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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多爾袞放棄皇位的

真實原因是什麼？《四庫全書》

為何有很多錯誤？蘇軾被貶為什

麼還能吃上東坡肉？還珠格格的

「格格」叫法對不對……近日，

著名歷史學者、央視《百家講

壇》主講人紀連海入駐短視頻

平台——抖音，並接連上傳多

個作品，短短幾天粉絲量已

接近74萬，獲讚24.7萬，彈

幕刷屏中網友紛紛點讚：終

於又聽到了紀老師富有特色

的嗓音，紀老多營業多講

點 歷 史 上 那 些 好 玩 的

事……

什麼番/劇是下飯必備？
B站羅翔老師的刑法課，太
上頭看了，必須有姓名！

戴建業是個很有意思的老頭，說唐
玄宗當了幾十年皇帝到晚年才開始腐

敗，他要是當皇帝，估
計五年就腐敗了。每次
講課都風趣幽默，絕對
是寶藏老師，很容易激
起你對古代詩詞的興
趣。

「大家不是在等我，是在等待哲學」。
北大哲學教授王德峰通過舉例西方人用刀
叉吃飯是「技術」、中國人用筷子吃飯是
「藝術」，將難懂的哲學原理變成通俗易

懂的小知識，化繁
為簡，風趣幽默。

李永樂老師也算這行的頂流
了，從高中數學到物理再到考
研，再到各類知識，無所不包。
每次看他的視頻，我都挺好奇這
個男人的能力邊界在哪，為什麼
這個他都會啊。

最喜歡的當屬北大丁延
慶教授，平易近人，說出
來的話非常有哲理性。他講
的「北大教授可以接受自己
的孩子平庸嗎？」喚起我童
年的記憶，相似的父母，相
似的場景，不同的抉擇，然
後夾雜着一個痛苦的我。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經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
他的背影」。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倪文尖講解朱
自清《背影》，通過對那個年代的父親的權威、父子兩
代人複雜的親情關係進行分析，讓我們回憶自己與親人
交往的點滴，有自責也有對親子關係的反思。

網友追過的有意思的教授

線上名氣旺出圈
硬核知識接地氣表達 進駐新媒體拓寬學子課堂

紀連海不是個例。目前已有越來越多的學
者、教授通過B站、快手、抖音等新媒

介出現在公眾面前，有的上傳小視頻，有的
乾脆把課堂搬到網站玩起直播，從文史哲、
財經、法律到數學、物理、生物等理工學
科，他們深入淺出地講解專業知識、耐心答
疑解惑，給年輕人帶來專業領域和對現實的
思索。新媒體成為「教授軍團」探索知識傳
播新生態的重要途徑，也讓這些心態開放的
名家學者找到親近年輕人，釋放自身獨特魅
力的新舞台。

深入淺出講解專業知識
粗略來看，活躍在新媒體的名家學者們多來自

中文、歷史、財經和法學等專業，也有物理、生
物等理工學科，他們學養深厚，視野廣泛，能夠
深入淺出、生動有趣地講解專業知識。
「李白四次婚姻，為什麼兩次當贅婿？」

「白居易為什麼年近四十才結婚？」「古人
怎麼刷牙？」……去年登錄B站的陝西師範大
學歷史教授于賡哲在校內就以講課風趣著
稱，在線上他的一系列歷史講座備受歡迎，
有網友稱他是「歷史學的羅翔」。今年電視
劇《贅婿》熱播，他特地製作了兩期視頻談
古代的贅婿，年輕人從中知道很多著名歷史

人物，如齊國政治家淳于髡，詩人
李白、軍事家左宗棠也曾經是贅
婿，了解到他們在特定時代的特殊處
境，這期視頻點擊量超過30萬。和共和
國同齡的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李若山有
不少頭銜：多家上市公司獨立董事、新中國
第一位審計學博士……在網上，他是和「00
後」、「90後」學生沒有代溝的「復旦山
哥」，他分析上市公司財報，講獨立董事如
何「懂事」，吸粉近數十萬，有網友調侃
道：「我膨脹了，竟然每天點開成為董事長
必看的視頻。」

講段子滲透複雜理論
理工科學者專家也備受追捧。相對論、黑

洞、引力等知識艱澀難懂，但在北京師範大學
物理系教授趙崢的課程中，則變成了一個段
子——「地球上的一對雙胞胎兄弟，一個在地
面，一個坐火箭星際旅行。回來以後，飛行員
的年齡好像變化不大，地面上的同胞兄弟卻已
經成了老頭，這是真的嗎？這是真的！」這類
授課方式頗受Z世代的青睞。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年底，與海洋打了一輩子交道的汪品先，
作為中國最大年齡的「深潛院士」入駐抖音，
目前已發布77篇視頻作品。海洋究竟有多大？

地球上是
山高，還是
水深？深海壓強
那麼大，為什麼沒
有把深海生物壓扁？
死海淹不死人，為什麼
叫死海？……聽着老院士
娓娓道來的生動講述，網友
們紛紛留言：「太棒了，就期
待真正的知識分享者入駐！」
「把所有視頻都看完了，非常長知
識。」「這才是年輕人的楷模，努力
和追求的方向。」

「亞洲飛人」蘇炳添暨大招碩士生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人民日報官方微博、人

民網及騰訊網報道，暨南大學近日公布2022
年碩士研究生招生專業目錄，剛剛在東京奧
運百米賽場獲得佳績的「亞洲飛人」蘇炳添
以導師身份出現在該校體育學院體育教學、
運動訓練2個專業的名單中，每個專業各招錄
9人。

論文以己為例介紹訓練方法
蘇炳添2018年進入暨南大學體育學院，擔

任副教授，今年，他帶的第一批碩士研究生已
畢業，東京奧運會結束後，他就透露，自己下
一站會回到暨南大學任教，「比起做教練，我
更喜歡當一名老師。」奧運期間為人們所津津
樂道的博士論文《新時代中國男子100m短
跑：回顧與展望》中，蘇炳添詳細地分析了中
國男子百米跑躋身世界一流的原因，並以自己

為例，介紹了科學化訓練的方法。
論文中列舉了中國最近10年的最好百米成

績，都是蘇炳添跑出，甚至原本計劃在2017
年退役的他，後來又出現了「爆發」時期，
甚至在東京奧運上跑出9.83秒的好成績。蘇
炳添認為，這離不開科學化訓練的方法。他
的現任教練蘭迪·亨廷頓（RandyHunting-
ton），就是著名的「科研型教練」，他們會
對冠軍模型進行分析，並以此為據，對運動
員的體能、技術和恢復等環節進行指導。
2017年開始合作後，蘭迪教練先對蘇炳添

進行了系統性評測，再進行科學化訓練。事
實證明，這樣的科學化訓練確實取得了非常
不錯的效果，在訓練前後，蘇炳添的身體素
質、技術能力得到了極大提升。
當然，在蘇炳添看來，這也只是取得成功

的原因之一，此外良性團隊競爭、用接力項

目促進單項訓練、參考國外技術和多參加國
際比賽、完善訓練保障團隊和提升運動員素
養也都必須考慮。

高校是競技體育科技助力新引擎
蘇炳添在論文中提出，除了堅持成功經

驗、保障退役工作以外，從人才角度出發，
他認為還應該注重青少年的選拔、「大齡」
運動員的機會提供。
蘇炳添以自身經歷為例，說明了「大齡」

運動員的價值之處：中國部分「大齡」運動
員存在過早退役的問題。大批運動員選擇在
26歲就退役，但筆者在29歲依然跑出9.91秒
的歷史成績。科技同樣能助力中國體育的發
展，而創新源泉則來自於當今高校，國內
「雙一流」大學為代表的高等院校，是競技
體育科技助力的新引擎。要進一步突出高校
在基礎研究和多學科融合方面的優勢，設計
出具自主產權的高科技訓練競賽硬件、軟
件，為服務中國競技體育發展戰略提供智力
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北京報道）「留在大城市
還是回老家？」「進體制真的香嗎？」「年輕人該不
該早買房？」「為什麼說『90後』和『00後』是歷史
上最不適合結婚的一代？」……很多入駐新媒體的名
家教授具有開放的心態，在傳播專業知識之餘，還
經常從專業和個體經歷出發解答青年一代正面臨
的情感、現實焦慮和人生衝擊，被年輕人稱為
人生「雲導師」。

網友：找到心靈庇護所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梁永安年
逾花甲，但始終對青年問題保持
強烈的關注，「到2035年，
『90後』就45歲了，他們
將成為未來國家前進和
建設中的主力軍。但
他們現在面對的問
題和挑戰特別艱
巨，是改革開放
40年來前所未
有 的 。 在
「小鎮做

題家還有救嗎？」視頻中，他告訴年輕人，畢業後的
任務就是做一個優秀的普通人，熱愛世界、熱愛萬
物、熱愛眾生，踏踏實實去尋到一個自己內心喜歡又
有價值的事情，「一個人一輩子能夠做好一兩件事就
很好了。」不少網友給梁永安留言，講自己的困惑，
也有網友說，在梁永安的頻道「找到了心靈庇護
所」，這裏「像光一樣」。
另一位來自復旦大學的老師沈奕斐最懂愛情，從社

會學的視角，幫助網友解決問題背後的底層邏輯，而
不僅是從表面上回答。為什麼脫單這麼難？沈奕斐回
答：「是因為你老是搞錯了因果關係，把你遇到的那
些人，看成是完成愛情理想的工具人。」她分析說，
影視劇帶來很多戀愛模式，很多人在談戀愛時，把愛
情看作是需要去完成的模式，而不是去尋求人和人之
間的碰撞，在碰撞中自然而然產生愛情。「愛情是結
果，而不是目標，不要本末倒置。」沈奕斐鼓勵大家
去建立親密關係，打開對親密關係的想像力，走出模
式。

現身說法 吐露家長心聲
北京大學丁延慶教授在抖音的粉絲已突破100萬，他

的作品專注於高考志願填報解讀以及一些熱點話題，
諸如《清北學生的成功秘笈》《北大教授的女兒穿什
麼樣的衣服》《不要去東北上大學，您怎麼看》都有
相當的熱度。特別是有網友問：「作為北大教授，您
可以接受自己的孩子是一個平庸的小孩嗎？」丁教授
以「我教孩子逆天改命，她卻教我學會認命」的吐槽
刷遍全網，這番揉雜着不甘、無奈、釋然的感慨，吐
出了很多「雞娃」家長的心聲，也撫慰了他們內心的
焦慮：「北大教授的女兒尚如此，我們需要接受子女
不如自己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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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去年登錄B站的陝西師範大學
歷史教授于賡哲（圖左）在校內
就以講課風趣著稱。 網上圖片

●2017年，汪品先在同濟大學首次開設公共選修
課《科學、文化与海洋》，受到全校師生熱

烈追捧。 網上圖片

●蘇炳添（行走者）2018年進入暨南大學體育學院擔任副教授。圖為他早前給同學
上課的視頻。 視頻截圖

名家學者出校園

●網友說，戴建業絕對是寶
藏老師。 網上圖片

●著名歷史學者、央視《百家
講壇》主講人紀連海近日入
駐抖音。 網上圖片


