类 ( 2 8 . 8 % ) 、财 经 分 析 类
(28 . 3%)、干货类(28 . 1%)等。

“新文章都看不完，谁
还会去读旧的？”大二学生
张兆霖 (化名 )的微信收藏
夹中保存了上百篇文章，

“收藏之后，几乎再也没有
看过”。张兆霖关注的微信
公众号有数百个，有些公众
号的更新已经十几天没有
点开了。张兆霖觉得，“收
藏”文章更像是一种习惯性
动作，哪怕明知以后不会再
读，也还是会收藏。

关于“只收藏不阅读”
的现象，35 . 5%的受访者认
为是过快的生活节奏让人
没时间“回顾总结”，29 . 1%
的受访者表示“收藏”只是
为了寻求心理安慰，18 . 4%
的受访者认为资讯太多反
而让人不再珍惜，6 . 6%的受
访者觉得这是出于人们对
自身知识不足的“焦虑感”。

眼下，各种“无人”的信
息占据了各大媒体头条，从
李彦宏坐无人驾驶汽车赶赴
百度AI开发者大会，被交警
查处；到京东用无人车、无人
机派送快递；再到阿里巴巴
杭州造物节上，推出的无人
超市；昨天还觉得远在天边
的“无人”社会，现在仿佛下
一秒就要撞到我们怀里了。

这有点像“狼来了”寓言
的现代科技版。当人工智能
比人类会下棋的时候，你不
害怕失业；当人工智能比我
们会开车的时候，你没有警
惕；当人工智能连超市收银

员、快递员的活儿都能做的
时候，你再恐惧，好像已经晚
了。

不过，别看都是“无人”，
但动机各有不同，对我们的
影响也不尽相同。

比如无人驾驶汽车，从
目前最成熟的谷歌无人车表
现看，由机器人控制驾驶的
汽车，会是一次比人类司机
更加安全、路程规划更为合
理的乘坐。而且随着中国大
部分城市被堵车困扰，驾驶
证越来越普及，这样的“无
人”似乎利更大于弊。

至于“无人”送货以及由
此延伸出的“无人”制造，更多
是企业的成本倒逼所致。即
使像京东、亚马逊这样的高
新互联网企业，其实也在面
临着运营成本升高、人工负
担加重的困扰。像在国内最
卖力推广无人车、无人机送
货的京东，其财报显示，最需
要人力的物流成本，最近三
年一路走高，占其总运营成
本的比例已经超过8%。富士
康大约从5年前，被招工难倒
逼的机器人“无人化”，居然也
应验到了互联网企业身上。

而至于亚马逊、阿里巴
巴相继落地的“无人超市”，
虽然很是夺人眼球，但目前
也仅限于吸引眼球。由众多
黑科技堆砌而出的“无人”，
眼下更多是用来吸引投资人
的噱头和概念，维持估值，推
高股价。毕竟，收银员的人工
成本，现在还远低于一大堆
感应器、传感装置的价值。

其实我觉得最有意思的
一条“无人”信息，是在美国
正逐渐落地的，会做手冲咖
啡、做烤披萨、会调鸡尾酒的
厨师机器人。据说，这些快餐
式、标准化的饮食，机器人的
完成度已经快赶上人类厨师
了。

这让饱受人员频繁跳槽
流失之苦的美国餐饮企业心
中暗喜，但在嘴上他们仍然
要说，这是把人从重复枯燥
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去做更
需要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口味
品尝、质量把控等工作。然而
在美国的餐饮点评网站上，
大家还是一边倒地认为，无
法接受机器人操作的毫无情
感在其中的食物，哪怕那些
情感是负面的。

也正是在这里，是否用
机器人做饭、绘画、文学创
作、酿酒，才是真正触及到了

“有人”与“无人”的边界。在
计算、力量、速度这些理性的
东西被机器取代后，感官、情
绪、审美是我们和机器最大
的，也是最后的界限所在了。

无人的尽头

□李骏语

你长大了，这些网络热词也老了
网友重拾“高龄互联网流行词”，汇成“网络考古重要文献”

□何彩俪

“超高龄”的网
络热词，你用过几个

还记得当年你第一次接
触网络，在网上和人聊天时
的说话习惯吗？“我晕”、“我
倒”、“瀑布汗”、“神马都是浮
云”、“什么东东”……这些如
今看来颇为“中二”的词，当
年可是风靡一时。

还有取自汉字谐音的一
些网络热词，如“偶=我”，

“油菜花=有才华”，“886=拜
拜了”，“7456=气死我了”，

“虾米=什么”，“火钳刘明=
火前留名”，“斑竹=版主”，
至今仍然在不少人的聊天记
录里保留着。

伴随着你的成长，这些
逐渐“上了年纪”的网络热词
如今也成了“超高龄”的象
征。网友们开启“回忆杀”模
式，努力回忆着当年自己曾
经用过的网络热词。还有人
分享了当年自己的社交平台
签名：“我们是糖，甜到忧
伤。”“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
传说。”“就算是肖邦，也弹不
出我的悲伤。”这些当年潮到
不行的句子，有的如今看来
满是鸡汤味儿。

一个细心的网友发现，
这些“超高龄”的网络流行
语，不仅“年纪”在增长，含义
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当年想
笑的时候，是真的发‘呵呵’
的。”这个网友说道。“呵呵”
这个曾作为友好象征的词现
在意思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今在聊天中如果发“呵呵”
二字的人，一定能收获对方
的白眼，因为现在的“呵呵”
更多的是有“不敢苟同”之
意。

有网友怀念“非
主流”的少年时代

“珍惜你看到的还在自
称‘偶’的网友，她们基本都
是宠辱不惊看惯云卷云舒的
可靠老大姐。”一个网友的调
侃道破了时光匆匆的秘密。
高龄互联网流行词的使用
者——— 70后、80后早已长大，
不再是当年在博客、论坛与
人大战三百回合的少年，而
是开始或已经踏入工作岗
位，并成了孩儿他娘、孩儿他
爹。当他们看到自己曾使用
过的流行用语时，会是什么
反应呢？

尽管网友们对自己曾经
的“非主流”岁月感到有些不
好意思，他们刷着评论，开玩
笑说自己发出了“杠铃般的
笑声”，但当这波回忆杀来袭
时，他们却在笑泪交织中感
叹时光飞逝，怀念青春。网友
们在这条微博下方留言，“评
论一条条看过去，简直要看
哭了，怀念自己非主流的学
生时代。”

为啥当年火的
是这些词

这些高龄网络流行词之
所以能够勾起网友们的集体

回忆，还与它们同当时的社
会热点紧紧结合的特点密不
可分。直到今天，通过一些网
络用语我们还能窥见当年的
热门网络事件。

例如，几年前火爆网络
的“神马都是浮云”就源于红
遍网络的“小月月”事件。在
原创作者蓉荣眼里，经过了
小月月事件后，天下“神马极
品都是浮云”。“神马都是浮
云”一度成为网友心中不可
磨灭的经典流行语。

网友“小马甲”表示，
“超高龄互联网流行词”的
说法让自己“很受伤”。“本
来还没觉得自己老，但评论
一条条翻过去，发现这些词
语我竟然全都用过！”“小马
甲”的网龄超过20年，如今
已经工作了，“我当年还是
学校BBS的斑竹呢，每天晚
上回宿舍，就登录讨论版看
帖子盖高楼，和同样是网虫
的同学们互怼 (对，‘网虫’
也是高龄流行语 )。那时候
是流行什么，我们就在网上
聊什么。一些网络热词都是
跟着当时的流行风潮走。所
以呀，走在时代风口浪尖的
永远是网友。”

【热帖】

【微观】

【日志】

关于南北差异的争议在
网上似乎就没停过，最近，南
北网友又因为一顿外卖吵翻
了：一名网友明明中午点了
外卖，但因为没点米饭，就被
南方朋友说成是“一天没吃
饭”。难道馒头、面条、汉堡不
是饭吗？难道吃披萨、涮火锅
还要配米饭吗？这条微博下
面的评论已经炸开了，北方
网友表示：每次问起南方人

“吃饭了没？”都很心累。
@哦是黑白灰啊：刚来

武汉时，我问室友“中午吃什
么饭？”她说“吃饭呀”。我就
说，“对，我问吃什么饭！”就
这样重复好几遍问答，后来
我才知道，她说的饭，就是米
饭。然后我问那你们米是什
么意思？她说，那是生米……

@安静的做个：朋友问
我中午吃饭了吗？我说吃过
了，吃的面条，他问那饭呢？
我：喵喵喵？

@SUPERSUPER七：在
我们北方，饭就是对吃的总
称。主食有米有面，面食比较
多，酸汤面、干拌面、油泼面、
麻辣面、火锅面、砂锅面、臊
子面，然后还有各种饼、馍。
室友都是南方的，每次午饭
他们都爱问，你是吃饭还是
吃面，心想面不就是饭吗？

@被猫乱按了键盘：我
室友是河南的，我是南方的。
我们达成共识，决定把米饭
统一说成米。每次出去吃饭
一定要讲清楚，今天吃米还
是不吃米。

这波刚平那波又起，对

于每天至少吃一顿米饭，南
方人表示“必须滴”。

@奶味：在南方人眼里，
不吃饭=没吃主食=吃零食。

@MoteQ：我妈为了让我
吃米饭，甚至告诉我，米饭里
有科学家尚未测出的营养物
质，人能活下去，全靠这些。

@嗑瓜子的猫：不吃米
饭真的不禁饿啊！而且两天
不吃会很空虚、心痒怎么破？

@敏敏敏小：我男朋友
家不吃米饭，一年就吃一袋
米，他们吃馒头。而我去他家
呆了一个月吃了一袋米，他
爸妈跟着我吃米，我走了听
说他们一年都不想吃米了。

@是冉冉哪：我是南方
的，吃火锅也要点一碗米饭。

（阿拉丁整理）

“GGMM”、“斑竹”“马甲”……近日，一位网络大V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
叫做“复兴超高龄互联网流行词”的话题，很快吸引了上万名网友参与。网友
们纷纷贡献不同时代的网络热词，汇成了一部“网络考古重要文献”。

7月4日，西北工业大学
发出第一封AR(现实增强)录
取通知书。只要用手机“扫一
扫”，屏幕中的录取通知书就
动了起来，以动画的形式介
绍学校，特效十分炫酷。该校
负责人介绍，录取通知书精
心嵌入的AR技术，是为了展
现一种前沿的气质、一种自
豪的传递。

@Garby000：好强，只怪
当年没努力学习。

@鱼鱼鱼鱼：去年入学
的我……只求学弟学妹们把
录取通知书借我玩一下，真
的只玩一下就好。

@吕珊珊：作为一名毕
业的老生，要求补发！

@闻人诗俊：我们学校
的毕业证书也是这样子的。

@毛线：让我想起同在
陕西的陕西师范大学，老教
授坚持手写新生录取通知
书。一个是现代科技，一个是
传统情怀，都体现了学校特
色，很赞！

@冰魄银针：科技真好，
想象不出20年后我的孩子长
大了，收到的录取通知书会
是什么样子。

@SOKAIDOZ：从技术
角度看不难实现，但是学校
蛮用心的，赞一个。

@花掩月明：幼儿园小
朋友早就用上了AR动物卡。

录取通知书
遇上了AR

斑竹油菜花

火钳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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