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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社会，一个公共议题早就已经拥有了超

越它本身的意义，疫病自然也不例外。

与疫情宅在家的大部分人一样，每天睁眼第

一件事，便是上网浏览各个信息平台。某个阴雨

绵绵的清晨，我偶然听到一则电台节目，节目里

提到了香港文化人潘国灵的著作《城市学 2》，

和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一书，以及

一句言之凿凿的话。

节目里说：“2020 开头的这场疫病，不仅抢

过了庚子年春节的主调，也注定会成为日后我们构

建集体记忆和文化身份的注脚。我们会以什么方式

去描述它，也就是我们会以什么方式来描述自己。”

或许我们并不需要刻意做什么，互联网技术足

以把一幕幕镌刻在历史的长河里。

被互联网镌刻的共同记忆——“我们这漫长的

宅家生活”。

覆盖每一个信息节点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

代，信息第一次有了独立的载体和传播渠道，麦克

卢汉“地球村”的概念腾空出世，它形象地表述了

因传播媒介的高度发达而给人类交往和传播带来的

巨大变化。

什么是“地球村”？瞬息之间，电子媒介就可

以使信息传播到万里之外的地方。借助于电子传

媒，地球上的重大事件可以同步、即时传播，空间

距离和时间差异不复存在，整个地球在时空范围内

已缩小为一个很小的地方，人们具有了获得公共信

息的相等机会。电子媒介的同步化性质，使人类社

会结成了一个具有密切的相互关系、无法静居独处

的、紧密联结的小社区。

理论照进现实。疫情当前，每个人囿于有限的

空间内，好似孤岛的岛民，而繁荣发达的互联网，

就成为了一张牵系着岛民的“既有速度又有温度的

网”。

人们通过国家卫健委的每日更新，才得知确诊

病例、死亡病例、疑似病例、跟踪病例、治愈病例

的动态，数字升了降了，做到了心中有数。

人们看权威的央媒，看到如人民日报、央视新

闻，看它们公布的最新消息、寻找潜在病体、破解

网上谣言、宣传抗疫指导。

更不用说以百度、阿里、腾讯、字节跳动为代

表的互联网平台，一系列诸如疫情辟谣、疫情地图、

医生咨询、同城查询、防护手册等版块，分布在微

信、今日头条、抖音、微博、淘宝直播等各种传播

渠道，让普通大众了解疫情，提高防范意识，缓解

焦虑。

还有一些例如平安好医生、百度、丁香医生、

好大夫在线、腾讯健康平台、微医等健康平台，均

开通了免费咨询服务，提供在线咨询和远程诊疗服

务。而专业的互联网平台，也第一时间将各类信息

汇总，共享医用资源，让求助变得更容易、更便捷、

更实用。

信息的流动，不仅是知情权问题，更对消灭

疫情有帮助。曾经，华盛顿大学 Louis Kim 教授，

Shannon M. Fast, Natasha Markuzon 等几位科学

家做过一项研究“观察媒体报道的数量与疾病传播

数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模型显示，当媒体的报道量

增加十倍，此类疾病的感染数减少 33.5％。

这一原理在于，疫情传播是在动态的社会活动

中进行，个人行动将直接影响传播进度。而权威信

息增多了，公众防范意识增强了，疫情的传播速度

就会减缓，这就是信息的“广度”和“深度”的魔

力，这一切都归功于互联网传播媒介的发展。

人们通过 B 站 up 主 @ 林晨同学的网络视频，

才亲眼目睹千万人口的江城，一瞬间空城所带来的

视觉冲击，空无一人的楚河汉街，行色匆匆的行人，

形单影只的快递小哥……也将被互联网描下厚重的

一笔。

人们从回形针团队一则网络视频《关于新冠肺

炎的一切》的刷屏，了解到新冠肺炎是如何感染和

传播的，从而记住了某一个知识点。 

通过赛博故事的一档音频节目《世界为什么会

有瘟疫》，也与主播 @ 高飞一起站在了历史的视角，

去了解微生物（细菌、病毒等）与宿主（人体）的

关系。

人们一同悼念李文亮医生的逝世，一同心系奋

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们，感慨疫情冰冷无常，期冀

人间温暖有爱。

人们同样寄情于“火神山”和“雷神山”两所

临时医院的飞速搭建过程中，通过 500 公里的高

空直播镜头，看那些昼夜不停穿梭于工地上的每一

辆特种工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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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被互联网镌刻的共同记忆

在全国超过 5000 万“闲疯帝”网友的“云监工”

下，这片工地上的每一辆工程车都有了“绰号”：

压路机叫多尔衮、吊车叫送高宗、混凝土搅拌车叫

送灰宗、叉车叫叉酱、蓝色挖掘机叫蓝忘机……其

中最火的小叉车，还直接被刷进了微博饭圈超话，

与肖战、蔡徐坤肩并肩。

通过互联网，14 亿颗心灵被牵动着情绪，往往

这时候，一点点简单的快乐都会被成倍放大，进而

再通过互联网，传递给更多的人。

而一篇 # 火神山建设不完全手册 # 文章的传播，

也让无数人真正看到中国的速度和科技的力量。

快递小哥成为城市运转的关键力量

科技的力量，也让人们居家隔离的日常生活，

得以享受到现代社会运行链条的庇荫。

比如眼下最朴实的一日三餐。一夜之间，在社

交媒体上，抢菜几乎成了人人关心的话题。这显然

不是开心农场里的游戏，而是疫情下每个人每天都

要面对的现实。

这也是媒体从业人士关心的议题。为此，科技

行者在社群进行了一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网

民生活状况调研报告》，在买菜这件事情上，多数

人除了市场买菜，第二选择便是网上卖菜。

人们习惯去菜市场，但菜市场里开业的商铺不

多，这时候，两种现象不可避免，一方面菜市场囤

菜，另一方面餐饮业员工待业。一些科技企业挑起

商户压力的大旗，包括阿里、京东、苏宁、每日优

鲜、联想等科技企业发起了与传统企业共享员工

的计划；京东在疫情较严重的省份超市内，比如

7Fresh 生鲜、爱客多、德隆、百尚辉煌、绿地 G-Super

等，大量铺设无接触自助收银机，居民自主即可完

成商品价格扫码、装袋、电子支付等购买环节。

另一群不敢出门和不能出门的人们就纷纷涌向

了买菜 App。于是乎，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每

日优鲜等多家生鲜电商平台推出紧急响应措施，他

们或召回休假员工，或连夜赶往全国各地采购蔬

菜，甚至安排文职人员参与配送，匆忙应对突如其

来的巨量需求。

而最终将这些物资及时送到人们手中的快递小

哥，所扮演的角色恰好是这个庞大链条中最末端，

他们是最易被忽视，但意义重大的一环。

在 @ 林晨同学压抑的镜头里，出现在外的往往

只有环卫、医生、干警…他们坚守着岗位，维系着

这座城市的公共服务系统，而在这些人当中还有个

特别的蓝色身影，他就是外卖小哥。

这让我联想到，这些天看到过的一个段子：

“现在的武汉就像是游戏《死亡搁浅》一样。

快递小哥就像是我们在游戏里所扮演的主角，把困

在家里（避难所）的人连接起来。

而阻挠他们的也和游戏里的 BT 一样，是普通

人肉眼看不到的怪物（病毒）。

游戏里我们要计算载重、摩托车或卡车的电量、

身上的补给品来规划运输路线，而快递和外卖小哥

们，也要计算自己手中口罩和消毒液的消耗。”

《死亡搁浅》是我玩过为数不多的 PS4 游戏之

一，游戏里那种世界极端分崩离析又危机四伏的感

觉，让我时刻紧绷着神经。

这让我不由得认为，《死亡搁浅》的设计者小

岛秀夫是一个洞悉人性的鬼才，能用一款游戏，勾

勒出人们处于信息孤岛的不安和恐惧。

事实证明，什么都阻隔不了人与人的连接，

而在互联网时代，维系连接的故事，变得更加层

出不穷。

疫情刚出，除夕当天，出现了这样一群逆行者。

顺丰“两架专机驰援武汉，32 吨药品口罩抵汉”，

京东“分批捐赠并配送 100 万只医用口罩及 6 万件

医疗物资”，盒马“狂奔 14 小时，四辆 4.2 吨位的

物资专车从上海连夜开至武汉”……这些快递员 /

外卖小哥，在非常时期，正穿越支离破碎的危险世

界，将口罩、退烧药、消毒液、果蔬生鲜等物资第

一时间送给消费者。

小岛秀夫曾经在采访中谈到《死亡搁浅》的设

计理论：这就是一种“信件理论”，在以前，通讯

并不是实时的。例如，一位丈夫很久以前在战场上

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

死。”然后他把信寄了出去，过了几个月才到妻子

手里，妻子读了信以后会想，“他现在可能已经死

了。”妻子必须想象出来他写信时的想法——这就

是当时的交流方式。现在，这变得更加实时了。

这是一个关于关心他人的游戏，但它却没有那

么直接。我想利用今天的互联网做到这一点。

在这个人们可以直接交流的时代，我想利用今

天的技术创造出一种间接的交流，能够让你站在对

方的角度来思考，就像过去那样。”

或许在这个非常时期，快递员 / 外卖小哥所建

立的连接，便成为了城市继续运转的关键力量。

在线教育将迎来新风口

科技的力量，也将无数被耽搁了的正事，拉回

到了正轨。

当一些企业不得不延迟开工日期，当一些学生

们被要求在线上学习，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及时响

应了。

复工潮来临，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尝试使用钉钉、

企业微信、飞书、 Welink、百度 Hi 等软件开展远

程办公，这些软件支持企业快速恢复生产能力，减

少疫情对于企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

春季开学延期，不少科技公司纷纷响应“停课

不停学”，包括新东方在线、学而思网校、猿辅导、

作业帮、网易有道、跟谁学等超过 20 家在线教育

企业，向全国学生提供免费课程。

在线教育和直播平台的结合，恰逢其时，最直

接地建立了学生、家长、老师的联系。

或许是感受太直观，于是一位家长向科技行者

分享了她的在线教育故事：“王思平是一位二年级

小学生的家长，去年 11 月份，她刚给孩子报了学

而思二年级数学寒假班。疫情来临，当北京市教委

发出北京市中小学延期开学的通知之后，她意识

到，线下的培训课程不能去上了，她决定，报名学

而思网上课程。

其实，王思平在之前就已经给孩子报过一起学

网校的英语课程，每周两节，报名的时候，一是考

虑到线下的英语培训课程接送孩子路程比较耗费时

间，线上课程可以随时随地在家里上，免去了奔波

之苦；另外，王思平家里还有二宝，她觉得线上课

程可以两个孩子一块在家上，让老二也跟着老大感

受一下英语的熏陶。

但是选择数学课程的时候，王思平却没有优先

选择线上课程，她觉得，和英语不同，数学更讲究

思路、方法，而且孩子的接受效果也会差距比较大，

面授能够更直接地了解学习效果。况且，很多过来

人跟她说，学而思数学是明星课程，如果不趁着孩

子在低年级的时候报名，等到高年级的时候，再想

报名，就不好报了，所以，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线

下面授。

同样的课程，面授是 1650 元，而线上课程是

600 元，价格相差一半，当然原因也很简单，线下

课程，一位老师只给有限的几十个孩子授课，而线

上课程，老师要给几百个孩子授课，受众数量也决

定了，授课成本不同。

时运的安排，让王思平不得不把所有的课程都

变成了线上培训课程。

2 月 4 日，是二年级学而思寒假数学班开课的

第一天，王思平觉得，第一次线上学数学，担心孩

子不能专心听讲，她决定陪着孩子一起上，于是，

在 18：30 课程开始，她也和孩子一同坐在了 iPad 前。

一节课下来，她觉得下次上课，她可以不用再

陪伴孩子上课了，她最担心的孩子走神问题，现在

看上去不用担心。上课过程中，学生可以线上答

题，线上提交答案，学生端开启的摄像头，可以让

老师看到学生的表情，也可以看到同班上学的其他

同学，学生还可以通过摄像头给老师发手势，与老

师完成互动。

又因为是数学课，题目的答案大都是唯一正确

的，课堂授课也是通过解题的方式，来实现思维逻

辑的灌输，只要题目答对，基本上也可以判断学生

的学习效果。

课后作业也是在 APP 中就可以拍照提交，每

天的计算练习题，还可以通过 APP 中的“智能判题”

来自动完成识别，家长可以便捷地了解孩子的答题

对错情况。老师批改后的作业，也可以通过 APP

反馈给学生。

相比较之下，王思平孩子之前在一起学网校

上的英语课就显得有些让家长不放心。学生的授

课界面，最大比例呈现的是老师的课件，而老师

的头像只是居于屏幕一角，跟真正的课堂形式有

很大差别。

课堂上，老师与学生的互动，仅仅只能是老师

随机挑选一个学生连线，才能让老师开启这个学生

的摄像头，老师和学生之间实现互动。老师和大多

数学生的互动，都是靠发放“海星”这样的积分奖

励，学生在课堂上的主要精力往往都会被海星吸

引，也就是，老师会发放海星的环节，学生就会全

力以赴抢海星，而忽略了课程本身。

屏幕的右下角，很大一部分是一个互动留言区，

尽管有的时候老师和学生的互动，可以通过留言区

来实现，但是，学生会一直看到这个留言区，而且，

留言区也会分散学生上课的注意力。

外加英语的学习，不同于数学，判断学习效果

的依据比较复杂，使得家长经常会担心孩子的学习

效果。

至于课后作业的提交，一起学英语的作业，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微信。也就是说，学生的作业，要

通过家长拍照，拍作业完成情况，以及录制学生跟

读视频，来完成作业提交，辅导老师从微信中查看

学生作业，和家长的沟通反馈也是依赖于微信，

APP 不能完成作业的提交和批改，对家长的投入要

求比较大，挑战了家长的时间。

通常来讲，一个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是没有微信

的，但是因为现在授课、做作业的要求，家长会给

小学生准备一个 iPad，所以，能够在 APP 中，完

成辅导老师和学生的互动，这一点，对于家长来说

至关重要。沟通要经过一层，总是会影响到沟通效

率和传递效果。

疫情之下，很多人都在说，在线教育将迎来新

的风口，而这个风口之下，在线教育平台的技术能

力就凸显出来。在线教育的市场，因为疫情，得到

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培育良机，而这场市场培育，也

面临着因用户体验而带来的新一轮的洗牌。

开学不见时间点，不管小学、中学，还是大学，

纷纷将在线教育作为延期开学的替代举措，央视

频、学习强国、腾讯视频、爱奇艺等大众视频平台，

也纷纷为在线教育提供了免费接口，传播推广的广

度和深度达到了空前。

优秀的师资、过硬的课程，是在线教育的拳头，

获取了活跃用户，如何让用户满意，提升用户体验，

就变成在线教育的发力点所在，而技术无疑是这场

比赛中的角力点。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故事，被互联网冠上了统一

的社会记忆，一下子变得深邃而迷人。

而一场疫情也让人们意识到，现代社会的运转

并非看上去那样理所当然，我们每一秒的生活便利

其实都很容易失去。

但生活终究会恢复它本来的面貌。 

（转自科技行者）

数据来自科技行者《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网民生活状况调研报告》

您如何解决吃饭问题？

您常用的卖蔬果生鲜平台是什么？

去饭店吃饭

网上点外卖

网上买菜，在家做饭

市场买菜，回家做饭

2.4%

12.2%

34.3%

73.2%

盒马鲜生

饿了么

京东买菜

美团买菜

每日一淘

叮咚买菜

永辉买菜

自己去超市买菜

其他 12.2%

26.8%

17.1%

31.7%

14.6%

9.8%

7.3%

9.8%

7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