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写人生剧本，永远都不晚

57 岁的李书召，是河南科技
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一名
保安。平常只要不值班，他就会到
教室和报告厅去蹭课、听讲座，专
注地记笔记，如果教室里挤不下，
他就站在门口听，比很多学生还要
努力。

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的老
李，已经被不少大学生所仰慕，平
时有困惑就找他聊天的年轻人不
少。确实，他的事儿可是大家身边
活生生的“励志鸡汤”啊！

有意思的是，近年来，高校保
安几成励志的代名词。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中
国知名高校，都出过保安通过努力
获得深造机会的新闻，有人甚至深
入探讨过“北大保安现象”。

当然，就在近现代的文化名人
中，曾在大学旁听或临时工作的也

不少：瞿秋白、沈从文、冯雪峰、丁
玲、杨沫、成舍我、胡也频、柔石、金
克木等，学界泰斗季羡林也有过在
北大旁听的经历。

这么多励志保安，有梦想，有
激情，有努力，他们当中年轻人居
多，甚至有些人到大学当保安就是
奔着靠近优质教育资源去的。李
书召呢，就显得更单纯，他蹭课完
全不为文凭，是兴趣使然，想通过
大学课堂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求，
提升自己。

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剧本的
导演，有些人即便开局失利，但通
过自己的努力，能把原本看似挺悲
的剧情演绎成励志剧；有些人一旦
走进低谷，就看不到阳光，在自怨
自艾中演绎着本可反转的悲情戏。

不同的心境，不同的选择，不
同的生活状态，自然有不同的结

果。浑浑噩噩、当一天和尚撞
一天钟，跟攥着劲儿不断丰富
自己的生活结果，怎么可能一
样呢？

蔡元培先生说“无人不当
学，而亦无时不当学”，信哉斯
言。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习
惯和生活方式，不断付出努力
改写人生剧本，永远都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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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心境，不同的选择，不同
的生活状态，自然有不同的结果。

【新闻背景】 2016 年可谓“网红元
年”，关于“网红”的热点新闻从年头一直
红到了年尾。动辄上亿元的估值或收购，

“网红”们的吸金能力让人感叹。直播的
兴起，也让“网红”风行一时。这一年，都
火了哪些“网红”？哪些人可以会成为“网
红”？“网红”经济会是个泡沫吗？（12月26
日 新华网）

今年3月20日，“Papi酱”拿下1200万
元首轮投资，成为估值1.2亿元的“超级网
红”——这被认为是2016年“网红元年”的
开始。

就“Papi酱”来说，有颜值，有创作力，
懂得结合当下的热点和痛点进行多元素
组合，走红几乎是必然的事情。

而“所有行业优秀的人都在网红化”
也越来越成为共识——“网红”即明星，明
星即“网红”，因此，“网红经济”事实上就
是一种明星经济。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
一种感觉：如今，明星越来越多了；你特熟
悉特喜欢的明星，可能你身边的人几乎没
有听说过。这不奇怪，这年头儿，注意力
太难得了也太分散了。

就像互联网改变传统产业一样，如今
的明星也在被“网红”颠覆。不变的，是

“经济”。
2016 年，是相当一批“网红”开始“变

现”的一年。他们在线上发布高关注度和
高质量的内容，并开始通过打赏、广告、电
商等多元化渠道来“变现”。总之，“网红”
们开始挣大钱了。

“网红”的“红”，“网红”的“变现”，核
心在“流量”——大量用户的访问、点击，

而对于“网红”通常挣钱的渠道——电商
而言，流量意味着用户消费的可能。举
个例子，某“网红”在烹饪方面有相当的
造诣，又招徕了相当数量的粉丝，那么，
围绕他（她）身边的粉丝，都可以成为其
推广食材包括厨具产品的对象；他发
布的视频或进行的直播，自然就很具
商品价值。人们的网络生活被“网红”
包围，“网红”也反过来丰富着人们的
网络生活。

有预估显示，2016年“网红”产业产值
接近 580 亿元，这甚至超过了 2015 年 440
亿元的中国电影总票房。

自然，仅凭眼球搏出位的“网红”经济
走不远，因为在短时间刺激眼球后，并不
能为粉丝提供其真正需要的价值或商
品。“网红”，已不是人们印象中整成蛇精
脸、嫁给富二代的年轻姑娘们了。就像

“罗胖”罗振宇说的那样，有知识的“饼子
脸”，也在成为“网红”。

我想，崭新的 2017 年，包括未来相当
长的日子里，“网红”还会红，“网红”经济
做好了还是一片蓝海。

另外，“网红”能给普通如你我的人带
来不少启示。

互联网技术的革命带来了很多红利，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造就了成才的
多种可能。比如，即使你对各种水果的削
皮、切块技术极为精通，或是做家务特别
有一套，也有可能就红了起来并挣到大
钱。毕竟，你处理起来驾轻就熟甚至神乎
其神的事情，在别人那里可能是难以解决
的烦恼。

■洛浦听风

走过元年，“网红”经济的明天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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