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野 企业家

“拼了！这个点了我们还在努力
加班！”“每天加班到半夜，连续一周
遇到同一个Uber司机。”………

自从微博、朋友圈等社交手段风
靡，诸如此类晒勤奋的现象一直存
在。晒勤奋自然是有一些目的，比
如晒给老板看，求加薪，求表扬；比
如晒给员工看，打鸡血，偶尔晒晒也
无可厚非。不过，“晒勤奋”如果成
了工作的标配，甚至以晒勤奋为荣，
就成了一种病。

勤奋是创业路上的“标配”，是基
础层面的比拼。几乎所有成功的
人，勤奋对他们来说就是生活的常
态。在持之以恒地勤奋的基础上，
再去比拼深度思考、布局谋篇以及
执行力等问题。如果你还醉心于

“晒”勤奋，那说明勤奋对你来说还
是一件“难得的新鲜事”，“我们最想
炫耀的恰恰是我们没有的东西”。

“晒勤奋”会造成“结果错觉”。
你勤不勤奋，或者用什么手段达成
目标，没多少人在乎，成年人世界在
乎的是你勤奋的结果。你晒三军将
士“闻鸡起舞”，你晒学习中“头悬梁
针刺股”，会造成一种“似乎接近成
功”的错觉，这种“结果错觉”会大大
降低你的战略判断能力，误以为自
己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尤其是晒
完还获得了一些廉价的“赞”之后，
你的错觉会越来越严重，继续将时
间耗费在“劳而无功”的瞎忙中。

“晒勤奋”暴露你内心恐慌，战略
缺失。有这么一种人，当他们没想
清楚该怎么做的时候，懒得动脑子
继续思考，而是让忙碌占据自己的
时间，美其名曰“先跑起来再说”。
战略上缺失和未来不确定的恐慌让
他们无所适从，索性长期加班，反复
试错，潜意识里为了说服自己一切
都是对的，“晒勤奋”成了最好的武
器，但这其实是一种自我麻痹。

“晒勤奋”会让你的奋斗过程更
加“形式主义”。在成功之前注定有
很长很长的一条幽黑寂寞的路要自
己走，“耐得住寂寞”才能走到最
后。稍微一勤奋就恨不得全世界都
来围观，稍微一努力就希望得到双
倍的回报，这么“形式主义”的奋斗
遇到挫折怎么办？

大部分情况下，晒出来的忙，都
是瞎忙，晒出来的“勤奋”，不一定是
真勤奋，真忙的时候你是没时间晒
的，真勤奋也无需显摆给大家看。
更多情况下，人前的勤奋表现是一
种掩护，掩盖的是背后的战略缺失、
决策困境、重心偏离、投机主义等种
种的蠢，甚至是脆弱和焦虑。

所以，对于真想做成点事的人
们，有晒勤奋刷存在感的时间，不如
多读书多用脑用心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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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七道、温丽虹 自由撰稿人

5月份，国人终于把“无聊”从个
体的行为上升为群体的狂欢。

小米和B站开启的一场无聊直
播已经进行到白热化程度。这场号
称史上最无聊的直播的推广活动：
直播中，推广主角小米Max被放置在
桌上，每隔1小时点亮手机屏幕一
次，如果手机有电，则持续直播。冗
长的时间、漫无目的的内容、砸钱送
礼……小米的这次直播简直是当下
无聊直播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缩影。
这场直播集合了把无聊感变得无穷
尽的两大因素：一是，直播时长未知
——手机什么时候耗尽电量，才是
整台直播结束之时。二是，直播内
容无预期、没有梗：不定时有直播嘉
宾出现，有时画面中甚至空无一人，
只留下直播间凌乱的现场和墙上

“我们也不知道这次直播什么时候
结束”等字样。

直播并不新鲜，很久之前已经有
游戏直播。只是当下直播的内容越
来越无聊化，这竟莫名地产生了吸
引力。说白了，这些直播就是一部
分人消费无聊，另一部分人贩卖无
聊。消费市场的扩增导致直播平台
大批量涌现。大家愿意消费无聊一
个重要的原因是观众们对娱乐节目

“审梗疲劳”。梗，就是娱乐节目中
设计的高潮点。电视和网络上各种
娱乐节目中，笑点、剧情都是设计好
的，全都是套路，虚假又累赘。

相比之下，直播就是一次对铺梗
的反策划，是一个没有梗的节目。
直播的人不用费心铺梗，观众放空
脑子迎接看到不经设计的节目，如
果有突发状况更好，比如有美妆博
主直播中不小心把粉底液挤一脸，
笑点来得猝不及防且真实，屏幕上
的点赞数竟蹭蹭上涨，因为这呈现
了与主流娱乐节目的“设计”截然不
同的生活的本真。

在无聊发展壮大成一股消费文
化之前，无聊一直作为一种情绪存
在，这种情绪人人都有，需要宣泄。
当下很多成功的商业营销事件，在
试探受众对无聊的底线，比如春节
前的收集敬业福活动、吃播最开始
也是以精剪的方式呈现……在一次
次的试探中，我们发现我们对无聊
并非完全不感兴趣，反而有种放空、
不用动脑的愉快感。不知不觉完成
了观众需求从排解无聊到消费无聊
的转变。

总而言之，人之所以消费无聊，
因为无聊是人与生俱来、需要发泄
的情绪。越来越多的人无从自己排
解无聊，想方设法排解无聊，无聊便
产生了可消费的吸引力。

佚名

5月27日凌晨3点左右，李易峰
驾驶一辆无牌白色兰博基尼跑车在
北京朝阳区大郊亭桥北侧撞上桥
墩，但并没有造成财产和人员损
伤。当晚，李易峰在微博发文致歉：

“刚下飞机，早上的事情让大家担心
了，李某某在这给大家做了不好的
示范，非常抱歉，回国后一定配合接
受处罚，承担责任，另外身体无碍大
家请放心。”

虽然是一起小小的单车事故，但
由于驾驶豪车，而且本身是许多青
少年心中的“男神”，偶像明星李易
峰此次车祸，还是引起广泛关注。
微博评论区，大批粉丝对偶像发生
事故并不在乎。有人甚至表示：“只
要脸保住了就行。”还有粉丝希望广
大网民，不要借此机会“黑”李易峰，
在他们心目中，这只是一个微不足
道的事故，偶像的颜值才是王道。

值得注意的是，李易峰驾驶的车
辆临时牌照过期，属于违法驾车上
路，依法应扣 12 分，罚 200 元。另
外，事故发生后，他也没有进行酒精
测试，只是由经纪人否认了酒驾。
作为许多青少年心目中的偶像，这
样的行为被不少路人诟病会给青少
年带去不良影响。

我们可以来看看此次事件的本
质。李易峰驾驶临牌过期的车辆上
路，已经属于违法行为了。相信所
有驾驶员都应该有这样的常识和法
律意识，临牌过期车辆只能在家“趴
窝”，一旦违法上路被查获，就是扣
分加罚款的命运。普通驾驶员是绝
不会“顶风违法作案”的。那么李易
峰为何会犯错？笔者猜想，明星违
法无非有以下几点理由。或许，李
易峰法律意识差、不懂法不了解，所
以一脚油门就上了高架；或者他存
在侥幸心理，以为偶尔违法抓不到，
属于知法犯法；再或者，认为自己是
明星，与众不同，可以闯禁区。无论
哪个理由，都值得他本人反思，何况
由于他的影响力强大，导致了许多
粉丝受其错误价值观影响，那就更
该有人来说道说道。

网上一些路人提出质疑：为何临
牌过期还上路，不打车？为何一出
事故就飞出国？为何没有配合警方
做酒驾、毒驾测试？这些问题，出国
的李易峰恐怕是无法回答了。笔者
也想问，他和此前一脚油门撞毁中
环，毁掉上海半个城市交通的司机
有何不同？同样违法、同样撞坏高
架，只是程度稍轻而已。该司机的
现状是被刑拘。

笔者不得不提醒一句：别保住了
脸，节操却碎一地。

（本版文字均有删节）

无聊为何成为群体狂欢 李易峰撞车，保住了脸没保住节操“晒勤奋”是一种病

谭浩俊 财经专栏作者

25日午后，一段29秒的不雅视
频开始在各大金融业内微信圈里流
传。除女主角外，在视频中“曝光”
的，还有一张商标为某品牌的沙发
椅。没想到，消息传到二级市场，竟
然使原本走势并不突出的某家居股
价直奔涨停。

分析人士认为，此家居股涨停，
可能并不完全源于不雅视频，而更
多的是因为次新股的原因。然而，
早不涨停、晚不涨停，不雅视频发生
时间不长，此家居股就直奔涨停而
去了。至少，这会让人感觉，此股涨
停与不雅视频的发生有些许联系。

事实上，从近年来股市炒作情况
来看，已经没有什么不能用来炒作
了。但其实，一些炒作手段，对股市
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对广大投资者
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A股到底应当确立怎样的投资
理念？虽然谁都清楚，只有确立价
值投资、理智投资、理性投资理念，
才能推动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维
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但是，一进
入实际操作，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必须注意，炒概念，也与经济发
展中的“脱实向虚”一样，越炒风险
越大，问题也越严重。为什么金融
危机爆发以来，出台了那么多稳定
经济增长的政策，经济仍然难以摆
脱下行的风险？原因就在于，这些
年来“脱实向虚”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了。现在的股市，就面临着这样的
问题，就有严重的“脱实向虚”现
象。亦即真正有价值的公司，得不
到投资者的青睐，一些垃圾公司、垃
圾概念，却不断地被投资者炒作，有
的甚至炒得完全没谱。

自6124点到现在，已经将近10
年时间。10年来，除去年因为杠杆
拉动出现了短暂疯涨以后，很快就
恢复了原形，回到疯涨前的状态。
造成股市低迷的原因，除了经济基
本面存在一定问题之外，最主要的
还是股市的生态环境不佳，价值投
资的理念没有确立，理性投资、理智
投资者少，盲目投资、冲动投资者
多，以至于不管什么概念，都会被某
些投资者用来炒作。不然，不雅视
频中的沙发椅，怎么也会成为炒作
的“利好”消息、成为驱动家居股走
向涨停的推动力呢？

所以，面对一些炒作对A股市场
产生的影响，无论是管理层还是投资
者，都必须冷静思考、认真对待，分析
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最
近，证监会在如何规范行为、打击违
法、遏制内幕交易等方面，还是有目
共睹的，是在努力改变和改善A股市
场的形象的。而利用概念进行炒作，
无疑也是需要规范的行为。

陆家嘴不雅视频
怎么就让股市“兴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